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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村、郾城区大杨村和源汇区宋庄村等三处合计约

３４６

亩土地的相关租赁手续的过程中。

拟注入资产中有少量房产因历史原因尚未办理房屋产权证：其中，双汇集团拟注入资产中，未办理房

产证的房屋共有

１２２

项，建筑面积合计

５２

，

４０１．８７

平方米，账面净值合计

６

，

０４３．８６

万元，占总资产账面值

合计的比例为

０．６４％

；罗特克斯拟注入资产中，未办理房产证的房屋共有

１２

项，建筑面积合计

１１

，

４８２．４６

平方米，账面净值合计

１

，

４７８．２１

万元，占总资产账面值合计的比例为

１．２２％

。

根据绵阳双汇说明，其少量房产为房改剩余房产，账面净值

９７９

，

６４４．４５

元，占绵阳双汇总资产账面值

的比例为

０．１２％

。

除前述部分资产的权属手续尚需完善外，本次重组所涉及的其余资产完整，资产权属清晰，资产过户

或者转移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双汇集团承诺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前，完成上述未办证土地房产的权属完善，如届时不能完成，

双汇集团同意以现金补足发行认购款。 上述尚未办理房产证及土地证的情况不会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

成障碍。

（七）标的资产近三年股权转让的合规性

除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９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的香港华懋集团有限公司等少数股东转让

股权涉及的公司放弃优先购买权未履行必要审议程序事宜外， 其他标的资产近三年股权转让符合中国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六、重大会计政策或会计估计的差异或变更对标的资产利润的影响

（一）重大会计政策

标的资产编制的模拟会计报表所选用的会计政策与上市公司一致，不存在重大差异。

（二）重大会计估计

标的资产编制的模拟会计报表所选用的会计估计未发生重大变化。

七、标的资产的评估情况

以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经评估，本次交易拟注入资产评估值约

３

，

２５１

，

５５３

万元，拟置出

资产评估值

１６６

，

４０６

万元；评估基准日之后拟注入资产拟实施分红

６５

，

５７２

万元。 考虑到评估基准日后的

分红情况，拟注入资产的交易价格为评估值扣除分红金额即

３

，

１８５

，

９８１

万元。

（一）估值方法

１

、概述

现金流折现方法（

ＤＣＦ

）是通过将企业未来预期的现金流折算为现值，估计企业价值的一种方法，即通

过估算企业未来预期现金流和采用适宜的折现率，将预期现金流折算成现时价值，得到企业价值。 其适用

的基本条件是：企业具备持续经营的基础和条件，经营与收益之间存有较稳定的对应关系，并且未来收益

和风险能够预测及可量化。使用现金流折现法的关键在于未来预期现金流的预测，以及数据采集和处理的

客观性和可靠性等。 当对未来预期现金流的预测较为客观公正、折现率的选取较为合理时，其估值结果具

有较好的客观性，易于为市场所接受。

２

、估值模型

（

１

）基本模型

本次估值的基本模型为：

E=B-D

（

１

）

式中：

Ｅ

：估值对象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Ｂ

：估值对象的企业价值；

B=P+C

（

２

）

Ｐ

：估值对象的经营性资产价值；

（

３

）

式中：

Ｒｉ

：估值对象未来第

ｉ

年的预期收益（自由现金流量）；

ｒ

：折现率；

ｎ

：估值对象的未来经营期；

Ｃ

：估值对象基准日存在的溢余或非经营性资产（负债）的价值；

C=C

1

+C

2

（

４

）

式中：

Ｃ１

：基准日流动类溢余或非经营性资产（负债）价值；

Ｃ２

：基准日非流动类溢余或非经营性资产（负债）价值；

Ｄ

：估值对象付息债务价值。

（

２

）收益指标

本次估值，使用企业的自由现金流量作为估值对象投资性资产的收益指标，其基本定义为：

Ｒ＝

净利润

＋

折旧摊销

＋

扣税后付息债务利息

－

追加资本（

５

）

根据估值对象的经营历史以及未来市场发展等，估算其未来预期的自由现金流量。将未来经营期内的

自由现金流量进行折现处理并加和，测算得到企业的经营性资产价值。

（

３

）折现率

本次估值采用资本资产加权平均成本模型（

ＷＡＣＣ

）确定折现率

ｒ

：

r=r

d

×w

d

+r

e

×w

e

（

６

）

式中：

Ｗｄ

：估值对象的长期债务比率；

（

７

）

Ｗｅ

：估值对象的权益资本比率；

（

８

）

ｒｄ

：所得税后的付息债务利率；

ｒｅ

：权益资本成本，按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ＣＡＰＭ

）确定权益资本成本

ｒｅ

；

r

e

=r

f

+β×(r

m

-r

f

)+ε (９

）

式中：

ｒｆ

：无风险报酬率；

ｒｍ

：市场预期报酬率；

ε

：估值对象的特性风险调整系数；

βｅ

：估值对象权益资本的预期市场风险系数；

βｕ

：可比公司的预期无杠杆市场风险系数；

（

１１

）

βｔ

：可比公司股票（资产）的预期市场平均风险系数；

β

t

=34%K+66%β

x

（

１２

）

式中：

Ｋ

：一定时期股票市场的平均风险值，通常假设

Ｋ＝１

；

βｘ

：可比公司股票（资产）的历史市场平均风险系数；

Ｄｉ

、

Ｅｉ

：分别为可比公司的付息债务与权益资本。

（二）估值基本假设

１

、一般假设

（

１

）交易假设

交易假设是假定所有待估资产已经处在交易的过程中， 根据待估资产的交易条件等模拟市场进行估

价。 交易假设是估值得以进行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假设。

（

２

）公开市场假设

公开市场假设，是假定在市场上交易的资产，或拟在市场上交易的资产，资产交易双方彼此地位平等，

彼此都有获取足够市场信息的机会和时间，以便于对资产的功能、用途及其交易价格等作出理智的判断。

公开市场假设以资产在市场上可以公开买卖为基础。

（

３

）资产持续经营假设

资产持续经营假设是指估值时需根据委估资产按目前的用途和使用的方式、规模、频度、环境等情况

继续使用，或者在有所改变的基础上使用，相应确定估值方法、参数和依据。

２

、特殊假设

（

１

）国家现行的宏观经济、金融以及产业等政策不发生重大变化。

（

２

）估值对象在未来经营期内的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以及所执行的税赋、税率等政策无重大变化。

