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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报告 

 
冰鲜黄鸡领军者，农业稀缺成长股 
 
 公司简介：冰鲜黄鸡消费龙头，业绩无惧周期波动 

公司产品涵盖黄羽鸡活禽及其冰鲜产品，2020 年冰鲜销量 6.39 万吨，
同比增近 40%，收入占比 72.5%。目前，公司冰鲜禽肉品牌营销模式
成熟；此外，公司还积极外延猪肉与鸡蛋，欲打造未来国内高端蛋白
食品供应商。 

 行业内核：禽链核心在消费，黄鸡消费看冰鲜 

首先，我们认为禽链的盈利中心在食品消费端，逻辑如下：1）禽规模
养殖程度高，而且饲料转化率高，因此养殖难有超额收益，难出成长
股；2）禽肉食品消费还处于品牌空白，依附低成本的原材料，食品消
费未来大有可为。其次，黄羽鸡消费在冰鲜产品，逻辑如下：1）国内
黄鸡消费的冰鲜占比低，长期有五倍以上成长空间；2）未来在限制活
禽交易的政策推动和消费升级等因素驱动下，我国冰鲜黄鸡市场规模
的上涨动力将更为充足，行业迎来黄金发展期；3）冰鲜鸡具备消费品
属性，价格弱周期性，毛利率显著高于活禽，随着品牌优势的积累，
品牌溢价也有望为公司持续带来可观收益。 

 公司优势：渠道+物流+全产业链经营持续拓宽公司核心护城河 

我们认为公司在冰鲜黄鸡行业的护城河深厚，短期内难以被逾越。首
先，公司在商超渠道通过优先占据下游客户资源、形成成熟营销体系、
掌握消费者偏好形成明显的领先优势，未来仍将通过单店增长+门店扩
张持续获得业绩高增。其次，公司已在 20 个省市构建了 24 小时冷链
配送圈，未来还将通过渠道下沉和销售半径扩大持续扩大规模，有望
成为全国性的冰鲜鸡龙头。最后，公司是业内少有的拥有完整的“从
农场到餐桌”一体化经营的企业，并通过“商品二维码”实现冰鲜产
品全程可追溯，能有效保证食品安全，大幅提振消费者信心。 

 风险提示：突发大规模不可控疫病；募投项目投产进度不及预期。 

 给予“买入”评级 

我们预计公司 2021-2023 年 EPS 分别为 2.16/3.01/4.25 元，2021 年 3

月 17 日收盘价对应 PE 分别 25.2/18.1/12.8 倍。 
   

盈利预测和财务指标  
 2020 2021E 2022E 2023E 

营业收入(百万元) 2,190 2,699 3,286 3,954 

(+/-%) 16.6% 23.3% 21.7% 20.3% 

净利润(百万元) 174 220 306 433 

(+/-%) -23.2% 26.1% 39.3% 41.5% 

摊薄每股收益(元) 1.71 2.16 3.01 4.25 

EBIT Margin 8.1% 9.1% 10.3% 11.9% 

净资产收益率(ROE) 10.9% 12.1% 14.7% 17.8% 

市盈率(PE) 31.7 25.2 18.1 12.8 

EV/EBITDA 24.8  18.7  14.1  10.7  

市净率(PB) 3.45  3.05  2.65  2.27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预测                   注：摊薄每股收益按最新总股本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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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摘要 

估值与投资建议 

我们认为湘佳股份是农牧行业成长股，主要原因在于：短期，公司作为冰鲜黄

鸡行业的领军者，凭借渠道、物流、全产业经营等优势，将充分受益冰鲜鸡行

业扩容，再加上募投项目投产后产能大幅扩张，冰鲜禽产品业绩增长的确定性

极强；长期，公司管理层优势显著，以成为中国的高端动物蛋白消费供应商为

愿景，重视食品安全与质量，并通过布局禽蛋、猪肉食品等新业务，带来进一

步成长储备，未来成长性十足。我们预计公司 2021-2023 年每股收益

2.16/3.01/4.25 元，利润增速分别为 26.1%/39.3%/41.5%，未来一年合理估值区

间 73-74 元，首次覆盖，给于“买入”评级。 

核心假设与逻辑 

第一，冰鲜黄羽鸡行业受益冰鲜上市政策持续扩容，公司作为华中地区冰鲜黄

羽鸡龙头，渠道营销及物流护城河深厚，龙头优势明显，市占率有望持续提升。

此外，IPO 募投项目投产后，公司产能扩张，业绩有望迎来高增长。 

第二，湘佳股份以成为“高端动物蛋白消费供应商”为己任，积极扩建禽蛋及

生猪养殖屠宰加工项目，公司管理层优秀，具备发展多元化业务的能力，有望

打开业绩成长新空间。 

与市场的差异之处 

由于目前禽周期整体下行，市场较少关注禽养殖板块的公司。我们与市场的不

同点在于：我们认为公司是大农业领域的稀缺成长股，而不是周期股。一方面，

湘佳股份虽然发家于禽养殖，但其冰鲜黄羽鸡产品收入近年来稳步提升，2020

占营收比例达 70%以上，冰鲜黄羽鸡具备消费品属性，盈利水平受禽周期影响

较小，且未来有望通过品牌溢价进一步提升盈利水平。另一方面，冰鲜黄羽鸡

行业受益各地冰鲜上市政策进入快速增长期，公司作为冰鲜黄羽鸡的区域型龙

头，是行业扩容的最佳受益者，有望迎来业绩黄金发展期。 

股价变化的催化因素 

第一，公司冰鲜鸡作为核心产品，收入占比持续提升，在禽养殖整体下行的阶

段，公司 2021 年业绩表现有望超预期。 

第二，公司在以冰鲜禽业务为主导的成长过程中，积极布局禽蛋、生猪养殖屠

宰一体化等项目，项目落地后有望为公司储备新的成长点。 

核心假设或逻辑的主要风险 

第一，突发大规模不可控禽流感等重大疫病。 

第二，公司养殖及加工募投项目投产进度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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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值与投资建议 

考虑公司的业务特点，我们采用绝对估值和相对估值两种方法来估算公司的合

理价值区间。 

绝对估值：73.8-74.2 元 

从公司角度考虑，湘佳股份以其在渠道、物流、产品的综合竞争力，将在冰鲜

黄羽鸡市场获得较好的持续市场份额提升。一方面，冰鲜黄羽鸡行业容量持续

扩大，公司的龙头优势明显，充分受益行业增长红利。另一方面，在 IPO 募投

及可转债募投助力下，公司产能持续扩张，业绩有望迎来高增长。同时，公司

向禽蛋及生猪食品业务逐步延伸，将与公司现有的冰鲜鸡业务共享品牌及渠道

优势，带来进一步的成长储备。我们预期公司在 2021-2023 年收入增速达到

18-20%，毛利率因产品结构优化及产能利用率提升而有小幅上升趋势，费用率

保持稳定。 

表 1：公司盈利预测假设条件（%） 

  2018 2019 2020 2021E 2022E 2023E 2024E 2025E 2026E 

营业收入增长率 31.19% 24.02% 16.60% 23.26% 21.74% 20.33% 10.00% 8.00% 6.00% 

毛利率 32.08% 38.03% 27.82% 35.61% 37.90% 39.07% 38.00% 37.70% 38.50% 

管理费用/营业收入 3.18% 4.03% 2.73% 4.40% 4.20% 4.15% 4.30% 4.00% 4.10% 

销售费用/销售收入 19.66% 20.33% 16.63% 21.50% 22.60% 22.30% 20.00% 20.10% 20.20% 

营业税及附加/营业收入 0.23% 0.20% 0.21% 0.50% 0.70% 0.60% 0.36% 0.35% 0.34% 

所得税税率 2.39% 1.36% 4.04% 15.00% 15.30% 15.00% 14.90% 15.00% 15.10% 

股利分配比率 9.69% 4.54% 17.93% 5.00% 10.00% 20.00% 15.00% 13.00% 18.00% 

资料来源：公司数据、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预测 

 

