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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产业调整
“公司太大了，有了大企业病，要调整”

问：选择中国农发来入股禽类板块，新希望有何考
量？为何最终选择“饲料”和“养猪”作为主业？

刘永好：应该说我们和中国农发是双向选择，中国
农发下属的中牧有蛋种鸡、肉种鸡、种鸽及种鹅等，入股
我们后将拥有新希望自有知识产权的“中新鸭”种质资
源，补齐“鸭芯片”，让种业布局更完善。

为什么选择中国农发呢？总体来看，这是一个多赢
选择。之前不少人诟病新希望六和业务摊子太大，说我
们的禽、猪、饲料、食品任何一块拿出来，都可以单独做
一个上市公司，产业链太长了。所以我们也在反思，公
司太大了，有了大企业病，要调整。

既然养猪亏损，还要不要继续养？这个事我们内部
有讨论，后来我们还是选择饲料和养猪作为核心主业。第
一，我们饲料规模很大，世界第一位置很稳固，饲料能带来
良好的现金流；第二，猪是民生的必需品，我们也做到了全
国前三的规模，多项养殖成本在持续下降，相信未来还是
会有机会的，而且猪从一产向二产过渡已经是趋势所在，
我们看好这个领域和趋势；第三，新希望六和的文化和管
理对于这种规模化的生产和养殖比较有优势，聚焦在这两
块能更好发挥这些优势，快速看到改革成果。

问：前不久的定增方案，引起二级市场波动，在你预
料之内吗？

刘永好：行业低谷期，大家比拼的是信心、是耐力、
是成本、是管理、是抗风险能力，核心就是你的资金支持
得让你能扛得过冬天。业务和组织变革是一方面，另一
方面，我们有上市公司平台，通过上市公司进行资本市
场适当的融资，对保证我们平安度过周期、得以发展，极
为重要。

很多金融机构和专业人士认为，这个时候，如果能
有积极的金融手段和资本力量的支持，是企业最大的利
好。因为这恰恰证明，在极端情况下你活下去的概率更
大，你比别人更有韧性，心里面更有底气。

用好资本市场的力量，对于公司来讲，是积极健康
的方式。

问：对于产业发展而言，多元和做专的尺度如何把握？
刘永好：我们家宝贝比较多，压力大的时候，可以拿

出来。而且跟别人合作，他们能产生更大价值，对我们
聚焦主业有帮助。第一，使我们的精力更加聚焦，把主
业做专。第二，借助这些宝贝，帮助我们度过周期，低谷
期就看大家的被子有多厚，所以可以做一些布局和结构
调整。

我们做的产业相对多元一些，究竟好还是不好，我
认为，有好有不好。这个时候公司的工具箱多一些，拿
出来就能支撑我们的可持续发展，这是好的；不好的是，
这样的话你操心的事太多，如果你要做得特别精，精力
就不够，而眼下，正是我们的变革调整期。

企业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需要随时根据市场变化、
调整和适应，你很难说一种方式好，另一种方式不好，活下
来、活得久、活得好，对社会有价值才是最重要的。

谈行业周期
“这是市场规律，跟消费格局和产业进步相关”

问：这轮“猪周期”有见底迹象吗？拐点何时到来？
刘永好：现在行业确实处于压力比较大的阶段。谁

都知道，猪周期以前通常3～4年就过去了，但这次猪周
期的底部已持续近三年，几乎所有的养殖户都出现了亏
损。不管是农民朋友还是相关企业，压力都比较大，这
是现实。

猪周期的拐点不是我们能够预测到的，这是市场规

律，跟消费格局和产业进步情况相关。养殖业是农民的
主要生计，也是农牧产业的核心，我们希望市场尽快进
入恢复期，也希望国家出台一些政策和措施来帮助和支
持养猪户。

问：此次猪周期拉长这么久，原因是什么？
刘永好：猪周期之所以这么长，原因是：第一能繁母

猪多了；第二，原来小户养得多，现在大户逐步起来了，
而大户里面上市公司比较多，资金实力比较强。这个新
格局下，我希望国家或者行业相关组织能够组织同行业
共同坐下来谈谈，围绕供给侧结构调整做些事情，减缓
周期波动。

问：周期洗礼下，养猪行业会走向“微利可持续”的
发展状态吗？

刘永好：市场发展一定会走向微利，暴利不可持
续。特别是像农业养殖业，因为它关系到我们广大老百
姓，也是充分竞争的行业，特色就是利润相对比较低。

这个行业确实走到了转型升级的新阶段。这时候，
相关政府部门出台一些政策，如何帮助他们更好转型，
如何制定一些规范去帮助他们，如何去平衡物价……这
些考虑确实比较重要。

谈应对低谷
“越是低谷期，越要拥抱变化、不断焕新”

