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1366        证券简称：播恩集团        公告编号：2023-001 

 

播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首日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播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

知》（深证上〔2023〕155号）同意，播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证券简称为“播恩集

团”，证券代码为“001366”。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 4,035万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全部为新股发行，本次发行不涉及老股转让，自 2023 年 3 月 7 日起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交易。 

公司郑重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本公司披露的

风险因素，切实增强风险意识，在新股上市初期切忌盲目跟风“炒新”，应该审

慎决策、理性投资。现将有关事项提示如下： 

一、公司近期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目前不存

在未披露重大事项。 

二、经查询，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

事项，公司近期不存在重大对外投资、资产收购、出售计划或其他筹建阶段的

重大事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将按招股说明书披露的计划实施，未发生重

大变化。 

三、公司聘请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简称“中汇会计师”）



 

审计了公司的财务报表，包括 2019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 12 月 31 日和 2022 年 6月 30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19 年度、2020

年度、2021 年度和 2022 年 1-6 月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

量表、合并及母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中汇会计师出具了中

汇会审[2022]6968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该审计报告，公司主要

财务数据如下： 

（一）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6.30 2021.12.31 2020.12.31 2019.12.31 

资产总额 66,305.01 56,548.37 55,284.02 40,926.48 

负债总额 20,174.12 12,162.04 18,734.55 11,147.26 

股东权益 46,130.89 44,386.33 36,549.47 29,779.21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权益 
46,130.89 44,386.33 36,549.47 29,779.21 

（二）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营业收入 69,699.56 177,092.17 151,001.75 102,634.96 

营业成本 60,791.51 149,303.84 121,340.33 76,207.66 

利润总额 1,878.26 10,323.17 11,406.05 7,432.66 

净利润 1,744.56 8,995.33 9,199.72 5,907.5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744.56 8,995.33 9,199.72 5,907.52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550.71 8,042.26 9,373.63 6,108.05 

（三）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00.08 4,919.73 15,241.78 10,522.9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447.17 -10,065.41 -3,170.27 -2,011.4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045.84 -6,430.89 1,061.42 -11,839.62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501.41 -11,576.56 13,132.93 -3,328.08 

（四）主要财务指标 



 

项  目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 2020 年 2019 年 

流动比率（倍） 2.38 2.44 2.04 2.28 

速动比率（倍） 1.36 1.31 1.53 1.57 

资产负债率（合并） 30.43% 21.51% 33.89% 27.24%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10.29% 9.55% 13.07% 26.32%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14.63 76.29 58.37 34.55 

存货周转率（次） 4.35 12.93 13.93 8.68 

归属于公司股东净利润（万元） 1,744.56 8,995.33 9,199.72 5,907.52 

归属于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万元） 
1,550.71 8,042.26 9,373.63 6,108.05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2,803.87 12,041.24 13,033.85 9,186.49 

利息保障倍数（倍） 11.95 300.70 89.64 27.39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股） 
-0.17 0.41 1.27 0.92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股） -0.12 -0.96 1.09 -0.29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股） 
3.83 3.69 3.04 2.60 

无形资产（扣除土地使用权）占净资

产的比例 
0.86% 0.96% 1.23% 1.49% 

上述指标的计算公式如下： 

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100%（以合并数据为基础）； 

应收账款周转率=营业收入/应收账款期初期末平均余额； 

存货周转率=营业成本/存货期初期末平均余额；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合并利润总额+利息支出+固定资产折旧+无形资产摊销+长期待摊费

用摊销+使用权资产折旧； 

利息保障倍数=（利润总额+利息支出）/（利息支出+资本化利息）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非经常性损益；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年度经营性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期末股本总额； 

每股净现金流量=年度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期末股本总额；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期末净资产-少数股东权益）/期末股本总额； 

无形资产（扣除土地使用权）占净资产的比例=无形资产（扣除土地使用权）/期末净资产。 

四、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的主要财务信息及经营状况 

（一）审计截止日后的主要经营状况 

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公司的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随着生猪养殖市

场持续回暖，公司的饲料销量、营业收入也逐渐提升。公司主要原材料的采购规

模及采购价格，主要产品的生产、销售规模及销售价格、主要客户及供应商的构



 

成，税收政策以及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均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二）2022 年经审阅财务数据 

