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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静宇

61 岁的王本财是河南省商丘市
虞城县乔集乡桥北村的村民，他最熟
悉的农作物就是棉花。他家有 12 亩
地，往年一般会种 8亩左右的棉花，
但 2010年他只种了 源亩。

不仅是王本财，近几年，桥北村
的村民都不大愿意种棉花了。村里
360多亩耕地，原来一半以上都用于
种植棉花，但到了 2010 年，种植面积
却减少了 3/4———种棉花越来越不赚
钱了。

王本财的账本上记录着这样的
信息：“2008 年是一块六毛五分钱一
斤，2009年是一块四毛钱一斤，去年
和今年才卖到一块二毛钱一斤。”投
入和产出的不成正比让王本财意识
到，种棉花再也不能成为他家挣钱的
主要门路了。

中国入世带来的棉花进口数量
的增加，让本地市场棉花的价格受到
了冲击。而长期依靠种植棉花谋生的
桥北村村民，也不得不改变以棉花为
主的耕种结构。事实上，这只是中国
入世后农业变革的一个缩影。

10年前多哈的一声槌响，打开了
中国与世界沟通的大门，让占据全球
人口 1/10的中国农民，成为了世界农
业大链条中重要的一环。

产业冲击波

入世以来，我国农业积极应对，
趋利避害，抓住机遇，克服困难，农业
和农村经济发生了许多显著变化。粮
食生产实现了半个世纪以来的连续 7
年增产，总产连续 4年稳定在 1万亿
斤以上；农民人均收入连续迈上 3000
元、4000元、5000 元台阶，农村改革
逐步深化, 农业保持了平稳过渡和健
康发展。
入世之后，我国农产品关税大幅

下降，从 60%降到平均 15.3%，一些大
宗商品如大豆甚至降到了 3%，包括
棉花和大豆在内的农产品源源不断
涌入中国市场。
而进口增加的同时，国内棉花产

量也在同步增加，新疆这一中国新兴
产棉区的崛起，则是王本财的棉花价
格无法上升的另一个原因。
相对棉花产业，大豆遭受的冲击

更加严重。据媒体报道，由于国产大
豆的种植面积及产量不断缩减，黑龙
江油脂企业因豆荒而停工的现象开
始抬头：只有少量企业在收购大豆，8
成以上企业处于停产状态。为寻找原
料，不少企业选择到沿海建厂，以进
口大豆作为压榨原料进行生产。
一边是因利润单薄而长期挣扎

在生存边缘的黑龙江大豆压榨企业
在走与留的岔路口进退维谷；一边是
大量的进口大豆以价格低廉和出油
率高的优势席卷而来，这看似完全相
悖的一幕，却成了眼下中国大豆压榨
行业最真实的写照。

统计资料显示，1995 年至今，中
国大豆进口量 6年增逾 90%，如今进
口大豆占据中国 7成市场，我国国产
大豆市场不断被蚕食。
作为全球最大的大豆买家和进

口商，本土粮食企业却没有定价权。
然而，在其背后，ADM、邦吉、嘉

吉和路易达孚国际四大粮商却牢牢
掌握着话语权！
随着市场的不断开放，我国农产

品贸易快速持续发展。贸易总额由
2001年的 279.2 亿美元发展到 2010
年的 1219.6亿美元，增长 3.4倍。进
口由 118.5亿美元增长到 725.5 亿美
元，年均增幅 22.3%；出口由 160.7亿
美元增长到 494.1亿美元，年均增幅
13.3%。进口大幅增长在满足国内需
求、缓解资源环境压力的同时，也对
我国农业发展带来了挑战。进口产品

对新增市场的过度挤占，使得农产品
产量没有因为需求的强劲增长而得
到相应增长，农业生产发展空间受到
一定抑制。

近年来，国产大豆的种植面积和
产量都呈下滑之势，而作为大豆的主
产省，黑龙江省大豆种植面积也未能
幸免。非但如此，辽宁、吉林等省区的
大豆种植面积也都有所下滑，而由于
种植面积的减少，大量油脂加工企业
陷入无“豆”下锅的窘境。
“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一方面

是油厂的利润长期偏低，不愿意出太
高的价格进行收购；而另一方面，虽
说今年的大豆价格有所上调，但属于
物价整体水平上涨使然，种植的成本
在水涨船高，使农户的预期也因此上
升，最终形成了现在的局面。”东方艾
格分析师陈丽娜在接受《中国企业
报》记者采访时分析指出。

