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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股份代號：9977）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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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財務數據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述）

收入 2,443,273 1,969,445
毛利 222,336 179,140
生物資產公允價值調整前虧損 (60,920) (47,375)
淨虧損 (70,937) (57,602)
歸屬母公司股東的淨虧損 (70,937) (61,655)
每股基本虧損（人民幣元） (0.05) (0.04)

財務資料

山東鳳祥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或「鳳祥」，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
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本集團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報告期」）之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及財務狀況，連同2021年同期的比較數字載列如下。除
另有指明外，本公司的財務數據均以人民幣（「人民幣」）呈列。

以下財務資料為本集團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財政部頒佈的中國企業
會計準則（「中國企業會計準則」）及相關規定編製的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
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的摘要，乃經由董事會審計委員會（「審計委
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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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全面收益表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重述）

營業總收入 3 2,443,273 1,969,445
減： 營業成本 2,220,937 1,790,305

稅金及附加 18,903 14,119
銷售費用 173,016 162,772
管理費用 48,133 50,195
研發費用 15,471 12,500
財務費用 4 23,551 13,397

加： 其他收益 5 953 3,231
投資（虧損）收益 (1,462) 20,308

其中：對聯營企業和合營企業的 
投資虧損 (1,462) (738)
公允價值變動虧損 6 (10,017) (10,227)
信用減值損失 63 (358)
資產減值損失 — —
資產處置收益 198 —

營業虧損 (67,003) (60,887)
加：營業外收入 554 1,863
減：營業外支出 305 36
虧損總額 (66,754) (59,060)
減：所得稅（費用）╱抵免 7 4,184 (1,458)
淨虧損 (70,937) (57,602)
按經營持續性分類
持續經營淨虧損 (70,937) (57,602)
按所有權歸屬分類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淨虧損 (70,937) (61,655)
少數股東虧損 — (653)

其他綜合虧損的稅後淨額 (550) (240)



– 4 –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重述）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其他綜合虧損的 
稅後淨額 (550) (240)
不能重分類進損益的其他綜合虧損 — —
將重分類進損益的其他綜合虧損 (550) (240)
外幣財務報表折算差額 (550) (240)

歸屬於少數股東的其他綜合收益的稅後 
淨額 — —
綜合虧損總額 (71,487) (62,548)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綜合虧損總額 (71,487) (61,894)
歸屬於少數股東的綜合虧損總額 — (653)
每股虧損
基本每股虧損（元╱股） 9 (0.05) (0.04)
稀釋每股虧損（元╱股） 9 (0.05)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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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22年6月30日

於2022年
6月30日

於2021年
12月31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流動資產
貨幣資金 1,156,368 1,854,774
應收賬款 10 253,819 260,285
預付款項 95,350 84,922
其他應收款 14,194 13,776
存貨 11 759,365 1,018,047
其他流動資產 77,068 99,165  

流動資產合計 2,356,164 3,330,969  

非流動資產
長期股權投資 61,608 63,070
固定資產 3,115,957 2,961,615
在建工程 12 21,118 35,293
生產性生物資產 13 181,002 204,484
使用權資產 187,160 194,630
無形資產 90,488 91,837
遞延所得稅資產 175 184
其他非流動資產 5,046 48,970  

非流動資產合計 3,662,554 3,600,083  

資產總計 6,018,718 6,931,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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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2年
6月30日

於2021年
12月31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流動負債
短期借款 16 1,148,793 1,731,044
應付票據 14 — 46,607
應付賬款 15 476,238 448,844
合同負債 30,641 34,352
應付職工薪酬 58,503 67,838
應交稅費 12,256 9,674
其他應付款 323,641 236,504
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負債 133,715 132,598
其他流動負債 6,008 3,003  

流動負債合計 2,189,794 2,710,464  

非流動負債
長期借款 16 277,522 475,112
租賃負債 189,729 196,897
長期應付款 31,549 125,991
預計負債 159 155
遞延收益 22,097 22,822
其他非流動負債 4 —  

非流動負債合計 521,059 820,976  

負債合計 2,710,853 3,531,440  

所有者權益
股本 17 1,400,000 1,400,000
資本公積 627,678 621,754
減：庫存股 28,732 2,548
其他綜合虧損 (804) (254)
盈餘公積 155,378 155,378
未分配利潤 1,154,345 1,225,282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權益合計 3,307,865 3,399,612
少數股東權益 — —  

所有者權益合計 3,307,865 3,399,612  

負債和所有者權益總計 6,018,718 6,931,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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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礎

本財務報表按照中國財政部頒佈的《企業會計準則 — 基本準則》和各項具
體會計準則、企業中國會計準則應用指南、企業會計準則解釋及其他相關
規定（以下合稱「企業會計準則」）編製。此外，本財務報表還符合《香港聯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的披露條文，亦符合香
港法例第622章《公司條例》的適用披露規定。

2. 持續經營

因與本公司控股股東新鳳祥控股集團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新鳳祥控
股」）及其附屬公司的債務糾紛，於2022年5月被一名債權人向法院提出司
法重整（「司法重整」）申請。其後，新鳳祥控股、山東鳳祥（集團）有限責任
公司及山東鳳祥投資有限公司（合計持有本公司總股本約70.92%）均被納入
司法重整的範圍，司法重整可能會導致本公司的控股股東發生變更。新鳳
祥控股及通過其附屬公司為本集團向銀行獲取的部分貸款提供擔保，該
等銀行借款可能存在因司法重整而導致提前償還的風險。截至2022年6月
30日，本集團未受限貨幣資金共計人民幣973.7百萬元，其中，存放在與其
同受新鳳祥控股控制的新鳳祥財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新鳳祥財務公司」）
的資金為人民幣805.9百萬元。

