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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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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1

月

10

日 星期一

(

上接

D19

版

)

（六）分、 子公司基本情况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 新希望农牧直接控股

４６

家子公司， 并参股

２

家公司。

单位： 万元

序

号

公司名称 性质

成立

日期

注册

资本

直接持

股

（

％

）

业务

类型

总资产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净资产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营业收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０

月

净利润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０

月

一

、

饲料生产

１

重庆希望饲料有限公司 控股

１９９２

年

７２８ １００．００

饲料

７

，

３７５ ３

，

１１２ ３５

，

２４５ ８４９

２

重庆国雄饲料有限公司 控股

１９９８

年

４００ １００．００

饲料

３

，

５１６ ２

，

２５０ １４

，

２９９ １４９

３

达州嘉好饲料有限公司 控股

１９９５

年

４００ １００．００

饲料

１

，

５５２ １

，

０４４ ８

，

１１８ １５３

４

泸州新希望饲料有限公司 控股

２００９

年

１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饲料

４

，

５８５ １

，

０５３ １４

，

９２７ ５３

５

资阳嘉好饲料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

２００２

年

３３０ ７５．００

饲料

２

，

７９５ ９９２ ９

，

４３２ ５２

６

彭山新希望饲料有限公司 控股

２００６

年

１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饲料

５

，

６０５ ２４１ １４

，

３０４ －９２

７

南宁国雄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

１９９９

年

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饲料

２

，

７６８ ８９４ １３

，

６５４ ９３

８

玉林新希望饲料有限公司 控股

２００６

年

８００ ７５．００

饲料

３

，

４０９ ７８２ １３

，

０００ ５９

９

桂林新希望饲料有限公司 控股

２００７

年

８００ ７５．００

饲料

３

，

４６４ ８３１ １２

，

４４７ １３６

１０

广州希望饲料有限公司 控股

１９９７

年

１

，

１６４ ８４．５４

饲料

５

，

８４２ ２

，

１９６ ２９

，

１０４ ２４９

１１

湛江国雄饲料有限公司 控股

１９９８

年

６００ １００．００

饲料

５

，

０２１ １

，

６８９ ２９

，

７０９ ５１１

１２

揭阳国雄饲料有限公司 控股

１９９８

年

４００ ９０．００

饲料

３

，

３２２ ９５６ １３

，

９０３ ２１０

１３

江门新希望饲料有限公司 控股

２００６

年

１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饲料

４

，

３３６ －１０５ ５

，

６６０ －３３２

１４

南昌希望饲料有限公司 控股

１９９３

年

６００ ６０．００

饲料

１

，

８２５ １

，

０８７ ４

，

９４９ ５２

１５

南昌国雄饲料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

２００１

年

１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饲料

２

，

８９３ ７６４ １２

，

２３６ －２４

１６

赣州希望饲料有限公司 控股

１９９５

年

８００ １００．００

饲料

１

，

８８０ ３５６ ７

，

８８０ ３６

１７

长沙国雄饲料有限公司 控股

１９９９

年

６００ １００．００

饲料

３

，

９０１ １

，

８５６ ２７

，

４５２ ４６２

１８

汨罗希望饲料有限公司 控股

１９９３

年

７００ ７０．００

饲料

２

，

１１３ １

，

５８３ ６

，

６２０ １０４

１９

怀化湘珠饲料有限公司 控股

１９９７

年

１

，

５００ ８０．００

饲料

２

，

０９５ １

，

６１９ ９

，

８７７ ２２６

２０

常德新希望饲料有限公司 控股

２００８

年

１

，

４００ ７５．００

饲料

３

，

００１ １

，

２４２ ８

，

０６８ １０９

２１

郴州希望饲料有限公司 控股

１９９６

年

１

，

２００ ６６．６７

饲料

２

，

８８９ ２

，

２３６ １０

，

２２８ ９５

２２

武汉希望饲料有限公司 控股

１９９４

年

１

，

０００ ７０．００

饲料

３

，

８３６ １

，

８２２ ２１

，

０４９ ２００

２３

武汉国雄饲料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

２００２

年

２

，

４００ ７５．００

饲料

７

，

１０４ ２

，

９０６ ２９

，

１４２ ４７３

２４

钟祥希望饲料有限公司 控股

１９９５

年

１

，

０００ ７０．００

饲料

３

，

０２４ １

，

８０６ ９

，

００２ １９７

２５

襄阳希望有限公司 控股

１９９６

年

１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饲料

２

，

７２１ １

，

９１９ ７

，

３６５ １１４

２６

宜昌新希望饲料有限公司 控股

１９９７

年

１

，

５００ ７０．１９

饲料

２

，

４３４ １

，

８２６ １０

，

５２９ １８５

２７

武威希望饲料有限公司 控股

１９９８

年

１

，

５００ ８０．００

饲料

３

，

１２０ ２

，

１８７ １３

，

２７９ ４２７

２８

青铜峡国雄饲料有限公司 控股

１９９９

年

７５０ １００．００

饲料

２

，

０２４ １

，

４００ ８

，

３１６ ２４８

２９

新疆新希望饲料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

１９９７

年

３００ １００．００

饲料

１

，

９２４ １

，

５１４ ４

，

３５５ －１１

３０

安徽新希望饲料有限公司 控股

２００５

年

８００ ４５．００

饲料

３

，

５１８ １５４ １２

，

１１７ －９５

３１

淮安新希望饲料有限公司 控股

２００６

年

１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饲料

３

，

０５４ ９１９ ８

，

１６９ １７３

３２

汉中希望饲料有限公司 控股

１９９６

年

８００ ８０．００

饲料

２

，

９９７ ２

，

３０２ ７

，

５５３ ２７５

３３

西安新希望产业有限公司 控股

１９９７

年

８００ ８０．００

饲料

３

，

３６２ ２

，

５４１ ９

，

７６３ ３３０

３４

大理希望有限公司 控股

１９９８

年

３００ ６０．００

饲料

７１５ １９ １

，

９１６ －２７

３５

兰州新希望饲料有限公司 控股

２０１０

年

１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饲料

１

，

０２０ ９４３ ２３９ －５７

３６

成都世纪投资有限公司 控股

２００２

年

１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预混料

１８

，

８８０ １０

，

７５０ １７

，

８７７ ５

，

４２８

３７

四川新希望饲料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

２０１０

年

１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饲料

１

，

０８２ ９３９ ２１７ －６１

二

、

畜禽养殖

３８

荣昌县新希望猪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控股

２０１０

年

８００ １００．００

养殖

８３２ ７７８ １００ －２２

３９

资阳新希望农牧有限公司 控股

２００８

年

１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养殖

１

，

２６８ ８４１ － －４４

４０

江油新希望海波尔种猪育种有限公司 控股

２００８

年

１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养殖

２

，

５８９ １

，

２１３ ９７８ １９０

４１

乐山新希望农牧有限公司 控股

２００８

年

２

，

０００ ６０．００

养殖

２

，

１１６ １

，

５４５ １

，

０３４ －２７７

三

、

屠宰及肉制品加工

４２

成都希望食品有限公司 控股

１９９３

年

１

，

０００ ５８．７５

肉食

２０

，

９８１ ８

，

１３９ ３１

，

８９６ ２

，

００１

四

、

其他

４３

孝感新兴农牧担保有限公司 控股

２００９

年

１

，

０００ ６０．００

担保

２

，

６４５ １

，

９６５ ２２ －２０

４４

乐山新兴农牧担保有限公司 控股

２００９

年

２

，

０００ ６０．００

担保

２

，

０１９ １

，

９９５ １０ １１

４５

四川新希望畜牧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

２０１０

年

１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其他

１

，

４３２ １

，

３３５ ７１ ３３５

４６

大连嘉欣农产品贸易有限公司 控股

２００４

年

１００ ９０．００

贸易

５

，

５８０ －５ １４

，

９６９ ７１

４７

陕西石羊食品有限公司 参股

２００８

年

５

，

０００ ３０．００

肉食

５

，

４９３ ３

，

２１５ １０

，

５７１ －３６９

４８

武汉六和食品有限公司 参股

２００８

年

３

，

０００ ３５．００

肉食

３

，

７２９ ２

，

５５０ １

，

４８２ －４００

注： 截止本报告书出具之日， 兰州新希望饲料有限公司和资阳新希望农牧有限公司尚未开展实际生产经营业务。

（七）取得的相关许可及资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 新希望农牧涉及饲料生产的直接控股子公司有

