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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三农

国内主要农产品价格普遍高于国际市场

托市收储遭遇尴尬
本报记者 黄俊毅

本版编辑 邵 红

湖北兴山县——

乡村游富了四家人
本报记者 乔金亮一个时期以来，保护价托市收储政策

较好地保护了农民利益，也防止了国内农
产品价格大起大落。受机械化水平、人力
成本、托市收储、供求关系等诸多因素影
响，国内主要农产品价格已普遍高于国际
市场。在外部市场价显著低于国内的新形
势下，托市收储频遇尴尬。

价格高于国际市场

当前国内主要农产品价格已普遍高于
国际市场。

先看大米。8 月 20 日，芝加哥期货交
易所(CBOT)9 月交货糙米报收 1550.50 美
分/英 担 ， 折 合 人 民 币 1.87 元/公 斤 。 当
天，郑州商品交易所籼稻 9 月合约价格为
2501元/吨，以籼稻出米率 75%计，不考虑
加工成本，则大米单价约 3.335 元/公斤。
国内大米价格比国际市场高出 78%。

再看玉米。内蒙古、辽宁几地今年生产
的玉米 （国标三等） 临时收储价格大致在
2240 元/吨。8 月 20 日，大连商品交易所 9
月合约报收 2386元/吨，芝加哥期价则不足
人民币1200元/吨，国内价约为国际价的两
倍。即使加上运费和其他各项税费，进口玉
米也比国内便宜。“国内玉米价格偏高，缺
乏市场竞争力。”郑州粮食批发市场高级分
析师陈艳军说。

大豆、油菜籽、棉花、糖情况大致类
似。大豆每吨国内现货价 4500 元，进口到
岸价 4200 元。进口加拿大油菜籽到岸价每
吨 4300 元，国内现货 5100 元。国家棉花
临时收储价每吨为 20400 元，但进口到岸
价才 17000 元/吨。外盘原糖每吨进口到岸
价低于 4000 元，而我国主产区柳州、南宁
中间商报价约为 5400元/吨。

畜产品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就以猪肉

为 例 ， 8 月 26 日 ， 芝 加 哥 商 业 交 易 所
（CME） 瘦肉猪每磅报价 86.03 美分，每吨
才合人民币 12000 元；当天，北京新发地
市场生猪批发价为每吨 16000 元，国内其
他地方价格多在 15000元至 18000元之间。

农产品价格内外悬殊，不能不让人忧虑。

收储加工两头难

农产品价格内外倒挂，国内托市收储频遇
尴尬，加工企业左右为难。

以油菜籽为例，我国从2008年起，实施
临时收储政策，最近5年，最低保护价从1.85
元，逐年提高为1.95元、2.3元、2.5元、2.55
元。最低保护价逐年提高，油菜籽种植面积下
滑趋势得以扭转，销售压力却越来越大。由于
内外价差较大，油菜籽进口连年快速增长。据
农业部市场司统计，2012年我国进口油菜籽
293万吨，同比增长132%；今年1月至6月，
油菜籽进口 177.3 万吨，同比增长 14.9%。

“政策价和市场价差距太大，目前市场上流通
的菜籽油，几乎都是进口的。”陈艳军说。按
国家《粮油仓储管理办法》规定，食用植物油
从收获起只可存放2年，2011年收储的菜籽
油今年应全部拍卖出库。根据托市收储价测
算，起拍价每吨应不低于一万元才可保本，然
而受国际市场价格影响，国内市价才八九千
元。因此，今年国家临储菜籽油拍卖，应者寥
寥，前后两次累计5192吨的拍出量，只相当
于一年收储量的千分之一。

收价高，卖价低，也是水稻收储、加
工销售中面临的难题。“国家确定今年每斤
最低收购价 1.32 元，市场销售价才 1.02
元，不算其他成本，仅进出价格差，每斤
就要亏损近 3 角钱。最近几个月，我们派
出多人，分头走遍了江苏、浙江、安徽等
地，拜访那些从前主动上门的老客户，但

