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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度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天马科技”）于

2022 年 4 月 21 日 下 午 15:00-16:00 在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上 证 路 演 中 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以网络互动方式召开了2021年度业绩暨现金分红

说明会，现就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说明会召开情况 

公司于2022年4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ee.com.cn）及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披露了《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1年度业绩暨现金

分红说明会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3）。 

2022年4月21日下午15:00-16:00，公司董事长、总裁陈庆堂先生，独立董事潘

琰女士，董事会秘书戴文增先生，财务总监邓晓慧女士出席了本次说明会，与投

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回复。 

二、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回复情况 

本次说明会中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回复整理如下： 

1、公司公告称，鳗鲡养殖效果良好，在2021年第四季度已开始第一批出

鱼，为公司带来新的利润增长点。请介绍公司目前的鳗鱼养殖模式及布局情况。 

答：（1）公司鳗鲡养殖全部以全资子/孙公司独立养殖的形式开展。 

（2）在养殖产业方面，报告期内，公司加大水产养殖端战略布局力度，在福

建、江西、广东等地加快万亩产业基地规划落地。引领鳗鲡养殖行业向环境友好

的工厂化生态养殖模式转型，推动鳗鲡养殖行业高效化、规范化发展。依托生态

内外双循环尾水净化系统，创新建设安全、健康、环保、绿色生态式“种养一体

化”养殖示范基地，积极打造现代水产养殖的行业标杆，为现代化生态循环农业

的发展提供新的方向，大力促进水产养殖行业向规模化、标准化、绿色生态模式

发展，迈步走向智慧渔业高质量发展及转型升级之路。报告期内，公司漳州诏安

工厂化养殖基地和广东生态智慧养殖基地已首批出鱼成功。 

感谢您对天马科技的关注！ 

2、鳗鱼养殖行业成活率怎么样？ 



答：鳗鱼是世界上最安全、最纯净的鱼类之一，现代鳗鱼养殖在日本、东南

亚、中国等国家和地区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养殖技术和养殖模式日趋成熟，我

国的鳗鱼养殖也有40多年的历史，在行业规范、生产管理、养殖技术、模式创新

等方面走在世界前列，同时不同养殖品种、不同养殖模式的养殖成活率不尽相

同，相同养殖模式和养殖品种成活率与养殖技术和管理水平也密切相关，总体而

言，目前行业养殖平均成活率在80%至95%。感谢您对天马科技的关注！ 

3、鳗鱼行业壁垒或是公司的优势有哪些？ 

答：鳗鲡行业壁垒方面公司的优势主要有： 

（1）种苗供应优势。鳗鲡是水产养殖品种中完全依赖捕捞天然苗种进行养殖

的种类。鳗鲡天然苗种的渔获量受多种因素影响，如资源量、气候因素、自然灾

害等影响。公司建有目前国内最先进的鳗苗隔离场及足够规模的绿色环保养殖

场，直接对接海外供应商，在鳗苗进口相关软、硬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与国内

种苗供应商也形成长期合作伙伴关系，叠加上市公司资金、信用、养殖规模等方

面，比一般个体养殖户和小型企业更具议价和种苗供应保障优势。 

（2）养殖发展资源优势。养殖鳗鱼需要良好的水域生态环境与交通便利、水

源充足、电源通达等可供建场养殖的土地资源，在耕地和生态环保严控的现状

下，只有具备良好、规范、绿色、智慧现代养殖企业才能获得发展的政策支持。

公司天马养殖模式与政府倡导的绿色环保养殖理念契合，公司自动化、数字化、

智能化、智慧化绿色养殖模式（天马模式），能够带动区域养殖模式革新，引领

鳗鲡养殖行业规范化发展，符合政府环保及绿色养殖要求，能够获得养殖场地政

策支持即规模化发展。 

（3）养殖模式先进优势。公司的工厂化循环水生态养殖模式，采用创新型生

态内、外双循环养殖水净化和处理系统、低耗能附属配套设施、清洁可再生能源

和新型环保建设材料等方式，“养殖尾水种养殖一体化”鱼菜共生系统，实现尾

水里氮磷等营养物质资源化利用，维持产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4）养殖技术优势。养殖技术与养殖成活率、生长速率、饵料效率和产品质

