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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00     证券简称：天康生物      

                                      公告编号：2020-092     

债券代码：128030     债券简称：天康转债 

 

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

回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

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 号）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

若干意见》（国发[2014]17 号）的要求，以及《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

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15]31 号）等文件的有关

规定，公司就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对即期回报摊薄的影响进行了认真分析，并提

出了具体的填补回报措施，相关主体对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作出

了承诺，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一）财务指标计算主要假设和说明 

1、假设宏观经济环境、产业政策、行业发展状况、产品市场情况等方面没

有发生重大变化。 

2、假定本次发行方案于 2021 年 6 月末实施完毕。该完成时间仅用于计算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对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不构成对本次发行实际

完成时间的判断，最终以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实际发行完成时间为准。 

3、假设本次募集资金总量上限为 210,000.00 万元（含本数），发行股份数量

为 215,026,988 股。本测算不考虑相关发行费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实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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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数量和募集资金规模将根据监管部门核准、发行认购情况以及发行费用等情况

最终确定。 

4、根据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当期总股本剔除回购股份后的

1,061,877,938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00 元（含税），共

计分配现金红利 21,237.56 万元。假设公司 2020 年度现金分红规模与 2019 年度

保持一致，并于 2021 年 6 月实施完成。 

5、在预测公司总股本时，以公司 2020 年 9 月末总股本 1,075,134,941 股为

基础，假设不考虑公司已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和库存股等对总股本的影

响，除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外，假设不存在其他可能产生的股权变动事宜。 

6、在测算时，假设公司的净资产规模不受除本次发行、净利润、利润分配

外的其他因素的影响。 

7、公司 2020 年 1-6 月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83,379.67 万元，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85,632.41 万元。在不出现重

大经营风险和不考虑季节性变动因素的前提下，假设公司 2020 年度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2020

年 1-6 月相应项目的 2 倍，即分别为 166,759.35 万元和 171,264.83 万元。 

8、假设 2021 年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对应的年度增长率为 0%、10%、15%三种情形。 

9、不考虑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账后，对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如财务

费用、投资收益）等的影响。 

上述假设仅为测算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不代

表公司对未来盈利情况和现金分红的承诺，也不代表公司对未来经营情况及趋势

的判断。投资者不应据此进行投资决策，投资者据此进行投资决策造成损失的，

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二）财务指标影响的测算过程 

基于上述假设的前提下，考虑到对比的一致性，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对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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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测算对比如下： 

项目 

2020 年度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度/2021 年 12 月 31 日 

发行前 发行后 

总股本（万股） 107,513.49 107,513.49 129,016.19 

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万元） 210,000.00 

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万股） 21,502.70 

预计本次发行完成时间 2021 年 6 月末 

假设情形 1：2021 年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与 2020 年持平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万元） 166,759.35 166,759.35 166,759.3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万元） 
171,264.83 171,264.83 171,264.8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万元） 604,802.01 750,323.79 960,323.7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55 1.55 1.4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55 1.55 1.4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1.59 1.59 1.4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1.59 1.59 1.4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34% 24.61% 21.3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32.19% 25.28% 21.89% 

假设情形 2：2021 年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较 2020 年增长 1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万元） 166,759.35 183,435.28 183,435.2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万元） 
171,264.83 188,391.31 188,391.3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万元） 604,802.01 766,999.73 976,999.7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55 1.71 1.5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55 1.71 1.5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1.59 1.75 1.5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1.59 1.75 1.5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34% 26.74% 23.1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32.19% 27.47% 23.82% 

假设情形 3：2021 年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较 2020 年增长 1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万元） 166,759.35 191,773.25 191,77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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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0 年度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度/2021 年 12 月 31 日 

发行前 发行后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万元） 
171,264.83 196,954.55 196,954.5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万元） 604,802.01 775,337.70 985,337.7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55 1.78 1.6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55 1.78 1.6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1.59 1.83 1.6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1.59 1.83 1.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34% 27.79% 24.1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32.19% 28.54% 24.77% 

注：上述计算每股收益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9 号—净资产收益率

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的规定，分别计算基本每股收益和稀释每股收益。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所有发行在外的普通股股数相应增加，而