（

３

）估值对象在未来经营期内的管理层尽职，并继续保持基准日现有的经营管理模式持续经营，双汇

集团内各母子公司之间关联交易的定价模式也会按基准日模式持续。

（

４

）估值对象在未来经营期内的主营业务、收入与成本的构成以及销售策略等仍保持其最近几年的状

态持续，而不发生较大变化。 不考虑未来可能由于管理层、经营策略以及商业环境等变化导致的主营业务

状况的变化所带来的损益。

（

５

）估值对象未来预测期内的新增产能投资能够与企业提供的在建项目、计划投建项目的投资规划、

可研报告、投资概预算等资料匹配，按期正常实施。

（

６

）在未来的经营期内，估值对象的各项期间费用不会在现有基础上发生大幅的变化，仍将保持其最

近几年的变化趋势持续。 鉴于企业的货币资金或其银行存款等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频繁变化且闲置资金均

已作为溢余资产考虑，评估时不考虑其存款产生的利息收入，也不考虑汇兑损益等不确定性损益。

（

７

）本次评估不考虑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在本次评估假设前提下，依据本次估值目的，确定本次估值

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 评估中的一切取价标准均为评估基准日有效的价格标准及价值体系。

（三）行业发展前景与经营优劣势

１

、宏观环境分析

受金融危机后经济政策的刺激，

２００９

年下半年以来全球经济逐步走出金融危机的低谷， 各国经济均

呈现出逐步企稳回升的态势，但随着刺激政策效果的逐步消退，经济复苏的前景预计将难以保持现有的增

长速度。 美国

２０１０

年第二季度经济增长放缓，

ＧＤＰ

折合成年率增长

２．４％

，也加重了市场对经济复苏势头

的担忧。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０

日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

ＮＢＥＲ

）宣布本次经济危机的底部是

０９

年

６

月。确认衰退

结束的重要指标是季度实际

ＧＤＰ

增长、季度实际收入（

ＧＤＩ

）、月度就业、工业产值和批发及零售销售，本次

经济衰退持续了

１８

个月。 由于财政刺激政策的逐步调整， 美国经济中短期仍将维持低速增长的态势，自

２００９

年年中强劲反弹的美国工业活动近几个月开始回落。 工业产值增长率堪称其明证，预计到

２０１１

年年

初

ＩＳＭ

指数将降至

５０

或更低水平。 相较美国，进入下半年之后，包括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家成功发

行各自的债券，通过市场筹措到了资金，欧元区的债务危机也有所缓解，同时欧洲银行业也通过压力测试。

在欧盟的监督下，之前出台财政紧缩措施逐步进入实施。 在全球经济复苏过程中，各国的复苏路径存在很

大差异，相对美国、日本而言，受债务危机和高失业率影响，欧盟的复苏相对滞后。

２０１０

年以来，全球主要

经济体经济基本面较

２００９

年出现很大改善， 但受欧洲主权债务困扰和美国相对较高失业率因素影响，全

球经济复苏将在缓慢曲折中前进。

图

５－１

全球经济增长走势（

％

）

近几年，我国宏观经济保持较高增长，平均年增长率在

８％

以上。由于

２００９

年年初受金融危机影响，国

内经济发展速度有所放缓，在国家一揽子刺激政策的作用下，我国经济运行

２００９

年初步遏制了增速快速

下滑的局面，呈现出企稳回升的态势，

２０１０

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

１１．９％

，但

２００９

年的经济快速复苏主要受益于政府政策的拉动，而政策拉动缺乏可持续性。 从目前情形看，财政投资的投

资增速在下降，在信贷规模控制和地方融资平台规范的背景下，这种趋势预计还将持续。 因经济刺激支出

继续逐渐减少， 而政府对银行贷款和房地产投机行为的调控开始对整体经济产生影响，

２０１０

年第二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

）较上年同期增长

１０．３％

，低于第一季度

１１．９％

的增长速度。

图

５－２

我国

ＧＤＰ

增速（

％

）

２０１０

年前两个季度，中央项目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

７

，

４４３

亿元，同比增长

１３．０％

；地方项目固定资

产投资累计完成

９０

，

６０４

亿元，同比增长

２６．７％

，增速均有小幅回落。

图

５－３

政府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份， 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

１２

，

３３０

亿元， 同比增长

１８．３％

， 增速略低于

５

月份的

１８．６６％

。

５

月份消费者信心为

１０８

，较

４

月份有所提升。

图

５－４

中国消费者信心与零售销售总额增速（

％

）

图

５－５

中国宏观经济景气指数

２

、肉类食品工业状况分析

（

１

）我国的屠宰及肉制品产业分散，规模化养殖供给量较小，工厂化屠宰比重小。

虽然我国规模化养殖已有较快提升，但社会商品提供量比重仍较小，只占约

３０％

左右。 目前，我国规

模以上肉类工业企业有

３６９６

家，仅占全行业

２１０００

多家定点屠宰厂（场）总数的

１８％

左右，全国还有

８２％

的企业处于手工或半机械屠宰的状态，许多场（点）日屠宰生猪仅几十头。由于企业规模过小，数量过多，生

产工艺落后和质量管理水平低下，在市场环境下形成的竞争必然是低水平的恶性循环。行业中除少数强势

企业采用现代技术装备、具备必要的产品检测能力和较健全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之外，大多数企业无力承

担提升产品质量安全、购置先进设施设备的投入成本，因此在肉品质量安全控制方面存在着许多缺陷和不

足，致使肉类食品不安全事件在一些地区或企业屡有发生。 行业集中度较低的现状说明，行业整合高峰还

没有来到，行业龙头企业在行业整合过程中发展空间巨大。

（

２

）冷链化流通比重较小，品种多样性尚有不足。

与国内庞大的猪肉消费市场相比，冷鲜肉所占比例仅占到猪肉消费量的

１０％

左右，与欧美、日本等发

达国家

９０％

以上都是冷鲜肉相比，市场发展潜力非常巨大。

在分散养殖和手工或半机械屠宰占较大比重的基础上，必然导致冷链化流通（包括生产加工过程中的

流通）发展缓慢；约

７５％

的定点屠宰企业实行代宰制，劣质肉入市难以有效控制；疏于肉品机理研究，产品

形态单一、同质化问题突出，肉类食品市场上依然呈现“四多四少”的状况，即：白条肉多、分割肉少；热鲜肉

多，冷鲜肉少；散售裸肉多，包装肉少；高温制品多，低温制品少。 目前，白条肉仍占我国全部生肉上市量的

６０％

左右；冷鲜肉占

１０％

，小包装肉品销售占

１０％

；肉制品仅占肉类总产量的

１５％

左右，这与城乡居民肉食

消费多层次、多样性的需求结构很不适应。 据中国肉类协会统计，

２０１０

年中国肉类总产量将达到

８７００

万

吨以上，猪肉、牛羊肉和禽肉所占比重分别为

６０％

、

２０％

和

２０％

；肉制品产量将超过

１１００

万吨，在肉制品消

费中，低温肉制品将会成为我国肉制品未来发展的主要趋势。

《全国生猪屠宰行业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中，提出了通过严格市场准入和对屠宰企业实行

