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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5 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

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6】第 65 号）的问题，公司董事会对相关

问题进行了调查落实，就问询函相关事项进行了回复，现公告如下：  

一、报告期内，你公司营业收入为 30.03 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15.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为 5.96 亿元，与上年同期

相比增长 642.97%。请结合你公司产品结构及产量、毛利率、费用等方面详细

测算并说明本报告期净利润大幅增长的原因。 

回复: 

1、2015 年度及 2014 年度净利润情况 

公司报告期内简要利润表（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金额 同比增幅 金额 

一、营业收入 300,347.47 15.31% 260,476.34 

减：营业成本 226,391.36 -5.80% 240,329.33 

营业税金及附加 - - - 

销售费用 620.13 17.22% 529.04 

管理费用 10,174.84 37.31% 7,410.09 

财务费用 12,749.98 23.67% 10,309.75 

资产减值损失 1.27 -400.53% -0.42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投资收益 133.27 -33.02% 198.97 



项目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金额 同比增幅 金额 

二、营业利润 50,543.16 2309.65% 2,097.53 

加：营业外收入 9,157.55 51.07% 6,061.92 

减：营业外支出 115.63 -17.20% 139.64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净损失    

三、利润总额 59,585.08 642.97% 8,019.81 

减：所得税费用    

四、净利润 59,585.08 642.97% 8,019.81 

2015 年度公司实现净利润 59,585.08 万元，较 2014 年度 8,019.81 万元增加

51,565.28 万元，增长幅度为 642.97%，净利润出现大幅增加的主要原因为 2015

年度生猪价格上升及原材料价格下降所致。 

2、2015 年度净利润较 2014 年度大幅增加的原因 

本公司 2015 年度净利润较 2014 年度增加 51,565.28 万元，增幅为 642.97%，

净利润出现大幅增加的主要原因为 2015 年度生猪价格上涨及原材料价格下降所

致。 

①商品猪销售均价同比出现了大幅上升，同时成本较上年同期下降，使得商

品猪的毛利率由 2014 年度的 7.49%上升为 2015 年度的 23.83%；种猪的毛利率

由 2014 年度的 51.85%上升为 2015 年度的 52.95%；仔猪的毛利率由 2014 年度

的 19.75%上升为 2015 年度的 40.15%。 

A、2015 年度商品猪销售单价较 2014 年度上升 17.91%，导致销售收入增加

43,612.77 万元；2015 年度种猪头均售价较 2014 年度下降 7.90%，导致销售收入

减少 89.01 万元；2015 年度仔猪头均售价较 2014 年度上升 17.08%，导致销售收

入增加 1,832.09 万元。2015 年度商品猪销售数量较 2014 年同期下降 5.62%，导

致销售收入减少 14,483.04万元，2015年度种猪销售数量较 2014年度增加 20.42%，

导致销售收入增加191.09万元；2015年度仔猪销售数量较2014年度上升509.26%，

导致销售收入增加 8,968.02 万元。上述因素合计增加销售收入 40,031.92 万元。 

B、小麦价格下降 6.38%，消耗量减少 6.77%从而减少销售成本 10,423.24 万



元；玉米价格下降 10.22%，消耗量下降 5.51%，减少销售成本 5,161.97 万元；

次粉价格下降 15.57%，数量下降 59.35%，相应减少销售成本 1,442.95 万元；豆

粕价格下降 22.66%，消耗量增加 22%，降低销售成本 975.21 万元；因其他原材

料成本项目增加而增加的销售成本 1,349.37 万元；因药品疫苗费用减少而减少销

售成本 4,088.91 万元；剩余其他费用增加销售成本 6,985.55 万元（含薪酬、电费、

折旧费等费用增加）；合计较 2014 年度减少销售成本 13,757.35 万元。 

2015 年度增加的销售收入 40,031.92 万元冲减减少的销售成本 13,757.35 万

元后，使 2014 年度净利润增加 53,789.27 万元。该项因素影响 2015 年度净利润

较 2014 年度增加 104.31%。 

②其他业务收支净额增加净利润 19.83 万元，使 2015 年度净利润较 2014 年

度增加 0.04%。 

③2015 年本公司资产规模、销售收入、贷款余额、员工人数较 2014 年同期

均有不同幅度增加，使得 2015 年度期间费用较 2014 年度增加了 5,296.07 万元，

减少净利润 5,296.07 万元。该项因素影响 2015 年度净利润较 2014 年度减少

10.27%。 

A、2015 年销售费用较 2014 年同期增加 91.10 万元，主要原因为工资福利、

运输装卸费增加所致； 

B、2015 年管理费用较 2014 年增加 2,764.75 万元，主要原因为保险费、工

资福利、税费、中介咨询费、广告宣传费等增加所致； 

C、2015 年财务费用较 2014 年同期增加 2,440.23 万元，主要原因为利息支

出增加及融资租赁的未确认融资费用增加所致； 

④2015 年度投资收益 133.27 万元，较 2014 年度减少 65.70 万元，影响 2015

年度净利润较 2014 年度减少 0.13%。 

⑤营业外收支净额、资产减值损失等，使公司 2015 年度净利润较 2014 年度

增加 3,117.95 万元，该项因素影响 2015 年度净利润较 2014 年度增加 6.05%。 



二、报告期内，你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9.15 亿元，与上年同期

相比增长 101.02%。请结合你公司具体现金流入、流出情况，以及经营性应收、

应付、存货等情况，分析说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大幅增长的原因。 

回复： 

