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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联合国粮农组织—燕宝农业人才基金正式进入启动实施

阶段

近日，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与中国农业

农村部签署文件，标志着粮农组织—燕宝农业人才基金正式

启动实施。该基金实施周期为五年，重点安排五个关键领域

项目活动：预防和控制跨境动植物疫病、有害生物；农业技

术创新、数字农业等；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和粮食安

全、热带农业发展等；农作物、畜牧和水产等领域的生产和

管理；支持粮农组织重大倡议和全球行动计划的组织实施。

2. 西班牙预计 2022年收割期谷物减产 20%至 40%

西班牙农作物组织估计，该国 2022 年收割期的谷物产

量比起正常时期标准作业下的产量减少 20%至 40%，7月收

割期结束后的谷物产量将为 1720万吨，与 2021年同期相比

减产约 30%。西班牙最大的谷物产地卡斯蒂利亚-莱昂大区预

计将面临更严重的谷物减产，部分区域产量可能将同比减少

50%以上。近日遭遇山林火灾的萨莫拉省同比减产幅度将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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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60%。2022年初期的干旱天气和近日的高温天气是西班牙

谷物减产的主要原因。同时，俄乌冲突也将加剧西班牙谷物

产品的短缺。

3. 全国“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

今年全国“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从 5 月 28 日全面展

开，由南向北快速推进。截至 6 月 21 日，四川、湖北、河

南、安徽、江苏、陕西、山东、河北、山西等 9省已收获 3.01

亿亩，收获进度达 99.2%，全国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60多

万台联合收割机、80多万专业收割机手奋战在麦收一线，累

计机收面积 2.98亿亩，收获机械化率超过 98%，为将“丰收

在田”转化为“丰收在手”提供了机械化硬核力量。

4. 1-5月我国粮食进口 6652万吨

海关总署最新数据显示，我国 1-5月粮食进口量为 6652

万吨，较 2021年年同期略减 0.2%；但进口金额大幅增长，

达到 34676.5 亿元，增幅 25%。其中，5 月份，我国进口粮

食 1591万吨，较 4月增加 231万吨，较去年同期微增 0.2%；

小麦进口量为 67万吨，较 4月下降 3.7%，同比下降 14.6%。

玉米进口量为 208万吨，同比减少 34.1%；高粱进口量为 167

万吨，同比增加 171.4%；大豆进口量为 967万吨，同比增加

0.7%。

5. 第十八届福建粮洽会已落实 286项粮食购销意向合同

6月 18日-20日，第十八届粮食产销协作福建洽谈会在

福州举行。本届粮洽会由福建、山东、江西、吉林、安徽、

河南、黑龙江、湖南、江苏、湖北、内蒙古、宁夏等 12 个

省（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局）主办。吸引了 400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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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企业参展，涵盖粮食产业各个领域，省内外报名参会企业

达 1500 多家。粮洽会已落实 286 项粮食购销意向合同、数

量 498万吨，征集到 61项粮食行业科技成果、25项粮食企

业科技需求。

6. 浙江省乡村振兴研究智库联盟正式成立

6月 16日，浙江省乡村振兴研究智库联盟启动仪式在浙

江大学举行。联盟将通过系列活动，实现联盟成员单位间的

信息共享共建、资源对接，彼此支撑，互利发展，推动开展

浙江省乡村振兴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为浙江省建设美丽中

国先行示范区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目前，有浙江省农

村发展研究中心、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浙江大

学社会治理研究院、中国（丽水）两山研究院等 14 家单位

参加。

7. 全国供销合作社农产品销售平台成立

6月 23日，中国供销农产品批发市场控股有限公司联合

农产品流通行业 61家企业、5家全国性行业协会以及 1家国

家级科研院所，共同发起成立了全国供销合作社农产品销售

平台。平台将逐步建立起系统内上中下游会员联动合作的平

台机制，重点开展以下工作：一是发展集采业务，为上游生

产主体拓展销售渠道；二是开展联采业务，服务下游商户会

员，降低采购成本；三是组织多种形式的产销对接活动，为

各类农产品市场主体打造供销特色对接合作模式；四是依托

数字化平台，为不同类型会员提供个性化定制服务，扩大农

产品销售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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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引导支持农业龙头企业高质量

