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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是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

后的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圣农发展 股票代码 00229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廖俊杰 曾丽梅 

办公地址 福建省光泽县十里铺圣农总部办公大楼 福建省光泽县十里铺圣农总部办公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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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 0599-7951250 0599-7951250 

电话 0599-7951250 0599-7951250 

电子信箱 snljj@sunnercn.com snzlm@sunnercn.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报告期内公司所处行业情况 

公司属于白羽肉鸡生产及肉类食品深加工行业，公司是目前中国唯一拥有白羽鸡自研种鸡并实现对外批量销售的企

业，是中国最大的集祖代、父母代种鸡和商品代肉鸡养殖于一体的白羽肉鸡生产企业，是中国最大的鸡肉食品深加工企

业。 

1. 行业概况 

（1）白羽肉鸡生产行业 

白羽肉鸡是对白羽快大型肉鸡的简称，中国白羽肉鸡产业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是目前我国农业产业中现代化、标

准化、产业规模化程度最高的新型产业。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生活节奏的加快，消费者的食品消费观念已经从最初的满足于温饱发展成

为追求高品质、方便快捷的消费，因此对营养价值高、食用便利、安全卫生的肉制品的需求越来越大，但我国的肉制品

人均消费总量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相差甚远，发展空间巨大。在肉类产品中，鸡肉以其一高三低（高蛋白质、低脂肪、低

胆固醇和低热量）及生产周期短、饲料转化率高、经济效益显著、环境友好等优势，已成为我国第二大消费肉类，且在

我国肉类消费结构占比逐年迅速提升，具有非常广阔的发展前景。 

（2）肉类食品深加工行业 

国内目前肉类饮食消费习惯受传统饮食习惯影响以鲜肉为主，肉类深加工食品消费量占肉类整体消费比例不高，相

较之下，肉类深加工食品在欧洲、美国、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更受欢迎，发达国家的肉制品约占肉类产量的 50%。随着

消费者对食品安全、健康、方便的需求不断增强，肉类深加工食品因其健康、安全、易加工、易保存、风味多样等特性

越来越受消费者的青睐，未来随着肉制品加工工艺的不断提升，产品种类将更加丰富，市场前景广阔。 

2. 行业发展情况 

（1）我国是全球第二大鸡肉生产国和消费国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 年全国家禽出栏 173.4 亿只，同比增加 5.1 亿只，增长 3.1%，禽肉产量 2660 万吨，

增加 97 万吨，增长 3.8%，在主流肉类消费中占比提升至 27.53%，较 2023 年提升 0.94%。 

在中国禽类消费结构中，白羽肉鸡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根据 2023 年中国禽业发展报告显示，白羽肉鸡产量占禽肉总

产量接近 50%。中国禽业发展报告及中国白羽肉鸡联盟数据显示，2024 年我国白羽肉屠宰量达到 85.47 亿羽，较 2023 年

同比增长 3.6%，较 2017 年翻一番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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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禽业发展报告、中国白羽肉鸡联盟数据 

根据美国农业部数据，2024 年全球鸡肉产量因受到诸多不利因素影响，较 2023 年下降 0.75%，其中鸡肉主产区美国、

巴西、中国、欧盟合计产量仍保持 1.46%的增长，占据全球总产量的 60.91%，其中美国占比 20.75%、巴西占比 14.56%、

中国占比 14.56%、欧盟占比 11.05%，中国与巴西并列第二。 

 

数据来源：USDA、IFind 

3. 行业发展趋势 

（1）消费者更加注重质价比，餐饮连锁化率提升  

1）整体情况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 年全国餐饮市场收入 55,718 亿元，同比增长 5.3%,限额以上单位餐饮收入 15,298 亿元，

增长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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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2）2024 年餐饮消费的特点 

①餐饮稳定恢复，节假日期间掀起了餐饮消费的小高峰：根据中国烹饪协会开展的假期餐饮市场调研数据，2024 年

元旦、春节、国庆期间受访餐饮企业营业收入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上涨 24.1%、12%、2.0%。 

