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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国传统农业是小农经济的生产模式 ，特点是规模小 ，

起点低 ，群体大 ，全国各地开花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 ，农

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逐渐加快 ，农民致富心情迫切 ，千方百计

寻信息 ，找市场 ，借鉴其他地区结构调整的成功经验 。但许

多农民对成功经验不是活学活用 ，而是紧紧跟随 ，依葫芦画

瓢 ，最后由于盲目跟风引发供给严重过剩而损失惨重 。

很多农民听说他人养奶牛发了家 ，就跟着养奶牛 ；看到

芹菜高产高价 ，便跟着去种芹菜 ；市场上锦鲤卖出天价 ，也

跟着去养鲤鱼 ；去年大蒜贵了 ，今年就 “一窝蜂” 地跟着

种 。结果是昨天的市场如日中天 ，但等你养殖成功了 ，市场

价格却在一路下滑 ，跌入低谷 。最后甚至出现价格降至最低

也无人收购的情况 ，丰产而不丰收 。出现了奶农倒奶杀牛 ；

蕉农把成熟的香蕉喂猪 ；果农任由丰收的果实烂在树上 ；菜

农把蔬菜用旋耕机打在地里 ；瓜农把收获的西瓜推进垃圾

场 ；渔民将上万尾鱼苗倒入海中的情景 。农民们困惑不已 ：

“不是说要 ‘跟着市场转’ 吗 ，怎么转来转去反倒赔了钱 ？”

其实 ，农民错就错在一个 “跟” 字 。盲目跟风的结果

必然是 “种什么什么多 ，什么多赔什么” 。 市场不能 “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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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 “抢” 。因为市场的供求是时时变化的 ，农产品的生产

周期一般比较长 ，产品生产出来时 ，如果不去综合考虑天

时 、地利等因素 ，盲目地跟着市场转 ，卖不出好价钱就不

奇怪了 。

所谓 “抢” 市场 ，就是在科学分析预测市场的基础上 ，

抓住某一农产品市场看好的势头 ，因地制宜 ，抢速度 、抢时

间 、抢机遇 ，保证在价格回落前把产品生产出来 ，推向市

场 。与此同时 ，要抓住市场的周期性变化 ，大力发展 “人无

我有 ，人有我优 ，人优我特” 的产品 。即使产品一时处于

市场的低谷期 ，也要坚持 “顶住” 。与其另投资精力 、 财力

改变生产项目 ，重新开拓市场 ，不如精力 、财力放在产品

的深加工或储藏环节上 ，加长产业链条 ，迎接新一轮的市

场高潮 。

总之 ，在加快农业结构调整进程中 ，要忌盲目 “跟” 着

市场转 ，落个出力不赚 “利” 的结果 。 在残酷的市场竞争

中 ，只有把握机遇 ，“抢” 住市场 ，才能获得最大收益 。

本册书主要选编若干不同地方一些农民盲目跟风的故

事 ，为大家提供了一种思路 ，希望能够带给读者尤其是农民

朋友一些启发和益处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 ，加之创作时间仓

促 ，书中不足之处在所难免 ，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

编 　 　者

２００８年 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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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良芹菜大丰收 　多半菜农却赔本