表 2：资本成本假设 

无杠杆 Beta 0.98 Ka 9.26% 

无风险利率 2.50% 有杠杆 Beta 1.04  

股票风险溢价 6.90% Ke 9.64% 

公司股价（元） 54.36 E/(D+E) 93.75% 

发行在外股数（百万） 102  D/(D+E) 6.25% 

股票市值(E，百万元) 5538  WACC 9.32% 

债务总额(D，百万元) 369  永续增长率（10 年后） 2.0% 

Kd 5.30% FCFE 每股价值（元） 74.20 

T 15.00% FCFF 每股价值（元） 73.80 

资料来源：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假设 

根据以上主要假设条件，采用 FCFE 估值方法，得到公司的合理价值区间为

73.8-74.2 元。 

 

绝对估值的敏感性分析 

该绝对估值相对于 WACC 和永续增长率较为敏感，表 3 是公司绝对估值相对此

两因素变化的敏感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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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绝对估值相对折现率和永续增长率的敏感性分析（元） 

 

WACC 变化 

 9.4% 9.5% 9.64% 9.7% 9.8% 

永

续

增

长

率

变

化 

 

2.3% 78.09 76.86 75.66 74.49 73.35 

2.2% 77.41 76.20 75.02 73.87 72.76 

2.1% 76.74 75.55 74.39 73.27 72.17 

2.0% 76.09 74.92 73.79 72.68 71.61 

1.9% 75.45 74.31 73.19 72.11 71.05 

1.8% 74.83 73.71 72.62 71.55 70.52 

1.7% 74.23 73.13 72.06 71.01 69.99 

资料来源：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分析 

相对法估值：73.4-75.6 元 

业绩方面，我们预计公司 2021-2023 年 EPS 分别为 2.16/3.01/4.25 元。估值方

面，选取与公司相近的家禽养殖及速冻食品行业的国内公司做比较，选取公司

主要为： 

1） 温氏股份、立华股份：两家公司均以肉鸡养殖为主业，与公司活禽业务一

致，有一定可比性。 

2） 安井食品、三全食品、海欣食品：三家公司主要业务为速冻食品生产和销

售，其销售渠道与公司冰鲜禽肉的渠道类似。 

采用 PE 法估值：与可比公司相比，考虑到公司成长性，应该享有估值溢价，

逻辑如下：1）公司现有冰鲜黄羽鸡业务的龙头优势显著，在公司产能扩张及行

业扩容的共同助力下，公司未来业绩提升空间大，成长性足；2）公司管理层具

备业务扩展能力，未来公司业务朝禽蛋及猪肉等板块多元化发展的确定性高，

属于成长性与确定性兼顾的标的，应该具备估值溢价。 

综合考虑，我们给公司 2021 年 34-35 倍 PE，对应 2021 年合理价格区间分别

为 73.4-75.6 元。 

 

表 4：湘佳股份同类公司估值比较 

代码 简称 
股价 

（3 月 17 日） 
EPS（元） PE 

主要业务 

2020E 2021E 2022E 2020E 2021E 2022E 

300498 温氏股份 17.36 1.16 2.10 1.54 15.68 8.28 11.25 
生猪、家禽

养殖 

300761 立华股份 40.22 0.63 2.96 3.51 66.51 13.58 11.47 家禽养殖 

603345 安井食品 197.68 2.41 3.24 4.13 81.94 61.09 47.84 速冻食品 

002216 三全食品 22.93 0.90 0.93 1.07 23.76 23.04 20.03 速冻食品 

002702 海欣食品 6.86 0.12 0.22 0.28 57.88 31.95 24.39 速冻食品 

均值             27.59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盈利预测采用万德一致预测） 

 

投资建议 

综合上述几个方面的估值，我们认为公司股票价值在 73-76 元之间，相对于公

司目前股价有 30%-40%溢价空间。我们认为，公司具有稳定的经营能力、持续

的成长性，给予“买入”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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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冰鲜黄鸡区域型龙头，业绩无惧周期波动 

湘佳股份是我国黄羽肉鸡主要生产企业，其黄羽肉鸡出栏量位居华中地区第一

名，是湖南省最大的优质家禽养殖、屠宰、销售全产业链供应商之一。公司以

做国际一流的、健康的、绿色的家禽食品供应商为目标，主要产品涵盖活禽及

鸡鸭肉冰鲜产品，2020 年的收入占比分别为 22.8%及 72.5%。公司从 2007 年

开始探索冰鲜禽肉营销模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冰鲜禽肉商超系统营销模式，

冰鲜产品竞争力持续加强，2020 年公司实现冰鲜产品销量 6.22 万吨，已成为

华中地区最大的冰鲜黄羽鸡产品供应商，是我国冰鲜黄羽肉鸡行业的佼佼者。 

 

图 1：湘佳股份主要产品涵盖活禽产品及冰鲜产品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发展历程：发家于禽养殖，逐步完善以冰鲜鸡为主导的禽产业链布局 

 

湘佳股份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1）初步发展阶段（2003 年）：2003 年 4 月，

公司前身双佳农牧成立，公司创立之初专注于禽养殖业务，采用“公司+农户”

的养殖模式，实现禽养殖规模 700 多万羽；2）快速发展阶段（2004-2008 年）：

在这一阶段公司通过大力发展代养户，持续壮大养殖规模，2008 年实现禽养殖

规模 1500 万羽，同时，公司布局禽屠宰加工及饲料业务，不但新增冰鲜产品，

而且建成年产能达 20 万吨的饲料厂，实现饲料自给自足；3）全产业链经营阶

段（2009 年至今）：公司逐步完备了从种禽养殖到屠宰销售的一体化经营和全

产业链环节，尤其是，公司冰鲜禽肉产品实力不断增强，先后进入湖南、湖北、

重庆、北京、上海、广东等 20 省市，并开拓了电商业务，成为我国冰鲜黄羽鸡

行业的领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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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湘佳股份发展历程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公司治理：管理层产业积淀深厚，公司未来发展看好 

 

公司股权结构较为集中，喻自文及邢卫民为公司创始人及实际控制人，均持有

公司 22.58%的股份，二人合计持有公司 45.16%的股份，并列第一大股东。二

人深耕禽养殖行业近二十年，共同创立湘佳股份后，均在公司管理层担任重要

职位，其中，2012 年 6 月至今，喻自文担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邢卫民担任

公司副董事长。 

 

图 3：湘佳股份股东结构图（截止 2020 年年报）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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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盈利指标表现优异，冰鲜业务稳步提升 

 

营业收入持续增长，近三年净利润水平大幅提升。2020 年公司营业收入达 21.9

亿元，同比增长 16.60%，近五年复合增速为 17%；归母净利润达 1.74 亿元，

较 2019 年减少 23.19%，近三年复合增速为 43%。 

冰鲜业务飞速发展，毛利率水平改善明显。按产品品类来看，冰鲜禽肉业务近

年来逐步发展成为公司的支柱业务，2017-2020 年冰鲜禽肉销量年均复合增速

达 30.77%，其占公司总营收比例也持续增长，2020 占比达 72.5%；活禽业务

的表现较为稳定，销量增长速度较缓，2017-2020 年均复合增速达 3.22%。毛

利率方面，公司整体毛利率水平改善明显，由 2012 年的 19%提升至 2020 年的

28%，主要系冰鲜业务的毛利率水平显著高于活禽业务，2020 年冰鲜业务及活

禽业务毛利率分别为 38.22%及-4.52%，公司盈利水平也随业务重心向冰鲜业

务转移而实现大幅提升。 

 