②餐饮行业竞争加剧：今年以来餐饮消费整体趋于理性，客单价下滑，消费者更加注重质价比。为了迎合消费者对

质价比的追求，餐饮企业纷纷选择降价以招揽顾客，行业竞争加剧，甚至出现“增收不增利”现象。 

③餐饮连锁化率进一步提升：在行业竞争加剧、利润下滑的背景下，品牌化和连锁化成为餐饮企业发展的重要支撑。

消费者对于方便快捷、质量稳定且有一定品牌知名度的餐饮需求增加，连锁餐饮店因其便利性、标准化服务以及食品安

全保障等方面的优势，满足了这一市场需求。 

④连锁品牌加速下沉：随着居民收入增加和基础设施改善，下沉市场居民消费能力不断提升，消费需求日益多样化，

为连锁品牌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2024 年，品牌餐饮企业纷纷将下沉市场作为拓展的重点，实现有效增长。 

⑤积极拥抱数字化转型：餐饮企业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AR/VR 等科技在餐饮行业的应用。数字化服务让顾

客享受到更加便捷、高效的用餐体验，从在线预订、移动支付到自助点餐、智能配送等，增强了顾客对品牌的好感和忠

诚度。 

⑥中餐出海发展加速：越来越多的中餐品牌开始主动出海，将国际化作为重要发展战略，拓展海外布局，积极寻找

海外合作伙伴。 

3）白羽肉鸡完美适配餐饮业消费趋势，消费场景多元化 

白羽肉鸡凭借着其高效生产、低成本、加工灵活性和供应链韧性等优势，成为西式快餐动物蛋白的核心来源，并在

消费者质价比追求、餐连锁化率提升的催化下，向中式正餐、快餐、火锅等诸多场景高速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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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连锁经营协会等 

（2）消费者饮食习惯转变带动鸡肉需求高增长 

随着“健康中国”战略的深入推进，国民饮食结构正经历从“量”到“质”的全面升级，消费者对营养均衡、便捷

高效、高性价比的食品需求持续攀升。在此背景下，鸡肉（尤其是白羽肉鸡）凭借其健康属性、多元加工形态和供应链

优势，成为这一趋势下的核心受益品类。 

1）鸡肉成为“营养阶段”的优选蛋白 

在健康意识不断觉醒的大背景下，鸡肉正逐渐成为“营养阶段”的优选蛋白。其低脂高蛋白的营养特点（鸡胸肉脂

肪含量仅 2%-5%、蛋白质含量约 20%-25%）与消费者对“低热量、高营养”的追求高度契合，并在“减脂控糖、三高预防”

等健康理念的推动下，对红肉形成明显替代趋势。据中国畜牧业协会数据显示，2024 年白羽肉鸡消费量在禽肉中占比约

50%，远高于其他主流动物蛋白消费增速。同时，白羽肉鸡凭借更高的饲料转化效率与更低的碳排放（仅为牛肉的 1/10），

满足 Z 世代对“低碳饮食”与“环保责任”的关注，进一步增强了鸡肉在年轻消费群体中的黏性。 

2）产品多元化创新，从基础食材到场景化解决方案 

从消费端来看，鸡肉制品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相较于过去主要停留在鲜／冻分割肉层面，目前市场上已涌现

出种类丰富、形式多样的鸡肉熟制品，包括广受消费者喜爱的腌制鸡肉、即食或半成品鸡排、鸡翅，以及适宜空气炸锅

烹调的各式便利食品等。此类多元化产品不仅满足了不同人群在口味、用餐场景和烹饪方式方面的多样化需求，也顺应

了人们对健康与便利的双重追求。 

3）渠道渗透深化，全场景覆盖构建消费生态 

与此同时，鸡肉因其相对适中的价格与突出的营养价值，在当前注重“质价比”的消费趋势下，进一步赢得零售终

端的重视与支持。无论是便利店、会员制商店，还是传统商超，皆不断丰富和升级鸡肉制品的陈列与供应，通过生鲜、

冷冻腌制、即食料理、休闲零食等多种形式，为消费者打造全方位、立体化的购物与消费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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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出口及宠物食品行业的增长，打开鸡肉增长空间 