新鳳祥控股及其附屬公司提供擔保的銀行借款人民幣851.9百萬元存在提
前償還的風險，本集團尚無法估計存放於新鳳祥財務公司資金的可收回性。
這些情況表明存在可能導致對公司持續經營能力產生重大疑慮的重大不
確定性。

本公司管理層擬採取相關措施改善流動性，預計能夠獲取足夠的資金以
支持本公司可見未來12個月的經營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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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擬採取以下措施以改善公司的持續經營能力：

(1) 本公司一直積極與相關貸款人溝通解釋本公司的業務、經營、財務狀
況及現金狀況均保持正常和穩定，並且本公司有足夠的財務資源來
支持按照原定還款時間表償還貸款，本公司董事（「董事」）有信心說
服有關貸款人不要行使有關權利以要求本公司於原定合同還款日期
之前立即償還貸款。截至本公告日期，貸款人對本公司予以支持的態
度，且部分貸款更得到續貸；

(2) 本公司正積極與若干金融機構磋商，按合理成本獲得新貸款，若干金
融機構已表示其有意向本公司授出新貸款。鑒於本公司過往良好信
貸歷史及提供足夠其他資產抵押的能力，董事有信心，能夠按合理成
本獲得新貸款；

(3) 本公司將繼續聚焦主業，充分釋放產能擴張帶來業務增長，增加銷售
收入，加快庫存週轉，加快應收賬款的回收，同時持續採用降本增效
措施，增加經營性現金流；

(4) 本公司進一步提高財務風險應對能力，優化債務結構，減少短期負債，
增加長期負債，減輕短期償債壓力；及

(5) 支持控股股東積極引進戰略投資者，力爭儘快妥善化解階段性債務
風險。

董事已審閱管理層編製的本集團現金流量預測，其涵蓋期間自2022年6月
30日後不少於12個月的期間。本公司管理層認為本集團將能夠通過上述措
施，獲得足夠的營運資金以確保本集團於2022年6月30日後12個月內能夠
持續經營。因此，本公司認為採用持續經營基礎編製本公司財務報表是恰
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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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如此，本公司管理層能否落實上述計劃及措施仍存在重大不確定因素。
本集團能否持續經營將取決於：

(1) 成功與本集團現有貸款人維持持續及正常業務關係，使相關貸款人
不會採取行動行使其合約權利要求立即償還有關借款；

(2) 在需要時成功獲取新的融資來源；

(3) 本集團業務的持續穩定發展；及

(4) 控股股東司法重整階段的平穩過度。

如果本集團未能達到上述計劃及措施所產生的預期效果，則可能無法作
為持續經營，並須作出調整將本集團資產的賬面價值減至可收回金額，計
提可能產生的任何進一步負債，並將非流動資產和非流動負債重新分類
為流動資產和流動負債。這些調整的影響並未反映在未經審核簡明綜合
財務報表中。

3. 收入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的客戶合約收入於貨品轉讓後於某一時間點確認。就管理目的而言，
本集團按產品劃分業務單位，及擁有以下四個可呈報經營分部：

(a) 生產及銷售深加工雞肉製品

(b) 生產及銷售生雞肉製品

(c) 生產及銷售雞苗

(d) 其他（包括銷售副產品、包裝材料及雜項產品）

本公司管理層單獨監察本集團經營分部的業績，以作出有關資源分配及
表現評估方面的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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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分部資產及負債並無定期提供予管理層以作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
因此有關資料並無於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披露。

營業收入╱營業成本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收入 營業成本 營業收入 營業成本
（經重述）

主營業務 2,436,185 2,219,424 1,947,979 1,780,211
其他業務 7,088 1,514 21,466 10,093    

合計 2,443,273 2,220,937 1,969,445 1,790,305    

按產品劃分的收入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深加工雞肉製品 1,141,297 1,046,836
生雞肉製品 1,204,620 810,978
雞苗 24,287 42,769
其他 73,069 68,862  

合計 2,443,273 1,969,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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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資料

外部客戶收入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中國大陸 1,718,124 1,596,320
日本 169,628 149,204
馬來西亞 242,243 101,875
歐洲 274,694 86,309
其他國家或地區 38,584 35,737  

合計 2,443,273 1,969,445  

上述收入資料乃按客戶所在地劃分。

4. 財務費用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利息費用 47,788 30,180
其中：租賃負債利息費用 5,511 7,283
利息收入 (18,705) (17,035)
匯兌虧損 (7,467) (448)
手續費及其他 1,935 700  

合計 23,551 13,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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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益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政府補助（附註） 785 3,231
代扣個人所得稅手續費 168 —  

合計 953 3,231  

附註： 政府補助包括本集團自有關政府機構收取的支持本集團業務的若干財務補貼的
各種相關補貼。概無有關該等補助的未達成條件或或然事項。

6. 公允價值變動虧損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重述）

生產性生物資產及消耗性生物資產 
公允價值變動虧損 (10,017) (10,227)  

合計 (10,017) (10,227)  