量密切相关，直接关乎养殖效率和可持续发展，公司有强大的养殖技术及服务团

队，能够提供行业规模化发展所需的人才及技术支撑，公司养殖效率在行业稳居

前列。 

（5）规模和成本优势。公司养殖基地已初具规模，在人工、成本方面比个体

养殖户和小型养殖企业更具优势，公司标准化现代化池塘生态养殖模式（300亩）

用工8人左右、标准化工厂化循环水生态养殖模式（60亩）用工15人左右，平均用

工人数是个体养殖户的一半左右；天马模式利用清洁能源，成本是传统煤加热模

式的三分之一左右。 

（6）全产业链优势。公司具备鳗鱼全产业链优势。在饲料端，公司高品质鳗

鲡饲料产销量多年来稳居全球首位；在食品端，公司拥有天马福荣和江西西龙两



个烤鳗厂，同时定增项目也将新建两条食品生产线，在有效消化鳗鱼养殖产能的

同时，可以在行业价格波动时，平滑行业波动风险，能够享受行业平稳增长红

利。 

感谢您对天马科技的关注！ 

4、公司去年和今年的鳗鱼投苗量是多少？投苗成本是？ 

答：鳗鲡养殖是我国传统特色淡水养殖品种之一，鳗业也是我国渔业的重要

支柱产业之一。我国鳗鲡养殖品种多样，当前主养品种为日本鳗鲡、美洲鳗鲡和

少量花鳗鲡等。目前，公司鳗鲡养殖以美洲鳗鲡和日本鳗鲡为主。公司2021鳗年

度（2020年第四季度至2021年6月）投苗量约为3,000万尾，鳗鱼苗单价为7-8元每

尾。2022鳗年度，公司截至目前的投苗量已超过去年，公司鳗鲡养殖投苗按照既

定计划有力有序稳步推进，并引领鳗鲡养殖业向智慧化、集约化、标准化、工厂

化、绿色生态化养殖模式转型，持续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致力于打造世界

领先的现代渔牧集团化企业和人类健康食品供应商。感谢您对天马科技的关注！ 

5、公司2021年度水产料同比有多少增长？哪个品种饲料是我们的重点目

标？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2021年度特种水产饲料产量约17.55万吨，同比

增幅超过11.46%，销量约16.40万吨，同比增幅8.99%。天马科技立足特种水产业

核心板块，以“打造特种水产饲料行业全球最大的供应商”为特种水产饲料板块

中短期发展规划，是特种水产饲料行业龙头企业，公司将聚焦海洋优势产业，持

续推进“十条鱼”战略。公司将以强大技术优势、资本优势、人才优势、品牌优

势，持续推进“十条鱼”战略，争取做到特种水产饲料细分产品十个品种（鳗

鱼、石斑鱼、大黄鱼、加州鲈鱼、龟鳖、种苗、河豚、鳜鱼、鲍鱼、海参）的产

销量全国前列，同时形成对其他特种水产饲料细分品种的市场占有率的有效提

升，加快创新，持续做精、做大、做强特种水产饲料行业，实现新的跨越发展。

感谢您对天马科技的关注！ 

6、近期农产品持续涨价，对公司的饲料业务有何影响？公司有采取什么策

略对冲成本吗？此外，公司现在的预制菜业务发展如何，未来会加大这一块的投

入吗？ 

答：（1）近期农产品持续涨价对公司饲料业务影响不大，公司经营按年度计

划有力有序稳步推进，稳健发展。 

公司实行“集中采购和授权采购”相结合的采购管理模式，组建了专业化的

采购团队进行原料采购。根据特种水产配合饲料和畜禽饲料原料的特性，公司建

立了原料数据库和原料市场价格数据库，对优质鱼粉进行分级；公司充分利用国

内、国际二条采购渠道，采取远期采购、现货采购和贸易三者相结合的模式，采

取灵活的采购和备货策略，借助期货工具提高采购效率，有效控制原料成本，保

障优质、充足、稳定、价优的原料供应，并有效控制价格波动风险。 



（2）在食品端，天马科技启动了线上化与地域化战略，通过国内消费与国外

出口两个市场，致力于打造重度垂直的经营模式，打造全球最大的烤鳗平台，

“鳗鲡堂”烤鳗系列品牌已深入消费者人心。2020年度，公司食品业务启动线上