图 4：公司 2012 年至 2020 营业总收入持续增长  图 5：近三年归母净利润水平大幅提升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图 6：2020 年营业收入构成（按产品分类）  图 7：冰鲜产品收入占比稳步提升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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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整体毛利率水平逐步提升至 35%以上  图 9：冷鲜产品毛利率显著高于活禽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行业情况：潜在市场空间巨大，冰鲜业务大有可为 

禽业：整体周期下行，长期发展有潜力 

禽业产能处于高位，活鸡价格低迷 

从禽业分会监测数据来看，行业自 2019 年以来，产能快速恢复。白羽肉鸡方

面，截止 2021 年 1 月 24 日，祖代鸡存栏（在产+后备）163 万套, 父母代存栏

（在产+后备）2490 万套，祖代与父母代种鸡存栏均处于历史高位，预计短期

内高存栏的趋势将继续保持。黄羽肉鸡方面，截止 2021 年 1 月 24 日，国内祖

代鸡存栏（在产+后备）268 万套，父母代存栏（在产+后备）2407 万套，数据

均处于历史较高水平。据中国饲料工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全国 2020 年全年

蛋禽饲料产量 3351.9 万吨，同比增长 7.5%；肉禽饲料产量 9175.8 万吨，同比

增长 8.4%，均创历史新高，从侧面也反映出禽产业产能处于高位。我们判断，

白羽鸡与黄羽鸡供给能力充足，面临产能过剩的风险，未来整体禽业周期下行，

2021-2022 年有望企稳。 

 

图 10：白羽鸡与黄羽鸡价格较为低迷（元/公斤）  图 11：全国种鸡存栏量处于历史高位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禽业分会、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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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羽鸡以家庭消费为主，市场正由南方地区向北延伸 

我国肉鸡主要包括黄羽肉鸡和白羽肉鸡两大类。白羽肉鸡属于快大型肉鸡，与

黄羽肉鸡相比，其特点是生长速度快、料肉比较低、产肉量多，适合工业规模

化生产，但是口感欠佳。而黄羽肉鸡具有体重较小、生长周期长、抗病能力强、

肉质鲜美等特点，体型外貌符合我国消费者的喜好及消费习惯，比较适合活鸡

销售，特别适用于中式烹饪，目标客户主要是家庭消费、企事业单位食堂和酒

店。 

黄羽肉鸡生产加工代表企业主要集中在南方，代表企业有温氏股份、立华股份、

湘佳牧业等，此前受限于物流及渠道等因素，黄羽肉鸡的消费市场也主要集中

在我国南方和港澳地区，但随着电商、物流行业的快速发展，目前其市场向北

延伸和扩展的势头已有所显现。 

 

 

图 12：我国黄羽鸡出栏量及白羽鸡出栏量统计  图 13：我国各类鸡肉占比中（%），黄羽鸡占 30%以上 

 

 

 

资料来源：禽业分会、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禽业分会、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表 5：黄羽肉鸡与白羽肉鸡对比 

 
黄羽肉鸡 白羽肉鸡 

品种来源 
由我国优良的地方品种杂交培育而成的优质

肉鸡品类，国产率近 100% 
全部为进口品种 

品种特性 

体重较小、生长周期长、抗病能力强、肉质

鲜美，体型外貌符合我国消费者的喜好及消

费习惯，比较适合活鸡销售，特别适用于中

式烹饪 

生长速度快、料肉比较低、产肉量多，适合

工业规模化生产，但是口感欠佳 

流通形式 主要在农贸市场以活鸡形式流通 
主要经屠宰分割为鸡胸肉、鸡腿肉和鸡翅等

形式冷冻销售 

目标客户 家庭消费、企事业单位食堂和酒店 肯德基、麦当劳等快餐消费及分割产品出口 

资料来源：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我国人均鸡肉消费量低，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我国鸡肉消费总量排名世界第二，但人均消费量相比其它鸡肉消费大国仍有较

大差距，中国人均鸡肉消费量每年仅 10 公斤左右，而与大陆居民饮食结构最接

近的台湾地区的人均鸡肉消费量已达 28 公斤左右，美国、巴西人均鸡肉消费量

超过每年 40 公斤，预计我国未来鸡肉市场有较大增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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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2019 年各国鸡肉消费量占比（%）  图 15：2019 年各国鸡肉生产量占比（%） 

 

 

 

资料来源：USDA、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USDA、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图 16：禽肉消费量在我国肉类消费中排名第二  图 17：2019 年各国鸡肉人均消费量（公斤）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冰鲜黄鸡：快速成长中的优质赛道 

潜在规模大，竞争格局优 

黄鸡冰鲜品类的消费占比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冰鲜业务正处于发展快车道。据

中国禽业发展报告（2014）统计，我国的黄羽肉鸡以活禽交易为主，占比达 85%，

而冰鲜品类的消费占比低，仅 5%左右。近几年，冰鲜黄鸡市场快速发展，据

Sullivan 测算，2019 年冰鲜黄鸡市场规模达 139 亿元，同比增速达 45%。预计

未来在限制活禽交易的政策推动、冷链物流发展、生鲜渠道由农贸向商超迁移、

消费升级等众多因素的影响下，我国冰鲜黄鸡市场规模的上涨动力将更为充足，

行业迎来黄金发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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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我国冰鲜禽消费占比约 5%  图 19：我国冰鲜黄鸡市场规模保持高速增长 

 

 

 

资料来源：中国禽业发展报告（2014）、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Sullivan、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我国冰鲜黄羽鸡市场空间远期有望达 731 亿元，潜在规模巨大。目前香港地区

的冰鲜消费占比已达到禽肉消费占比的 90%以上，但由于我国城镇化率水平约

60%，广阔的农村市场缺乏消费冰鲜鸡的冷柜、冷链配送等硬件设施，以及群

众对活禽消费的依赖度较高，我们合理预计从长远角度看，我国冰鲜消费有望

达香港市场冰鲜消费占比的 60%，即冰鲜消费占比约 50%。在此基础上，我们

中国冰鲜黄鸡的远期市场规模进行测算，考虑到 2019、2020 年全国商品代黄

羽肉鸡出栏量分别为 49、 44.32 亿羽，合理假设未来黄羽肉鸡出栏量为 50 亿

羽，我们测算得出我国冰鲜黄羽鸡市场远期规模有望达 731 亿元，行业发展潜

力巨大。 

表 6：中国冰鲜黄鸡市场规模测算，远期规模有望达 731 亿元 

 
2018 2019 2020 

远期水平（冰

鲜占 50%） 

全国商品代黄羽肉鸡出栏量（亿羽） 39.63 49 44.32 50 

平均出栏体重（公斤） 1.8 1.8 1.8 1.8 

全净膛率 65% 65% 65% 65% 

全净膛重的产品重量（万吨） 464 573 519 585 

冰鲜品类消费占比 9% 10% 11% 50% 

冰鲜鸡的产品重量（万吨） 41.7 57.3 57.0 292.5 

销售单价（元/公斤） 23 24 25 25 

市场规模（亿元） 96 138 143 731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禽业分会、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及预测 

 

