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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订单农业 湖北在路上

曾 茜 谢 毅 李 岚

  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强调:加快发展现

代农业,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和扶

贫开发,全面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着力促进农

民增收,保持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坚持和完善

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
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2006年、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均提出大力发展

订单农业。这种新型经营模式,可以规避未知的市

场行情给脆弱的农民带来的风险。
不过,怎么把订单农业标准化、商业化,需要更

多的思考。经过1年多的酝酿准备,武汉市于2012
年5月首款试行上线产品鸡蛋农业订单,随后又陆

续推出生猪等农产品订单。经过半年的运行,效果

究竟如何? 长江商报记者走访了部分养殖户、食品

企业。

1 体 验

1.1 产品保值

安陆市生猪养殖户李清林最近养成了一个新的

习惯:每天到办公室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看看“大
盘”,看看当天的生猪价格走势,也看看自己挂的订

单有没有“成交”。

1周前,李清林开始把自家猪的相关信息挂在

武汉农畜产品交易所的农业订单电子交易系统上,
他每天都要打开“大盘”,看看有没有人买走自己的

订单。
“2012年猪价行情不太好,现在我们这里‘猪经

纪’的收购价已经跌到14.4元/kg了。”李清林介

绍,目前这个价格,他还能勉强保持盈利,要是再跌

就“伤不起”了。

然而,他在武汉农畜产品交易所的挂牌价为15
元/kg,比卖给“猪经纪”的价格高出0.6元/kg。
“要是能以这个价格卖出去,还能多赚点,而且也不

用担心这几天还会掉价”,李清林说。
李清林告诉记者,他挂的生猪1211订单属于交

收月份即期交易。也就是说,如果有买方客户成交,
双方在3个交易日内就要进行实物交收。

不过,李清林最期待的,还是能让春节期间的生

猪保值。“我现在很担心,春节期间猪肉价格下跌,
生猪滞销卖不出去。”他告诉记者,“按照惯例,春节

期间肉价会走高,不少养殖户都囤猪等涨价,结果一

到春节,发现大家都在囤,供过于求,导致猪价下跌,
生猪滞销。”

“2012年下半年行情不好,就怕大家都想着等

到过年赚一笔,那恐怕会再次出现滞销。”因此,李清

林准备挂出中长期订单,试试看,能不能把春节期间

的订单提前卖掉。“准备挂16元/kg的价格,比现

在的市价略高点,有这利润空间我就很满足了,至少

不用担心亏本了。”
不过,是不是有买方企业来买订单,李清林心里

直打鼓。“生猪订单交易是个新事物,现在活跃的主

要是现货交易,产业链上的不少企业都在观望,中远

期交易不知道有没有下游的屠宰厂和加工厂愿意尝

试。”

1.2 利润可控

如果说生猪产业的客户还在观望,那鸡蛋订单

已是“小试牛刀”。新洲精明禽业的销售经理胡元彪

告诉记者,自2012年10月10日他在交易所卖出

30批(每批为20箱)当月的鸡蛋农业订单,首尝“甜
头”后,就开始向同行们推荐这一全新的交易方式。

“只要在电脑上点点鼠标,鸡蛋就会被买走。”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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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彪告诉记者,在交易成功后,3d内进行实物交

收,他只需把鸡蛋送往交易所在当地设立的仓库,对
方企业会派人来对鸡蛋进行验收,并装箱运走。

不仅仅是便捷,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个平台,养
殖户还可以有效地规避风险,为产品保值。浠水县

