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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年，开心农场因其有趣的理念吸引了广大网民，如今，

各行业的企业家们纷纷将虚拟的开心农场搬到了现实当中。紧

锣密鼓地加入到“玩儿”农场的行列中。

IT精英——倾心谋划农业布局

联想控股集团董事局前主席柳传志在回答国内媒体关

于联想控股未来行业发展时表示，农业是联想“非常重点”

的产业之一，联想在这方面已经做好长期不获利的投资准

备，并且会耐住寂寞，选好具备深厚管理底蕴的领军人物。

事实上，种种资本动作显示，近几年，联想投资正逐步

加大对现代农业的投资力度。据悉，去年，联想还专门成立

了农业投资事业部。记者了解到，今年 8 月份，联想完成了

对江苏武进立华畜禽公司的 3000 万美元投资。而在此前，

联想还分别投资了武汉两家农业龙头企业。近日又传出消

息，联想投资出资亿元入股国内水产饲料龙头企业广东恒

兴股份公司。

柳传志近期表示，联想做大现代农业的决心很大。在

农业方面，联想控股将从如水果、肉类、杂粮等项目开始，从

种植、生产、运输、储存、销售等各个环节加以把控，最终打

造一个统一的食品品牌。

业内人士快评：

知名投资人、香港京华山一证券华东与华南区首席代表

唐浩夫表示，联想此番动作意味着：联想对大农业的布局步伐

将加快，投资力度也将进一步加大。尤其是在中国消费升级

的大背景下，现代农业前景无限，联想正是瞄准了这些机会。

它的进入将会推动农业投资方兴未艾的大趋势和大潮流。

地产大佬——一掷千金为慈善

与联想一样，对“种菜”产生浓厚兴趣的还有“地产大

佬”——大连万达的王建林。

今年年初，万达集团与延庆县、香营乡签订了合作协议，万

达集团将投资4.9亿元在当地建设中国最好、世界一流的有机农

业园。 据悉，万达集团有机农业园占地5700亩建成后将形成年

生产有机蔬菜 1280吨的能力，可满足 2700人用餐需求。 万达

集团投资建设有机农业园，一方面是为了给集团员

工提供健康、绿色的食品，使企业发展成果更多地

惠及员工；另一方面，王健林声称：这也是他们进行

扶贫济困的重大举措。通过建立有机农业园，万达

集团将通过为农民支付地租以及为农民提供就业

机会等途径，帮助当地农民获得稳定的土地流转收

入和劳动收入，从而尽快脱贫致富。

业内人士快评：

与欧美相比，中国的有机农业仍然处于“襁褓

期”。目前尚处于产业边缘的有机农业迫切需要强大

的产业集团的参与，来增强自身的话语权。至少，大

企业的进入从改良一方土壤、保护一方环境来看是有

积极正面的作用的。

网络达人——有机农业嫁接“电商模式”