冰鲜鸡行业集中度低，公司作为先行者有望成为全国性布局的行业龙头。我国

冰鲜鸡经营者大多由已有的黄羽鸡养殖企业向下游屠宰加工业务延伸而来。从

我国黄羽鸡养殖行业来看，行业集中度较低，呈现以温氏股份和立华股份两大

头部公司为主的“两超多强”的局面，2019 年全国黄羽鸡 CR10 市占率合计约

45%，出栏量前 2 名的温氏股份与立华股份市占率分别为 24%、7%，出栏量

分别为 10.51 亿羽、3.23 亿羽。相应地，温氏、立华也成为冰鲜鸡行业的主要

参与者，2019 年湘佳股份冰鲜鸡的销量达 4.34 万吨，市占率约 7.6%，位居行

业第二，而温氏股份和立华股份市占率分别达 28.7%、3.3%，分列第一及第三。 

其中，由于温氏股份的黄羽鸡出栏规模较为庞大，在发展禽加工产品上，温氏

主要以餐饮连锁、配餐公司等 B 端订单客户为主，面向 C 端的冰鲜产品业务收

入较少，因此暂不与湘佳股份构成直接竞争关系。而立华股份虽然在 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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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了冰鲜鸡业务的布局，在扬州、合肥、安庆、泰安、安顺、徐州、潍坊、

自贡新成立 8 家冰鲜鸡屠宰加工子公司，但由于起步较晚，2019 年冰鲜产品销

量仅 1.9 万吨，同湘佳股份（4.3 万吨）仍有较大差距。因此，在面向 C 端销

售的冰鲜鸡业务领域，湘佳股份凭借先发优势和深厚的渠道及物流壁垒拥有绝

对的市场领先性。考虑到目前尚未出现全国性的冰鲜鸡企业，且湘佳股份作为

黄羽鸡行业的先行者，正在持续推进冰鲜营销网络的全国性布局，其未来有望

成为冰鲜鸡行业的全国性龙头企业。 

 

图 20：我国黄羽鸡养殖行业格局呈现两超多强局面，

2019 年排名前二的温氏、立华市占率分别为 24%、7% 

 
图 21：湘佳股份的冰鲜禽产量位居行业前列，市占率约 7.6%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政策推动+冷链发展+渠道迁移助力冰鲜黄鸡市场快速发展 

禽流感叠加新冠疫情防控力度加大，多地政府力推禽产品冰鲜上市。2021 年 2

月1日及2月5日农业农村部分别公布了2例H5N8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引起各地高度重视，再加上春节期间新冠疫情防控力度加大，多省多地加强了

活禽市场管理，陆续有城市推出禁售活禽交易政策，我国推进定点屠宰及生鲜

上市的步伐加快，利好我国冰鲜黄羽肉鸡市场的发展。 

 

图 22：我国实施肉禽“冰鲜上市”并限制活禽交易的城市数量 2020 年起迅速增加 

 

资料来源：新牧网、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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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020 年新冠疫情后多地政府推出限制活禽交易政策，2021 年初受禽流感影

响防控进一步加强 

地区 事件 

上海 
2013 年 6 月 16 日，上海公布并施行《上海市活禽交易管理办法》，其中规定本市活禽批发市

场、活禽零售交易点实行规划定点交易，以及中心城区不得设立活禽批发市场。 

浙江 
2014 年 5 月 30 日，浙江省发布《浙江省活禽交易管理办法》，11 个地级市主城区将永久关

闭活禽交易市场，供应杀白禽。 

贵阳 
2017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贵阳市禽类交易管理办法》，其中对本市行政区域内的禽类交易、

屠宰及禽产品经营等相关活动进行了规范，划定了贵阳市禁止活禽交易的区域。 

扬州 

2017 年 11 月 14 日，扬州市政府常务会议原则通过《市区活禽交易屠宰达标提升实施方案》，

方案明确，到今年年底，市区人口密集区域活禽将按照“四隔离、清洁化”标准，在 8 个市

场实行集中定点宰杀，防控疫病在交易、屠宰加工环节传播。 

重庆 

2020 年 1 月 25 日重庆市江津区政府发布《关于在全区范围内暂停活禽交易和宰杀的通告》，

要求我区全面禁止农贸市场、超市、活禽专卖店、餐饮店进行野生动物交易、活禽交易及宰

杀行为。 

太仓 
2020 年 4 月 13 日，太仓市发布《太仓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和规范活禽交易的通告》，明确活

禽交易范围，加强市场外活禽交易经营行为监管和强化疫情防控和禽流感监测等。 

深圳 

为有效遏制市场内活禽交易的违规行为，进一步加大对活禽交易行为的整治力度，坚决消除

活禽相关疫病传播隐患，有效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深圳市市场监管局于 2020

年 12 月 30 日至 2021 年 2 月 10 日期间每周开展一次拂晓突击检查行动。 

蚌埠 
2021 年 1 月 29 日开始试行《蚌埠市区禽类交易管理办法》，规定本市活禽交易限制区，限制

区内禽类交易实行集中屠宰、冷链配送、冰鲜上市。 

济南 

2021 年 2 月 1 日开始施行《济南市活禽交易管理办法》，规定在本市绕城高速公路环线以内

的区域禁止从事活禽交易行为，农业农村部门应当对活禽交易场所是否符合动物防疫条件进

行监督检查。 

福州 
2021 年 2 月 8 日，福州市政府出台《福州市活禽定点屠宰管理实施方案》，将逐步关闭全市

活禽交易，到 2025 年底前，全市活禽规模化集中屠宰加工比例将达到 85%以上。 

资料来源：各级政府官网、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近几年冷链物流等基础设施迅速发展，冰鲜禽产品的销售半径有望进一步扩大。

按照国家食品卫生监管标准，冰鲜产品在生产、储存、运输、销售等各个环节

中需采用冷链温控保证食材品质。目前，相比英美韩等其他发达国家，我国人

均冷库容量水平较低，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近几年我国冷库容量及冷链车保

有量增速明显，我国冷链物流系统的进一步完善为冰鲜禽产品扩大销售半径提

供了技术基础。 

 

图 23：我国冷库容量快速增长  图 24：我国冷链运输车保有量迅速增加 

 

 

 

资料来源：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生鲜消费渠道由农贸向商超迁移，冰鲜鸡消费受益超市及电商渠道拓宽。活禽

消费主要以农贸市场渠道为主，冰鲜鸡消费则以超市及生鲜电商渠道为主。据

Euromonitor 统计，我国生鲜消费渠道正逐步由农贸市场向超市/大卖场及电商

迁移，农贸市场占比由 2013 年的 52.3%持续下降到 2018 年的 45.4%，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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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市及电商占比持续增长，2018 年占比分别达 40%及 5.1%。我们预计未来在

生鲜品类消费中，超市渠道及电商渠道有望持续壮大，一方面，“农改超”政策

持续推进，尤其是 2020 年新冠疫情爆发后，多地政府进一步加强对农贸市场

的管理，完善生鲜超市和农贸市场布局，继续推进“农改超”工作；另一方面，

生鲜电商市场在疫情期间也因其便利性与无接触配送的安全性得到快速发展，

渗透率加速提升，对消费者的生鲜消费习惯影响深远。超市及电商渠道的持续

拓宽也将为冰鲜鸡的销售提供优质土壤。 

图 25：我国生鲜消费渠道由农贸向商超及生鲜电商迁移  图 26：我国生鲜电商市场规模快速发展 

 

 

 

资料来源：Euromonitor、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艾瑞咨询、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表 8：“农改超”政策在新冠疫情防控力度加大后加速推进 

