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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 资

者 关

系 活

动 类

别 

□ 特定对象调研      □ 分析师会议 

□ 机构策略会        □ 业绩说明会 

√ 媒体采访          □ 新闻发布会 

□ 路演活动          √ 现场参观 

√ 其他（共话食品新蓝海 引领健康新未来—“走进天马科技”投资者交流会） 

参 与

单 位

名 称 

 

广发基金、嘉实基金、博时基金、信达澳亚基金、招银理财、朱雀基金、工银安

盛、安信基金、财通基金等，华泰证券、申万宏源证券、中信建投证券、国泰君

安证券、天风农业等，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等超百家

基金、券商、机构投资者和媒体代表合计 120 人。 

具体

行程

安排 

2022 年 7 月 18 日 
15:00-16:50 参观建宁濉溪圳头生态养殖基地 

17:00-18:00 参观建宁鳗鲡堂生态养殖基地 

2022 年 7 月 19 日 

14:30-15:30 参观福清白鸽山万亩产业基地 

15:40-16:50 参观福清天马福荣食品生产基地 

17:30-19:30 
共话食品新蓝海 引领健康新未来 

——“走进天马科技”投资者交流会 
 

上 市

公 司

接 待

人 员

姓 名 

董事长、总裁陈庆堂先生，副董事长、执行总裁陈加成先生，董事会秘书戴文增

先生等。 

投 资

者 关

系 活

动 主

要 内

容 介

绍 

天马科技董事长、总裁陈庆堂先生就公司发展历程、鳗鱼产业文化、公司创

新优势、全产业链布局及业务发展前景等内容进行了介绍，并对投资者关心的问

题进行了详细解答。 

 

一、公司基本情况介绍 

2022 年上半年，公司聚焦主业发展，多措并举深入挖掘生产潜力，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稳健高效推进，各产业经营态势良好，特别是在鳗鲡全产业链业务

方面，行业整体继续保持较高景气度，公司按照既定战略规划布局鳗鲡数智化全



产业链，在福建、广东、江西、广西、湖南和湖北等六省有力、有序推进万亩产

业基地项目建设，推动鳗鲡生态智慧养殖相关项目产业落地实施，公司产能逐步

释放的同时，盈利能力进一步加强。 

作为渔牧行业领军企业，天马科技全面布局鳗鲡智慧全产业链，引领鳗鲡产

业高质量发展。多年来，天马科技保持快速发展，主营业务明确，业绩取得稳步

增长。2022 年是公司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二年“提升年”，更是我们各大业务

板块的“奋战年”，饲料、养殖、食品等业务均呈现产销两旺的良好态势，公司

全产业链布局持续深化。 

1、饲料业务板块： 

（1）特种水产饲料业务方面，天马科技将立足特种水产业核心板块，做特

种水产饲料行业龙头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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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天马科技构建起了北起渤海湾南至北部

湾覆盖中国沿海和内陆地区完善的战略销售网络，通过推进落实“百团大战”中

长期战略规划，积极开拓海外市场，不断完善全球战略布局；依靠技术优势、资

本优势、人才优势、品牌优势，全面推进“十条鱼”战略，以特种水产饲料细分

产品十个品种的产销量进入全国前列为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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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公司特种水产饲料行业将持