没做过农民 ，就不知道农民的辛苦 。没做过农民 ，也不

会知道 ， “丰收” 对于他们不一定是一件值得喜悦的事情 。

随着 ２００６年西安阎良区 ２畅１ 万亩芹菜大面积丰产 ，农民丰

产而不丰收 ， “菜贱伤农” 的情境再次上演 。大好的丰收年

里 ，辛辛苦苦一年到头的农民不但赚不到钱 ，甚至连投进去

的本儿也挣不回来 。 ２００６年 １０月底 ，阎良芹菜每斤只卖到

五六分钱 ，还少有客商前来收购 ，有的村民地里的芹菜连一

根都没有卖出去 。因为要赶着种植冬小麦 ，无奈的部分村民

只好用拖拉机将芹菜全部搅碎 ，埋到地下 。

价格上升 　盲目扩种

芹菜在农产品中属于中高价位的蔬菜 ，产量又高 ，通常

能达到亩产万斤 ，经济效益较高 ，一直是西安市阎良区的首

选经济作物 。西安市阎良区芹菜种植历史已有 ２０ 年 ，品种

为西芹 ，质量上乘 ，芹菜主要销往上海 、 湖南 、武汉 、河

南 、安徽等地 ，是全国三大芹菜种植基地之一 （北京 、内蒙

古 、阎良） 。芹菜生长期为 ６０ 天 ，不宜贮藏 ，亩产 ４０００公

斤左右 ，销售期分为早 、中 、晚期 ，６ 月至 ７ 月为早期 ， ７

月至 ８月为中期 ，８月至 １０月为晚期 ，晚期芹菜产量最大 ，

每亩能达到 ５０００公斤 。芹菜的生长周期正好介于小麦的空

余 ，夏季种植 ，１０月左右收割完毕 。 ２００５年 ，阎良区的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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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种植面积为 １万余亩 ，２００６年则翻了一番 ，达 ２畅１万亩 ，