公司募投项目的效益实现需要一定的过程和时间，因此每股收益及净资产收益率

将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摊薄公司的即期回报。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股本总额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将有

较大幅度的提升。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需要经历一定时间的建设期，不能立即

产生效益，在此期间股东回报主要通过现有业务实现。如果建设期内公司净利润

无法实现同步增长，或者本次募集资金建设项目达产后无法实现预期效益，将可

能导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等财务指标被摊薄。

公司特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公司即期回报被摊薄的风险。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与公司现

有业务的关系及公司从事募投项目在人员、技术、市场等方面的储备情况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计募集的资金总额不超过 210,000.00 万元（含本

数），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发展生猪养殖业务和补充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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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1、发展生猪养殖项目的必要性分析 

（1）进一步满足人们对高质量猪肉产品的需求 

近几年，随着我国经济快速稳定发展，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人

民饮食结构方面发生了较大变化，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消费结构，正逐步向植物

性与动物性并重方向发展。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猪肉产品的质量需

求也随之提高。因此，拥有稳定且质量优良的猪肉产品才能在市场上长期保持竞

争力。 

公司作为生猪养殖行业的区域龙头企业之一，凭借着高质量的产品获得了良

好的市场口碑。本次募投项目建成并达产后，公司将为市场提供大量品质有保障

的猪肉产品，可较好地满足当地消费者对高质量猪肉产品的需要。 

（2）有利于公司抓住生猪产业发展及产业转型升级的机遇，提升公司盈利

水平 

近年来，国内主要生猪养殖企业通过持续进行扩产能、降成本、增效率的方

式，进一步提高市场占有率。其中，牧原股份、正邦科技、天邦股份、新希望、

温氏股份等同行业上市公司积极通过可转债、非公开发行股票等融资方式募集资

金投入生猪养殖项目。公司需要把握生猪产业发展的有利周期，及时布局、加大

投资、提升生猪养殖效率，从而保持与提高市场份额。 

凭借公司稳定高质的产品、完善的市场销售渠道与服务保障、良好的品牌影

响力，公司生猪养殖业务经营规模增长较快，销售收入稳步增长，生猪养殖出栏

规模受产能限制，趋于饱和。在产品收入方面，公司生猪养殖销售收入从 2017

年的 19,863.34 万元，增长至 2019 年的 48,114.73 万元，年复合增长率达 55.64%。 

本次募投项目涉及三个现代化生猪养殖产业化建设项目，项目建成后将增加

公司的存栏能繁母猪数量以及商品猪的生产能力。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后，公司将新增年出栏 102 万头仔猪/生猪产能，完成公司在新疆、河南、甘肃

300 万头的生猪养殖产业布局，同时公司还将在四川、重庆等地区进一步开展生

猪养殖产业布局，2023 年总体实现 500 万头的生猪养殖产能。本次募集资金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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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项目实施后，有助于公司抓住生猪产业发展及产业转型升级的机遇，进一步将

生猪养殖产业做大做强，提升公司盈利水平。 

（3）积极响应“向南发展”战略，助力南疆畜牧业转型升级 

新疆南疆地区在新疆稳定发展中处于重要的地位。由于历史和环境原因，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发展中形成了“北重南轻”的格局，兵团南疆师团的基础设施

比较薄弱，工业化水平低，经济总量占兵团经济比重少，实力相对较弱。党的十

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国家层面进行顶层设计，采取特殊措

施支持南疆发展，高瞻远瞩地作出了加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南疆发展的重大战

略部署。兵团向南发展战略，是党中央从战略全局作出的重大部署，也是兵团深

化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 

兵团党委积极贯彻落实党中央向南发展的战略部署，举全兵团之力，集全兵

团之智，壮大产业带动就业，增强南疆师团的承载力、带动力和影响力。第一产

业是南疆师团的优势产业，加快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推动农业产业转型升级，促

进农业产业提质增效是南疆师团产业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 

公司作为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国有上市公司，深入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治疆方略与兵团党委“向南发展”的战略部署，本次“天康生物