2015 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为 91,540.41 万元，主要项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增加额 增幅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299,248.91 260,505.12 38,743.80 14.87%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6,947.10 10,534.31 6,412.79 60.88%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16,196.01 271,039.43 45,156.59 16.66%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82,298.65 199,648.23 -17,349.58 -8.69%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23,378.76 17,423.04 5,955.71 34.18% 

支付的各项税费 801.69 468.98 332.71 70.94%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8,176.51 7,960.72 10,215.79 128.33%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24,655.61 225,500.97 -845.37 -0.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1,540.41 45,538.45 46,001.96 101.02% 

2015 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增加 46,001.96 万元，同期上升

101.02%，其中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增加 45,156.59 万元，同比上升 16.66%；经营

活动现金流出减少 845.37 万元，同比下降 0.37%； 

（1）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增加 38,743.80万元，同比上升 14.87%，

主要原因是生猪价格回升，商品猪、种猪、仔猪 2015 年的销售价格较 2014 年度

分别增长为 17.94%、7.90%、17.08%； 

（2）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增加 6,412.79万元，同比上升 60.88%，

主要原因是收取的保证金、政府补助和生猪保险赔偿增加； 

（3）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减少 17,349.58 万元，同比下降 6.69%，

主要原因是原料采购价格较上年下降，与 2014 年度相比，小麦价格下降 10.72%，

玉米价格下降 16.03%； 

（4）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增加 5,955.71万元，同比上升 34.18%，

主要原因是职工人数增加、薪酬水平提高； 



（5）支付的各项税费增加 332.71 万元，同比上升 70.94%，主要原因是支付

的土地使用税和印花税增加； 

（6）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增加 10,215.79万元，同比上升 128.33%，

主要原因是支付的保证金和管理费用付现支出增加所致。 

综合上述，2015 年度生猪价格上涨及原材料价格下降，公司对存货、经营

性应收、应付科目进行了更为科学、审慎的管理，是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2015 年较上年同期上升 101.02%的主要原因。 

 

三、请列表说明你公司其他应收款欠款前五名名称、欠款金额、欠款形成原因、

欠款期限、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公司拟采取的回款措施。 

回复：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其他应收款余额为 24.24 万元，占总资产额

的 0.00%，占净资产额的 0.01%。可见，本公司其他应收款余额较小，占公司总

资产和净资产的比例非常低，对公司资产质量的影响不具有重要性。其他应收款

主要是由押金、备用金等性质款项构成，具体情况如下： 

1、其他应收款欠款前五名名称、欠款金额、欠款形成原因、欠款期限  

单位：元 

单位名称 期末余额 欠款原因 账龄 
占其他应收款期末

余额合计数的比例 

坏账准备期

末余额 

第一名 200,000.00 代垫款 1 年以内 82.50% 10,000.00 

第二名 18,000.00 押金 1 年以内 7.42% 900.00 

第三名 5,600.00 备用金 1 年以上 2.31% 280.00 

第四名 5,000.00 押金 3 年以上 2.06% 5,000.00 

第五名 3,000.00 押金 3 年以内 1.24% 3,000.00 

合计 231,600.00   95.53% 19,180.00 

2、其他应收款欠款中不存在关联方欠款 

其他应收款余额中不存在关联方欠款的情形。 

3、公司拟采取的回款措施 

A、截止 2015年 12月 31日，其他应收款余额为 242,424.20元，其中 200,000.00



元属于 2015 年实施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由公司垫付的聘请外部顾问机构的费用，

应该由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承担，待公司实施 2015 年度分红方案后，由第一期

员工持股计划支付。 

B、其他押金性质的款项，主要是支付的 POS 押金或电费押金，公司将根据

与对方业务合作开展情况评估其风险，及时收回，责任到人。 

C、其他备用金性质的款项，主要是支付员工出差时临时借支的款项。公司

制定了备用金管理制度，由上级领导承担连带责任，降低备用金损失的风险。 

 

四、截至报告期末，你公司消耗性生物资产账面余额为 7.4 亿元，与上年同期相

比增长 17.77%。请对你公司消耗性生物资产的盘点方法、盘盈或盘亏的处理方

法以及核查存货是否发生减值的方法进行详细说明。 

回复： 

1、公司 2015 年末消耗性生物资产与 2014 年对比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账面余额 2014 年账面余额 同比增加额 同比增幅 