发展的若干意见》

《意见》提出，到 2025 年，全省培育农业龙头企业达

到 8000 家，建设 200 个以上省级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打造

100条单条产值超 10亿元的农业全产业链。《意见》从财政

支持、税收优惠、用地保障、人才支撑、金融支持等五方面，

加大对农业龙头企业的扶持和保障力度。支持各地对农产品

加工类龙头企业在亩均效益综合评价中，与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相区别，实行单列评价或设置加分项，在类别认定中通过

提档升级等给予倾斜。对山区 26 县农业加工业项目，固定

资产投资、投资强度、亩均增加值、亩均税收指标按 0.7修

正系数下调立项标准。探索建立政策激励机制，大力支持农

业龙头企业开展加工技改、优良品种繁育、新产品开发等。

经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农业龙头企业，减按 15%的税率征

收企业所得税。对符合条件的农业项目用地和农产品初加工

项目用地，在确定土地出让底价时，可按不低于所在地土地

等别相对应《全国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的 70%执行。

加大农业龙头企业贷款投放力度，实现农业龙头企业贷款增

速不低于涉农贷款增速。

2. 省科技厅：修订《浙江省农业科技园区管理办法》

《管理办法》明确六个方面创建要求。一是突出地域特

色。面向全省市、县（市、区）基层，建设一批区域特色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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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引导示范带动作用强的省级农业科技园区。二是推进产

业集聚。要培育一批农业科技企业，使园区成为一二三产衔

接联动、涉农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的农业产业链联动区。

三是强化创新引领。要有较强的科技开发能力或相应的技术

支撑条件，有较好的研发基础设施条件；具备一定数量的科

技创新载体和科技型人才团队，有相应的科技金融渠道和平

台。四是推动成果示范。要建立较完善的技术转化服务体系，

能够承接技术成果的展示示范和转移转化。四是完善科技服

务。要有一定数量的科技特派员和创新创业服务机构。五是

健全组织管理。应建有相对健全的组织管理体系，成立专门

的园区管理委员会。要有相应的政策举措，特别在产业政策、

科技政策、人才政策、创业与投融资政策、财税政策、技术

收益分配政策等方面有完善和创新的举措。六是明确四至范

围。要具有明确的地理界限和一定建设规模，园区核心区面

积不低于 1000亩，核心区、示范区、辐射区功能定位清晰，

建设内容具体。

3. 省科技厅：修订《浙江省重点农业企业研究院建设管理办

法》

《管理办法》提出，通过省级重点农业企业研究院建设，

着力培育和创建一批具有较高层次和水平的农业企业技术

研发机构，推进产业链与创新链的深度融合，做大做强农业

企业。主要任务是引领农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做大做强农业

科技型企业、集聚高端创新资源。重点支持以下领域技术创

新及产业化：现代种业、十大农业主导产业、现代农业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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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智能农机装备和新一代工厂化农业、营养健康食品开