股份有限公司 30 万头仔猪繁育及 20 万头生猪育肥基地建设项目”的实施能够提

高南疆地区畜牧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带动南疆地区生猪养殖相关产业的发展，促

进南疆地区的就业，为南疆地区经济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具有良好的社

会效益和示范作用，对促进兵团南疆师团畜牧产业转型升级、提升经济承载力、

增加人口规模、增加就业岗位具有重要意义。 

（4）助力公司“健康养殖服务商”和“安全食品供应商”战略目标的实现 

公司一直坚定地依据自身的专业能力和核心竞争能力，紧紧围绕养殖业的关

键环节，包括动物疫苗、饲料饲养、良种繁育、动保以及养殖服务体系支持，提

升养殖效益，实现公司和客户的共赢发展，努力把公司打造成中国一流的“健康

养殖服务商”和“安全食品供应商”。 

通过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扩大生猪养殖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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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有效扩大公司现有市场供给能力、增加市场占有率、提升技术与品牌力，从

而为疆内及全国人民提供营养、环保、高质的猪肉及制品，进而保障公司总体战

略目标的顺利实现。 

2、发展生猪养殖项目的可行性分析 

（1）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得到各级政府的积极支持 

2019 年 9 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级的意见》

提出以保障猪肉基本自给为目标，立足当前恢复生产保供给，着眼长远转变方式

促转型，强化责任落实，加大政策扶持；2019 年 12 月兵团办公厅出台了《加快

兵团生猪产业转型升级的实施方案（2019-2025 年）》，从大力发展标准化规模养

殖、推动生猪生产科技进步、加快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提升饲料保障能力四

个方面加快构建现代化养殖体系，加快推动兵团生猪产业转型升级；2020 年 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

的意见》中提出，要加快恢复生猪生产，并强调了“坚持补栏增养和疫病防控相

结合，推动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通过一系列政策的实施，国家、各级地方政

府对生猪养殖产业高质量发展给予了全方位支持，有利于促进我国生猪养殖行业

的长远发展，有利于公司本次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 

（2）生猪市场下游需求稳健，为募投项目产能消化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2011 年至 2017 年，我国猪肉消费量稳步增长；2018 年至今受非洲猪瘟疫情

影响，生猪产能受到影响，猪肉产量降低，猪肉消费量也同比下滑；2019 年我

国猪肉消费量 4,487 万吨，较 2018 年降低 18.86%。根据《中国农业展望报告

（2020—2029）》，在非洲猪瘟疫情风险得到有效控制以及猪价回落的带动下，叠

加我国居民消费升级及人口增加等因素的影响，猪肉在未来十年仍将呈增加趋

势，猪肉消费量需求趋于平稳，预计 2020 年猪肉消费量达 4,206 万吨，2021 年

猪肉消费量达 5,177 万吨，2025 年猪肉消费量达 5,853 万吨，展望后期猪肉消费

需求将趋于稳定，预计 2029 年我国猪肉消费总量将达到 6,077 万吨，人均猪肉

消费量将达到 42.30 公斤。我国不断增长的猪肉消费需求将为公司本次募投项目

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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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11-2019 中国猪肉消费量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Wind。 

（3）公司畜牧业产业化体系完备，生猪产业化运营经验丰富，能够有效保

障募投项目顺利实施 

天康生物是一家实现了现代畜牧业畜禽良种繁育-饲料与饲养管理-动物药

品及疫病防治-畜产品加工销售 4 个关键环节的完整闭合，形成动物疫苗、饲料

及饲用植物蛋白、种猪繁育、生猪养殖、屠宰加工及肉制品销售的全产业链架构

的现代化企业。通过二十年的发展，公司成长为农业产业化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全国饲料工业 30 强企业、全国兽用生物制品 10 强企业、全

