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年地產業風生水起的時候，各路資本競
相逐鹿。如今地產業「淪落」，農業取而代
之，成為被社會各界精英資本看好的金礦。
發展現代農業已經成為國家發展戰略，並被
寫入「十二五」規劃，有專家指出，在政
策、市場和利益的聯合作用下，一場前所未
有的現代農業革命即將爆發，吸引諸多資本
方趨之若鶩。

國策打破發展瓶頸
聯想投資董事總經理李家慶也表示，該集

團加速農業投資佈局，是基於國家近年來對
現代農業的日益重視，政策放開打破許多農
企的發展瓶頸。
中投顧問農林牧漁業研究員宋傑凝認為，

由於中國人口基數巨大，致使農業是唯一不
會隨經濟周期起伏而出現產能過剩的行業，
且中國農業效益低，農產品加工業與農業產
值比僅為0.6：1（發達國家大都在3：1以
上），可謂發展空間巨大。加上消費者對農產
品的質量要求日益提高，高端農產品市場需
求加大，有市場、有需求，就必然吸引越來
越多的進入者。

「食品安全」掀新商機
近年來，內地頻發曝光食品安全問題，的確令大佬們

看到商機無限。清華大學社會學博士後、小毛驢農莊的
創始人石嫣透露，雖然有機農業的概念早在上世紀八十
年代就引入中國，但此前國內有機農業都是以出口為市
場導向，直至2008年爆發以三聚氰胺「毒奶粉」為代表
的一系列食品安全事故，內地終於逐漸形成以社會性參
與為主體的有機農業。丁磊也曾坦言，當初投身養豬業
的重要誘因就是層出不窮的豬肉安全事件，而他的目標
就是打造健康安全的「品牌豬」。
農業領域的大牌缺失，亦為「後來者」留有空間。中

國作為農業大國，在終端卻缺少有影響力的公司，這恰
恰是資本可以快速進入、快速擴張的所謂「藍海」。艾
格農業畜牧行業分析師王曉悅指出，中國農業領域現代
化發展程度不高，業內都是中小型企業，是消費品領域
罕見的「品牌荒地」。以生豬養殖為例，中國是世界上
最大的豬肉生產國與消費國，但不可思議的是，近萬億
的生豬產業鏈上至今仍然鮮有像樣的終端品牌。

營銷管理優勢導入
在營銷專家李志起看來，富豪轉行「務農」，自有其

優勢，「在農業領域，現代營銷及管理尚處於起步階
段，而這些正是這些『解甲歸田』的大佬們的強項，他
們在各自領域裡已經展示了這方面的才華。」
最早進入有機農業領域、通過「企業禮品」形式成功

開闢有機食品銷售渠道的正谷農業發展公司董事長張向
東，在總結有機農業的商業化運作時就認為，銷售渠道
是這其中最有價值的環節。行業分析師肖珺也指出，除
資本優勢，其原有的零售和網絡銷售平台，正是這些明
星企業進入有機農業的先天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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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業界掀起一場轟轟烈烈的農業「復興」，今年全國兩會期間，武漢鋼鐵備受爭議的

「養豬」計劃，正是其中濃墨重彩的新手筆。宏觀經濟不振，諸多行業持續萎靡，惟農業

意外「鹹魚翻生」。IT巨頭聯想的柳傳志、地產大亨萬達的王健林、電子商務翹楚京東商

城CEO劉強東，紛紛高調爭當「農夫」。儘管養殖「黑毛豬」還沒有利潤，三年前率先

轉型為「豬倌」的網易創始人丁磊仍是信心滿滿，堅稱「最後一定會盈利」。

■香港文匯報記者章蘿蘭上海報道

「壹號土豬」一年收入逾4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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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豪們鍾情的有機農業，主因現時在內地
市場凡被冠以「有機」的食品，身價即刻翻
番幾倍，惟對有機食品的監管，卻尚未形成
國家規範。有業內人士直言，暴利與管理真
空是有機農業獲得資本青睞的重要原因。

暴利與管理真空
有機蜂蜜每公斤358元（人民幣，下同）、

有機豬肉每公斤160元、有機雜糧每盒（268
克）268元⋯⋯近年來，一些食品包裝上紛紛
標注「有機」二字，並標榜「高質高價」。業
內人士稱，一些所謂的有機食品，利潤率甚
至突破500%。
據了解，現時內地農產品分為普通、無公

害、綠色、有機4個等級。有機是食品質量認
證的最高級別，在生產加工過程中絕對禁止
使用農藥、化肥、除草劑等人工合成物質，
對於周邊環境的要求也極為苛刻，譬如農田
附近不能有任何機動車輛通行，原因是為避
免尾氣污染。
然而，有機農業事實上並未形成相關國家

