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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和股份为六和集团最重要的子公司， 其经营业务纳入六和集团统一管理。 六和股份也同时涉及饲料生产、 畜禽养殖、 屠宰及肉制

品加工三大类业务， 但其经营重点主要集中于饲料生产业务， 最近三年其饲料业务销售收入一直占六和集团饲料业务销售收入总额

８８％

以上， 并且其饲料业务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也一直保持在

９２％

以上。

六和股份饲料生产业务的工艺流程、 主要经营模式等与六和集团基本相同， 具体情况请参见 “二、 山东六和集团有限公司的主营业

务发展情况

／

（二）三大类主要业务具体情况

／１

、 饲料生产业务”。

四、 四川新希望农牧有限公司的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一）主营业务整体情况

新希望农牧为新希望集团旗下除上市公司和六和集团外另一主要农牧业务平台， 旗下子公司主要经营饲料生产、 畜禽养殖、 屠宰及

肉制品加工三大类业务， 致力于打造以猪产业为核心的产业一体化经营模式。

（二）三大类主要业务具体情况

１

、 饲料生产业务

（

１

）主要产品用途

新希望农牧饲料业务主要产品及用途与六和集团饲料业务相同， 参见 “二、 山东六和集团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

（二） 三大类主要业

务具体情况

／１

、 饲料生产业务

／

（

１

）主要产品用途”。

（

２

）工艺流程

新希望农牧饲料业务工艺流程与六和集团饲料业务基本一致， 参见 “二、 山东六和集团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

（二） 三大类主要业务

具体情况

／１

、 饲料生产业务

／

（

２

）工艺流程”。

（

３

）主要经营模式

新希望农牧饲料业务经营模式与六和集团饲料业务基本相同， 参见 “二、 山东六和集团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

（二） 三大类主要业务

具体情况

／１

、 饲料生产业务

／

（

３

）主要经营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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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新希望农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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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禽饲料

产能 （万吨

／

年 ）

２１８．９３ ２３０．０５ ２０７．６３

产量 （万吨 ）

８０．０９ １０１．５９ １２１．０７

销量 （万吨 ）

７９．９６ ９８．０４ １１８．９７

产销率

１００％ ９７％ ９８％

销售收入 （万元 ）

１８８

，

９９４ ２１９

，

０５４ ２６９

，

４９２

销售单价 （元

／

吨 ）

２

，

３６４ ２

，

２３４ ２

，

２６５

占饲料业务收入比重

４３％ ４７％ ５５％

产品二 科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０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猪饲料

产能 （万吨

／

年 ）

１７３．７２ １６９．８５ １４６．８６

产量 （万吨 ）

５３．６７ ５６．２３ ４６．２５

销量 （万吨 ）

５３．８４ ５２．７７ ４３．４４

产销率

１００％ ９４％ ９４％

销售收入 （万元 ）

１５４

，

４３２ １５７

，

５３１ １２６

，

４９６

销售单价 （元

／

吨 ）

２

，

８６９ ２

，

９８６ ２

，

９１２

占饲料业务收入比重

３５％ ３４％ ２６％

产品三 科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０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鱼饲料

产能 （万吨

／

年 ）

１０９．５６ １１０．４０ １０６．７２

产量 （万吨 ）

３０．１６ ３２．０２ ２８．１９

销量 （万吨 ）

２９．９８ ３１．６６ ２７．８２

产销率

９９％ ９９％ ９９％

销售收入 （万元 ）

８７

，

６４５ ８４

，

１３３ ８１

，

７１４

销售单价 （元

／

吨 ）

２

，

９２３ ２

，

６５７ ２

，

９３７

占饲料业务收入比重

２０％ １８％ １７％

②

主要产品销售价格变化情况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新希望农牧饲料业务主要产品销售价格走势如下：

③

主要客户在新希望农牧饲料业务收入中的占比

报告期内各期新希望农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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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

，

９０６．２０ ２．７３％

２００９

年度

１４

，

１１５．１０ ２．９８％

２００８

年度

１８

，

２５８．２３ ３．４１％

从以上表中数据可以看出， 新希望农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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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希望农牧饲料产品的成本结构中， 主要原材料玉米、 豆粕、 菜粕及棉粕占比较大， 人工及能源成本占比较小。 报告期内新希望农

牧饲料业务主要产品的成本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 万元

产品一 ： 禽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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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１

，

８１０ ５６．７５％ １２９

，

９１０ ５６．３７％ １６４

，

７２２ ５５．９２％

普通豆粕

２３

，

４９５ １３．１０％ ２９

，

９７９ １３．０１％ ３８

，

０１３ １２．９０％

去皮豆粕

９

，

３９８ ５．２４％ １１

，

９９２ ５．２０％ １５

，

２０５ ５．１６％

菜粕

７

，

８３２ ４．３７％ ９

，

９９３ ４．３４％ １２

，

６７１ ４．３０％

棉粕

７

，

８３２ ４．３７％ ９

，

９９３ ４．３４％ １２

，

６７１ ４．３０％

其他

６

，

２６５ ３．４９％ ７

，

９９４ ３．４７％ １０

，

１３７ ３．４４％

人工成本

１

，

０６４ ０．５９％ １

，

３８０ ０．６０％ １

，

７１９ ０．５８％

煤

７６０ ０．４２％ １

，

０１２ ０．４４％ １

，

４３４ ０．４９％

电

１

，

７５７ ０．９８％ ２

，

３９７ １．０４％ ２

，

８０５ ０．９５％

其他

１９

，

１７７ １０．６９％ ２５

，

８１４ １１．２０％ ３５

，

１８３ １１．９４％

合计

１７９

，

３８９ １００．００％ ２３０

，

４６４ １００．００％ ２９４

，

５５９ １００．００％

单位： 万元

产品二 ： 猪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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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５

，

７０８ ６３．７５％ ７８

，

３７３ ６３．３１％ ６７

，

９２０ ６２．８０％

普通豆粕

１４

，

０８９ １０．４８％ １２

，

８８３ １０．４１％ １１

，

１６５ １０．３２％

去皮豆粕

１１

，

７４１ ８．７３％ １０

，

７３６ ８．６７％ ９

，

３０４ ８．６０％

其他原料

５

，

８７０ ４．３７％ ５

，

３６８ ４．３４％ ４

，

６５２ ４．３０％

人工成本

６９２ ０．５１％ ７４１ ０．６０％ ６３１ ０．５８％

煤

５４０ ０．４０％ ５４４ ０．４４％ ５２６ ０．４９％

电

１

，

０７８ ０．８０％ １

，

２８８ １．０４％ １

，

０３０ ０．９５％

其他

１４

，

７２７ １０．９５％ １３

，

８６７ １１．２０％ １２

，

９１７ １１．９４％

合计

１３４

，

４４５ １００．００％ １２３

，

７９９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８

，

１４７ １００．００％

单位： 万元

产品三 ： 鱼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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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豆粕

