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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农立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5-01 

投资者关系 

活动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网络会议  

☑一对一沟通        其他         

参与单位名称

及人员姓名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刘芳琳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陈柯夫、林博鸿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范顺鑫 

上海景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蒋文超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钱伟伦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田显城、孙臣兴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周超、肖黎明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吴宇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张明晓、何雄 

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刘蒙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曹承安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刘海荣、李家豪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黄彦东 

上海松熙私募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葛新宇 



 

仁桥（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唐博文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喻杰、孙鹏程 

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何伟、朱成凯 

广东正圆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牛艺瑾 

兴银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石亮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曹子寒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郑小兵、叶繁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戴晨阳 

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冯飞洋 

深圳正圆投资有限公司 黄志豪 

上海混沌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黎晓楠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王鹏飞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魏邈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周庆扬 

上海度势投资有限公司 顾宝成 

合煦智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刁鹏飞 

北京泓澄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张弢、陈骞 

上海原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崔尚晨 

上海呈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刘青林 

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朱怡丞 

华夏未来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荣景昱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刘高晓、蔡子珂 

四川省鑫巢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王泷皓 

嘉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王翼杰 

朱雀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刘丛丛 

同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鲁秦 

颢科私募基金管理（上海）有限责任公司 卢鑫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徐鹤洋 

深圳市中兴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卢晓冬 



 

合众资产管理公司 董扩 

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马保良 

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陈亮 

润晖投资管理（天津）有限公司 李勇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郑勇、郭东谋 

上海睿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韩立 

上海嘉世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李其东 

西部利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陈雨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朱琪 

新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冯瑞齐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杨林夕 

上海森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黄裕金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田垒 

上海深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曲红丽 

上海兴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刘力 

工银资管（全球）有限公司 周振立 

格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刘冬 

上海煜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孙佳丽 

上海峰境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潘峰 

宁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孙文瑞 

太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夏文奇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韩霄、武轶男 

浦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赵经通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李贺 

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陈峰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唐婕 

新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陈振华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王卓琳 

财中金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解杰竣 



 

苏州君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熊晓峰 

上海默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刘猛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位洪明 

上海东亚期货有限公司 刘阳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赵晓燕 

上海宁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邱炜佳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王晨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袁帅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张瑞 

时间 

2025 年 1 月 2 日、1 月 8 日、1 月 10 日、1 月 11 日、1 月 13 日、

1 月 14 日、1 月 15 日、1 月 27 日、2 月 7 日、2 月 11 日、 

2 月 13 日、2 月 15 日、2 月 18 日、2 月 19 日、2 月 20 日、 

2 月 21 日、2 月 26 日 

地点 
公司会议室、北京、上海、中国农资-（江苏武进）为农服务中

心、进门财经会议、腾讯会议 

上市公司接待

人员姓名 

公司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黄柏集先生 

公司国际业务总监张爱娟女士 

公司投资者关系经理张剑飞先生 

投资者关系活

动主要内容介

绍 

1、 介绍公司 2024 年整体经营情况 

2024 年，农药行业在全球农药产能愈发饱和的局面下，进

入到了前所未有的竞争加剧、市场分化的转型期。公司积极应对

农化行业的激烈的竞争态势，笃定公司战略和业务策略，作物健

康业务持续推进渠道建设和本地化方案品牌打造，通过不断丰富

作物营养类产品矩阵，强化立华为农社网点布局，努力提升终端

影响力；国际及化工业务聚焦战略客户，加强市场研判，充分挖

掘客户需求，强化成本及风险管控，重点产品销售符合预期；联

销业务板块通过提升服务品质，不断抓增量，填空白，为公司稳

健运营提供坚实保障。 



 

2024 年，公司与扬农化工、清原作物、辽宁众辉、日本花

王等国内外知名厂家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将在产品更新、

供应链服务升级等方面协同共进，共建创新、绿色、高质量发展

的行业健康生态圈。 

2、互动 Q&A 

1) Q：经过 2023—2024 年的市场去库过程，目前市场上的库存

情况如何？ 

A：目前，市场渠道中产品库存基本处于低位，但采购端较

为谨慎，即时采购、随用随买是主流趋势。相较于市场端，生产

供给端的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库存压力。 

2) Q：公司 2024 年三季度利润出现下滑的具体原因？ 

A：行业竞争持续加剧，销售增长放缓。同时，银行利率下

调致非经理财收益减少。此外，在三季度计提了 1700 万元资产

减值。 

3) Q：农业农村部发布的“关于公开征求《农业农村部关于修

改〈农药登记管理办法〉等 5 部规章的决定（征求意见稿）》意

见的通知”中，提出的“一证一品”政策，对农化行业及公司的

影响有哪些？ 

A：“同一登记持有人的同一农药产品标签只能标注同一个

商标”，也就是所谓的“一证一品”，公司认为将对农药行业的

发展产生积极正面的意义。“一证一品”的政策对农药企业研发、

登记、生产、销售等各环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将有利于优势农

药企业利用技术、证件、资金等资源优势专注提升品质，打造品

牌，在差异化竞争中，通过不断提升产品质量、安全性、适用性，

推动产品转型升级。 

公司在市场准入、渠道建设、产品资源获取等方面具有一定



 

