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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印度 6月 1日开始实施食糖出口限制

印度对外贸易总局宣布，从 6月 1日开始，对印度的食

糖（包括原糖、精制糖和白糖）实施出口总量限制，2021/22

榨季糖出口总量限制在 1000 万吨。此前，印度糖出口总额

从未超出 1000 万吨，但在国际糖价上涨的推动下，印度食

糖出口有望创出新高。印度本榨季糖产量预计为 3500万吨，

国内消费量为 2700 万吨，加上上一季约 820 万吨的库存，

有 1600万吨食糖盈余。

2. 土耳其将进口 40万吨糖以抑制国内糖价上涨

5 月 29 日，土耳其政府公布了一项总统法令，将进口

40万吨糖。该法令规定，对进口的 40万吨糖将不征收关税，

根据新法令颁发的进口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2年 10月 15日。

进口配额也将分配给其产品中使用糖的公司。土耳其国内每

月消费量约 20 万吨糖，年消费量约为 250 万吨。今年 1-5

月期间，当地市场的食糖销量已超过 200万吨，而往常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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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45万吨。

3. 英国科学家培育“超级西红柿”

5月 23 日，发表在《Nature Plants》上的一项最新研究

中，英国科学家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他们利用CRISPR-Cas9

基因编辑技术改造了西红柿。食用这种“超级西红柿”所获得

的维生素 D相当于食用两个鸡蛋或 28克金枪鱼。经过基因

编辑的番茄看起来和普通番茄没什么区别，味道也一样，而

且基因编辑不会影响番茄的生长、发育或产量。

4. 新加坡垂直农场首次种出稻米

近日，新加坡淡马锡基金会与淡马锡生命科学研究院携

手进行的“大楼种稻”试点项目，成功在垂直农场中种出稻米。

研究人员先在温室中培育“淡马锡米”的禾苗，将之转送到 6

层楼高的垂直农场，栽种在大约两平方米大小的土壤中。种

植区设有传感器，藉由物联网与人工智能系统，监测稻米的

生长状态与环境变化，一旦发现环境变得高温干燥，即会自

动调整灌溉。在垂直农场中使用滴灌法种米，每公斤米只需

使用约 750升水，较传统种植耗用的水资源大约减少 7成。

5. 1-4月全国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7%

1-4月份，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增长 4.7%，其中：食

品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4.5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增加

值增长 9.2%。粮油、食品类商品零售额 5936亿元，增长 9.5%；

饮料类零售额 938 亿元，增长 10.4%；烟酒类商品零售额

1685.7亿元，增长 7.8%。

6. 2021年我国小龙虾产业总产值为 4221.95亿元



3

《中国小龙虾产业发展报告（2022）》显示，2021年，

我国小龙虾产业发展总体上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实现恢复

性增长。小龙虾产业总产值为 4221.95亿元，同比增长 22.43%。

其中，小龙虾养殖业产值 823.44 亿元，同比增长 10.03%；

以加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产值 368.51亿元，同比下降 23.24%；

以餐饮为主的第三产业产值 3030亿元，同比增长 36.49%。

7. 我国禁止尼泊尔猪、野猪及其产品输入

5月 18日，尼泊尔向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紧急报告，3月

19日至 4月 14日，该国巴格马蒂省 6家农场发生非洲猪瘟，

涉及的易感动物有 1426 头家猪，其中 1364头发病，934头

死亡。为保护我国畜牧业安全，防止尼泊尔非洲猪瘟传入，

海关总署、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禁止直接或间接从尼泊尔

输入猪、野猪及其产品；禁止寄递或携带来自尼泊尔的猪、

野猪及其产品入境，一经发现一律作退回或销毁处理。

8. 海南水陆两用稻新品种平均亩产 451.41公斤

5月 30日，海南省举办了“水陆两用稻中科西陆 4号”轻

简节水高效生产示范现场观摩会。该示范片面积 340亩，2022

年 1 月 18 日播种，采取抛秧节水节肥轻简高效栽培技术，

全生育期每亩施用 12.5 公斤复合肥，5 月 30 日成熟。专家

组随机选择管理水平中等的田块实割测产，平均亩产达

451.41公斤，认为该品种在耐旱、耐冷、耐热及肥料高效利

用等方面具有强优势。

9. 粤东江南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试运营

5月 29日，汕头市粤东江南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一期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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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蔬菜交易区启动试业。该项目总投资约 20 亿元，规划建

设约 45 万平方米，将汇聚蔬菜、水果、粮油、副食、冻品

等主导品类交易中心，涵盖加工配送、冷库、电商平台、检

测中心、智慧物流、商务配套等核心业态，成为集商贸、办

公、创意、流通、生活、居住、孵化及金融服务等多重功能

于一体的复合型农贸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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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商务部等八部门：推进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