国养猪行业百强企业，农业部在新疆唯一的兽用生物制品定点生产企业，口蹄疫

疫苗定点生产企业，农业部指定的猪瘟疫苗、小反刍兽疫疫苗的定点生产企业，

农业部确定的 100 家国家猪核心育种场之一，中国畜牧产业链十佳、中国冷鲜猪

肉十佳企业品牌榜，畜牧业产业化体系完备。 

2003 年以来，天康生物与新疆、河南两省、自治区各级政府紧密合作，采

用“公司+标准化养殖基地”的产业化运营模式，在新疆、河南等地建立了两个

百万头生猪产业化基地，成为西北地区规模最大、品种最全、质量最优的现代化

种猪及商品猪生产企业之一。通过二十年的运营，天康生物积累了丰富的生猪产

业化运营经验。 

公司完备的畜牧业产业化体系及丰富生猪产业化运营经验能够为本次募投

项目的实施提供有效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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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与时俱进的管理团队和精细化管理模式为项目实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经过 20 余年的发展，天康生物不断深化人事、劳动、分配三项制度，促进

业务转型、加强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培养了一大批行业内优秀人才，拥有一支

与时俱进的管理团队和一批资深的行业专家。团队成员具备多年丰富的现代化规

模猪场养殖管理经验和优秀的专业知识技能，人才专长涵盖了猪遗传育种、猪场

设计与建设、生产管理、营养与饲喂、疫病防治、环境保护等生猪养殖全方位内

容。 

天康生物在疆内率先建立了先进、完善、专业的生产和设备管理制度，同时

具有完整建设与运营环保、智能、现代化养殖场的经验。经过多年发展，公司积

累与掌控了自动化环境控制、数字化精准饲喂管理、粪污无害化处理等现代生猪

饲养先进技术，这为公司本次规模化生猪养殖场项目建设、实施提供了丰富经验，

可有效助力项目顺利达产并稳定运行。 

（5）公司持续的科技创新投入，为募投项目的实施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天康生物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天康生物企业技术中心被国家发展改革委、

科技部、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联合认定为“国家企业技术中心”，

被国家发展改革委认定为“动物用生物制品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目

前公司聚集了一大批行业技术专家，组建了以博士、硕士带头的中青年研发团队，

具有强大的产品研发、技术创新和技术服务能力；公司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

兽医研究所、兰州兽医研究所、上海兽医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华中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新疆农业大学、石河子大学、新

疆畜牧科学院、新疆农业科学院等都有完善的产业化实质合作研发专题。同时还

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以顾问的身份参与研发工作，例如与中国农业大学马秋刚教

授合作。通过上述举措，有效将产学研进行深度融合，极大地加快了公司的创新

速度。 

公司一直坚持科技创新投入，完善疫病防治和动物保健体系，严格执行疫病

防治制度，公司目前为行业内少数几家拥有猪口蹄疫 O 型、A 型产品的企业之

一，猪瘟 E2 疫苗为行业首个能够区分野毒和免疫感染的疫苗，同时公司 P3 实

验室建设接近尾声，为公司未来在前端进行研发提供了更大可能；除此之外，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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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在饲养技术、营养保健、生产安全、食品安全等方面持续进行技术创新投入，

进一步提高公司疫病防控能力、提高产品品质与保障食品安全，巩固公司在国内

生猪品质方面的良好口碑，为公司的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技术基础。 

（6）公司良好的销售体系布局为募投项目的产能释放提供保障 

公司的生猪养殖业务主要在新疆、河南、甘肃等全国核心养猪区域，生产的

种猪和仔猪主要销往新疆和其他西北地区的养殖企业、养殖场和农户；商品猪主

要销售给天康食品，由天康食品进行屠宰加工为各类热鲜肉、冷鲜肉和冷冻肉等

产品后进行销售。多年来，公司积极响应自治区提出的“走出去”发展战略，努

力打造新疆著名肉类品牌，天康种猪、天康仔猪、天康猪肉成为全国行业名优产

品。 

公司根据不同区域，确立了以乌鲁木齐市场为核心，以新疆为基础的全国市

场规划。目前，天康放心肉精细分割产品已进入内地 14 个省、市、自治区的 31

个大中城市，公司在新疆、河南、甘肃及其他主要省市地区累积发展了广泛而稳

定的客户群体。公司在疆内广泛而稳定的客户群体和疆外潜在的市场需求能够为

本次募投项目产能消化提供保障。 

3、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分析 

（1）公司业务快速发展，带来对补充流动资金的需求 

受益于农牧行业整体市场规模的增长和公司综合竞争实力的提升，公司经营

规模持续扩大，近年来，公司业务发展迅速，营业收入规模逐年扩大。2017 年-2019

年，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463,002.57 万元、527,303.24 万元和 747,631.64 万元，