产量约 １亿公斤 。

２００５年 ，中国大面积水灾使得盛产蔬菜的南方地区普

遍受到严重影响 ，导致各种蔬菜匮乏 ，南涝北旱的特点让山

东地区面临旱灾 ，山东蔬菜也普遍减产 。外地蔬菜供给的减

少为阎良芹菜提供了较大的市场空间 。加上 ２００５ 年阎良种

植面积不大 ，最终导致芹菜价格飞速上涨 ，收购价格最高时

达到 １畅８０元／公斤 ，最低时收购价格也有 ０畅６０ ～ ０畅８０元／公

斤 ，而芹菜的种植成本每亩大约 １２００ 元 （包括芹菜种子

１００多元 ，种植费 ２００ 多元 ，肥料 ５０ 多元 ，浇水费 １００ 多

元 ，打农药大约 ４００ 元左右 ，每亩收割费 ３００ 元左右） ，按

２００５年的市场价格 ，种植芹菜每亩纯收益在 ２５００ ～ ５０００元

之间 。因此在 ２００６年 ，阎良区很多农民看到 ２００５年芹菜极

高的利润 ，纷纷新种或扩大芹菜种植面积 ， ２００５ 年种了的

２００６年扩大面积 ，２００５年没种的 ２００６年想补上损失 ，几十

亩几十亩地种 ，有的人甚至租地种上了芹菜 ，全区芹菜种植

面积比 ２００６ 年多 １１０００ 亩 ，达到 ２１０００万亩 ，丰收后有上

亿公斤芹菜集中上市 。

集中上市 　芹菜滞销

由于芹菜种植面积的扩大 ， ２００６ 年阎良整体多产 ５５００

万公斤芹菜 ，与此同时 ，阎良周边的临潼区 、三原县 、泾阳

县芹菜种植面积也比 ２００５年扩大了 ５０％ ，蔬菜市场上的芹

菜供给严重过剩 。再加上 ２００６ 年同期气温偏高 ，使芹菜成

熟期略有推迟 ，使得往年 １０月初就能结束的芹菜收购推迟

到 １０月底 ，此时 ，外地芹菜也开始集中上市 。 １０月初 ，每

斤芹菜还在 ３毛钱的价格上下浮动 ，到了 １６日以后 ，竟迅

·２·



速下跌到历史最低价 ：每斤只卖到五六分钱 。 按每公斤

０畅１２元的行情计算 ，一亩芹菜收割后最多卖 ４００元 ，每亩

地至少亏损 ８００元 。按照阎良区 ２畅１ 万亩的种植面积推算 ，

全区至少损失 １ 千多万元 。 甚至出现 “一瓶矿泉水就能买

１３公斤芹菜” 的情形 ，如此惨重的损失 ，对于以种菜为生

的农民来说 ，绝大多数人家是难以承受的 。

因为要赶着种植冬小麦 ，相当一部分西安市阎良区芹菜

种植户忙活了一季 ，最后又亲自请人来毁掉菜地 ，以每亩

３０元的价格雇佣拖拉机将芹菜全部搅碎 ，埋到地下 ，眼睁

睁地看着机器驶过 ，芹菜种植户欲哭无泪 。 ２００６年 １０月 ２９

日 ，沿阎良城区通往武屯镇的公路两侧 ，毁掉的芹菜地随处

可见 。仅武屯镇两镇堡村镇西村民就毁掉 ５００ 亩 ，据推测 ，

整个阎良区被毁掉数字保守估计也会达到 ３０００ 亩 ，毁掉的

芹菜就占到种植面积的七分之一 。

油价和运价的上涨 ，外省客商来到这里长途贩运成本加

大也是阎良芹菜卖不出去的原因之一 。加上陕西省农副产品

的绿色通道优惠政策不包括蔬菜 ，来陕西贩运芹菜的客商为

了降低运输成本 ，权衡之后都去了外地 。阎良本地菜农也曾

经尝试过直销 ，但一方面要组织车辆 ，既要交过路费 ，还要

寻找市场 ，然后交管理费 ，对于不熟悉市场规则的农民来

说 ，难度太大 。

（选自 枟三秦都市报枠 ２００６年 １０月 ２６日）

点评 ：阎良芹菜 “卖难” 的根本原因是农民盲目跟风种

植 ，导致陕西本省市场供大于求 ；另一方面 ，由于农民信息

不通畅 ，无法联系到更多外地的客商 ，而油价和运价的上

涨 ，也导致外省客商的减少 。解决芹菜 “卖难” 的根本是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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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市场分析 ，及时了解产品的供求情况 。在产品种植面积 、

品种和时机上着手 ，做到 “人有我早 ，人早我优” 。这就需

要及时把握市场动态 ，让农民了解市场对作物的需求 、种植

面积以及未来的气候变化等情况 ，在种植上引导农民合理安

排茬口 ，做好品种搭配 ，避免秋菜集中上市 ，防止芹菜大量

集中上市导致价格暴跌 。

毁林种槟榔 　未来隐患多

“高高的树上结槟榔 ，谁先爬上谁先尝 ⋯ ⋯ ” 周璇的歌

声婉转 ，让人不免对槟榔遐想一片 。 槟榔 ，一名宾门 、仁

频 、洗瘴丹 、螺果 ，生长在热带季风雨林中 ，主要分布在中

非和东南亚 。槟榔是我国四大南药之一 。自古以来槟榔就是

我国东南沿海各省居民迎宾敬客 、款待亲朋的佳果 ，因古时

敬称贵客为 “宾” 、为 “郎” ， “槟榔” 的美誉由此得来 。海

南待客有 “茶 、烟 、酒 、槟” 等四种等级 ，槟榔只有在迎贵

宾 、婚庆等重大节日才摆上筵席 ，可见其地位 。目前随着槟

榔种植面积的扩大和越来越多朋友的喜爱 ，槟榔已经普及到

人们的日常消费中了 。

价格上升 　一本万利

国内几乎只有海南出产槟榔 ，且海南种植槟榔已有 ５００

年历史 ，主要分布在琼中 、屯昌 、定安 、陵水 、崖县等地 ，

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 ９９畅５９％ 。 最近几年来 ，由于槟榔收购

价格不断上涨 ，海南省掀起了一股槟榔种植狂潮 ，而且有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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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愈烈之势 。高大挺拔的椰子树是海南最具代表性的植物 ，