近日，商务部、国家邮政局等八部门发布《关于加快贯

通县乡村电子商务体系和快递物流配送体系有关工作的通

知》提出，聚焦鲜活农产品主产区、特色农产品优势区，推

进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加快补齐产地冷链物

流短板，促进农产品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结合农产品生产

情况和物流集散点网络布局，在具备条件的县域或特大镇建

设具有商品化处理能力的产地冷链集配中心，推广移动式冷

库。加强农产品供应链建设，引导农产品批发市场加快完善

具备物流集散、低温配送等功能的冷链设施。推进农产品冷

链标准制修订，加强生鲜农产品质量监管和产品溯源。

2. 财政部：安排约 50亿元支持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

设

5月 30日，全国财政支持稳住经济大盘工作视频会议提

出，坚持居安思危，确保粮食能源安全。在前期已发放 200

亿元农资补贴基础上，再次下达 100亿元农资补贴，对实际

承担农资价格上涨成本的实际种粮者进行补贴，适当提高了

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等，提高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安排约

63.6亿元资金支持加快农产品供应链体系建设、实施县域商

业建设行动，安排约 50 亿元支持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

建设，并已下达了部分资金。

3.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突出抓好政策性收储和市场化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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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两个市场的监督检查

日前，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对外公布的《关于做好

2022年粮油收购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要求，加强对政策性

粮食收购的监督检查，强化对最低收购价粮食收购各环节，

特别是定点、收购验收环节的监督检查。加强对市场化粮油

收购的监督检查。加大对粮油收购市场秩序的监督检查力度，

核查粮食收储企业是否按相关规定备案，是否在收购场所显

著位置公布收购品种、质量要求、量（价）折扣规则、12325

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监管热线等信息；重点加强粮油收购活

动现场监督检查，排查是否存在不及时支付售粮款、坑农害

农等行为。

4. 农业农村部、中国科协：印发《关于开展 2022年科普服

务高素质农民培育行动的通知》

《通知》提出了五个方面重点任务。一是加强高素质农

民科学素质培训，系统普及生态环境保护、能源资源节约、

绿色发展等知识观念。二是促进科普服务高素质农民培育，

实施科普中国“智惠农民”项目，推动“科普中国”、“全国农业

科教云平台”等优质资源下沉乡村。三是引导科普设施服务高

素质农民，鼓励农业生产经营服务主体积极建设三农类科普

教育基地，支持科技小院与高素质农民培育合作对接。四是

搭建高素质农民科普活动平台，结合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

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科普日、科普之春（冬）等品牌活动，

形成一批服务高素质农民培育的活动品牌。五是推动高素质

农民开展科普服务，吸纳高素质农民中的乡村产业、社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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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创新创业带头人以专兼职形式融入各级科协组织、科普

组织。

5. 科技部：公布 10项农业科技 2022年度重点专项项目

10项农业相关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2022 年度重点专项项

目分别为：乡村产业共性关键技术研发与集成应用；农业生

物种质资源挖掘与创新利用；北方干旱半干旱与南方红黄壤

等中低产田能力提升科技创新；黑土地保护与利用科技创新；

农业面源、重金属污染防控和绿色投入品研发；畜禽新品种

培育与现代牧场科技创新；重大病虫害防控综合技术研发与

示范；主要作物丰产增效科技创新工程；海洋农业与淡水渔

业科技创新；工厂化农业关键技术与智能农机装备。

6. 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印发《加强自然资源要素保障助力稳

经济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

《通知》指出，优先保障建设项目规划空间，新增建设

用地规划指标应保尽保，对计划年内开工的各类建设项目，

所需的新增建设用地规划指标与年度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

标同步等额下达，全额保障。支持山区 26县“产业飞地”建设，

6月底前，统筹安排山区 26县每县 1500亩建设用地规划指

标，并定向为飞入地核减 750亩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支

持乡村振兴类项目永久基本农田布局调整，急需建设的乡村

振兴类建设项目，允许在耕地面积有增加、质量有提升、生

态有改善、空间布局有优化的前提下，调整永久基本农田布

局。加快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和生态修复项目，计划全年

完成投资 350亿元，全年新批准省级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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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修复工程 100个。加快推进耕地整治项目，新实施整治工