星级管理，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整顿市场秩序，扶持规模化、品牌化企业经营发展壮大，提升行业集中度及

管理水平，提升冷鲜肉的市场占有率。到

２０１３

年，争取县城以上城区猪肉小包装销售比例由目前的

１０％

提

升至

１５％

，冷鲜肉市场份额由目前的

１０％

提升至

２０％

，到

２０１５

年上述比例分别达到

２０％

和

３０％

左右，冷

鲜肉平均每年有

１００－１５０

万吨的增量。

根据肉类协会统计数据，以及国外发达国家的肉制品人均消费量，国内肉制品需求将长期保持快速增

长，尤其是低温肉制品及传统中式制品。 同时，目前国内肉制品行业集中度不高，未来几年内，行业格局有

可能发生重大改变，随着国内肉制品容量的快速扩容，龙头企业凭借品牌、技术、网络、规模等综合优势，将

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此外，随着国民经济水平的快速增长和居民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消费者追求健康、营养、安全的消费

理念日益明显，低档产品向中高档产品转型的速度也将加快。

（

３

）市场持续逐渐完善，有利于品牌企业发展壮大。

随着冷鲜肉宣传快速扩大和不断深入，广大消费者肉类消费观念将逐渐转变，同时国家食品安全监管

加强及消费者食品安全意识提高，冷鲜肉消费、品牌肉消费逐渐形成一种时尚、一种必然。 《生猪屠宰管理

条例》及《食品安全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的推出，市场秩序得到不断完善、淘汰落后产能的进展、地方保护

的逐步打破、高速交通快速发展，为传统屠宰业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

４

）肉类市场需求增长潜力巨大，产业结构将逐渐转化。

２００９

年在全球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增长率仍然达到了

８．７％

，

２０１０

年在“扩内需、促消费、调

结构、城镇化建设”大背景下，预计仍将保持

８％

以上增长势头，因此，

２０１０

年有望启动新一轮黄金增长，肉

类行业也将随之增长。

我国人均居民猪肉消费量已由

１９９０

年的

２０

公斤增加到

２００９

年

３６．６

公斤，增长近一倍，但与发达国

家肉类消费人均

１００

公斤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行业发展空间及潜力巨大。 特别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县乡市场肉类需求将大幅增长。

当前，我国正处于新的经济政策调整，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和消费结构升级的重要时期。广大城乡

居民肉食需求的不断增长，是肉类产业发展的持久动力。为了确保稳定均衡的肉类供给能力，必须加快“三

个转变”，一是由分散的传统饲养方式向规模化的现代饲养方式转变；二是由作坊式的手工加工向工厂化

的机械加工方式转变；三是由肉类产品的传统流通方式向冷链物流、连锁经营等现代流通方式转变，促进

畜禽养殖、屠宰加工、制品加工、包装加工、储运销售等各个环节的有机结合、相互协调。 为此，要加快打造

核心产能，驱动产销市场转化，要大力推进大型现代化肉类加工企业、蛋类加工企业产业链建设，按照“工

厂化生产、标准化管理、规模化经营”的模式改造落后的畜禽养殖业、屠宰加工业、蛋类加工业和制品流通

业，促进生产要素向优势企业集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四）净现金流量预测

１

、营业收入与成本预测

估值对象的营业收入主要来自于屠宰、 肉制品的生产加工业务等。 本次拟注入资产， 从

２００５

年到

２００９

年期间，总收入累计增长

１７２％

，年均增长

２８％

，毛利率从

９％

逐年提升至

１３％

。其中，屠宰业务板块收

入累计增长

１６０％

，毛利率从

４％

提升至

６％

；肉制品板块销售收入累计增长

３０２％

，毛利率从

１２％

上升到

１５％

；猪养殖板块销售收入累计增长

５０％

，毛利率从

１４％

上升到

２３％

。通过充分发挥自身的规模优势、工厂

布局优势、渠道网络优势，降低成本，积极参与市场竞争，扩大市场份额，使得各个业务板块都显示出了持

续快速的增长势头。同时，各企业积极调整产品结构，加大新产品新工艺开发投入力度，扩大高档次高盈利

产品规模，改造亏损和微利产品业务，拉动产品整体售价和收入提高。

根据肉类协会统计数据，国内肉制品需求将长期保持快速增长，尤其是低温肉制品及传统中式制品。

从历史经营情况看，市场需求较大，各企业产销量逐年提升，由于居民对肉类食品需求具有一定刚性，即使

２００８

年的金融危机，也没有对估值对象的业务造成太大影响。

我们注意到在宏观经济平稳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央明确提出“以扩大内需特别是增加居民消费需

求为重点”的经济发展基调，随着估值对象市场拓展的不断深入，以及相关新建生产线的投产，预计估值对

象在未来几年随着新增产能的逐步释放，仍将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此外，通过自身不断完善产业链，优化