在这种情况下，进口大豆就成了
大豆主产区油脂企业不得不考虑的原
料来源。
“从我们观察的情况来看，进口大

豆大概要占据国内市场的 3/4，而且还
有进一步蚕食市场的倾向。需求是会
越来越多的，而国产的份额却难以随
之增加。”陈丽娜说，从价格及出油率
来看，国产大豆与进口大豆的竞争中
难以占据优势，而从产业布局来看，由
于油脂行业主要以豆油为主，导致其
它油脂品种受其影响情况严重。

根据中国饲料行业信息网显示
的数据得知，自 2001 年正式加入
WTO以来，随着大豆市场的开放，国
际四大粮商开始大肆布局中国大豆
产业。到 2004年，在大豆进口量不断
攀升的同时，本土中小型生产加工企
业开始被大量兼并收购。

农产品出口遇阻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香菇生产国，
浙江庆元县在中国被称为“香菇之
乡”。

香菇生产，这个在全球农产品贸
易中少数占有市场优势的产业如今
却面临着发展难题。

中国食用菌协会副会长、大山合
集团董事长毛传福称，2010年全国香
菇产量在 340万吨左右，产值约 350
亿元，是世界上最大的香菇生产国，
也是最大的出口国，日本是中国香菇
的主要市场，但是近年来中国对日本
的出口量连续减少。

在浙江庆元县，800年前就开始人
工种植香菇，每年干香菇的产量 6000
余吨，庆元县食用菌管理局局长张世
炎告诉记者，“以干香菇为主，日本是
庆元的主要市场，前几年 50%的干香
菇出口到日本，也就是 3000到 4000
吨，现在不到 20%，只有 1000多吨。”
“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日本在

2006年实施了食品进口‘肯定列表制
度’。按照这一制度，以农药残留指标
为例，香菇等农产品的农药残留不得
超过 0.01毫克每公斤的标准。”张世
炎说。

日本的“肯定列表制度”使国内
的香菇出口企业成本增加。张世炎
说，“肯定列表制度”规定了 600多个
技术指标，日本不是每个指标都掐我
们，但是哪怕几个指标的检测也让企
业头疼不已。

毛传福介绍说，“一个集装箱的
干香菇是 2到 3吨，按照每公斤 3元
的毛利润算，一个集装箱的利润 9000
元左右，进出口的一项指标的检验费
用 500 元，如果检测 5 个指标，费用
将增加 2500 元。由于检测费用的增
加，中国香菇出口企业的毛利润将减
少一半左右，这会影响香菇出口企业
的积极性。”

张世炎认为，日本现在对农产品
的质量要求非常苛刻，已经超出了保
护人体健康的必要需求，其实是一种
贸易壁垒。业内人士称，日本抬高技
术标准，在商业上不乏利益，“日本大
肆宣扬中国产品质量问题，让日本消
费者感觉中国产品是有毒的，我们出
口的干香菇是 1000 多日元每公斤，
它们自己产的香菇原来是 3000多日
元每公斤，现在涨到 5000到 6000日
元每公斤。”

但是，也有相关企业认为，国际
市场的严苛会促使企业进行创新升
级，以更严格的标准要求自己，从而
适应国际市场的需要。“入世对中国
香菇产业来说，机遇大于挑战。”河北
新大地菇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庆哲
说，国内香菇产业基地必须按国际标
准建设，要有稳定的产量、质量和价
格，并应该着力加强香菇产业协会的
作用，以协会维护菇农和菇商利益，
规范香菇市场行为。

“反倾销”大战

在内蒙古奈伦农业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总裁周庆峰的回忆里，2006年

那场与欧盟的“马铃薯价格保卫战”，
至今记忆犹新。

周庆峰介绍说，2006年，呼和浩
特市武川县三圣太村村主任赵爱生
种了 40多亩马铃薯。当年淀粉厂收
购马铃薯的价格每公斤 0.4 元，比
2005年涨了 源分钱，种马铃薯成了赵
爱生的生财之道。
“别看每公斤只涨了几分钱，意

义可不一般”。周庆峰说，2006年加工
企业反倾销初裁获胜利，产品价格回
升，马铃薯的收购价格才会跟着上
涨，否则，企业只能大规模限产，“赵
爱生的马铃薯就算降价也未必能卖
出去。”