７

，

１６０ ８．９０％ ６

，

４３７ ８．６７％ ５

，

９５６ ８．６０％

菜粕

１７

，

９０１ ２２．２４％ １６

，

０９２ ２１．６８％ １４

，

８９０ ２１．５１％

棉粕

２１

，

４８１ ２６．６９％ １９

，

３１１ ２６．０２％ １７

，

８６８ ２５．８１％

玉米

１０

，

７４１ １３．３５％ ９

，

６５５ １３．０１％ ８

，

９３４ １２．９０％

次粉

５

，

７２８ ７．１２％ ５

，

１５０ ６．９４％ ４

，

７６５ ６．８８％

国产鱼粉

５

，

０１２ ６．２３％ ４

，

５０６ ６．０７％ ４

，

１６９ ６．０２％

其他

３

，

５８０ ４．４５％ ３

，

２１８ ４．３４％ ２

，

９７８ ４．３０％

人工成本

５７２ ０．７１％ ４４４ ０．６０％ ４０４ ０．５８％

煤

５００ ０．６２％ ３２６ ０．４４％ ３３７ ０．４９％

电

１

，

０７２ １．３３％ ７７２ １．０４％ ６５９ ０．９５％

其他

６

，

７２９ ８．３６％ ８

，

３１４ １１．２０％ ８

，

２６９ １１．９４％

合计

８０

，

４７７ １００．００％ ７４

，

２２５ １００．００％ ６９

，

２３０ １００．００％

②

主要原材料采购价格变化情况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新希望农牧饲料业务主要原料采购价格走势如下：

由上图可以看出， 新希望饲料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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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菜粕、 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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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各期新希望农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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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０

，

２２３ ２３．２９％

２００９

年度

９９

，

７２４ ２３．３４％

２００８

年度

１０１

，

８４２ １９．０７％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 新希望农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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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希望农牧主要产品包括预混料及禽料、 猪料、 水产料和反刍料等全价配合饲料， 其中乳猪料和反刍料兔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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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技术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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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乳猪料生产技术 乳猪料 小批量生产 国外引进 国际先进

２

超微粉碎技术 超微粉碎工艺 大批量生产 国外引进 国际先进

３

草鱼育种料及制备方法 草鱼育种料 大批量生产 自主研发 国内先进

４

蛋鸡料配制技术 蛋鸡料 大批量生产 自主研发 国内先进

（

７

）产品质量控制情况

新希望农牧的质量控制标准有 《原料标准》、 《检验标准》、 《质量监察管理标准》、 《猪料原料及生产工艺标准》 等。 新希望农牧

总部和旗下

３４

家饲料公司均通过了

ＩＳＯ９００１

质量体系认证， 另重庆希望饲料有限公司、 淮安新希望饲料有限公司还通过了食品安全管

理体系

ＨＡＣＣＰ

认证， 总部和桂林新希望饲料有限公司通过了环境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审核。 所有公司均有独立的品质管理部门，

建有专门的技术部、 品管中心和 “畜禽产品质量与安全控制实验室”， 各片区还建立了饲料检测中心， 配置有近红外快速分析仪、 氨基

酸分析仪、 气相色谱分析仪、 液湘色谱分析仪、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原子荧光光度计等多种先进检测设备。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５