本公司公允價值變動虧損包括：(i)農產品於收貨時按公允價值減出售費用
初始確認產生的虧損；(ii)生產性生物資產公允價值減出售費用的變動產
生的虧損。

本公司已經聘請獨立專業評估師對生物資產於資產負債表日的公允價值
進行了評估。



– 13 –

7. 所得稅（開支）╱抵免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 — 中國大陸
期內（費用）╱抵免 4,175 (230)
遞延稅項 9 (1,228)  

合計 4,184 (1,458)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
法實施條例》，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中國附屬公司的稅率為25%
（2021年：25%），惟以下各項例外：

(i) 根據《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及《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於發佈
享受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的農產品初加工範圍（試行）的通知》（財稅
[2008]149號）文件中免徵規定以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第86條的
規定，期內中國大陸若干附屬公司從事農產品初加工所得收入免徵
企業所得稅。

(ii) 根據《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相關規定，期內本公司從事畜牧及家
禽飼養項目所得收入免徵企業所得稅。

8. 股息

本公司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並無向母公司擁有人派付、宣派或建
議派付股息（2021年：無），而自報告期末起亦無派付、宣派或建議派付任
何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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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虧損

(a) 基本每股虧損

基本每股虧損以歸屬於母公司普通股股東的合併淨虧損除以本公司
發行在外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計算：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重述）

歸屬於母公司普通股股東的合併淨虧損 
（人民幣千元） (70,937) (57,602)
本公司發行在外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 1,397,452,084 1,398,770,000
基本每股虧損（人民幣元） (0.05) (0.04)
其中：持續經營基本每股虧損（人民幣元） (0.05) (0.04)
終止經營基本每股虧損（人民幣元） — —

(b) 稀釋每股虧損

稀釋每股虧損以歸屬於母公司普通股股東的合併淨虧損（稀釋）除以
本公司發行在外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稀釋）計算：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重述）

歸屬於母公司普通股股東的合併淨虧損 
（稀釋）（人民幣千元） (70,937) (57,602)
本公司發行在外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 
（稀釋） 1,397,452,084 1,398,770,000
稀釋每股虧損（人民幣元） (0.05) (0.04)
其中：持續經營稀釋每股虧損（人民幣元） (0.05) (0.04)
終止經營稀釋每股虧損（人民幣元） — —

於整個期間內，本公司並無任何潛在攤薄股份。因此，每股攤薄虧損與每
股基本虧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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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賬款

於2022年
6月30日

於2021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賬款 257,978 264,398
虧損準備 (4,159) (4,113)  

合計 253,819 260,285  

本集團與客戶的貿易條款以現金及賒銷為主。信貸期一般為30至60日。本
集團力求對其未收回的應收賬款保持嚴格控制，且逾期結餘由高級管理
層定期審閱。集中的信貸風險按照客戶的分析進行管理。本集團並無就該
等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或其他信用增級。應收賬款均不計息。

按發票日期呈列的應收賬款結餘（扣除撥備）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2022年
6月30日

於2021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1個月之內 250,563 259,262
1至3個月 3,041 2,335
3個月到1年 1,577 4
1年以上 2,797 2,797  

合計 257,978 264,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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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收賬款的減值撥備╱虧損準備變動如下：

於2022年
6月30日

於2021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期初 4,113 3,250
已確認的虧損準備 46 863
期末 4,159 4,113  

11. 存貨

於2022年
6月30日

於2021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原材料 127,863 208,655
周轉材料 35,793 40,973
消耗性生物資產（附註） 203,007 194,005
發出商品 7,828 19,628
庫存商品 384,874 546,190
在途物資 — 8,597  

合計 759,365 1,018,047  

註： 本公司消耗性生物資產指本公司持有的肉雞、雛雞、可孵化雞蛋。消耗性生物資
產於本期末按公允價值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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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在建工程

於2022年
6月30日

於2021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智能一體化項目 20,859 33,553
其他項目 259 1,740  

合計 21,118 35,293  

報告期內，本公司新建籠養肉雞改造場11座，在建籠養肉雞改造場1座。

13. 生產性生物資產

採用公允價值計量模式的生產性生物資產

項目 畜牧養殖業 合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重述）

上年年末餘額 204,484 204,484  

外購 13,248 13,248
自行培育 64,007 64,007
處置 (86,704) (86,704)
公允價值變動 (14,033) (14,033)  

期末餘額 181,002 181,002
  

附註：

1： 種雞的自行培育成本主要包括飼料成本、人工成本、折舊及攤銷費用以及公共費
用的分攤等。

2： 公允價值變動損益包括兩部分：農產品於收穫時按公允價值減出售費用初始確認
產生的收益及生產性生物資產公允價值減出售費用的變動產生的收益。本公司已
經聘請獨立專業評估師對生物資產於資產負債表日的公允價值進行了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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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採用公允價值計量模式的生產性生物資產為用於生產可孵化雞蛋
的種雞，包括育雛育成階段種雞及產蛋階段種雞。

本公司於報表日擁有的種雞數量如下：

類別 期末餘額
（千隻）

種雞 1,775 

合計 1,775 

一般而言，外購父母代種雞雞苗由公司種雞場育成，在出生後約第25週為
育雛育成階段，第25週至第65週開始生產種蛋，第65週後，種雞將被出售。

14. 應付票據

於2022年
6月30日

於2021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銀行承兌匯票 0 46,607  

合計 0 46,607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按出票日期計算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2022年
6月30日

於2021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1個月以內 0 43,939
1個月以上一年以內 0 2,668
1年以上 — —  