但现在坐车行驶在海南东线高速时 ，会发现亭亭玉立的槟榔

树不断地从眼前掠过 ，许多地段都有成片的槟榔园 ，槟榔的

数量突然超过了椰子 。在万泉湖景区 ，槟榔也是路上见得最

多的一种植物 ，近处居民的房前屋后 ，远处山腰上 ，大大小

小的槟榔树都在茁壮成长 。

最近两三年 ，尤其是从 ２００６ 年以来 ，槟榔价格不断上

涨 。在 ２００６年下半年 ，海南省槟榔价格创出历史新高 。海

南定安一带的槟榔上市后 ，价格从每斤 ３元多一路上扬 ，到

年底突破 １０元 。到了春节前后的个别时段 ，由于湖南需求

量猛涨 ，定安的槟榔甚至一度上冲到了 ３５元 １斤的疯狂价

格 。在海南槟榔大市琼海 ，２００５年的槟榔鲜果收购价格低至

３元 １斤 ，高到 １０来元 １斤 ，一般都能达到 ５ ～ ６元 １斤 。

随着槟榔价格飞涨 ，使得种植槟榔成了有利可图甚至可

以获得暴利的行当 。以投资种植一个 ２００亩的槟榔园为例计

算 ，由于槟榔种植后要长达 ８年才进入盛果期 ，采摘期可长

达 ２０ ～ ３０年 ，一个 ２００ 亩的槟榔园进入盛果期 ，投入需要

七八十万元 。一亩地可种约 １１０株槟榔 ，单株按照最低产量

１０公斤计算 ，２００亩槟榔园产量可达 ２２ 万公斤 ，如果单价

按照 ５元计算 ，一年的收入将高达 ２２０万元 。 ２００亩槟榔园

进入盛果期后一年的收入 ，远远超过前期几年的投入 ，还有

大量盈余 。摘果期可长达 ２０ ～ ３０年 ，显然 ，按照 ２００６年的

价格计算 ，投资槟榔种植就是一本万利的买卖 。

同时 ，槟榔管理技术粗放 ，而且槟榔大量上市时 ，即使

鲜果不能及时销售出去 ，晒成干果也不会导致贬值 。槟榔的

采收非常方便 ，成熟的果实是成串的 。 槟榔的出售同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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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 ，根本不需要肩挑车推到城市叫卖 ，槟榔贩子会主动上门

收购 。槟榔的这些特点也使得它广受种植者的青睐 。

随着农民槟榔种植热情的高涨 ，目前海南每年的槟榔种

植都要增加几万亩 。槟榔种植 ５ ～ ６年之后才开始结果 ，要

到 ８年后才进入盛果期 。上世纪 ８０ 年代初 ，全岛种植槟榔

不足 ２ 万亩 ， ２００１ 年 ，海南槟榔仅仅只有 ４４畅８ 万亩 ，到

２００４年便发展到了 ７０畅１ 万亩 ， ２００６ 种植面积达到了 ７９畅６

万亩 ，其中收获面积只有 ３４畅９万亩 ，也就是说 ，超过半数

的槟榔是在最近五六年新种的 。琼海市更是以种植面积达

１３万亩独占鳌头 。按照这一发展速度 ， ２０１０年海南槟榔种

植面积有可能突破 １００万亩大关 。

毁林开荒 　隐忧重重

在高额利润的吸引下 ，海南农民种植槟榔的积极性非常

高 ，连房前屋后都见缝插针地种上了槟榔 。另外 ，农民在自

己承包的土地上 ，把那些比较贫瘠 、 水利化条件较差的耕

地 ，逐渐改种槟榔 。为了增加槟榔的种植面积 ，农民像蚕吃

桑叶一样 ，小片但持续地开荒种槟榔 。在牛路岭水库区 ，当

地的景点乳头峰的半山腰上 ，农民烧毁大片的林地扩大槟榔

园 。在琼海市会山镇一个村子里 ，村民蒋某曾在海口打工多

年 ，两年前回到村里 ，在山坡上开荒种槟榔 。他说他家现有

槟榔树 ５０００棵 ，还不到膝盖高 ，他还后悔种得迟了 ，现在

没有土地可种了 ，村子里种得多的人家有 １００００多棵 。如果

说农民种槟榔是小打小闹 ，那么 ，老板 、 企业主挟资金优

势 ，已经成为这轮槟榔种植狂潮中的主力军 。企业采取雇人

机械化作业 ，毁林开荒种槟榔的 “效率” 惊人 ，几天就能把一

座山头剃光 。不少城里的老板把种植槟榔当做 “绿色银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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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满足槟榔生长对水源的要求 ，农民喜欢将槟榔种植