1）鸡肉出海成为行业需求的增长点 

鸡肉出海正在成为行业需求的显著增长点。中国禽肉在品质与价格上的竞争优势愈发凸显，中国鸡肉出口正保持强

劲增长势头。根据海关数据，2024 年我国鸡肉出口量达到 77.03 万吨，同比增速超过 30%。这得益于以下因素：一方面，

全球消费者对于健康、低脂肉类需求不断扩大，鸡肉以其营养丰富、胆固醇含量较低等优势，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

的认可；另一方面，中国白羽肉鸡在养殖技术、屠宰加工及熟食加工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规模化、集约化程度不断提

高，生产成本进一步下降，也提高了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数据 

2024 年我国鸡肉出口共涉及 96 个国家或地区，占比 10%的国家或地区有日本（18.54 万吨）、中国香港（18.23 万

吨），占比分别是 24.07% 和 23.67%。出口俄罗斯（7.41 万吨）总量第三，占比 9.62% 。出口品类占比方面，2024 年

出口鸡肉品类共计 16 类，占比 10% 以上的依次为其他冻鸡块（29.22 万吨）；其他制作或保藏的鸡胸肉（14.56 万吨）；

其他制作或保藏的鸡腿肉（12.18 万吨），分别占比 37.93%、18.91% 和 15.82% 。 

2）宠物食品行业发展拉动白鸡需求持续增长 

宠物食品行业的蓬勃发展，为白羽肉鸡产业提供了新的需求增长点。根据艾媒咨询预测，2024 年中国宠物经济产业

规模预计突破 7,013 亿元，其中肉类原料需求占据重要比重。作为关键的动物蛋白来源，白羽肉鸡所产出的鸡胸肉（高

蛋白）、鸡肝（适口性增强剂）、鸡骨架（钙质来源）等富余原料及副产品，正逐渐被更多宠物食品企业所采用，为白羽

肉鸡行业在产品端上有着良好的互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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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艾媒咨询 

（4）食品安全问题加速行业规范、健康发展 

2025 年 3 月 19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的意见》，针对当前

从农田到餐桌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中存在的衔接不畅等问题，提出了多项有针对性的监管举措，覆盖食用农产品、食品

生产经营许可、贮存、运输、寄递和配送、网络食品销售新业态、餐饮服务以及进口食品等多个关键环节，要求有关部

门有效协同，确保食品安全全链条、各环节监管有机衔接，责任全面落实。3 月 18 日，农业农村部部召开部常务会议，

会议指出，我国农产品量大品种多，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仍不容忽视。要落实国务院食安委部署，突出抓好源头治理和

全链条监管，要持续集中整治农产品质量安全突出问题，压紧压实各级责任，要健全从田头到餐桌的监管机制,制定产地

准出分类监管办法,推进质量安全风险监测部省统筹，提高监测覆盖面。 

随着公众健康意识的提高和监管力度的不断加强，食品安全已成为衡量食品企业综合实力与社会责任的重要指标。

在此背景下，白羽肉鸡行业依靠规模化、集约化的生产方式，具备了天然的食品安全管控优势，尤其在一体化全产业链

模式下，更能从源头到终端实现全过程的严格管控，为消费者提供放心、可靠的动物蛋白。 

（注：本节图表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USDA、Wind 等） 

二、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需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3 号——行业信息披露》中畜禽水产养殖业的披露要求 

1、公司基地布局 

公司生产基地主要分部在福建、江西和甘肃，并在浙江及上海设立了创新营销中心和产品研发中心，目前公司白羽

鸡养殖产能超 7 亿羽，已建及在建食品深加工产能合计超过 50 万吨，产品辐射范围广，并远销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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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体化的全产业链布局 