規範，當前所有認證機構都只是民間組織，亦缺乏統一
的全國性管理部門。據內地媒體爆料，企業只需花費
兩、三萬元，一些認證機構或者中介公司就會幫忙搞定
全流程，更有甚者，某些認證機構還會主動找到加工企
業，推薦其花錢買有機食品的認證。
除此以外，內地農業部門的監管亦只覆蓋綠色和無公

害食品，有機食品未列其中，任何抽檢只能測定是否
「有害」，而無法檢測是否「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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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農業樂觀當然不僅是國內的大佬，國際
資本大鱷甚至更早看準時機，在中國當起
「洋豬倌」，尋找中國農業領域的商機。

高盛收購湖南福建豬場
據媒體披露，2006年國際最大的風險投資

「紅杉資本」向來自福建的蔬菜生產企業利農
集團投下500萬美元。同年，高盛以20億元收
購雙匯集團，資本由此挺進在華農業領域，
至2008年更斥資2億至3億美元在中國生豬養
殖重點地區湖南、福建一帶一口氣全資收購
十餘家專業養豬場。德意志銀行緊隨其後，
據稱該行當年也注資6,000萬美元，獲取上海
宏博集團養豬場30%股份，融資的同時進一
步謀求在海外上市。此後幾年間，黑石投資

集團、凱雷以及賽富亞洲等國際投資機構亦紛紛染指中
國農業領域。

農業投融資會身影處處
正向現代新農業快速轉型的中國農業，使得國際資本

摩拳擦掌、蓄勢待發。近兩年來，在內地的一些農業投
融資洽談會上，黑石、軟銀、凱雷、德意志銀行、美國
泰山投資、紅杉資本、荷蘭合作銀行等外資投行往往悉
數到場，場面非常火爆。「現在幾乎所有的投行和私募
基金都在盯㠥中國農業領域，大家都在尋找合適的項
目，都在談」，一位基金投資負責人透露。
證券業人士預計，目前涉農上市公司規模仍然顯得太

小，但伴隨金融資本入場，預計未來幾年，此類公司數
量或將呈現井噴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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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農成為內地新時尚，除商業嗅覺敏銳的
業界大佬外，白領、金領們亦紛紛「轉業」
務農。去年，上海就有兩位金領各自辭去50
萬元（人民幣，下同）年薪的工作，南下福
建山區養雞。
李燁、秦超為養雞捨棄光鮮的工作，曾在

坊間備受爭議，但他們有自己的想法。「現
在吃什麼都覺得不安全，尤其是雞，根本吃
不出以前的味道。」李燁說，「因擔心激素
影響，我周圍很多朋友都不敢給自己的孩子
吃雞。」於是，為尋回20多年前雞該有的那
股味道，李燁、秦超和另兩位朋友共出資100
萬元成立一個生態農莊，首步就是養雞。

山區養殖　禁用西藥
來到福建山區，李燁、秦超在養雞品種選

用當地閩北青雞。儘管起初不懂養雞，但他
們會做試驗，把雞隻分成幾組，在白米中分
別按不同比例拌入玉米、大豆、魚粉等輔
料，進而選擇出最佳配比。同時，他們避免
給雞餵西藥，代之以黨參、黃㡚、當歸等中
草藥混入飼料。
去年10月，李燁和秦超首次返回上海賣土

雞，每隻售價高達130元，而市場一隻普通雞
隻才賣30元。不過，李燁說，實際銷售情況
比較樂觀，他們不賣給飯店，也不在菜場裡
銷售，僅在數天之間已通過原來的同事、朋
友圈及車友會等銷售300多隻雞，並有很多回
頭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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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富豪「歸田」
爭當豬倌菜農

內地鋼鐵業龍頭武鋼集團總經理鄧崎琳在全國
兩會期間透露，今年武鋼計劃對非鋼產業投

資390億元（人民幣，下同），其中包含興建萬頭規
模養豬場。鄧崎琳解釋說，武鋼此舉並非突然奇
想，而是被迫無奈，因眼下1公斤鋼材的價格，已
抵不上4㛷豬肉。

鋼材1公斤不及豬肉4㛷
看好養豬絕非武鋼一家。去年10月，聯想集團名

譽董事長柳傳志對外界高調發佈公司未來規劃，直
言農業將成為聯想重點發展的領域，並透露當時就
有12個農業投資項目正在洽談。隨後，聯想集團原
高級副總裁兼新興市場總裁陳紹鵬加盟聯想控股，
執掌現代農業業務。至年末，陳紹鵬火速前往廣
州，與廣東土豬大佬「壹號土豬」創始人陳生密談
六小時尋求合作。
更早嗅到其中商機還有丁磊和郭廣昌。網易

CEO丁磊早在2009年就發佈養豬大計，隨後則以形
形色色的養豬理論，成為內地最知名的「豬倌」。
據說，丁磊當「豬倌」可不是玩票，他非但逐一考
察國內排名前列的大型養豬場、豬肉加工企業，甚
至還千里迢迢遠赴日本、美國、西班牙、德國、荷
蘭和丹麥等養豬強國考察，似乎鐵定要在養豬業大
展拳腳。廣東兩會上，「豬倌」丁磊還對與會代表
大侃養豬經驗，「推銷」所養殖的「黑毛豬」。