３７

家； 涉及畜禽养殖的直接控股子公司有

４

家； 涉及屠宰

及肉制品加工的直接控股子公司有

１

家。

１

、 饲料生产行业生产许可证书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 新希望农牧开展饲料生产的直接控股子公司共有

３７

家， 除兰州新希望饲料有限公司还未开展实际生产经

营业务之外， 已投入生产的控股子公司

３６

家， 其中

３５

家已取得 《饲料生产企业审查合格证》 且在有效期内， 成都世纪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世纪投资”）仅从事预混料和添加剂生产， 已取得 《添加剂预混和饲料生产许可证》且在有效期内。 新希望农牧在经营范围

中注明粮食收购的直接控股子公司有

１０

家， 均已取得 《粮食收购许可证》且在有效期内。

２

、 畜禽养殖行业生产许可证书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 新希望农牧畜禽养殖行业直接控股子公司共有

４

家， 除资阳新希望农牧有限公司尚未开展实际生产经营业

务之外， 已投入生产的

３

家控股子公司均已取得 《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及 《动物防疫合格证》且均在有效期内。

３

、 屠宰及肉制品加工行业生产许可证书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 新希望农牧屠宰及肉制品加工行业唯一一家直接控股子公司成都希望食品有限公司已取得 《全国工业产品

生产许可证》且在有效期内。

（八）商标、 专利情况

１

、 商标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 新希望农牧下属子公司拥有

１５

项商标， 均不存在许可除新希望农牧及其子公司外的其他公司及自然人使

用的情形， 也不存在对外提供担保、 抵押、 质押等限制转让情形， 且上述商标均在保护期内。

２

、 专利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 新希望农牧下属子公司拥有

１

项专利， 不存在许可新希望农牧及其子公司外的其他公司及自然人使用的情

形， 也不存在对外提供担保、 抵押、 质押等限制转让情形， 且在保护期内。

（九）股权符合转让条件

新希望农牧所有股东承诺： 其分别为各自持有的四川新希望农牧有限公司的股权的最终和真实所有人， 不存在以代理、 信托或其他

方式持有上述股份的协议或类似安排， 其持有的上述股份也不存在质押或其他有争议的情况。 根据新希望农牧的公司章程， 不存在转让

前置条件。 另外， 由于本次交易新希望农牧

１００％

股权将全部注入上市公司， 因此不涉及需要其他股东同意的情况。

（十）资金占用及担保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出具之日， 新希望农牧股东及关联方不存在占用新希望农牧资金的情形， 新希望农牧亦不存在为股东及关联方提供担

保的情形。

四、 成都枫澜科技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名称 成都枫澜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 成都市高新区西部园区百草路

８８

号

法定代表人 刘双

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５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中外合资 ）

注册号

５１０１００４０００１４５６０

税务登记号 蓉税高字

５１０１９８７２８０６３３９７

组织代码

７２８０６３３９－７

经营范围

种植 、 养殖 、 植物提取 、 花卉加工 、 收购花卉和苗木 ； 饲料 、 饲料添加剂及天然色素的研制 、 开发 、 生产 ； 土特产品的加工 ；

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 “三来一补 ” 业务 。 销售本公司自产产品 ； 对外提供技术服务和管理服务 （以上经营范围凡涉及国家

有专项专营规定的从其规定 ）。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

９

日

经营期限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３６

年

２

月

２５

日

（二）历史沿革

１

、 公司设立

枫澜科技系由李巍与刘畅于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

９

日共同出资组建的有限责任公司， 设立时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元， 其中李巍认缴出资

８０

万

元， 以现金方式出资， 占注册的

８０％

， 刘畅认缴出资

２０

万元， 以现金方式出资， 占注册资本的

２０％

。 上述出资情况已经四川星光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验证， 并于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出具川星所报 ［

２００１

］验字第

０１５

号 《验资报告》。

枫澜科技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 占注册资本比例 （

％

）

李 巍

８０．００ ８０．００

刘 畅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合 计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

、 第一次增资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

８

日， 根据枫澜科技股东会决议， 同意增加南方希望为新股东， 新股东以货币资金增资

１００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５０％

。

上述增资情况已经四川星光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验证， 并于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

１４

日出具川星所报 ［

２００２

］验字第

００５

号 《验资报告》。

本次增资完成后， 具体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 占注册资本比例 （

％

）

李 巍

８０．００ ４０．００

刘 畅

２０．００ １０．００

四川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

合 计

２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

、 第一次股权转让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 根据枫澜科技股东会决议， 南方希望分别与李巍、 刘畅签署 《股权转让协议》， 将其持有的枫澜科技

４０％

股权转

让给李巍， 将其持有的枫澜科技

１０％

股权转让给刘畅。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具体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 占注册资本比例 （

％

）

李 巍

１６０．００ ８０．００

刘 畅

４０．００ ２０．００

合 计

２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

、 第二次增资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根据枫澜科技的股东会决议， 枫澜科技注册资本由

２００

万元增加到

５００

万元， 新增加

３００

万元出资由李巍以现

金出资

１７５

万元， 由

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ｅ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出资相当于

１２５

万元人民币等值外汇。

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ｅ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于

１９９９

年

６

月成立， 注

册地为英属维尔京群岛托尔托加岛

．

罗德城， 股东为加拿大人

ＧｕｏＫｕｎ Ｚｈａｎｇ

， 占

１００％

股权， 法定代表人为

ＧｕｏＫｕｎ Ｚｈａｎｇ

。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９

日， 根据成都高新区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委员会出具的 《关于同意

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ｅ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股权并购成都枫澜科技有

限公司的批复》 （成高外经贸字 ［

２００６

］

００８

号）， 同意

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ｅ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以折合

１２５

万元人民币的等值外汇认购枫澜科技增加

的注册资本

１２５

万元人民币， 李巍增加

１７５

万元人民币现汇出资。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２９

日， 枫澜科技取得成都市人民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商外资川府蓉高字 ［

２００６

］

０００２

号）。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１０

取得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企业类型变更为 “有限责任公司 （中外合资）”。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１０

日， 枫澜科技取得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企合川蓉总副字第

００３８５７

号营业执照， 枫澜科技企业类型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

（中外合资）。

上述增资情况已经北京红日会计师事务所成都分所验证， 并于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９

日出具京红会成分验 ［

２００６

］第

３

号 《验资报告》。

本次增资完成后， 具体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 占注册资本比例 （

％

）

李 巍

３３５．００ ６７．００

刘 畅

４０．００ ８．００

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ｅ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１２５．００ ２５．００

合 计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三）主要资产的权属状况、 对外担保情况及主要负债情况

