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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物志
从年初到年末，这一年涨价的农产品此起彼伏。从绿豆、大蒜到白糖、棉

花、玉米、大豆、食用油、蔬菜，这些看似各自独立的“引领涨价之物”，

各有各的涨价理由，但归根到底，中国农业转型、农民收入提升的需要和由

此带来的农业结构矛盾才是隐藏在农产品涨价背后的主因。而在白糖、棉

花、大豆等具体农产品的背后，也隐隐显出中国农业面临的全球化危机——

蜂拥而来的资本推手和来自跨国粮商的上涨压力。

42│产粮大县遭遇“怪圈”

国家培植中储粮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希望日后类似中粮、中储
粮这样的“国家队”能够与益海嘉里这样规模的外资企业抗衡，
从而承担起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稳定市场和确保食品安全的重要
职责。

从表面上来看，滑县遭遇经济困境、财政困境的原因好像是发展粮食拖了
后腿，但归根结底，还是因为长久以来我国一直实行低粮价政策，再有就
是对粮食生产大县支持力度不足。

有没有一种办法降低农作物产量不足所引起的损失？瑞士再保险公司正努
力在亚洲复制其在欧洲和澳洲国家取得成功的产量指数保险。

养殖业目前也呈现各种形式的规模化。有中粮集团这样的大集团，试图凭
借大豆压榨的原料优势涉足养猪业，完善全产业链的布局。甚至，像IT界的
丁磊也成立了农业事业部，试图进入养猪行业。这些行业巨头的动作，必
将影响到电子交易市场。

目前农业科研已经面临怎么把科技要素跟农民的土地、农民的要素结合起
来的问题。中国有高达将近14万的科技创业者，他们应该带动几千万农
民，拉长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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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整个产业链的好处对新希望而言是显而易见的，不管猪肉价格走高
还是走低，新希望总有一个环节能够获得超额利润，大大降低了把利润
放在一个篮子里的风险，而新希望重视的一种农户利益也因生态链的均
衡而得以规避周期损失。

并购容易整合难，产能叠加并不等于企业的实力增强。自有并购以来，
1+1＜2的怪圈就威胁着每一个行业、每一个企业，如今，农药行业并购
潮涌，农药企业又将直面这个难题。

随着人们饮食结构的改变和加工企业的增长，国内的市场对油脂油料的
需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将会保持一个非常稳健的增长态势。整
个的行业发展前景比较乐观，但是由于国产原料的释放，将来对于进口
的依赖性会越来越大，国内油脂行业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原料的保障
问题。

除了环保方面的考虑，獐子岛渔业并不讳言打响“碳标签”是为了未来
的贸易发展。 “对产品进行碳标识认证是为未来潜在的低碳贸易壁垒做
准备。”

现在很多企业已经认识到潜存于农业信息化中的商机，并已经开始涉足
这个领域，例如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地拓科技等。

俄罗斯农业部副部长亚历山大·别利亚耶夫此前表示，俄罗斯取得目前
的出口地位并不容易，但“丢掉它却很容易”。北非和中东国家是俄罗
斯小麦的传统买家，因俄罗斯出台禁令，他们目前正积极地从其他地区
寻找货源。“此次事件会让那些从俄罗斯进口小麦的国家吸取教训——
俄罗斯的小麦是不可靠的，他们可能因此重新寻找新的、可靠的粮食贸
易伙伴。”

通过农协来实现商业资本、金融资本和农业的产业资本的融合，让农业
从业人员的劳动生产效率达到和接近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效率，最终实
现农业产业化和可持续发展。这种产业一体化称作“统合”，日本无论
农业还是工业都靠这种“统合”力量，发展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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