公司建立了集饲料加工、原种育种、祖代与父母代种鸡养殖、种蛋孵化、肉鸡饲养、屠宰加工与销售、熟食加工及

销售为一体的肉鸡饲养加工企业，主要生产鸡肉及熟食，供应给餐饮、食品工业、流通、零售、副品市场等市场领域。

公司在白羽肉鸡全产业链企业排名中名列亚洲第一、世界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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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主要产品 

公司主要产品包括冻、鲜鸡肉产品及肉类深加工产品，公司深入分析白羽肉鸡终端消费场景，从终端消费需求出发，

在全渠道匹配相应产品，让所有消费者在任意渠道都能获得圣农产品。 

（1）冻、鲜鸡肉产品 

公司冻、鲜鸡肉产品在全渠道均有销售，以不同加工程度、不同包装规格，满足各渠道客户的需求： 

 

（2）深加工产品 

①B 端产品 

公司致力于让消费者在各类型餐厅可以吃到我们的产品，产品上从公司深耕的西式餐饮渠道逐步向中式餐饮渠道渗

透，以丰富的餐饮服务经验、强大的食品研发能力及规模化供应能力，重新定义白羽鸡在中餐行业运用的大单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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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C 端 

公司深入分析各类零售场景下的用户画像，围绕消费者多元化、个性化需求，打造契合场景特征的产品组合，实现

产品对多消费场景的全面覆盖。 

 

三、核心竞争力分析 

1、全产业链优势 

公司建立了集饲料加工、种源培育、祖代与父母代种鸡养殖、种蛋孵化、肉鸡饲养、肉鸡屠宰加工、食品深加工等

环节于一体的肉鸡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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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繁自养全配套全产业链有以下四个优势： 

（1）全产业链能有效熨平行业周期波动，降低盈利的波动性： 全产业布局相较于比较单一的运作环节，能减少各

板块间外部交易成本，优化各环节利润水平。同时有效抵御各方市场价格波动导致的各环节经营压力及风险，进一步增

强公司抵抗周期性风险的能力，从而确保与同行业其他公司相比，公司整体盈利水平更加稳定。 

（2）全产业链实现产品“优质、可控、可靠、可追溯”，给公司带来品质红利：公司依靠自繁自养全配套全产业链

建立了可靠的全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优异的鸡肉品质与有保障的食品安全，为公司与百胜、麦当劳等高要求、高标准