问：对于新希望的亏损和低谷，你的心态是怎样的？
刘永好：一家企业是抵挡不住行业周期的，焦虑又

有什么用？反而容易乱了方寸。所以说，我们不要焦
虑，任何事儿（不管好事儿坏事儿），我们都不要焦虑。

我自己基本上不焦虑。以前，我们一年上百亿元利
润的时候，我一样吃回锅肉，一样上班，一样睡觉。当企
业出现压力、面临猪周期亏损的时候，我一样跟年轻人
在一块，一样在做培训、做乡村振兴的公益事业。跟大
家在一块，我吃得好饭、睡得好觉，这样对身体也好，对
事业更好，所以这就是一个心态跟磨炼。

问：新希望能够穿越周期的关键是什么？
刘永好：最重要的是，不能守旧，更不能乱了方寸。

越是低谷期，我们越要拥抱变化、不断焕新。首先，如何
聚焦主业，把我们该做的、能够做好的、能够产生价值的
业务，做得更好；一些辅助的、不那么重要的产业，相应的
也做一些调整。聚焦就是捏紧拳头，做一些更核心的事。

第二，焕新组织管理体系，优化人员配置，大力培养
年轻人，把年轻人提上来。

此外，激励和考核，也可以做一些变化，跟业绩挂钩
更紧密。同时，降成本，比如我们的600多家公司，原来
每个公司都有都有几个出纳会计，现在我们集中在集团
财务共享中心，几百人干了几千人的事儿，全部用数字化
手段，既解放了生产力，也提高了资金管控的安全性，也
节省了成本。所以说，困难期，就是我们变革的好时机。

谈未来规划
“降低成本，提升效率，提升抗风险能力”

问：在企业转型升级、培育新的增长点方面，如何规
划？

刘永好：我们转型的关键还是，更加聚焦主业，更加
科技化。

首先，组织更加年轻化、扁平化。其次，梳理门户，
看看仓库有什么。第三，以科技来武装，提高智能化、数
字化水平，降低成本，提升效率，提升抗风险能力。另
外，我们发展40多年了，过去很多年，我们盈利都是比
较好的，底子相对比较厚。我个人、我们的主要公司，股
权都没有抵押，我没有跟任何个人或者机构作过担保，
我们的外债发的也不多，这样我们调整起来就能更容
易。另外，金融机构对我们比较信任，评级也比较高。

问：展望2024年，你有何期待？
刘永好：新的一年，我们满怀希望。
首先，我们销售已经有相当规模，今年尽管有压力，

但销量还在增长。我们十来万员工的队伍，经过底部磨
炼，更有韧性，更成熟，找到了解决困难的一些新办法，
这会为我们在2024年带来新的格局和希望。

其次，我们积极调整，聚焦主业的调整到位后，2024
年也会更加从容。

第三，对于周期波动，猪周期已经连续三年低谷，而
猪和食品这个产业，是民生产业，有低谷就一定有高峰，
而且老百姓消费肉蛋奶的这个大格局绝不会变化，这个
产业会一直存在。如今底部已经3年了，从历史增长曲
线来看，未来两年，往上走的概率更大一些。

据中国企业家杂志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

低谷期要有新希望
12月15日晚，新希望公告称，拟将旗下子公司山东中新食品集团有限公

司51%股权，出售给中国牧工商集团有限公司。本次交易价格合计27亿元，
交易完成后，中牧集团成为中新食品控股股东。

不仅引入战投助力上市公司业务发展，新希望在自身业务布局上也作了
调整。同样是在12月15日晚，新希望公告称，拟将旗下德阳新希望六和食
品有限公司67%的股权，转让给海南晟宸投资有限公司，交易作价15亿元。
新希望内部人士透露，将食品公司划归集团，一方面是帮助新希望六和实现业
务聚焦战略；另一方面，对于C端属性更明显的食品产业来说，也能获得更多
的资源支持和发展空间。

引入战投，重组业务，一个更大的事业图景，在新希望展开了。日前，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就此接受了专访。新希望的凛冬之战正式打响。

12月15日晚，新希望发布公告称，中牧集团拟以27
亿元取得新希望子公司山东中新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51%股权；同日，新希望还计划以15亿对价转让北京新
希望持有的德阳新希望六和食品有限公司67%的股权。

粗略计算，上述两项交易，将为新希望提供42亿元
的现金流。公司表示，其有利于优化公司资金结构，并
为公司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提供助力。

稍早之前的11月30日，新希望曾发公告拟定增募
资73.5亿元，其中22.04亿将用于偿还银行债务。

最近几年，新希望的资产负债率快速飙升，截至
2023年9月末，公司总负债高达969.97亿元，负债率攀
升至72.76%。

记者注意到，生猪行业已进入近10年内最漫长的
持续亏损期，在此情况下，新希望作为养猪大户亏损严
重，近三年归母净利润累计亏损高达149.1亿元。

据长江商报

新希望拟42亿元转让资产

新希望旗下鲜生活冷链物流

新希望六和“聚落式”养殖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