地区 事件 

武汉 
2005 年，武汉武汉市商业局要求各区“大力发展生鲜食品超市，推进农产品市场改造升级”，

以此全面启动该市“农改超”工程，并且市财政拿出 5000 万元补贴“农改超”，以稳定菜价。 

杭州 

2008 年，杭州市政府通过“农改超”、“农加超”等模式，安排 1000 万元专项资金，用三年

时间逐步完成市区和部分中心镇、中心村农贸市场的改造提升工作，努力为广大市民营造舒

适、放心、安全的“菜篮子”消费环境。 

福州 

2014 年发布《福州市推进菜市场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计划三年内完成菜市场（含农贸市

场、生鲜超市，下同）建设、改造，新社区以新建生鲜超市为主，老社区以改造提升、完善

配套为主，逐步建立以标准化菜市场为主要载体的生鲜零售网络体系。 

重庆 
2020 年新冠疫情爆发后，重庆市政府 3 月常务会议提出要加强农贸市场、水产品市场环境整

治，推进主城区“农改超”。 

厦门 

2021 年 2 月，厦门市出台《厦门市农贸市场改造提升工作三年实施方案》，力争用 2-3 年时

间，将厦门八市在内的 46 个农贸市场进行改造提升，使全市农贸市场成为“食品安全卫生、

环境清洁有序、市场管理精细、商户经营文明”的百姓放心市场。 

海口 
2021 年 2 月，海口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推动“菜篮子”公益性批发市场三期建设，完善生

鲜超市和农贸市场布局，继续推进“农改超”工作，加密平价菜销售网点。 

资料来源：各级政府官网、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冰鲜鸡具备消费品属性，品牌溢价有望带来可观收益 

冰鲜鸡价格具备弱周期性，毛利率显著高于活禽。活禽产品由于散户养殖者较

多，价格受供需影响较大，存在周期性，价格起伏波动的范围较大，在周期下

行阶段活禽经营者的利润也承压。冰鲜产品方面，销售渠道以商超门店为主，

需求在短期内相对稳定，并且因为超市对备案价格制度的管控，不允许供应商

随意调整价格，使得公司冰鲜价格在活禽价格短期变动时能够保持相对稳定。

从湘佳股份的经营数据来看，公司活禽产品毛利率和市场活鸡平均价的关联性

较强，而冰鲜产品毛利率却和市场活鸡平均价关联性较弱，冰鲜产品价格亦在

2013 年及 2017 年的活禽价格低迷期实现逆市上扬。此外，冰鲜产品由于品牌

溢价等效应，利润较活禽产品更为可观，毛利率显著高于活禽，以湘佳股份为

例，其冷鲜产品毛利率最高可达 52%，而活禽产品毛利率最高时仅为 21%。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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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湘佳股份的冷鲜产品价格呈波动性上涨态势，预计未来随着高端产品的占

比提升及品牌知名度的打开，价格有望继续上涨。 

图 27：湘佳冷鲜业务盈利水平基本不受活鸡市场周期变

动影响 

 图 28：湘佳冰鲜禽产品价格增速在 2013 年及 2017 年实现

逆市上扬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图 29：湘佳股份冰鲜禽产品价格波动性上升，预计品牌溢价效应有望进一步加强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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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湘佳通过盒马鲜生销售的冰鲜禽产品品类多元，溢价空间大 

品名 重量 单价（元/公斤） 

湘佳冰鲜红烧鲜鸡块 600g 39.7 

湘佳冰鲜麻鸭 500g 47.6 

湘佳冰鲜青脚鸡(半只） 500g 47.6 

湘佳冰鲜鸡杂 400g 57.3 

湘佳冰鲜丝乌鸡（半鸡） 500g 59.6 

湘佳冰鲜黄油母鸡 500g 73.8 

【火锅】湘佳鸭三鲜 300g 109.7 

湘佳冰鲜散养石门土鸡 500g 119.6 

湘佳老水鸭整只盒装 900g 131.1 

资料来源：盒马鲜生 APP、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渠道+物流+全产业链经营持续拓宽公司核心护城河 

商超渠道布局先发优势明显，单店增长+门店扩张将持续贡献业绩增速 

十余年耕耘，铸就深厚商超渠道壁垒。由于冰鲜禽肉产品需要在冰柜里存放以

保证食品新鲜度，因此超市是冰鲜禽肉产品最重要的销售渠道，公司从 2007 年

开始探索冰鲜禽肉营销模式，通过多年努力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冰鲜禽肉商

超系统营销模式，积累了屠宰加工、冷链物流、冰鲜自营、电商直营等多环节

丰富的运营经验，巩固了黄羽肉鸡冰鲜禽肉领域内的行业龙头地位。从湘佳股

份的经营数据来看，2017-2019 年超市渠道收入占比达公司冰鲜产品收入 85%

以上，因此商超渠道壁垒的建立对于公司而言至关重要。 

 

图 30：超市渠道收入占比达公司冰鲜产品收入 85%以上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我们认为公司在商超渠道的先发优势主要在于三个方面，1）优先占据下游客户

资源：公司是国内较早开始冰鲜禽肉经营的企业，经过多年的经营，与众多超

市客户间已经形成了稳定、良好的合作关系，如永辉超市、家乐福、欧尚、大

润发、沃尔玛、华润万家、中百仓储等大型超市集团以及盒马鲜生、7FRESH、

叮咚买菜、福建朴朴等新零售行业巨头，考虑到公司作为冰鲜黄羽鸡领军者，

产品质量和品牌已得到固有客户的认可，后来者再入局的困难度要更高，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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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凭借先发优势积累了较为深厚的商超渠道壁垒；2）优先形成成熟营销体系：

由于当前冰鲜鸡的市场渗透率仍较低，消费者仍需要经过市场教育从而实现活

禽消费到冰鲜鸡消费的转变，因而成熟的营销体系对于冰鲜鸡经营者不可或缺，

湘佳一直致力于完善营销体系，通过在各大超市建立冰鲜自营柜台，并配备 1

名以上营销人员在各超市门店，在终端和消费者实现面对面沟通，同时建立了

以销售收入、利润率为主要考核指标的商超系统销售人员考核体系，充分发挥

了销售人员的主观能动性，截止 2020 年底公司已经拥有销售人员 4584 人，同

比增长 25%，占员工总人数 67.4%，我们认为成熟营销体系需要长时间的积淀

与打磨，公司的营销优势短期内难以被同行逾越；3）优先掌握消费者偏好：黄

羽鸡品种众多，全国各地对于鸡肉消费的大小、及口感偏好也各不相同，湘佳

股份通过长期经营积累了大量消费数据，能较好地把握各地对黄羽鸡产品及口

味偏好，从而针对不同区域的消费者实行差异化产品销售策略，并在此基础上

加强产品品质，做好品牌推广，相较于其他竞争者后续新店开拓的成功率也因

此更高。 

单店增长+门店扩张将持续贡献业绩增速。一方面，公司冰鲜产品进驻超市的门

店数量稳步扩张，从 2012 年的 399 家增长至 2019 年的 2733 家，年复合增速达

31.6%，展现出公司强大的渠道扩张能力。另一方面，近年来公司单店盈利情况

改善明显，2019 年超市门店的单店年收入达 36.7 万元，同比增长 16%。我们认

为公司已形成成熟的单店经营模式，未来复制推广成功的可能性较大，公司业

绩将在门店数量增加，以及单店盈利提升的双重作用下获得持续的高增长。 

此外，除商超系统外，公司设立了子公司湘佳电商，主要向电商、团购大客户

和新兴线上销售平台销售冰鲜产品，对商超销售渠道进行补充和完善，凭借在

商超渠道形成的广泛的品牌影响力，我们预计公司在新兴渠道的开拓也有望顺

利推进。 

图 31：湘佳冰鲜产品进驻的超市门店数量持续增加  图 32：近三年超市渠道的单店销售收入持续改善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24 小时冷链配送圈持续优化，“渠道下沉+销售半径扩大”助力规模扩张 