年产品被

中国质量检验协会评为 “全国质量检验稳定合格产品”。 “国雄牌” 猪、 禽、 鱼系列饲料从

１９９９

年至今连续六届被评为 “四川省名牌产

品”， “国雄” 牌猪饲料和水产饲料分别在

２００６

年和

２００７

年被评为中国名牌产品， 新希望农牧母公司南方希望在

２００３

、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７

年

分别被四川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评为 “四川省质量管理先进企业” 称号。

２

、 畜禽养殖业务

（

１

）主要产品用途

新希望农牧养殖业务专注于猪的养殖， 养殖品种包括原种猪、 父母代母猪及商品猪。

主要产品系列 产品介绍

原种猪

品种有大白 、 长白 、 杜洛克种公猪及种母猪 ， 既可作为原种纯繁生产原种猪 ， 大白和长白又可正反交生产长大 、 大长二元父

母代母猪 ， 杜洛克母猪可纯繁生产原种杜洛克 ， 杜洛克公猪既可纯繁也可用作终端父本。

父母代母猪

主要品种为长大 、 大长二元母猪， 分别与杜洛克公猪杂交生产杜长大或杜大长三元杂交商品肉猪 ， 是当前国内应用最普遍的

杂交生产方式 。

商品猪

主要是杜洛克公猪与长大或大长母猪杂交生产的杜长大 、 杜大长三元商品肉猪 ， 也有不宜种用的纯种大白 、 长白 、 杜洛克种

猪 、 长大 、 大长公猪等 ， 其用途是屠宰肉用 。

（

２

）工艺流程

原种猪养殖流程： 以配种、 妊娠、 分娩、 哺乳、 保育、 生长测定、 选种、 销售形成一条龙流水式生产线。 仔猪进入生长舍后进等生

长发育测定， 测定数据通过处理计算各项育种值和生长指数， 并结和外貌评分， 性能最好的部份作为自留后备猪， 性能优良的部份对外

出售或转入公司内部祖代场， 性能差或有外貌、 遗传缺陷的猪育肥作肉猪出售。

父母代母猪养殖流程： 以配种、 妊娠、 分娩、 哺乳、 保育、 选种、 发苗、 育成、 销售形成一条龙流水式生产线， 种用的二元母猪在

公司司育成至

５０ＫＧ

左右对外销售， 仔猪下保育床即发给标准化养殖户进行育肥到

１０５ＫＧ

出售。

商品肉猪养殖流程： 以配种、 妊娠、 分娩、 哺乳、 保育、 发苗、 育成、 销售形成一条龙流水式生产线， 仔猪下保育床即发给标准化

养殖户进行育肥到

１０５ＫＧ

出售。

（

３

）主要经营模式

①

采购模式

新希望农牧养殖业务原料采购主要为种苗、 饲料及兽药； 其中江油原种猪场的种苗直接向加拿大海波尔种猪公司采购， 其它猪场的

种苗主要采购自江油原种猪场； 饲料在四川新希望农牧下属饲料公司集中就近采购； 兽药由总部集中采集采购信息后进行公开招标， 各

公司将采购计划上报总部审批， 由总部下单采购。

②

生产模式

新希望农牧养殖业务按照规模化、 专业化饲养方式进行养殖。 其中原种猪养殖由于对猪场生物安全级别最高， 采用一条龙生产模

式， 即母猪繁殖、 保育、 测定育成全部在一个猪场进行； 父母代母猪则培育至

５０ＫＧ

左右即对市场出售； 商品猪育至

１０５ＫＧ

左右对外出

售。

③

定价模式

新希望农牧养殖业务主要参考国内及川渝地区或周边地区同级别产品进行定价。 由于规模较小， 企业自身无定价权。

④

销售模式

新希望农牧原种猪销售模式主要采取直销方式， 立足川渝， 面向全国销售； 父母代种猪主要面向川渝地区就近销售， 商品肉猪销售

主要在本地市场与小型定点屠宰商建立合作关系， 在批发市场建立批发点， 打造品牌， 同时与大型经销商合作， 做销售补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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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新希望农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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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代种猪

产量 （头 ）

１

，

９５８ ２

，

２３４ ５７４

销量 （头 ）

１

，

９５８ ２

，

２３４ ４

产销率

１００％ １００％ ０．７％

销售收入 （万元 ）

７４８ ８３７ １．６

销售单价 （元

／

头 ）

３

，

８１９ ３

，

７４５ ４

，

０００

占养殖业务收入比重

４２％ ６５％ ０．２％

注： 新希望农牧下属养殖业务子公司从

２００９

年才开始正常地大规模销售祖代种猪。

产品二 科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０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父母代母猪

产量 （头 ）

１

，

５２２ １

，

４８８ １

，

７０７

销量 （头 ）

１

，

５２２ １

，

４８８ １

，

７０７

产销率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销售收入 （万元 ）

２３２ １０９ １５５

销售单价 （元

／

头 ）

１

，

５２４ ７３３ ９０８

占养殖业务收入比重

１３％ ８％ ２１％

产品三 科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０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商品肉猪

产量 （头 ）

１５

，

７８８ ９

，

６８６ ６

，

９２８

销量 （头 ）

１５

，

７８８ ９

，

６８６ ６

，

９２８

产销率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销售收入 （万元 ）

８０６ ３４８ ５６８

销售单价 （元

／

头 ）

５１１ ３５９ ８２０

占养殖业务收入比重

４５％ ２７％ ７８％

②

主要产品销售价格变化情况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新希望农牧养殖业务主要产品销售价格走势如下：

注： 新希望农牧下属养殖业务子公司从

２００９

年才开始正常地大规模销售祖代种猪。

由上图可以看出， 祖代种猪价格远高于父母代种猪及商品肉猪， 父母代种猪价格又高于商品肉猪， 而价格波动性上商品肉猪最为稳

定。

③

主要客户在新希望农牧养殖业务收入中的占比

报告期内各期新希望农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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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０２ ２２．５０％

２００９

年度

４７３ ３６．５４％

注： 新希望农牧下属养殖业务子公司从

２００９

年以前都处于试运营阶段， 销量处于极低水平。

从以上表中数据可以看出， 新希望农牧养殖业务的销售非常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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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希望农牧养殖业务主要原材料为种苗、 饲料等； 主要能源为电力。 报告期内新希望农牧养殖业务主要产品的成本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 万元

产品一 ： 祖代种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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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４．９ ５８．８３％ ２１１．４ ４９．９６％ ０．３３ ２４．５２％

人工成本

１１．５ ３．６６％ ２６．１ ６．１７％ ０．０２ ２．２１％

生物资产折旧

５７．１ １８．１７％ ７５．５ １７．８４％ ０．１１ １１．０７％

电

３．９ １．２４％ ４．５ １．０６％ ０．０１ １．０６％

其它

５６．９ １８．１１％ １０５．６ ２４．９６％ ０．５２ ５２．４２％

合计

３１４．３ １００．００％ ４２３．１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００％

单位： 万元

产品二 ： 父母代种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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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４．７ ５１．９７％ ５２．６ ４６．１８％ ５０．５ ３８．４０％

人工成本

５．１ ４．１０％ １０．２ ８．９６％ ３．３ ２．５１％

生物资产折旧

１８．９ １５．１８％ ２０．５ １８．００％ ５４．０ ４１．０６％

电

１．７ １．３７％ １．７ １．４９％ １．９ １．４４％

其它

３４．１ ２７．３８％ ２８．９ ２５．３８％ ２１．８ １６．５８％

合计

１２４．５ １００．００％ １１３．９ １００．００％ １３１．５ １００．００％

单位： 万元

产品三 ： 商品肉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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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５７．９ ７０．６４％ ３９４．２ ６０．４５％ ３０３．８ ４３．３０％

人工成本

４９．２ ５．２８％ ４８．８ ７．４８％ １１．０ １．５７％

生物资产折旧

１．２ ０．１３％ ３．７ ０．５７％ ０．０ ０．００％

电

１２．６ １．３５％ ７．８ １．２０％ ５．６ ０．８０％

其它

２１０．４ ２２．５９％ １９７．６ ３０．３０％ ３８１．２ ５４．３３％

合计

９３１．３ １００．００％ ６５２．１ １００．００％ ７０１．６ １００．００％

②

主要原材料采购价格变化情况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新希望农牧养殖业务主要原料采购价格走势如下：

③

向主要供应商采购情况

报告期内各期新希望农牧养殖业务向前五名供应商采购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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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９１ ３５．９４％

２００９

年度

３８０ ２３．１８％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 新希望农牧养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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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希望农牧养殖业务主要产品原种猪、 父母代母猪及商品猪的养殖技术目前均处于大批量生产阶段。 拥有的核心技术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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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猪选育技术 原种猪 大批量生产 自主研发 国际先进