消耗性生物资产 74,029.71 62,859.20 11,170.51 17.77% 

 其中：生猪 74,016.24 62,723.69 11,292.56 18.00% 

       绿化林木 13.47 135.52 -122.05 -90.06% 

    2015 年末消耗性生物资产账面余额较 2014 年末增加 11,170.51 万元，主要

是存栏生猪的增加所致。  

2、公司消耗性生物资产的盘点方法、盘盈或盘亏的处理方法以及核查存货是否

发生减值的方法： 

（1）盘点方法 

根据《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物资盘点管理制度》，公司及子公司的盘点范

围和盘点方式如下： 

公司的盘点范围： 



“（一）存货盘点：系指原材料、辅助材料、消耗性生物资产、饲料、复合

预混料、燃料、包装物及低值易耗品等。 

（二）财物盘点：系指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工程物资、生产性生物资产等

的盘点而言。 

（1）固定资产：包括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运输设备、其他固定资产等

资本支出购置者； 

（2）在建工程：包括猪舍建设和饲料厂建设及其他工程项目 

（3）工程物资：为工程建设准备的在库工程物资。 

（4）生产性生物资产：包括商品母猪、后备母猪和种公猪；” 

公司的盘点方式： 

“（一）年中和年终盘点 

（1）存货：由存货所在主管部门会同财务部门于年（中）终时，实施全面

总清点。 

（2）财物：由财物所在主管部门会同财务部门于年（中)终时，实施全面总

清点。 

（二）月末盘点 

每月末存货，由存货所在主管部门自盘。并将盘点结果上报财务部。 

（三）月份检查 

由内部审计部门或财务部经其部门主管批准协商后，做物资随机抽样盘点。” 

（2）盘盈或盘亏的处理 

公司存货的盘存制度采用永续盘存制。定期对存货进行盘点清查，对盘点过

程中发现的盘盈利得和盘亏损失分不同情况计入当期损益。 

A、盘盈的处理 



公司在财产清查中盘盈的消耗性生物资产,根据"存货盘存报告单"所列金额,

编制会计分录如下: 

借：消耗性生物资产等科目  

  贷：待处理财产损益——待处理流动资产损益 

按规定手续报经批准后,会计分录如下: 

借：待处理财产损益——待处理流动资产损益  

  贷：管理费用  

B、盘亏的处理 

企业对于盘亏的存货,根据"存货盘存报告单"编制如下会计分录： 

借：待处理财产损益——待处理流动资产损益  

  贷：消耗性生物资产等科目  

对于盘亏的存货应根据造成盘亏的原因,分别情况进行转账,经批准后,会计

分录如下: 

