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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H U A N G F U

与丁磊养猪、董黎明务农不同，这一
次“武钢养猪”被兴师问罪，主因是武钢
的身份！反对的声音认为，国资委早就要
求央企要做大做强主业，武钢却要靠养
猪来突围？

其实，人们的担忧和问责不只指向
武钢。逐利是资本的天性，当资本流向农
村农业，当人们期待资本务农企业种地
能带来更多让人放心的农产品时，有关
资本务农是“新一轮圈地运动”、“与农民
争利”的质疑也开始浮起。

尤其是当一些房地产开发商在城里赚
足了钱，又转向农村包山种地，尤其是当十
几年前在农村“三荒”治理中以一年几十
元、几百几千元包下的荒山荒坡价格猛翻，
当人们日益关注快速膨胀的城市开始与18
亿亩耕地红线争地、认识到土地林场山石
都是不可多得的稀缺资源，人们怀疑这是
资本向农村的一次“圈地运动”。

尤其是自2004年之后，连续8年来的
“中央1号文件”都锁定“三农”，今年更明确
提出要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与之相关，

中央和地方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相继出
台。正因此，于是，有人对近年的“资本务
农”热潮发出了与农民争利的质疑。

圈地？与农民争利？各路专家学者对
资本务农的利弊论述不一。但是，议论挡
不住资本进军农业的脚步，质疑也没法
改变当前农村因大量年轻人外出打工，
仅剩“5060”部队留守务实的现实：留守
的老农们还是用多年的老办法种老品
种，他们不知道生物诱虫的技术，也不知
道城里人餐桌上那些新奇特的果蔬来自
哪里；他们更不知道为什么村里昔日养
猪种果树发家的能人甩手不干离开了农
村。无论怎样，这是许多农村都已真实上
演的不争的事实。无论怎样，相对于自己
种田，不少农民愿意按相当于当前种田
收入的价格把地租给那些愿意来种地养
猪的“资本”，然后再隔三差五到租田的
老板那里打个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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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大屯村的，是可以耐重盐重碱甚至可
以用海水浇灌的海水蔬菜；新泰莲花山
下泉沟镇的村民们更没见过，丰田牧业
的鹿老板把养猪场盖得像花园，小猪住
上了最先进的生物发酵床；济南邵而村
的村民们更想不到，因为老崔的回乡，昔
日因开山采石废掉的山体植上了树，养
起了生态猪和生态鸡，还包下山下两三
千亩的地种起有机蔬菜，给村里引来了
观光游玩愿意尝农家饭的城里客人。

如果资本在逐利的本性下能带来进
步，带来技术，带来活力、创造美，创造富
裕，它将是人们期待的良性资本。

资本下乡，带给农村的必将是一场
变革。我们期待着，希望它带给农村农民
以先进，希望它以透明规范的阳光经营
模式，驱走小农分散经营中滥施农药化
肥的不阳光成分，唤起农业道德的回归。

一个星期前，当武钢总经理邓崎琳对
媒体透露“十二五”期间，武钢将规划投资
300多亿元发展非钢产业时，估计他怎么也
想不到，这个被演绎成“武钢砸390亿养猪
种菜”的新闻会闹出这么大的动静。虽然后
来武钢出面澄清说这只是媒体的误读，但
这轮由“武钢百亿养猪”掀起的对资本上山
下乡的关注热度丝毫未减。

应该说，武钢对这段被曲解的新闻也
应该给予一定的宽容。因为，实在不是社会

公众太过敏感，而是近几年关于各种资本
杀入农业的新闻实在太多了。近的如2月份
曝出的华夏基金上海分公司总经理董黎明
辞去高薪厚职回山东老家“务农”，远的如
早在2009年就谋划且于去年落户浙江省湖
州市安吉县专养“品牌猪”的网易CEO丁
磊、投资1 .6亿元牵手江西养猪大户国鸿集
团进驻养猪业的房地产巨头郭广坤、投资
10亿元开启50万头养猪场欲做陕西最大
“猪倌”的北京地产大鳄中实集团。再加上