合計 0 46,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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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應付賬款

應付賬款不計利息。各個供應商授出的信用期乃視乎個別情況而定，並載
於供應商合約內。

於2022年
6月30日

於2021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付賬款 476,238 448,844  

合計 476,238 448,844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按發票日期之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2022年
6月30日

於2021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1個月之內 302,942 369,774
1至3個月 109,358 49,150
3個月到1年 61,322 21,463
1年以上 2,616 8,457  

合計 476,238 448,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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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借款

於2022年
6月30日

於2021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銀行貸款，有抵押及有擔保 1,477,015 2,250,585
其他金融機構貸款，有抵押及有擔保 111,055 210,284  

合計 1,588,070 2,460,869  

按到期日：
銀行貸款，有抵押及有擔保

1年以內 1,199,493 1,775,473
1–2年 100,000 43,778
2–5年 177,522 431,334
其他金融機構貸款，有抵押及有擔保

1年以內 79,506 84,293
1–2年 25,478 66,470
2–5年 6,071 59,521

實際年利率：
銀行貸款，有抵押及有擔保 3.80%-5.90% 2.40%-5.90%
其他金融機構貸款，有抵押及有擔保 5.60%-5.65% 4.75%-6.60%

17. 股本

於2022年
6月30日

於2021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已註冊、發行及繳足股本：
1,400,000,000股每股人民幣1.00元的股份 1,400,000 1,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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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以下討論及分析亦包括若干經約整的數額及百分比數字。因此，若干表格中合
計一欄數字未必為其上所列數字的算術總和，而所有列示財政的金額僅為概
約金額。

公司概況

簡介

本公司為中國最大的白羽肉雞出口商及領先的雞肉食品零售企業，於2010年12
月17日在中國成立為股份有限公司，並於2020年7月16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股份代號：9977）。

本集團主要位於中國山東，主要用白羽肉雞生產及銷售深加工雞肉製品及生
雞肉製品。主要產品包括(i)深加工雞肉製品；(ii)生雞肉製品；(iii)雞苗；及(iv)
其他。除在中國國內市場的領先地位外，本集團亦擁有成熟並不斷壯大的出口
業務，向日本、馬來西亞、歐盟、中東、英國、韓國、蒙古及新加坡的海外客
戶供應多種優質雞肉製品。本集團的白羽雞肉製品採用伊斯蘭屠宰儀式進行
清真認證。

本集團採用一體化「從農場到餐桌」模式，使本集團能夠控制家禽生命週期的
每個階段，從而有效管理從肉雞養殖到雞肉製品分銷及銷售整個流程的質量
及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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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分部

深加工雞肉製品

本集團以「鳳祥食品(Fovo Foods)」（「鳳祥食品」）、「優形(iShape)」（「優形」）及「五
更爐(Wu Genglu)」（「五更爐」）品牌推廣深加工雞肉製品。深加工雞肉製品包括
雞肉熟食製品、雞肉半熟食製品及調味雞肉製品。該等深加工產品需冷藏或冷
凍，視乎加工方法而定。本集團於深加工雞肉生產中所使用的生雞肉由其自身
供應，或向獨立第三方供應商採購。雞肉熟食製品包括即食雞肉製品及冷凍
雞肉製品，均已完全煮熟並消毒（最終消費者於食用前需根據包裝上的指示重
新加熱冷凍雞肉熟食製品）。雞肉半熟食製品已經加工、冷藏或冷凍及包裝（最
終消費者於食用前需根據包裝上的指示進一步加工（包括清蒸、炙烤、燒烤或
油炸）雞肉半熟食製品）。調味雞肉製品採用生雞肉與若干原料或香辛料調製
而成。本集團亦提供預先加工的即烹肉類食品，包括中式菜餚。截至2022年6
月30日止六個月，深加工雞肉製品的銷量增長11.9%至54.7百萬千克（「千克」）（截
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48.9百萬千克）。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銷
售深加工雞肉製品所得收入（於對銷分部間交易後）增長9.0%至人民幣1,141.3百
萬元（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人民幣1,046.8百萬元），佔本集團總收入的
46.7%。

生雞肉製品

本集團提供生白羽雞肉製品，其中包括冷凍全雞及雞部位，如雞翅尖、雞胸、
雞小腿、雞翅根、帶骨雞腿、無骨雞柳、雞頭、雞爪及雞腿。本集團屆時將根
據內部或客戶要求將肉雞切成各個部位，並根據產品性質將其冷藏或冷凍。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生雞肉製品的銷量增長43.2%至121.0百萬千克（截
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84.5百萬千克）。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對
外銷售生雞肉製品所得收入增長48.5%至人民幣1,204.6百萬元（截至2021年6月30
日止六個月：人民幣811.0百萬元），佔本集團總收入的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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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苗

本集團銷售一部分由種蛋孵化成的雞苗予其他獨立第三方，以飼養成肉雞。
本集團的雞苗銷量基於受市場驅動的雞苗平均售價。本集團向當地雞農及其
他家禽業務經營者（均為獨立第三方）銷售雞苗。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雞苗的銷量增長44.3%至19.1百萬隻（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13.3百萬隻）。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對外銷售雞苗所得收入下跌43.2%至人民幣24.3
百萬元（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人民幣42.8百萬元），佔本集團總收入的
1.0%。