借：管理费用（收发计量、管理不善）  

  营业外支出（非常原因）  

  其他应收款（应收责任人、保险公司赔款）  

  贷：待处理财产损益——待处理流动资产损益 

（3）消耗性生物资产可变现净值的确定依据及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方法。 

期末公司对存货进行减值测试，并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存货成

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计入当期损益。为生产用而持有的材

料，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的，材料按照可变现净值计量。对于消耗性生

物资产，有确凿证据表明由于遭受自然灾害、病虫害、动物疫病侵袭或市场需求

变化等原因，使消耗性生物资产的可变现净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按照可变现净



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消耗性生物资产跌价准备，计入当期损益。 

期末通常按照单个存货项目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

素已经消失的，减记的金额予以恢复，并在原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金额内转回，

转回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作为存货的消耗性生物资产的生猪的存栏情况 

项目 头数（头） 
重量 

（公斤） 

金额 

（万元） 

平均日龄

(日） 

头均重量（公

斤/头） 

头均成本

（元/头） 

产前种母猪成本 174,413  12,370.63   709.27 

仔猪 204,693 726,174.25 3,304.30 11.23 3.55 161.43 

保育猪 412,292 7,211,204.32 12,366.33 50.49 17.49 299.94 

育肥猪 621,507 39,662,966.78 45,974.98 128.70 63.82 739.73 

注：“产前种母猪成本”对应的头数为处于空怀和怀孕阶段的成熟性种母猪头数，头均成本的含义为平

均的头均怀孕成本，由于该成本为归集的待产仔猪的成本，等待母猪生产时，将相应成本分摊至对应的仔

猪，因此在做减值测试时不考虑该对其进行测算。 

对仔猪、保育猪和育肥猪可变现净值的计算说明： 

①假定将仔猪、保育猪和育肥猪饲养至标准商品猪（饲养至 180 日龄）出售，

以出售价格扣除由期末状态饲养至标准商品猪期间发生的饲养成本以及销售费

用后的金额作为其可变现净值。 

②使用公司 2015 年 12 月 31 日各阶段生猪的重量计量参数作为计算可变现

净值时的参数使用。 

③根据饲养至 180 日龄的均重及公司 2015 年度销售生猪的全程料肉比来计

算其全程的饲料消耗量。 

④对单位售价的预测：综合考虑过往销售价格、原材料价格变动等因素后确

定。 

⑤销售费用以出售价格乘以销售费用率计算得出，销售费用率取值为报告期

的加权平均销售费用率。 

经计算单头生猪的可变现净值如下： 



项目 

饲养至标准商品

猪时的头均重量

（公斤/头） 

单 位 售 价

（元/公斤） 
单头售价（元） 

由期末状态饲养至标准

商品猪期间发生的单头

饲养成本（元） 

单 头 销

售 费 用

（元） 

单头可变现

净值（元） 

仔猪        105.32  11.91 1,254.36 929.35 2.94     322.07  

保育猪        104.46  11.91 1,244.16 781.97 2.92     459.28  

育肥猪        102.47  11.91 1,220.41 321.52 2.86     896.02  

经将可变现净值与期末存货成本比较，无需计提跌价准备 

项目 
期末存栏

头数 

期末价值

（万元） 

单头可变现

净值（元） 

期末存栏生猪可变

现净值（万元） 

可变现净值与期末

价值差（万元） 

是否需要计

提跌价准备 

仔猪 204,693 3,304.30 322.07 6,592.59 3,288.29 否 

保育猪 412,292 12,366.33 459.28 18,935.57 6,569.24 否 

育肥猪 621,507 45,974.98 896.02 55,688.52 9,713.54 否 

经过上述测试，公司期末作为消耗性生物资产的生猪，不存在减值的情形，

无需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五、报告期内，你公司销售综合毛利率为 24.61%，与上年同期相比大幅增长。

请选取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结合生猪产品结构、产品价格、成本分析毛利率

是否存在较大差异，如存在较大差异，请分析原因。 

回复： 

1、2015 年度销售毛利较 2014 年度对比情况 

（1）公司报告期销售明细情况： 

单位：万头、万元 

产品名称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头数 收入 成本 毛利率 头数 收入 成本 毛利率 

商品猪 171.40 286,700.76 218,381.85 23.83% 182.01  257,571.03  238,281.11  7.49% 

种猪 0.54 1,037.70 488.22 52.95% 0.45  935.63  450.55  51.85% 

仔猪 20.31 12,561.10 7,517.48 40.15% 3.33  1,760.99  1,413.24  19.75% 

合计 192.25 300,299.56 226,387.55 24.61% 185.80  260,267.65  240,144.90  7.73% 



注：上表中头数、收入和成本是考虑对龙大牧原顺流交易抵消后数据，如果不考虑对龙大牧原顺流

交易抵消，2015 年度实际销售生猪 191.90 万头，2014 年度实际销售生猪 185.90 万头。 

公司 2015 年生猪销售综合毛利率为 24.61%，较 2014 年度的 7.73%上升了

16.88%，主要原因是 2015 年度公司生猪销售价格较上年大幅上涨。 

（2）头均销售毛利如下： 

 单位：元/头 

产品名称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头均收入 头均成本 头均利润 头均收入 头均成本 头均利润 

商品猪 1,672.70 1,274.11 398.59 1,415.12 1,309.14 105.98 

种猪 1,921.67 904.11 1,017.56 2,086.13 1,004.57 1,081.56 

仔猪 618.47 370.14 248.33 528.24 423.93 104.31 

合计 1,562.03 1,177.57 384.46 1,400.83 1,292.52 108.31 

①2015 年度、2014 年度公司商品猪的头均毛利分别为 398、59 元/头、105.98

元/头；公司种猪的头均毛利分别为 1,017.56 元/头、1,081.56 元/头；公司仔猪的

头均毛利分别为 248.33 元/头、104.31 元/头。 

②2015 年度商品猪的头均毛利较 2014 年度有大幅度上升，主要原因是 2015

年度商品猪价格大幅上涨。 

③2015 年度较 2014 年度，公司商品猪头均销售成本呈下降趋势，主要原因

为报告期内饲料成本下降，2015 年度公司和 2014 年度自产自供饲料的平均单价

分别为 2,529.75 元/吨和 2,807.52 元/吨， 2015 年度较 2014 年度下降 9.89%。 

④公司种猪销售头均销售成本变动的重要因素为销售均重的变化，其中

2014 年度、2015 年度的均重分别为 87.66 公斤、73.61 公斤。 

⑤公司仔猪销售头均销售成本变动的重要因素为销售价格的上升和销售均

重的变化，其中 2014 年度、2015 年度的均重分别为 18.86 公斤、17.25 公斤。 

2、报告期内公司生猪头均毛利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对比分析 

（1）生猪业务综合毛利及毛利率比较 

（1）生猪业务综合毛利率比较 



2014 年度、2015 年度公司生猪业务综合毛利率与同行业主要公司毛利率比

较情况，如下表： 

公司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产品种类 

温氏股份（300498.SZ） 22.23% 9.96% 商品肉猪、成年种猪及猪苗 

雏鹰农牧（002477.SZ） 19.24% 10.39% 商品猪、种猪及仔猪 

新五丰（600975.SH） 12.88% 2.50% 出口生猪、内销生猪 

罗牛山（000735.SZ） 19.91% -3.10% 生猪 

行业平均值注
 18.57% 7.62%  

本公司 24.61% 7.73% 商品猪、种猪、仔猪 

 

