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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因为我目前正在从事的与生态文明高度相关的新乡村建设试验，尽管对于本书作者作为重点讨论
的动物蛋白质垂直整合的产业知之甚少，但由于我更看重的是它所关联的源头，也就是土地和农民。
因此，借作序表达一些看法以就教于读者。
　　目前我国农民在经济基础方面基本上还处于高度分散、无组织状态。
高度分散的农民不可能和外部成规模的主体之间通过谈判形成正常的契约关系。
在农业产业化的初期，中国分散的农民和国际市场一碰，问题就出现了。
所以，这个时期出现的“农户+公司”的模式给农民带来了某种缓冲，至少使得中国农民不必直接面
对残酷的国际市场。
但是，随着产业资本迅速扩张和社会剧烈变革，“公司+农户”的模式无法一劳永逸地解决农村和农
民的所有问题，三农问题成为了困扰中国社会的一个不可回避的课题。
这些问题不仅表现在农业产业化困惑的表象，还表现在农民之于土地、文化、生存和发展的深层问题
上。
　　根据我在世界各地农村的考察，三农问题并非中国独有，也并非发展中国家独有，而是一个具有
普适性的问题。
东亚那些以小农经济为农村经济基础的日本、韩国等，尽管都已步入发达国家行列，但照样存在“三
农”问题。
韩国农民在香港诉求，坚决反对全球化，就是因为韩国的“三农”问题相对比较严重。
不论韩国的工业多么发达，其农村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凋敝的。
在这些东亚以小农社会为基础。
的国家，化解或缓解“三农”困境，主要是靠新农村建设，韩国叫“新农村运动”，日本称之为“农
村整治”，我国现在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由于资源约束的国情相似，所以，尽管说法不同，政策内容却相差不多。
　　有人希望把美国的农业经济理论和政策翻版到中国来，似乎认为中国只要照搬美国制度就万事大
吉。
但需要明白的常识是，“中国无农场，美国无农民”。
中国有两亿多农户，美国仅有17万农场主，一个农场有几百公顷，农场所有者称为“farmer”，应翻
译为“农场主”，而不应简单化地翻译成农民，美国农场主和中国的“农民”是异质性很强的两种不
同经济主体。
既然政策和理论的对象如此不同，难道能把美国的针对农场主的政策和理论搬来中国用吗　　话题回
到本书。
　　以一只鸡为媒，扫描中国农畜食品产业，应该说是一种新颖的思路。
也许有的人会说：从粮食安全，到国际贸易，从一个养鸡农民的流水账到农畜食品产业的破局，这些
话题如何统摄到一个主题之下　　这句话正好问到一个关键点上。
　　农业产业化问题，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从中国的土地上衍生的任何一个经济问题，
其背后都链接着纷纭复杂的、涵盖着历史和现实社会的要素。
比如食品安全问题，如果追溯，其源头应该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生态功能问题。
从农村的生态功能的恢复，到农民生存环境的改善，再到农民疾病控制，只有实现农村的生态功能恢
复和回归，在另一端，城市的食品安全才能得到来自源头的保障。
但是农村生态功能的恢复，并不是食品安全问题的终极答案。
这个问题涉及到现行法律法规的健全与完善、执法系统的良性运转、公民道德的自律与完善、当代文
化的断裂与修复等诸多社会化问题。
　　因此，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围绕一只鸡，能衍生出如此丰蕴的话题。
　　关于本书的内容，引起我阅读和思考兴趣的素材，浓缩起来，其实也就是这只鸡，以及书中写出
的一个鸡农吕忠喜的流水账。
　　我想说的是吕忠喜，这个看似极普通的东北农民，他的生活和工作，极类似于我一直阐释的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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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功能恢复进程中的农民人物。
　　这个人到现在为止，先后和鱼、鸡打交道，尽管捕鱼、养鸡的过程，没有什么诗意，没有可供诗
人抒情的素材，更没有感天动地泣鬼神的戏剧性经历，甚至没有更丰富的可供记者挖掘的内容。
但是，正是这么一个普通的农民，在一个社会转型期、在当下生活观念、价值观念、生活形态剧烈转
变的时期，依然保有着农民的秉性。
他的生活一直根植于他周围的土地，他的文化没有被割裂，他的生活没有被所谓的经济大潮所中断、
打乱，他的工作状态延续了中国农村的文脉。
但是，透过“公司+农户”模式，他以及他的家庭又有机地和一个产业、以及这个产业的发展、勃兴
、崛起联系在了一起。
这也许正是一种正常的农村生态模型。
　　另外我想说的是这只鸡。
　　本书提供了30多年前的一只鸡，和当下中，国动物蛋白质产业崛起框架下的一只鸡的比对。
同是这样的一只鸡，由于社会的发展以及中国产业经济的成熟，而变得语义迥异。
　　30多年前，一只鸡，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意味着日常生活开支的来源。
另外，这只鸡依然延续着小农经济社会特有的身份。
　　而现在，这只鸡从形态和基因上看，与30年前的那只鸡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但是，围绕这只鸡
