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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近年来，在党的富民政策的指引下，一部分农民通过自
己灵活的头脑、辛勤的创业率先进入小康水平，在市场经济
的浪潮中发生了一幕幕艰苦创业、勤劳致富的生动故事。但
不否认，也有很多农民朋友因为致富心切，贸然甚至盲目投
资，导致血本无归。究其原因，是这些农民在投资过程中只
看到收益，没有看到 “风险”和防范 “危险”。

我们以为，“风险”是指在正常的经营活动中可能遭到
的损失与失败，比如扣大棚，搞温室经济，有时会由于技术
的原因或者天灾，可能血本无归，但经过科学的考察和认真
的经营，遭受这类损失的风险是较小的。而 “危险”呢，是
指在非正常经营活动中遭到的损失和失败的可能性，别人专
门为你所设计的一个陷阱，那么你只要迈进这个陷阱了，你
就很难爬上来，所以你百分之九十甚至更多是遭到失败，获
得成功的概率非常低。事实上，这几年有很多农民都遭遇了
这样的陷阱，究其原因，是很多人混淆了致富过程中的 “风
险”与 “危险”，把 “危险”当成了 “风险”，而造成这种混
淆的原因，是因为求富心切，挡不住高额利润的引诱，被眼
前的假象所迷惑，而对投资项目缺乏理智的思考。所以，广
大农民在投资项目的时候，一定要增加科学头脑，一定要认
清自己所面对的究竟是 “风险”还是 “危险”，在这两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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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上多加斟酌，就可能使自己更理智一些而避免上当受骗。
本书采用案例加点评的形式，精选了约２０个农民只看

到收益没看到风险和危险而贸然甚至盲目投资的案例，并在
每个案例后都加入了具体的点评分析，使农民朋友明白每个
投资项目都有两面性，应该学会理性投资。该书通俗易懂，
非常适宜农民朋友阅读。

本书由河北农业大学王秀芳教授主审，由从事多年投资
教学与研究的河北农业大学的张红程同志和河北金融学院的
韩红莲同志编著，所采用的案例均取自互联网和公开的出版
物，我们对案例的著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限于我们编写人
员的知识水平和经验，本书的缺点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因
此，希望阅读本书的同志向我们提出宝贵意见。

编　　者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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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 一) 传统种植、养殖类

农业是弱势产业，农业生产经营的风险主要来自政策风
险、技术风险、自然灾害风险和市场风险等方面。对于传统
农业来讲，不论是传统的种植业还是传统的养殖业，改革开
放后特别是十七大以来，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支农惠农的政
策，并多次强调要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不断地加以
巩固、完善和加强，因此，我国农业的政策风险目前基本为
零。同时，千百年来日臻完善的耕作和养殖技术使得传统种
养殖的技术风险也基本不存在。所以，投资传统种植业和养
殖业的风险主要是自然灾害风险和市场风险。自然风险可以
通过种养户的投保来得以降低和化解。多年来一家一户式的
传统的种植业和养殖业规模小、产品科技含量低、质量差、
市场竞争力弱; 加上现有农业信息服务体系不健全，农户难
以获取瞬息万变的市场信息，缺乏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故
投资传统的种养项目要特别关注市场风险。下面的两个故事
说明了传统种植业和传统养殖业中存在的风险。

菜贱伤农 大白菜丰收却贬值反映的问题

每千克 9 分钱，是冬储大白菜在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的
价格; 每千克 5 分钱，是冬储大白菜在河北固安县马公庄市
场的价格; 每千克 3 分钱甚至 2 分钱，是冬储大白菜在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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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北马乡东徐村的价格。河北固安县菜农称，大白菜丰收却
贬值，他们只期望收回本钱。

河北固安县是北京大白菜的主要供货地，2004 年大白
菜丰收了。但受北京 2004 年大白菜价格下降的影响，丰收
并没有给固安县的菜农带来喜悦，能收回本钱都成了他们最
大的愿望。

一车大白菜只卖了 10 元。2004 年 11 月 24 日，风很大，
河北固安县北马乡东徐村村民吕金仓的老婆，用三轮车把近
500 千克的大白菜从地里蹬到 2. 5 千米开外的马公庄市场。
在市场飞扬的尘土中，她用暗灰色的手指一片一片地撕扯着
白菜帮子，把一个个大白菜剥成只剩小小的白菜心。这样的
白菜心，市场的收购价是 5 分钱一个，这一车大白菜，她卖
了 10 元钱。
“连本钱都赚不回来，今年赔大了。”她苦笑着给记者