（数据来源：上市公司公开披露信息） 

从生猪综合毛利率上看， 2014 年度、2015 年度公司生猪综合毛利率分别为

7.73%、24.61%，与行业平均毛利率 7.62%、18.57%基本一致，且变化趋势也基

本一致。 

（2）同行业生猪头均毛利比较 

单位：元/头 

公司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头均收入 头均成本 头均毛利 头均收入 头均成本 头均毛利 

温氏股份
注 1 1,713.81 1,287.31 426.50 1,479.46 1,298.06 181.41 

雏鹰农牧 1,075.65 868.65 207.00 888.64 796.31 92.33 

新五丰注 2 1,829.26 1,557.87 271.39 1,625.05 1,472.13 152.92 

行业平均 1,539.57 1,237.94 301.63 1,331.05 1,188.83 142.22 

本公司 1,562.03 1,177.57 384.46 1,400.83 1,292.52 108.31 

注 1：温氏股份没有披露种猪及仔猪销售头数，因此其头均数据均为其商品猪数据； 

注 2：新五丰未披露其内销生猪销售头数，因此其头均数据均为其出口生猪数据； 

2014 年度、2015 年度公司头均毛利均高于雏鹰农牧，主要原因为雏鹰农牧

生猪结构仔猪为主（2014 年度、2015 年度雏鹰农牧仔猪销售头数占生猪销售总

量的比例分别为 69%、62.89%），仔猪销售体重小，因此其头均毛利相对较低。 



（2）分产品类别比较 

由于雏鹰农牧主要销售仔猪业务，且 2014 年、2015 年度报告数据未分别披

露其仔猪、种猪及商品猪对应的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因此，较难进行比较。温

氏股份披露了其商品猪的明细数据，新五丰出口生猪即为商品猪，同时，本公司

营业收入也主要来自商品猪销售，2015 年度公司商品猪销售收入占营业收入比

例达 95.47%。因此，如下只将公司商品猪产品与同行业情况进行比较分析。 

（1）商品猪毛利率比较 

公司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产品种类 

温氏股份 24.89% 12.26% 商品肉猪 

新五丰 14.84% 9.41% 生猪出口 

行业平均值 19.87% 10.84%  

本公司 23.83% 7.49% 商品猪 

2015 年度公司商品猪毛利率与温氏股份基本一致；2014 年度公司商品猪毛

利率低于温氏股份，主要原因是温氏股份养殖业务分布在全国 20 多个省市，其

中广东省所占比重较高，2014 年广东猪价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导致其头均毛利

较高。 

（2）商品猪头均毛利比较 

单位：元/头 

公司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头均收入 头均成本 头均毛利 头均收入 头均成本 头均毛利 

温氏股份     1,713.81 1,287.31      426.50 1,479.46 1,298.06 181.41 

新五丰 1,829.26 1,557.87 271.39 1,625.05 1,472.13 152.92 

行业平均 1,771.54 1,422.59 348.95 1,552.26 1,385.10 167.17 

本公司 1,672.70 1,274.11 398.59 1,415.12 1,309.14 105.98 

2014 年度公司商品猪头均毛利低于同业的新五丰、温氏股份，主要原因为

2014 年生猪价格极度低迷，新五丰生猪出口业务主要为供港澳地区，其价格受

行业价格影响相对较少，另一方面温氏股份养殖业务分布在全国 20 多个省市，



其中广东省所占比重较高，2014 年广东猪价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导致其头均毛

利较高。 

2015 年度公司头均毛利与温氏股份基本一致。 

综上分析，本公司的头均毛利与同行业公司基本相近，且变动趋势也一致。 

 