“我们不是不想省钱，但如果我们不做全产

业链，不靠自己的力量把物流、营销等都建立起来，用不了

多久，我们正谷的品牌就会失去市场先机，失去消费者的信

任。”对有机产业链滞后的发展现状，正谷执行总裁张建伟

表示。在张建伟看来，正谷因为受到有机农产品售价较高

的影响，不得不放弃商超渠道。但单纯的自建物流，亦不是

正谷的战略核心，他们希望鱼与熊掌能够兼得，即一方面要

建立自己的物流体系，另一方面还要在网络化管理及电子

商务平台做更大的文章，以期在提高消费者购物体验的同

时，争取软硬件都能一步到位。

“我们的后台有一个 IT 系统，它能支撑我们的整体物流

配送。”张建伟介绍道。每当有一个客人通过电话或网络向

正谷发出一份订单的时候，后台系统就能很快地确定客户

所在的小区地点，同时通过订单要求，确定第二天的出车路

线、抵达时间等关键信息。

正谷一方面要在生产端不断输出农业技术，帮助合作

农户更好地种植有机食品，提升产品品质，而另一方面，他

们将更多精力放在了销售平台的打造与管理上。

业内人快评：

正谷农业模式的优势就在于能专注于客户消费感受的提

升。目前，正谷拥有多达90条销售电话线路。每天，消费者不仅

可以通过电话向正谷下订单，同时还能通过正谷电子商务平台直

接订菜。而网络的优势是能将菜品实时展示给消费者，并随时更

新每天的产品种类。

留美女博士——不思读书忙种菜

从 2009 年开始，在著名的“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的指

导下，留美博士石嫣就一直在海淀区一块不到 20 亩的农田

里实验“社区支持农业”的有机小农发展模式。从小毛驴市

民农园正式营业以来，小毛驴农场赚取的纯利润为 20 万元，

2010 年达到了 60 万元的毛利润，当然不包括其 300 万元的

基础设施投入。对于很多城市白领而言，他们愿意而且能

够支付足够高的价格来购买绿色、有机食品，甚至直接参与

种植，他们昵称小毛驴为“开心农场”。而小毛驴也藉此美

誉，赢得了更有潜力的成长空间。

在小毛驴，每个会员都有机会“得到”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

想吃什么菜就去种点什么。一段时间的辛苦之后，会员真的能

亲自品尝到自己种的有机蔬菜。虽然这种模式并非小毛驴的绝

对原创，在国际上被称作社区支持农业 (CSA,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即消费者为了寻找安全的食物，与那些

希望建立稳定客源的农民携手合作，建立经济合作关系。

而当下，这样的发展模式，是能让小毛驴及其他 CSA 农

场与链条上的其他利益体不发生冲突的最好方式。

业内人士快评：

北京CSA模式的领跑者石嫣认为，小毛驴的这种模式，在

真正意义上维护了生态的多样性，以及人的多样性。小毛驴最

大限度地满足了人的个性需求，这是其“农消对接”方式的成功

核心。

社会责任——农业企业家不能承受之“轻”

今年 10 月 31 日，由国际发展及人道救援机构乐施会支

持，可持续发展专业机构社会资源研究所主办的“从‘雀巢

事件’看农业企业社会责任”研讨会在北京举办。研讨会上

众专家呼吁：农业企业家需对企业生产给供应链农户生计

带来的影响做出充分评估，代表着公众利益的各民间组织

和媒体则需要密切关注食品行业领头企业的市场交易行

为。食品企业不仅联系着消费者，也联系着中国千千万万

的农民，有其行业的独特性。

农户如何获得稳定的生计

雀巢双城公司总经理贺爱德在此前曾就各方关注做

出回应，对克扣奶农、垄断市场、政府参股等问题一一做

出了改善承诺。对于雀巢的公开回应，乐施会企业社会

责任项目官员蔡睿表示，农户是否能从企业的供应链中

获得稳定的生计取决于很多方面，尤其是企业支付给农

户 的 产 品 采 购 价、提 供 技 术 支 持 和 风 险 分 担 机 制 等 等。

因此，包括雀巢在内的农业企业应当就其在华的农业投

资、从事的经营活动和采用的商业模式，对给供应链农户

生计带来的影响做出充分评估，以便为供应链农户和周

边社区带来更大好处。同时，农业公司应当将评估结果

公之于众。

供应链中的企业与农户

“雀巢事件”不是孤立事件，南方的甘蔗农、橡胶农抗议

低价收购的群体事件，山东菜农自杀、海南香蕉滞销……谈

及食品供应链中的企业与农户的关系时，社会资源研究所

副所长吴晨说：“这已经不是单个农产品和单个地方政府的

问题，而是农业产业化的进程中，缺乏自主联合机会的农民

所必然要面对的结局。”

