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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架

中國自1949年後推行計劃經濟的體制，由中
央策劃全國各地的經濟發展，加快國家的現代化
過程。但由於50年代末期，天災加上過度的集體
化，令國家出現了嚴重的饑荒。自1978年後，中
國開始進行改革開放，試行市場經濟模式，收到
較大的成效。今天，市場經濟模式已成為了主
流，但計劃經濟仍未在內地消失。尤其在處理糧
食的問題，國家的規劃仍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保
存計劃經濟的優良傳統。劉佩瓊的《當代中國解
讀》（香港：商務印書館，2011年），是一部解
讀當代國情的理想入門書籍。本書從多個層面介
紹國情，對經濟方面的情況更有全面的分析。

1994 年當中國糧食產量面臨改革帶來的波動
時，美國人布朗提出 「誰來養活中國」的問題。
他預測中國在2030年人口將達16億，而中國人改
變飲食習慣，多吃肉類，導致飼料糧需求大增。
同時，中國的耕地大量減少，生產力下降，環境
惡化，使中國糧食產量大幅下降。1996年中國發
表白皮書，對中國糧食的長期需求作出測算，並

且制定政策以保證中國糧食供需平衡，包括提高
耕地單產面積、開發後備耕地、農業科技化、利
用非糧食食物資源等。可見，中國在糧食生產及
供應體制上已經掌握了主動的策略性部署，這正
是計劃經濟發揮的積極作用。2008年中共十七屆
三中全會提出，要確保國家糧食安全，並加強農
業基礎設施建設，促進農業可持續發展。國務院
公布保護土地的策略，主要有四大重點：第一，
調高耕地保護的目標；第二，壓縮建設用地的規
模；第三，提出差別化的土地利用政策；第四，
強化規劃實施的保障措施，加強監管。

由上可知，國家在處理糧食產量問題時，運
用了中央規劃的方法，保障國家有充足的糧食供
應量。如國家採放任的政策，相信不少農地會改
為種植其他經濟作物或改變土地用途，最終令糧
產下降，影響人民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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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規劃保障糧食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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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千年來，傳統農業都是使用人及動物
（牛、馬等）精耕細作，生產農作物和糧食的
小農經濟。直至十九世紀中葉，工業革命帶來
機器化，農業邁開大步走向大規模生產、大企
業經營的道路。美國的成功，使所有發展中國
家（包括中國）都面對一個問題： 「怎樣提高
糧食的產量？應大規模生產呢？還是保持小農
經濟？」

農業是成本相當高的行業，要購買種子、
肥料、農藥、燃料、維修農具，在在需財，還
要足夠人手灌溉、收割、食品加工、包裝、批
發、分銷……等等。收穫如何，尚要睇天。假
若兩年一澇、三年一旱，務農便是十分艱苦的
營生。中國改革開放後，幾十年來，工業生產
已經翻了幾十番，成世界第二經濟實體。但連
中央也承認： 「三農」工作──即農業增效、
農民增收、農村繁榮，依然距離理想甚遠。取
消了農業稅，農村發展仍然滯後城市，農民生
活仍然未達小康，大量農民工仍嚮往到城市做
低下層勞工。

農業機械化及大規模生產，可以大大提高
生產效率。美國每年生產約三千億公斤糧食，
不單自給自足，還可出口，50%來自最大的 2%
農產大企業，便是最好的證明。以 1865 年創立
的嘉吉公司（Cargill）為例，這間跨國公司2011
年全球營業額，達1,339億美元，盈利25.6億美
元。在五大洲60多個國家，共僱用了14萬名員
工。在中國，嘉吉公司亦有7,000員工，52家營
運點。

大規模生產提高效率
大規模生產，必須使用機械，首要條件是土

地要集中成一大片，機械才有用武之地，才有成
本效益可言。假若耕地只得五、六分大，便只可
精耕細作。此所以，沒有農業機械化，就沒有大
企業農業（corporate farming）。