２

两点式生产模式 父母代母猪 大批量生产 自主研发 国内先进

３

均衡流水生产技术 父母代母猪 大批量生产 自主研发 国内先进

４

人工授精技术 父母代母猪 大批量生产 自主研发 国内先进

５

以监控净化为主要特点的疫病防控技术 所有品种 大批量生产 自主研发 国内先进

（

７

）产品质量控制情况

新希望农牧养殖业务一直在高标准的质量控制下运行， 虽然目前国家没有猪产品的质量标准， 新希望农牧结合多年来的实践经验，

制定了自己的企业标准和产品质量控制体系， 并制定了 《猪场生产管理制度》、 《生产区卫生消毒制度》 及 《质检工作管理制度》 等控

制制度。 新希望农牧养殖业务产仔阶段活仔率达到

９５％

， 高于同行业平均

９１％

的水平； 全流程的存活率达到

８７％

， 高于同行业平均

８５％

的水平。

３

、 屠宰及肉制品加工业务

（

１

）主要产品

新希望农牧旗下从事屠宰及肉制品加工业务的主要为成都希望食品有限公司， 其产品主要分为三大类： 高温火腿肠、 低温产品， 腌

腊卤制品。

主要产品系列 产品介绍

高温火腿肠

特级产品种类 ： 美好王 、 钙火腿肠。 优级产品种类 ： 火腿肠优级 、 五香火腿肠 、 川肉王中王 、 绝代双

椒火腿肠 、 剁椒火腿肠 、 精肉王、 牦牛王中王 、 葱香火腿肠和加钙优级 。 普通级产品种类 ： 甜玉米香肠 、 鸡肉火腿肠 。

低温肉制品

斩拌型产品 ： 台湾风味烤肠 、 脆皮肠 、 热狗类 （玉米热狗 、 香辣热狗 ）。 注射滚揉型 ： 里脊类产品和牛肉类产品 。

滚揉型 ： 肘花类产品、 趣味多 、 香肚类和火腿类产品等 。

腌腊卤制品 主要包括腊肠 、 腊肉 、 卤蛋 。

（

２

）工艺流程

高温火腿肠的生产工艺流程：

低温肉制品 （斩拌型产品）的生产工艺流程：

腌腊制品的生产工艺流程：

（

３

）主要经营模式

①

采购模式

新希望农牧肉食业务中主要原材料采用招标模式进行采购， 用量少、 专供的原料则与固定厂家进行合作， 确保产品质量和风味的一

致性。

②

生产模式

新希望农牧肉食业务采用以市场需求为主导的 “多品种， 小批量” 订单式生产模式。 销售部门根据市场客户的需求、 每个客户的销

售目标和销售市场的变化、 区域市场的历史销售情况、 购买力的变化情况等因素制定销售计划， 生产部门根据销售部门提供的销量需求

计划， 结合生产实际情况、 劳动用工情况等编制生产作业计划，

③

定价模式

新希望农牧肉食业务主要采用成本加成定价模式， 即首先由财务部提供产品成本表； 然后市场部根据产品成本表计算销售各环节所

需利润， 制作 《产品价格体系请示》； 在 《产品价格体系请示》 经公司总经理、 财务总监、 销售公司总经理签字批复后， 市场部按请示

制作价格表， 发送销控部、 财务部； 最后销控部、 财务部按价格表执行最终定价。

④

销售模式

新希望农牧肉食业务主要采用直销和经销商代销的模式进行销售， 直销主要针对公司与签订长期合作协议的大型、 连锁等现代卖

场； 经销商代销主要针对区域内专销商进行合作， 由专销商供货给当地的大型

ＫＡ

等商业超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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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新希望农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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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温产品

产能 （吨

／

年 ）

３０

，

０００ ２５

，

０００ ２５

，

０００

产量 （吨 ）

１７

，

５２９ １９

，

３３５ １５

，

５０７

销量 （吨 ）

１６

，

９８８ １８

，

９９０ １５

，

８０６

产销率

９７％ ９８％ １０２％

销售收入 （万元 ）

２２

，

８４７ ２４

，

９５６ ２１

，

５６６

销售单价 （元

／

吨 ）

１３

，

４４９ １１

，

８５２ １３

，

６４４

占肉食业务收入比重

７５％ ７６％ ７０％

产品二 科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０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低温产品

产能 （吨

／

年 ）

８

，

０００ ８

，

０００ ８

，

０００

产量 （吨 ）

４

，

７７１ ４

，

３０３ ４

，

９４９

销量 （吨 ）

４

，

５６２ ４

，

３０３ ４

，

９０６

产销率

９６％ １００％ ９９％

销售收入 （万元 ）

７

，

４６７ ７

，

６９０ ８

，

９３５

销售单价 （元

／

吨 ）

１６

，

３６６ １７

，

８７２ １８

，

２１３

占肉食业务收入比重

２５％ ２３％ ２９％

产品三 科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０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腌腊制品

产能 （吨

／

年 ）

１００ ５０ ４０

产量 （吨 ）

３８ ４０ ３９

销量 （吨 ）

３８ ３４ ２６

产销率

１００％ ８６％ ６９％

销售收入 （万元 ）

１５１ １３７ １２８

销售单价 （元

／

吨 ）

３９９４７ ４００４０ ４８４７９

占肉食业务收入比重

０．５％ ０．４％ ０．４％

②

主要产品销售价格变化情况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新希望农牧肉食业务主要产品销售价格走势如下：

由上图可以看出， 高温产品、 低温产品价格较为稳定， 而腌制产品价格波动较大。

③

主要客户在新希望农牧屠宰及肉食业务收入中的占比

报告期内各期新希望农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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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

０３４ １３．９０％

２００９

年度

５

，

８８０ １８．０５％

２００８

年度

５

，

４２５ １７．６８％

从以上表中数据可以看出， 新希望农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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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希望农牧肉食业务的原材料主要包括肉食品、 辅助材料和包装材料等。 其中肉食品主要有猪肉、 鸡肉、 鸭肉、 牛肉等； 辅助原料

主要有淀粉类原料、 蛋白类原料、 鸡蛋、 油料、 食品调味品、 食品添加剂、 天然香辛香料等； 包装材料主要分内包装材料、 外包装材料

和辅助包装材料三大类。 能源主要包括煤、 天然气和电力。 其中， 猪肉、 鸡肉占成本比重较大。 报告期内新希望农牧肉食业务主要产品

的成本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 万元

产品一 ： 高温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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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肉