其他產品

本集團銷售其他產品，包括銷售淘汰雞及超出本集團內部需要的多餘種蛋、
副產品（如雞毛、雞血及尚未使用的雞隻內臟）、包裝材料和其他雜項產品。截
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對外銷售其他產品所得收入增長6.1%至人民幣73.1
百萬元（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人民幣68.9百萬元），佔本集團總收入的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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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截止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即使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新冠疫情」）的持續
影響，消費品業務全行業增長壓力巨大，本集團逆勢而為，各主要業務板塊體
現出了較強的發展韌性和協同性，繼續保持著較大幅度的增長態勢。

報告期內，本集團實現銷售收入人民幣2,443.3百萬元，同比增長24.1%。其中，
生雞肉製品業務收入取得人民幣1,204.6百萬元，同比增長48.5%；深加工雞肉
製品業務收入取得人民幣1,141.3百萬元，同比增長9.0%；雞苗及其他非主營業
務收入取得人民幣97.4百萬元，佔比進一步下調。深加工雞肉製品收入佔比為
46.7%，佔比仍然領先於全行業，產品結構比例合理，與公司發展戰略及階段
目標相吻合。

報告期內，受益於全球雞肉供應鏈的結構性變化和匯率利好，新出口業務發揮
了基石性作用，市場佔有率進一步提升，取得銷售收入人民幣725.1百萬元，同
比增長94.3%；新零售業務取得銷售收入人民幣342.8百萬元，同比下降26.0%；
新集採業務取得銷售收入人民幣415.4百萬元，同比下降3.1%。受新冠疫情影響，
優形品牌產品取得銷售收入人民幣186.7百萬元，同比下降21.5%。

產品創新：「輕卡」擴容，豐富「優形星球」

1. 豐富主力產品沙拉雞胸肉口味與規格，同時擴展產品品類

近年間，優形不僅對其主力產品進行了口味擴容，加入了烏龍、肉桂等「網
紅級」全新口味，同時品類矩陣有較大幅度的豐富，其中包括，更迷你更
嫩滑的「小Q雞胸肉」，肉感十足的蛋白棒，混合墨魚汁的雞胸肉腸、更適
合兒童的雞胸肉早餐「每日優優」、顛覆傳統炸雞的「不炸π」健康炸雞塊。



– 25 –

2. 推出雞胸肉燕麥炒飯，引入植物蛋白，出圈主食板塊

報告期內，優形與全球某頂級食品企業聯合研發，推出使用雞蛋、雞胸肉、
燕麥、蔬菜等8種原料的雞胸肉燕麥炒飯。

在輕卡、營養的基礎上，雞胸肉燕麥炒飯仍然主打方便食用，自立袋設計，
節省拆袋和解凍的步驟，可直接微波爐加熱，三分半鐘即可食用。

新冠疫情影響之下，食品到家業務快速發展，其中，具備輕卡低脂屬性的
預制菜業務尤其受到年輕人的歡迎，雞胸肉燕麥炒飯應運而生，市場推廣
期內受到大量好評，正在成為優形旗下又一個快速增長的品類。

3. 推出雞胸午餐肉、雞胸肉腸、雞胸肉丸、雞胸肉薯片，拓寬常溫產品及休
閒食品

報告期內，優形推出多款常溫雞胸肉製品：雞胸午餐肉、低脂雞胸肉腸、
低脂雞胸肉丸，以及「乾脆不忍」雞胸肉薯片。

近年，伴隨著消費升級的步伐，休閒食品行業發展步入快車道，已成為未
來快速消費品市場中最具前景及活力的行業之一。相比優形旗下爆款沙
拉雞胸肉產品，這幾款產品更偏休閒屬性，亦給低卡美味無負擔的優形提
供了適合更多消費場景的產品補充。

一方面，休閒屬性的輕卡新品讓優形的產品形態更加豐富，可以更好滿足
消費者在產品屬性和口味上的不同需求；另一方面，「開袋即食」和「常溫」
兩個特點，也更符合「Z世代」（1995年至2009年出生）群體的飲食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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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形「不炸π」通過非油炸「黑科技」挑戰傳統炸雞；雞胸肉燕麥炒飯將主
食的熱量減少40%；雞胸肉薯片革命性地將脂肪含量減至傳統薯片的四分
之一；雞胸肉午餐肉將傳統午餐肉的脂肪含量及熱量分別下降了85%及
50%。報告期內一系列新品繼續體現優形一貫「低脂」、「輕卡」的健康主張，
兼顧健康與美味的平衡，滿足新一代消費者需求。

從低溫向常溫的延伸，從代餐向休閒的擴充，優形通過快速迭代產品擁抱
飲食趨勢，以及滿足需求能力的持續提升，優形在佈局「全場景」無負擔食
品解決方案的戰略路徑上，又向前邁進一步。

品牌提升：簽約李現，斬獲多項榮譽

1. 鮮明主張「輕卡雞胸肉，就選優形」

報告期內，本公司與90後實力派演員李現簽約，成為優形品牌代言人，以
借助其真誠、有質感、熱愛運動的個人形象，進一步豐富品牌形象，持續
強化與年輕消費者的立體化認知共鳴。

同時，優形也將其品牌主張升級為「輕卡雞胸肉，就吃優形」，以此進一步
強化輕卡、無負擔的品牌基因。

艾漫數據顯示，在新增代言的效果評估中，代言人對優形的貢獻熱度指數
達到90.11。在2022年「3.8女神節」進行的大促中，優形逆勢增長11%，憑借
李現在新生態消費群體中的影響力，優形加速向Z世代滲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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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獲得阿里「年度人群經營 · 金獎」