的优质客户开展长期合作提供可靠基础。 

（3）全产业链保障了生产的稳定性： 依靠自繁自养全配套全产业链，公司内部的各生产环节环环相扣、均衡生产、

计划性强，确保供应链和生产稳定。  

（4）全产业链闭环管理有效实现疫病防控：公司在饲料加工、种源培育、祖代与父母代种鸡养殖、种蛋孵化、肉

鸡饲养、肉鸡屠宰加工、食品深加工等环节均采取了闭环管理，能有效阻绝外部因素的影响，确保公司防控体系安全有

效。 

2、自研种源优势 

公司潜心十余年开展白羽肉鸡育种工作，成功锻造出“圣泽 901”白羽肉鸡配套系，于 2021 年末获得农业农村部批

准，取得对外销售资格，并于 2022 年 6 月正式对外出售父母代种鸡雏。公司是国内首个打破国外企业在种源上的垄断、

批量供应国产父母代种鸡雏的企业，报告期内，公司育种攻关取得新突破，利用基因组测定和表型数据相结合的模式，

进行精准选育，推进遗传改良，进一步优化“圣泽 901”配套系综合性能，成功研发并推出了“圣泽 901plus”，在保持

父母代种鸡、商品代肉鸡性能和原种鸡疾病净化水平不变的情况下，降低料肉比，提升养殖综合效益。 

种源的突破使得公司具备三方面优势： 

（1）自研种源有效保障上游稳定供应。近几年，国际形势多变、禽流感频发，国外种源供应不确定性加大，自研

种源不受国外种源供应限制，公司可以准确制定未来生产计划，降低经营风险。 

（2）自研种源的本土适应性强。国外引进的种鸡常携带多种疾病，带来了极大的生物安全隐患，“圣泽 901”完成

了多种垂直性传播疾病的净化，鸡群干净、本土适应性强。 

（3）自研种源性能优异，塑造成本优势。“圣泽 901”繁衍的父母代种鸡及商品代肉鸡在产蛋率、料蛋比、出栏日

龄、增重等众多效益指标和抗病能力均体现出明显且稳定的优势，一系列优异性能共同塑造了公司养殖环节的成本优势。 

3、供应链优势  

公司凭借着全产业链以及多年餐饮客户的服务经验，构建了稳定的柔性供应能力、领先行业的产品研发能力、可防

可控可追溯的食品安全能力、市场趋势分析能力、ESG 可持续发展能力等供应链护城河优势，奠定公司在餐饮行业的强

大优势及市场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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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产能规模化优势 

公司白羽鸡养殖产能超 7 亿羽，已建及在建食品深加工产能合计超过 50 万吨，位列全国第一。 

公司产能规模持续领跑行业，一方面，规模化有助于公司提升采购议价能力、分摊固定成本，通过标准化养殖模式，

提高生产效率和产能利用率，降低生产成本，从而提高经济效益；另一方面，领先的产能规模，确保公司既能满足大客

户的批量订单，又能依托生产的协同，及时消化大客户旺季临时新增的订单需求，全方位保障下游客户供应链的稳定，

在开发和服务优质大客户方面具有绝对优势。 

5、大客户优势 

圣农在白羽鸡行业 40 多年的沉淀和积累以及在食品深加工行业 20 多年的精耕细作，已与百胜中国、麦当劳、德克

士、沃尔玛、永辉等国内外知名客户建立了长期的战略合作关系。 

公司始终致力于深化与大客户的战略合作，在产品研发、质量把控、市场开拓和信息共享等方面全方位携手共进，

充分融入全球先进的食品供应链体系、适应多元企业文化，开创了从产品供应到价值共创的多赢模式，巩固了公司在食

品加工领域的领先地位，为进一步携手全球顶尖食品、餐饮企业奠定坚实基础。  

6、资金成本优势 

公司始终注重财务健康与资金安全，兼顾流动性充裕与资金成本的优化。多年来，公司账面资金充裕，经营性现金

流稳健，本报告期经营性现金净流同比增加了 7.59 亿元，增幅 33.07%，在同业企业中保持领先水平；此外，凭借 40 年

来在业界积累的优质信用，使公司拥有大量尚未使用的授信额度，资金成本水平也在同行业中处于较低的水平。 

充裕的流动性、较低的融资成本结合多年来的稳健经营，使公司能有效抵御系统性经济风险、应对行业周期性所带

来的经营和财务压力,为公司在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下整合行业优势资源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四、主营业务分析 

1、概述 

（1）回顾报告期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持续推进精细化管理、推动数字化转型，着力提质增效，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并且致力

于围绕“种源优势领先战略”、“成本领先战略”、“B 端业务行业领先战略”、“C 端与品牌战略”，构建全产业生态

能力。2024 年度，公司业绩稳步提升，并从第一季度到第四季度实现了逐季的环比增长，尤其是在第四季度，公司取得

了全年最优的业绩表现。这一成绩的取得充分展现了公司在面对产品价格压力与市场挑战时的出色应对能力及经营韧性，

进一步夯实了公司在行业中的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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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产量、销量均实现增长。鸡肉生食销售量 140.27 万吨，深加工肉制品产品销售量 31.69 万吨，分别

较 2023 年同期增长 14.72%、6.32%。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85.86 亿元，同比增加 0.53%，实现归母净利润

7.24 亿元，同比增幅 9.03%。 

（2）报告期内重大事项 

1）多措并举，纵深推进成本领先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积极探索成本管理新模式,持续推动各板块、各环节的精细化管理，坚决落实“降本增效”主

