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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行业基本情况  

特种水产饲料行业是市场充分竞争行业，行业集中度不高且产品区域化特征

较为明显。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该类属于大类“C

制造业”之中类“C0101 粮食及饲料加工”。特种水产饲料行业为制造业下子行

业饲料加工行业中的细分领域。 

目前，全国特种水产饲料行业生产企业众多，主要分布在浙江、福建、广东

等沿海省市，但行业内大部分企业生产规模较小，市场区域性特征明显。目前特

产水产饲料行业包含以下上市公司： 

1、宁波天邦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2124） 

宁波天邦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7 年 1月，2007 年 4月在深圳交易所上市. 

现生产和销售产品有：水产饲料、畜禽饲料、饲料原料三大类动物营养产品，以

及兽用生物制品、环境微生物、水质改良产品和水产加工食品。产品曾先后获国

家级新产品、浙江省优质农产品金奖、浙江省名牌产品、安徽省优质农产品等荣

誉。 

2、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2311） 

海大集团于 2009 年 A 股上市，在生产规模和品牌影响力方面居于水产配合

饲料行业前列，公司产品以水产预混料、淡水鱼配合饲料及虾料为主。 

3、通威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0438） 

通威股份主营业务为生产、销售饲料，主要产品包括鱼、猪、鸡、鸭饲料等

四大类。水产饲料是通威股份的核心产品，包括淡水、海水养殖在内 200 多个品

种。 

	  

二、行业监管情况及政策法规  



我国对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的生产实行生产许可管理。申请成立饲料和饲料添

加剂生产企业，应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饲料管理部门提出申请，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饲料管理部门组织评审并核发生产许可证。饲料添加剂、

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生产企业取得生产许可证后，还应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饲料管理部门提出产品批准文号申请，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饲料管

理部门农业部的规定，核发相应的产品批准文号。 

2013年12月7日，国务院颁布了《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管理条例

规定了饲料、饲料添加剂管理工作的归口部门，规定了饲料、饲料添加剂的审定

和进口管理，及生产、经营和使用管理。管理条例还严格规定严禁各类违禁药品

和添加剂用于饲料。 

2013年12月31日，为加强饲料、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管理，维护饲料、饲料

添加剂生产秩序，保障饲料、饲料添加剂质量安全，农业部颁发《饲料和饲料添

加剂生产许可管理办法》，办法规定了饲料、饲料添加剂的生产许可证的核发以

及监督管理等情况。 

2011年9月，农业部颁布《饲料工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明确了饲料

工业的重要性，即“饲料工业是支撑现代畜牧水产养殖业发展的基础产业，是关

系到城乡居民动物性食品供应的民生产业”，将“发展特色饲料”作为“十二五”

期间饲料工业发展的重点任务，提出“针对地方典型品种资源、特色养殖模式和

特种动物、特色畜产品、水产品生产，研究推广配套饲料产品，丰富饲料产品种

类，拓展饲料工业发展空间。鼓励饲料生产企业与养殖基地对接，发展按需研发、

订单生产模式”。《规划》同时指出，“促进饲料企业整合”将是水产饲料及整

个饲料行业的发展趋势，鼓励饲料企业采取兼并重组、产业联盟等形式进行整合

融合，提高行业集中度。支持饲料生产企业向饲料原料生产、畜牧水产养殖、加

工等领域延伸产业链，增强抗风险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2011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知识产权 

局联合发布《当前优先发展的高技术产业化重点领域指南（2011 年度）》（以

下简称《指南（2011 年度）》），确定了当前优先发展的信息、生物、航空航

天、新材料、先进能源、现代农业、先进制造、节能环保和资源综合利用、海洋、

高技术服务十大产业中的137 项高技术产业化重点领域。《当前优先发展的高技



术产业化重点领域指南（2011 年度）》中提到“85、新型安全饲料……幼龄动

物专用饲料、风味饲料添加剂生产技术及设备，高效渔用饲料配制技术及动物性

饲料源替代技术”。 

三、行业现状及前景  

1、行业基本概况 

饲料行业是我国国民经济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行业，是连接种植业与养殖业的

中间行业。我国饲料行业的发展，对于促进粮食高校转化增值和农产品精深加工

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促进畜牧水产养殖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支撑和战略保证，饲

料行业作为我国农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水平的高低已成为衡量现代农

业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特种水产饲料行业作为饲料行业中水产饲料的细分子行

业，受益于整个饲料行业及下游特种水产养殖行业的飞速发展，呈现出快速发展

的局面。 

2、行业发展状况及前景 

我国饲料行业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发展起步，进入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进入

高速发展时期，我国的饲料产量从 1991 年的 3,579 万吨迅速增长至 2000 年的

7,500 万吨，较 1991 年翻了一番。饲料总产量快速提升的同时，我国饲料行业

的生产设备、技术水平也有了长足的进步。目前，我国饲料行业中占比较大的家

禽类饲料受生猪养殖及蛋禽养殖需求低迷的影响波动较大，根据《中国饲料行业

年鉴》的数据显示，受畜产品需求低迷影响，2013 年上半年全国工业饲料生产

放缓，尤其是禽类饲料产量大幅下降。大型饲料企业产量虽有增长，但增幅普遍

低于预期。同时，作为饲料行业中的水产饲料子行业受益于国内水产养殖量的增

长，呈现出明显的增长态势。 

中国饲料产量（月） 



 