大企業農業，需要投入大量資本，大批購買

種子、肥料、農藥、燃料時有折扣，批發成品時
有優惠，這樣方可得到 「規模經濟」的效益。大
企業還有錢改良農作物品種，研究如何採用高科
技提高農作物產量（例如選育及基因改造食
物）、預防及治理蟲患和動植物病患的技術、建
設及改善農田水利基礎設施……等等。

大企業可像商業機構般採用先進的企業管理
方法，減低人手及經營成本。中國有數以億計農
民，但農產量遠遠及不上美國，美國農業人口只
有七百多萬。

追求「利潤最大化」
大企業還可發展多樣化產業，包辦種植、糧

食加工、包裝、分銷和貿易整個過程。每一個環

節都有利可圖。嘉吉不但生產和批發糧油，包括
小麥、糖漿、棕櫚油、澱粉等等，還從事動物營
養，動物蛋白，食品配料和應用，農業供應鏈服
務，以及能源、運輸和工業等。嘉吉進軍金融
業，成立了對沖基金，炒賣農產品期貨及其 「衍
生工具」，務求達致資本主義經濟的 「利潤最大
化」的目標。

這樣的大企業，真是 「一半天使，一半魔
鬼」。從好的方面講，大企業經營，效率高、可
以低成本生產大量糧食。單計產量，足供全球人
口食用；糧食不足、全球每七人便有一人長期營
養不良，是分配問題，不是產量問題。大規模生
產，令糧食價格下降，惠及已發展國家的一般普
羅大眾及中產階級。 撰文：博文

我見

跨國糧商ADM、邦吉、嘉吉和路易達孚（俗
稱 ABCD），加上益海嘉里，通稱國際糧商五巨
頭。他們分布全國各地，分別掌控種植、物流運
輸、科研、貿易以及糧油加工等產業鏈各環節，
當然也掌握中國糧油定價權。

目前中國食用油生產份額的 67%已掌握在
ADM、邦吉、嘉吉和路易達孚等外資巨頭手中；
全國97家大型油脂加工企業，外資控制了64家，
佔 66%，外資還佔有中國進口大豆加工能力的
80%。雖然中國也有企業推出了小包裝 「金鼎」食
用油，以此來穩定市場，但仍無法改變整個食用
油市場被外資壟斷的局面。 資料來源：人民網

1978年，中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包括對內改革和
對外開放，其中的對內改革方面，中國採取 「重城鎮輕
農村」、 「重工商輕農業」的經濟政策，政府對農村投
放資源不足，把大部分資源投放在城鎮，農村貧困問
題、通訊設備不足、缺乏基礎設施。中國農民的人均耕
地面積只有1.37畝，只有世界平均水平4成左右，由此
看來，中國農業發展遠遠落後。由於中國農業現代化起
步比美國遲延，又得不到政府的支持，農業發展一拖再
拖，加上面對外國產品的競爭，令中國農業幾乎無利可
圖。

相反，美國早於 1860 至 1900 年開始發展農業，擁
有天然及地理的優勢，氣候溫和，土地肥沃，自然資源
豐富，發展農業有得天獨厚的條件，有利於農業的機械
化耕作和大規模生產，美國更發明了更高效率的農業機
械，可以大量生產農作物，加上美國在技術上不斷地有
重大的突破，生產量不但能滿足本地市場，更可大量出
口至其他國家銷售，令美國成為世界上大型的農業出口
國。

假若要中國提高農業生產率，可能需要通過大規模
生產來取勝。農業機械化及大規模生產，可以大大提高
生產效率。大規模生產的首要條件是土地要集中成一大
片，機械有用武之地，才有成本效益。可是，近年中國
無法快速提高農業生產率，因為大部分地區不適合規模
化生產，人均佔有耕地少、平原少，生產技術落後於美
國，以致成本偏高，得不到效益。水土流失、沙漠化、
工商業發展佔用大部分地方，使農業不能進行大規模生
產。即使中國有數以億計的農業人口，美國農業人口只
有七百多萬，中國農產量遠遠不及美國。以上種種原因
使中國農業足足落後美國約100年。

