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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情指数

8月 10日，农业部在中国农业信息网发
布《中国农产品供需形势分析（2017 年 8
月）》。农业部市场预警专家委员会对玉米、大
豆、棉花、食用植物油、食糖等 5 个产品的供
需形势结合数据进行了分析和解读。

食糖
据中糖协统计，截至 2017 年 7 月末，2016/17 年度全国

累计销糖 665.2 万吨，比上年度同期增加 64.8 万吨；销糖率
71.6%，比上年度同期加快 2.6 个百分点。

本 月 估 计 ，2016/17 年 度 中 国 食 糖 均 价 为 每 吨
6500~6700 元，上限比上月调低 200 元，主要是近几个月糖
价基本呈略跌的走势。2016/17 年度中国食糖进口量为 260
万吨，比上月调低 40 万吨。不利气象条件对糖料作物生长及
最终食糖产量的影响仍需继续关注，对 2017/18 年度预测数
据暂不作调整。 （王方整理）

农产品供需形势
8月分析报告发布

棉花
本月估计，2016/17 年度，由于近期储备棉抛储成交率较

高，截至 2017 年 8 月 4 日，累计抛储 215 万吨，本月将棉花消
费量调增 10 万吨至 789 万吨；进口量调增 5 万吨，至 105 万
吨；期末库存减少 4 万吨，至 909 万吨。其他估计不变。

本月预测，2017/18 年度，中国棉花播种面积为 3293 千
公顷，较上年度增加 6.2%。棉花单产预测为每公顷 1602 公
斤，较上年度提高 3.1%。棉花产量预测为 528 万吨，较上年
度增加 9.5%。进口量为 100 万吨，消费量为 790 万吨，期末
棉花库存 746 万吨。新年度国内棉花市场平稳运行，3128B
级棉花均价预测保持在每吨 14500~16500 元区间。国际棉花
价格预计下行压力较大但空间有限，预测 2017/18 年度
Cotlook A 指数均价在每磅 70~85 美分区间运行。

本月估计，2016/17 年度，中国玉米进口量将达到 100
万吨，比上月估计数增加 20 万吨，主要是临储玉米拍卖实际
出库量不能满足企业用粮需求，部分企业转用进口玉米；年
度结余量增加 20 万吨，其他估计数保持不变。

本月预测，2017/18 年度，中国玉米播种面积 35496 千
公顷，与上月预测数持平；玉米单产每公顷 5936 公斤，比上
月预测数调减 34 公斤，但玉米单产水平仍高于过去五年的
平均值，目前春玉米一、二类苗累计占比达到 97%；玉米产量
将达到 2.11 亿吨，比上月预测减少了 121 万吨；玉米消费量
2.14 亿吨，与上月预测持平；年度结余变化减少至 317 万吨，
产需缺口进一步扩大。

玉米

食用植物油
本月估计，2016/17 年度，中国食用植物油产量 2706 万

吨，与上月估计数持平。食用植物油进口量 572 万吨，比上
月估计数调增 12 万元。国内食用植物油消费 3168 万吨，比
上月估计数调增 22 万吨。食用植物油出口量 17 万吨，比上
月估计数调增 4 万吨。价格方面，受豆油替代作用影响，国
内花生油出厂价区间下调至每吨 14500~15500 元。

本月预测，2017/18 年度，中国食用植物油产量 2728 万
吨，比上月预测数调增 7 万吨。内蒙古、新疆向日葵目前生
长趋于正常，本月维持单产预期不变。食用植物油进口量
620 万吨，与上月预测数持平。国内食用植物油消费量 3186
万吨，比上月预测数调增 23 万吨。

当前东北产区大豆处于开花至结荚期，由于大部分地
区光温水匹配较好，大豆长势基本正常。其中，内蒙古东四
盟北部和南部、黑龙江省东北部等地大豆长势较好，而内蒙
古东四盟中部、黑龙江省西南部等地因受前期持续高温干
旱影响长势不及去年。据农业部卫星遥感和地面网点县监
测结果显示，东北产区大豆 76.5%的长势与去年持平，12%好
于去年，11.5%不及去年。

黄淮产区大豆处于分枝至开花期，近期降雨使土壤增
墒利于大豆开花结荚生长。湖北省早熟大豆已上市，单产和
产量较去年均有增加。本月对 2017/18 年度大豆市场供需形
势预测与上月一致。

