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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价格小幅稳步上涨是市场的总体趋势，这有利于发展玉米生产，有利
于保护农民利益，也是粮食宏观调控的预期目标。但如果玉米价格大幅度
快速暴涨，则是不正常的。国家完全有能力保证市场供应，稳定市场价
格，并将根据市场形势和调控需要出台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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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林业局局长贾治邦曾明确表示：中国农业用18亿亩耕地解决了13亿
人的吃饭问题，而林业用43亿亩林地，却没有解决13亿人的用材问题，
更没有解决社会对生态的需求问题，其根本原因就是林业改革不到位，体
制和机制不顺，阻碍了林业生产力的发展。国家林业局
农村林业改革发展司司长张蕾日前在接受《农经》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
“只有将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国有林区才有发展的希望。”

农业领域大力推行低碳技术，不断创新生产模式，形成集约化生产，提高
效能，也就是中央一号文件所说的“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配置”。在这一
过程中，资本要素将充当不可或缺的关键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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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作为计划经济色彩最浓厚的领域，社会开放程度一直较低，特别是速
生丰产林领域，国有资本长期处于支配地位，社会资金受政策限制一直难
有作为，市场竞争不够充分，容量相对广阔。从这个意义上说，林业改革
后，速生丰产林是一个尚未开发的“富矿”，任何有眼光的投资人都不会
错失这个发展良机。

今年5月份，一些地区的大蒜零售价超过了10元每斤。部分城市的土豆
的零售价格涨到了4元每斤，出现了“两个土豆等价一斤猪肉”的反常现
象。人们普遍认为，游资炒作是这些农产品价格暴涨的重要原因。炒作农
产品将产生什么后果，又需采取什么对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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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创业板：“虾王”来了
“湛江国联的竞争优势在于对虾产品在海外市场的拓展能力，其出口量占
国内对虾对美出口总额的比重超过40%，沃尔玛、百胜等公司皆是其对虾
产品的终端客户。”一业内人士如是分析，“这是一家很有意思的公司，
今后不会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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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嘉吉鏖战饲料
嘉吉作为家族企业过去一直保持低调的传统，目前在中国已经有30多家实
业工厂。虽然拥有金融、农业等多项业务，嘉吉这一百年企业还是坚持以
农业、食品为核心业务，安博泰表示，履新后的工作计划重点是和中国的
需求和发展结合，推进这些核心业务的开展。

62│盛邦惠民，探索农业投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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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政策调控相对的是，企业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资本与经营策略的优势已
经使得外资在国内的运作领先于市场环境的变化。在政策层层紧逼下，
2009年以来外资的整体投资规模仍呈上升势头。随着国家对大豆产业的
调控加强，包括益海在内的外资企业开始加强其米面等粮油品种的业务。

中国的饲料企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热闹，无论是正邦科技、六和等民营
科技还是如央企大鳄中粮，都没有像今天这样热衷于纵向一体化整合。而
像老牌饲料企业新希望，正大等大型饲料企业，在几年前就已经悄然开始
了的战略转移，希望由单一的饲料生产商，通过后向整合，从而扩展到整
个农牧养殖加工，利用系统化、规模化，来增大自身抵御风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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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得益于大股东中粮集团的强力支持，中粮屯河向上游发展迅速，
而新中基则在下游拓展中遭遇品牌运作、渠道建设等方面难题，“番茄双
雄”的业绩逐渐开始拉开一定的距离，两家公司2009年报显示，中粮屯
河当年营业收入28.79亿元，而新中基则为16.60亿元。
但是，半路杀出的益海嘉里让这场番茄王者之争的结果变得扑朔迷离起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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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眼见为实”、“逆向营销”、“厂商共赢一体”等创新营销模式的
推广，永业实现了高科技产品的大规模市场。
这一切都有利于永业农丰实现OTC买壳上市，成为中国新农业代表公
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