续做精、做大、做强，并实现新跨越发展。 

（2）畜禽饲料业务方面，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建省华龙集团饲料有限公司历

经三十多年的扎实发展，通过不断扩展整合畜牧业产业，目前产销量稳居福建省

第一梯队，在保持畜禽饲料市场福建省内领先地位的同时，将积极向省外建厂布

局，稳步推进 “打造福建畜牧产业区域性龙头企业，逐步进行全国布局”的战

略规划。 

（3）近年来，我国饲料行业紧紧围绕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加

快推进饲料工业转型升级，加快饲料工业现代化建设，与畜牧业、水产养殖业深

度融合发展呈现上升趋势，饲料工业的发展质量进一步提升；同时，我国饲料行

业市场容量巨大，饲料工业支撑生产的肉类、禽蛋和养殖水产品产量稳居世界第

一位，我国居民对肉类产品的需求稳步增长，工业饲料普及率将进一步提高，我

国饲料行业仍有良好的市场前景。公司有信心把水产饲料和畜禽饲料业务继续

做大做强，力争稳步增长并持续贡献利润。 



2、养殖业务板块： 

2022 年上半年，公司对外销售商品鳗约 3,390.85 吨，预计毛利率在 41.32%

左右。公司按照既定战略规划布局鳗鲡数智化全产业链，目前正在福建、广东、

江西、广西、湖南和湖北等六省有力、有序推进万亩产业基地项目建设，推动鳗

鲡生态智慧养殖相关项目产业落地实施，以创新创造安全、健康、环保、绿色生

态式“种养一体化”和“渔业+光伏”特种水产循环水养殖创新模式，为鳗业高

质量发展发挥龙头引领的作用。当前，公司探索实践的鳗鱼养殖精细化模式正逐

步形成高成活率、高效益、高产出的优势，鳗鲡生态养殖已成为公司新的利润增

长点，进一步巩固了公司在渔牧行业的领先地位，更拓宽了公司未来发展空间，

并能有效带动区域养殖模式革新，引领鳗鲡养殖行业规范化发展。 

3、食品业务板块： 

在食品端，公司坚持走国内外双循环发展道路，全心打造全产业链食品供应

链平台。食品板块依托公司全产业链优势，建立可溯源安全食品体系，实现原料

采购、养殖生产、食品加工、冷链物流、终端销售等全环节可视化管理及全链条

全周期可溯源管理，通过推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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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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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公司养殖布局基本到

位和开始高质量出鱼，以及新建食品产业基地建设项目落地及其产能释放，同时

随着预制菜业务布局的不断深入，相信食品端也将持续为公司做出利润贡献。 

多年来， 公司一直专注于主营业务发展，积极向饲料产业链横向纵向延伸，

持续做大做强公司相关产业，战略方向明确，已逐步构建完善“原料贸易—饲料

—养殖—动保服务—农产品加工销售—食品终端”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随着天

马科技主营业务布局基本到位，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有力、有序推进，企业得到

了持续、稳定、较好、较快发展！ 

 

二、投资者问题解答 

1、请介绍公司鳗鱼养殖产能规划。 

答：鳗鱼是全球性产业，具有世界性产业文化。鳗鱼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

成功产业，是全球最具价值、最有竞争力的三条鱼之一。相关统计数据显示，目

前，日本产能 2.5 万吨、韩国 1 万吨、中国大陆鳗鱼生产能力在 12~15 万吨，台



湾地区 0.5 万吨，其他国家或地区（东南亚、欧洲国家等）1 万吨。 

（1）天马科技在鳗鲡产业方面已具备深厚的人才、技术、市场沉淀，拥有

六大基地（福建、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湖北）、七大中心、九大平台、十

大品牌。 

（2）目前正在打造万亩产业基地，示范生态环保绿色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模

式，带动区域养殖模式革新，进一步做大做强公司鳗鱼全产业链，引领鳗鲡养殖

行业规范化发展，是公司鳗鱼养殖的中短期规划。 

（3）公司的战略目标是鳗业产业规模位居全球第一，打造世界级鳗鱼全产

业链食品供应链平台，为世界海洋食品产业树立典范！ 

 