３

，

６８５ ２７．０２％ ４

，

８２１ ３２．２５％ ６

，

３８９ ４１．１４％

鸡肉

３

，

９６０ ２９．０４％ ４

，

１８２ ２７．９８％ ３

，

８３２ ２４．６８％

淀粉

３２９ ２．４１％ ２９７ １．９９％ ２７９ １．７９％

蛋白

８９７ ６．５８％ １

，

０００ ６．６９％ １

，

１０７ ７．１３％

电力

１０１ ０．７４％ １７９ １．１９％ ２１０ １．３５％

煤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１３７ ０．８８％

天然气

１７８ １．３０％ ８４ ０．５６％ ０ ０．００％

其他

４

，

４８８ ３２．９１％ ４

，

３８５ ２９．３４％ ３

，

５７７ ２３．０３％

合计

１３

，

６３９ １００．００％ １４

，

９４８ １００．００％ １５

，

５３０ １００．００％

单位： 万元

产品二 ： 低温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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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肉

１

，

４５０ ２３．６５％ １

，

６２９ ２５．５２％ ２

，

２６５ ２７．７６％

鸡肉

１

，

４１６ ２３．０８％ １

，

３４４ ２１．０５％ １

，

５７４ １９．２９％

淀粉

８９ １．４５％ ７３ １．１４％ ７３ ０．８９％

蛋白

２３２ ３．７９％ ２１０ ３．３０％ ２３６ ２．９０％

电力

８６ １．４０％ １６１ ２．５１％ ２２０ ２．７０％

煤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４４ ０．５４％

天然气

１７３ ２．８２％ ８８ １．３７％ ０ ０．００％

其他

２

，

６８７ ４３．８１％ ２

，

８８０ ４５．１１％ ３

，

７４７ ４５．９３％

合计

６

，

１３３ １００．００％ ６

，

３８４ １００．００％ ８

，

１５８ １００．００％

单位： 万元

产品三 ： 腌腊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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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肉

５８．６ ７４．０２％ ３８．１ ６８．４６％ ９０．１ ７８．４５％

电力

１．０ １．２８％ ０．９ １．６５％ １．６ １．３７％

煤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０３ ０．０３％

天然气

０．６ ０．７９％ ０．５ ０．９０％ ０ ０．００％

其他

１８．９ ２３．９１％ １６．１ ２９．００％ ２３．１ ２０．１５％

合计

７９．１ １００．００％ ５５．６ １００．００％ １１４．９ １００．００％

②

主要原材料采购价格变化情况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新希望农牧肉食业务主要原料采购价格走势如下：

③

向主要供应商采购情况

报告期内各期新希望农牧肉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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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６０７ ５１．８０％

２００９

年度

１４

，

４００ ６８．１０％

２００８

年度

１０

，

８００ ６７．３１％

报告期内各期新希望农牧肉食业务向前五名供应商采购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０

月 采购金额 （万元 ） 占当年采购总额比例

１

成都巨丰食品有限公司

４

，

３７６．０４ １９．５３％

２

山东六和集团有限公司

４

，

３２５．５７ １９．３０％

３

洪雅美好食品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２．３４ ４．４７％

４

洛阳春都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９４７．９５ ４．２３％

５

山东禹王实业有限公司

９５５．１５ ４．２６％

合计

１１

，

６０７ ５１．８０％

序号

２００９

年度 采购金额 （万元 ） 占当年采购总额比例

１

山东六和集团有限公司

６

，

００５．８９ ２８．４０％

２

洪雅美好食品有限公司

４

，

５８２．１５ ２１．６７％

３

洛阳春都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２９９．９６ ６．１５％

４

山东禹王实业有限公司

１

，

２８５．５２ ６．０８％

５

成都巨丰食品有限公司

１

，

２２６．９４ ５．８０％

合计

１４

，

４００ ６８．１０％

序号

２００８

年度 采购金额 （万元 ） 占当年采购总额比例

１

山东六和集团有限公司

４

，

５０４．４２ ２５．９８％

２

洪雅美好食品有限公司

３

，

４３６．６１ ２２．１９％

３

洛阳春都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９７４．９７ ６．４６％

４

山东禹王实业有限公司

９６４．１４ ６．４２％

５

成都巨丰食品有限公司

９２０．２１ ６．２６％

合计

１０

，

８００ ６７．３１％

注： 以上供应商中山东六和集团有限公司、 洪雅美好食品有限公司为新希望农牧关联方。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 新希望农牧肉食业务的原料内部采购比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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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别 序号 产品 所处的阶段

特级系列火腿肠

１ ４０ｇ

美好王 大批量生产

优级系列火腿肠

２ １２０ｇ

火腿肠

大批量生产

３ １７０ｇ

火腿肠

４ ２６０ｇ

火腿肠

５ ３０ｇ

火腿肠

（

１４

）

６ ４０ｇ

火腿肠

（

１０

）

７ ５６ｇ

火腿肠

（

８

）

２０１０

年新产品系列火腿肠

８ ３０ｇ

绝代双椒火腿肠

（

１４

）

小批量生产

９ ３０ｇ

剁椒火腿肠

（

１４

）

１０ ４０ｇ

剁椒火腿肠

１１ ４０ｇ

绝代双椒火腿肠

１２ ５０ｇ＊１００

甜玉米香肠

１３ ２７ｇ

美羊羊番茄味火腿肠

１４ ２７ｇ

喜羊羊原味火腿肠

１５ ２７ｇ

懒羊羊烧烤味火腿肠

１６ ２７ｇ

灰太狼香辣味火腿肠

川王优级系列火腿肠

１７ ５０ｇ

川肉王中王

大批量生产

１８ １００ｇ

川肉王中王

１９ ３０ｇ

加钙营养王

２０ ３０ｇ

川肉王中王

２１ ８５ｇ

川肉王中王

２２ １１５ｇ

川肉王中王

２３ １６０ｇ

川肉王中王

２４ ２３０ｇ

川肉王中王

低温香肠

２５

台湾风味烤肠

、

脆皮肠

、

热狗类

（

玉米热狗

、

香辣热狗

）

小批量生产

低温火腿

２６

牛肉系列

、

里脊系列 小批量生产

腌腊制品

２７

中式香肠

、

腊肉等

。

小批量生产

②

核心技术

新希望农牧肉食业务目前共有

３

项核心技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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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然酶技术 低温香肠 大批量生产 自主研发 国内先进

２

新型复合磷酸盐应用技术 热狗类产品 大批量生产 自主研发 国内先进

３

火腿肠系列产品技术配方 火腿肠 大批量生产 自主研发 国际先进

（

７

）产品质量控制情况

成都希望食品有限公司已通过

ＩＳＯ９００１－２００８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ＩＳＯ１４００１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和