六、请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1 号——上市公司从事畜禽、

水产养殖相关业务》第五条的有关规定，对以下情况进行补充说明：（1）存货

的内部盘点制度，包括但不限于盘点时间、盘点程序、盘点方法；（2）收入确

认的具体方法，以及成本结转的具体方法。 

回复： 

1、存货的内部盘点制度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物资盘点管理制度》如下： 

第一条 盘点范围 

（一）存货盘点：系指原材料、辅助材料、消耗性生物资产、饲料、复合预

混料、燃料、包装物及低值易耗品等。 

（二）财物盘点：系指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工程物资、生产性生物资产等

的盘点而言。 

（1）固定资产：包括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运输设备、其他固定资产等

资本支出购置者； 

（2）在建工程：包括猪舍建设和饲料厂建设及其他工程项目  

（3）工程物资：为工程建设准备的在库工程物资。 

（4）生产性生物资产：包括商品母猪、后备母猪和种公猪； 

（三）本制度适用于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第二条 盘点方式 

（一）年中和年终盘点 

（1）存货：由存货所在主管部门会同财务部门于年（中）终时，实施全面

总清点。 

（2）财物：由财物所在主管部门会同财务部门于年(中)终时，实施全面总

清点。 

（二）月末盘点 

每月末所有存货，由存货所在主管部门自盘。并将盘点结果上报财务部。 

（三）月份检查 

由内部审计部门或财务部经其部门主管批准协商后，做物资随机抽样盘点。  

第三条 人员的指派与职责 

（一）总盘人：由财务总监担任，负责盘点工作的总指挥，督导盘点工作的

进行及异常事项的裁决。 

（二）主盘人：由财务主管和物资所在部门主管共同担任，负责实际盘点工

作的推动及实施。 

（三）盘点人：由物资所在部门主管指派，负责点计数量。 

（四）会点人：由财务部门指派(人员不足时，间接部门支援)，负责会点并

记录，与盘点人分段核对、确实数据工作。 

（五）协点人：由物资所在部门主管指派，负责盘点时，料品搬运及整理工

作。 

（六）特定项目按月盘点及不定期抽点的盘点工作，亦应设置盘点人、会点

人、抽点人，其职责亦同。 

第四条 盘点前准备事项 



（一）盘点编组 

由财务部门主管于每次盘点前，事先依盘点种类、项目编写"盘点计划"，呈

财务总监核定后，公布实施。 

（二）存货所在部门应将需要盘点的财物进行整理，并将盘点用具预先准备

妥当；所需盘点表格，由财务部门准备。 

（1）存货的堆置，应力求整齐、集中、分类，并置标示牌。 

（2）各项财产卡依编号顺序，事先准备妥当，以备盘点。 

（3）各项财务账册应于盘点前登记完毕，如因特殊原因，无法完成时，应

由财务部门将尚未入账的有关单据如入库单、出库单、收料单等将账面数调整为

正确的账面结存数。 

（4）盘点应采用精确的计量器，避免用主观的目测方式，每项财物数量，

应于确定后，再继续进行下一项，盘点后不得更改。 

第五条 盘点审批手续 

（一）年中、年终全面盘点 

财务部门应将盘点通知呈报财务总监，经核准后，签发盘点通知，并负责召

集各存货所在部门的盘点负责人召开盘点协调会，拟订盘点计划表，通知各有关

部门，限期办理盘点工作。 

（二）不定期抽点 

由财务部或审计部据实际需要，随时指派人员抽点。 

第六条 盘点报告 

（一）盘点完毕，盘点人应将“盘点表”交财务部门，财务部门负责汇总编制

“盘点汇总表”并核算盘点盈亏金额。 

（二）财务部门应依"盘存汇总表"编制"盘点盈亏报告"，填列差异原因的说



明及对策后，汇总转呈财务总监签核，经签批后的“盘点盈亏报告”作为账项调整

的依据。 

（三）不定期抽点时填列"盘点表"，于盘点后一星期内将"盘点盈亏报告"呈

报上级核示。年中、年终盘点，应由财务部门于盘点后二星期内将"盘点盈亏报

告"呈报上级核示。 

第七条 盘点注意事项 

（一）人员注意事项 

（1）所有参加盘点工作的盘点人员，对于本身的工作职责及应行准备事项，

必须深入了解。 

（2）盘点人员盘点当日一律停止休假，并须依时间提早到达指定的工作地

点向该组复盘人报到，接受工作安排。如有特殊事故应经事先报备核准，否则以

旷职论处。              

（3）盘点人员超时工作时间得报加班或经主管核准可以轮流编排补休。 

（4）盘点开始至工作终了期间，各组盘点人员均受主盘人指挥监督。 

（5）盘点终了由各组盘点人向主盘人报告，经核准后始得离开岗位。 

（二）盘点过程注意事项 

（1）所有盘点物资都以静态盘点为原则，因此盘点开始后应停止物资的进

出及移动。盘点使用的单据、报表内所有栏位若遇修改处，均须经盘点人员签字

确认始能生效，否则应查究其责。 

（2）所有盘点数据必须以实际清点、磅秤或换算的确实资料为据，不得以