2、上游苗种无法人工繁育的情况下怎么能做到工业化养殖各个环节的稳定

性？ 

答：鳗鱼来自于深海，是地球上珍稀的海洋古生物鱼类，全世界共有 19 种

鳗鱼，主要分布在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区域。目前世界各地主要养殖的鳗鱼

品种为日本鳗、美洲鳗和花鳗等，其中北美鳗苗主要分布在美国、加拿大，南美

鳗苗主要分布在古巴、海地、多米尼加；日本鳗苗主要分布在日本、中国；花鳗

苗主要分布在非洲和苏门答腊。 

（1）在苗端：鳗苗人工繁育技术目前尚未成功，鳗鱼养殖目前完全依赖天

然捕捞的苗种，苗种供应成为养殖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 

①公司在上市前就有种苗经营的优势，采用现货采购+远期订单的模式，通

过国外第三方提前锁定优质鳗苗采购量，已预定南美主要国家年度鳗苗额度，获

取了鳗苗出口批文。 

②天马科技几十年来与海外供应商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更是与美国、海

地、多米尼加、加拿大等国美洲鳗苗产地供应商建立了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在保

障鳗苗进口的质量、数量等方面都具有明显优势。 

③天马科技深耕产业三十余年，在国内建立的强大的进口网络，与福建、江

苏等主要捕捞区域的国内几大日本鳗鲡苗种供应商形成长期合作伙伴关系，能

稳定地提供鳗苗资源。 

④公司在种苗供应方面具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叠加上市公司资金、

信用、养殖规模等方面，比一般个体养殖户更具议价优势，能充分保障公司未来



鳗鲡苗种的充足供应。 

（2）在饲料端：公司是高品质鳗鱼饲料全球最大的供应商，保障了鳗鱼饲

料的稳定供应。 

（3）在养殖端：天马科技目前正在福建、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湖北

等省打造万亩产业基地，大力发力鳗鲡数智化养殖，不断探索新技术、新模式、

新业态、新理念，为鳗业高质量发展发挥龙头引领的作用。 

当前，公司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有力有序推进，鳗鲡生态智慧养殖相关项目

产业持续落地实施，公司鳗鱼养殖具备“养殖过程全封闭，养殖流程可追溯，养

殖成本可控制，养殖效益可预期”等四个特点，养殖端稳定可控，公司探索实践

的鳗鱼养殖的精细化模式已形成高成活率、高效益、高产出的优势，这些都将进

一步巩固天马科技在渔牧行业的领先地位，更拓宽了公司未来发展空间。 

（4）在食品端：天马科技以天马食品及其控股子公司江西西龙、天马福荣

为运营平台，已布局以鳗鱼为代表的预制菜品市场多年，持续推进全管控、多品

类的餐饮预制菜、精深加工水产品为主的食品供应链建设。 

食品板块依托公司全产业链优势，建立可溯源安全食品体系，实现原料采

购、养殖生产、食品加工、冷链物流、终端销售等全环节可视化管理及全链条全

周期可溯源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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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打造传承中华文化价值的全产业链食品供应链平台。 

三十多年来，天马科技深耕鳗鱼全产业链，已形成集“科研→种苗→饲料→

养殖→动保→食品→餐饮→文旅”为一体的鳗鱼全产业链，积极布局上下游产

业，具有深厚的技术、资金、人才、市场和品牌等优势，打造集“鳗苗捕捞、幼

苗培育、成鳗养殖、饲料及动保生产、鳗鲡加工、出口贸易、技术研发和金融服

务配套服务”等生态型、健康型、科技型现代鳗鲡全产业链运作模式，因此公司

有信心确保工业化养殖各个环节的稳定性。 

 