算了一笔账: 2004 年她种了近 3 亩地大白菜，用了 1 袋二
氨，单价 130 元; 2 袋一氨，单价 90 元; 1 袋尿素，单价 80
元; 1 袋气肥，单价 28 元; 要浇三回水，每回用电 10 度左
右，每度电 0. 47 元，总费用是 14. 7 元; 还有农业税，每亩
47 元。平均下来，每亩地的成本大概是 300 元左右，而目
前的菜价每亩地只能卖到 200 多元。她告诉记者，孩子念书
要用钱，孩子他爸不得不去北京打工。

据了解，每年的 10 月中旬，河北固安县北马乡外出的
青壮年劳动力都会从外地赶回来，一直待到 11 月下旬，这
段时间是冬储大白菜集中上市的时候。2004 年风调雨顺，
地里的大白菜大丰收，平均亩产 5000 千克左右，高得能达
到 7000 多公斤，但回来的人不多，走的人却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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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固安的天气已经降到零下，天气预报要下雪
了。但在前往北马乡东徐村的路上，记者看见，马路两边的
大片农田里，大大小小近千堆大白菜露天堆着，还有不少大
白菜尚未收割，贴地的叶子都已经腐烂，近 20只羊在地里随
意觅食，站在田边的羊倌和在地里干活的农民对此都无动于
衷。羊倌告诉记者，这时候还未收的大白菜，就是不要了。

据了解，像这样烂在地里的大白菜至少有上万公斤。
去年最低价成今年 ( 2004 年) 最高价。农副市场人员

说，全国各地都丰收是固安大白菜贬值的主要原因。今年的
价格和去年刚好相反，每千克 0. 24 元，这是去年 ( 2003
年) 的最低价，在今年却成了最高价。这个价格并没有维
持几天，就降到几分钱。

马公庄市场始建于 1998 年，位于固安县城西 5 千米，
是固安县主要的农副产品综合交易市场，该市场工作人员卢
国军说，2004 年的大白菜价格是市场成立以来最低的，
2001 年的菜价也很差，但大白菜至少还能卖到每千克 0. 12
元，目前最好的大白菜，每千克也只能卖到 4 分至 6 分钱。

卢国军认为，今年 ( 2004 年) 是丰收年，全国各地都
丰收是固安大白菜贬值的主要原因。他说，2003 年，别的
地方遭灾了，就固安有大白菜，11 月前后一个月里，每天
都有三四十辆载重 30 吨的大货车来市场拉菜，仅承德隆化
县就拉走了 100 多车的大白菜，而今年总共才来了 10 多辆
车，菜没人要了，价格自然就掉下来了。

固安县历史上就是农业大县，本来以粮食生产为主，
1987 年还被河北省确定为粮食基地县。1997 年，北京的菜
篮子市场放开，固安县紧靠京津，自然不肯坐失良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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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该县农户开始了种粮与种菜的艰难选择。
固安县宫村镇马公庄村的菜农孟宪瑞说，以前种粮，先

种小麦后种玉米，平均每亩 1 年能赚个五六百元，而种菜，
若赶上好年份，平均每亩 1 年至少能赚两三千元，效益是种
粮的四到五倍。

据了解，固安果菜有两季，当地农民称为上季与下季，
上季能种植的果菜比较多，但下季能种的就只有茄子、萝卜
和大白菜等几种。目前固安县已建成 9 万多亩温室大棚，每
天送菜进京的农用运输车近 8000 辆，固安果菜也占领了新
发地市场约 15%的份额。

固安县农业局有关人员说，目前农村的产业结构是农民
自发形成的，固安县历来主产粮食，而 2004 年国家的重农
增粮政策非常优惠，不仅减免农业税还有种粮补助。但由于
2003 年的大白菜价格很好，更多农民还是选择了种菜。

吕阳的母亲说，如今农资价格大幅上涨，就算粮食价格
能上涨，但粮食的产量有限，每亩的收益最多 1000 元左右，
加上 100 元的补助，当然不如种菜来得划算。记者在采访时
了解到，目前东徐村的土地近 80%都种了大白菜，当地农
民仅留有限的地来种粮食，他们说，自己够吃就可以了。

北京市场 “当家”大白菜成了平常菜，北京市民储存
大白菜的越来越少了。2004 年 11 月 23 日，在新发地批发
市场，冬储大白菜的上市量为 80 万千克左右，其中近 80%
来自河北固安。据了解，自 1997 年，北京市加强了菜篮子
的建设后，随着市场上的蔬菜种类越来越多，曾经作为北京
市民“当家菜”的大白菜，现在已经变成了平常菜。

据北京市农业局蔬菜处统计，2000 年北京冬储大白菜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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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量为8. 4亿千克，但2003年已经降至6. 4亿千克。“现在
市场上什么菜没有啊? 在家门口就能吃到天南地北的菜，有
些还是进口的，名字都叫不上来。就算想吃大白菜，市场也
随时能买到。”家住北京市文化园小区的任女士告诉记者。