大豆

“今天已经讲了三回了，但是每当看到大
家远道而来以及想了解圣牧的那份神情，我
还是会详细讲解。”内蒙古圣牧盘古第二牧场
办公室主任王玲所在牧场的牛存栏量约
11000 头，是内蒙古圣牧高科牧业有限公司

（下称圣牧）在乌兰布和沙漠的 23 个有机牧
场中规模最大的一个。

7 月盛夏，沙漠中的牧场迎来了一年中
访客最多的时候。对于很多人来说，若不是亲
自来沙漠里走一走、看一看，很难相信不到 8
年时间，20 多万亩草场和 23 座牧场就在沙漠
中建成，也很难想象一杯有机奶是通过怎样

“苛刻”的全程有机生产从沙漠走向餐桌的。

有机环境：沙漠黄金奶源带

乌兰布和沙漠是我国八大沙漠之一，总
面积约 1 万平方公里，基本为流动沙丘，是亚
洲中部荒漠区与草原区的界线。谈起扎根沙
漠建绿洲，圣牧奶业公司综合管理部部长马
小杰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是源于圣牧创
业团队当初的一个承诺。

2008 年，三聚氰胺事件让国人对乳品质
量失去信任。那一年，圣牧创始人姚同山还在
乳企任职，面对“中国企业生产的牛奶还能不
能喝”的追问，他作出了一个承诺：请大家给
几年时间，我们一定让中国生产出世界上最
好的牛奶。

一诺千金。历经了散养散收时代、奶站时
代的中国奶业，想要做好奶、重塑消费者信
心，必须从源头入手，做好源奶品质的管控。
一杯“放心”奶的源头品控，意味着要自己种
草、自己养牛、自己生产加工。为了实现承诺，
圣牧创业团队花了一年的时间在全国各地考
察，最终停步于乌兰布和沙漠。

黄沙遍布的乌兰布和沙漠正处于北纬
40~43 度的黄金奶源带上，环境纯净，日照时
间长，紫外线强，人迹罕至，可以有效隔离和
过滤外界污染，形成天然环境保障和病毒隔

离带。此外，地肥、水足是圣牧选择乌兰布和
沙漠建立有机农业链的关键因素。

王玲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乌兰布和
沙漠由黄河故道千年冲击形成，沙土之下有
十几米厚的红胶泥层，俗称“沙盖楼”，涵水保
肥；沙漠四周有大大小小的湖泊 200 余个，加
之乌兰布和沙漠整个地势低于黄河水面，所
以有优越的引黄灌溉条件，黄河水阴渗弥补
了降雨少、蒸发量大、干旱缺水等不利因素。

独一无二的条件让圣牧创业团队选择了
这里。2009 年年底，圣牧的治沙者正式走进
了乌兰布和沙漠，植树、种草、养牛、加工的有
机产业链就此展开。

有机草业：好奶是种出来的

尽管条件优越，但想要将沙漠变绿洲也
并非易事。在蒙古语里，乌兰布和意为“红色
公牛”，在这里，狂风肆掠、黄沙漫天是常有之
事。对这些试图改造沙漠面貌的人们，沙漠也
在考验着他们的决心。

内蒙古圣牧高科生态草业有限公司基地
总经理黄勇强还记得刚来到沙漠建设草业基
地时面临的恶劣环境———无人、无水、无电、
无路、无通讯、无住房……一切从零做起，开
路、打井、架电、支帐篷。

当时沙漠经常刮着七八级大风，草种下
去，风一吹，就被连根拔起。最严重的一次，
2000 亩地全部绝收。一遍遍地吹走，一遍遍
地种，在与风沙的较量中，圣牧创业团队的
400 名员工在草场周边种植树木，用年复一
年的种植抵挡住了肆虐的风沙。

7 年后的今天，绿色的喷灌圈一个接一
个地铺开，正一点点将沙漠的边缘推远。得益
于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草业基地符合有机
种植的条件，据黄勇强介绍，目前草业基地主
要种植有机青贮玉米、有机苜蓿、有机燕麦
草、有机向日葵、有机小麦等牧草饲料作物。