ＩＳＯ２２０００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严格按照

ＧＢ／Ｔ２０７１１－２００６

熏煮火腿、

ＧＢ／Ｔ２０７１２－２００６

火腿肠、

ＧＢ／Ｔ２３９７０－２００９

卤蛋、

ＧＢ／Ｔ２３４９３－２００９

中式香肠和企业标准

Ｑ／６２１７０２６８－

９－２５－２００９

肉灌肠、

Ｑ／６２１７０２６８－９－１６－２０１０

熏煮猪肋排、

Ｑ／６２１７０２６８－９－１０－２００８

腌腊肉制品进行生产和质量控制， 出厂成品检验合格率

１００％

， 未曾出现过重大质量纠纷和质量事件。

五、 成都枫澜科技有限公司的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

１

）主要产品

枫澜科技主要产品为饲料添加剂中的功能性添加剂， 具体包括酸化剂、 甜味剂、 叶黄素和复合酶制剂等。

（

２

）工艺流程

酸化剂、 甜味剂生产工艺：

叶黄素生产工艺：

复合酶制剂生产工艺：

（

３

）主要经营模式

①

采购模式

枫澜科技采用集中采购和询价采购相结合的采购模式。 集中采购主要针对部分批量大、 用量大的原料， 如叶黄素浸膏； 询价采购主

要针对部分随市场行情价格变化较大的原料， 如糖精钠等。

②

生产模式

枫澜科技采用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 即根据上个月的销量， 以及目前的库存来确定本月的生产量， 在特殊的季节时期， 针对性的做

一些生产储备， 以备突然的销量增加等现象。

③

销售模式与定价模式

枫澜科技的销售模式包括直销和经销商代理销售两种模式。 直销主要是面向国内外较大的饲料集团客户， 直接由枫澜科技完成销售

工作， 实现销售目标； 经销商代理销售主要是针对国内外的其他中小客户， 在主要的地区寻找合适的代理商， 委托其对公司产品进行销

售， 同时为其提供必要的技术服务等支持。 直销和委托销售基本都与客户签署长期的合作合同。

枫澜科技主要采用成本加成法进行定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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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枫澜科技主要产品的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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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黄素

产能 （吨

／

年 ）

１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０ １

，

１００

产量 （吨 ）

１６８ １８４ １５９

销量 （吨 ）

１５１ １８５ １７３

产销率

９０％ １０１％ １０９％

销售收入 （万元 ）

２４４ ２８４ ２７０

销售单价 （元

／

吨 ）

１６

，

１３１ １５

，

３５１ １５

，

６０７

占总收入比重

１５％ １４％ １０％

产品二 科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０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调味剂

产能 （吨

／

年 ）

１

，

８００ １

，

８００ １

，

８００

产量 （吨 ）

３７４ ６９３ ５６９

销量 （吨 ）

３８３ ６３４ ５８７

产销率

１０２％ ９２％ １０３％

销售收入 （万元 ）

４９５ ９２１ ７９４

销售单价 （元

／

吨 ）

１２

，

９２８ １４

，

５２７ １３

，

５２６

占总收入比重

３１％ ４５％ ２９％

产品三 科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０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酶制剂

产能 （吨

／

年 ）

１

，

５００ １

，

５００ １

，

５００

产量 （吨 ）

５７ １０９ ２３７

销量 （吨 ）

５２ １１４ ２３７

产销率

９０％ １０４％ １００％

销售收入 （万元 ）

１４２ ３７１ ７７８

销售单价 （元

／

吨 ）

２７

，

５２６ ３２

，

６９０ ３２

，

８７１

占总收入比重

９％ １８％ ２８％

②

主要产品销售价格变化情况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枫澜科技主要产品销售价格走势如下：

枫澜科技主要产品中叶黄素与调味剂的价格较为稳定， 酶制剂的价格

２００９

年后出现较大下滑， 主要是因为生产工艺的提升导致生

产成本下降所致。

③

主要客户在枫澜科技收入中的占比

报告期内各期枫澜科技向前五名客户的销售收入总额及占当期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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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占当年总收入比例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０

月

４３９ ２７．１１％

２００９

年度

６４３ ２８．５５％

２００８

年度

８１０ ２８．３３％

从以上表中数据可以看出， 枫澜科技的销售较为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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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枫澜科技主要原材料为叶黄素浸膏、 复合酶制剂原酶、 糖精钠和乳酸等； 主要能源为煤和电力。 其中， 叶黄素浸膏、 糖精钠、 乳酸

与夏盛纤维素精酶分别为枫澜科技主要产品叶黄素、 调味剂与酶制剂的主要原材料， 对成本影响较大。 报告期内枫澜科技主要产品的成

本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 万元

产品一 ： 叶黄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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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黄素浸膏

１６３ ７７．８５％ １７８ ８０．９１％ １５７ ８２．２０％

白炭黑

７ ３．３１％ １９ ８．６４％ １６ ８．３８％

乙醇

６．９ ３．３１％ ６．４ ２．９１％ ６ ３．１４％

电

０．９ ０．４４％ ０．８ ０．３７％ １．２ ０．６３％

人工成本

３．１ １．５０％ ３．６ １．６１％ ３．７ ２．０２％

其他

２８．４ １３．６０％ １２．２ ５．５５％ ７．１ ３．７２％

合计

２０８．８ １００．００％ ２２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９１．０ １００．００％

单位： 万元

产品二 ： 调味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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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精钠

７９ ２５．２６％ ２０９ ３６．９９％ ２４５ ４６．５８％

乳 酸

５５ １７．６２％ ９１ １６．１１％ ９２ １７．４９％

柠檬酸

３１ ９．９８％ ５１ ９．０３％ ７１ １３．５０％

电

１．０ ０．３３％ ０．８ ０．１４％ １．２ ０．２３％

人工成本

１．９ ０．６０％ ３．１ ０．５４％ ２．５ ０．３６％

其他

１４４．５ ４６．２３％ ２１０．１ ３７．１９％ １１４．２ ２１．７２％

合计

３１２．６ １００．００％ ５６５．０ １００．００％ ５２６．０ １００．００％

单位： 万元

产品三 ： 酶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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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盛纤维素精酶