化与地域化战略，在稳固出口渠道的同时积极拓展国内线上及线下渠道，主要渠

道包括出口、餐饮、批发、电商、团餐等，目前除京东、天猫、微信商城天马优

选等线上渠道外，线下渠道覆盖了三全食品、以北京健力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为

代表的大型团餐管理集团等，进一步完成了全渠道的战略布局；2021年12月，公

司与益海嘉里集团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计划在益海嘉里旗下关联产业园区进行

项目投资，围绕中央厨房项目，开展从供应链到营销渠道等方面的广泛合作，形

成优势互补；同时，依托公司强大的研发体系和产业链基础，公司持续开发出多

种鳗鱼消费产品及福建特色姜母鸭等熟食食品，并通过微信、抖音、小红书、下

厨房、快手等新兴媒体进行品牌宣传升级，有效地将产品输出到终端渠道。公司

“鳗鲡堂”烤鳗系列品牌产品已深入消费者人心，公司“鳗鲡堂”蒲烧烤鳗因其

上佳的品质接连斩获国际风味评鉴所颁发的“顶级美味奖章”（Superior Taste 

Award）3星奖、Wow Food Awards 2021（全球创新食品评鉴大赛）最佳方便食品

奖、2021年世界食品品质评鉴大会Monde Selection蒙特奖金奖，2021年12月17

日，“鳗鲡堂”品牌又成功入选2021中国农产品百强标志性品牌。未来，天马科

技将持续加大食品研发投入，开发出更多的鳗鱼、其他优质鱼类和畜禽熟食食

品，打造传承中华文化价值的全产业链食品供应链平台。 

公司预制菜品的发展已具备一定规模，基于全产业链管控、中央厨房、线上

线下销售渠道等优势，公司构建了以“鳗鲡堂”、“鑫昌龙”等系列品牌的产品

体系，公司预制菜品主要包括高端蒲烧烤鳗、高端白烧烤鳗、鳗鱼饭便当、姜母

鸭、烤鲭鱼等系列产品。目前，“鳗鲡堂”蒲烧烤鳗畅销海内外60多个国家和地

区，姜母鸭产品也成为福建地区的畅销产品。随着新建食品产业基地建设项目落

地及其产能释放，预制菜业务布局的不断深入，未来公司将继续用研发寻求突

破，用匠心拥抱市场，采用全新品设计理念，实现产品及服务升级，提高公司的

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地位，打造传承中华文化价值的全产业链食品供应链平台。 

感谢您对天马科技的关注！ 

7、请介绍下鳗鲡养殖细分行业发展情况，谢谢。 

答：鳗业是我国渔业的支柱产业之一，鳗鲡是我国特色淡水养殖品种之一，

素有“水中人参”、“水中软黄金”的美誉，因其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和滋补功

效，深受国内外消费者青睐。全世界共有19种鳗鲡，它们出生于大海，在淡水中

成长，最后返回大海产卵，是罕见的降河性洄游鱼类，其中欧洲鳗和美洲鳗分布

在大西洋沿岸，其余皆分布于印度洋和太平洋一带。我国鳗鲡养殖品种多样，当

前主养以日本鳗鲡、美洲鳗鲡和花鳗鲡等为主。 



鳗鲡养殖始于日本，却远征于世界。在国家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关键四十余

年中，中国鳗业脱胎换骨，鳗鲡逐渐发展成为我国单项水产品出口创汇最多的种

类之一，更是国内水产养殖产业链最完整、产业化水平最高、产值最高的品种之

一。在养殖模式方面，当前，中国鳗业逐渐进入转型升级阶段，规模化能力、专

业化技术、产业链延伸能力成为新时期新发展的要求，原先的农户散养模式正在

被工厂化、智慧化生态养殖模式取代，并正成为产业主角。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鳗鲡生产国，近年来，活鳗养殖年生产能力在10万-15万