我国饲料行业的发展与下游养殖行业的发展息息相关。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

飞速发展，国民的消费水平逐步提高，对营养价值较高的水产品特别是甲鱼等富

含高蛋白的特种水产品的需求增加较快。如下图所示，我国人均年水产品占有量

在 2007 年为 36 千克，随后水产品的人均占有量一路攀升，至 2013 年末我国年

人均水产品占有量已达 46 千克。快速增长的水产品需求，使得水产养殖行业近

年来取得高速发展。 

 

根据福建天马饲料招股说明书披露的数据显示，我国水产品产量从 2006 年

4583.6 万吨逐年上涨，到 2013 年已经达到 6172 万吨，较 2006 年增长 3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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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水产养殖量在水产品总量中的占比也逐年提高，2013 年水产养殖量在水

产品总产量中的占比达到 73.6%，水产养殖已成为我国水产品生产的主要生产供

给方式。作为水产养殖行业的上游水产饲料行业，水产养殖行业快速发展极大推

动了该行业持续高速增长。目前特种水产饲料行业发展处于高速成长期。随着特

种水产动物养殖规模的不断扩大及其配合饲料应用普及率的不断提高，潜在的市

场需求将迅速释放，市场空间巨大。 

2006-2013 年中国水产品产量及其中养殖产量 

 

数据来源：福建天马饲料招股书 

 

四、进入行业的主要障碍  

数据来源:Wind资讯

产量:淡水产品:人工养殖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2007

2000 2000

2100 2100

2200 2200

2300 2300

2400 2400

2500 2500

2600 2600

2700 2700

2800 2800

万吨 万吨万吨 万吨



1、技术壁垒 

特种水产配合饲料作为下游特种水产品的主要投喂食物，对饲料配方的安全

性、环保性及营养成分都有较高的要求。特别是特种水产品一般具有不同于普通

水产品的生物习性和喂养习惯，对行业内企业在水产动物营养学、养殖学、动物

疾病预防等专业领域都要有较强的技术积累和研发实力。因此，技术研发实力是

进入特种水产配合饲料行业的重要壁垒。 

2、人才壁垒 

行业内先行企业通过多年的运营，积累了一定数量的经营和管理人才、研发

和技术人才及营销人才，而且随着企业的发展、规模的扩大，良好的前景对高级

人才形成了强大的吸引力。此外，由于知识和经验的积累需要一定的时间周期，

同时招聘有经验人员亦存在较大难度，因此行业内企业主要通过自主培养来满足

对人才的需求。对于新进入本行业的企业来说，人才的引进困难，而人才的培养

又需要较长的周期，因此本行业存在着明显的人才壁垒。 

3、资金壁垒 

本行业从原材料采购到生产设备购置及销售铺货，需要大量的铺垫资金。因

此巨大的产品需求决定了本行业企业只有通过规模经济才能实现资本增值，这对

于新进的企业来说，大量的资金投入构成了一定障碍。 

五、影响行业发展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  

1、影响本行业发展的有利因素 

（1）国家产业政策的重点支持 

水产饲料行业属于国家大力扶持的产业，国家在行业规划、税收政策方面出

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支持行业的发展。在行业规划方面，农业部颁布了《饲料

工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明确了饲料工业的重要性，即“饲料工业是支撑

现代畜牧水产养殖业发展的基础产业，是关系到城乡居民动物性食品供应的民生

产业”，将“发展特色饲料”作为“十二五”期间饲料工业发展的重点任务。在

产业政策方面，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知识

产权局联合发布的《当前优先发展的高技术产业化重点领域指南（2011 年度）》，



新型安全饲料产业属于国家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以及引导

社会资源投向时优先发展的高技术产业领域，未来发展将受到国家政策的大力扶

持。在税收优惠方面，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饲料产品免征增值税问

题的通知》，单一大宗饲料、混合饲料、配合饲料、复合预混合饲料、浓缩饲料

属于增值税免税产品。 

（2）下游行业的发展拉动本行业的需求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国民的消费水平逐步提高，对食品的需求已

从单纯追求数量转变为更为注重食品的质量和营养价值，对营养价值较高的水产

品特别是甲鱼等富含高蛋白的特种水产品的需求增加较快。快速增长的水产品需

求，使得水产养殖行业未来行业空间巨大，同时也为特种水产配合饲料的发展提

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2、影响本行业发展的不利因素 

（1）行业内大部分企业规模较小，技术研发实力较弱 

行业内大多数企业规模普遍较小，技术研发实力弱，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

行业内企业之间的竞争还依然停留在产品价格的比拼，对产品研发投入普遍较小。

未来随着行业的快速发展，具有较强技术研发实力的企业将逐渐占据优势，成为

行业内的领先企业。 

（2）人力资源短缺 

公司所处行业属于农业领域，在人才培养和积累方面较为落后。而特种水产

配合饲料涉及水产动物营养学、生物学、检验检疫科学、水产养殖学等多门众多

学科，对专业知识和技能要求较高。有限的专业人才与持续增长的人才需求不成

配比是制约本行业发展的一个难点。 

（3）企业成本上升，盈利能力受到挑战 

近年来，我国经济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后，在“长三角”和“珠三

角”等发达地区，均不同程度的出现了劳动力市场短缺，成本上升等问题；另一

方面，国家也出台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企业加强保障务工人员的利益，各企业对

员工工资和社保等支出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企业成本随之大幅增加，影响企业的



生存和盈利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