收割的牧草将被运往分散在沙漠中的圣

牧的各奶业基地，三亩地的草养一头牛；同
时，一头牛的粪便可以还三亩地，能提高土壤
有机质，增加土壤肥力。据统计，圣牧有机牧
场每年可生产数十万吨优质有机肥料，总体
积达 50 万立方米，按照 1 厘米厚度铺于沙漠
上，可覆盖 5000 公顷的土地。通过这样的种
养循环，实现了沙漠内自给、沙漠内循环的重
要一环。

有机牧业：只为一杯优质有机奶

除了食用有机草，圣牧牧场的牛群还拥
有极为舒适的生活品质和高规格的动物福
利。“有机养殖的一大特征就是遵循牛群生理
学特性及自然习性。”王玲说。

比如饮纯净水———通过反渗透技术净
化，定时化验，相当于给牛喝矿泉水，具有自
动恒温功能的水槽可使水冬夏均保持在
0~10 摄氏度；宽敞的卧床和活动场———牛舍
养殖密度小，每头牛平均生活面积约为
60~80 平方米，牛舍内设有电风扇、降温喷淋
器、自动牛体刷等设施，牛群可在活动场自由
活动，享受“日光浴”。

在圣牧第二牧场，记者看到，除了多座整
齐的牛舍之外，还有兽医室、青贮窖、有机粪
肥处理厂、机械库等。王玲介绍，牛舍的功能
也有区分，如专门的牛犊室、待产房等。每一
间牛舍都有专门的营养师和专业的保健体
系，如果某一头牛被发现有生病迹象，那么它
就会被隔离至专门的牛舍中进行治疗。

每天 3 次，奶牛会在固定的挤奶时间自
行到挤奶区挤奶。据王玲介绍，当奶牛去挤奶
区“工作”，添加饲料、打扫圈舍的工作也要同
时进行，做到“牛走、料到、粪清”。

挤奶区安装了 80 位转盘式自动挤奶设
备，6 名工人同时操作，每小时可完成 400 头
奶牛的挤奶工作。“挤奶的流程每个企业大致
相同，但在细节上还是有所差别的。”王玲说，
在奶牛进入挤奶设备后，工人会仔细进行消

毒、检查、挤掉前三把奶、乳头擦拭等工序后
再挤奶，挤奶完成之后再进行药浴。

上述种种，目的只有一个：生产安全、健
康、营养的有机奶。王玲说，在圣牧牧场，每一
头奶牛都有自己的“识别码”。通过在系统里
输入识别码，牧场可以随时查询奶牛的身体
状况、饲喂情况、产奶情况，确保加工成产品
之后做到全程可追溯。

有机奶业：培育世界高端有机奶品牌

12 个小时之内，第二牧场生产的有机原
奶就会被运往奶企，进行进一步加工。圣牧在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建设的牛奶加工工厂引进
国际领先的瑞典利乐 A3 无菌灌装设备，目前
有 16 条有机奶生产线，日处理鲜奶能力 1000
多吨，用以生产液态奶产品的所有原料均来
自其专属有机牧场。

当灌装完毕的奶走下圣牧奶业公司的
生产线时，圣牧全程有机产业链完成了“草
场—牧场—工厂”的全封闭有机循环，实现
了从原料到商品的转化，再从工厂最终走向
市场，由此创造性地建立了沙漠沙草有机循
环产业链。

“圣牧创建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沙漠全
程有机产业链基地。”在马小杰看来，圣牧有
几个纪录颇值得自豪，“还是中国唯一百分之
百用自产有机原料奶生产有机乳制品的公
司，以及中国唯一符合欧盟有机标准的有机
乳品公司。”

下一阶段，圣牧将沙漠改造面积翻一倍，
达到 40 万亩，新建 10 万头肉牛养殖基地。

今年 6 月 29 日，圣牧发布公告称将由公
司非执行董事邵根伙出任新一届董事长。而
此前邵根伙大举投资圣牧，也被认为大大助
推了圣牧的发展。据了解，圣牧将着力把资源
优势最大化地转化成市场胜势，实现更大的
生态价值、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真正培育出
有世界知名度的有机奶品牌。

圣牧：来自沙漠的一滴有机奶
姻本报记者 胡璇子

瓜果产业是我国农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我国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瓜果生产国，
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果品市场，曾经的“贡
果”“仙果”已经走上普通老百姓餐桌。