“截至 2010 年底，全国的农业龙头企业有 9.9 万家，销售

额大概是 5 万亿元，带动农户 1.07 亿户，占全国农户 40%，通

过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户均增收 2100 多元。”农业部农村

经济研究中心产业与技术室主任张照新表示,“龙头企业在

带领农户进入市场、为农民提供生产服务和推广农业新技

术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存在农民和公司谈判地

位不对等、合同不规范、产能和基地建设脱节等问题。在未

来，可以通过完善订单合同、加大民间组织对企业社会责任

的监督、发展农民合作社等措施来解决。”

请第三方评估企业社会责任

来自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户经济研究中心的马骥主任

则为农业招商引资的现状提供了另一种分析视角：“根据近

几年的农产品产业链调研，我们发现在产业链中农户的规

避风险能力远远比企业低，而他们在整个产业链中的利润

分配往往是最少的。我建议在引进资金过程中，最好请第

三方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评估，同时应用竞争原则，这样对

提高农户的谈判地位有帮助。另外，我也希望大型跨国企

业将国际一流的企业社会责任准则应用于中国，从而对其

他相关企业起到示范性作用。

经济大佬高调“玩农场”

刚刚过去的金秋十月，对海外华商而言,确实是一个

收获的时节。在美国加利福尼亚，中国旅游团蜂拥而至，

华人旅行社应接不暇。导游于先生表示，他现在每天只能

睡几个小时，送走一个团，隔天便有新团前来，休息时间

短。在纽约，华人商店里的中国游客比肩接踵。当地华人

社区纷纷增加了自动提款机，供中国银联卡用户使用。

美中旅游协会副会长杜明表示，自进入 10 月以后，

华人酒店、巴士都十分紧张。华人巴士公司因运力不

足，甚至需要高价租借美国当地巴士应急。

海外华商因中国出境游而受益，事实上并不仅限于美

国一地。意大利威尼斯等热门旅游城市的数家华人宾馆

都同旅行社签订了协议，常年为中国旅游团提供客房，盈

利颇丰。法国巴黎的华人商店多开在中餐馆门前，借退税

政策低价销售商品，也吸引到大量餐后闲逛的中国游客。

近年来，伴随经济发展，中国出境旅游方兴未艾。

据中国旅游研究院估计，2011 年中国出境旅游人数将达

6500 万人次，消费支出有望突破 550 亿美元。中国国家

旅游局更进一步预测，2015 年，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

出境旅游客源地。

不断发展的中国出境游蕴藏广阔商机，引发各地商

家激烈竞争。华商之所以能从中获利，与自身优势密不

可分。与外籍同行相较，华商并无语言障碍。据美国加

州媒体报道，华人旅行社普遍配有中文导游，竞争优势明

显。主要由华人从业者组成的美中旅游协会各会员机构

接待中国游客数量可达全美华人旅游市场的 80%以上。

另外，华商同中国游客文化相通，更容易贴近后者

习惯。据英国《华商报》报道，即便身处国外，中国游客

仍将华人中餐馆视作就餐第一选择。据估计，2012 年，

华人餐厅将增收 650 万英镑。

面对中国出境游热潮，不少华商选择扩大经营规

模,但是由于华商们不了解当地法律,而遭到了当地管理

部门的整顿。据了解，日本山梨县石和温泉的一家华人

温泉旅馆为容纳更多中国游客，擅自增建，因此违反了

日本《建筑基准法》，被迫停业整改。

除了对当地法律不了解之外，华商与同行常缺乏沟

通，致使纠纷增多。日本华人旅馆的低价策略给其他从

业者带来误解，有同行就此指责华商“破坏价格体系，降

低服务水准”。在法国，当地店铺营业时长同公司上下

班时间基本一致，且周末休息。但华人店家为接待随时

而至的中国游客，常年无休，这被部分同行视作恶性竞

争。美国《侨报》近日指出，海外华商要真正成为中国出

境游热潮中的“弄潮儿”，仍需不断调整。

出境游带火华商经营

■ 本报记者 袁 远

■ 静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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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华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