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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投中集团（China Venture）的数据统
计，2014 年，我国农业行业融资案例数量为 14
起，环比下降 50%；融资规模约 10 亿美元，较上
年明显增长。

从 IPO （首次公开发行上市） 情况来看，
2014 年农业行业 6 家企业实现 IPO，而全年
IPO 总数为 126 家，农业行业数量占比不足
5%。不过，IPO 融资总额及平均融资额大幅回
升。2014 年国内农业行业共涉及 13 笔 IPO 退
出案例，退出金额创近 6 年来新高，平均账面回
报率 3.26 倍，较 2013 年相比有显著的提升。

同时，2014 年农业领域并购市场宣布交
易案例数量 55 起，环比下降 1.79%，交易规模
13.77 亿美元，环比上升 31.39%。

而截止到 2014 年底，我国农牧食品行业
（含农业、牧业、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餐饮
业等）上市公司数量为 138 家，占上市公司总数
2548 家（不含 B 股）的 5.4%。

整体上看，2014 年农业行业 VC （风险投
资）和 PE（私募融资）活跃度降低：中国农业领
域 IPO 数量不足 IPO 总数的 5%；农业领域并
购市场不够活跃，且农业领域并购市场宣布交
易案例数量以及宣布交易案例规模一直处于下
降的趋势；同时，农业类上市公司总体数量及比
重都严重偏低。

从目前所有的统计数据来看，农业在资本
市场上的表现不如预期。那么，在中央一号文件
连续 12 年聚焦“三农”，国家积极出台各种农业
税收优惠政策和补贴政策，并大力推进农村土
地产权制度改革的利好背景之下，农业在资本
市场的表现不如预期的原因何在呢？

这与中国农业企业的特征不无关系。第一，
农业生产本身具有季节性和周期性；其次，目前
中国农业生产的集约化程度仍较低；再次，目前
中国农业企业同质化严重且无序竞争；最后，农
业企业的投资回报周期较长，自然风险也较高。

而对于资本来说，它更为青睐的是规模化、
特色化和全产业链的农业企业。在全国范围内，
规模化、特色化和全产业链的农业企业与资本
成功结合的范例也有不少。例如，某新兴互联网
食品品牌，以用户极致体验贯穿品牌与消费者
沟通的全链条，在 2012 年获得 150 万美元 A 轮
投资，2013 年获 600 万 B 轮投资之后，又于 2014 年获得 1627 万
美元的投资。

从投资的角度来看，2014 年互联网成为私募投资案例最集
中的行业，“互联网 +”已成为产业发展新常态及资本逐利的新趋
向。而以农业为代表的典型的传统行业若想要“触网”，更要有互
联网思维。

现在，“互联网 +”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对零售、金融、教育、
医疗、汽车、能源等传统产业产生了深刻影响，而农业将成为下一
个被互联网改造的传统产业。但其尚面临着不少苦难，包括：农业
市场空间大，但产业相对落后，信息不对称严重；农业存在大规模
分散的用户；交易成本高，交易环节较长，且交易可持续性强。

“互联网 + 农业”是大势所趋，随着互联网技术对农业的渗
透，互联网与农业将逐渐紧密结合起来，将改造传统农业产业链。

“互联网 + 农业”可从信息化、链条化、产业化、平台化等方面进行
线上线下一体化建设，实现互补性整合，打造信息平台、物流平
台、交易平台和社区平台等四大平台。

（作者系财晟资本董事长，据其在“互联网 +新农业商业模
式”高级游学班的授课内容整理）

6 月初的一天，北京志起未来营
销咨询集团董事长李志起像往常一
样忙碌着，一个电话打了进来。原来
是他新认识不久的德令哈骅青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马会萍打来的。
马会萍的有机枸杞基地远在青海柴
达木盆地，她要咨询的是这些健康优
质枸杞的销售事宜。

“家族三代种植”“有机枸杞生
产”“走 OTC 渠道的好枸杞”是他们
的事业标签，也是马会萍一直从事
的工作。李志起为之提供的咨询服
务让她对企业的未来发展更有信
心。与此同时，她还在紧张地筹备发
表一份有关枸杞的健康宣言，为枸
杞事业再添一把火。

青海枸杞和宁夏枸杞是“姻
亲”。“青海的枸杞产业是由宁夏
人发展起来的，他们发现青海的
自然环境很适合枸杞生长，枸杞
品质不错，产量也大，于是大批人
涌入青海。”马会萍告诉《中国科
学报》记者。

马会萍说：“我们家族是从宁夏
中宁迁过来的，一直跟枸杞打交道。
如今，家族三代，百十来号人，远离
家乡在青海开拓新的枸杞事业。”他
们成立的德令哈骅青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枸杞种植、生
产、加工、销售的民营企业。