强大的冷链配送体系短期内难以被超越。冷链物流配送体系是进入冰鲜行业的

主要壁垒之一，决定着产品的销售半径。公司冰鲜禽肉产品销售网络现已覆盖

北京、上海、湖南、广东、重庆、江苏、福建、陕西等 22 个省市区，形成了从

上海到成都的长江沿线大中城市的冷链物流配送体系，以及京珠高速大动脉沿

线的冰鲜网络布局，同时，公司通过子公司山东泰淼食品有限公司加大山东产

业基地的建设，未来将形成南北呼应的两个配送中心，对北方市场的配送时效、

网点的下沉以及品类的丰富起到一个重要的作用。我们认为，当前我国的冷链

399
680

863

1243

1693

2057

2394

2733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进驻超市门店数量（家） 同比增速

32.8 31.8
28.2

31.5

36.7

-15%

-10%

-5%

0%

5%

10%

15%

20%

0.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超市门店单店收入情况 同比增速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全球视野  本土智慧 

 

Page  21 

物流资源有限，且企业自建物流体系需要大量人力物力，难度较大，虽然湘佳

的冷链物流均由第三方完成，但业务线路、物流过程（包括 GPS、温控等）受

公司控制，不允许运输第三方公司的产品，具有排他性。公司强大的冷链物流

配送体系短期内难以被逾越，同时公司也持续优化配送时效并扩大配送半径，

目前公司对已覆盖的 20 个省市可实现 24 小时的冷链配送到达，今后随着山东

公司产业链的逐渐完善，公司的运输半径将会下降到 12 小时达，当公司发展到

相当规模后，预计全产业链布局华东、西南，会下降到 6 小时达。 

“渠道下沉+销售半径扩大”助力规模扩张。公司的生产总部坐落于湖南省，考

虑到销售半径的限制，公司冰鲜业务的开拓以湖南为中心逐步向周边地区辐射，

从湖南、湖北向东开发江西、江苏、上海、浙江市场，向西开发重庆、四川市

场，向南开发福建、广东市场，向北开拓北京、山东、河南等地市场。从公司

超市门店在不同地区的分布情况来看，相较于已发展为较成熟市场的湖南省及

华中、华东部分区域，公司在非成熟市场区域（华北、西南）的门店数量及收

入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此外，在成熟地区，公司也计划将冰鲜销售网络向二线

城市下沉，目前在部分省份，如湖南湖北，已经开拓了地县级城市，渠道下沉

有望打开公司成长新空间。 

图 33：公司冰鲜禽肉产品销售网络现已覆盖 22 个省市  图 34：公司门店数量在不同地区的分布占比情况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图 35：湘佳股份加强非成熟市场开发力度，湖南省及华东以外地区市场的冰鲜产品

收入占比保持增长态势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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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产业链布局提升经营稳定性，食品安全有保证 

公司拥有完整的“从农场到餐桌”一体化经营的全产业链优势，得以保证食品

安全。公司持续加大质量控制的检测力度，在生产环节中，公司严控原辅料的

采购质量，通过使用自主研发和生产的饲料喂养家禽，从源头上保证了鸡肉的

品质，并通过向供应商派驻质检员等手段来保证食品安全；在养殖端，通过利

用高效的“公司+基地+农户(或家庭农场)”的生产模式以及“五统一、一分散”

的代养管理模式对代养户严格管理，保证了鸡只的质量；在屠宰加工环节，通

过宰前检疫节点控制、宰中检疫节点控制、宰后检验节点控制、预冷节点控制、

金属探测节点控制，保证冰鲜禽肉产品的品质与安全；在配送端，通过建立冷

链物流配送体系，从设备和工艺上保证冰鲜禽肉产品的营养和品质。 

“全产业链经营+商品二维码”实现冰鲜产品全程可追溯，大幅提振消费者信心。

得益于“种禽-养殖-屠宰-运输”的一体化经营模式，公司实现冰鲜鸡从出生到

养成到加工成为肉制品并运输至终端渠道的全环节把控，真正做到每份冰鲜鸡

产品的来源都可追溯，成为大众信赖的“放心鸡”。同时，在销售端，公司通过

产品二维码的形式与消费者加强互联，在上海、杭州等地区超市销售的冰鲜鸡

只带有二维码的脚环，通过扫描二维码，消费者可以知道产品的生产日期、代

养户信息、品种名称、保质期、发货时间等信息，该二维码的设计有助于提升

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认可度、信任度及对品牌的好感度，食品安全追溯制度的

建立对促进公司产品销售大有裨益。 

未来发展：“高端蛋白消费供应商”前景看好 

现有业务：IPO 及可转债募投助力，规模扩张与成本下降并行 

IPO 及可转债募投项目补足资金，助推公司养殖与屠宰规模扩张。公司 IPO 募

投拟分别投资 2.7 亿元及 1.36 亿元资金建设 1250 万羽优质鸡标准化养殖基地

建设项目及年屠宰 3000 万羽优质鸡加工厂项目（一期），将为公司分别新增

1250 万羽家禽养殖及 1200 万羽家禽屠宰年产能。此外，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发布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预案，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6.40亿元投资建设 1349

万羽优质鸡标准化养殖基地项目及 1 万头种猪养殖基地项目。考虑到 2019 年

公司的活禽及冰鲜禽肉产品的产能利用率分别为 90%及 96%，产量即将达到产

能上限，预计随着募投项目投产，公司养殖及屠宰规模将进一步扩张，为未来

产品销量高增奠定生产基础。 

 

表 10：公司 IPO 募投建设家禽养殖及屠宰项目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万元） 建设期 新增产能 

1250 万羽优质鸡标准化养殖基地建设项目 26980.00 1.5 年 1250 万羽 

年屠宰 3000 万羽优质鸡加工厂项目（一期） 13583.57 2 年 1200 万羽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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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公司拟发行可转债募集不超过 6.4 亿元资金建设家禽养殖及种猪养殖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万元） 
拟 投 入 募 集 资 金 

（万元） 

一、1,349 万羽优质鸡标准化养殖基地项目 

1 新铺镇千斤塔二分场鸡场  10792 10600 

2 夹山镇汉丰村占家湾鸡场  7500 7400 

3 夹山镇栗山村张家山鸡场  6000 5950 

4 夹山镇浮坪村鸡场  6000 5950 

小计  30292 29900 

二、1 万头种猪养殖基地项目 

1 太平镇滚子坪种猪养殖场  
10000 

 
9700 

2 太平镇天心园种猪养殖场  10000 9500 

小计  20000 19200 

三、补充流动资金 14900 14900 

合计  65192 64000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随自养比例提升，单位养殖成本有望下行。公司黄羽肉鸡养殖模式分为农户(或

家庭农场)代养和标准化基地自养。其中，公司种鸡养殖约 25%为农户(或家庭

农场)代养，约 75%为标准化基地自养；公司商品鸡养殖约 70%为农户(或 家

庭农场)代养，约 30%为标准化基地自养；鸭全部为农户(或家庭农场)代养。公

司通过募投项目大力发展商品鸡自养，未来随公司投建的优质鸡养殖场产能利

用率提升，公司自养比例也将随之增加，考虑到相比于代养模式，自养模式更

能发挥规模效应的优势，且无需向农户支付代养费，因农户违约而带来的损失

也会降低，因此未来随自养比例提升，公司的单位养殖成本也有望下行，盈利

水平将进一步提升。此外，冰鲜产品业务方面，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网点的

密集化，公司的配送成本及人员成本也会有一定的下降空间。 

 