基调，不断提升市场占位和整体竞争力。 

种源不断优化，夯实产业链基础 

公司自有种源“圣泽 901”于 2021 年 12 月正式通过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审定、鉴定，并于 2022 年 6 月成功实

现国产种源首次批量供应。2023 年底，在原有“圣泽 901”基础上，公司成功迭代研发了种源新组合“圣泽 901plus”，

性能方面获得大幅提升，料肉比指标较原组合得到显著改善，此外在产蛋率、生长速度、抗病性等指标上均达到国际领

先水平。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围绕研发投入、疫病净化、原种及祖代生产性能提升等方面展开工作，种鸡生产性能全面提

升，料肉比指标较原组合降低，种蛋达标率、产雏数、标蛋率、出雏率等指标均破新高，种鸡生产性能的不断优化将助

推养殖端综合成本的持续下探。 

2024 年，“圣泽 901plus”外销近 500 万余万套，较上年同期增长了超 30%，市场认可度不断提升，使父母代种鸡

在自主国产种源中市场份额仍持续占据第一并遥遥领先。上半年，第一批“圣泽 901”父母代种鸡雏顺利落地非洲坦桑

尼亚，标志着圣农种源成功打开国际市场，目前生产成绩稳定，达到领先水平。此外，公司正与多个国家进行接洽，进

一步实现种鸡出口国别突破。 

未来，圣农将继续扩大育种研发投入，持续提升圣泽 901 生产性能，料肉比持续优化，为白羽肉鸡行业提供更多优

质种鸡来源；同时，坚持以占据国内 40%市场份额为目标，保障中国白羽鸡种鸡的供应安全，推动整个行业健康稳定发

展。 

充分挖潜，持续管控成本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深化成本领先战略，挖掘内部管理潜能，充分发挥全产业链优势，在成本管控体系上紧抓"原料

采购价格管控"与"内部成本管控"两个关键点，进一步巩固成本领先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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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数十年经验沉淀和科学管理体系，公司创新性构建了全产业链闭环养殖系统。通过数字化平台建设，有效消除

各养殖环节的信息孤岛，将饲料配给、疫病防控、物流运输等模块纳入统一管理体系，实现全流程动态监测与精准管控，

切实提升养殖业务的可控性与生产效率。 

种源性能的持续提升，为公司长期降本提供坚实的支撑，管理水平迭代与技术沉淀则为降本增效积蓄量变动能。自

2018 年以来，公司综合造肉成本保持下行态势，由此形成的成本领先优势已成为保障公司盈利能力的核心竞争壁垒。 

中后台部门融合，优化营运效率 

营运管理方面，通过产销一体化进一步提升了订单、仓储及物流的分配和优化，同时，做到以客户管理为中心，提

升了整体供应链服务质量。报告期内，公司存货周转天数同比下降 4 天。 

2）全渠道协同发力，驱动全场景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以终为始”的战略思维，深入分析白羽肉鸡终端消费场景，从终端消费需求出发，反推渠道