８８ ７７．４３％ ２２６ ８３．４９％ ４９５ ８３．３６％

源康宝

７．７ ６．７７％ １７．８ ６．５９％ ３９．９ ６．７３％

电

０．４ ０．３６％ ０．８ ０．３０％ １．２ ０．２０％

人工成本

０．３ ０．２８％ ０．６ ０．２１％ １．４ ０．２３％

其他

１７．２ １５．１５％ ２５．４ ９．４１％ ５６．３ ９．４８％

合计

１１３．５ １００．００％ ２７０．３ １００．００％ ５９３．４ １００．００％

②

主要原材料采购价格变化情况

枫澜科技的主要原料中， 叶黄素浸膏由于在

２００８

年价格较低， 枫澜科技于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４

月、

６

月分别进行了大批量的集中采购，

后续没有再继续采购；

时间 采购均价 （元

／

吨 ）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５１９０３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７９４３２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６４３４９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枫澜科技其它主要原料采购价格走势如下：

从上图可以看出， 乳酸与夏盛纤维素精酶价格变化较小， 但糖精钠价格波动较大。

③

向主要供应商采购情况

报告期内各期枫澜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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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

１－１０

月

２５１ ４３．６９％

２００９

年度

６９０ ６７．７０％

２００８

年度

１

，

４０６ ８６．６０％

报告期内各期枫澜科技向前五名供应商采购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０

月 采购金额 （万元 ） 占当年采购总额比例

１

宁夏夏盛实业集团饲料原料经营部

９７ １６．８８％

２

天津市硕泰高科技有限公司

６１ １０．６６％

３

河南金丹乳酸科技有限公司

４１ ７．１２％

４

重庆建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３５ ６．１％

５

安徽众维化轻有限公司

１７ ２．９４％

合计

２５１ ４３．６９％

序号

２００９

年度 采购金额 （万元 ） 占当年采购总额比例

１

宁夏夏盛实业集团饲料原料经营部

３０２ ２９．６０％

２

天津市硕泰高科技有限公司

２１８ ２１．４０％

３

深圳光华伟业实业有限公司

６７ ６．６０％

４

重庆建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５３ ５．２０％

５

成都中策实业有限公司

５０ ４．９０％

合计

６９０ ６７．７０％

序号

２００８

年度 采购金额 （万元 ） 占当年采购总额比例

１

宁夏夏盛实业集团饲料原料经营部

６０８ ３７．４０％

２

曲靖博浩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４７６ ２９．３０％

３

天津三千集团有限公司

１４８ ９．１０％

４

深圳光华伟业实业有限公司

９２ ５．７０％

５

成都中邦化工有限公司

８２ ５．１０％

合计

１

，

４０６ ８６．６０％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 枫澜科技的原料采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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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枫澜科技生产的调味剂、 饲料级叶黄素、 饲用酸化剂等产品的生产技术目前均处于大批量生产阶段， 生产质量稳定， 产品性价比

高， 在实际应用中效果明显。 枫澜科技目前共有

２

项核心专利技术， 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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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万寿菊浸膏制备叶黄素晶体的方法 饲用叶黄素 大批量生产 自主研发 国内先进

２

饲用酸化剂的生产 酸化剂 、 液体酸化剂 大批量生产 自主研发 国内先进

（

７

）产品质量控制情况

枫澜科技通过了

ＩＳＯ９００１

：

２００８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和欧盟

ＦＡＭＩ－ＱＳ５．０

版认证质量认证， 生产过程中严格按照国家标准执行， 并在

相应国家标准的基础上建立公司的质量标准， 目前有公司自有产品标准

１１

个， 且参与起草了国家标准 《饲料级叶黄素》 的工作， 目前

所经营的产品均有相应的质量标准进行控制。 枫澜科技在产品标准和质量控制体系的管理下， 产品质量稳定， 没有出现过质量问题， 也

未曾出现过重大质量纠纷和质量事件。

第六章 拟注入资产评估及作价情况

一、 拟注入资产评估方法及评估结果

根据中联评估出具的中联评报字 ［

２０１０

］第

１１２５

号、 中联评报字 ［

２０１０

］第

１１２６

号、 中联评报字 ［

２０１０

］ 第

１１２７

号、 中联评报字

［

２０１０

］第

１１２８

号评估报告， 本次交易拟注入资产将采取成本法、 收益法两种方法评估， 最终选取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定价依据， 主要

原因如下：

本次交易拟注入资产为农牧行业龙头企业， 经过多年的发展与沉淀， 饲料生产能力已居全国第一， 并且形成了涵盖饲料生产、 畜禽

养殖、 屠宰及肉制品加工三大类业务的产业一体化经营格局， 同时在研发、 人才、 文化等各方面具备明显的优势。 资产基础法仅能反映

企业资产的自身价值， 而不能全面、 合理的体现企业的整体价值， 也无法涵盖诸如客户资源、 商誉、 人力资源等无形资产的价值。 收益

法相对于资产基础法而言， 更能够全面反映拟注入资产的整体价值。

本次拟注入资产属于轻资产的农牧行业， 六和集团及六和股份近年来主要通过 “合资合作、 租赁经营、 统一管理、 片区运作” 的轻

资产运作模式实现了业务规模的快速扩张， 资产账面值较低， 采用成本法无法全面反映相关资产的整体盈利能力。

（一）收益法评估结果

本次收益法评估结果及增值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 万元

标的公司 账面值 评估价值 评估增值 评估增值率

六和集团

２１９

，

９８５．７３ ５２６

，

５６１．１３ ３０６

，

５７５．４０ １３９．３６％

六和股份

１４４

，

８１５．１６ ４００

，

２１９．３２ ２５５

，

４０４．１６ １７６．３７％

新希望农牧

８６

，

５１１．４３ １５１

，

７８８．９５ ６５

，

２７７．５２ ７５．４６％

枫澜科技

１

，

１４６．４７ ６

，

７６１．８２ ５

，

６１５．３５ ４８９．８０％

注： 上表中， 账面值为各标的公司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二）成本法评估结果

六和集团成本法评估结果如下：

单位： 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流动资产

２３６

，

２９５．１８ ２３６

，

９１８．４８ ６２３．３０ ０．２６

非流动资产

１１０

，

４７３．００ ２７８

，

４２４．６３ １６７

，

９５１．６３ １５２．０３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４

，

７５２．００ ３

，

７８１．８０ －９７０．２０ －２０．４２

持有至到期投资

－ － －

长期应收款

－ － －

其中 ： 长期股权投资

９５

，

１０４．９８ ２５８

，

０３６．３０ １６２

，

９３１．３２ １７１．３２

投资性房地产

－ － －

固定资产

７

，

０７２．７３ １０

，

１９６．４０ ３

，

１２３．６７ ４４．１６

其中 ： 建 筑 物

３

，

８６９．３２ ６

，

２３８．２０ ２

，

３６８．８８ ６１．２２

设 备

３

，

２０３．４１ ３

，

９５８．２０ ７５４．７９ ２３．５６

土 地

－ － －

在建工程

３０．９８ ３０．９８ － －

工程物资

－ － －

固定资产清理

－ － －

生产性生物资产

１

，

２５１．９９ １

，

３０７．０９ ５５．０９ ４．４０

油气资产

－ － －

无形资产

１

，

４５３．９２ ４

，

３０５．０８ ２

，

８５１．１５ １９６．１０

其中 ： 土地使用权

８５０．６４ ３

，

６２８．１３ ２

，

７７７．４９ ３２６．５２

开发支出

－ － －

商誉

－ － －

长期待摊费用

１２９．３５ ８９．９４ －３９．４０ －３０．４６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６７７．０４ ６７７．０４ － －