是效果很不理想。”中储粮湖北黄冈直属库
主任王丰富说。米商为何积极性不高呢？

“以前我每年要从黄冈库买上万吨，今年没
买。从 1 月份起，米价一直在往下跌，一
加工就赔。”安徽省寿县隐贤镇米商鲁培贤
说。鲁培贤往年每天加工稻米 200 吨，现
在一个星期才加工 200 吨。无论是粮商还
是国家储备粮库主管，都认为问题出在进
口稻米价格过低。按国家最低收购价稻谷
每斤 1.32 元计，加工成大米的出厂价就得
1.8 元，但目前正规渠道进口的越南稻米，
市场售价每斤才 1.56元。

油菜籽、水稻面临的问题，也在困扰其
他农产品。为防止进口农产品过度冲击国内市
场，国家根据《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管理暂行
办法》，实行进口配额制度。2013年粮食、棉
花进口关税配额量为：小麦963.6万吨，玉米
720万吨，大米532万吨，棉花89.4万吨。

三项主粮进口总配额 2215.6 万吨，只
相 当 于 我 国 去 年 粮 食 总 产 58957 万 吨 的
3.76%。虽然进口占比不算高，但对市场影
响力却不低。“上半年正规渠道进口东南亚
大米 100 万吨。米商在所加工的国产稻米
中，要掺入约 10%至 20%的廉价进口米，
以降低售价。100 万吨廉价进口米，投放
到国内市场上，可‘变身’上千万吨。”南
方一位稻米经销商对记者说。

相 较 于 我 国 700 多 万 吨 的 棉 花 年 产
量，89.4 万吨的进口配额所占比例并不算
低。据业内人士透露，棉花到岸价比国家
保护价低四五千元，由于配额外棉花进口
最高需支付 40%的关税，而棉纱进口不受
限制，不少企业就大量进口棉纱。据中国
纺织工业联合会会长王天凯估算，今年棉
纱进口量将超过 200 万吨，相当于国内一
年棉花消耗量的四分之一。进口火爆折射
了国家临储棉的销售难，有关数据显示，
本年度我国有 650 万吨棉花进入临储，占

年度总产量的 85%。
在内外价差悬殊的形势下，托市收储

将越来越难。

提效降本是正解

国内主要农产品价格高于国际市场，
从表面上看，是因为托市保护价本来就比
外盘高，而且逐年缓步提升；从本质上
看，却是因为国内农业生产效率过低、成
本过高。国家为保障农产品供给，保护农
民生产积极性，不得已才高价托市。

客观地讲，最近几年，我国农业机械
化水平有显著进步。据农业部估算，截至
2012 年末，全国水稻机械种植、玉米机收
水平分别超过30%、40%，农业部计划今年
将水稻机械化种植、玉米机收水平分别提高
3 个和 5 个百分点；另外，油菜、甘蔗等大
宗经济作物机械化生产取得突破，林果业、
畜牧业、渔业、设施农业和农产品初加工
机械化协调推进。

我国农业机械化虽长足进步，但和发达
国家比，仍有差距。早在上世纪60年代，美
国粮食生产从耕翻到收获，就已实现全程机
械化。到上世纪70年代初，美国棉花、甜菜
等经济作物也完成了机械化。近年来，美国
大力倡导精准农业，在播种机、喷雾机、联
合收割机等农业机械上，安装全球卫星定位
系统，可全程监控，自动化作业。畜牧养殖
方面，美国、丹麦、德国等发达国家已实现
大规模工厂化养殖。借助规模化、机械化、
精准化，发达国家农业生产率极高，从而大
幅降低了生产成本。

农产品价格内外倒挂，托市收储频遭销
售难，保护价如何能既保护农民利益，又能
保护农业产业链的发展？我国农业加快转型
升级，以降低生产成本，可谓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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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乡村旅游给家庭生活带来的改变，湖北省
兴山县农民向思典笑得合不拢嘴。老向今年 62 岁，
一辈子种地为生，家中有 4 亩玉米，亩产不到 1000
斤，这让他把致富的目光转向乡村旅游。随着县里

“朝天吼”漂流的兴起，老向和儿子在漂流河道当上了
水手，每人月工资达到 2000 元，老伴和儿媳妇则负
责销售自家种植的新鲜水果。今年初，老向一家花十
多万元对住房进行改装，住进了两层楼的小院。附近
乡村像他这样的家庭还有80多个。