生产过程中资源配置，估值对象的利润空间也将进一步改善。

本次估值，根据对我国未来肉制品行业的分析，估值对象经会计师审计的近几年收入、成本等的生产

经营情况等综合因素进行营业收入与成本的预测。

２

、期间费用预测

本次估值结合历史年度各项期间费用的构成及各项期间费用与营业收入比率估算未来各年度的期间

费用。

３

、营业税金及附加预测

本次估值结合营业税金及附加与营业收入比率估算未来各年度的营业税金及附加。

４

、税金返还预测

本次评估涉及到税收返还的企业，根据估值对象与当地政府签订投资协议中约定的税金返还政策，其

中包括税金返还种类、比率，以及税金返还期限，对企业未来营业外收入中税金返还进行预测。

５

、折旧与摊销预测

（

１

）折旧预测

本次估值结合企业提供的未来发展规划、在建或未来投建项目的可研报告、投资概预算及其它相关资

料等，合理考虑未来的新增资产规模，按照企业执行的固定资产折旧政策，以基准日经审计的固定资产账

面原值、预计使用期、加权折旧率等估算未来经营期的折旧额。

（

２

）摊销预测

本次估值结合企业提供的未来发展规划、在建或未来投建项目的可研报告、投资概预算及其它相关资

料等，合理考虑相应新增无形资产规模，按照企业的无形资产和长期待摊费用摊销政策估算未来各年度的

无形资产和长期待摊费用摊销额。

６

、追加资本预测

追加资本系指企业在不改变当前经营业务条件下， 为保持持续经营所需增加的营运资金和超过一年

的长期资本性投入。 如经营规模扩大所需的资本性投资（购置固定资产或其他非流动资产）和新增营运资

金及持续经营所必须的资产更新等。

追加资本

＝

资本性支出

＋

资产更新

＋

营运资金增加额

（

１

）资本性支出估算

结合企业提供在建项目、计划投建项目的可研报告和投资概预算等资料，对企业基准日后追加投资金

额、时期进行估算，预计未来资本性支出。

（

２

）资产更新投资估算

按照收益预测的前提和基础，在考虑未来投建项目转固的基础上，结合企业历史年度资产更新和折旧

回收情况，预计未来资产更新改造支出。

（

３

）营运资金增加额估算？

营运资金追加额系指企业在不改变当前主营业务条件下， 为保持企业持续经营能力所需的新增营运

资金，如正常经营所需保持的现金、产品存货购置、代客户垫付购货款（应收账款）等所需的基本资金以及

应付的款项等。 营运资金的追加是指随着企业经营活动的变化，获取他人的商业信用而占用的现金，正常

经营所需保持的现金、存货等；同时，在经济活动中，提供商业信用，相应可以减少现金的即时支付。通常其

他应收账款和其他应付账款核算的内容绝大多为与主业无关或暂时性的往来， 需具体甄别视其与所估算

经营业务的相关性个别确定。因此估算营运资金的增加原则上只需考虑正常经营所需保持的现金、应收款

项、存货和应付款项等主要因素。 本报告所定义的营运资金增加额为：

营运资金增加额

＝

当期营运资金

－

上期营运资金

其中，营运资金

＝

现金

＋

应收款项

＋

存货

－

应付款项

其中：

应收款项

＝

营业收入总额

／

应收款项周转率

其中，应收款项主要包括应收账款、应收票据以及与经营业务相关的其他应收账款等诸项。

存货

＝

营业成本总额

／

存货周转率

应付款项

＝

营业成本总额

／

应付账款周转率

其中，应付款项主要包括应付账款、应付票据以及与经营业务相关的其他应付账款等诸项。

根据对企业历史资产与业务经营收入和成本费用的统计分析以及未来经营期内各年度收入与成本估

算的情况，预测得到的未来经营期各年度的营运资金增加额。

７

、评估折现现金流情况

注

１

：计算折现现金流变化率时，部分比较基期的现金流为负，变化率列示为“

－

”。

注

２

：因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故

２０１０

年的预测折现现金流为

２０１０

年

６－１２

月的折现现

金流。

折现现金流（万元） 折现现金流变化率

序号 公司名称

２０１０Ｅ ２０１１Ｅ ２０１２Ｅ ２０１３Ｅ ２０１４Ｅ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永续增