以前，北京市民管白菜、土豆、萝卜这老三样叫粗菜，
意思是天天要吃的家常菜，而其他如茄子、黄瓜等则是细菜，
只有客人来了才能上桌。据了解，1994 年前，几乎每家每户
冬天都要买上几百斤大白菜，但现在，居民楼道里储存大白
菜比原来少多了。
“0. 12 元一千克的菜，还要抹零头。拉 4000 多千克菜

出来，卖两天也就赚 200 多元。”发菜商陈海洋算了一笔
账: 他去固安批菜，每千克 4 分钱，成本就要 160 元，来回
的油钱也要近 70 元，加上 15 元过桥费、10 元市场管理费，
这菜要卖不到每千克 0. 12 元，他就得倒贴。

据北京市农业局信息中心统计，北京 18 个蔬菜批发市
场中冬储大白菜的平均价格每千克 0. 12 元，比上月下降
52%，比 2003 年同期下降 76%。最近 5 年冬储大白菜的上
市量及价格基本上呈异样波动如下表。

北京近五年大白菜市场平均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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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原北京市政府蔬菜顾问团团长陆子豪认为，市场
放开后，全国各地的大白菜都已经进入北京市场，这就导致
市场价格波动很大，而且难以控制。比如北京市农业局，可
以知道北京的种植面积有多大，大概的产量有多少，但它不
知道河北、山东、河南等地的产量将如何，所以现在的菜价
就完全按市场规律走，供不应求就价高，供过于求就价低。

( 选自《新京报》2004 年 11 月 25 日)
点评: 任何一种商品的价格都是由消费者 ( 购买者)

的需求和生产者 ( 供给者) 的供给共同决定的，农产品也
不例外。如果消费者的需求不增加而农民朋友大幅度增加这
种农产品的产量，这种商品价格下降就是必然的，反过来
说，产量减少价格就要上升。此外，农产品的生产还有自身
的特点: 与一般的日常用品不同，农产品的生产周期比较
长。一件衣服很快就能做出来，但像大白菜、小麦等农作物
从播种到收割需要的时间比较长。正是这个原因，使得农产
品价格上升下降波动的幅度比一般日常用品要大得多。如果
衣服价格贵了，服装厂很快就会增加产量，衣服的价格也很
快就降下来。但农作物生产不同，如果去年白菜、小麦等价
格上升，农民不能根据价格很快就增加产量，只能在今年增
加播种，使得今年的产量增加。所以，农作物的种植面积是
根据去年的而不是现在的价格进行增减的，今年的产量大幅
度增加了，那么今年的价格就要明显下降，农民明年可能就
少种植，其结果是明年的价格又可能大幅度上升。

从以上的案例可以明显看出，大白菜等农作物的价格波
动比较大，所以农民朋友在投资于传统的种植业时，要考虑
到所存在的市场风险。如果前一两年该作物价格很高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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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今年如果要贸然增加投资，扩大播种面积，就会面临很
大的风险，很可能会赚取不到收益，甚至会亏本，这就是在
农作物生产中的 “丰收不丰益”的道理，即越是丰收年，
收入反而却越少甚至赔本。因此，种植户应注意收集市场反
馈的供求信息和价格信息，在农作物的品种、数量、种植时
间上，以市场为导向，把握市场动向，分析市场潜力，及时
进行规划和调整，生产出适销对路的产品。

乳业爆发价格战山西奶农挥泪杀奶牛

2007 年 6 月 1 日，是联合国确定的第七个世界牛奶日。
这一纪念日设立的目的，就是鼓励牛奶消费，以提高全人类
的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然而，就在这样的日子里，国内乳
业却颇不平静———许多奶农由于养牛效益下降，不得不忍痛
割爱，以几千元的“跳水价”宰卖自己心爱的奶牛。

近期山西朔州市发生着一些令人不解的现象，一些奶农
纷纷将自家的奶牛以低廉的价格出售，这些奶牛曾经的价值
高达 2 万元，在称斤卖肉之后，只能卖到几千元。据了解，
在这些被送到菜市场肉案上的奶牛中，不乏一些日产 30 千
克牛奶的优良品种。

为什么这些奶农含泪卖掉自己的 “金饭碗”? 卖牛背后
深藏着什么?