图 36：公司商品禽自养比例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图 37：自养单位人工显著低于代养单位人工费用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新增业务：禽蛋及生猪协同发展，有望共享渠道与品牌优势 

公司以“做中国高端蛋白消费供应商”为己任，上市后积极布局禽蛋及猪肉等

食品板块。猪肉、鸡肉、禽蛋在我国动物蛋白饮食结构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也

是公司想要发展成高端蛋白供应商的必争之地，蛋鸡及生猪板块有望作为冰鲜

品类的补充，成为公司未来业绩的新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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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公司于 2020年 8月收购蛋鸡公司三尖农牧 70%的股权开拓鸡蛋业务。

三尖农牧是集饲料加工、蛋鸡养殖为一体的湖南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其拥

有 3 个中鸡育雏场（年育雏 300 万羽）、10 个蛋鸡养殖场（养殖规模 100 万羽），

年产值达 4 亿元。此外，三尖农牧和湘佳股份注重食品安全与品质的经营理念

不谋而合，三尖于 2010 年就获得农业部授牌“蛋鸡标准化示范场”，多年来持

续从选择优良品种、严格卫生管理、强化疫病防查、科学使用饲料四个方面下

功夫、加强了对蛋品生产全过程的质量控制，使得“三尖”牌鲜鸡蛋荣获第四

届、第五届中国湖南畜牧渔业暨饲料工业博览会“金奖”，并通过“无公害食品”、

“绿色食品”认证。我们认为三尖农牧为公司未来发展禽蛋业务奠定了良好的

生产基础及品牌基础，未来在湘佳品牌影响力及渠道优势的加持下，禽蛋业务

有望成为公司打开新的成长空间。 

另一方面，公司上市后即在 2020 年 4 月通过全资子公司湖南泰淼鲜丰食品有

限公司投资 2.02 亿元建设年屠宰 100 万头生猪及肉制品深加工项目，项目建成

后可实现年屠宰生猪 100 万头，能同时对猪肉进行深加工，产出白条肉、分割

小包装肉、深加工肉制品，该项目建设期为 15 个月。同时，为配套上述 100

万头生猪养殖项目，公司于 2020 年 5 月顺势发展种猪及商品猪养殖业务，分

别投资 1.3 亿元及 1 亿元建设 1 万头种猪养殖及 20 万头商品猪养殖场项目，项

目建设期分别为 12 个月及 18 个月。通过生猪一体化项目的投资建设，预计公

司在 2021 年底有望实现猪肉产品上市，完成猪肉、禽肉、鸡蛋三大动物蛋白

产品的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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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预测 

假设前提 

我们的盈利预测基于以下假设条件： 

活禽业务：从公司历史数据来看，公司活禽业务的销量基本保持稳定，我们预

计 2021-2023 年公司活禽业务仍将保持较低增速，总销量合计达到 2807 万羽、

2891 万羽和 3180 万羽。 

冰鲜业务：考虑到公司新建的屠宰加工项目将达产且产能利用率有望提升，预

计未来 2021-2023 年公司冰鲜禽销量会稳步提升，分别为 79056 万吨、98820

万吨和 118584 万吨。 

表 12：公司业务销量及盈利估算 

 

2021E 2022E 2023E 

活禽总收入（百万元） 519.3 520.4 604.3 

yoy 4% 0% 16% 

活禽总销量（万羽） 2807.1 2891.3 3180.4 

yoy 5% 3% 10% 

活禽均价(元/羽） 18.5 18.0 19.0 

毛利率（%） 10.0% 15.0% 19.0% 

毛利（百万元） 51.9 78.1 114.8 

冰鲜禽总收入（百万元） 2055.5 2618.7 3178.1 

yoy 30% 27% 21% 

冰鲜禽总销量（吨） 79056.2 98820.3 118584.3 

yoy 27% 25% 20% 

冰鲜产品均价（元/公斤） 26.0 26.5 26.8 

毛利率（%） 42.00% 42.50% 43.00% 

毛利（百万元） 863.3 1113.0 1366.6 

资料来源：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预测 

 

未来３年盈利预测 

 

表 13：未来３年利润表预测     

 2020 2021E 2022E 2023E 

营业收入 2190  2699  3286  3954  

营业成本 1581  1738  2040  2409  

营业税金及附加 5  13  23  24  

销售费用 364  580  743  882  

管理费用 64  123  142  168  

财务费用 4  (5) (12) (23) 

投资收益 3  2  2  2  

资产减值及公允价值变动 3  0  0  0  

其他收入 3  0  0  0  

营业利润 181  252  352  496  

营业外净收支 (4) 0  0  0  

利润总额 177  252  352  496  

所得税费用 7  38  54  74  

少数股东损益 (4) (6) (9) (12)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174  220  306  433  

资料来源：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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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上述假设条件，我们预计公司 2021-2023年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2.20/3.06/4.33

亿元，EPS 分别为 2.16/3.01/4.25 元。 

 

盈利预测的敏感性分析 

盈利预测情景分析 

表 14：情景分析（乐观、中性、悲观） 

  2019 2020 2021E 2022E 2023E 

乐观预测      

营业收入(百万元) 1,878 2,190 2,701 3,292 3,964 

(+/-%) 24.0% 16.6% 23.4% 21.8% 20.4% 

净利润(百万元) 227 174 231 320 451 

(+/-%) 99.1% -23.2% 32.5% 38.6% 40.7% 

摊薄 EPS 2.98 1.71 2.27 3.15 4.43 

中性预测      

营业收入(百万元) 1,878 2,190 2,699 3,286 3,954 

(+/-%) 24.0% 16.6% 23.3% 21.7% 20.3% 

净利润(百万元) 227 174 220 306 433 

(+/-%) 99.1% -23.2% 26.1% 39.3% 41.5% 

摊薄 EPS(元) 2.98 1.71 2.16 3.01 4.25 

悲观的预测      

营业收入(百万元) 1,878 2,190 2,696 3,280 3,943 

(+/-%) 24.0% 16.6% 23.1% 21.6% 20.2% 

净利润(百万元) 227 174 209 293 416 

(+/-%) 99.1% -23.2% 19.7% 40.1% 42.3% 

摊薄 EPS 2.98 1.71 2.05 2.87 4.09 

总股本（百万股） 76 102 102 102 102 

资料来源：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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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估值的风险 