2022 年财务报表已经中汇会计师审阅，中汇会计师出具了“中汇会阅

[2023]0040号”《审阅报告》。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同比增幅 

资产总计 73,077.98 56,548.37 29.23% 

负债合计 20,908.98 12,162.04 71.92%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52,169.01 44,386.33 17.53%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的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分别为 73,077.98 万

元、20,908.98 万元，较上年末变动幅度分别为 29.23%和 71.92%。其中，资产

总额增长的主要原因为：（1）新工厂建设导致在建工程、预付长期资产购建款增

长较多；（2）获得莱素芳消毒剂公司技术使用授权导致期末无形资产金额明显增

加；（3）根据市场环境和市场开拓需要，2022 年公司适当增加客户授信额度，

2022年末应收账款有所增加；（4）公司原材料采购、库存备货等导致预付账款、

存货金额有所增加，经营积累和新增银行借款导致期末货币资金增加。 

负债总额增加主要系公司结合日常经营和工厂建设需要，新增短期和长期借

款较多；且原材料采购备货和结算安排导致应付账款有所增加。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同比增幅 
2022 年

7-12 月 

2021 年

7-12 月 
同比增幅 

营业收入 170,985.28 177,092.17 -3.45% 101,285.72 83,648.05 21.09% 

营业利润 8,820.36 10,430.76 -15.44% 6,945.16 5,299.51 31.05% 

利润总额 8,847.97 10,323.17 -14.29% 6,969.71 5,210.10 33.77% 

净利润 7,741.94 8,995.33 -13.93% 5,997.37 4,700.11 27.6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741.94 8,995.33 -13.93% 5,997.37 4,700.11 27.6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6,519.40 8,042.26 -18.94% 4,968.69 3,794.10 30.96% 



 

项目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同比增幅 
2022 年

7-12 月 

2021 年

7-12 月 
同比增幅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022年度，公司营业收入较 2021年变动较小，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分别下降 13.93%、18.94%。

下降的主要原因为：（1）受“猪周期”影响，2022年第一季度生猪去产能明显，

生猪存栏量有所下降；且 2022 年上半年生猪价格总体保持低位，导致下游养殖

户减少高价格、高毛利率前端饲料（教槽料、乳猪料）的使用量和使用时间，饲

料需求量特别是前端饲料需求量有所减少，公司主要产品教槽料、乳猪料的收入

及销量同比下降较多；（2）受主要原料豆粕、大麦等价格上涨，玉米价格持续保

持高位，且毛利率较高的前端饲料教槽料、乳猪料的收入占比下降影响，公司整

体毛利率有所下滑。 

2022 年 7-12 月，公司净利润较 2021 年下半年增长 27.60%，主要得益于销

售规模提升；当期营业收入较 2021年下半年增长 21.09%，主要受下游生猪养殖

市场环境影响。2021 年下半年生猪价格下跌明显，生猪养殖行业处于下行周期，

饲料销售相应受到一定影响；2022 年生猪价格触底回升，下半年生猪养殖市场

处于回暖阶段，加之公司加强市场开拓力度，销售规模相应有所提升。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同比增幅 
2022 年

7-12 月 

2021 年

7-12 月 
同比增幅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99.36 4,919.73 -14.64% 6,299.43 3,911.70 61.0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918.72 -10,065.41 不适用 -4,471.55 -5,295.85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722.22 -6,430.89 不适用 1,676.39 -20.83 不适用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002.86 -11,576.56 不适用 3,504.27 -1,404.98 不适用 

2022 年度，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为负，主要系当期新工厂建设、

购买机器设备和无形资产等相关投资支出较大；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

比增加较多，主要系公司根据日常经营和新工厂建设的资金需求增加银行借款，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金额较大。 

2022 年 7-12月，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高于上年同期，主要系

当期销售规模增长明显，客户回款情况较好，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增

长较多。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明显增加，主要系公司考虑日常经营和项

目建设投资需求，适当增加银行借款。 

（三）2023 年 1-3月经营业绩预计情况 

结合公司的经营实际情况，经管理层初步测算，公司 2023 年 1-3 月的经营

业绩预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3 年 1-3 月 

（预计数） 

2022 年 1-3 月 

（未审数） 
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 38,300-42,500 30,126.31 增长 27.13%-41.0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1,405-2,205 121.32 增长 1,058.13%-1,717.5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1,320-2,120 44.33 增长 2,877.64%-4,682.27% 