１

、 主要资产

根据四川华信出具的川华信审 （

２０１０

）

１９６

号审计报告，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枫澜科技总资产

１

，

６２２．００

万元， 其中： 流动资

产

１

，

５９６．０９

万元， 非流动资产

２５．９１

万元。 非流动资产中， 固定资产

２３．９０

万元。 主要资产情况如下：

（

１

）主要固定资产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枫澜科技房屋建筑物、 生产经营性主要设备等固定资产情况如下表：

单位： 万元

项 目 固定资产原值 累计折旧 账面净值 减值准备 账面价值

房屋建筑物

－ － － － －

机器设备

５４．２９ ２８．３９ ２５．９０ ４．５０ ２１．４０

运输设备

７．１８ ６．５３ ０．６５ － ０．６５

其他设备

８．９７ ６．４１ ２．５６ ０．７０ １．８６

合计

７０．４４ ４１．３４ ２９．１０ ５．２０ ２３．９０

（

２

）主要无形资产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枫澜科技没有无形资产。

２

、 主要负债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枫澜科技负债总额为

４７５．５３

万元， 全部为流动负债， 枫澜科技主要负债情况如下表：

单位： 万元

项目 金额

流动负债

应付账款

３１８．２２

应付职工薪酬

１３．６６

应交税费

１４．９０

其他应付款

１２８．７４

流动负债合计

４７５．５３

负债合计

４７５．５３

３

、 对外担保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 枫澜科技不存在对外担保情况。

（四）最近三年主营业务发展情况和最近两年一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

１

、 最近三年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枫澜科技的主营业务为饲料添加剂的生产和销售， 主导产品为饲料添加剂中的饲料着色剂 （叶黄素）、 饲料调味剂 （甜味素）、 饲料

复合酶制剂、 饲料复合抗氧化剂、 饲料防霉剂、 高含量叶黄素晶体等产品。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年枫澜科技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２８６１

万元、

２２５３

万元。

２

、 最近两年一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四川华信出具的川华信审 （

２０１０

）

１９６

号审计报告， 枫澜科技最近两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 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

１５

，

９６０

，

９０８．１０ １１

，

５２５

，

３５２．２４ １４

，

１７５

，

３３６．０４

非流动资产

２５９

，

０５４．１６ １５

，

８８４

，

６３５．１１ ５

，

３３５

，

１８７．９９

资产总计

１６

，

２１９

，

９６２．２６ ２７

，

４０９

，

９８７．３５ １９

，

５１０

，

５２４．０３

流动负债合计

４

，

７５５

，

２９３．４１ ３

，

７５１

，

１０９．００ １

，

４５５

，

６２３．６０

非流动负债合计

－ － －

负债合计

４

，

７５５

，

２９３．４１ ３

，

７５１

，

１０９．００ １

，

４５５

，

６２３．６０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１

，

４６４

，

６６８．８５ ２３

，

６５８

，

８７８．３５ １８

，

０５４

，

９００．４３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１

，

４６４

，

６６８．８５ ２３

，

６５８

，

８７８．３５ １８

，

０５４

，

９００．４３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０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营业总收入

２０

，

４７８

，

６２９．２３ ２２

，

５３３

，

８９７．９５ ２８

，

６１２

，

８０３．７１

营业利润

５

，

３９５

，

５２０．５８ ６

，

１５８

，

３１９．０２ ６

，

４３５

，

９２０．６０

利润总额

５

，

３９３

，

２００．７８ ６

，

１５８

，

４２１．３６ ６

，

５４０

，

８８２．７２

净利润

４

，

７１０

，

３３０．８３ ５

，

６０３

，

９７７．９２ ５

，

７３４

，

９９３．２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４

，

７１０

，

３３０．８３ ５

，

６０３

，

９７７．９２ ５

，

７３４

，

９９３．２１

注：

２０１０

年由于分红导致所有者权益有所减少。

（五）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

李巍女士持有枫澜科技

６７％

股权， 是枫澜科技的实际控制人； 李巍、 刘畅分别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刘永好的配偶、 子女；

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ｅ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与上市公司及新希望集团无关联关系。 枫澜科技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六）取得的相关许可及资质情况

资质 （许可证 ） 名称 证书编号 核发单位 发证日期 有效期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 饲添 （

２００５

）

１００８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４

日

５

年

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生产许可证 饲预 （

２００８

）

２６３０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４

日

５

年

注： 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现已到期， 枫澜科技已向相关主管部门递交申请换发新证， 目前换证申请已通过省级审核并上报农业部

审批。

（七）商标、 专利情况

１

、 商标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 枫澜科技拥有

１３

项商标， 均不存在许可除枫澜科技外的其他公司及自然人使用的情形， 也不存在对外提

供担保、 抵押、 质押等限制转让情形， 且上述商标均在保护期内。

２

、 专利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 枫澜科技拥有

３

项专利， 均不存在许可枫澜科技外的其他公司及自然人使用的情形， 也不存在对外提供担

保、 抵押、 质押等限制转让情形， 且上述专利均在保护期内。

（八）股权符合转让条件

李巍、 刘畅承诺： 其分别为各自持有的枫澜科技股权的最终和真实所有人， 不存在以代理、 信托或其他方式持有上述股份的协议或

类似安排， 其持有的上述股份也不存在质押或其他有争议的情况。

另外， 根据

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ｅ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出具的 《关于放弃优先购买权的同意函》， 该公司就李巍女士、 刘畅女士拟转让枫澜科技股权

事宜承诺放弃对李巍、 刘畅持有的枫澜科技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同时， 根据枫澜科技的公司章程， 不存在其它转让前置条件。

（九）资金占用及担保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出具之日， 枫澜科技与其股东及关联方之间不存在资金占用情形， 亦不存在为股东及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形。

五、 拟注入资产最近三年内交易情况的说明

本次交易拟注入资产最近三年股权的交易情况如下：

１

、 六和股份：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０

日， 青岛高智将其持有的六和股份

２．６７％

股份按账面值以

２４０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六和集团， 六和集团

将其持有的惠德农牧

１０％

股权按账面值作价

１２０

万元、 青岛高智

１０％

股权按账面值作价

２１９．１０

万元转让给大鹏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此次股权转让系为避免本次交易后形成循环持股情形而进行的股权架构调整， 转让价格均以账面值计算， 与本次拟注入资产的交易价格

不具有可比性。

２

、 新希望农牧：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５

日， 新希望农牧股东南方希望作出决议， 将其持有的新希望农牧

１０％

股权以

１．２

亿元的价格转让给

成都新望。 本次股权转让主要目的是为了实施新希望集团下属农牧业务核心管理层的股权激励。 根据新希望农牧的评估结果， 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中成都新望持有的新希望农牧股权对应估值为