3、公司规模化养殖有什么优势？ 

答：三十多年来，天马科技深耕鳗鱼全产业链，已形成集“科研→种苗→饲

料→养殖→动保→食品→餐饮→文旅”为一体的鳗鱼全产业链，积极布局上下游

产业，具有深厚的技术、资金、人才、市场和品牌等优势，打造集“鳗苗捕捞、

幼苗培育、成鳗养殖、饲料及动保生产、鳗鲡加工、出口贸易、技术研发和金融



服务配套服务”等生态型、健康型、科技型现代鳗鲡全产业链运作模式。 

现阶段全力推进鳗鱼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全面布局产业基地建设，产业规

模初见成效。公司在鳗鲡养殖方面与散户养殖相比，具备的核心竞争力主要体现

在以下几方面： 

（1）技术和人才优势。 

① 三十多年来，天马科技坚定不移地推进“科技兴企、科技兴业”发展战

略，创建了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院

士专家工作站等科研平台, 成立了中国鳗鲡产业研究院，鳗鲡现代产业技术教育

部工程研究中心等技术平台。 

② 集团汇聚了院士、博士、硕士、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万人计

划科技创业领军人才、国家标准委员会委员等两百多人科技精英研发专业团队，

培养了两百多名深耕鳗鱼产业养殖技术的专业队伍。 

③ 集团研发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玻璃鳗、鱼初乳等配合饲料等多项技术

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积累了数百件发明专利和科研成果，为鳗鲡产业链的发展

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 

④ 集团创新“渔光一体化”模式，通过“渔业+光伏”产业的跨界整合，“渔

光互补”实现“上可发电，下可养鱼”的智慧渔业，用绿色清洁能源（光伏、空

气能）促进绿色发展。 

⑤ 国内首创“种养一体化”特种水产循环水养殖模式，通过内外双循环尾

水净化系统、“鱼菜共生”系统和植物“中央厨房”，实现生态多级链式资源化

利用，节水节能；可以使养殖尾水的氮磷等营养物质资源化再利用，实现鳗鲡养

殖节能、减排、增效可持续发展。 

⑥ 采用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智慧养殖管理系统，实现产业基地相关

数据与集团智慧化平台联网联动，动态共享，让技术赋能数智化管理，产品质量

安全可追溯，确保产品质量安全，实现产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2）种苗供应优势。 

① 公司在上市前就有种苗经营的优势，采用现货采购+远期订单的模式，通

过国外第三方提前锁定优质鳗苗采购量，已预定南美主要国家年度鳗苗额度，获

取了鳗苗出口批文。 

天马科技几十年来与海外供应商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更是与美国、海地、



多米尼加、加拿大等国美洲鳗苗产地供应商建立了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在保障鳗

苗进口的质量、数量等方面都具有明显优势。 

② 天马科技深耕产业三十余年，在国内建立的强大的进口网络，与福建、

江苏等主要捕捞区域的国内几大日本鳗鲡苗种供应商形成长期合作伙伴关系，

能稳定地提供鳗苗资源。 

③ 公司在种苗供应方面具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叠加上市公司资金、

信用、养殖规模等方面，比一般个体养殖户更具议价优势，能充分保障公司未来

鳗鲡苗种的充足供应。 

（3）规模和成本优势。 

① 公司加速在福建、广东、广西、江西、湖北、湖南等省份全面布局，产

业已初具规模。在原材料采购、养殖成活率、人员人工等方面比其他散户和中小

型企业更具优势，平均用工人数是个体养殖户的一半左右。 

② 天马模式利用清洁能源、渔光互补、能量回收等新技术，能耗较传统模

式降低 50%以上。 

（4）养殖发展资源优势。 

① 养殖鳗鱼需要良好的水域生态环境、便利的交通、充足的能源和可供建

场的土地资源。在耕地保护和生态环保严控的现状下，只有符合绿色、节能环保

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养殖模式才能符合政策支持方向。 

② 天马鳗鱼产业链发展采用“内外双循环”模式节能减排、“渔光一体”

低碳清洁、“种养一体化”资源循环的高质量发展模式，实现鳗鲡养殖节能、减

排、增效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契合了发展方向。 

③ 集团作为上市公司规范管理、合法经营， 全产业链项目广受各地政府欢

迎。公司目前在湖北、广西、江西、湖南等省份均在加速开展产业基地建设。 

（5）市场优势。 

① 天马科技深耕鳗鱼产业三十余年，构建北起渤海湾南至北部湾延伸至内

陆地区（云贵川）完善的销售网络。 

② 天马食品产业出口至全球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销量稳步上升。 

（6）全产业链优势。 

公司深耕产业三十余年，在种苗、饲料、养殖、食品、销售等各关节具备得

天独厚的产业链优势： 



① 在养殖端，公司规模化经营，标准化建设，自动化、智能化和数字化管

理，养殖成本和养殖安全有效控制。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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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 在产品加工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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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 在销售端，打造全渠道运营团队，深度布局国际国内食品市场，从电商、

新零售、商超、中央厨房及餐饮等线上线下主流销售渠道切入布局；打通京东自

营店、天马优选商城、天猫旗舰店等线上平台，拓展 C 端销售渠道，加大产品

宣传和销售力度，有力促进全产业链快速发展。 

 

4、下半年鳗鱼价格如何判断？ 

答：下半年行情总体是稳定上涨态势。 

（1）上半年外销市场带动内销市场，疫情对鳗鱼产业影响不大（根据海关

数据，1-3 月份鳗鱼产品累计出口 1.74 万吨，同比增长 11%）。 

（2）下半年销售向好，中国的市场在国庆后集中爆发（传统节假日如中秋、

国庆、元旦、春节、元宵等），在每年 10 月到次年 3 月迎来销售旺季，市场机

遇较好，内销市场带动外销市场。 

（3）首届中华鳗鱼节即将启动，将进一步宣传全球性鳗鱼产业文化，有利

于扩大鳗鱼消费市场；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食品品质、营养的要求越

来越高，鳗鱼是营养、美味的高端食材，是食品中的“鳗茅”，深受各年龄段消

费者喜爱，国内鳗鱼食品市场一片蓝海。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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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前段时间由于受疫情和物流等因素影响，国内供应江浙沪等沿海菜鳗市