程 250个，整治规模 45万亩，计划投资 25亿元。创新完善

土地市场配置方式，探索增加混合产业用地供应，单一工业

用地中可突出主导用途（其中工业建筑面积占比不得低于

50%），兼容仓储、物流、研发、办公、商业等混合用途。

7. 广东省政府：进一步加强涉农资金统筹整合

6月 1 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的《关于进一步

加强涉农资金统筹整合的实施意见》明确，创造性拓展资金

筹集渠道，加强财政金融政策协调，通过贴息、政策性农业

保险、信贷担保、风险补偿资金池等方式，集聚金融资源支

持乡村全面振兴。具备条件的县可因地制宜探索多层次、多

形式统筹整合涉农资金，联动地方政府债券、政府性基金、

国有企业等渠道，解决乡村振兴领域重大项目投融资需求。

突破现有管理制度规定的，应按管理权限和程序报批或申请

授权。在预算编制阶段，研究确定涉农资金年度预算盘子，

保证涉农资金逐年稳定增长，有序推动其他用于“三农”领域

的资金纳入整合范围。坚持财力下沉，确保 80%以上省级涉

农资金下放市县统筹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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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牧人：IPO拟募资 14.4亿元

近日，青岛大牧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首发过会。本次 IPO，

拟募集资金 14.4亿元，将用于胶州制造中心二期建设项目，

年产 36万台/套风机及自动化禽类饲养料线等设备生产线扩

建、改造项目，胶州研发中心二期建设项目以及补充流动资

金。大牧人是国内规模较大的成套养殖设备制造商和养殖场

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前三大股东山东新希望六和、香港佳

峰、武汉科谷分别持股 25.875%。

2. 祖名股份：3亿元投资投建豆制品生产基地

祖名股份公告称，公司拟在武汉江夏经济开发区建设豆

制品生产基地，项目总投资达 3亿元。建成投产后，自开票

销售年度起 5 年内预计年产值达到 3.3 亿元，预计年缴纳税

费不低于 2400 万元。祖名股份认为，本项目建设是公司在

华中地区的重要战略布局，有利于提升公司豆制品生产加工

能力，符合“立足长三角，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发展规划。

3. 极飞科技：连续多年亏损被终止 IPO

近日，上交所决定终止对极飞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科创板上市的审核。2018年到 2021年上半年，极飞科技

的营收分别为 3.22亿元、3.57亿元、5.30亿元、4.69亿元；

净利润分别-671.74 万元、-3970.32 万元、-6084.55 万元、

-8512.29万元。公司主营业务包括研发、制造并销售农业无

人机、农业无人车、农机自驾仪、农业物联网设备等在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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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农业装备和智慧农业管理系统，并提供相关技术服务。

4. 秋乐种业：拟冲刺北交所 A股上市

5月 30日，秋乐种业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申请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的议案》的议案。本次 A

股 IPO，拟公开发行股票不超过 3304万股；若全额行使超额

配售选择权，拟公开发行股票不超过 3799.6万股，发行底价

为 7.9元/股。募集资金用于生物育种研发能力提升项目、补

充营运资金项目，使用募集资金额为 2.65亿元。秋乐种业目

前为基础层挂牌公司，须进入创新层后方可申报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北交所上市。

5. 傲农生物：拟 6亿元投资设立福建傲芯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近日，傲农生物拟在福建省漳州市投资设立福建傲芯种

业科技有限公司。傲芯种业成立后，傲农生物拟将下属生猪

育种板块部分子公司股权进行整合由其持股，作为生猪育种

核心业务的控股平台。傲芯种业注册资本 6亿元，由傲农生

物认缴出资全部资本。傲农生物表示，这是为了促进公司生

猪育种板块更专业、更高效地发展，增强公司生猪种业创新

能力和水平，持续提升公司种猪产品质量、品牌和市场竞争

力。

6. 永辉超市：发力田趣大米自有品牌

今年是永辉自有品牌田趣发展的第六年，田趣大米的“种

子计划”再进一步。永辉田趣大米拥有全系列 9个品种，全国

基地种植面积约 20万亩，年产量近 8万吨，2022 年前四个

月销售额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超 20%。永辉正在以自有品牌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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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大米为模板，持续深耕源头供应链，增强产品力，通过智