和沣牧业养鸡大户王爱国,2012年5月底在交易所

卖出了5批(每批为20箱)7月份的鸡蛋农业订单,
每箱成交价格为175元。“没想到7月份跌到了

145元/箱,就网上点点鼠标,一下每箱多赚了30多

元。”说到这,王爱国很后悔当时卖出的7月份鸡蛋

农业订单少了。
养了多年蛋鸡,王爱国见惯了鸡蛋价格的起起

落落,从2011年底,持续19个月高位运行的蛋价遭

遇“拦腰折”,到2012年端午节的“火箭蛋”,再到近

期的价格再度走低,起起伏伏的鸡蛋价格让不少养

殖户心里没了底,“养”还是“不养”,都是个难题。
蛋价起伏,受伤的不仅仅是养殖户。广州市众

尔诺食品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吓治,在湖北收购

鸡蛋多年,公司全年的鸡蛋销售额在10亿元左右。

2012年端午期间的“火箭蛋”,让他一笔订单就亏了

18万。
“在鸡蛋价格7.4元/kg时,按当时的价格,我

们和一家食品公司签订了15d送18万kg的订单,
平均每天送1.2t,哪知道1周的时间,鸡蛋价格就

逐步涨到了9.4元/kg。要知道,我们是先签单再

送货,鸡蛋是当天收当天送的,到后来都是按高价收

进来,按订单价送,平均每千克亏了1元。”刘吓治很

后悔,如果当时能在交易所先下好订单,他的风险就

变成可控的了,“在鸡蛋价格7.4元/kg的时候,就
把养殖户的订单先下了。那后期不管价格是涨是

跌,养殖户都只能用7.4元/kg的价格给我,我就不

用担心后期涨价。只要我的买入价是稳定的,那我

和食品企业签订单就按照这个价格来签,利润可以

保持 在 一 个 稳 定 的 区 间。当 然,养 殖 户 以 7.4
元/kg的价格卖给我时,表示他接受这个价格,他肯

定不亏钱,如果后期涨,他就赚得少了。”

1.3 价格透明

长期以来,我国农业流通领域不仅存在着信息

不对称、交易方式落后的问题,流通成本高企也是一

大“顽疾”。
刘春林是广州市众尔诺食品贸易有限公司驻武

汉的采购员,他的任务就是每年从湖北省荆门、新

洲、荆州、浠水等产蛋大区,采购货值1亿元左右的

鸡蛋量。据他介绍,在农村,活跃着不少鸡蛋贩子。
“镇上的鸡蛋贩子把鸡蛋从村里收上来,县里的再从

镇上收上来,等收到我们手上时,已经在中间转了好

几手,价格高不说,还影响鸡蛋的新鲜度。”

9月份,刘春林开始通过鸡蛋订单交易采购鸡

蛋。养殖户卖出订单,他买入订单,第1次购买的

60批(1200箱),价格为206元/箱。“当时如果在

市面上收,我们的采购价是210元/箱,但养殖户卖

给鸡蛋贩子的价格才201元/箱。通过鸡蛋订单交

易,我们和养殖户直接交易,他们售价高了5元,我
们的买价也低了4元,1200箱就省了4800元。”

而这点也是胡元彪最看重的一点,他告诉记者,
他最近卖出的600箱鸡蛋,售价为178元/箱,比当

地的收购价176元/箱要高出2元。这对高峰期月

产量达到500箱的企业来说,1个月能增收上万元。
流通环节繁冗,不仅增加了物流成本,其导致的

信息不对称,也让养殖户们叫苦不迭。相比之下,生
猪被中间商赚走的利润就更多了,“1头猪最少20
元,高的时候50元、100元都有。”李清林说。

“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知道市场的真正价格。”李
清林说,“有时猪价明明涨了,猪贩子却说降了,压低

收购价格,行情不好的时候,我们利润本来就薄,有
的养殖户辛苦半年的利润,可能几天就被中间商吃

掉了。”但现在,李清林只要每天看看大盘,就知道猪

价行情,“猪贩子再想忽悠我们,就没那么容易了。”
李清林的养猪场存栏量为5000头,这规模在当地

虽算不上大户,但也不小,他获知信息的渠道尚且不

顺畅,更小的养殖户就更难了。
而产销直接对接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也是显而易

见的。刘吓治说,“原来,湖北省的鸡蛋采购额只占

他总采购额的1/10,也就是1亿元左右,但快捷、实
惠的订单交易以及其稳定的养殖大户货源,让他准

备2013年增加到5亿元。”目前,刘吓治和刘春林已

经陆续购买了2500批(5万箱)鸡蛋。

2 背 景

武汉农畜产品交易所市场部经理罗俊介绍,订
单农业又称合同农业,买卖双方先签订订单,再组织

安排农畜产品生产,由此来避免盲目生产而导致的

农产品“暴涨暴跌”现象。
订单农业被不少业内人士视为让农户规避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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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好办法,2006年、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均提出大