2022 年 1-3 月，受“猪周期”下游生猪养殖市场低迷、饲料原材料价格上

涨等因素影响，公司销售收入和利润规模较低。随着下游生猪养殖市场逐渐回暖，

整体饲料经营环境较 2022 年第一季度已明显好转；同时新冠疫情防控措施调整

后物流及消费市场亦有所恢复。因此，公司预计 2023 年 1-3 月整体经营业绩较

上年同期增长明显。 

公司预计 2023 年 1-3 月营业收入约为 38,300 万元至 42,500 万元，同比增

长幅度为 27.13%至 41.07%；预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 1,405 万元至

2,205 万元，同比增长幅度为 1,058.13%至 1,717.57%；预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 1,320 万元至 2,120 万元，同比增长幅度为

2,877.64%至 4,682.27%。 

上述 2023 年 1-3 月业绩系公司结合历史销售数据、对未来市场需求的谨慎

研判、原材料价格变动预期、营销策略、经营管理需求、研发项目进度等各项因



 

素作出的合理估计，未经审计或审阅，不构成公司的盈利预测或业绩承诺。 

五、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风险因素”中的以下风险 

（一）生猪养殖行业周期波动导致的业绩波动风险 

饲料行业的需求与下游养殖市场环境息息相关。报告期（指 2019 年、2020

年、2021 年及 2022 年 1-6 月，下同）内，公司销售收入主要来自猪饲料业务，

下游生猪养殖行业存在周期性波动，对猪饲料的市场需求影响较大。 

我国的生猪养殖业存在周期性特征，生猪存栏量及生猪价格在过去几十年已

经出现了多次周期性波动。当生猪及猪肉价格上涨时，生猪养殖企业、农户积极

性提高，通常会增加母猪或仔猪存栏量，加大生猪出栏供应，供应增加导致市场

供过于求；生猪价格下降，价格的回落将打击生猪养殖企业、农户积极性，逐步

减少生猪养殖供给，供给短缺又使得生猪价格上涨，周而复始。近年来，国家出

台一系列政策措施以减少生猪价格的市场波动，例如当生猪价格过度低迷时发出

预警信息、启动中央储备冻肉收储的响应机制和调控措施等，这些措施在一定程

度上减少了生猪存栏量及生猪价格的波动。然而，生猪存栏量波动的周期性依然

存在，国家维持生猪价格稳定的措施效果也存在一定的滞后期。2021 年以来，

下游生猪价格呈现震荡下跌趋势，下半年保持价格低位震荡，下游养殖行业进入

阶段性亏损时期，生猪存栏量继续保持高位。2022 年初，猪肉价格继续保持低

位运行，养殖行业亏损较为严重，养殖户饲养积极性减弱，能繁母猪产能去化趋

势明显，饲料需求相应减少。若未来生猪价格再次出现大幅下降情况，则会影响

养殖户的生猪存栏量和饲养积极性，公司整体业绩存在下滑风险。 

（二）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 

公司的主营业务成本中直接材料成本占比较高，报告期各期比重保持在 90%

以上，因此原材料价格的波动对公司经营具有重大影响。其价格变化受国家粮食

政策、国际贸易往来、国际局部战争、市场供求关系、运输条件、气候及其他自



 