猜想数据、伪造数据记录之。 

   （3）盘点期间除紧急用料外，暂停收发料，至于各生产单位于盘点期间所

需用料的领料，材料可不移动，但必须标示出。 

（4）盘点物品时，会点人均应依据盘点人实际盘点数，详实记录于"盘点表



"，核对无误者于该表上与盘点人共同签名确认后，将该表各自存一联，备日后

查核，若有出入者，必需再重点；  

（5）盘点期间已收到而未办妥入账手续的物料，应另行分别存放，并予以

标示。 

第八条 赔偿处理 

物资管理人员、保管人有下列情况者，应送财务总监议处或赔偿相同的金额： 

（一）对所保管的财物有盗卖、掉换或化公为私等营私舞弊者： 

（二）对所保管的财物未经报准而擅自移转、拨借或损坏不报告者： 

（三）未尽保管责任或由于过失致使财物遭受被窃、损失或盘亏者。 

2、收入确认的具体方法，以及成本结转的具体方法。 

A、收入确认的具体方法 

公司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买方；既没有保留通常与

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有效控制；收入的金额

能够可靠地计量；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

本能够可靠地计量时，确认营业收入实现。本公司于交付生猪或其他货物时确认

销售收入。 

B、成本核算具体方法 

（1）公司对作为消耗性生物资产的生猪的成本核算： 

公司对于作为消耗性生物资产的生猪成本分为四个阶段核算，即待产仔猪

（即产前种母猪，为便于描述以下均使用“产前种母猪”）、仔猪、保育猪、育肥

猪。 

①前种母猪成本 

产前种母猪成本为归集的成熟性种母猪空怀阶段、怀孕阶段种母猪的成本，

具体包括种母猪的折旧费用、饲料费、人工费等直接费用及猪舍折旧费和其他应

分摊的间接费用等必要支出。在怀孕种母猪分娩时，将其在空怀阶段和怀孕阶段



归集的成本分摊至出生仔猪，作为出生仔猪成本。 

②仔猪成本 

仔猪是指处于从出生至断奶日的生猪，日龄约为 17 日，其成本包括以下内

容： 

a、出生仔猪成本，主要包括：应分摊的产前种母猪成本；应分摊的当月种

公猪的折旧费用、饲料费、人工费等直接费用及猪舍折旧费和其他应分摊的间接

费用等必要支出； 

b、哺乳阶段种母猪的折旧费用、饲料费、人工费等直接费用及猪舍折旧费

和其他应分摊的间接费用等必要支出； 

c、仔猪自身的饲养费用，即饲料费、人工费等直接费用及猪舍折旧费和其

他应分摊的间接费用等必要支出。 

③保育猪成本 

保育猪是指从断奶日至育肥开始日的生猪，日龄约为 18-70 日，其成本包括

以下内容： 

a、转入仔猪的成本； 

b、保育猪自身的饲养费用，即饲料费、人工费等直接费用及猪舍折旧费和

其他应分摊的间接费用等必要支出。 

④育肥猪成本 

育肥猪是指保育结束日至出售日的生猪，日龄约为 71-170（或 185）日，其

成本包括以下内容： 

a、转入保育猪的成本； 

b、育肥猪自身的饲养费用，即饲料费、人工费等直接费用及猪舍折旧费和

其他应分摊的间接费用等必要支出。 

（2）公司对作为生产性生物资产的生猪的成本核算 

公司对于作为生产性生物资产的生猪成本分为两个阶段核算，即未成熟生产

性生物资产和成熟生产性生物资产。 

①作为未成熟生产性生物资产的生猪（以下简称“未成熟种猪”） 

未成熟种猪是指未达到可使用状态的种猪，其成本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Ⅰ、初始成本 

a、自行繁育的种猪，初始成本为从“消耗性生物资产”转入“生产性生物资产

－未成熟生产性生物资产”时的账面成本； 

b、外购的种猪，初始成本为购买价、相关税费、运输费、保险费及可直接

归属于购买该资产的其他支出。 

Ⅱ、种猪从“生产性生物资产—未成熟生产性生物资产”转至“生产性生物 

资产－成熟生产性生物资产”前所发生的费用，具体包括饲料费、人工费等

直接费用及猪舍折旧费和其他应分摊的间接费用等必要支出。 

②作为成熟生产性生物资产的生猪（以下简称“成熟种猪”） 

成熟种猪是指达到可使用状态的种猪，其成本为： 

a、种猪达到可使用状态时的成本为，从“生产性生物资产—未成熟生产性生

物资产”转至“生产性生物资产－成熟生产性生物资产”的账面价值。 

b、种猪达到可使用状态后，开始计提折旧，其原始成本不再增加。 

c、种母猪的饲养成本在“产前种母猪成本”进行归集，后分摊至对应的出生

仔猪，作为出生仔猪成本。 

d、种公猪的饲养成本在精液进行归集，后采用月末一次加权平均法，根据

精液领用数量在“产前种母猪成本”进行归集，后分摊至对应的出生仔猪，作为出

生仔猪成本。 

C、成本结转具体方法 

（1）仔猪、保育猪、育肥猪、未成熟的种猪成本结转具体方法 

按重量采用月末一次加权平均法计价，当月死亡猪成本由活体承担。当期结

转成本金额为销售重量乘以发出单价。 

（2）成熟的种猪成本结转具体方法 

采用个别计价法。当期结转成本金额为成熟的种猪原值减去已计提的累计折

旧。 

 