周庆峰所说的“反倾销”，指的是
2005年国内马铃薯淀粉加工企业发
起的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马铃薯淀
粉的反倾销调查，这场被称为“马铃
薯保卫战”的反倾销调查是中国第一
起涉农产品反倾销案。

周庆峰认为，欧盟的马铃薯淀粉
如此便宜，重要原因就是欧盟各国政
府在种植、原料收购、加工和出口等
各个环节都进行补贴。低价倾销使国
内企业陷入两难境地，即打价格战意
味着亏损，不降价则产品积压，客户
流失，资金流中断。
“2005年，欧盟对中国出口了 7.5

万吨马铃薯淀粉，与上年相比增幅
295豫，是前 猿年的总和。”周庆峰说。

面对这种情况，国内主要生产企
业一起会商对策，决定联合发起反倾
销调查，于 2005年年底向商务部提
交了申请书。

2006年 愿月 18日，商务部发布
初裁决定，认定原产于欧盟的进口马
铃薯淀粉存在倾销行为，对中国的相
关产业造成了损害，为此根据各企业
的倾销幅度征收 35豫到 57.1豫的保证
金，马铃薯淀粉的进口价格得以回升
到 2004年的价格水平，即每吨 4500
元左右。
“以前都是欧盟对我们反倾销，

这次我们向欧盟反倾销。”周庆峰说。
这场“马铃薯保卫战”为国内企

业在 宰栽韵规则框架内合理利用贸易
救济手段自我保护开了个好头。

对此，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
研究所研究员夏英指出，加入世贸组
织后我国农业遇到的是来自国外强
势农业体系竞争的挑战，尽管表面反
映在农产品市场开放、进口量增长等
方面，但本质上是对我国农业组织与
制度的一次强大冲击。

中国农业十年“保卫战”
本报记者 李志豹

很少有人能够想到，10年前来势汹汹的外资零售商，今
日竟成为中国零售企业的“盘中餐”。

11月1日，永辉超市全资子公司北京永辉超市有限公司
与韩国株式会社易买得签署了收购北京易买得商业有限公
司的协议。

而此前的10月28日，福建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称“新华都”）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对易买得旗下4家
子公司的收购协议。新华都也成了第一家并购外资卖场的
本土零售企业。

这仅仅是我国零售业10年发展的一个剖面。
事实证明，作为对外资开放最早与最为彻底的行业，我

国零售业经受住了外资零售巨头们的冲击，并且在残酷的
市场竞争中逐渐成长壮大起来，开始“与狼共舞”。

外资改变市场格局

由于长期受计划体制的制约和困扰，使中国零售业始
终难以走出结构不合理、业态单一、购销不畅、服务质量差、
经营水平低的产业格局，发展举步维艰。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渐渐地打开零售业市场准入的大门。

按1999年11月15日中美关于中国加入WTO双边协议，
中国将开放农产品、零售、专业服务、影音产品、汽车等八大
市场，而零售业入世后就要“开放更多的分销权及售后服
务”，显然冲击来得更快更大。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外资零售业带来巨大冲击的同时
也带来了先进的零售管理理念、技术与经验。

零售业内人士董亮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这些理
念和经验对我国零售行业及企业的战略调整、经营转变起
到了极大地促进作用。

这一点，北京物美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坚
忠深有体会。吴坚忠认为，除先进的管理经验外，外资零售
巨头们还带来了连锁经营等高级零售模式、带来了更完善
的集采系统和更加专业的管理人才。

吴坚忠坦言，1994年成立的物美集团，刚开始就是“照
葫芦画瓢”，从零开始，跟着沃尔玛、家乐福一步步学习，逐
渐在竞争中站稳了脚跟。目前，物美在北京的市场占有率已
高达35%。

外资巨头带给中国零售市场更为重要的变革是零售业
态的丰富和多元。

10年来，中国零售业迅速由单一百货商店形式发展为
包括百货店、超级市场、大型综合超市、便民店、专业店、专
卖店、仓储式商场、购物中心、连锁店等多种业态形式。国际
上各种零售业态几乎都可以在国内找到模型。