１．１

亿元， 成都新望受让该部分股权价格高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评估作价。

第五章 拟注入资产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一、 本次交易拟注入资产主营业务概况

六和集团、 六和股份与新希望农牧的业务均涵盖饲料生产、 畜禽养殖、 屠宰及肉制品加工三大类业务， 形成了从饲料生产到食品加

工的产业一体化经营格局。 六和集团分别以肉鸡、 肉鸭为核心打造了两条从原料贸易、 饲料生产， 到食品加工、 深加工及相关产业于一

体的产业链； 新希望农牧正致力于打造以猪为核心的完整产业链。 枫澜科技主要业务为饲料添加剂的生产。

报告期内六和集团 （含六和股份）、 新希望农牧三大类业务销量、 销售收入情况如下：

六和集团 （含六和股份 ）

年份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０

月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８

饲料业务

销量 （万吨 ）

７７５ ８７７ ７４８

销售收入 （百万元 ）

２０

，

８１７ ２１

，

５２２ １９

，

５５２

养殖业务

销量 （万只 ）

２０

，

０５８ ２１

，

５９９ １３

，

５３４

销售收入 （百万元 ）

７６２ ７０３ ５７９

肉食业务

销量 （万吨 ）

１２６ １２５ １０５

销售收入 （百万元 ）

１０

，

９９３ ９

，

９１２ ９

，

３７４

新希望农牧

年份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０

月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８

饲料业务

销量 （万吨 ）

１６７ １８５ １９３

销售收入 （百万元 ）

４

，

３６６ ４

，

７３４ ５

，

３５９

养殖业务

销量 （万头 ）

１．９ １．３ ０．９

销售收入 （百万元 ）

１５ １１ ７

肉食业务

销量 （万吨 ）

２．２ ２．３ ２．１

销售收入 （百万元 ）

３１８ ３２８ ３０６

二、 山东六和集团有限公司的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一）主营业务整体情况

１

、 主营业务定位

六和集团经过十五年的发展， 从最初的单一饲料生产厂商， 逐渐进入到屠宰及肉制品加工行业， 再继续深入到畜禽养殖行业， 最终

选择了产业链整体发展的商业模式， 分别以肉鸡、 肉鸭核心成功打造了两条从原料贸易、 饲料生产， 到食品加工、 深加工及相关产业于

一体的产业链， 并通过大力扶持农民发展现代化、 标准化养殖基地， 构建了安全、 健康、 可追溯的现代化农牧业产业链， 不断为消费者

提供安全放心的食品。 六和集团对产业链中各个环节业务的定位如下：

（

１

）饲料生产业务定位为畜牧价值链优质资源的组织者。 六和集团正由生产型企业转变为可提供全程服务的综合性公司， 积极推进

服务转型， 整合价值链优质资源， 聚合产业力量， 巩固优势， 为全产业链发展提供经验和系统支持。

（

２

）畜禽养殖业务定位为畜牧价值链的助力器。 六和集团正不断打造育种研发能力， 推进商品养殖模式创新， 为肉食一条龙的食品

加工提供标准化养殖基地。

（

３

）屠宰及肉制品加工业务定位为以食品价值链转型拉动畜牧价值链的龙头。 六和集团未来将进一步通过技术革新， 降低产品成

本， 提升产品质量， 持续扩大公司的屠宰加工能力。 同时， 积极拓展深加工熟食市场， 持续扩大相应产能， 目前正着重加强精细化管理

能力， 并与终端市场实现良好沟通， 建立与消费者更为紧密的关系。

２

、 产业一体化经营模式

六和集团采取产业一体化经营模式， 形成了完整的、 可控的、 可追溯的产业内循环体系， 保障饲料与食品安全。 六和构建的两大产

业链均从源头解决控制食品安全的问题， 从种禽繁育、 饲料生产、 养殖管理、 禽肉加工等环节入手， 建立起整个产业链的食品安全保障

体系。 通过产业一体化经营， 能够实现资源配置流程化， 供求关系稳定化， 养殖户、 企业合理分担养殖风险和市场风险， 从而保证稳定

发展。 通过产业链各环节的标准化、 规模化、 科学化经营， 促成上下游互相监督， 互相带动， 能够实现畜牧业的良性循环和持续成长。

尤其是对养殖基地的带动作用更加明显， 促进了农民养殖户的增收。 通过产业链， 也带动了同行业的加盟、 联合与共同成长。 六和集团

的产业一体化经营经营模式如下图所示：

（二）三大类主要业务具体情况

１

、 饲料生产业务

（

１

）主要产品及分类

分类方法 主要产品种类

用途 全价配合饲料 、 浓缩料 、 预混料

形状 颗粒料 、 破碎料 、 粉料和膨化粉料

饲喂对象 禽料 、 猪料 、 水产料和反刍料

（

２

）工艺流程

（

３

）主要经营模式

①

采购模式

六和集团饲料业务实行的是集团、 片区、 分、 子公司三级采购模式。 六和集团总部主要负责整体采购协议的制定和风险控制以及核

心原料采购； 片区主要负责该区域范围内的主要原料的采购时机选择以及相应的物流控制， 并负责对片区范围内各分、 子公司采购的指

导和管理； 各分、 子公司自行负责部分地域性原料的采购。

②

生产模式

六和集团饲料业务总体采用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 即按照订单进行生产。 客户或业务人员向公司订购所需产品数量及提货日期， 公

司销售管理部门根据记录的客户需求量进行统计汇总后下达生产任务单至生产部， 生产部按照生产任务单， 结合实际库存量下达生产计

划， 并按时间先后顺序制作生产计划单， 安排生产车间班组进行按单生产。

③

定价模式

六和集团饲料业务主要采取成本加成与市场定价相结合的定价模式。

④

销售模式

六和集团饲料业务主要有三种不同的销售模式： 一是采用六和集团内部冷藏厂合同放养的方式将饲料直接销售给养殖户； 二是对于

规模客户， 采取直销

＋

合作社的销售模式， 为客户节省中间商垫资所付出的高额成本， 确保客户实现合理利润； 三是对于分散的客户，

仍采取传统经销商分销的销售模式。

（

４

）主要产品产销情况

①

主要产品的产能、 产量及销量情况一览表

报告期内六和集团饲料业务主要产品的产能、 产量、 销量和销售收入情况如下：

产品一 科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０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鸡饲料

产能 （万吨

／

年 ） （注 ）

１

，

５４４ １

，

２３５ ９３６

产量 （万吨 ）

２６８ ２８８ ２６３

销量 （万吨 ）

２６８ ２８７ ２６２

产销率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销售收入 （万元 ）

７０６

，

２３４ ６９６

，

０９７ ６９０

，

３５２

销售单价 （元

／

吨 ）

２６３７ ２４２９ ２６３４

占饲料业务收入比重

３６％ ３２％ ３５％

产品二 科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０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鸭饲料

产能 （万吨

／

年 ） （注 ）

１

，

５４４ １

，

２３５ ９３６

产量 （万吨 ）

３０８ ３７１ ３２７

销量 （万吨 ）

３０８ ３７０ ３２６

产销率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销售收入 （万元 ）

７７１

，

８８９ ８１７

，

８０５ ７６７

，

１１２

销售单价 （元

／

吨 ）

２５０６ ２２０９ ２３５０

占饲料业务收入比重

３９％ ３８％ ３９％

产品三 科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０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猪饲料

产能 （万吨

／

年 ） （注 ）

１

，

５４４ １

，

２３５ ９３６

产量 （万吨 ）

１６０ １６３ １１４

销量 （万吨 ）

１６０ １６１ １１３

产销率

１００％ ９９％ ９９％

销售收入 （万元 ）

４２３

，

９０３ ４１６

，

１１９ ３０９

，

９６９

销售单价 （元

／

吨 ）

２６４９ ２５８５ ２７４５

占饲料业务收入比重

２１％ １９％ １６％

注：

１

、 上表中的产能为六和集团所有饲料产品产能；

２

、 上表中鸡饲料、 鸭饲料、 猪饲料均只包含全价配合饲料产品， 下同

②

主要产品销售价格变化情况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六和集团饲料业务主要产品销售价格走势如下：

③

主要客户在六和集团饲料业务收入中的占比

报告期内各期六和集团饲料业务向前五名客户的销售收入总额及占当期饲料业务收入的比例情况如下：

年份 向前五名客户销售收入总额 （万元 ） 占当年饲料业务收入比例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０

月

６１

，

７７０ ３．１１％

２００９

年度

５１

，

４７８ ２．４０％

２００８

年度

３９

，

５１０ ２．０２％

从以上表中数据可以看出， 六和集团饲料业务的销售比较分散， 不存在严重依赖单一客户风险或产品销售的客户集中风险。

（

５

）原材料和能源供应情况

①

主要原材料和能源

饲料产品的成本结构中， 主要原材料玉米、 豆粕、 花生粕占比较大， 人工及能源成本占比较小。 报告期内六和集团饲料业务主要产

品的成本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 万元

产品一 ： 鸡饲料

类别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０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金额 比重 金额 比重 金额 比重