不过，“目前我国果业的国际竞争力遭
受严峻挑战，我国果品市场遭到来自国内
外的双重‘挤压’。”近日，中国工程院副院
长刘旭在参加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
究所百项新成果推介观摩会时指出，瓜果
产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势在必行。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中国农科院果树
瓜类学科紧紧围绕国家和产业重大需求积
极开展各项科研工作，经过 60 年的发展取
得了丰硕成果。其中，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
研究所（以下简称郑果所）已经成为服务果
业发展的排头兵。

名副其实的瓜果大国

农业现代化的关键在科技进步和创
新，农业现代化是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关键一步。果业作为我国重要的特色优
势产业，在农业现代化建设中正发挥着巨
大的作用。

我国瓜果产业生产规模快速扩大。过
去 10 年间，我国瓜果栽培面积增加 30%，
产量增加 90%。世界主要瓜果产业面积和
产量的增加主要来自中国。我国已经名副
其实地成为世界第一大瓜果生产国。

不仅生产量大，消费量也大。近年来，
每个消费者都能切身感受到我国的果品市
场产品更加丰富，周年供应能力逐步增强。
这其中既有我国果业进步的贡献，也有来
自世界多国的进口果品。美国的苹果与樱
桃、新西兰的苹果和猕猴桃、澳大利亚的柑
橘与牛油果、智利的樱桃与蓝莓等充斥我
国高端市场。如 2015 年，新西兰苹果对华
出口增长 750%，猕猴桃增长 60%，而且其价
格是国内同类果品的 5~6 倍。

“毫无疑问，我国既是世界第一大果业
生产国，又是世界第一大果品消费国，举世
瞩目。”刘旭说。

精准扶贫的重要体现

“果业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农业增
产、农民增收和改善生态环境方面起到了
重大作用，已经成为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农
业结构调整的主导产业。”中国农科院党组
书记陈萌山指出。

特别是在精准扶贫方面，果业发挥出
了巨大效用。我国大多数贫困地区为偏远
山区，由于无矿产资源，又缺乏致富的有效
途径，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来一直处于贫

困之中。尽管山区种植大田作物存在产量
低、靠天吃饭的问题，但在发展果业生产
方面却具有平原地区所没有的优势。山地
果园具有光照好、昼夜温差大的特点，更
能生产出平原地区所不具有的优良品质
的果品。

陈萌山表示，利用山区生态特点，发展
优质特色果品生产，并结合绿色采摘休闲
农业、特色旅游产业，将是这些地区脱贫致
富的有效途径。

目前有很多成功案例可循，如太行山区
“富岗苹果”、河南三门峡“二仙坡苹果”、河
北威县“威梨”、河南宁陵“金顶谢花酥梨”、
沂蒙老区“蒙阴蜜桃”、四川阿坝大樱桃、武
陵山区红心猕猴桃等产业，已经帮助当地
贫困人口脱贫致富。

据了解，河南宁陵是国家级贫困县，也
是全国唯一的优质酥梨生产基地。近年来，
宁陵县通过提升科技支撑水平，让老产区
注入新活力，助推当地脱贫攻坚。

科技创新引领果业发展

果业与畜牧、蔬菜构成我国农业三大
支柱产业，近年水果产业产值在农业生产
中的占比逐年增加，尽管总量不及谷物、畜
牧以及蔬菜，但增幅稳居前列。随着我国小
康社会的逐渐建成，果品成为城乡居民生

活必不可少的重要农产品，果业在我国食
物安全、生态安全、农民增收、可持续发展
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陈萌山说，面对现实需求，中国农科院
高度重视果业发展，郑果所更是走在创新
前列，坚持“顶天立地”发展目标，密切联系
产业，积极践行“三个面向”要求，长期以来
一直致力于我国果树瓜类产业主战场，行
业中的影响力逐年增强，已经成为我国果
树产业服务的排头兵。

“郑果所作为以果树和西瓜甜瓜为研
究对象的国家队，肩负实现我国‘果业强、
果农富、果乡美’的重大使命和责任。”郑果
所所长曹永生说。

我国是水果生产大国，但不是水果生
产强国。无论在品种方面还是在技术方面
都有待提高。“以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发展是
实现果业强国的必然之路。”曹永生认为。

郑果所经过近 60 年的发展，形成了涵
盖种质资源、遗传育种、栽培生理、植物保
护、贮藏加工、质量检测、风险评估、科技信
息、示范推广等学科体系，创建了种类齐
全、学科完整、特色鲜明、优势明显的研究
体系；取得科研成果 202 项，其中 10 项成果
获国家级科技奖励、90 项成果获省部级奖
励；培育并通过省级以上审定的果树瓜类
新品种 185 个；形成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新基因、新品种、新技术和新产品，产