力发展订单农业。此前,很多地区都试行过“企业+
养殖户”的合作模式,即下游企业和养殖户形成相对

稳定的合作关系,企业先向养殖户下订单,养殖户再

根据订单量来生产,以此来规避未知的市场行情带

来的风险。
“但这种方式没有系统的机制来约束双方,很松

散,在交易的过程中,很容易出现违约行为。”武汉农

畜产品交易所市场部经理罗俊告诉记者。以生猪为

例,如果出栏后,生猪行情好,养殖户就把生猪转手

卖给别人;反之,碰上行情不好,下游企业也不会按

照之前约定的价格收购。由此,即便政府再三引导,
订单农业在实施的过程中,也很容易中途“流产”。

“我们一直在思索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把订单农

业标准化、商业化,并且让其利于普及和推广,真正

帮助农户找到一个农产品保值的办法。”罗俊介绍。
在这样的背景下,酝酿准备了1年多后,2012年5月

25日,武汉农畜产品交易所推出首款试行上线产品

鸡蛋农业订单,并在9月又陆续推出了生猪、玉米等

产品。未来,还将推出水产类和果蔬类产品。
和传统订单农业不同的是,在武汉农畜产品交

易所生成的均为电子订单,交易双方在进行交易时,
需缴纳订单价值20%的订金,交由第三方金融机构

保管,由此来规范双方行为。
目前,推出生猪和鸡蛋订单农业的,武汉农畜产

品交易所在全国范围内是首家。据悉,武汉农畜产

品交易所是由湖北省政府批准、湖北省农业厅主管、
湖北省金融办等监管的全资国有企业。

3 困 难

近期,记者在光谷武汉农畜产品交易所看到,鸡
蛋订单当日的成交笔数均在两位数,而生猪订单成

交笔数更是寥寥无几。
“在推行的过程中,存在一些必须克服的困难。”

罗俊说道,“和期货不同,订单农业侧重于促进农产

品的实际销售,所以必须有产业链上的企业来大量

参与。但是一些养殖户,他可能连 QQ、微信都没

有,也不炒股,一时间很难接受这样的新事物。”
李清林告诉记者,他是在湖北省农业厅于武汉

组织的一次培训会上,第一次了解到农业订单交易,
“因为2年前在山东见过,当地的蔬菜瓜果都是通过

农业订单交易,当时就觉得很好,很羡慕他们有这个

东西。”所以,在培训会上,倍感欣喜的李清林,第一

个抢先开了户。
不过,他身边的同行们,就不像他接受得这么快

了。“有一个养鸡的朋友,一直是我在代他操作,已
经给他卖出去好几批鸡蛋了。”李清林说道,这确实

是个问题,不少养殖户平时连电脑都不用,要教他们

“看盘”,这还很得费些时间。
而另一个横亘在眼前的难题,就是中间贩子们

的阻挠。“养殖户和下游企业一旦直接对接,不就没

‘鸡蛋经纪’、‘猪经纪’什么事了吗?”一位不愿意透

露姓名的业内人士说,“伤害了他们的利益,这让订

单农业的推广受到一定的阻力。这些中间商和养殖

户有多年的合作关系,很多养殖户不愿意得罪他们,
都处于观望状态。”

参与的人不多,大盘活跃度不够,这是目前让市

场最为困扰的问题。但这并不影响交易所对未来的

乐观态度,“虽然养殖企业对这个新事物的接受能

力、过程是缓慢的,但交易所相信,这是未来的大趋

势。”据了解,交易所的目标是在2012年底,让交易

所初具形态;在2013年底,争取建成对周边省份有

一定影响、在湖北省内有重要作用的农畜产品信息

平台和农畜产品交易平台,其市场参数受到广泛关

注和参考使用;在2014年底,争取建成在全国有一

定影响、形成中西部区域性的农畜产品信息平台和

农畜产品交易平台,打造“鄂农指数”经济指标。

4 详 解

订单农业和期货有啥区别?
“一些人把订单农业称为‘类期货’,两者确实有

共通的地方,但其实是不一样的。”罗俊解释,期货和

订单农业都有套保功能,通过买卖未来价格规避风

险。但期货由于交收仓库覆盖率比较低、交收网点

比较少等原因造成了交收量小,主要是通过形成价

格影响未来市场行情,而订单农业侧重于促进农产

品的实际生产、销售,交易者以农业生产链上的企业

占绝大多数。
其次,交收的比例不同,订单农业的实物交收比

例超过80%,而且,期货产品的交收每个月只有1
次,订单农业可以实现每个交易日都进行交收。

同时,武汉农畜产品交易所为做好农业订单交

易,配套有金融支持缓解养殖户的资金压力;并配套

全程的第三方物流,方便交收双方的交通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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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罗俊介绍,“交易所采用订单交易与现货交易