玉米

２９６

，

６８０ ４３．２３％ ２８７

，

３５０ ４２．３１％ ２３２

，

９２１ ３５．０２％

豆粕

９６

，

８５６ １４．１１％ ４１

，

３３０ ６．０９％ ９６

，

９３６ １４．５８％

蛋白粉

３３

，

０８４ ４．８２％ ４８

，

７２０ ７．１７％ ４８

，

９７７ ７．３６％

花生粕

４１

，

９６５ ６．１１％ ５２

，

７２６ ７．７６％ ４１

，

５５８ ６．２５％

人工成本

３

，

５５０ ０．５２％ ４

，

２２３ ０．６２％ ３

，

６９５ ０．５６％

煤

２

，

６９０ ０．３９％ ２

，

６００ ０．３８％ ２

，

６５７ ０．４０％

电

５

，

０４５ ０．７４％ ５

，

１４０ ０．７６％ ４

，

６８１ ０．７０％

其他

２０６

，

４５８ ３０．０８％ ２３７

，

０２０ ３４．９０％ ２３３

，

６５９ ３５．１２％

合计

６８６

，

３２７ １００．００％ ６７９

，

１０８ １００．００％ ６６５

，

０８５ １００．００％

单位： 万元

产品二 ： 鸭饲料

类别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０

月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金额 比重 金额 比重 金额 比重

玉米

４１９

，

８２８ ５６．００％ ４１５

，

６１６ ５２．４３％ ３７８

，

４４９ ５１．２５％

酒糟

６１

，

９１８ ８．２６％ ２５

，

７６５ ３．２５％ １４

，

４１０ １．９５％

花生粕

７６

，

０２２ １０．１４％ ４９

，

７３２ ６．２７％ ３６

，

４７８ ４．９４％

人工成本

２

，

７９２ ０．３７％ ５

，

０４５ ０．６４％ ４

，

５００ ０．６１％

煤

２

，

６４３ ０．３５％ ２

，

８９３ ０．３６％ ３

，

２３５ ０．４４％

电

５

，

８９７ ０．７９％ ６

，

４９６ ０．８２％ ５

，

６８８ ０．７７％

其他

１８０

，

６３５ ２４．０９％ ２８７

，

２３０ ３６．２２％ ２９５

，

６６３ ４０．０２％

合计

７４９

，

７３５ １００．００％ ７９２

，

７７６ １００．００％ ７３８

，

４２２ １００．００％

单位： 万元

产品三 ： 猪饲料

类别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０

月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金额 比重 金额 比重 金额 比重

玉米

１５０

，

９３６ ３７．５４％ １６３

，

２７５ ４１．９７％ １１２

，

８５３ ３９．２８％

豆粕

４５

，

８７７ １１．４１％ ４６

，

８９８ １２．０６％ ８３

，

１００ ２８．９２％

米糠粕

２３

，

０４８ ５．７３％ １８

，

９４２ ４．８７％ １１

，

５４２ ４．０２％

人工成本

２

，

３２０ ０．５８％ ２

，

４５７ ０．６３％ １

，

６８４ ０．５９％

煤

２

，

２５５ ０．５６％ １

，

７５９ ０．４５％ １

，

２０８ ０．４２％

电

３

，

９１４ ０．９７％ ３

，

４３９ ０．８８％ ２

，

１２８ ０．７４％

其他

１７３

，

７２０ ４３．２１％ １５２

，

２４３ ３９．１３％ ７４

，

８３４ ２６．０３％

合计

４０２

，

０７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８９

，

０１３ １００．００％ ２８７

，

３４９ １００．００％

②

主要原材料采购价格变化情况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六和集团饲料业务主要原料采购价格走势如下：

由上图可以看出， 六和集团所采购的主要原料中， 玉米等能量原料的价格波动幅度很小， 长期看价格呈现小幅上涨趋势； 而豆粕、

花生粕等蛋白原料的价格则出现大幅波动， 对饲料成本影响较大， 但其变化趋势与饲料价格的变化趋势基本表现一致， 饲料产品成本的

变化可以很好地通过饲料产品销售价格的变化向下游转嫁。

③

向主要供应商采购情况

报告期内各期六和集团饲料业务向前五名供应商采购情况如下：

年份 向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金额 （万元） 占当年采购总额比例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０

月

１５９

，

４７０ ８．６３％

２００９

年度

１２３

，

８５６ ６．７５％

２００８

年度

９５

，

３３３ ５．７１％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 六和集团饲料业务的原料采购较为分散， 不存在单一原材料供应商风险或原材料采购的供应商集中风险。

（

６

）核心技术

①

主要产品生产技术所处的阶段

六和集团饲料业务主要产品包括猪料、 禽料、 水产料和反刍饲料， 均为技术成熟产品， 处于大批量生产阶段。 但饲料企业仍需在原

料营养价值评估、 动物营养需要等方面不断进行技术创新， 对产品进行升级， 以提高产品性能和竞争力， 降低生产成本。

②

核心技术

六和集团企业技术中心是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 研发实力和实验基地装备水平居国内同行业之首。 先后承担了国家 “十一五” 支

撑计划 “猪禽配合饲料工业化生产配套技术研究与产业化示范” 等

２００

多项国家和省市级重点项目， 并参与制定相关行业标准。 目前，

六和集团拥有的核心技术情况如下：。

序号 技术名称 涉及的产品或工艺 所处的阶段 技术来源 技术先进性

１

安全经济高效乳猪料生产技术 乳猪料 大批量生产 自主研发 国内先进

２

瘦肉型肉鸭饲料开发 肉鸭料 大批量生产 自主研发 国内先进

３

遏制氧化还原微量元素预混料开发 预混料 大批量生产 自主研发 国际先进

４

高效微生态蛋鸡料的开发 蛋鸡料 大批量生产 自主研发 国内先进

５

南美对虾成虾免疫型环保饲料的开发 水产料 大批量生产 自主研发 国内先进

６

饲料液体酶及其后喷涂设备的研制与应用 禽料 大批量生产 自主研发 国内先进

７ ０－７

日龄高档肉鸡饲料开发 禽料 大批量生产 自主研发 国内先进

（

７

）产品质量控制情况

六和集团饲料产品的质量控制严格按照公司制定的质量控制标准来实施， 在饲料生产的各个环节， 公司均制定严格的标准文件， 在

饲料产品的卫生控制方面， 严格执行

ＧＢ１３０７８－２００１

饲料卫生标准。 六和集团先后通过

ＩＳＯ９００１

、

ＩＳＯ１４００１

、

ＩＳＯ２２０００

、

ＯＨＳＡＳ１８００１

等

相关质量控制及其他管理体系认证。 六和集团饲料产品获 “中国驰名商标”、 “中国名牌

－

水产饲料”、 “中国名牌

－

六和禽饲料”