生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果品贮藏加工研究。

由于果品消费季节性强，规模化果品生产的
最大隐患是集中供应导致销路难的问题。作
为易腐易坏的生物产品，没有贮藏加工技术
作保障，产业高效的潜力将受到巨大影响。
郑果所大力发展贮藏加工技术，以期为产业
减损增效提供技术支撑，代表加工产品有果
酒系列、健康饮品系列、干制品系列等，大大
提升果品价值。

提升竞争力应对新形势

尽管我国果业发展迅速，结出累累硕
果，但是面对当前世界果业形势，我国果业
发展仍然面临许多问题，国际竞争力受到严
峻挑战。

“目前，瓜果产业面临国内产量过大、优
质果率不足；劳动者的技术素质偏低，生产
成本快速上升，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还没
有得到解决；可持续发展受到约束，生态遭
到破坏，病虫害发生严重，比较效益降低；而
与此同时，国外优质水果正在加快步伐占领
我国市场。”刘旭表示。

面对这些困境，瓜果产业的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迫在眉睫。

曹永生说，由于长期以来我国果业的发
展基本依赖数量扩张，而对质量的提升重视
不够，果品在外观和口感品质、农药和化肥
残留等方面存在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与世
界果业发达国家相比，质量已成为制约我国
瓜果产业发展最重要的因素。

因此，刘旭建议，瓜果产业要调区域结
构，大宗水果向优势产区调整，发挥规模优
势；调树种结构，向特色水果调整，发挥资源
优势；调品种结构，向优质调整，外观亮丽、
口感舒适、营养丰富的水果将会持续受到青
睐；调种植方式，适度发展休闲果业，发挥其
独特的“园艺”优势。

同时，瓜果产业的发展也要正确处理好
绿色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粮食安全、农民
增收的关系，形成同环境资源承载能力相匹
配、生产生活生态相协调的果业发展格局，
实现瓜果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此外，我国瓜果产业科技为产业的发
展提供了重要支撑，但距离产业需求和参
与国际竞争还有很大差距。专家认为，应该
面向产业重大需求，加强瓜果科技创新，为
果业发展插上科技的翅膀，并且加强科技
成果转化，实现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的良性
循环。

“总之，新形势下应加强科技创新对瓜果
产业的技术支撑，走优质、安全、简约、多样、
高效的现代化可持续发展之路。”刘旭说。

提升果业竞争力迫在眉睫
姻本报记者 张晴丹 李晨

当前，应该面向产业重大需求，加强瓜果科技创新，为果业发展插上科技的翅膀，并且加强科技成果转化，
实现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的良性循环。

本报讯 数字技术的普及不仅改善了城市居民的生活，
也将给农业领域带来新气象。近日，在第十一届中国农村金
融发展论坛上，蚂蚁金服首席战略官陈龙表示，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应重视技术的力量，用生态共建来解决农村金
融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强化科技创新驱动，引领
现代农业加快发展”。陈龙称，技术、数据，结合生态的力量，
蚂蚁金服为农村金融服务提供了新的可能。

据介绍，蚂蚁金服服务农村金融有三种模式：数据化金融
平台模式、“线上 + 线下”熟人模式、供应链金融模式，分别对应
着不同的“三农”用户群体，方便量体裁衣制定服务方案。

具体来看，数据化金融平台模式，主要面向农村消费者、农
村小型经营者，客群数量大、信贷资金体量较小；“线上＋线下”
熟人模式，以产业链下游经销商、农村种养户和小型生产经营
户为主；供应链金融模式，主要服务规模新型农业主体的生产
需求，客户数量较小，但信贷资金需求最大。

作为 Techfin 的实践者，蚂蚁金服通过互联网和大数据
技术，联合村淘、中和农信等合作伙伴，探索出一套激活农
村、农民信用的方式。陈龙表示，让“三农”用户获得普惠、便
捷、可持续的金融服务，进而让消费者享受到放心、安全、可
靠的农产品，助力产业革新和消费升级。 （王方）

“技术+生态”打通农村金融最后一公里

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百项新成果推介观摩会现场 李晨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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