報告期內，阿里公佈m awards數智經營賽道年度人群評選結果，在激烈的
評選競爭中，優形獲得金獎。

該獎項的評選，著眼於「人群」、「貨品」、「內容」、「市場創新營銷」四個
維度的指標，優形得分突出，向業界展示了，通過對消費者需求的精準洞
察與需求發現，借助產品差異性的塑造、產品矩陣的重構、消費場景的匹
配，來滿足細分人群的需求，新消費品牌能夠實現品牌的優質增長。

3. 簽約國安，深耕北京，助力中超

報告期內，優形與北京國安俱樂部聯合宣佈，優形將作為北京國安足球俱
樂部的官方供應商助力北京國安開啟中超2022賽季。

優形將通過開發區域限定口味、地區專屬福利等方式更好地服務北京消
費者。除了開設多家「優形及國安品牌快閃店」外，聯賽期間，優形還打造
「第二現場」，組織球迷集體觀賽，讓無法親臨賽場的球迷感受現場的激情。
在線上，優形將以更獲球迷青睞的衍生內容，激發北京球迷的懷舊情懷。
根據北京人口味量身定製的新品研發已被提上日程，優形將三線並舉撬
動北京市場。這也是國內輕食品牌第一次打響「區域營銷」。

據調查數據顯示，超七成本土品牌選擇以北京作為其輻射全國的大本營。
隨著北京進入首批國際消費中心城市培育建設名單，其對於全球消費力
強大的「虹吸」作用將被進一步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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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連續三年蟬聯618全渠道冠軍

報告期內，優形再次斬獲細分行業全渠道銷售冠軍。

除銷量突破1.8億包的沙拉即食雞胸肉延續其強勁的勢頭之外，首次亮相
的新品系列頗為吸睛，其中低脂雞胸肉腸、雞胸肉燕麥炒飯、雞胸肉午餐
肉成為了優形天貓旗艦店的新晉三甲。

另外，抖音官方旗艦店GMV環比女王節增長22.59%，自優形2021年入局社
交電商以來，一直保持著「即食雞胸肉第一」。2021年8月，優形攜手短視
頻巨頭抖音，率先入局社交電商新賽道爭先，在「818抖音新好物節」期間，
不但收穫超百億級別的抖音平台內曝光，同時在抖音單平台成交額超過
人民幣1,500萬，位列雞胸肉品類第一。

截至目前，線上，優形已經實現天貓、京東、社交電商的全面覆蓋；線下，
優形完成了超50,000家主流商超、便利店的覆蓋。通過多業態銷售矩陣的
重構，在歷經線下佈局、線上井噴後，優形率先打造完成了「線下商超+傳
統電商+新興電商」三維一體的渠道壁壘。本次618中，優形線上線下雙線
並舉，繼續保持著「全渠道第一」的領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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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駕馬車：各有亮點，協同提升

1. 新出口成倍增長，穩定全局

報告期內，新出口業務取得銷售收入人民幣 725.1百萬元，同比增長
94.3%，帶動公司業務繼續健康發展，穩定了業務全局。其中三個最重要
的區域表現搶眼，馬來西亞市場增長137.8%，歐盟市場增長218.3%，日本
市場增長13.7%。主要原因是：

(1) 30多年出口的精耕細作，樹立了良好的品質與品牌形象，建立了穩固
的客戶關係，在企業面臨外部壓力時，全球客戶願意給本集團訂單，
以實際行動給予了本集團強大支持；

(2) 新冠疫情影響之下，全球白羽肉雞供應鏈發生結構性調整，以本集團
為代表的中國白羽肉雞出口企業獲得新的增長機會；及

(3) 報告期內，海運費下降及匯率變化有利於出口性企業。

2. 新零售扛住壓力，繼續領跑

報告期內，新零售業務取得銷售收入人民幣 342.8百萬元，同比下降
26.0%，在新冠疫情嚴重影響的大背景下，雖然新零售務增長壓力巨大，
但銷售收入仍然領跑全行業。其中優形品牌線上取得銷售收入人民幣
111.1百萬元，同比下降22.2%；線下取得銷售收入人民幣75.7百萬元，同比
下降20.6%。主要原因是：

(1) 本集團放緩市場推廣力度與進店速度，力求穩住主力產品和業務；

(2) 新產品的研發、上市、測試與推廣，進一步豐富品類；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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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報告期內，新冠疫情對上海、北京等主要市場的正常業務開展帶來巨
大困難。

3. 新集採表現穩定，略有下挫

報告期內，新集採業務取得銷售收入人民幣415.4百萬元，同比下降3.1%。
全國上半年餐飲收入相比同期下降7.7%，國內兩大重客渠道銷售收入同期
小幅降低3%，跑贏同行業和市場大盤。

(1) 受上海、北京、瀋陽等地新冠疫情影響，百勝、麥當勞的門店均有不
同時期禁止堂食，本集團百勝及麥當勞渠道堅持低存快出的工作目標，
上半年收入人民幣298.6百萬元，同比2021年僅低2.0%；

(2) 中小餐飲渠道主要承接北上廣深等一二線城市的便利店和連鎖餐飲，
受新冠疫情影響的時長更長且範圍更廣，通過調整銷售策略和區域
佈局，穩客戶強服務保利潤促新品為策略：上半年銷售收入人民幣
116.8百萬元，同比2021年僅低5.7%；