“山东名牌

－

六和猪饲料” 等荣誉。

２

、 畜禽养殖业务

（

１

）主要产品

六和集团养殖业务主要涉及鸡、 鸭、 猪三大类产品， 具体情况如下：

主要产品系列 主要产品

鸡 白羽父母代肉种鸡及白羽商品代肉鸡

鸭 樱桃谷肉种鸭和商品代鸭苗

猪 父母代种猪 、 商品猪

（

２

）工艺流程

鸡产品工艺流程：

鸭产品工艺流程：

猪产品养殖流程：

①

母猪循环养殖流程：

说明： 一般情况下， 母猪断奶等待配种期

４－１０

天， 妊娠期

１１４

天， 哺乳期

２１

天， 然后再进入断奶等待配种期， 形成循环。 一个生

产周期大约为

１４２

天， 平均一头母猪每年可完成

２．２

个生产周期。

②

仔猪分阶段养殖流程：

说明： 一般情况下， 仔猪出生后

２１

日内为哺乳阶段， 主要靠母乳喂养； 饲养至

２１

日龄大约

７

公斤断奶转入保育舍， 进入保育阶

段； 在保育舍饲养至

７０

日龄大约

２５

公斤转入育肥舍或出售给合同户和专业苗猪饲养户， 饲养至大约

１００

公斤作为商品猪出售。

（

３

）主要经营模式

①

采购模式

六和集团养殖业务原材料采购主要涉及两个部分， 分别为种禽、 种猪， 即祖代肉种鸭、 父母代肉鸭苗、 祖代猪、 父母代肉鸡苗； 饲

料。 其中， 祖代肉种鸭从英国樱桃谷农场有限公司采购， 父母代肉鸭苗全部从六和集团与英国樱桃谷农场有限公司合资成立的山东六和

樱桃谷种鸭有限公司采购； 父母代肉鸡苗长期从北京大风种鸡有限公司、 烟台益生种禽公司和诸城外贸祖代鸡场等三家父母代肉鸡苗供

应商进行采购； 商品鸡养殖场使用的鸡苗全部从六和集团父母代种鸡场采购； 曾祖代种猪全部从加拿大海波尔采购； 祖代种猪全部从六

和集团与加拿大海波尔共同出资组建的合资公司山东海波尔六和育种有限公司采购； 父母代种猪均由六和种猪场内部采购。 按照优质低

价的市场竞争原则， 饲料基本上从六和集团下属饲料企业就近采购， 并使用由六和集团技术部设计的种禽、 种猪专用配方。

②

生产模式

六和集团养殖业务按照规模化饲养方式进行养殖。 其中种鸡业务按照 “

４＋１

” 的模式建设， 即一个分公司拥有

４

个种鸡场和

１

个配

套的孵化场，

４

个种鸡场的饲养批次间隔时间基本相同， 确保生产计划的均衡对接。

③

定价模式

六和集团养殖业务采用根据市场供求， 并参照同一销售区域市场内主要养殖企业的定价进行灵活调整的定价模式。

④

销售模式

六和集团养殖业务根据产品和客户类型采用不同的销售模式。 其中鸡产品主要通过建立销售网点直接销售给大型规模商品鸡饲养场

以及通过分销商委托代理销售； 鸭产品除了上述直销和代销模式外， 还主要通过六和集团内部冷藏厂以及外部冷藏厂销售给养殖户； 猪

产品主要直销给六和集团内部养殖场、 六和集团合同养殖户和社会个体养殖户。

（

４

）主要产品产销情况

①

主要产品的产量及销量情况一览表

报告期内六和集团养殖业务主要产品的产量、 销量和销售收入情况如下：

产品一 科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０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鸡苗

产量 （万只 ）

９

，

１３２ ８

，

８３０ ６

，

５９５

销量 （万只 ）

９

，

１３２ ８

，

８３０ ６

，

５９５

产销率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销售收入 （万元 ）

１８

，

９８５ １５

，

９７０ １６

，

００６

销售单价 （元

／

只 ）

２．０８ １．８１ ２．４３

占养殖业务收入比重

２６％ ２４％ ３１％

产品二 科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０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商品鸡

产量 （万只 ）

９７６ ８６９ ８０７

销量 （万只 ）

９７６ ８６９ ８０７

产销率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销售收入 （万元 ）

１８

，

９０１ １５

，

５２０ １３

，

４５４

销售单价 （元

／

公斤 ）

７．８８ ７．６７ ８．７０

占养殖业务收入比重

２６％ ２３％ ２６％

产品三 科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０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鸭苗

产量 （万只 ）

９

，

７４０ １１

，

６１６ ６

，

００８

销量 （万只 ）

９

，

７４０ １１

，

６１６ ６

，

００８

产销率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销售收入 （万元 ）

３０

，

２４２ ２８

，

３６６ １４８０１

销售单价 （元

／

只 ）

３．１０ ２．４４ ２．４６

占养殖业务收入比重

４１％ ４３％ ２８％

产品四 科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０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生猪 （仔猪

、 种猪 、

商品猪 ）

产量 （头 ）

１０４

，

５１１ ９２

，

１５５ ８８

，

８７９

销量 （头 ）

７３

，

３６９ ８７

，

２６５ ９１

，

０１２

产销率

７０％ ９５％ １０２％

销售收入 （万元 ）

４

，

８０７ ６

，

５８６ ８

，

２２３

销售单价 （元

／

公斤 ）

１５．２０ １２．６０ １６．６３

占养殖业务收入比重

７％ １０％ １６％

②

主要产品销售价格变化情况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六和集团养殖业务主要产品销售价格走势如下：

从上图可以看出， 除商品鸡价格波动较小外， 鸡苗、 鸭苗、 生猪的销售价格波动较大。

③

主要客户在六和集团养殖业务收入中的占比

报告期内各期六和集团养殖业务向前五名客户的销售收入总额及占当期养殖业务收入的比例情况如下：

年份 向前五名客户销售收入总额 （万元 ） 占当年养殖业务收入比例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０

月

６

，

４２２ ８．８１％

２００９

年度

８

，

５６７ １２．８９％

２００８

年度

５

，

８３３ １１．１１％

从以上表中数据可以看出， 六和集团养殖业务的销售较为分散， 不存在严重依赖单一客户风险或产品销售的客户集中风险。

（

５

）原材料和能源供应情况

①

主要原材料和能源

养殖业务采购的主要原料为全价配合饲料、 种苗 （仔猪）及药品； 主要能源为煤和电力。 报告期内六和集团养殖业务主要产品的成

本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 万元

产品一 ： 鸡苗

类别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０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金额 比重 金额 比重 金额 比重

饲料

１０

，

１０８ ５８．７７％ ９

，

９６７ ５５．５６％ ６

，

８８４ ５３．８３％

种苗

１

，

２２５ ７．１２％ ９６０ ６．９０％ ９１９ ７．１９％

人工成本

２

，

２２９ １２．９６％ ２

，

３７７ １１．８０％ １

，

４６２ １１．４３％

电

７２８ ４．２３％ ７２９ ３．７２％ ５３８ ４．２１％

煤

１

，

１５１ ６．６９％ １

，

２４８ ５．５６％ ７５６ ５．９１％

其他

１

，

７５９ １０．２３％ ２

，

６７１ １６．４６％ ２

，

２２９ １７．４３％

合计

１７

，

１９９ １００．００％ １７

，

９５２ １００．００％ １２

，

７８８ １００．００％

单位： 万元

产品二 ： 商品鸡

类别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０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金额 比重 金额 比重 金额 比重

饲料

１２

，

５４２ ６８．７０％ ９

，

７７７ ５９．５５％ ８

，

６８６ ６３．９４％

种苗

２

，

１２０ １１．６１％ １

，

７６４ ２２．５８％ ２

，

４１９ １７．８１％

人工成本

８９０ ４．８８％ ６２４ ２．９３％ ４４８ ３．３０％

电

１５５ ０．８５％ １３８ １．１３％ １４７ １．０８％

煤

５１８ ２．８４％ ４５９ ２．０８％ ３６７ ２．７０％

其他

２

，

０３１ １１．１２％ １

，

７９９ １１．７３％ １

，

５１８ １１．１７％

合计

１８

，

２５６ １００．００％ １４

，

５６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３

，

５８４ １００．００％

单位： 万元

产品三 ： 鸭苗

类别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０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金额 比重 金额 比重 金额 比重