早在2007年前后就不断杀入“中国猪圈鸡
圈”的国际资本巨头高盛、艾格菲……

时下的中国，资本“养猪热风”扑面，
堪称是一场骚动。并且，资本盯上的不仅
仅是“猪圈”，而是整个种植养殖业，包括
养鸡养鸭、种菜种粮、开办有机庄园、发
展观光农业等。而资本的身份，既有IT
业、房地产、基金，也有煤炭、化工行业，
更有本就站在传统农业产业链条上端的
饲料加工、食品加工企业等。

武钢养猪：

惊诧的不是武钢，是争相务农的资本

武钢离我们太远？那就摊开记者的
采访本，看看这近一周的行程记录，就可
以读出资本对山东农业的“真知灼见”：

3月17日下午：在“齐鲁经济论坛”
上，遇到山东回归自然股份有限公司的
刘兆华。14年前就在省城开出第一个放
心肉店的他，一直坚持经营绿色有机的
健康食品，现在与做建筑和电动车代理
的“合伙人”共同投资千万元专营绿色有
机农副产品销售。

3月17日晚间：记者采访新泰丰田牧
业有限公司投资人鹿泗友，听他与北京
影响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专家共议在
新泰兴建的国家级科技示范养殖基地：

那是一个像花园一样高标准无污染的新
型生态环保养猪场，为了这个养猪场，原
来做煤炭生意的他已经投资上亿元。

3月19日一早：应东平县东平街道办事
处井仓村之邀，山东华牧天元农牧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刘玉民前去考察商议东平种
养基地合作事宜。记者闻讯同行采访，在井
仓村，记者看到一个专家型企业家对未来
农村种养模式的思考，也读出了一个村干
部对当前农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深层思考。

3月20日上午：山东回归自然股份有
限公司与北京乐活城有机农庄的采购负
责人前往济南南部山区的“老家农场”考
察供应基地，这位“农场主”就是做建筑

工程挣钱后回到老家、不惜巨资打造“老
家农场”的崔立荣。

3月21日下午：参加济南市青企联信息
产业组专题论坛，采访该协会农业产业组
代表杨赵河先生，开办饲料和兽药企业的
他，名片上，最突出的标志是“乐彩农庄”。

这些“种田养猪”的人，身份各不相同，
但有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在各自的行业内都
已经很成功、很有钱，他们重新回到农村，不
是为了生计、饱暖。他们在农村投资的种养
项目动辄占地成百上千亩，投资数千万上
亿；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用全新的模式
生产安全放心的肉菜米面蛋奶，他们给它起
了一个名字，叫“现代生态农业”。

资本务农：

以食品安全的名义？

资本逐利：

新一轮圈地运动？

编者按：
“武钢养猪”为何引起媒体误读？不是社会公众太过敏感，而是近几年关于各种资本杀入农业的新闻实在太多。

即使在山东，资本“养猪热风”也是扑面，堪称是一场骚动。并且，资本盯上的不仅仅是“猪圈”，而是整个种植养殖殖
业。而资本的身份，既有IT业、房地产、基金，也有煤炭、化工行业，更有本就站在传统农业产业链条上端的饲料加
工、食品加工企业等。

本期《创富》记者与“上山下乡”的几位山东企业家面对面交流，总结出了资本务农的N条路径，有拉长产业链开
展高端特色养殖的华牧天元；有谋求食品安全，从建筑工程业转型的老家农场；有纯粹资本转型投资型：房产商、电
动车代理商投资专营有机农产品经销。

相对于散户农民经营，难免为利为产量而无法自律，企业种田养猪，产肉种菜不是他们的谋生手段，更是他们
的产品。他们必须做品牌农业、品牌农产品，肉菜质量之于他们就像冰箱空调之于海尔的声誉，不是想种就种，不是
随便什么样的产品都可以出厂！

如果资本在逐利的本性下能带来进步，带来技术，带来活力；创造美，创造富裕，它将是人们期待的良性资本。

新资本“务农”
本报记者 李岩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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