发与保鲜物流、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业生物产业、数字农业。

4. 省农业农村厅等：印发《种粮补贴动态调整实施办法》

为进一步完善粮油生产补贴政策，改进补贴办法，有效

发挥补贴政策效能，缓解农资价格上涨对种粮成本增加的压

力，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省发

展和改革委联合制定《种粮补贴动态调整实施办法》。一是

农资成本测算。以水稻为监测作物，以水稻亩均化肥农药成

本作为种粮补贴动态调整的参考依据。每年 3月以早稻生产

化肥农药使用定额标准、6月以单季稻生产化肥农药使用定

额标准，作为亩均化肥农药用量标准。二是补贴动态调整。

当水稻亩均化肥、农药成本比 2020 年基准上涨超过 50 元

（含）时，启动年度动态补贴。动态补贴标准为水稻亩均化

肥、农药成本上涨额的 30%（向上取整）。三是补贴资金发

放。全年稻麦油菜复种、一季旱粮种植和“三园”地间作套种

同一旱粮作物（不含大小麦）50亩以上的规模化种植主体。

动态补贴的申报、核定、公示、发放等程序，与省级粮油规

模种植补贴同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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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先正达集团：再次启动“MAP杯”数智农业大赛

近日，2022 年“MAP 杯”数智农业大赛正式启动。本次

大赛由先正达集团中国携手中国农业科学院资源与农业区

划研究所、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南京农业大学共同发起，

广邀国内外科研机构、创新企业、高等院校等团体和个人参

与，采用“以赛代研”、“产学研用”的合作模式，共创数智技

术，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2. 苏垦农发：拟 20亿元全资设立江苏种业集团

苏垦农发拟以股权和货币方式出资 20 亿元全资设立江

苏种业集团，其中以全资子公司大华种业 100%股权账面价

值作价出资 11.1亿元，以货币出资 8.9亿元，从事农作物种

子研发、生产、加工、销售等相关业务。江苏种业集团将聚

焦覆盖现代种业全产业链条，重点构建育种研发与转化（育

种研究院）、繁种应用与生产（繁种分公司）、良种加工与

推广（种业子公司）三大业务板块。

3. 美农生物：正式登陆 A股市场

国内饲料添加剂细分领域的领先生产商——美农生物

正式在 A股市场登陆。作为一家专业从事饲料添加剂和酶解

蛋白饲料原料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已形成丰

富的产品线及产品应用方案，用途涵盖了猪、反刍动物、家

禽和水产等多个领域。与牧原股份、禾丰股份、大成食品、

海大集团、中粮饲料、东方希望、傲农生物、立华股份等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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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饲料生产及养殖企业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合作。

4. 东瑞股份：拟定增募资 7.73亿元加码“楼房养猪”

东瑞股份拟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不超过 7.73亿元，

全部用于东源东瑞农牧发展有限公司东源县船塘现代农业

综合体项目（黄沙基地）。项目达产后，每年可新增 30 万

头商品猪，同时，项目全面应用“楼房养猪”生态养殖模式。

公司 2021 年投资建设的连平东瑞多层楼房智能化生猪养殖

项目已进入收尾阶段，正在进行设备安装，预计今年第三季

度开始投产。

5. 天邦股份：募资不超过 28亿元升级数智化猪场

天邦股份拟向特定对象发行不超过 5亿股，募资不超过

28亿元，投入到“天邦股份数智化猪场升级项目”和“补充流

动资金”，拟投入金额分别为 20亿元和 8亿元。“数智化猪场

升级项目”将对公司生猪养殖场进行环境舒适度、生物安全、

数字化和智能化升级。

6. 谊品生鲜：推出“活着的菜”新业态

谊品生鲜新一代店“活着的菜”开业，与谊品生鲜常规

店不同，“活着的菜”的店内装修采用纯白色，更简约也更

受年轻人喜欢，而货架上摆放着的各类网红零食，也让整间

门店看起来更加“年轻化”。还在线上推出“海鲜同城两小

时送”：将合肥市内多点布局的海鲜批发市场档口作为发货

点，配送范围覆盖全城。

7. 爱科农：完成两轮过亿元融资

智慧种植决策服务商“爱科农”宣布完成两轮共计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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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融资，A 轮由源码资本领投，A+轮由 IDG 资本和高