吨左右，养殖区域主要集中在广东、福建和江西。鳗鲡是完全依赖捕捞天然苗种

进行规模化养殖的水产品种。鳗鲡天然苗种的渔获量受多种因素影响，如资源

量、气候因素、自然灾害等，2022年度，日本鳗鲡苗种受以上因素影响，捕捞欠

收，渔获量大幅下降，且本鳗年度鳗鲡苗种捕捞季已经基本结束，根据中国鳗鱼

网（www.chinaeel.cn）及市场相关消息，今年我国大陆地区可以投放的日本鳗鲡

苗种渔获量只有约去年的三分之一；因受疫情等相关因素影响，美洲鳗鲡苗种进

口总量和去年相比下降了20%左右，总量也明显低于去年。 

当前，鳗鲡产业已发展成为全球性产业，面向全球消费市场；同时，鳗鲡产

业也属于国家政策支持产业，市场和产业发展前景良好。受鳗苗供应量减少和鳗

鲡存塘数量下降的影响，自2021年四季度以来，养殖商品鳗鲡收购价格保持稳中

上涨趋势。消费端，国际市场方面，日本市场逐渐回升，同时新兴的国际市场如

美国、俄罗斯、东南亚等正在崛起，中国鳗鲡已出口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

内市场方面，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鳗鲡食品研发的不断推进和鳗鲡文化的

不断普及，鳗鲡销售渠道在电商、新零售、商超、中央厨房及餐饮等线上线下全

面铺开，越来越多的国人能够享受到鳗鲡的美味，国内消费持续升温。整体来

看，鳗鲡消费正逐渐从外销为主转向内外销共同驱动的消费增长新态势。 

感谢您对天马科技的关注！ 

8、鳗鲡苗的捕捞会受哪些因素影响？今年捕捞量情况如何？近期鳗鲡市场

价格情况如何？公司目前有哪些养殖品种，公司2022的投苗计划是怎样的？鳗鲡

苗是否能保障公司的养殖计划？ 

答：鳗鲡是我国规模化水产养殖品种中完全依赖捕捞天然苗种进行养殖的种

类。鳗鲡天然苗种的渔获量受多种因素影响，如资源量、气候因素、自然灾害

等，2022年度，日本鳗鲡苗种受以上因素影响，捕捞欠收，渔获量大幅下降，且

本鳗年度鳗鲡苗种捕捞季已经基本结束，根据中国鳗鱼网（www.chinaeel.cn）及

市场相关消息，今年我国大陆地区可以投放的日本鳗鲡苗种渔获量只有约去年的

三分之一；因受疫情等相关因素影响，美洲鳗鲡苗种进口总量和去年相比下降了

20%左右，总量也明显低于去年。 

当前，鳗鲡产业已发展成为全球性产业，面向全球消费市场；同时，鳗鲡产

业也属于国家政策支持产业，市场和产业发展前景良好。受鳗苗供应量减少和鳗



鲡存塘数量下降的影响，自2021年四季度以来，养殖商品鳗鲡收购价格保持稳中

上涨趋势。 

鳗鲡养殖是我国传统特色淡水养殖品种之一，鳗业也是我国渔业的重要支柱

产业之一。我国鳗鲡养殖品种多样，当前主养品种为日本鳗鲡、美洲鳗鲡和少量

花鳗鲡等。目前，公司鳗鲡养殖以美洲鳗鲡和日本鳗鲡为主。2022年度，公司鳗

鲡养殖投苗按照既定计划有力有序稳步推进，并引领鳗鲡养殖业向智慧化、集约

化、标准化、工厂化、绿色生态化养殖模式转型，持续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致力于打造世界领先的现代渔牧集团化企业和人类健康食品供应商。 