复合增长率达到 27.07%。随着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达产，公司经营规模将进

一步扩大，营运资金需求也将相应增加。因此，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补

充公司流动资金，能够为公司未来发展提供有效的资金支持，提升强公司竞争能

力，降低经营风险。 

（2）降低公司财务风险，增强发展后劲 

生猪养殖场建设与销售渠道的布局属于资金与技术密集型行业，项目建设期

间投资金额相对较大、回收期相对较长。公司采用股权融资方式进行主业扩大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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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将有效提高公司整体经营效益，提高公司抵御行业周期性波动风险能力以及

增强公司经营稳健性，降低公司的财务风险，增强发展后劲。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与公司现有业务的关系 

公司业务涵盖饲料生产和销售、生猪养殖、屠宰加工及肉制品销售、兽药的

研制和销售、农副产品加工和销售、玉米收储等。公司以成为中国一流的“健康

养殖服务商”和“安全食品供应商”为目标，实现了现代畜牧业畜禽良种繁育-

饲料与饲养管理-动物药品及疫病防治-畜产品加工销售 4 个关键环节的完整闭

合，形成动物疫苗、饲料及饲用植物蛋白、种猪繁育、生猪养殖、屠宰加工及肉

制品销售的全产业链架构。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资建设将进一步扩大公司生猪养殖加工业务的

规模，优化公司的资本结构，降低公司的融资成本和资产负债率水平，巩固公司

的市场地位，提升公司的行业竞争力，实现公司业务的可持续发展。 

（三）公司从事募投项目在人员、技术、市场等方面的储备情况 

1、人员储备情况 

公司的管理层在行业内从业多年，均具有丰富的行业经营管理经验。经过多

年的发展，公司也已建立起了一支经验丰富、执行高效的研发、生产和销售队伍。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公司共有员工 3,571 名，其中，技术人员 384 名，生产

人员 1,047 名，销售人员 1,172 名。本次募投项目的人员将主要来自于公司内部

调配和外部招聘，能够满足募投项目建设过程中对相关专业人才的需求。 

2、技术储备情况 

公司成立了技术中心作为企业的研究开发机构，充分利用现有的科研、人才、

资金、实验室、市场、技术服务网络等综合优势和基础条件，逐步实现“科研—

开发—产品—市场”的良性循环。2005 年公司技术中心被新疆自治区经济贸易

委员会、财政厅、国家税务局、兵团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及乌鲁木齐海关联合认定

为自治区级企业技术中心。2010 年经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科学技术部、财

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审定，公司技术中心获得国家企业技术中心称号。

公司是农业农村部在新疆唯一的兽用生物制品定点生产企业和全国口蹄疫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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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点生产企业之一，也是农业农村部指定的猪瘟疫苗、小反刍兽疫疫苗的定点生

产企业；同时，经过多年发展，公司积累与掌控了自动化环境控制、数字化精准

饲喂管理、粪污无害化处理等现代生猪饲养先进技术。目前，公司的技术储备能

够为本次募投项目的建设提供充分的技术支持。 

3、市场储备情况 

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猪肉生产国和消费国。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信息，

2019 年中国猪肉产量 4,255 万吨，占全球猪肉总产量的 40.09%；2019 年中国猪

肉消费量为 4,487 万吨，占全球猪肉总消费的 41.46%。经过多年的发展和业务整

合，公司目前已发展成为拥有多个大型生猪繁育基地、百万吨以上饲料加工基地、

10 余条兽用生物疫苗 GMP 生产线、100 万头生猪屠宰及肉食品加工基地、拥有

“天康放心肉”等知名品牌的大型现代化农牧企业集团，是西北地区主要的农牧

企业，在全国范围内也具有较强的市场影响力。基于国内猪肉消费的巨大市场空

间，公司的生猪养殖加工业务具有较为充分的市场基础。 

综上所述，公司在人员、技术、市场等方面具有较好的基础，将为本次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有力保障。 