七、2015 年 8 月 13 日，你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与珠江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签署融资

租赁合同，融资租赁本金总额为 1.5 亿元。请详细披露融资租赁涉及的资产状况

以及具体的会计处理。 

回复： 

1、融资租赁涉及的资产状况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各公司资产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原值① 累计折旧② 净值③ 成新率④=③/①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13,393.58  6,791.93  6,601.65  49.29% 

邓州市牧原养殖有限公司 6,810.71  1,701.30  5,109.41  75.02% 

扶沟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3,461.67 44.71 3,416.95 98.71% 

合计 23,665.96 8,537.94 15,128.01 63.92%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各公司所涉及到融资租赁资产运行良好，不存在闲

置、损毁、报废等情况。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各公司所涉及到融资租赁资产不存在其他抵押等其

他受限情况。 

2、 融资租赁具体的会计处理 

根据融资租赁本金和各期付款金额及相关直接费用计算融资租赁实际利率。 

以实际收到融资租赁款记入银行存款，以各期付款的总金额记入长期应付款，

差额记入未确认融资费用。 

每季度末根据实际利率和上期末应付本金余额计算当期应摊销的未确认融

资费用，每月对季度确认的未确认融资费用进行平均分摊。 

固定资产折旧采用原会计政策计提折旧。 

具体分录如下： 

1、初始确认： 

借：银行存款 

未确认融资费用 



   贷：长期应付款 

2、摊销未确认融资费用： 

借：财务费用 

贷：未确认融资费用 

3、各期支付租金 

借：长期应付款 

   贷：银行存款 

4、计提折旧： 

借：制造费用 

   贷：累计折旧 

 

八、截止本报告期末，你公司流动比例为 0.87，速动比率为 0.29。请结合你公

司短期贷款、应付账款、其他应付款等负债情况，说明流动负债大幅增加的原

因、是否存在短期偿债风险，以及公司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回复： 

1、流动比率、速动比率较低的主要原因分析 

（1）报告期内，公司生猪销售一般采用“钱货两清”模式，应收账款期末无

余额，产品销售渠道畅通，不存在存货积压情况，由此使流动资产规模较低。  

（2）公司为把握市场机遇，将销售回笼的资金部分用于扩大再生产。 

（3）公司存货占流动资产比例较高，主要由消耗性生物资产和原材料构成，

导致速动比率相对较低。  

（4）公司采取自育自繁自养大规模一体化的经营模式决定了公司固定资产

投资较大的特点。由于受到生猪生长周期、疫病、销售模式等因素的影响，销售

规模及相应的应收账款、存货未能与借款规模同时扩大，导致报告期内流动比率

和速动比率较低。 



2、流动负债大幅增加的原因  

（1）公司存货中原粮（主要是小麦和玉米）有季节性收购特点，收购资金

主要来源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内乡县支行的专项贷款，贷款期限小于 1 年，随着

2015 年原粮收购量的增加对应的短期借款相应增加；造成流动负债增加。  

（2）2015 年末应付票据余额比 2014 年末增加 23,048.48 万元，增幅 384.14%，

主要原因是公司采用票据结算方式增加。 

（3）2015 年末应付账款余额比 2014 年末增加 23,958.9 万元，增幅 87.71%.

主要原因是公司建设规模扩大，应付工程款增加。 

（4）2015 年多家子公司的成立，对人员的需求不断增加；同时提高了人员

工资水平，使 2015年应付职工薪酬余额比 2014年增加 452.05万元，上升 16.46%，

导致流动负债上升。 

（5）2015年末其他应付款余额比 2014年末增加 3,309.05万元，增幅 139.28%，

主要原因是随着 2015 年公司建设规模扩大，保证金增加较多，导致流动负债增

加。 

3、公司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1）公司作为畜禽养殖企业，存货中的消耗性生物资产、原材料小麦、玉

米为大宗农产品，变现能力较强，可以作为公司的短期偿付的资金来源。  

（2）2016 年 2 月 19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拟在银行间交易商市场注册发行不超过 15

亿元的中期票据，上述议案已经 2016 年 3 月 9 日召开的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公司通过本次中票发行，可以优化债务结构，改善流动比率。 

（3）2016 年 4 月 7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拟

以非公开发行方式发行 A 股股票合计 10,062.39 万股，募集资金不超过 50 亿元，

扣除本次发行费用后的净额将全部用于将用于生猪产能扩张项目 197,573.83 万

元、偿还银行贷款 180,000 万元，剩余部分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该募集资



金到位后将大大提升公司的偿债能力。 

（4）公司综合融资能力较强，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银行总授信额

度合计 60.09 亿元，已使用 27.83 亿元，尚未使用银行授信额度为 32.26 亿元。 

综上所述，报告期内随着公司的经营业绩不断提升，公司短期偿债能力不断

提升，公司综合融资能力较强，短期偿债风险较低。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 年 5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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