向家父子是“河道游”的受益者，而当地农民黄
梅孝夫妇则离水上岸，从旅游服务业中觅得了商机。
黄梅孝夫妇的小商品店专营漂流服和鞋具，在旅游旺
季的时候，一天就可收入 7000 多元，顶上了过去一
年的收入。

距离黄家不远的昭君村是汉代王昭君的出生
地，这里双溪夹流，青山环抱，村以人名，是特色乡村
旅游景区。除了优美的自然环境，乡村民俗文化是吸
引游客的一大看点。65岁的王作权是昭君娘家第72
代后裔，会唱薅草锣鼓、地花鼓、五句子歌近千首。王
作权身为“兴山民歌”、“薅草锣鼓”这两项省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随着昭君村文化旅游区的升
温，受邀做起了村里的“艺术总监”。老伴邹良保、三
个儿子受其熏陶，个个也都是吹拉弹唱的好手，全家
人的组合受到了游客的热捧。几年下来，王作权已先
后为中外游客演出 5000多场，全家人幸福的歌声伴
随着悠扬的唢呐在昭君村上空荡漾。

昭君村一组的张世娥夫妇开了家名叫“昭君家
宴”的小饭馆，主打山野菜、土鸡蛋，旺季每个月有 3
万元至 4 万元收入。“家里只有 1 亩地，简单种空心
菜、黄瓜。原先菜只能卖给商贩，卖不上价，如今供
给自家的餐馆，增值好多倍。”凭借着山里人特有的
热情和好客，张家独具特色的农家野味赢得了过往
游客的赞扬。昭君村里 100多户中有一半靠乡村旅
游富起来。

三峡工程的蓄水，给兴山乡村旅游带来了前所
未有的发展机遇。过去从陆路到兴山至少需要 3 小
时，现在走水路只要一半的时间。乡村旅游的快速发
展，犹如滚滚的源头活水，给兴山农民增收注入了无
限的活力。3年来，这两个乡村旅游景区共解决当地
400多人就业，带动相关产业增收10亿元以上。

右上 近年来，农业机械化在全国稳步推进。图为四川省三台县银家湾村农

民正用小型农机收割水稻。 本报记者 黄俊毅摄

右下 国内禽畜养殖业发展快速，集约化规模化程度日益提高。图为位于山

东蓬莱的民和股份公司鸡肉生产车间。 本报记者 黄俊毅摄

下图 今年的早稻最低收购价为 132 元/百斤。8 月 10 日，江西省南昌县粮食

局收购仓库周围满载粮食前来交储的大车。 本报记者 杜 芳摄

山东省滕州市农业局针对当前极端气候
下各类病虫害易发的现状，从 8 月 5 日到 10
日，对有条件的 6 个镇的 10 万亩玉米开展病
虫害“一防双减”工作，通过飞机和人工相结
合对玉米进行喷洒杀虫、杀菌剂，有效控制玉
米生长后期病虫害。

据了解，玉米“一防双减”技术就是在玉米
大喇叭口期(播种后35-40天)一次施药兼治多
种病虫，以解决玉米中后期病虫害防治难题，
实现玉米保产增产、高产稳产。

杀 虫 护 粮
本报记者 翟天雪 通讯员 宋海存

下图为滕州市姜屯镇，轻型直升机正在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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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阳西下，婆娑绿树，若隐若现。近日，记者来到海南省屯
昌县屯城镇茶山外村，一排排结满了果实的槟榔树下偶见鸡只在
觅食。“这个山头的鸡是我家的，那边是隔壁老王的。”村民陈天
雄说。

陈天雄原本是槟榔、橡胶种植户，和哥哥一起种槟榔 30
亩，每年可收获三四万斤槟榔。近年来，屯昌扶持推进阉鸡产业
化养殖。去年，政府引进海南永基文昌鸡有限公司和农户签订合
同，保价收购，确保农户每卖出一只鸡都有钱赚。当然，农户也
可以向市场自由出售。