布局与产品策略，构建了覆盖 B 端、C 端、F 端（工业客户）的全渠道业务体系。公司基于不同消费场景下的用户需求，

制定有针对性的渠道策略、品类策略、产品组合策略，实现各渠道业务的全面增长。 

在 B 端方面，公司持续深化“产品+研发+市场”三位一体的服务模式，凭借完善的餐饮供应链能力以及优秀的产品

组合策略，与核心客户保持紧密合作，实现协同发展，稳固 B 端核心客户基本盘的同时，向腰部及长尾客户渗透进一步

扩大市场份额，并在“中式餐饮西式化”的背景下，将西式餐饮的成功模式，打开了白羽肉鸡在国内中餐行业的广阔市

场。出口方面，公司取得日本鸡肉出口份额第一的成绩，成功开拓多个海外新市场，实现出口业务同比增长 17.29%。 

在 C 端方面，公司紧抓零售行业结构性变化机遇，全面覆盖会员店、零食店、内容电商等高增长渠道，加大渠道渗

透率。在产品策略上，公司深入分析各类零售场景下的用户画像，围绕消费者多元化、个性化需求，打造契合场景特征

的产品组合，实现产品对多消费场景的全面覆盖，提升消费者触达率与转化率。实现零售端线上线下双轮驱动，推动 C

端业务持续增长。报告期内，C 端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23.40%。 

在 F 端（工业渠道）方面，公司基于客户需求高效匹配及降本诉求，将原料进行高价值转化、形成上下游协同效应，

进一步提升公司原料的整体价值。 

3）构建数字化蓝图，打造全产业链协同的智慧型企业 

公司不断提升巩固全产业链优势，积极推进数字化转型，“SAP+智慧农场”成功上线，标志着我们构建了从种源到

食品的全产业链数字化管理体系，实现全产业链核心运营指标智能化、可视化分析分析，提升生产效率、降低成本为决

策提供实时的数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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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单位：元 

 
2024 年末 2023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22 年末 

总资产 20,890,943,324.46 22,512,731,712.88 -7.20% 18,928,326,975.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10,439,998,355.63 10,308,123,149.43 1.28% 9,932,247,046.47 

 
2024 年 2023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2 年 

营业收入 18,585,565,098.76 18,486,738,694.46 0.53% 16,817,085,804.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724,267,685.28 664,273,529.84 9.03% 410,896,894.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690,961,646.80 667,096,642.83 3.58% 354,178,381.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049,013,016.02 2,291,361,945.27 33.07% 1,347,888,509.40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5875 0.5368 9.44% 0.3321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5875 0.5368 9.44% 0.33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6.96% 6.58% 0.38% 4.15% 

（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4,214,982,397.45 4,622,253,251.58 4,924,935,118.31 4,823,394,331.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61,923,676.75 163,977,939.61 280,660,240.88 341,553,181.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56,824,069.60 149,467,358.61 275,488,391.08 322,829,966.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46,881,122.96 686,477,398.97 1,208,051,050.10 807,603,443.99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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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股本及股东情况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38,607 

年度报告

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36,054 

报告期末

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

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

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福建圣农

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4.68% 555,554,648 0 不适用 0 

环胜信息

技术（上

海）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5.00% 62,220,500 0 不适用 0 

傅长玉 
境内自然

人 
2.67% 33,253,520 0 不适用 0 

全国社保

基金一零

二组合 

其他 2.00% 24,839,392 0 不适用 0 

傅芬芳 
境内自然

人 
1.63% 20,283,972 9,464,812 不适用 0 

香港中央

结算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1.49% 18,570,361 0 不适用 0 

傅露芳 
境内自然

人 
1.18% 14,674,300 0 不适用 0 

浙商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国

泰中证畜

牧养殖交

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82% 10,177,076 0 不适用 0 

平安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博

时成长领

航灵活配

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74% 9,241,600 0 不适用 0 

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中证 500

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

其他 0.70% 8,698,652 0 不适用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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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投资

基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福建圣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公司董事长傅光明先生和公司董事傅芬芳女

士分别持有福建圣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0.00%和 60.00%的股权；傅光明先生与傅长玉女士

系配偶关系，傅芬芳女士、傅露芳女士系傅光明先生和傅长玉女士之女；傅光明先生、傅长

玉女士及傅芬芳女士三人是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傅露芳女士为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

除以上情况外，本公司未知其他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

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无 

持股 5%以上股东、前 10 名股东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持股 5%以上股东、前 10 名股东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初普通账户、信用账

户持股 

期初转融通出借股份且

尚未归还 

期末普通账户、信用账

户持股 

期末转融通出借股份且

尚未归还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

的比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

的比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

的比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

的比例 

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中证 500

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

基金 

4,157,005 0.33% 1,210,700 0.10% 8,698,652 0.70% 0 0.00% 

浙商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国

泰中证畜

牧养殖交

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

金 

11,410,10

6 
0.92% 294,100 0.02% 

10,177,07

6 
0.82% 0 0.00% 

前 10 名股东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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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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