然灾害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如贸易摩擦将可能影响国内玉米、豆粕、鱼粉等

饲料原料的供给、新冠疫情蔓延或无法得到有效控制将可能导致物流不畅，饲料

原料无法及时供应等，上述因素均可能导致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甚至上涨。 

公司的主要原材料包括玉米、豆粕、鱼粉、维生素、乳清粉等，其中鱼粉、

豆粕、上游原料大豆主要依赖进口。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两国之间的大

宗农产品贸易受到影响；俄乌冲突亦导致全球谷物价格上涨；同时，新型冠状肺

炎持续蔓延，对大宗农产品贸易流通也产生较大影响；此外随着公司鱼粉、豆粕

的全球化采购程度不断加深，受到汇率变动的影响也越来越大，2019 年以来中

美关系摩擦不断，导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波动较大。未来，若饲料生产的主要原

材料受贸易摩擦、俄乌冲突、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市场环境或外汇汇率持续震荡

等因素影响而大幅波动，将会直接造成公司采购成本相应大幅波动，进而对公司

盈利能力造成一定不利影响。 

（三）毛利率下滑的风险 

2019 年度、2020 年度、2021 年度及 2022 年 1-6 月，公司的主营业务毛利

率分别为 26.11%、23.05%、18.28%和 14.60%。公司的主营业务毛利率受市场环

境、销售产品结构、原材料采购成本等多种因素影响，若行业竞争程度进一步加

剧，毛利率较低的产品销售占比进一步扩大，或贸易摩擦升级及人民币外汇汇率

下跌，导致原材料采购成本上升，则公司的主营业务毛利率存在下滑的风险。 

（四）上下游行业发生疫病或自然灾害的风险 

猪饲料行业的下游行业主要为生猪养殖业，而疫病是生猪养殖业发展中面临

的主要风险。生猪养殖过程中发生的疫病主要包括蓝耳病、猪瘟、猪呼吸道病、

猪流行性腹泻等。生猪疫病的发生会导致生猪的死亡，同时疫病的大规模发生容

易影响消费者心理，造成短期内猪肉需求减少，进而影响生猪存栏量。生猪存栏

量的大幅度下降将导致生猪饲料需求减少，从而对上游饲料行业造成不利影响。 



 

饲料行业上游的农业生产易受自然灾害的影响，如干旱、洪涝、沙尘、霜冻

等天气都会影响玉米、大豆等农作物的收成，上游农作物的歉收会导致公司原材

料的采购成本上升，将对公司的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五）下游客户被退养及结构变化的风险 

2013 年底，国务院颁布了《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明确划定了禁止

养殖的区域，要求禁养区域内严禁畜禽养殖活动，在禁养区的养殖场，无论证照

是否齐全，均必须限期自行搬迁或关闭。如果未来当地政府对土地规划进行进一

步调整，公司部分客户所在区域存在被调整为禁养区的风险，如果公司不能及时

开拓新客户，则可能会对公司的短期生产经营造成一定不利影响。 

另一方面，环保压力加大、非洲猪瘟疫情倒逼生猪养殖行业加快转型升级，

从而不断提升规模养殖水平。随着生猪养殖实现规模化发展，养殖精细化程度逐

步提高，对饲料企业在动物营养研究、配方技术、生产工艺、质量控制上都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如果公司不能及时应对客户需求的变化，将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

成不利影响。 

（六）经销商管理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采取经销与直销相结合的销售模式，收入主要来自于经销商。

公司经销商数量众多，受非洲猪瘟疫情、下游市场波动等因素影响，各年度经销

商变动较大。公司若不能保持与现有经销商的合作关系，导致原有经销商大幅减

少，同时公司无法有效开发新的经销商，则公司将面临销售收入下滑的风险。公

司若不能有效管理经销商，或与经销商发生纠纷，则可能会给公司的品牌及经营

造成一定负面影响，从而影响经营业绩。 

（七）技术研发的风险  

饲料行业内企业的持续领先能力取决于技术研发能力，企业一般需要较多的

研发资金投入，但是如果产品研发效果达不到预期、研发方向错误或研发进展缓



 

慢均可能导致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公司在研发过程中若出现上述情

形，有可能导致产品竞争优势减弱、盈利能力下降。因此，公司存在新产品、新

技术的开发风险。 

（八）食品质量安全风险 

饲料产品安全与食品安全息息相关，为保证饲料产品质量安全，公司建立了

完善的质量控制体系和食品安全管理体系，从原材料源头的安全评估、使用前的

检测、生产过程的监控等各环节，均按照饲料质量安全管理规范要求进行严格的

控制。但由于公司饲料原材料来源的多样性，仍然会存在偶发性因素或不可控因

素，进而导致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问题的风险，从而可能给公司品牌形象以及经

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九）税收优惠政策变化的风险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饲料产品免征增值税问题的通知》（财税

[2001]121号）规定，生产及销售配合饲料、浓缩饲料、预混合饲料免征增值税。

公司及子公司从事配合饲料、浓缩饲料、预混合饲料的生产及销售免征增值税，

并已在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备案。 

根据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 2011年 7月 27日颁布的《关于深入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1]58 号）、2013 年 1

月 10日颁布的《关于赣州市执行西部大开发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3]4

号），以及 2020 年 4 月 23 日颁布的《关于延续西部大开发企业所得税政策的公

告》（财政部公告 2020 年第 23号），报告期内公司、重庆八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钦州播恩生物技术有限公司、防城港播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已注销）、兰州播

恩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享受西部大开发企业所得税 15%优惠税率。 

公司子公司佛山播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16 年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 

2019 年、2022 年高新技术企业复审获得通过，有效期分别为三年，因此 2019



 