四、五十年前到店舖買米、油、鹽、糖等，消費者
可以親眼看過，觸摸甚至嗅過貨品才買。買雞蛋、魚、菜
及肉，也可到街市親自檢驗過才買。今天，往超市購買糧油
食品，架上全是預先包裝好的貨品，不會讓消費者打開檢
驗，頂多回家拆開後發覺有損壞便退換。這樣做，可能較衛
生；但更重要的是，這增加了貨品的銷售期限。消費者無
法檢驗貨品，只好信任牌子，大公司有本錢把貨品包
裝搞得美觀、賣廣告推銷，自然比小生產商有利。

可是，消費者卻多付了錢。那些瓶子盒子及
廣告費，全轉嫁在消費者身上，同

時製造了垃圾。

超市盛行的壞處

點

機械化始於美國
農業機械化始於1860至1900年的美國。美國西部及南部有天

然及地理的優勢，氣候溫和，適合耕種；幅員遼闊，土地肥沃，因
從未耕種過。最重要是土地平坦，適合機械化耕作，碰巧此時發明
了更高效率的農業機械，可以大量生產農作物。這四十年間，美國
小麥的產量增加了四倍。大量生產卻無人問津，也是徒然。幸好此
時美國建成橫跨東岸至西岸的鐵路，令農產品可以迅速運到全國銷
售，加上急凍技術有重大突破，增加農產品的銷售時限。上述種種
因素，令美國成為農業出口國，直到今天。

點

美國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農產品生產國，也是世界
上農業科技水平最高、生產效率最高的國家之一。

美國擁有眾多大型跨國農業公司，其中，杜邦先
鋒公司是全球最大的玉米種業公司。它在全球近70個
國家開展業務，每年投入銷售額8-12%的資金用於玉
米育種研發，經費達 2 億多美元。又在全世界設立了
九十多個研究和試驗中心。

截至2010年底，杜邦先鋒公司在美國得到授權的
專利數為2446件，遠高於世界排名第二的美國孟山都
公司（1781 件）、瑞士先正達公司（485 件）、德國
巴斯夫公司（330件）和德國拜爾公司（343件），成
為美國農業科技競爭力的代表。

資料來源：中國科技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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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外商掌控中國食油價格

產業化農業增糧食產量產業化農業增糧食產量產業化農業增糧食產量
機械化機械化 管理化管理化 發展多樣化發展多樣化

2008 年，油價急升、食水供應短缺，加上歐盟堅
持到2015年時將交通工具用油中的生物燃料比例增至
10%，觸發全球糧食供應短缺，富裕國家開始為國民爭
取種植糧食的土地。

埃塞俄比亞是全球最多人捱餓的國家之一，有 1,
300多萬人需要糧食援助，埃國政府卻把至少300萬公
頃最肥沃土地租借給一些富裕國家和富豪，讓他們可
從當地出口食物，供應給自己的國民享用。

非洲已有高達5,000萬公頃的土地被 「佔有」，或
是投資者正在和政府商討 「佔有」條件，這面積相等
於兩個英國。帶頭爭地的是跨國農業企業、投資銀
行、對沖基金、商品交易商、主權財富基金、英國養
老金、基金會和個人投資者。單在埃塞俄比亞，自
2007年起便批出815項外資農業項目，投資者可以每公
頃1美元（約7.75港元）租用土地一年。

資料來源：英國《觀察家報》

大公司有本錢把貨品包裝大公司有本錢把貨品包裝
搞得美觀、賣廣告推銷搞得美觀、賣廣告推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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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有數以億計農民，但農產量遠遠及不上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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