场受到一定影响，菜鳗价格略有下跌，受价格因素影响，部分养殖户也加大了菜

鳗出鱼力度，同时也带动了销量的上升。 

②随着规格鳗存塘量的继续减少，接下来的日本鳗鱼节和下半年行情依然

看涨。当前规格鳗鳗价保持较稳定上涨状态，具体可以关注中国鳗鱼网每周报

价。 



5、鳗鱼养殖什么时候会有市场风险？公司如何规避鱼价波动的市场风险？ 

答：（1）目前国际上鳗鱼产业有自己的专用鳗年度，鳗年度与国际会计年

度不同，如日本每年 9 月到次年 8 月是一个鳗年度，新的投苗季节到来是 9-10

月份，因此鳗年度的定义是合理的。 

（2）鳗鱼产业历经四十余年的产业发展，目前市场相对健康平稳，产业发

展有力有序，国际市场空间布局合理，市场呈现多元发展格局，中国鳗鱼市场已

形成“双轨发展”态势，目前出口国外占比 50%、国内销售占比 50%，市场空

间广阔。 

（3）目前外销市场每年销售旺季在 1-6 月份，国内销售市场随着中国传统

节日（元宵、国庆、元旦、春节等节假日）经济的到来，迎来销售旺季在每年 10

月到次年 3 月，市场机遇较好，如何做好销售风控，关键在于如何掌握市场规

律，合理布局市场时间和空间。 

（4）根据市场行情合理安排烤鳗冷藏、物流量，进行优化调节。 

（5）把控市场淡、旺季的市场变化及汇率变化，合理安排出口时机。 

（6）根据市场需求合理安排出鱼规格。 

 

6、公司如何解决鳗苗捕捞量大年小年的问题？ 

答：我国规模化养殖品种中，鳗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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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因素等多种因素的

影响，因此不同年份鳗苗捕获量存在一定差异。 

（1）鳗苗捕捞大年是利好年，如何加强经营决策： 

① 抓住种苗丰产期，苗价好，成本低，加大投苗量。 

② 通过调整养殖规格，可达到调整产量的预期。 

③ 养殖周期可适度拉长，调整市场周期，达到调控市场的目的。 

④ 鳗鱼是世界性的产业，具有全球销售的巨大潜能，随着人们消费水平的

提升，国内鳗鱼消费市场逐年递增，市场空间巨大，可进一步扩大鳗鱼市场销售

量。 

⑤ 举办中华鳗鱼节，扩大世界鳗鱼产业文化影响力，提升鳗鱼消费。 

（2）鳗苗捕捞小年的时候，如何加强经营决策： 

① 积极保障采购鳗苗量，持续稳增投苗（公司与海地、多米尼加、加拿大



等美洲鳗苗主产地供应商建立了长期战略合作关系，采用现货采购+远期订单的

模式，提前锁定优质鳗苗采购量）。 

② 通过拉大养殖规格，增量增产增收。 

③ 拉长上年度存塘鳗鱼的养殖周期，增加当年度的鳗鱼产量，实现价值最

大化。 

④ 进一步加大市场拓展，宣传鳗鱼产业文化。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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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请简单介绍下公司目前预制菜布局和渠道覆盖情况。 

答：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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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食品产业方面，公司已布局预制菜品市场多年，以天马食品及其控股子公

司江西西龙、天马福荣为运营平台，推进全管控、多品类的餐饮预制菜、精深加

工水产品为主的食品供应链建设。食品板块依托公司全产业链优势，建立可溯源

安全食品体系，实现原料采购、养殖生产、食品加工、冷链物流、终端销售等全

环节可视化管理及全链条全周期可溯源管理。 

目前，公司食品业务继续推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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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打造全渠道运营团队，从电商、新零售、商

超、中央厨房及餐饮等线上线下主流销售渠道切入布局。线上端，与头部主播进

行深度合作，打通京东、天马优选、天猫、有赞等线上平台，借助抖音、小红书、

下厨房、快手等新兴媒体进行品牌宣传升级；线下端，与益海嘉里、鳗匠等形成

了稳定的长期合作伙伴关系，未来将在水产预制菜品开发与市场推广、联合品牌

合作及消费动态共享等方面开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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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全新产品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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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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