年度至 2024年度按照 15% 税率计缴企业所得税。同时，报告期内公司的部分子

公司享受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 

如果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发生变化或不再持续，或相关子公司不再满足高新技

术企业资格，不能继续享受相关税收优惠，将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一定不利

影响。 

（十）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经营风险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对各行业生产经营和人民生活造成不同程度

的影响，猪饲料行业也受到一定冲击。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导致生猪运输

不便或运输成本增加，生猪养殖的恢复速度受到一定限制；另一方面，饲料生产

企业复工复产、饲料销售运输、市场拓展及客户服务均受到一定影响。 

2020 年初，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公司高度重视疫情防控的同时，

积极推动复工复产，快速响应客户需求并提供优质服务支持，因此新冠肺炎疫情

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未造成重大影响。 

随着国内新冠肺炎疫情逐渐得到控制，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已逐渐恢复，新冠

肺炎疫情对生猪养殖行业、饲料行业的影响较小。2021 年以来，国内疫情得到

有效控制，新冠肺炎疫苗已全面推广普及，但仍存在一定不确定性。2022 年以

来，新冠肺炎疫情在国内呈现多点散发、多地频发、局部规模性反弹的态势，为

有效抑制疫情快速传播，多地实施较为严格的封控管理，从而影响公司客户沟通

服务、营销拓展、饲料运输物流等活动开展。未来仍可能因为新冠疫情对公司经

营造成一定不利影响。 

（十一）非洲猪瘟疫情产生的经营风险 

2018 年 8 月，我国爆发首例非洲猪瘟以来，随后传播至国内多个省市，对

生猪养殖行业造成巨大冲击，大批量养殖个体户及养殖企业因非洲猪瘟而大幅缩

减养殖规模或被迫直接退出行业。生猪养殖市场需求疲软直接导致饲料行业销量



 

下降，饲料生产企业竞争加剧。2020 年，随着进入后非洲猪瘟时代、国家政策

鼓励养殖户复栏扩养，下游规模较大的生猪养殖户反应迅速，全年内实现了稳步

快速复栏，加之猪肉上涨也进一步刺激养殖户加快复栏节奏，下游市场行情向好

及客户自身经营规模增加，带动公司收入规模上涨。 

目前，尽管非洲猪瘟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但由于世界范围内仍没有研发出有

效的非洲猪瘟疫苗，因此非洲猪瘟仍无法在短时间内根除，且在国内仍然呈现点

状散发态势，未来若无法及时有效控制非洲猪瘟疫情，则可能对整个饲料行业及

公司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十二）猪周期和猪肉价格下跌造成的经营风险 

我国生猪养殖业存在周期性特征，生猪市场价格的波动周期一般为 3-4 年。

“猪周期”的循环轨迹一般是：“生猪价格上涨—母猪存栏量增加—生猪出栏供

应增加—生猪价格下跌—大量淘汰母猪—生猪供应减少—生猪价格上涨”。近年

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减少生猪价格的市场波动，例如当生猪价格过度

低迷时发出预警信息、启动中央储备冻肉收储的响应机制和调控措施等，这些措

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生猪存栏量及生猪价格的波动。但由于我国生猪养殖行业

整体市场集中度较低，处于规模化养殖与大量散户养殖并存的阶段。大量生猪养

殖户主要根据当年度生猪价格行情来组织生产，由于从选育母猪补栏到育肥猪出

栏需要固定生长周期，从而形成了生猪价格的周期性波动。 

本轮猪周期自 2018 年下半年开始，受非洲猪瘟和新冠疫情叠加影响，2019

年、2020 年的猪肉价格持续保持高位，同时政府出台多项政策支持生猪复栏增

养，同期生猪养殖户迅速补栏，养殖规模逐步增加，生猪供应量稳步提升。行业

周期性供求关系变动使得 2021年至 2022年一季度猪肉价格开始呈现大幅下跌趋

势，对饲料行业及公司业务拓展形成一定的市场压力。2022 年 4 月下旬生猪价

格开始回升，生猪养殖市场开始回暖。未来，若猪肉价格再次出现持续大幅下滑



 

趋势，对下游养殖造成较大冲击，导致养殖户的养殖积极性减弱、加快出栏节奏

等，饲料需求下降，将对公司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上述风险为公司主要风险因素，将直接或间接影响本公司的经营业绩，请投

资者特别关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第四节风

险因素”等相关章节，并特别关注上述风险的描述。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播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3 月 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