在水源附近 ，如河流 、水库 、湖泊等 。像琼海市万泉河流域

两岸 、松涛水库 、万宁市博房水库 、屯昌县征洪水库 、琼海

市牛路岭水库等 ，都大面积种植了槟榔 。而农民毁林种槟榔

的方式非常隐蔽 。他们将槟榔种植在天然林里 ，等槟榔苗长

大到一定程度时 ，将树木的皮扒掉一圈 ，等树木慢慢枯死后

再行砍掉 ；而博房水库种植的槟榔 ，是采取逐步蚕食的方式

毁林 ，先将槟榔幼苗种下 ，等幼苗渐渐长高 ，将幼苗附近的

大树砍掉 ，等到槟榔成林时 ，再将槟榔树附近的天然林全部

砍掉 。许多槟榔甚至种到了海拔六七百米的山上 ，而这些槟

榔的种植无一不是以毁掉天然林为代价的 。

毁林种槟榔带来很多恶果 ：一是天然林大面积流失 。琼

海万泉河流域因为种植槟榔 、橡胶等经济林 ，使天然林受到

严重破坏 。二是景观被破坏 。风景如画的石梅湾 ，周边山岭

上郁郁葱葱的天然林也被槟榔林取而代之 ，景观大不如从

前 。三是盲目扩种槟榔 ，未来可能会出现难卖的情况 。

按照价值规律 ，高回报的行业 ，投资者增加后 ，供应增

加 ，利润必然下降 。海南的槟榔种植狂潮还在继续 ，大量的

槟榔尚未挂果 ，如果几年后这些槟榔陆续进入盛果期 ，海南

槟榔产量翻番 ，价格必然受到冲击 。果然 ，进入 ２００７ 年槟

榔收购季节 ，全岛槟榔平均价格较 ２００６ 年同期下降 ５０％ 。

各地收购价格不一 ，但均大大低于上年 ：陵水每斤 １畅６元 ，

琼海每斤在 ２ ～ ２畅２元 ，定安每斤 １畅２ ～ ２元 ，屯昌每斤 ２ ～

３元 ，万宁每斤 ２畅１ ～ ２畅３ 元 。而且随着时间增长 ，每年新

增几万亩槟榔进入盛果期 ，产量将大幅度增加 。如果槟榔消

费市场增长赶不上产量增长 ，价格必然大幅回调 ，甚至几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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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一斤都无人问津 ，到时估计又会重复曾经发生过的果贱伤

农 、大量槟榔被砍的故事 。

（选自 枟海南日报枠 ２００７年 ８月 ２５日）

点评 ：当前的槟榔种植狂潮是不理智的行为 ，种植规模

增长过快 ，每年新增几万亩槟榔进入盛果期 ，必然出现供大

于求 。而海南槟榔市场逐渐被买方所控制 。长期以来 ，海南

一直是槟榔产地 ，而湖南是槟榔销地 。买方的价格操纵也使

槟榔收购价下跌 。因此 ，必须适当控制种植面积 ，引导广大

种植户搞好园艺管理 ，并制定槟榔加工质量标准 ，提高产品

质量 ，即使槟榔产品一时卖不出去 ，也能保存 ３ ～ ５年不变

质 。鼓励加工企业开展槟榔产品深加工 ，研究开发槟榔产品

的综合利用 ，开发槟榔药用价值 。

政府号召种黄姜 　农民丰收现危机

黄姜即薯蓣 ，含有皂素 ，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和经济价

值 。陕西省商洛市山阳县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 ，黄姜所含皂

素的比例高 ，黄姜质量好 ，因此山阳又被誉为 “薯蓣之乡” 。

２００２年 ，山阳县农民在当地政府的号召下种植了近 ２０万亩

黄姜 ，由于黄姜要两三年才成熟 ，等到 ２００５年黄姜收获时

节 ，大批黄姜却卖不出去 ，收购价格从 １ ～ ２ 元／斤下降到

０畅２元／斤 ，许多黄姜烂在地里 ，无人采收 。

黄姜价跌 　苦了药农

如果 ２００５年深秋季节进入陕西省商洛市山阳县境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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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会发现路边地里长的全是干枯发黑的黄姜 。正值黄姜采收