我们采取绝对估值和相对估值方法计算得出公司的合理估值在 73-76 元之间，

但该估值是建立在较多假设前提的基础上计算而来的，特别是对公司未来几年

自由现金流的计算、TV 增长率的假定和可比公司的估值参数的选定，都加入了

很多个人的判断： 

1、可能由于对公司显性期和半显性期收入和利润增长估计偏乐观，导致未来

10 年自由现金流计算值偏高，从而导致估值偏乐观的风险； 

2、我们假定未来 10 年后公司 TV 增长率为 2%，公司所处行业可能在未来 10 年

后发生较大的不利变化，公司持续成长性实际很低或负增长，从而导致公司估

值高估的风险； 

3、相对估值时我们给予公司估值溢价，假如公司后续业绩增长或者产能释放不

及预期，可能会造成估值下修的风险。 

盈利预测的风险 

对公司盈利的预测是建立在较多假设前提的基础上计算而来的，特别是对公司

未来几年饲料业务增速的预测、微生态制剂业务营收增速的预测、生猪养殖产

能的假定，都加入了很多个人的判断： 

1、可能由于对公司活禽业务的毛利率估计偏乐观，导致未来活禽业务利润增速

值偏高，从而导致盈利偏乐观的风险； 

2、可能由于对公司冰鲜业务的市占率提升估计偏乐观，导致未来冰鲜业务收入

增速值偏高，从而导致盈利偏乐观的风险。 

不可控疫情等系统性风险 

若爆发大规模不可控禽流感等禽疫病，会影响公司活禽及冰鲜业务的经营，导

致公司盈利受损。 

经营风险 

生猪养殖场的建设会带来费用开支的大幅度增加，若控制不力，会对利润形成

较大吞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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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财务预测与估值 
 
资产负债表（百万元） 2020  2021E 2022E 2023E  利润表（百万元） 2020  2021E 2022E 2023E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662  922  936  1220   营业收入 2190  2699  3286  3954  

应收款项 201  222  279  334   营业成本 1581  1738  2040  2409  

存货净额 282  295  347  409   营业税金及附加 5  13  23  24  

其他流动资产 41  16  39  43   销售费用 364  580  743  882  

流动资产合计 1187  1456  1601  2007   管理费用 64  123  142  168  

固定资产 972  1027  1051  989   财务费用 4  (5) (12) (23) 

无形资产及其他 102  99  96  93   投资收益 3  2  2  2  

投资性房地产 117  117  117  117   资产减值及公允价值变动 3  0  0  0  

长期股权投资 0  (6) (6) (6)  其他收入 3  0  0  0  

资产总计 2378  2693  2860  3200   营业利润 181  252  352  496  

短期借款及交易性金融负债 193  500  300  200   营业外净收支 (4) 0  0  0  

应付款项 132  122  161  203   利润总额 177  252  352  496  

其他流动负债 244  283  343  404   所得税费用 7  38  54  74  

流动负债合计 569  906  804  808   少数股东损益 (4) (6) (9) (12) 

长期借款及应付债券 99  (131) (131) (131)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174  220  306  433  

其他长期负债 77  82  82  82        

长期负债合计 176  (49) (49) (49)  现金流量表（百万元） 2020  2021E 2022E 2023E 

负债合计 744  856  755  758   净利润 174  220  306  433  

少数股东权益 29  24  16  5   资产减值准备 3  1  0  (0) 

股东权益 1604  1813  2089  2436   折旧摊销 77  98  110  117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2378  2693  2860  3200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 (3) 0  0  0  

      财务费用 4  (5) (12) (23) 

关键财务与估值指标 2020  2021E 2022E 2023E  营运资本变动 (77) 27  (33) (18) 

每股收益 1.71 2.16 3.01 4.25  其它 (6) (6) (8) (10) 

每股红利 0.31 0.11 0.30 0.85  经营活动现金流 167  339  375  522  

每股净资产 15.75 17.80 20.51 23.91  资本开支 (430) (151) (131) (51) 

ROIC 12% 12% 19% 26%  其它投资现金流 0  0  0  0  

ROE 11% 12% 15% 18%  投资活动现金流 (430) (145) (131) (51) 

毛利率 28% 36% 38% 39%  权益性融资 681  0  0  0  

EBIT Margin 8% 9% 10% 12%  负债净变化 1  (230) 0  0  

EBITDA  Margin 12% 13% 14% 15%  支付股利、利息 (31) (11) (31) (87) 

收入增长 17% 23% 22% 20%  其它融资现金流 113  307  (200) (100) 

净利润增长率 -23% 26% 39% 41%  融资活动现金流 734  66  (231) (187) 

资产负债率 33% 33% 27% 24%  现金净变动 471  260  14  284  

息率 0.6% 0.2% 0.6% 1.6%  货币资金的期初余额 192  662  922  936  

P/E 31.7 25.2 18.1 12.8  货币资金的期末余额 662  922  936  1220  

P/B 3.5 3.1 2.7 2.3  企业自由现金流 (261) 182  231  449  

EV/EBITDA 24.8 18.7 14.1 10.7  权益自由现金流 (147) 263  42  368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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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投资评级 

类别 级别 定义 

股票 

投资评级 

买入 预计 6 个月内，股价表现优于市场指数 20%以上 

增持 预计 6 个月内，股价表现优于市场指数 10%-20%之间 

中性 预计 6 个月内，股价表现介于市场指数 ±10%之间 

卖出 预计 6 个月内，股价表现弱于市场指数 10%以上 

行业 

投资评级 

超配 预计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优于市场指数 10%以上 

中性 预计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介于市场指数 ±10%之间 

低配 预计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弱于市场指数 10%以上 

分析师承诺 

  

风险提示 

本报告版权归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所有，仅供我公

司客户使用。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使用、复制或传播。

任何有关本报告的摘要或节选都不代表本报告正式完整的观点，一切须以我公

司向客户发布的本报告完整版本为准。本报告基于已公开的资料或信息撰写，

但我公司不保证该资料及信息的完整性、准确性。本报告所载的信息、资料、

建议及推测仅反映我公司于本报告公开发布当日的判断，在不同时期，我公司

可能撰写并发布与本报告所载资料、建议及推测不一致的报告。我公司或关联

机构可能会持有本报告中所提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头寸并进行交易，还可能

为这些公司提供或争取提供投资银行业务服务。我公司不保证本报告所含信息

及资料处于最新状态；我公司将随时补充、更新和修订有关信息及资料，但不

保证及时公开发布。 

本报告仅供参考之用，不构成出售或购买证券或其他投资标的要约或邀请。在

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和意见均不构成对任何个人的投资建议。任何形

式的分享证券投资收益或者分担证券投资损失的书面或口头承诺均为无效。投

资者应结合自己的投资目标和财务状况自行判断是否采用本报告所载内容和

信息并自行承担风险，我公司及雇员对投资者使用本报告及其内容而造成的一

切后果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的说明 

本公司具备中国证监会核准的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是指

取得监管部门颁发的相关资格的机构及其咨询人员为证券投资者或客户提供证

券投资的相关信息、分析、预测或建议，并直接或间接收取服务费用的活动。 

证券研究报告是证券投资咨询业务的一种基本形式，指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咨

询机构对证券及证券相关产品的价值、市场走势或者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形成证券估值、投资评级等投资分析意见，制作证券研究报告，并向客户发布

的行为。 



请务必参阅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全球视野  本土智慧 

 
 

 

 

 

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 

深圳 

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1012 号国信证券大厦 18 层 

邮编：518001  总机：0755-82130833 

上海 

上海浦东民生路 1199 弄证大五道口广场 1 号楼 12 楼 

邮编：200135 

北京 

北京西城区金融大街兴盛街 6 号国信证券 9 层 

邮编：100032 

 


	OLE_LINK1
	OLE_LINK2
	OLE_LINK16
	OLE_LINK17
	OLE_LINK26
	OLE_LINK3
	OLE_LINK14
	OLE_LINK4
	OLE_LINK19
	OLE_LINK8
	OLE_LINK9
	OLE_LINK5
	OLE_LINK6
	OLE_LINK7
	OLE_LINK10
	OLE_LINK11
	OLE_LINK12
	OLE_LINK13
	OLE_LINK18
	OLE_LINK20
	OLE_LINK21
	OLE_LINK25
	OLE_LINK22
	OLE_LINK23
	OLE_LINK24
	OLE_LINK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