四、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填补措施 

为避免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不利影响，公司拟采取加快募投

项目投资进度、强化募集资金管理与监督机制、落实利润分配政策及加强公司治

理与内部控制的措施，具体情况如下： 

（一）加快募投项目投资进度，尽快实现项目预期效益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经过测算预期具有较高的投资回报

率。随着项目逐步达产后，公司的盈利能力和经营业绩将会显著提升，将有助于

填补本次发行对即期回报的摊薄。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为尽快实现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效益，公司将积极调配资源，力争提前完成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前期准备

工作；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加快推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争取

早日实现预期效益，增加以后年度的股东回报，降低本次发行导致的即期回报摊

薄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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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强募集资金的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提升经营效率和盈利能

力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成后，有利于增强公司的盈利能

力，进一步提升公司市场竞争力，符合股东的长远利益。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

将存放于董事会指定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公司将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及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根据使用用途和进度合理使用募集资金，并在募集资金的使用

过程中进行有效的控制，以使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尽快建成投产并产生经济效益。

同时，公司将努力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设计更合理的资金使用方案，完善并强

化投资决策程序，合理运用各种融资工具和渠道，提升资金使用效率，控制资金

成本，节省公司的各项费用支出，全面有效地控制公司经营和管控风险。 

（三）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积蓄发展活力 

公司将不断改进绩效考核办法，建立更为有效的用人激励和竞争机制。根据

实际需要，完善科学合理的用人机制、人才引进和培训机制，树立德才兼备的用

人原则，搭建市场化人才运作模式。 

（四）不断完善利润分配制度，强化投资者回报机制 

为健全和完善公司科学、持续、稳定的分红决策和监督机制，增加利润分配

决策透明度和可操作性，积极回报投资者，引导投资者树立长期投资和理性投资

理念，公司根据《公司章程》等文件，制定了《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

（2020 年-2022 年）股东回报规划》，建立了健全有效的股东回报机制。本次发

行完成后，公司将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在符合利润分配条件的前提下，积极推

动对股东的利润分配，有效维护和增加对股东的回报。 

综上，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将合理规划使用募集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持续采取多种措施改善经营业绩，在符合利润分配条件的情况下，积极推动对股

东的利润分配，有效防范即期回报被摊薄的风险、提高公司未来的投资者回报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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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相关主体出具的承诺 

（一）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出具的承诺 

为使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

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对公司填补即期回报措

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作出如下承诺： 

“1、本公司在持续作为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期

间，不会越权干预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不会侵占公司利益； 

2、自本承诺出具日至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完毕

前，若中国证监会作出关于填补回报措施及其承诺的其他新的监管规定的，且上

述承诺不能满足中国证监会该等规定时，本公司承诺届时将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最

新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作为填补回报措施相关责任主体之一，若违反上述承诺或拒不履行上述承

诺，本公司同意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等证券监管机构按照其制定或发布

的有关规定、规则，对本公司作出相关处罚或采取相关管理措施。” 

（二）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承诺 

为使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

益，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对公司填补即期回报措施

能够得到切实履行作出如下承诺： 

“1、本人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

采用其他方式损害公司利益； 

2、本人承诺对个人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3、本人承诺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本人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4、本人承诺由董事会或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公司填补回报

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5、若公司后续推出公司股权激励政策，本人承诺拟公布的公司股权激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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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权条件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6、自本承诺出具日至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完毕，若中国证监会作

出关于填补回报措施及其承诺的其他新的监管规定的，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中国

证监会该等规定时，本人承诺届时将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最新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作为填补回报措施相关责任主体之一，若违反上述承诺或拒不履行上述承

诺，本人同意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等证券监管机构按照其制定或发布的

有关规定、规则，对本人作出相关处罚或采取相关管理措施。” 

六、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填补措施及承诺事项的审议

程序 

董事会对公司本次融资摊薄即期回报事项的分析及填补即期回报措施、相关

承诺主体的承诺等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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