鋼廠藥企房商齊齊參與
另一位大型民企、復星集團董事長郭廣昌也於丁

磊同年邁入「豬倌」行列。在生物醫藥、地產等行

業頗有斬獲之後，郭廣昌於金融危機後的2009年
「抄底」養豬業，斥資1.6億元與江西生豬養殖企業
國鴻集團簽訂股權投資協議。除此以外，多元化經
營的「豬倌」不勝枚舉，北京地產企業中實集團投
資10億元在陝西圈地5,000畝養豬，甚至連內地社
交網站人人網CEO陳一舟也爆料說，自己曾苦思
月餘去養豬，後因各種原因才放棄，不過「丁磊養
豬，我們就養兔子」。

上山下鄉 建設農產品牌
當農民們紛紛湧向城市的時候，內地富豪們卻反

其道而行之，上山下鄉，醉心田園。有人熱衷養
豬，有人則專情種菜。地產大亨大連萬達的王建
林，就相中北京延慶縣的近一萬畝農田，欲在那裡
打造一個年產1,200多噸的有機蔬菜基地。電子商
務網站京東商城CEO劉強東也不甘人後，在京東
商城網站上在售的「來龍」牌有機大米，就是劉強
東在他的老家江蘇省宿縣種植的有機大米，據稱
「杜絕一切污染」。

有「外行」們墊底，本來就做食品起家的匯源果
汁董事長朱新禮進軍農業就不足為奇。早在2007
年，匯源拿下北京順義一片1.5萬畝山地，進行有
機農業試驗發展，此後還悄然成立有機農業事業
部。目前，匯源已經擁有在新疆阿爾泰10萬畝的野
生沙棘基地、北京密雲1,500畝的有機蔬菜基地，
還有與山東德州政府簽署的100萬畝有機農業合作
項目，開發有機農作物種植、養殖場有機肥公司、
飼料公司、肉類加工廠等項目，而這位果汁大亨的
最新目標就是成為「有機農業巨頭」。

富豪們扎堆農業，當然是因為看到「錢」景，因
早幾年的先行者，現在已經賺到盆滿缽滿。聯想集
團一度試圖接洽的廣東土豬大佬「壹號土豬」，據
稱去年營業額就已突破4億元（人民幣，下同）。

北大生攻佔廣東高端市場
「壹號土豬」創始人陳生，畢業於北京大學經濟

系，北大學子當「豬倌」在當年是爆炸性的新聞。
有此決定源於陳生有一次到廣州東山市場買豬肉
時，發現高端豬肉市場的空白，於是毅然進軍養豬
業。據陳氏透露，「壹號土豬」創業五年來，增長
速度令人咋舌，2007年剛上市時，「壹號土豬」的
銷售額僅有3,000萬元。至2009年整個消費市場不
景氣的情況下，該公司仍獲得120%增長，銷售額
達到1.2億元，利潤率達到15%。2011年，「壹號土

豬」漲價兩次，銷售依然猛增，整體銷售額同比增
長75%至超過4億元，其中廣州的銷售就佔一半，
已經成為廣州市場最大的品牌豬肉。

婉拒聯想 進軍海南廣西
據透露，「壹號土豬」已在廣東省湛江、陽江、

茂名等地投建20多個大型養殖場，基本完成省內佈
局，目前正向海南、廣西進軍。陳生也婉拒聯想伸
來的「橄欖枝」，冀望明年登陸內地資本市場。
業界對養豬業的利潤說法不一，有從業者甚至稱

內地養豬企業純利可達30%至40%。不過，多數養
豬企業表示，受惠於國家政策扶持，養豬業近年來
可以保持10%以上的平均利潤率。相比之下，受調
控之痛的地產業自不待言，更甚全國鋼鐵業去年第
四季利潤率僅為0.97%。

■聯想集團創辦人柳傳志直言農業將成為

聯想重點發展的領域。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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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內地企業通過海外如歐盟有機食品

監督機構(BCS)的認證，以發展海內外市

場。 資料圖片

■有基金投資負責人指，幾乎所有的投行和私募基金都

盯㠥中國農業領域，並在投融資洽談會等活動尋求商

機。 資料圖片

■近年中國各地興起走地雞飼養，以貼近大自然的環境

放養。 資料圖片

■民以食為天，內地從事鋼材、醫藥、地產企業紛紛投身「豬倌」行列。 資料圖片

■內地農業部門目前監管只覆蓋綠色和無公害食品，有

機食品未列其中。 資料圖片

■「毒奶粉」、「瘦肉精」等事故一次次觸

動國民對食品安全的神經，帶動起新一輪

農產品商機。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