长率

１

德州双汇

－１０

，

１８７．００ １４

，

８６９．２９ １８

，

７８５．３１ ２７

，

６９２．３１ ２９

，

７０１．４１ －２４５．９６％ ２６．３４％ ４７．４１％ ７．２６％ ０％

２

绵阳双汇

－４５

，

１１４．６１ －７３４．３１ １６

，

９４４．１７ ２１

，

７２７．８１ ４６

，

８６８．７３ －９８．３７％ －２４０７．４９％ ２８．２３％ １１５．７１％ ０％

３

武汉双汇

－３１

，

１６９．９１ ５

，

５６８．１９ １８

，

７８１．５３ ２７

，

２８０．３０ ２９

，

３０５．３３ －１１７．８６％ ２３７．３０％ ４５．２５％ ７．４２％ ０％

４

淮安双汇

－６

，

２２１．２０ １１

，

９１８．８９ １９

，

０２２．１１ ２７

，

５８９．２８ ３１

，

６３３．４２ －２９１．５９％ ５９．６０％ ４５．０４％ １４．６６％ ０％

５

唐山双汇

８

，

１１１．８１ １０

，

４５３．２３ ３

，

４４１．８２ １３

，

７０６．８２ １７

，

５００．１９ ２８．８６％ －６７．０７％ ２９８．２４％ ２７．６８％ ０％

６

济源双汇

－８２

，

４７６．１９ －２４

，

０１１．２５ １５

，

３３５．００ ３２

，

４１８．３１ ３９

，

５８０．３１ －７０．８９％ －１６３．８７％ １１１．４０％ ２２．０９％ ０％

７

阜新双汇

４

，

６８９．８６ １１

，

４３７．３７ １３

，

３０８．４１ １４

，

３８７．０４ １４

，

８７９．９４ １４３．８７％ １６．３６％ ８．１０％ ３．４３％ ０％

８

禽业加工

－２０

，

９３７．６２ －５

，

８７７．６７ ４

，

８５８．２４ １２

，

４９３．３２ ２０

，

９１４．２０ －７１．９３％ －１８２．６６％ １５７．１６％ ６７．４０％ ０％

９

禽业发展

－３５

，

６８４．６１ －５２

，

００８．３０ －３７

，

９３４．９１ －２

，

１１６．１５ １４

，

７０７．４３ ４５．７４％ －２７．０６％ －９４．４２％ －７９５．０１％ ０％

１０

广东双汇

４

，

１１３．１１ １２

，

５７０．０１ １４

，

３５７．９４ １１

，

９３４．５４ １７

，

６３７．６７ ２０５．６１％ １４．２２％ －１６．８８％ ４７．７９％ ０％

１１

内蒙古双汇

－１

，

０１９．１９ １０

，

８５０．６４ ９

，

９０１．７０ １０

，

４９６．５２ １１

，

０３７．２０ －１１６４．６３％ －８．７５％ ６．０１％ ５．１５％ ０％

１２

双汇牧业

－１５

，

４６５．９１ －１

，

６７７．５０ １

，

７６３．５３ ４

，

２３８．５２ ５

，

２６４．１５ －８９．１５％ －２０５．１３％ １４０．３４％ ２４．２０％ ０％

１３

双汇进出口

２

，

３６４．８３ ３

，

２８５．５０ ２

，

０６８．１０ １

，

７２７．４４ ２

，

０６５．９８ ３８．９３％ －３７．０５％ －１６．４７％ １９．６０％ ０％

１４

阜新汇福

１

，

０４２．７２ １

，

６２５．２２ １

，

８３６．３３ １

，

９２５．６３ ２

，

１９７．５９ ５５．８６％ １２．９９％ ４．８６％ １４．１２％ ０％

１５

望奎双汇

１２

，

９０９．６２ ７

，

０５５．３８ １０

，

１３３．６３ １１

，

３３５．７７ １２

，

８５９．２０ －４５．３５％ ４３．６３％ １１．８６％ １３．４４％ ０％

１６

哈尔滨双汇

３

，

８１８．２５ ６

，

０４５．８５ ７

，

２１７．６９ ７

，

６９７．１４ ８

，

１０３．８１ ５８．３４％ １９．３８％ ６．６４％ ５．２８％ ０％

１７

宝泉岭双汇

６

，

４１０．１２ ４

，

４１３．４９ ５

，

４２２．３７ ５

，

９２６．２０ ６

，

８０８．７８ －３１．１５％ ２２．８６％ ９．２９％ １４．８９％ ０％

１８

上海双汇

－２

，

４５２．７１ －９

，

２４３．０４ ７

，

７７３．６５ １４

，

３５２．０５ １８

，

０７３．６９ ２７６．８５％ －１８４．１０％ ８４．６２％ ２５．９３％ ０％

１９

保鲜包装

５６１．４６ ２

，

４２１．７７ ２

，

１３７．７９ ２

，

４４２．４０ ２

，

８１４．６７ ３３１．３３％ －１１．７３％ １４．２５％ １５．２４％ ０％

２０

双汇彩印

３

，

５７１．６５ ５

，

６２７．９４ ６

，

４４７．０４ ７

，

２３３．１９ ７

，

８６９．５４ ５７．５７％ １４．５５％ １２．１９％ ８．８０％ ０％

２１

华丰投资

－１

，

８６３．６２ ２

，

９２７．３３ １

，

７２５．３９ １

，

７１６．５７ １

，

７１０．９４ －２５７．０８％ －４１．０６％ －０．５１％ －０．３３％ ０％

２２

连邦化学

－５

，

４４８．９２ ４

，

５３７．５６ ９

，

２４８．９７ １９

，

３８１．５０ ２４

，

７６７．３７ －１８３．２７％ １０３．８３％ １０９．５５％ ２７．７９％ ０％

２３

弘毅新材料

６２９．６０ １

，

９９２．２８ ２

，

０６６．０４ ２

，

０７６．９１ ２

，

０７７．７６ ２１６．４４％ ３．７０％ ０．５３％ ０．０４％ ０％

２４

天润彩印

２

，

７７０．９８ １１

，

３０６．２２ １４

，

０８０．９６ １６

，

６５２．２４ １８

，

３４７．５７ ３０８．０２％ ２４．５４％ １８．２６％ １０．１８％ ０％

２５

卓智新型

－３

，

０９６．１６ ６

，

６４８．７６ ９

，

４７８．９９ １０

，

０９０．８６ １０

，

４１０．００ －３１４．７４％ ４２．５７％ ６．４６％ ３．１６％ ０％

２６

华懋化工包装

６１４．８０ １

，

１５３．５９ １

，

０５０．４５ １

，

２４３．１９ １

，

４６０．２１ ８７．６４％ －８．９４％ １８．３５％ １７．４６％ ０％

２７

双汇新材料

４

，

２２４．６９ ６

，

１８９．７４ ６

，

１６８．２４ ６

，

２６２．６７ ６

，

３７７．８６ ４６．５１％ －０．３５％ １．５３％ １．８４％ ０％

２８

天瑞生化

－９９９．９３ ９１１．７４ １

，

３５７．２５ １

，

５８３．９４ １

，

８４８．８３ －１９１．１８％ ４８．８６％ １６．７０％ １６．７２％ ０％

２９

双汇肉业

－４２０．２９ ３１

，

１９７．１１ ５２

，

３６０．２６ ６０

，

１８８．３０ ７３

，

６０３．１３ －７５２２．７４％ ６７．８４％ １４．９５％ ２２．２９％ ０％

３０

双汇物流

３

，

１８６．６７ １５

，

２６０．８３ １６

，

７８２．６６ １６

，

６４９．７９ ２４

，

５２０．６４ ３７８．９０％ ９．９７％ －０．７９％ ４７．２７％ ０％

（五）权益资本价值预测

１

、折现率的确定

（

１

）无风险收益率

ｒｆ

，参照国家近五年发行的中长期国债利率的平均水平，按照十年期以上国债利率

平均水平确定无风险收益率

ｒｆ

的近似，即

ｒｆ＝３．８３％

。

中长期国债利率

序号 国债代码 国债名称 期限 实际利率

１ １００５０１

国债

０５０１ １０ ０．０４４９

２ １００５０４

国债

０５０４ ２０ ０．０４１５

３ １００５１２

国债

０５１２ １５ ０．０３６８

４ １００６０３

国债

０６０３ １０ ０．０２８２

５ １００６０９

国债

０６０９ ２０ ０．０３７３

６ １００６１６

国债

０６１６ １０ ０．０２９４

７ １００６１９

国债

０６１９ １５ ０．０３３０

８ １００７０３

国债

０７０３ １０ ０．０３４３

９ １００７０６

国债

０７０６ ３０ ０．０４３２

１０ １００７１０

国债

０７１０ １０ ０．０４４５

１１ １００７１３

国债

０７１３ ２０ ０．０４５７

１２ １００８０２

国债

０８０２ １５ ０．０４２０

１３ １００８０３

国债

０８０３ １０ ０．０４１１

１４ １００８０６

国债

０８０６ ３０ ０．０４５５

１５ １００８１０

国债

０８１０ １０ ０．０４４６

１６ １００８１３

国债

０８１３ ２０ ０．０５００

１７ １００８１８

国债

０８１８ １０ ０．０３７１

１８ １００８２０

国债

０８２０ ３０ ０．０３９５

１９ １００８２３

国债

０８２３ １５ ０．０３６５

２０ １００８２５

国债

０８２５ １０ ０．０２９２

２１ １００９０２

国债

０９０２ ２０ ０．０３９０

２２ １００９０３

国债

０９０３ １０ ０．０３０７

２３ １００９０５

国债

０９０５ ３０ ０．０４０６

２４ １００９０７

国债

０９０７ １０ ０．０３０４

２５ １００９１１

国债

０９１１ １５ ０．０３７２