感谢您对天马科技的关注！ 

9、请介绍一下公司畜牧板块发展战略。 

答：公司持续扩展整合畜牧业产业，深耕福建市场，积极打造成为福建区域

性龙头企业，建立从“标准化基地→良种繁育→饲料生产→畜禽养殖→食品深加

工→冷链物流→终端销售”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为消费者提供“一只鸡、一只

鸭、一只猪、一粒蛋、一块肉……”的健康食品，积极布局省外建厂，做到立足

福建，走向全国，打造成为福建最大和行业领先的现代畜牧集团化企业。 

（1）打造成为行业领先的现代畜牧集团化企业。华龙集团历经三十多年的扎

实发展，在福建省内外拥有七家子公司和八家孙公司，并于2021年成功收购龙岩

中粮华港饲料等6家公司，产销量位居福建省第一梯队。充分发挥华龙集团区位优

势及华港公司的生产及市场辐射能力，加强营销团队建设，保持畜禽饲料市场省

内领先地位。同时，积极向福建省外建厂布局，推进公司业务的持续稳定增长的

市场扩张战略，逐渐实现立足福建打造区域龙头、向全国战略布局的目标，打造

成为福建畜牧产业区域性龙头企业。 

（2）坚定不移地推行综合型人才战略。集团组建了由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

畜禽养殖学等专业人员构成的专业研发团队，是一支充满活力的队伍；管理经验

丰富、具有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和较强的管理创新思维能力的管理团队；专业知

识扎实、学科齐全、市场开拓意识和能力强、技术服务能力强的服务营销团队，

为集团实现产品创新、高效管理、服务营销提供坚实支撑。 

（3）坚定不移地推行科技战略和品牌战略。坚持自主创新，科技兴业，设立

“专家工作站”，牵头组建了福建省饲料产业技术创新重点战略联盟，创办了福

建省养殖动物营养与新型饲料企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福建华龙生猪产业研究

院。荣膺“全国饲料行业科技进步先进集体”、“福建省首批创新型企业”和

“高新技术企业”、“星火龙头企业”、“全国饲料行业百强企业”和农业部首

批“饲料质量安全管理规范示范企业”，获评“福建省农业产业化省级重点龙头

企业”。拥有华龙、黎明、鑫昌龙、昌龙飞鸭等食品品牌，扎实推进品牌建设，

不断提高品牌影响力。 



（4）发力畜牧食品深加工，打造畜牧全产业链供应链平台。集团坚持生态化

发展战略，不断扩展整合畜牧业产业上下游资源。华龙旗下昌龙公司，已建成集

种鸭繁育、种蛋孵化、商品鸭养殖、食品深加工、冷链物流为一体的完整的优质

肉鸭产业链。集团建立生态健康、绿色友好型战略性发展模式，全过程导入食品

安全管理体系，养殖产品获无公害产地认定证书，活鸭和鸭肉分别荣获无公害农

产品认定证书。集团投资建设小凤鲜蛋鸡项目，成立福建华龙生猪产业研究院，

在畜牧产品核心竞争力基础上进行全产业链延伸，放大自身势能，实现高起点、

高标准、高效率建设与运营。 

感谢您对天马科技的关注！

10、目前鳗鱼苗是否能够人工繁育？公司是否有进行相关研究？ 

答：伴随着养鳗业迅速发展，针对鳗鲡人工繁育课题，中外学者开始广泛开

展相关研究。由于鳗鲡属于降海洄游性生物，生活史及繁殖方式特殊，鳗鲡的人

工繁殖至今仍然是一个世界难题，人类至今尚未能解决种苗人工繁育问题，鳗鲡

人工育苗技术的突破尚待时日, 公司亦一直关注鳗鲡人工育苗技术并做好相关技术

积累。 

公司的鳗鲡配合饲料产销量多年来稳居全球首位，公司设有鳗鲡现代产业技

术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在鳗鲡产业方面已具备深厚的人才、技术、市场沉淀；

公司积极与上海海洋大学、厦门大学、集美大学、福建省淡水研究所等院校专家

合作，积极开展鳗鲡种苗及养殖相关技术研究工作。2017年在上交所主板成功上

市以来，公司着力建设全产业链供应链平台和绿色生态食品供应链平台，致力于

打造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高质量绿色发展的现代渔牧集团化企业，构建传承中华

文化价值的全产业链食品供应链平台。迄今为止，天马科技相关产业布局基本到

位，公司有责任和义务为鳗鲡行业规范及长远发展做出表率，同时，天马科技作

为中国渔业协会鳗业工作委员会会长单位，公司在鳗鲡养殖业界亦具备天然引领

及整合能力。感谢您对天马科技的关注！ 

 

关于公司 2021 年度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的详细情况，投资者可以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进行查看。感谢各位投

资者积极参与本次说明会，公司在此对长期以来关注和支持公司发展并积极提出

建议或意见的广大投资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