慧农业科技兴农，促进增产增收，助力保障“中国粮食、中国

饭碗”，并带动产业助推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

7. 正邦科技：与厦门建发股份开展农产品供应链业务合作

近日，正邦科技与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战略

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开展农产品供应链服务、饲料加工、

养殖等领域相关产业研究，围绕产业发展前景、发展规划与

合作共赢，共同探讨双方在供应链业务合作、项目合作与股

权合作机会，以推动双方主业发展，合作金额不超过 60 亿

元，协议首期合作期限为三年。

8. 盒马：保留“流动超市”模式并增设社区团购储货服务

日前，盒马总裁侯毅表示，盒马近 80%的门店基本恢复

线上运营，已恢复超过 5000 种商品的供给。正常情况下，

盒马的商品数量超过 2万种。侯毅表示，将会保留疫情期间

开创的“流动超市”模式。同时，增设社区团购储货服务——

以盒马 X会员店为先导，每周向小区开放一次大包装商品的

团购。

9. 物美集团：建立“生态产业基地” 计划

5月 27日，物美集团宣布建立生态产业基地并举办揭牌

仪式。“物美生态产业基地”依托物美生鲜供应链和产地直采

优势，形成了一套完套的农产品加工体系，在食品安全方面

的各个环节实现了标准化管理。同时，通过数智化升级为打

造农产品供应链提供了便捷，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未来

计划通过农业基地拓展全新的“私人订制”产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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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双汇发展：成立餐饮事业部 入局预制菜

双汇发展表示，近几年的疫情催生了“半成品”食材的消

费热潮，直击消费者备菜的烦恼痛点，为消费者解决厨房烦

恼。为此，成立了餐饮事业部，立足于“好食材成就好菜品”，

打造出以食材销售为主、餐厨用品为辅，建立起全国领先的

餐饮供应链平台。目前，已经推出家宴系列、筷乐星厨系列

预制产品，未来将通过线上线下联合推广，加强 B端和 C端

的市场开拓。

11.垂直农业公司 Oishii：启用全球最大室内垂直草莓农场

近日，垂直农业公司 Oishii启用了位于新泽西州泽西城

的Mugen室内垂直农场，专门用来种植Omakase草莓。Mugen

农场面积约 6874.8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室内草莓种植

垂直农场。依靠机器人、自动化和蜜蜂授粉，在室内垂直农

场重建了日本原产地的环境特征，让这些草莓植株实现全年

生长，并能以理想的速度成熟，获得额外的甜味。目前

Omakase 草莓的售价从 50 美元/盒降至 20 美元/盒，而特别

版“初花草莓”的价格仍然是 50美元/盒/6颗，一颗价格超过 8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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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行情

【农业产业链概念股】

环节 代码 名称
股价 市盈率

TTM
总市值

（亿元）5/27 6/2

种业
000998 隆平高科 17.03 17.7 305.2 233.1
300087 荃银高科 17.08 17.78 62.8 120.31

谷物种植与

初加工

601952 苏垦农发 16.2 15.82 28.9 218
600127 金健米业 8.56 10.03 -161.9 64.37
600598 北大荒 15.37 16.28 31.4 289.41

果蔬种植与

初加工

603336 宏辉果蔬 6.38 6.62 66.4 29.04
300175 朗源股份 4.03 4.1 -21.2 19.3

其他农产品

加工

300138 晨光生物 15.92 16 22.4 85.24
600737 中粮糖业 8.1 8.23 32.1 176.03
603288 海天味业 72.7 74.84 53.0 3467.96

家禽养殖
002299 圣农发展 17.03 17.49 71.9 217.57
300761 立华股份 33.2 36.06 -16.9 145.64

生猪养殖
002714 牧原股份 49.31 49.94 -50.7 2657.85
002124 天邦股份 6.31 6.13 -2.1 112.74

水产养殖
300094 国联水产 5.39 5.26 -541.1 47.99
600467 好当家 2.64 2.74 61.6 40.03

饲料加工
000876 新希望 14.12 13.96 -5.0 628.9
002567 唐人神 7.99 7.48 -5.7 90.21

农用机械
300022 吉峰科技 5.18 5.16 113.4 19.62
603789 星光农机 9.58 9.24 -14.9 24.02

化肥农药
000553 安道麦 A 11.26 11.39 60.8 253.38
600596 新安股份 18.32 18.37 5.8 210.47

农产品供应

链

600057 厦门象屿 9.55 9.42 8.9 203.21
600704 物产中大 5.06 5.07 6.4 263.44
600153 建发股份 13.41 13.02 6.1 38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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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期货收盘价】

名称 5 月 27 日 6 月 2 日 变动幅度（%）

生猪 2209 18735 19020 1.5

苹果 2210 8943 8857 -1.0

鸡蛋 2209 4761 4706 -1.2

白糖 2209 6047 6090 0.7

豆粕 2209 4200 4145 -1.3

棕榈油 2209 12096 12062 -0.3

豆油 2209 11740 11770 0.3

菜油 2209 13948 14133 1.3

菜籽 2209 6740 6769 0.4

粳米 2207 3370 3364 -0.2

玉米 2209 2944 2875 -2.3

【宏观数据】

 6 月 2 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1 美元兑人民币 6.7095 元，1 欧元

兑人民币 7.148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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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1 日，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BDI）为 2633，比 5 月 27 日的

2681 下跌 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