新的业态还在不断涌现。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会长郭戈
平指出，目前零售业正向多样化格局转变，探索建立新规
则，购物中心和网络零售是改变市场格局的决定力量。2011
年，连锁专业店和专卖店的销售规模增速超过50%，主要百
货店的增速约40%，超市约20%。

商务部原新闻发言人姚坚曾说，外商投资零售业不仅
弥补了我国零售业投资的不足，更重要的是引进了大型超
市、高端百货店等新型业态，引进了国外零售业先进的技术
和管理，促进了零售行业的竞争和发展水平的提高，满足了
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带来的多样化消费需求，带动了国内消
费的快速发展。
“十一五”期间，我国零售业规模实现跨越式增长。全国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2005年的6.8万亿元增长到2010年
的15.7万亿元，年均增长18.1%。
本土零售业崛起

在为内资零售业起到示范作用的同时，外资的进入也
加剧了零售行业的竞争。尤其是2004年12月11日以来，我国
全面取消了对外资投资国内零售企业在地域及持股比例等
方面的限制，国内零售市场对外资全面开放，大型跨国零售
企业凭借雄厚的资金实力、完善的配售系统、先进的管理经
验和运营模式，采取新设和并购的方式加速进入我国零售
市场。竞争的加剧让中国本土零售商开始了绝地反击。

入世10年中，具有快速学习能力的本土零售商与拥有
供应链效率、品类管理、连锁标准化等竞争优势的外资零售
企业形成了激烈的竞争与对抗。

而在角逐中，本土零售企业非但没有被淘汰，反而一步
步发展壮大。开始由“被收购方”转向“收购方”，这种角色的
转换直接影响到了中外零售巨头的市场版图。

永辉与新华都的大举并购，被业界称为中国零售企业
的新布阵。
“收购的达成虽然与易买得在华经营的困境有关，但也

说明了我国零售企业竞争实力的增加。”董亮分析说。
新华都相关人士表示，通过收购易买得所属4家外商独

资企业100%股权，有利于公司快速介入江苏、浙江当地的
零售市场。对于公司拓展省外发展空间、做大做强主营业务
的战略目标的实现，具有非常积极的影响。

面对外资巨头的跑马圈地与攻城拔寨，本土零售企业
借助上市融资与兼并收购，不断做大经营规模，自身竞争力
也不断增强。在与外资零售企业的较量中，内资企业的发展
潜能被激活，内资企业也更加自觉地运用信息技术，加快现
代物流中心建设，发展连锁经营，本土零售商逐渐开始与外
资巨头形成了势均力敌的对垒格局。

一个事实是，虽然家乐福、沃尔玛、乐购等外资零售巨
头在全国的门店数量、销售规模上占据绝对优势，但在很多
区域市场的占有率，却远不及本土超市。例如北京的物美、
上海的联华、福建的永辉、湖南的步步高以及重庆新世纪
等，在当地市场均占据稳定而绝对的市场份额，远远超越外
资。其中，物美、联华、永辉、步步高都已经实现上市。

外资的进入还培养造就了一大批掌握先进经营理念的
高水平人才，这些人才通过内外资企业间的频繁流动，充实
了本土企业的管理队伍、提升了管理水平，也大大提高了内
资企业主动引进、培育人才的积极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副所长荆林波认为，本土品牌
通过外商进入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充分利用本地运作的优
势，已经变得越来越强，大量零售企业开始崛起。

调查显示，近两年零售企业排名中，本土的华润万家、
大商集团等综合零售商的实力都已经超过了家乐福。而永
辉、步步高、人人乐、家家悦等“第三梯队”零售商也已经跨
上或即将跨上百亿元营业收入门槛。

在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填看来，国
内零售企业一直在向国外的零售企业学习商业模式，国外
巨头对国内零售企业的压力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将一直存
在。
“放眼未来，竞争将更为激烈。”上述零售业人士指出，

随着一线城市市场与商业网点的逐步饱和，未来的竞争战
场将逐步转移至二三线城市。

零售业十年
中外巨头重新布阵

关税总水平最低、农产品市场最开放、国际资本渗入最深，
中国农业遭受强大冲击

王利博制图

入世之后，我国农产品关税大幅下降，从 60%降到平均 15.3%，一些大宗商品如大豆甚至降到了 3%，包括
棉花和大豆在内的农产品源源不断涌入中国市场，中国农业遭受强大冲击。 本报记者 任正直/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