瓴创投联合领投，线性资本、食芯资本两轮均参与跟投。爱

科农成立于 2016年，核心产品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种植模

型，为农户提供精确到天的耕作建议，并利用软硬件进行种

植数字化管理；同时延展至供应链环节，为农户提供农资农

险等服务。目前，服务范围已覆盖全国 10 余个省市，服务

土地面积 2600万亩，亩均收提升约 200元。

8. 昌进生物：获 1.4亿元 A轮融资

近日，微生物合成蛋白企业昌进生物完成 1.4 亿元人民

币 A轮融资，由食芯资本领投、斯道资本、夏尔巴投资、高

瓴创投、远翼投资、碧桂园创投参与投资；2021年底，公司

完成 5500万元的 Pre-A轮融资。目前，公司微生物蛋白一期

5吨罐实验产线已投产，6条 50吨罐生产线设计完成，9000

平方米的厂房已在建设中。

9. 英国Moolec公司：分子农业公司估值超 5亿美元

近日，通过转基因植物来生产动物蛋白的英国公司

Moolec 宣布，将与位于特拉华州的特殊目的收购公司

LightJump Acquisition Corp. 合并。Moolec 在此交易中估值

5.04亿美元。交易完成后，Moolec或将成为第一家在纳斯达

克上市的分子农业食品技术类公司。本次 IPO筹集的现金将

用于加速产品 Chymosin 和 GLA的商业化、扩大现有产品管

线的研发和监管审批工作、为团队扩张和一般公司费用提供

资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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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行情

【农业产业链概念股】

环节 名称
本期

价格

环比

涨跌
市盈率
TTM

总市值

（亿元）

种业
隆平高科 16.76 -0.38 289.0 220.72
荃银高科 16.71 -0.41 59.0 113.07

谷物种植

与初加工

苏垦农发 14.87 -0.23 27.2 204.91
金健米业 9 -0.25 -145.2 57.76
北大荒 14.88 -0.3 28.7 264.52

果蔬种植

与初加工

宏辉果蔬 6.29 -0.11 63.1 27.6
朗源股份 3.88 -0.1 -20.1 18.27

其他农产

品加工

晨光生物 15.69 -0.72 22.0 83.59
中粮糖业 7.54 -0.39 29.4 161.27
海天味业 84.18 0.75 59.6 3900.76

家禽养殖
圣农发展 19.28 -0.14 79.2 239.84
立华股份 41.59 -0.11 -19.5 167.97

生猪养殖
牧原股份 56.9 2.05 -57.8 3028.27
天邦股份 7.28 0.26 -2.5 133.89

水产养殖
国联水产 5.49 -0.12 -564.7 50.08
好当家 2.69 0 60.4 39.3

饲料加工
新希望 15.78 0.16 -5.6 710.9
唐人神 9.5 0.01 -7.3 114.57

农用机械
吉峰科技 4.8 -0.08 105.5 18.25
星光农机 9.09 0.3 -14.7 23.63

化肥农药
安道麦 A 12.19 -0.3 65.1 271.06
新安股份 22.04 -0.81 7.0 252.52

农产品供

应链

厦门象屿 8.5 -0.23 8.1 183.36
物产中大 5.03 -0.05 6.4 261.3
建发股份 11.76 -1.07 5.6 35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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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期货收盘价】

名称 本期价格 环比涨跌 环比涨跌幅（%）

生猪 2209 19675 975 5.21

苹果 2210 8714 -66 -0.75

鸡蛋 2209 4607 -59 -1.26

白糖 2209 5847 -254 -4.16

豆粕 2209 3783 -481 -11.28

棕榈油 2209 9108 -2404 -20.88

豆油 2209 9888 -1998 -16.81

菜油 2209 11757 -2691 -18.63

菜籽 2209 6475 -500 -7.17

粳米 2207 3282 -60 -1.80

玉米 2209 2786 -81 -2.83

【宏观数据】

 6 月 24 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1 美元兑人民币 6.7000 元，1 欧

元兑人民币 7.052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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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23 日，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BDI）为 2354，比 6 月 17 日

的 2578 下跌 8.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