(3) 在產銷研質協同下持續推進低成本戰略，在人效提升、能源管控等方
面取得了持續改善，上半年的每噸製造費用比2021年實際再降低6.3%；
通過設備替代、工藝精進、崗位優化和合併，時加工效率上半年同比
2021年再提升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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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整體業績

於2022年上半年，本集團的收入較2021年上半年增加24.1%。與2021年同期相
比，毛利潤增加24.1%、淨虧損增加23.2%。2022年上半年的每股基本虧損為人
民幣(0.05)元。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業績波動的詳情載列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項目 2022年 2021年 變動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重述）

營業總收入 2,443,273 1,969,445 +24.1
營業成本 2,220,937 1,790,305 +24.1
銷售費用 173,016 162,772 +6.3
管理費用 48,133 50,195 -4.1
研發費用 15,471 12,500 +23.8
財務費用 23,551 13,397 +75.8
其他收益 953 3,231 -70.5
生物資產公允價值調整前虧損 (60,920) (47,375) +28.6
虧損總額 (66,754) (59,060) +13.0
淨虧損 (70,937) (57,602) +23.2
毛利潤 222,336 179,140 +24.1
毛利率 9.1% 9.1% 0
淨利率 (2.9%) (2.9%) 0

營業成本

本集團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營業成本上升24.1%至人民幣2,221百萬元（截
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人民幣1,790百萬元），主要由於(i)公司白羽肉雞飼
養量增加8.8%；及(ii)玉米、豆粕價格同比分別上漲3.5%、18.4%，造成飼料成
本上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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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費用

本集團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管理費用下降4.1%至人民幣48.1百萬元（截
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人民幣50.2百萬元），主要由於本集團持續優化內
部管理，提升管理效率所致。

銷售費用

本集團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銷售費用上升6.3%至人民幣173.0百萬元（截
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人民幣162.8百萬元），主要由於本集團深加工雞肉
製品、生雞肉製品銷量的增長。

研發費用

本集團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研發費用上升23.8%至人民幣15.5百萬元（截
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人民幣12.5百萬元），主要由於公司搭建多層次新
品研發體系，加大研發投入所致。

財務費用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利息費用 47,788 30,180
其中：租賃負債利息費用 5,511 7,283
利息收入 (18,705) (17,035)
匯兌虧損 (7,467) (448)
手續費及其他 1,935 700  

合計 23,551 13,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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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財務費用增加75.8%至人民幣23.6百萬元（截
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人民幣13.4百萬元），主要由於：(i)融資租賃利息
及手續費較上年同期增加人民幣2.8百萬元；及(ii)本集團自去年同期開始，部
分用於項目建設的銀行借款利息進行了資本化，而本期同比大幅減少。

2021年度中期報告期末數據

(i) 本集團對2021年中期報告期末數據進行重述，主要原因為本集團在編製
2022年中期財務報告時，並非按照編製2021年中期財務報告時對生物資產
採用成本法計量，而是採用公允價值計量。為了提供讀者可比、可靠的財
務信息，對2021年中期財務報告數據變更為使用公允價值計量，並錄得公
允價值計量虧損人民幣10,227.0千元。2022年中期財務報告延續了2020年
度、2021年度報告生物資產計量模式，以及鑒於生物資產市場價格報告期
內存在較大的波動，本公司管理層認為對生物資產使用公允價值計量更
能反映生物資產計量的準確性。

(ii) 根據中國財政部頒佈的企業會計準則第14號 — 收入（「新收入準則」）的相
關規定，為履行客戶銷售合同而發生的運輸成本在營業成本中列示，據此，
本集團本報告期已執行新收入準則，為提高報表項目間可比性，對2021年
中期運輸成本進行重新歸類，追述調整2021年中期財務報告財務數據如下：

營業成本 銷售費用 毛利潤
（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

調整前 1,744,762 208,315 224,683
調整金額 45,543 (45,543) (45,543)
調整後 1,790,305 162,772 179,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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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資源分析

流動資金及資本資源

本集團的業務資金主要來自其經營所產生的現金、借貸以及股東資本出資。截
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主要現金用途為營運資金目的所需資本
開支。

資本架構

於2022年6月30日，本公司註冊資本為人民幣1,400,000,000元，本公司已發行股
份總數為1,400,000,000股股份，包括1,045,000,000股內資股及355,000,000股H股，
每股面值為人民幣1.0元。

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借款總額人民幣1,585.7百萬元，較2021年12月31日減
少35.5%。減少主要是因為：(i)本集團於2022年6月30日前已償還了部分銀行借
款；(ii)部分銀行借款的手續仍須獲得批准且尚未發放。以上借款總額的減少
對本集團的日常運營未有產生影響。

本集團採用資本負債比率（即借款總額除以權益總額）及資產負債率（即負債總
額除以資產總額）監管資本。於2022年6月30日，資本負債比率及資產負債率分
別為48.0%（2021年12月31日：72.4%）、45.0%（2021年12月31日：51.0%）。

或然負債及資產抵押

本集團於2022年6月30日的銀行借款以(i)抵押本集團位於中國的總賬面淨值為
人民幣63.6百萬元（2021年12月31日：人民幣50.0百萬元）的土地；(ii)抵押本集
團人民幣161.3百萬元（2021年12月31日：人民幣347.9百萬元）的銀行存款；(iii)
抵押本集團總賬面淨值為人民幣1,886.9百萬元（2021年12月31日：人民幣420.0
百萬元）的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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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