２６ １００９１２

国债

０９１２ １０ ０．０３１１

２７ １００９１６

国债

０９１６ １０ ０．０３５１

２８ １００９２０

国债

０９２０ ２０ ０．０４０４

２９ １００９２３

国债

０９２３ １０ ０．０３４７

３０ １００９２５

国债

０９２５ ３０ ０．０４２２

３１ １００９２７

国债

０９２７ １０ ０．０３７１

３２ １００９３０

国债

０９３０ ５０ ０．０４３５

平均

０．０３８３

（

２

）市场预期报酬率

ｒｍ

，参照国内上市公司近五年平均净资产收益率进行选取，取近五年国内上市公

司（剔除异常值后）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０．９４％

作为市场期望报酬率的近似，即：

ｒｍ＝１０．９４％

。

（

３

）

βｅ

值， 取沪深同类可比上市公司股票， 以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５０

周的市场价格测算估

计，得到可比公司股票的历史市场平均风险系数

βｘ

，按式（

１２

）计算得到估值对象预期市场平均风险系数

βｔ

，并由式（

１１

）得到估值对象预期无财务杠杆风险系数的估计值

βｕ

，最后根据企业资产负债结构由式

（

１０

）得到估值对象权益资本预期风险系数的估计值

βｅ

；

（

４

）权益资本成本

ｒｅ

，本次估值考虑到估值对象在公司的融资条件、资本流动性、公司的治理结构等方

面与可比上市公司的差异性以及未来业务增长不确定性所可能产生的特性个体风险， 设定公司的特性风

险调整系数

ε

；最终由式（

９

）得到估值对象的权益资本成本

ｒｅ

；

（

５

）由式（

７

）和式（

８

）得到债务比率

Ｗｄ

和权益比率

Ｗｅ

；

（

６

）折现率

ｒ

，将上述各值分别代入式（

６

）得到估值对象适用的折现率。

（

７

）最终确定企业

ＷＡＣＣ

取值范围在

１０％

到

１１％

之间。

（

８

）各家公司采用折现率，在（六）评估结论表中体现。

２

、权益资本价值的确定

（

１

）将得到的预期净现金量代入式（

３

），得到估值对象的经营性资产价值。

（

２

）将经营性资产价值、溢余资产价值代入式（

２

），得到估值对象企业价值。

（

３

）将估值对象的企业价值，付息债务的价值代入式（

１

），得到估值对象的权益资本价值。

（六）评估结论

标的资产各公司的账面值、评估值、评估方法如下：

单位：亿元

序号 公司名称 基准日账面值 评估值

交易作价

（注

１

）

增值率 折现率

评估方

法

１

德州双汇

２．６ １９．６ １９．２ ６３８．５％ ０．１０５０

收益法

２

绵阳双汇

１．３ ３４．２ ３４．０ ２５１９．０％ ０．１０４８

收益法

３

武汉双汇

２．４ １８．８ １８．４ ６６６．７％ ０．１０２１

收益法

４

淮安双汇

４．０ ２２．５ ２１．９ ４４７．６％ ０．１０６６

收益法

５

唐山双汇

２．３ １３．９ １３．５ ４８７．１％ ０．１０５０

收益法

６

济源双汇

２．３ ２４．２ ２３．９ ９４０．２％ ０．１０５９

收益法

７

阜新双汇

２．５ １３．２ １０．２ ３０６．７％ ０．１０７６

收益法

８

禽业加工

１．０ １４．０ １２．６ １１６２．０％ ０．１０７６

收益法

９

禽业发展

６．０ ６．４ ５．７ －４．７％ ０．１０７６

收益法

１０

广东双汇

２．８ １４．８ １４．３ ４１０．３％ ０．１０６６

收益法

１１

内蒙古双汇

２．６ １１．２ ５．６ １１７．２％ ０．１０７６

收益法

１２

双汇牧业

２．０ ２．３ ０．６ －７１．３％ ０．１０７６

收益法

１３

双汇进出口

０．３ ２．７ ２．０ ５５８．２％ ０．０９１５

收益法

１４

阜新汇福

０．６ ２．４ １．８ ２０５．７％ ０．１０７６

收益法

１５

望奎双汇

１．２ ９．８ ７．２ ４９６．９％ ０．０９８７

收益法

１６

哈尔滨双汇

０．９ ７．２ ５．２ ４７７．２％ ０．１０７６

收益法

１７

宝泉岭双汇

１．１ ４．９ ３．６ ２２６．１％ ０．１０１７

收益法

１８

上海双汇

３．３ １４．３ ２．０ －４０．５％ ０．１０７６

收益法

１９

保鲜包装

０．５ ２．８ ０．８ ６３．７％ ０．１０８６

收益法

２０

双汇彩印

０．９ ７．６ ６．０ ５６５．９％ ０．１０７６

收益法

２１

华丰投资

２．９ ５．６ ３．２ ９．２％ ０．１０７１

收益法

２２

连邦化学

１．１ １８．４ １８．０ １５３９．３％ ０．１０７０

收益法

２３

弘毅新材料

０．３ ２．２ ２．１ ６０９．２％ ０．１０６７

收益法

２４

天润彩印

０．９ １５．９ １５．５ １６２２．２％ ０．１０７７

收益法

２５

卓智新型

０．９ ８．４ ８．１ ８０３．１％ ０．１０７３

收益法

２６

华懋化工包装

０．８ １．９ ０．５ －３５．６％ ０．１０９３

收益法

２７

双汇新材料

２．０ ７．４ １．８ －１１．４％ ０．１０９３

收益法

２８

天瑞生化

０．１ １．４ １．０ ９１４．９％ ０．１０７４

收益法

２９

双汇肉业

５．６ ５９．８ ５９．８ ９６８．３％ ０．１０７０

收益法

３０

双汇物流

２．９ １９．６ １６．６ ４７３．９％ ０．１０７５

收益法

注

１

：交易作价是在评估值的基础上扣除相应的分红金额。

（七）增值原因分析

鉴于资产基础法估值是以资产的成本重置为价值标准，反映的是资产投入（购建成本）所耗费的社会

必要劳动，而收益法估值反映了未来收入增加、盈利能力增强所带来的企业价值增长，我们认为采用收益

法评估相关资产的市场价值更为合理。 本次评估，收益法评估结果增值较大，主要原因是企业收益的持续

增长，而推动企业收益持续增长的动力既来自外部也来自内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

、宏观经济形势长期仍将看好，国家政策有利于肉食品行业稳定健康发展。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均收入得到稳步提高，有效保障了我国居民对肉类的需求，因

此，我国屠宰及肉类加工行业发展势头良好，行业整体规模稳步扩大。 未来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进一步

推进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我国屠宰及肉类加工行业仍有相当可观的发展空间。

２００９

年，我国经济在国际金融危机、国际贸易持续疲软的大背景下，仍保持了

８％

以上的增长速度；食

品加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

２１％

，在经济危机下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

２０１０

年，鼓励消费、稳定投资仍然是我国政府的主要政策取向。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明确，

２０１０

年

中国政府将继续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重点是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惠民生。 预

计

２０１０

年中国

ＧＤＰ

增长

９％

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２３％

以上；进出口总额增长

１７％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增长

１６％

。 同时，各级政府纷纷出台食品工业振兴计划，对我国食品工业的发展十分有利，为肉类加工

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历史机遇。

２

、肉食品行业集中度仍然较低，为行业龙头提供了整合机会和扩张空间。

经营分散、行业集中度低是肉食品行业的一个突出特点。 根据《

２００８

年中国肉类工业发展概况》等资

料披露，我国肉类行业位列前三位的企业双汇、金锣、雨润年生猪屠宰量合计约

３

，

０００

万头，仅占全国出栏

生猪量的

５％

左右；其肉制品加工量合计约

２００

万吨，仅占全国肉类总产量的

３％

左右，占全国肉制品工业

加工量的

２０％

左右。

在这一背景下，龙头企业对行业进行整合是大势所趋。

２００７

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促进畜牧业持续健

康发展的意见》（国发〔

２００７

〕

４

号）提出“大力发展产业化经营，鼓励畜产品加工企业通过机制创新，建立基

地，树立品牌，向规模化、产业化、集团化、国际化方向发展，提高企业的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带动农民增收