饲料

１２

，

５９７ ６２．１８％ １３

，

５７０ ５９．００％ ７

，

９２１ ６２．７８％

种苗

８５５ ４．２２％ ９９４ ４．３２％ ４５９ ３．６４％

人工成本

１

，

６０５ ７．９２％ １

，

５９９ ６．９５％ ８８０ ６．９７％

电

８３１ ４．１０％ ９４３ ４．１０％ ６０４ ４．７９％

煤

４５６ ２．２５％ ５４２ ２．３６％ ２１２ １．６８％

其他

３

，

９１７ １９．３３％ ５

，

３５３ ２３．２７％ ２

，

５４１ ２０．１４％

合计

２０

，

２５９ １００．００％ ２３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２

，

６１７ １００．００％

单位： 万元

产品四 ： 生猪 （仔猪 、 种猪 、 商品猪 ）

类别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０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金额 比重 金额 比重 金额 比重

饲料

２

，

８０６ ５０．３９％ ３

，

２３０ ６１．９３％ ４

，

６１３ ６３．９０％

人工成本

２８１ ５．０６％ ３０７ ４．１０％ ３３１ ４．５８％

电

６８ １．２３％ １００ ０．６７％ ５９ ０．８１％

煤

８８ １．５８％ ９２ ０．９２％ ６０ ０．８４％

其他

２

，

３２４ ４１．７４％ ２

，

３２８ ３２．３８％ ２

，

１５６ ２９．８７％

合计

５

，

５６８ １００．００％ ６

，

０５７ １００．００％ ７

，

２１９ １００．００％

②

主要原材料采购价格变化情况

六和集团养殖业务饲料采购主要系内部采购， 采购价格变动情况与饲料业务销售价格趋势相同。

③

向主要供应商采购情况

除六和集团内部采购外， 报告期内各期六和集团养殖业务向前五名供应商采购情况如下：

年份 向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金额 （万元） 占当年采购总额比例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０

月

１１

，

３３７ ２５．１６％

２００９

年度

１０

，

５０９ ２２．３８％

２００８

年度

８

，

１２１ ２３．４３％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 六和集团养殖业务的原料采购较为分散， 不存在原材料采购的供应商集中风险。

（

６

）核心技术

序号 技术名称

涉及的产品或工

艺

所处的阶段 技术来源 技术先进性

１

大箱体孵化技术 商品鸡苗 试生产 国外引进 国际先进

２

父母代种鸭育雏育成期管理技术 种鸭 大批量生产 自主研发 国内先进

３

父母代种鸭产蛋期管理技术 商品鸭苗 大批量生产 自主研发 国内先进

４

种蛋孵化技术 种鸭苗 大批量生产 自主研发 国际先进

５

种猪的人工授精技术 种猪 大批量生产 国外引进 国际先进

６

猪群全进全出技术 种猪 大批量生产 国外引进 国际先进

７

仔猪早期断奶技术 种猪 大批量生产 国外引进 国际先进

８

“两高一低 ” 清理粪便养殖技术 种蛋 大批量生产 国外引进 国际先进

（

７

）产品质量控制情况

２００７

年， 六和集团下属的养殖企业实施

ＧＡＰ

管理体系， 依据

ＧＢ／Ｔ２００１４

系列标准的要求， 对种畜、 种禽及其孵化的全过程建立规

范化管理。 并在下属

９

个养殖企业实施了

ＧＡＰ

良好农业规范管理体系认证。 养殖过程中严格按照种鸡生产操作规范

ＬＨ／ＺＪ－ＺＹ－２００８

、 种

鸭生产操作规范

ＬＨ／ＺＹ－ＺＹ－２００８

、 种猪生产操作规范

ＬＨ／ＺＺ－ＺＹ－２００８

进行养殖， 未出现重大产品质量问题， 畜禽养殖业务存活率一

直保持在

９７％

以上， 并获得 “肉鸡

－

无公害产品认定证书” 与 “肉鸭

－

无公害产品认定证书” 等荣誉。

３

、 屠宰及肉制品加工业务

六和集团屠宰及肉制品加工业务主要涉及家禽屠宰分割 （生食）和禽类肉制品深加工 （熟食）两大部分业务， 分别由肉食事业部和

食品深加工与终端事业部经营。

（

１

）主要产品

产品种类 主要产品

屠宰分割 （生食 ） 分割鸡产品 、 鸭产品 、 鸡 、 鸭整产品

肉制品加工 （熟食 ） 油炸制品 、 调理肉制品 、 酱卤制品、 熏烧烤制品 、 香肠制品等

（

２

）工艺流程

生食产品工艺流程：

熟食五大主要产品工艺流程：

（

３

）主要经营模式

①

采购模式

六和集团屠宰分割业务采用自繁自养采购与合同放养采购模式为主； 肉制品深加工业务采购集中招标采购和 “即时采购” 相结合的

采购模式。

②

生产模式

六和集团屠宰分割业务按照根据国内的大型客户下达的订单计划和市场导向生产相结合的生产模式； 肉制品深加工业务亦按照订单

计划生产模式， 即销售部门将经销商或终端的需求计划汇总， 事业部销售管理部门根据事业部各工厂产能和工厂分布下发订单， 加工厂

照单生产。

③

定价模式

六和集团屠宰分割业务采用统一定价的基础上， 考虑库存和市场因素进行适当调整的定价模式； 肉制品深加工业务采用市场定价的

定价模式。

④

销售模式

六和集团屠宰分割业务主要采用代理、 建立合资销售公司、 大客户直销以及近距离销售等四种销售模式， 其中大客户直销主要针对

双汇、 金锣、 绝味、 肯德基、 等熟食加工企业， 长期签订供货合同， 保障某个单品的长期供应； 肉制品深加工业务主要采取渠道销售和

终端连锁店直销相结合的销售模式。 其中渠道销售主要通过区域经销商使产品进入批发市场、 商超、 餐饮等销售终端； 终端连锁店直销

通过自营连锁肉店滋生活、 六和小厨、 六和烤鸡等直接向终端消费者供应产品。

（

４

）主要产品产销情况

①

主要产品的产能、 产量及销量情况一览表

报告期内六和集团肉食业务主要产品的产能、 产量、 销量和销售收入情况如下：

产品一 科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０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鸡产品

（生食 ）

产能 （吨

／

年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７５０

，

０００ ７１０

，

０００

产量 （吨 ）

４１８

，

１８４ ４００

，

３７８ ３９５

，

２２５

销量 （吨 ）

４１７

，

１５６ ３９３

，

４５１ ３８４

，

４３１

产销率

１００％ ９８％ ９７％

销售收入 （万元 ）

３７８

，

８５２ ３３９

，

９４９ ３７７

，

１８３

销售单价 （元

／

吨 ）

９

，

０８２ ８

，

６４０ ９

，

８１１

占肉食业务收入比重

３４％ ３４％ ４０％

产品二 科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０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鸭产品

（生食 ）

产能 （吨

／

年 ）

１

，

１４０

，

０００ １

，

０２０

，

０００ ９５０

，

０００

产量 （吨 ）

７８５

，

６８２ ８２９

，

５２９ ６４２

，

２７５

销量 （吨 ）

８０５

，

２２０ ８１１

，

１９１ ６３８

，

２２７

产销率

１０２％ ９８％ ９９％

销售收入 （万元 ）

６５５

，

９１３ ５７８

，

２６９ ５０５

，

９２５

销售单价 （元

／

吨 ）

８

，

１４６ ７

，

１２９ ７

，

９２７

占肉食业务收入比重

６０％ ５９％ ５４％

产品三 科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０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熟食及