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有7,293名直接受僱於本集團的僱員，其中在中國僱
用7,289名僱員及4名僱員位於日本。僱員薪酬待遇包括薪金、獎金及津貼。按
照中國法規規定，本集團(i)參加由相關地方政府機構運作的社會保險計劃、(ii)
設立強制性養老金供款計劃並投購醫療保險、工傷保險、失業保險及生育險。
本集團亦向僱員提供持續教育及培訓課程，以提高其技能及發揮其潛能。於
2020年6月24日及2021年12月10日，本公司亦分別採納兩項股份獎勵計劃，且本
集團任何全職或兼職僱員（包括任何董事）均為上述計劃下的合資格參與者。

業務展望

1. 挑戰與風險：

(1) 玉米、豆粕等飼料原料成本高位持續；及

(2) 新冠疫情的持續影響。

2. 機會與空間：

(1) 豬肉價格回暖，行業有望走出這一輪週期的低谷；

(2) 伴隨著養殖業績的穩定與提升，供應鏈優勢將進一步發揮；

(3) 三駕馬車將繼續各自高速前行，尤其出口業務仍將保持高位增長，給
其他兩個創新性業務創造更靈活的騰挪空間；及

(4) 後疫情時代，兼顧健康與美味、實現低脂輕卡的新一代雞肉食品迎來
最好的發展機遇，今年已推出的一系列優形新品，已經完成市場測試，
進入發力推廣銷售階段。

3. 長期增長策略：

(1) 持續增強公司的經營決策水平，有效保護全體投資者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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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繼續吸引優質人才加盟，通過機制的持續創新，中長期激勵政策的分
步實施，進一步穩定和優化經營管理團隊；及

(3) 繼續堅持「123」發展戰略的貫徹實施，在中長期目標不變的前提下，
適時調整階段計劃，集中資源實現預期目標。

其他事項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宣派或派付中期股息（截至2021年
6月30日止六個月：無）。

建議首次公開發售A股

2021年1月29日，董事會決議通過啟動有關建議本公司首次公開發售A股的相關
籌備。本公司已委任華泰聯合證券有限責任公司作為上市前輔導機構，並已於
2021年1月29日向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山東證監局提交上市前輔導的登記
申請。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正處於上市前輔導階段，尚未開始就建議本公司
首次公開發售A股提交申請。

更改所得款項用途

於2022年6月7日，本公司發售本公司股份的未動用所得款項淨額（「未動用所得
款項淨額」）約為人民幣122.0百萬元，誠如本公司日期為2020年6月30日的招股
章程所披露，預期投資於本集團白羽肉雞的飼養及產能擴充。經監察及評估現
行市況及業務營運，本集團不急於現時經濟下行時擴充白羽肉雞的飼養及產能。
董事會議決更改未動用所得款項淨額的用途以償還將於短期內到期的現有借款、
補充本集團的現金流量，並以充足營運資金推動現有業務銷售，此舉對滿足本
集團營運需要而言更為有利，並可令本集團更有效投放財務資源。於本公告日
期，本公司的未動用所得款項淨額約人民幣78.7百萬元。有關詳情，請參閱本
公司日期為2022年6月7日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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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變動

於2022年3月30日，王進聖先生辭去執行董事職務及區永昌先生辭去非執行董
事職務。

於2022年3月30日，周勁鷹女士及石磊先生獲建議委任為本公司執行董事，並
已於2022年5月31日舉行的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獲選。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於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
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的所有適用守則條文。本公司將繼續檢討及監察
其企業管治常規，以確保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董事及監事的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
守則》（「標準守則」），作為本公司董事及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本公
司已向各董事及監事作出具體查詢並獲各董事及監事確認，於截至2022年6月
30日止六個月已遵守標準守則項下規定的所有標準。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於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
贖回其任何上市證券。

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合資企業的重大投資、收購及出售事項

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本集團於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並無其他重大投
資，亦無重大收購及出售相關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合資企業。

關連交易

本集團於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及直至本公告日期並無訂立任何根據《上
市規則》第14A章須予披露的任何關連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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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後事項

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董事會並不知悉自報告期末起發生任何影響本集團之
重大事項。

審閱中期業績

審計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郭田勇先生、趙迎琳女士及鍾偉文先生）
組成。鍾偉文先生為審計委員會主席，彼具有符合《上市規則》規定的財務方面
的專業資格及經驗。審計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慣例，
及本集團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業績，並認為本集團的
中期業績乃根據適用的會計準則、規則及規例編製，並已作出適當披露。

刊發中期報告

本公司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將分別於本公司網站
(www.fengxiang.com)及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刊登，並將於適當時候寄
發予本公司股東。

承董事會命
山東鳳祥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
劉志光

中國山東，2022年8月15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劉志光先生、肖東生先生、周勁鷹女士及石磊先生；非
執行董事劉學景先生和張傳立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郭田勇先生、趙迎琳女士和鍾偉文先生。

前瞻性陳述：以上討論及分析載有若干前瞻性陳述，反映本集團現時對未來事件及財務表現
的觀點。該等陳述乃基於本集團根據經驗及對歷史趨勢的洞察、目前狀況及預期未來發展以
及本集團認為在該等情況下屬合適的其他因素所作出的假設及分析得出。然而，實際結果及
發展會否與本集團的預期及預測一致，取決於本集團無法控制的多項風險及不確定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