其他非流动资产

－ － －

资产总计

３４６

，

７６８．１８ ５１５

，

３４３．１０ １６８

，

５７４．９３ ４８．６１

流动负债

２６３

，

０３３．２９ ２６２

，

８９５．５５ －１３７．７４ －０．０５

非流动负债

２

，

７４７．２８ ２

，

７４７．２８ － －

负债总计

２６５

，

７８０．５７ ２６５

，

６４２．８３ －１３７．７４ －０．０５

净 资 产 （所有者权益 ）

８０

，

９８７．６１ ２４９

，

７００．２７ １６８

，

７１２．６７ ２０８．３２

六和股份成本法评估结果如下：

单位： 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流动资产

１３７

，

６６３．９６ １３９

，

３６５．９６ １

，

７０２．００ １．２４

非流动资产

１０７

，

１６７．０７ ２３１

，

１９５．３８ １２４

，

０２８．３０ １１５．７３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持有至到期投资

－ － －

长期应收款

－ － －

其中 ： 长期股权投资

５７

，

３８１．２１ １６６

，

３７０．４５ １０８

，

９８９．２３ １８９．９４

投资性房地产

－ － －

固定资产

３５

，

２０９．８２ ４４

，

１８１．７６ ８

，

９７１．９４ ２５．４８

其中 ： 建 筑 物

２０

，

５５１．６１ ２７

，

７８１．４４ ７

，

２２９．８３ ３５．１８

设 备

１４

，

６５８．２１ １６

，

４００．３２ １

，

７４２．１１ １１．８８

土 地

－ － －

在建工程

２

，

７３５．０３ ２

，

６５６．２６ －７８．７７ －２．８８

工程物资

－ － －

固定资产清理

－ － －

生产性生物资产

２

，

５０８．５９ ２

，

６８１．８１ １７３．２２ ６．９１

油气资产

－ － －

无形资产

８

，

５３９．３６ １４

，

５７９．５８ ６

，

０４０．２３ ７０．７３

其中 ： 土地使用权

８

，

５２６．９８ １４

，

５６６．２５ ６

，

０３９．２７ ７０．８３

开发支出

－ － －

商誉

－ － －

长期待摊费用

５９６．２１ ５２８．６７ －６７．５４ －１１．３３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１９６．８４ １９６．８４ － －

其他非流动资产

－ － －

资产总计

２４４

，

８３１．０３ ３７０

，

５６１．３４ １２５

，

７３０．３１ ５１．３５

流动负债

２１１

，

９９１．５９ ２１１

，

７６７．３４ －２２４．２５ －０．１１

非流动负债

２

，

２０８．７５ ２

，

２０８．７５ － －

负债总计

２１４

，

２００．３４ ２１３

，

９７６．０９ －２２４．２５ －０．１０

净 资 产 （所有者权益 ）

３０

，

６３０．６９ １５６

，

５８５．２５ １２５

，

９５４．５６ ４１１．２０

新希望农牧成本法评估结果如下：

单位： 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流动资产

４１

，

７０７．０８ ４１

，

７１０．２６ ３．１８ ０．０１

非流动资产

１０４

，

０１２．００ ９４

，

６１５．５９ －９

，

３９６．４１ －９．０３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持有至到期投资

－ － －

长期应收款

－ － －

其中 ： 长期股权投资

１０３

，

９３０．１４ ９４

，

５０１．５９ －９

，

４２８．５５ －９．０７

投资性房地产

－ － －

固定资产

２４．６３ ３７．０３ １２．４０ ５０．３５

其中 ： 建 筑 物

－ － －

设 备

２４．６３ ３７．０３ １２．４０ ５０．３５

土 地

－ － －

在建工程

－ － －

工程物资

－ － －

固定资产清理

－ － －

生产性生物资产

－ － －

油气资产

－ － －

无形资产

５４．４６ ７４．２０ １９．７４ ３６．２５

其中 ： 土地使用权

－ － －

开发支出

－ － －

商誉

－ － －

长期待摊费用

－ － －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２．７７ ２．７７ － －

其他非流动资产

－ － －

资产总计

１４５

，

７１９．０８ １３６

，

３２５．８５ －９

，

３９３．２３ －６．４５

流动负债

６１

，

１７４．８２ ６１

，

１７４．８２ － －

非流动负债

－ － －

负债总计

６１

，

１７４．８２ ６１

，

１７４．８２ － －

净资产 （所有者权益 ）

８４

，

５４４．２６ ７５

，

１５１．０３ －９

，

３９３．２３ －１１．１１

枫澜科技成本法评估结果如下：

单位： 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流动资产

１

，

５９６．０９ １

，

６０９．６２ １３．５３ ０．８５

非流动资产

２５．９１ ３５．１３ ９．２２ ３５．５８

其中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２３．９０ ３３．１２ ９．２２ ３８．５８

在建工程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２．０１ ２．０１ － －

其他非流动资产

资产总计

１

，

６２２．００ １

，

６４４．７５ ２２．７５ １．４０

流动负债

４７５．５３ ４７５．５３ － －

非流动负债

－ － －

负债合计

４７５．５３ ４７５．５３ － －

净资产 （所有者权益 ）

１

，

１４６．４７ １

，

１６９．２２ ２２．７５ １．９８

二、 收益法评估方法的具体说明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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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评估思路

根据本次尽职调查情况以及评估对象的资产构成和主营业务特点， 本次评估的基本评估思路是：

１

、 对纳入报表范围的资产和主营业务， 按照最近几年的历史经营状况的变化趋势和业务类型等分别估算预期收益 （净现金流量），

并折现得到经营性资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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