在青海海西州德令哈市情人湖
畔，马会萍家族拥有枸杞种植基地
3 万亩，年产枸杞 4000 吨以上。这
是全国最大的有机枸杞种植基地、
出口基地，也是中国医药物资协会
枸杞分会专供基地，其中有一部分
种植区是采用欧盟认证质量管控
体系的。

“前一任经营者做不下去了，我
们在 2009 年将这块土地从政府那
边接手过来，之前就是做有机种植
的。”马会萍说，“我们不仅仅接手了
这块地，也接手了种植有机枸杞的
理念，继续保持当地政府有机种植
的传统。”

“当时，家族中我一位四叔的
想法与这一观点不谋而合。他很
有远见地告诉大家，我们一定要
做与众不同的枸杞，品质好是我

们第一位的追求。”马会萍回忆
道，“刚开始进行有机种植时也很
艰难，坎坎坷坷后我们也坚持了
下来。”

世界“四大超净区”之一的青藏
高原腹地———柴达木盆地拥有丰
富而独特的光、热、水、土资源。年
3144 小时的光合日照，昼夜温差 12
摄氏度；远离工业污染，用冰川、雪
水浇灌。这里种植出的枸杞皮薄肉
厚、籽少味甘，所含人体需要的营养
物质和具有调节生理功能的生物
活性成分高。

有着这么好的基础，马会萍家
族没有“靠天吃饭”，反而更加重视
有机枸杞种植基地的科学化管理，
采用生态循环农牧业种植方式，草
原牛羊粪发酵原基肥，采用生物病
虫害防控体系，不进行土壤消毒，不
使用除草剂。枸杞采用 GMP 标准
生产，加工不使用硫磺熏制，不添加
亚硫酸钠。

家族三代人精耕细作，始终坚
持有机枸杞的种植与发展，让安全
放心的优质枸杞走出国门，走向世
界。他们生产的有机枸杞远销欧洲、
非洲、东南亚等多个国家，在国内外
市场上建立了稳定的销售渠道。

“很多国内大品牌的枸杞公司
用来出口的有机枸杞，也是从我们
基地进货的。事实也证明了，从我们
基地出去的枸杞没有检测不达标
的，也没有返货退货的。”马会萍说。

农企风采

随着德令哈骅青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有机
枸杞种植事业越来越红火，马会萍家族又迎来了
新的发展难题。“我们逐渐意识到，虽然很多国内
外企业都从基地进货，但我们始终是做原料的，
永远没有品牌。消费者吃到了好枸杞，却不知是
从哪里来的。”马会萍表示。

“专一枸杞、专供基地、专属服务，是我们提
出的有机枸杞种植与发展理念。”马会萍说，“在
终端市场，我们从医药渠道做起。”

枸杞是少有的同时具有食品、药品、保健
三大功能的药食同源品种，在中医药和饮食中
被广泛使用。“通常而言，品质最好的枸杞用来
出口，食品、药品市场上的枸杞品质较差。目
前，国内市场终端流通的多是亚硫酸钠枸杞。”
马会萍表示。

劣币驱逐良币，有的劣质枸杞甚至进入药品
正规流通渠道，药品安全风险很大。“除了安全之
外，OTC 市场销售枸杞品种也很单一，以低端产
品为主，满足不了消费者多元化、品质化的消费
需求。”马会萍指出。

为加强枸杞安全、保障群众健康奉献一己
之力，“首先当然是从源头保证每一粒枸杞的
安全健康，专一枸杞、专供基地。很多医药界人
士前往基地参观考察，被我们执着于有机枸杞
的精神打动，被有机枸杞本身的品质打动。”马

会萍说。
渐渐地，马会萍家族把枸杞从原料做成成

品，再上升至专柜，以整体形象出现在药店中。
德令红枸杞领衔的枸杞品牌以系列化、品质化
的形象让消费者眼前一亮，成为百姓能重复消
费的健康枸杞。

“基地能提供好枸杞，但经销商不懂枸杞，
销售人员不懂也不会卖枸杞，怎么才能把好枸
杞真正地送到消费者手上？”马会萍说，“为此，
我们提供培训、提供服务，立志做专业的枸杞
服务商。

专业培训，为 13 省药店连锁客户提供专业
的枸杞销售经验和终端指导，根据消费者制定
差异化产品方案、策划各类销售活动方案，并
提供完善的售后服务。销售“五部曲”，重点是泡
好样品，同步演示德令红有机枸杞与其他劣质
枸杞的甄别方法，并鼓励试吃。

“我们想告诉大家亚硝酸钠枸杞的危害，也
希望联合医药界坚决抵制亚硝酸钠枸杞，共同搭
建枸杞安全资源平台。”马会萍说，他们希望医药
行业企业以质量求生存，以信誉求发展，不生产、
不销售、不使用不合格的枸杞，为广大人民群众
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承担起社会责任，为推动
我国枸杞安全事业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这也是
马会萍家族以及枸杞人的共同心愿。

药店里开拓专属服务

枸杞之家的坚守与开拓

高原上坚守有机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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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本报见习记者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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