乳品价贱伤农。在乳业，奶农的地位一向低微。目前，
在我国整个乳业链条中，除奶牛生产者、加工者、营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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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外，还有一个较为特殊的中间环节———牛奶收购者
( 中间奶站) 。生产者、加工者、营销者各自代表不同的利
益集团。由于原料奶收购、加工、运销的地区垄断性，加工
者实际上掌握着原料奶的定价权。当市场出现风险时，加工
者往往将风险转嫁给这个产业链中的最弱势群体———奶农。

其实，奶农卖牛在中国的乳品业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一
直以来，乳业就是“多事之地”，怪象丛生。最具有代表性
的莫过于乳业成本年年涨，但是乳品价格却频频下跌。
“买一赠六、降价促销、新品促销”这些熟悉的口号在

走进各大超市的时候随处可见，促销的企业几乎囊括了市面
上所能见到的所有乳类产品。不打折、不促销已然成为了不
正常的现象。

中国乳业价格战最初是从 2002 年开始打响的。开始每
年只有两三个回合，力度也不是很大，但是自 2004 年起，
乳业的促销大战便愈发激烈，差不多每半个月左右就有一次
价格大战，参与的企业数量及规模达到了历史最高峰。而这
期间，一些小的企业因不堪忍受价格大战被迫破产的现象也
时有发生。

近年来，乳业原料市场价格却在不断上涨。有关数据显
示，目前白糖的价格由 2006 年 2600 元 /吨上涨到 2007 年的
3300 元 /吨，涨幅达 30%多; 包装用的片材也受原油涨价影
响，价格达 17200 元 /吨，涨了 55% ; 饲料原料玉米价格达
1600 元 /吨; 莜麦皮价格则上涨到 1400 元 /吨。

而与此同时，乳价却下跌了近四成。1 升装超高温灭菌
奶促销价降幅达 40%左右。250 毫升装奶的价格降幅也达
30% ～40%。国内一乳企的经销人员告诉记者，这样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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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无利润可言了。
业内人士表示，价格战只会把压力转移到源头上，这就

直接威胁到养牛业，也就是奶源，价格战越久力度越大，奶
农的收入就越低，受伤害的程度就越大。
“中国乳业的恶性竞争，资本应该是最大祸首。”从事

乳品经销的贾经理表示，中国乳业的 “大戏”自始至终没
有离开资本这个词，从旧乳业 “三国演义”——— “光明、
伊利、三元”，到现在的 “伊利、蒙牛”两强相争，资本之
手一直在用它特有的力量左右着中国乳业。

他表示，资本的意志就是利润最大化。例如，2004 年
蒙牛上市前，与三大外资股东大摩、鼎晖和英联投资签订了
“对赌”协议，即蒙牛要在未来 3 年内年盈利复合增长率达
到 50%，否则蒙牛管理层就必须将所持 7. 8%的公司股权，
即 7830 万股转让给大摩等外资股东。进入 2000 年以来，中
国乳业确实处于高速增长期，但是 “50%”的增长要求不
能说不是一个挑战，虽然蒙牛完成了，但是在企业业绩风光
的背后，奶农是否分得了一杯羹?

他表示，一些养牛农民与蒙牛合作多年，但是发现乳价
降低的时候多，调高的时候少。甚至有些奶农对他表示，
“能按时给我们钱，就知足了”。

“他们要求的是快速增长和高额回报，奶源基地的建设
和产业链的和谐发展不可能成为他们的关注点，而广大奶农
作为中国乳业行业力量最为薄弱的环节，在这种竞争中受到
伤害是不可避免的。”知名财经观察分析人士侯宁则说。他
表示，不可否认，中国乳业的高速发展吸引了国际游资的目
光，在中国乳业前五名企业中，外资通过战略合作或并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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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介入蒙牛、三鹿、光明等企业。外资固有的逐利性，难
免出现短期行为，个别企业片面追求速度和市场份额，把价
格战、虚假宣传当成了进攻武器，恶性竞争层出不穷，行业
整体毛利率持续降低，成为制约行业进一步发展壮大的关键
因素。

侯宁表示，“价格战”带来的高增长并不是外国资本在
中国获利的唯一法宝。改革开放后，为了吸引外资，中国出
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透露，在我国
28 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已在 21 个产业中拥有了多数资产的
控制权。

被外资控股对于急于快速发展的企业来说也许并不是一
件“坏事”，一旦顶上外资的牌子，上缴给国家的税收也将
大幅减少，但是，外资企业从中国市场挣来的银子也由此大
部分进了“达能们”的口袋。

有关资料显示，从 2006 年下半年至今 ( 2007 年) ，山
西朔州市包括山阴县在内，粮食、饲料价格上涨了近 30%，
而牛奶收购价却丝毫未涨。

在此种情况下，作为产业终端的消费者，他们当然不愿
意涨价。而作为乳业最上游的奶农，无力左右奶价波动，不
得不在“卖牛不值钱、养牛不赚钱”的窘境下被迫宰牛。
“料价天天涨，奶价又不提，政府管不了，只好把牛卖

了。”奶农王青山有些苦恼地表示，当他看着养了几年，还
在产奶之年的奶牛当肉牛宰杀掉之后，心里颇为难过。

据了解，在山阴县，由于奶价持续低迷，奶牛 “吃”
掉的饲料成本比所产的奶钱还要高，奶农无奈之下只能卖
牛，目前山阴县产奶奶牛已锐减 7000 多头，占全县总存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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