的能力”。随着行业的逐步规范，一些小型、不符合卫生等各方面要求的生猪屠宰和肉类加工企业以及私屠

滥宰小企业、小作坊、黑窝点、小刀手的数量会大量减少直至消失，其占有的市场份额会逐步释放并由较大

规模的行业内企业所分享。

３

、具有较高经营杠杆的产业特点决定企业能够实现快速扩张，并保证盈利能力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提

高。

双汇集团现有的主要业务中，屠宰生产线的建设周期短，投资规模小，相对容易实现快速扩张。双汇集

团的发展历史能够说明这一点：

８０

年代中期，集团年销售额不足

１

，

０００

万元，

１９９０

年突破

１

亿元，

１９９５

年

突破

２０

亿元，

２０００

年突破

６０

亿元，

２００３

年达到

１２０

亿元，成为中国肉类加工企业和河南省首批超百亿的

企业集团，

２００５

年双汇集团销售收入突破

２００

亿元，再次成为食品行业第一家、河南省首批销售超

２００

亿

元的企业，在中国大型企业

５００

强中名列

１３１

位，食品行业第一位。

过去三年，双汇集团年收入复合增长率为

１３．９２％

；

２０１０

年第一季度同比上年增长

３１．８９％

。

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０９

年集团净资产收益率分别达到

２９．２２％

和

３０．９７％

。 目前，双汇集团仍处于高速的发展扩张阶段，公司

的发展战略是进一步确立肉制品、冷鲜肉两大产业的主导地位，使其成为中国最大、世界领先的肉类供应

商。 未来公司通过优化产品结构和市场结构，收入和利润水平有望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从而继续保

持在行业中的领先地位。

４

、企业核心竞争力突出，人才、技术、管理能力、品牌和渠道各方面优势明显，成为企业高速发展的强

大引擎。

双汇集团总体销售规模、生猪屠宰量、高低温肉制品产量稳居国内同行业第一，具有显著的优势竞争

地位，是国内肉类行业内规模实力最为强大的公司。

双汇集团以屠宰和肉类深加工为主，向上游发展养殖业和饲料业，向下游发展副产品深加工、食品添

加剂、化工包装、彩色印刷、商业、物流、外贸等业务，形成了主业突出、产业配套的完善产业链，具有明显的

产业集群优势。

双汇集团约有员工

５

万人，其中大中专以上学历有

２．５

万人（博士

４

人、硕士

８１

人），占总员工数量的

４６％

，培养了一大批肉类加工行业的专家型人才。 双汇集团拥有国家级的技术研发中心、国家认可实验室

和博士后流动站，拥有二百多人的技术开发队伍，聘请了国内外知名的食品专家作为技术顾问，已开发出

高低温肉制品、调理制品、生鲜产品共

１０００

多个品种，每年可以开发新产品

１００

多个品种，综合研发能力

在国内同行业领先，确保其在科研和新产品开发方面始终走在竞争对手的前面，始终保持企业强大的竞争

优势。

双汇集团全面实施了

ＩＳＯ９００１

、

ＩＳＯ１４００１

和

ＨＡＣＣＰ

管理体系认证， 先后引进先进的检测设备

２００

多

台套，有

５００

多人的质检队伍分布在企业生产加工的各个环节，能够全过程保证产品质量。 双汇集团还把

信息化引入生猪屠宰和肉制品加工业，利用信息化进行流程再造，整合资金流、物流、信息流，实现订单采

购、订单生产、订单销售，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肉类管理水平与世界同步。企业组织结构方面，组建了鲜冻

品事业部、肉制品事业部、化工包装事业部、养殖事业部、综合事业部和商业事业部等，实行集团、事业部、

项目公司的三级四层管理。 集团管控模式由中央集权式转变为事业部制管理， 提高了企业专业化运作水

平。

双汇集团是中国

５００

强企业，制造业百强企业，“双汇”商标是“中国驰名商标”，“双汇”高温肉制品、低

温肉制品和鲜冻分割猪肉是“中国名牌产品”。 品牌价值的不断提升，为企业开拓市场提供了强力支持。 双

汇集团在全国

３３

个省市建有

２００

多个销售分公司和现代化物流配送中心，采用发达国家“冷链生产、冷链

运输、冷链销售、连锁经营”的现代流通模式，

３０００

多名销售人员和

６０００

多家经销商以及几十万个零售终

端形成了“纵横国内、辐射海外”的营销网络，形成了对市场的强大掌控能力。

５

、拟置入资产相对于集团整体，表现更为突出。

拟置入资产历史

５

年（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９

年）总收入年复合增长率为

２５％

，净利润年复合增长率为

４７％

，

毛利率从

９％

逐年提升至

１３％

。 其中，屠宰业务板块收入累计增长

１６０％

，毛利率从

４％

提升至

６％

；肉制品

板块销售收入累计增长

３０２％

，毛利率从

１２％

上升到

１５％

；猪养殖板块销售收入累计增长

５０％

，毛利率从

１４％

上升到

２３％

。

另外， 拟置入资产大多属轻资产企业，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拟置入资产固定资产收益率均为

５０％

左右；固

定资产周转率也分别达到了

７８０％

和

６３０％

。 相关企业通过充分发挥自身的规模优势、渠道网络优势，扩大

市场份额，降低生产成本；同时积极调整产品结构，加大新产品新工艺开发投入力度，扩大高档次高盈利产

品规模，改造亏损和微利产品业务，从而拉动了产品整体毛利和收入的快速增长。预计

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１１

年，

拟置入资产总收入、净利润仍将分别保持

３０％

、

４０％

左右的增长。

（八）特别事项说明

１

、本次拟置入资产与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汇发展”）存在关联交易，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４

日， 双汇发展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度 《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但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否决了董事会提交的上述议案。 考虑到企业重大资产重组行

为完成后，关联交易事项已经解决，在本次评估过程中，对未来年度的盈利预测仍建立在关联交易原则保

持基准日状态基础上。

２

、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后，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起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

款基准利率

０．２５

个百分点。 本次资产基础法根据基准日执行利率，未考虑该因素对评估结果的影响；收益

法按照最新利率水平对企业未来财务成本进行估算。

３

、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后，国务院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发出通知，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

日起，统一

内外资企业和个人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制度， 外商投资企业、 外国企业及外籍个人适用国务院