这种经营模式让农户可以“既骑马又拄拐杖”，稳赚不
赔 。“ 以 前 也 养 阉 鸡 ， 但 数 量 较 少 ， 只 有 200 多 只 。” 陈 天
雄说。

据了解，屯昌县屯城镇茶山外村共养殖 10 万只阉鸡。“这几
年养鸡赚钱，全村 90%以上的村民家养鸡，多则 5000 只，少则
200 只。我家的阉鸡原先是 200 多只，现在增加到约 2000 只。”
陈天雄说。

陈天雄每天都很忙，早起喂鸡后，要去割胶、摘槟榔，
下午喂鸡后，还要引鸡回笼。“忙点是必须的，因为农业风险
很高，需要多种几种作物或是养殖多种禽类来分担风险。总
的来说，这几年收入有增长，去年槟榔和鸡的行情好，卖槟

榔赚了 11 万元，卖阉鸡赚了约 9 万元，双丰收！”陈天雄笑
着说。

据介绍，陈天雄自 2009 年发展林下养鸡以来，每年卖鸡都
有至少 3 万多元的收入。现在，他家阉鸡存栏量约 2000 只，其
中小鸡 800 只，准备留到春节时销售；大鸡 1200 只，准备中秋
节时销售。

屯昌林地资源丰富，林地面积 144.4 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
77.7%，森林覆盖率达 70.5%，随着林下经济的蓬勃发展，一座
座“绿色银行”、“绿色聚宝盆”正在释放无限潜力。据了解，借
助广袤的林地，屯昌林下饲养阉鸡的历史久远，发展林下养鸡的
条件优越，今年阉鸡年出栏量预计达 500万只。林下养鸡的好处
也多，一方面可以节省饲料成本，另一方面，鸡的肉质好，市场
接受度高。

如今在屯昌，生活着无数个与陈天雄类似的农户。屯昌县
引导农民充分利用林下土地资源和林荫优势在林下种植花卉，
养殖黑猪、鹅、阉鸡等，全县涌现出多个养猪、养鹅、养鸡专
业村。在系列政策的扶持下，农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去年，
屯昌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7512 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6943 元，分别增长 15.8%和 17.5%，比全省平均水平高 1.9 个和
2.6 个百分点。

山东邹平红豆杉种植基地占地总面积 1500亩、
投资 7000 万元，是我国北方最大的红豆杉培植、研
发、观光基地。目前，基地已完成红豆杉培植 500
万株、建设观光园 3 个，1 万平方米盆景培育棚、
展示大厅和科技研发中心等基础设施工程也已经完
工。据介绍，红豆杉是国家一级保护植物，它材质
坚硬，具有净化空气、消除辐射等功用，深受北方
地区市场的欢迎。

山东邹平发展红豆杉种植经济

8月14日，山东邹平红豆杉种植基地员工正在苗

圃内修整培育。 本报记者 赵 晶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黄俊毅报道：“2013 中国家禽行
业名家论坛”近日在山东青岛举行，与会代表共
同探讨 H7N9 禽流感应对之策和家禽养殖行业升
级之路。

论坛的主题为“责任、发展、沟通”，来自国内外
的知名专家、企业家、经理人、媒体及消费者代表近
500 人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期间，专家们就家禽
行业政策、健康养殖、禽病综合防控技术、投融资等
方面做了前瞻性和专业性报告，为我国家禽健康养
殖和禽病防控排忧解难、建言献策。会上还正式发
布了由东方牧人传媒出品、畜牧大集网主办的“农牧
舆情研报”。

家禽业论坛在青岛举办

保护价是国家为保护生产者的积极性、维护消费者的利益，通过行政手段规定的价格。保护价包括最高限价和最低保护价。
20世纪初，一些国家逐渐加强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在国内贸易中广泛实行保护价。保护价实现的方式大体有：一、行政措施；二、财政补贴，实行保护性收购，再

限价销售；三、调整税率；四、调整银行利率。保护价可平抑物价，保障人民生活，保护生产者的收益，但也导致资源配置不合理和商品价格扭曲。
农产品最低收购价政策，是为保护农民利益、保障市场供应实施的。当市场价低于国家确定的最低收购价时，国家委托符合一定资质条件的企业，按国家确定的

最低收购价收购农产品。2004年到2006年，我国粮食累计增产1335亿斤，粮食价格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为防止谷贱伤农，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国家决定执行最低收购价政策。

什么是保护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