相结合的交易模式来运行。目前我们提供的交易方

式,包括农业订单交易和现货信用交易”。而在交易

所进行交易的农产品,其品种必须符合一定的标准。
比如,生猪产品的标准包括:采用标准化生产的良种

猪;每头猪在交收时的重量需在100~130kg;活体

背膘厚度(即生猪个体倒数第3~4根肋骨间距背中

线5cm处的皮下脂肪厚度)不大于2.5cm;此外,
瘦肉精检测等结果必须合格。在实物交收过程中,
对农产品的检验以双方自检为主,如果发生争议,交
易所授权的第三方检验机构才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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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商报

种猪育种技术要走自主创新之路念

1 种猪配套系选育要明确方向
新品种审定规范要求血统来源基本相同,有明确的育种方案,至少经过4个世代的连续选育,核心群

有4个世代以上的系谱记录,体型、外貌基本一致,遗传性比较一致和稳定,产仔数变异系数在20%以下。
配套系审定规范包括:由3个以上专门化品系组成,包括父系和母系,有固定杂交组合及相应的商品

名称;每个母系的基础母猪达到300头以上,每个父系的基础公猪达到100头以上,且3代之内没有亲缘关

系的家系应有5个以上;母系和父系必须经过申请单位本身4代以上的选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遗传资源鉴定规范包括:血统来源基本相同,分布区域相对连续,与所在地自然及生态环境、文化及

历史渊源有较为密切的联系;未与其他品种杂交,外貌特征相对一致,经济性状遗传稳定;具有一定的数

量和群体结构,母猪200头以上、公猪20头以上,家系数量不少于4个。
四川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院长李学伟建议,在猪配套系选育技术方面,企业要强化持续选育工

作、明确育种目标,要认识到猪种改良是一个系统工程,猪种改良是科学和艺术的结合,要选育专门化品

系和配套系,高效配套生产优质商品猪。

2 企业要紧抓机遇创新技术
中国科学院院士黄路生认为,企业是种猪创新的主体,也是主要受益者。面对潜力巨大的种猪繁育

市场,相关企业要抢占市场先机。首先,企业的认识、策略和规划是能否实现种猪培育的核心问题。目

前,我国很多企业直接从国外引进种猪,这可能不需要太多的技术人员支撑,但这种做法到一定阶段将

会制约企业的发展。其次,育种群体的规模和水平也很重要。例如,在500头猪中选1头最好的与在

50万头中选100头最好的,效果完全不同。50万头中排名第一千的甚至会比500头中排名第一的好很

多。可见,育种群体的规模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育种水平的高低。最后,育种技术也是制约我国种猪改

良的因素之一。我国的育种目标是多生、少死、快长、优质、低耗。当前,国际上多生、快长的问题已经解

决,我们可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其他如时间消耗、肉质、抗病等问题,仍是国际同行所面临的共同问题,
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也是我国种猪企业的发展机遇。

3 更新观念做好种猪疾病防控
目前,种猪疫病防控主要存在以下问题:猪场规划、饲养管理、环境控制与疫病防控脱节;缺乏建立

整体防疫体系的意识,疫病防控不够科学;种猪“保健”缺失、滥用;平时不做定期检测、发病不作确诊;重

设备硬件轻试剂、培训交流;检测目的不明、试剂不规范、检测结果失真等。华南农业大学副教授贺东生

说,针对上述问题,在种猪疫病防控方面,首先,要转变意识、更新观念。养殖场(户)要认识到,疫苗不是

所有疫病的“救世主”,药物不是治疗疾病的“灵丹妙药”。规模化种猪场疫病防治要从引种、饲养、营养、
环境、管理、卫生等方面着手。其次,养殖场(户)要提高生物安全意识,建立严格的生物安全体系。引种

时进行隔离检疫,将疫病拒于种猪场之外;将消毒卫生工作贯穿于饲养生产的各个环节;减少种猪场内

病原菌的污染,降低种猪场疫病发生几率。
来源:中国畜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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