１９８５

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和

１９８６

年发布的《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

定》。 本次评估已考虑该事项对相关外资企业未来税赋的影响。

４

、 基准日后双汇国际的股东决定以该运昌公司持有的双汇国际

６％

的股份对双汇管理团队实施一项

为期

３

年员工奖励计划，其具体方案为：双汇国际就员工奖励计划设立了信托，作为该信托的成立人有权

指示运昌公司按其要求行事。 运昌公司持有的双汇国际

６％

的股份作为奖励股份，将根据经双汇国际董事

会制定的员工奖励计划于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３

年年度结束后双汇国际经营目标预算的考核结果授予双汇集团

和双汇发展的高级管理人员及双汇国际董事长不时决定的其他合格员工（“被授予员工”），每年合计最高

可授予

２％

。 鉴于该事项不影响各被评估单位的未来现金流，因此该事项不会对本次评估结果造成影响。

第六章 拟注入资产的业务与技术

除特别说明外，本章中所指公司为本次重组方案中确定的拟注入资产的

２９

家公司。

一、屠宰及肉类加工行业特点分析

公司主要从事的行业为屠宰及肉类加工行业。

（一）行业管理体制及管理政策

１

、行业的管理体制

我国生猪屠宰及肉类加工的行业准入、技术质量、卫生标准主要由商务部、农业部、卫生部、国家质量

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等部门制定。 中国肉类协会是行业的自律性组织，主要工作是研究行业的发展方向，提

出行业发展战略、产业政策的建议等。

（二）主要行业管理政策

规范我国屠宰及肉类加工行业的主要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包括如下：

法律法规体系 施行时间

１

屠宰及肉类加工行业相关的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

２００７

年修订通过）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２０００

年修订通过）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

１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１

日

《生猪屠宰管理条例》（

２００７

年修订通过）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

日

《生猪屠宰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

日

《食品卫生许可证管理办法》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１

日

《生猪定点屠宰厂（场）病害猪无害化处理管理办法》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

日

《食品生产加工企业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实施细则（试行）》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１

日

《食品标识管理规定》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

日

《流通领域食品安全管理办法》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１

日

《中央储备肉管理办法》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１５

日

２

、与生产标准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１９８９

年

４

月

１

日

《熟肉制品企业生产卫生规范》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

１

日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肉及肉制品生产企业要求》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

日

《生猪屠宰操作规程》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１

日

《生猪屠宰产品品质检验规程》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

１

日

《鲜、冻片猪肉》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

３

、涉及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１９８９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２００８

年修订通过）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我国政府公布《防止生猪价格过度下跌调控预案（暂行）》，继续坚持扶持生猪生产发展

政策，并建立生猪生产稳定发展的长效机制，防止生猪价格过度下跌。 我国政府将加强监测和统计报告工

作，根据猪粮比价的变动情况，采取发布预警信息、增加储备、调整政府补贴、进出口调节等措施，缓解生猪

生产和价格的周期性波动。

为从根本上提高我国肉类食品的安全水平，实现肉类行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国家商务部、卫生部等

行业主管部门及各地方政府、地方各相应职能部门相继出台了包括《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生猪屠宰产品

品质检验规程》、《关于加强生猪屠宰管理确保肉品安全的紧急通知》在内的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各地方政

府也相继出台了《生猪屠宰厂（场）设置规划》等管理规定，对从事屠宰及肉类加工的企业在整体布局、生产

设备、卫生检验检疫、行业准入、行业发展目标等方面进行规范。

（三）行业特许经营许可情况

我国对生猪实行定点屠宰、集中检疫、统一纳税、分散经营的制度，商务行政管理部门及农牧部门负责

定点屠宰厂的审查、确定。

根据国务院

２００５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规定，我国政府对生产肉

食品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企业实施生产许可证制度。

根据

２００５

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实施条例》规定，国家对进出口食品生

产企业实施卫生注册登记管理。 获得卫生注册登记的出口食品生产企业，方可生产、加工、储存出口食品。

（四）我国屠宰及肉类加工行业发展现状及趋势

１

、屠宰及肉类加工行业现状

（

１

）屠宰及肉类加工行业整体稳步发展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均收入得到稳步提高，有效保障了我国居民对肉类的需求。因

此，我国屠宰及肉类加工行业发展势头良好，行业整体规模稳步扩大。未来，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进一步

推进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我国屠宰及肉类加工行业仍有相当可观的发展空间。

２００３

年至

２００９

年，我国的肉猪出栏头数由

５．５７

亿头增长至

６．４０

亿头，合计增长

１４．９％

，年均复合增

长率为

２．３％

。 除

２００７

年全国大部分产猪地区受生猪蓝耳病疫情的影响，生猪出栏出现断层，导致

２００７

年

生猪出栏头数出现下降外，

２００３

至

２００９

年期间，我国的肉猪出栏头数每年均有所增长。

资料来源：

Ｗｉｎｄ

我国是肉类产量大国，并且保持稳定的增长速度。

２００３

年至

２００９

年，我国肉类总产量由

６

，

４４３

万吨

增长至

７

，

６４２

万吨，合计增长

１８．６％

，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２．９％

。 由于

２００７

年猪肉产量下降，加之猪肉产量

在我国肉类产量占比约为

６５％

，导致

２００７

年我国肉类产量下降。 除此之外，

２００３

至

２００９

年期间，我国肉

类产量每年均有所增长。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

２

）肉类产量的结构逐步发生变化

现代科学研究表明，禽肉较猪肉而言，是更为健康的肉类。随着我国居民人均收入逐步提高，人们对健

康日趋重视，我国肉类产量的结构逐步发生变化，禽肉在我国肉类产量中的比重逐步上升。

１９９８

年至

２００８

年，猪肉产量占比从

６７．９％

降至

６３．５％

，而同期禽肉产量占比从

１８．５％

增长至

２２．９％

。

１９９８

年至

２００８

年，我国猪肉产量由

３

，

８８４

万吨增长至

４

，

６２１

万吨，合计增长

１９．０％

，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１．８％

。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

３

）猪肉制品的消费结构正在升级

低温肉制品具有鲜嫩、脆软、可口、风味佳的特点，因其加工技术先进，营养损失少，可基本保留肉类蛋

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成分以及肉类完整的纤维组织，最大限度保持原有营养和固有的风

味，在品质上明显优于高温肉制品。

西方国家的猪肉消费者已在半个世纪前形成主要食用低温肉制品的习惯， 目前我国消费者的猪肉消

费结构正逐步接近西方国家的猪肉消费结构。 随着未来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及健康饮食观念

的强化，技术先进、营养含量高的低温肉制品，将在我国拥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并进一步占据猪肉制品的主

导地位，升级我国居民的猪肉消费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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