优势，未来“一证一品”政策的实施将推动有技术优势和证件优

势的企业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公司将密切关注政策执行情况，

抓住市场机遇，发挥先发优势，积极推进市场拓展，促进公司可

持续发展。 

4) Q：“原药溯源”政策的推行对农化行业及公司的影响？ 

A：“原药溯源”明确提到农药产品的标签上要标注使用的

原药企业登记证号和企业信息，这意味着每款产品从原药企业到

生产厂家再到经营门店，每个环节均可实现追溯。“原药溯源”

政策的提出旨在打击农化市场上存在的地下工厂等不合规厂商，

加强监管对原药生产和制剂产品的全流程管控，减少不合规工厂

对国内农药市场体系的冲击。同时，“原药溯源”要求企业必须

严格把控原药质量，虽然增加了质量控制的成本和难度，但也促

使企业提升整体产品质量。 

未来随着“原药溯源”政策推行，公司将会坚定地落实相关

法规要求，坚守合规经营的底线不动摇，增强客户对公司产品的

信任度及满意度。 

5) Q：针对作物解决方案，行业内多家公司在提及这个概念，

公司的竞争优势有哪些？ 

A：公司始终围绕不同区域农户的差异化需求展开方案设计，

产品端通过不断整合国内外优质资源，开辟作物营养赛道，提升

并优化作物健康解决方案的本地化属性，形成产品的竞争优势。

公司深入践行“科技立华”战略，注重“新技术、新剂型、新应

用”的探索，研发中心及产品开发部每年开展 4600 余场田间实

验，为产品迭代提供技术支撑。立华为农社助力公司提升作物健

康解决方案品牌的终端影响力，目前已有 25 家立华为农社展现

出蓬勃的发展势头。比如，公司 2024 年重点推广的“中农鼎粮

柱”作物健康解决方案效果优异，在 12 个省/直辖市开展 29 场

丰收测产会，测产数据表明，使用该方案的田块较常规种植亩增



 

产 12.2%—21.0%，并获得中国农业技术推广协会授予“农药减

量增效优秀解决方案”荣誉称号。 

6) Q：公司未来每年的分红比例大概是多少？未来分红计划？ 

A：公司现金分红比例逐年提升，2023 年该比例为 53.8%。

公司将做好各项经营管理工作，致力于业绩稳定兑现，并继续保

持高分红比例，为投资者打造更好的现金流回报，塑造公司在资

本市场的良好形象。 

7) Q：对于 2025 年农药市场，公司有哪些展望？ 

A：2025 年，公司一项重点工作是向内挖潜，继续提升团队

的战斗力，以适应当前市场激烈的竞争形势。此外，通过加强研

发投入及管理效率优化，提升公司整体运营水平。 

从业务角度来看，作物健康业务及国际业务将作为公司未来

重点发展的方向。公司将继续保持战略定力，依托供销社的资源

优势及多年在行业内积累的良好口碑，稳健、合规、高效地推进

各项任务指标达成。同时，公司密切关注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市

值管理的要求，不断探索通过资本运作等工具手段，例如参股并

购、增持回购、股权激励等，提升公司投资价值。 

8) Q：公司市值管理工作的具体安排？ 

A：公司制定了相应市值提升方案，并已经纳入企业负责人

的绩效考核中。同时，公司始终注重提升投资者关系活动质量及

强度，通过多种形式将公司的经营情况、战略规划以及行业现状

等信息及时、准确的进行传达。另外，公司未来将结合行业发展

趋势，通过内生式和外延式双线发展，提升公司整体价值。 

9) Q：农化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以及公司的应对策略？ 

A：农化行业在经历两年漫长的去库存后，渠道客户不愿意

再恢复到过去的库存机制，低库存水平成为常态，加之国内产能



 

冲击，供应过剩使得目前农药产品价格持续走低。行业内公司大

部分采取价格战的策略维护渠道，这很大程度上压缩了行业整体

的盈利空间。行业低迷状况预计仍将维持一段时间，市场能否回

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内去产能的情况。行业目前处于周期底部

运行，公司的应对措施关键在于对内降本增效，提升管理效率及

水平；对外优化资产，严控业务风险，维稳现金流。此外，公司

将通过技术提升、品牌管理、客户需求深度挖掘、渠道建设等方

式努力提升核心竞争力。鉴于农化行业需求刚性，2023 至 2024

年公司在客户关系管理及渠道稳定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效果显

著。公司有信心克服当前困难，把握行业发展机遇，推动企业加

速恢复，重新步入稳健提升的良性发展中来。 

附件清单（如

有） 
无  

日期 2025 年 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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