季节 ，地里的黄姜却没人采收 。当地很多农户屋檐下堆满了

用编织袋装着的黄姜 ，收获后没有卖掉仍囤积在家里 。让农

民痛心的是 ，２００４年能卖 １元多 １ 斤的黄姜 ， ２００５年 ２毛

钱 １斤也没人要 。在山阳县小河口镇街道口村 ，一位妇女贷

款 ２０００元买黄姜种子 ，将家里的 ４ 亩地全种上了黄姜 ，收

获后却没有一分钱的收入 。

种植黄姜成本高 ，周期长 ，一般种植三年后才能成熟 ，

而种一亩黄姜 ，种子要 ６００元 ，化肥要 １０００ 多元 ，即使人

工费用不算成本 ，至少也要投入 １６００ 元 。黄姜产量较高 ，

每亩可采收黄姜三四千斤 ，往年黄姜收购价格在 １ ～ ２ 元之

间 ，每亩收益可达 ２０００ ～ ４０００元 。但在 ２００５年 ，黄姜只卖

到 ２毛钱 １斤 ，一亩地才能卖 ６００ ～ ８００元 ，每亩地要亏损

１０００元左右 。而从地里采收黄姜的成本就达到了几百元 ，

雇人的成本则更高 ，所以许多村民宁愿让黄姜白白烂在地里

也不收 。种植黄姜的农户 ，每家的损失至少几千元 ，对于贫

穷的农户来说 ，无疑是天文数字 ，如果把全县农户的损失加

在一起 ，对于山阳这个全国贫困县来说 ，就成了真正的天文

数字 。

山阳县是国家级贫困县 ，为了摆脱贫困 ，当地政府想到

发展黄姜这一特色产业 ，并通过农业产业化经营来促进农民

增收 。由于往年黄姜收购价格高 ，种植黄姜的收入是种粮食

的四五倍 ，为了让农民致富 ，当地政府从 ２００２ 年开始发动

农民种植黄姜 。同时还扶持了七家黄姜加工厂来收购农民种

植的黄姜 ，形成产供销一条龙的产业链 。政府出面宣传 ，号

召农民种植后 ，很多农民都种起了黄姜 。但到 ２００５ 年黄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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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面积收获时 ，黄姜却价格暴跌 ，２毛钱一斤的价格也无人

问津 ，无计可施的黄姜种植农户开始报怨当地政府 。有的村

民甚至反映黄姜是当地干部强制让种的 ，当时已经种上了小

麦 ，干部硬让农民拔掉种植黄姜 ，并以最低保护价每斤一元

钱签订了协议 。结果当黄姜收获价格下跌时 ，政府却没有履

行承诺 ，亏损只能农民自己承担 。

收购企业有心无力

黄姜农户为黄姜跌价无人收购惶恐不安 ，加工黄姜的企

业的日子也不好过 。山阳县天元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是 ２００３

年度陕西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同时也是山阳县委 、县政

府 “药业兴县战略” 支柱产业 ———黄姜加工的龙头企业 。公

司有一条 ５０吨的皂素生产线和一条 ６０吨的双烯生产线 ，产

品曾获得省优 、部优称号和中国专利新技术产品博览会金

奖 。但在黄姜价格大跌 ，希望企业进行收购时 ，天元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负责人提到黄姜 ，也是一筹莫展 。因为企业生产

的皂素 （黄姜加工提炼出的产品） 卖不出去 ，价格又跌到历

史最低点 ，一吨皂素售价也就十七八万元 ，而正常价为三十

多万元 。在这种情况下 ，企业也是处于半停产状态 ，因为生

产就意味着亏损 ，生产越多 ，亏损也就越多 。

全县种植的黄姜有 ２０万亩 ，产黄姜至少 ４０万吨 。但全

县只有六七家加工厂 ，全县加工厂一年最多也就能消化黄姜

十多万吨 。况且企业的资金数量有限 ，即使 ２毛钱 １斤 ，也

没能力全部收购农民手头的黄姜 。

当地政府有苦难言

与企业相比 ，压力更大的是当地政府部门 。当时号召农

民种黄姜 ，目的是让农民致富 。山阳县人多地少 ，靠种庄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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