调理品

产能 （吨

／

年 ）

２０６

，

６００ １７５

，

６００ ９０

，

６００

产量 （吨 ）

４８

，

５５７ ５０

，

６０６ ４２

，

５１３

销量 （吨 ）

４８

，

９３９ ５３

，

３７７ ４１

，

２５４

产销率

１０１％ １０５％ ９７％

销售收入 （万元 ）

６７

，

４０７ ７０

，

１４０ ５３

，

９５７

销售单价 （元

／

吨 ）

１３

，

７７４ １３

，

１４１ １３

，

０７９

占肉食业务收入比重

６％ ７％ ６％

从上表可以看出， 目前六和集团的熟食及调理品占肉食业务收入比重较低， 主要还是以鸡、 鸭类生食为主。

②

主要产品销售价格变化情况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六和集团肉食业务主要产品销售价格走势如下：

③

主要客户在六和集团屠宰及肉食业务收入中的占比

报告期内各期六和集团肉食业务向前五名客户的销售收入总额及占当期肉食业务收入的比例情况如下：

年份 向前五名客户销售收入总额 （万元 ） 占当年肉食业务收入比例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０

月

１０８

，

４９１ ９．８４％

２００９

年度

７８

，

９２３ ７．９９％

２００８

年度

６２

，

２２０ ６．６４％

从以上表中数据可以看出， 六和集团肉食业务的销售较为分散， 不存在严重依赖单一客户风险或产品销售的客户集中风险。

（

５

）原材料和能源供应情况

①

主要原材料和能源

六和集团屠宰分割业务主要原材料为毛鸡、 毛鸭； 肉制品深加工业务主要原料为原料肉； 主要能源为煤和电力。 报告期内六和集团

肉食业务主要产品的成本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 万元

产品一 ： 鸡产品

类别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０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金额 比重 金额 比重 金额 比重

毛鸡

３２７

，

０２４ ９０．４１％ ３０１

，

６８８ ９０．３６％ ３３８

，

０９７ ９０．６１％

包装

６

，

１０１ １．６９％ ６

，

２２７ １．８７％ ７

，

８７５ ２．１１％

人工成本

１８

，

２４３ ５．０４％ １５

，

７９２ ４．７３％ １７

，

１６１ ４．６０％

电

３

，

７０８ １．０３％ ３

，

５９０ １．０８％ ３

，

２６２ ０．８７％

煤

７７９ ０．２２％ ７５９ ０．２３％ ９１８ ０．２５％

其他

５

，

８６３ １．６２％ ５

，

８２７ １．７５％ ５

，

８１２ １．５６％

合计

３６１

，

７１８ １００．００％ ３３３

，

８８３ １００．００％ ３７３

，

１２５ １００．００％

单位： 万元

产品二 ： 鸭产品

类别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０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金额 比重 金额 比重 金额 比重

毛鸡

５５１

，

３４９ ８８．５７％ ４９３

，

３８０ ８９．１８％ ４３１

，

５９４ ８９．００％

包装

１１

，

７０８ １．８８％ １０

，

８３９ １．９６％ １１

，

３３０ ２．３４％

人工成本

４１

，

９７９ ６．７４％ ３３

，

４０１ ６．０４％ ２７

，

６３８ ５．７０％

电

６

，

７２６ １．０８％ ５

，

８２４ １．０５％ ４

，

５８４ ０．９５％

煤

２

，

１４８ ０．３５％ １

，

７０８ ０．３１％ ２

，

５９４ ０．５４％

其他

８

，

６０８ １．３８％ ８

，

１０６ １．４７％ ７

，

１７１ １．４８％

合计

６２２

，

５１７ １００．００％ ５５３

，

２５９ １００．００％ ４８４

，

９１１ １００．００％

单位： 万元

产品二 ： 鸭产品

类别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０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金额 比重 金额 比重 金额 比重

禽肉

４１

，

５６６ ６５．９１％ ４５

，

２７８ ７０．３９％ ３３

，

９９４ ６９．９８％

辅料

５

，

４４８ ８．６４％ ４

，

３２３ ６．７２％ ３

，

６０１ ７．４１％

包装

４

，

４５２ ７．０６％ ５

，

３１７ ８．２７％ ３

，

８３６ ７．９０％

人工成本

８

，

７９８ １３．９５％ ５

，

７９８ ９．０１％ ４

，

４８６ ９．２３％

电

１

，

０６８ １．６９％ １

，

９８９ ３．０９％ １

，

２４６ ２．５７％

其他

１

，

７２９ ２．７４％ １

，

６１７ ２．５１％ １

，

４１４ ２．９１％

合计

６３

，

０６１ １００．００％ ６４

，

３２２ １００．００％ ４８

，

５７６ １００．００％

②

主要原材料采购价格变化情况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六和集团肉食业务主要原料价格走势如下：

③

向主要供应商采购情况

除六和集团内部采购外， 报告期内各期六和集团向前五名供应商采购情况如下：

年份 向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金额 （万元） 占当年采购总额比例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０

月

１１

，

９１０ １．０８％

２００９

年度

１１

，

３４１ １．０６％

２００８

年度

７

，

５４０ ０．７５％

（

６

）核心技术

①

主要产品生产技术所处的阶段

六和集团屠宰分割业务主要产品均处于大批量生产阶段； 六和集团肉制品深加工业务主要产品包括调理肉制品、 油炸制品、 香肠制

品、 酱卤制品、 熏烧烤制品， 其中香肠制品、 酱卤制品、 熏烧烤制品正处于小批量生产阶段， 其余均为技术成熟产品， 处于大批量生产

阶段。

②

核心技术

六和集团屠宰及肉制品深加工业务目前主要核心技术如下：

序号 技术名称 涉及的产品或工艺 所处的阶段 技术来源 技术先进性

１

电击晕及电刺激技术

加工工艺 、 翅类产品 、 爪

类产品 、 胸肉类产品

大批量生产 自主研发 国内先进

２

浸烫净毛技术 鸡鸭胴体 大批量生产 自主研发 国内先进

３

预冷技术 各种产品 大批量生产 国外引进 国际先进

４

真空滚揉调理嫩化技术 调理肉制品 大批量生产 国外引进 国内先进

５

产品风味调控 、 抑菌保鲜耦合技术 所有产品 大批量生产 自主研发 国内先进

（

７

）产品质量控制情况

六和集团屠宰分割业务严格执行

ＧＢ１６８６９－２００５

鲜冻禽肉国家标准； 肉制品深加工业务严格执行

ＳＢ／Ｔ１０３７９－２００４

《速冻调制食品》、

ＧＢ／Ｔ ２３５８６－２００９

《酱卤肉制品》、

ＧＢ／Ｔ２３４９３－２００９

《中式香肠》及国家其他的相关标准。 六和集团设有专门的品控中心、 技术研发中

心， 建立了深加工产品检测中心。 下属分、 子公司均有独立的质量管理部门， 肉食事业部还成立质量管理体系小组， 总经理作为管理体

系小组组长， 负责监督指导质量管理活动。 下属专业加工厂通过的质量体系认证包括

ＩＳＯ２２０００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ＱＳ

食品生产许

可证认证、

ＩＳＯ９００１

管理体系认证等。 六和集团及其肉制品获得 “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年度行业创新产品”、 “服务世博， 放心餐饮供应商”

“中国肉类产业最具价值品牌”、 “青岛市食品安全示范品牌” 等荣誉。

三、 六和饲料股份有限公司的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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