生成的语义，却显然早已逾越了小农经济社会体制下一只家禽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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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一只肉食鸡为媒，以中国地区肯德基的最大供应商大成集团为例，引出了动物蛋白质产业、农
畜食品产业、食品安全、三农问题等诸多农业问题，还由此延伸，讨论到了跨国食品贸易、以及由国
际食品贸易问题引发的国际政治、经济问题，并对产业进行了预测和判断。
本书梳理了大豆困局、玉米紧俏、猪肉涨价、大国博弈等国内外食品经济信息，案丰富有趣，可读性
强。
蒲长城、温铁军、宁高宁、林毅夫联袂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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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叶鸿，笔名小叶秀子。
军旅生涯19年。
从军人到作家，从作家到记者，从财经主编导报社社长，从北大到哈佛，经历了人生的锐变与求索。
已出版《爱情鞭子》、《天囚》、《天下第一爆》等19部著作。
因《红尘陷落--第三次离婚浪潮》引发了社会和学界对20世纪以来中国婚姻问题的历史和现状的关注
与思考；因策划主持《羊城晚报》“财富沙龙”及“凤舞东方  名人3+1”论坛，开创了媒体与受众“
同频共振”的首个案例；因在美国讲学期间撰写出版《走进美国华裔名人的家》、《曼哈顿的最后48
小时》而备受海外关注。
今年着力研究并推动农村产业集群化与中国“食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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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疯狂的粮食　1、美国人的粮食大棒　2、神秘的四大粮商　3、苏联人用粮食下了一盘很大的
棋　4、一个由大豆引发的怪圈　5、残忍的大豆游戏　6、粮食的政治隐喻第二章  吕忠喜与史密斯　1
、中国农民吕忠喜　2、美国农民史密斯　3、大成鸡事　4、哪里的农民能过好日子？
　5、家庭流水账的启示第三章  家家锅里有只鸡　1、胡佛竞选美国总统因鸡而胜出　2、全球蛋白质
产业链巨无霸　3、契约，从鸡开始　4、初入东北的大成契约鸡　5、到底是只什么样的鸡？
第四章 大国斗鸡　1、美国人说整谁就整谁？
　2、中日贸易战肉鸡出口受阻　3、入江吉荣有先见之明　4、一边斗一边熟悉游戏规则　5、数据插
入第五章  鸡也疯狂　1、牛，为什么会疯？
　2、鸡，为什么会感冒？
　3、动物福利与贸易壁垒　4、大成的“鸡灵碑”　5、终极关怀与悲天悯人第六章  食品安全忧思录
　1、从教授改行说起　2、“甲醛门”引发的“阴谋”　3、食品安全的道德批判　4、可追溯性：从
农场到餐桌　5、大成的66道品管第七章 永续：人类面临的一道两难命题　1、谁在蹂躏地球的肺叶？
　2、无节制的资源消耗　3、土地的革命和土地的危机　4、附录：《2005年中国环境状况公
报&#8226;土地状况》　5、农牧业是一个永续经营的产业第八章  转基因密码　1、玉米蒙太奇　2、美
国玉米洗牌　3、转基因玉米带来的冲击　4、美国转基因玉米进入中国　5、玉米持久战论第九章 克
隆，21世纪繁殖的阵痛　1、未来人类吃什么？
　2、克隆肉：你敢吃吗？
　3、谁在未雨绸缪？
第十章  牧歌的消逝与变奏　1、中国鸡事　2、动物的解体线　3、牧歌的影像与记忆　4、潘宝城：一
个缩影　5、传统产业的大智慧——对话韩家寰第十一章  大鸡崛起　1、文化的肉和肉的文化　2、猪
肉涨价了啦！
　3、爱鸡没商量　4、“大成”与“大鸡”第十二章  做一个最令人景仰的食品公司　1、韩公这个人
　2、一次让人扼腕的危机公关　3、进退与得失之间　4、宝隆危机　5、中国有令人景仰的企业吗？
　6、令人景仰，不容易第十三章  因为有梦——对话韩家寰　1、因为有梦，我们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2、上市公司的老板不舍得用空调　3、做个鸡头　4、我深爱着这块土地　5、微观化的永续话题　6
、结束语附 录：大成集团大事记（1957-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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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苏联人用粮食下了一盘很大的棋　　历史是无法进行气候预测的。
如果当时美国的那个参事能停下车，走进麦田，掐下几个麦穗，看看麦粒灌浆的情形，也许他会预判
到麦收的结果；与此同时，高科技的美国人造卫星，它拍摄的苏联麦浪滚滚的图片也在一定程度上欺
骗了美国农业部官员和美国政客的眼睛。
不然的话，苏联历史的进程将是另一番样子。
　　黑海是世界最大的粮仓之一。
自古以来，黑海的粮食就是其周边国家的命脉。
当年德苏战争之初，希特勒兵分三路攻打苏联，其中南路，直指黑海边乌克兰地区的粮仓。
　　七十年代，美苏之间冷战胶着。
两国之间的明争暗战，不仅涉及到核武器、太空战略、外交军事，也涉及到粮食生产与贸易。
　　话说1972年的夏天，天气有点闷热。
美国驻苏联领事馆参事开车到了黑海沿岸。
参事此行不是观光度假的，他们计划搜集一些小麦和玉米的收成信息，以便反馈给美国国内，提醒美
国的粮食生产与贸易提前作出应对措施。
参事所看到的和苏联报章杂志的宣传报道并无什么大的差异，只是眼前所见，应该比社会主义的新闻
媒体报道的似乎更好。
从沿岸的公路边放眼望去，波浪一般的麦田仿佛一直延伸到天际，橙黄的麦穗在夏天闷热的空气里兀
自沉醉着，它们默默地汲取黑海肥润土地的营养。
　　“看来，今年的苏联又是一个丰收年。
”他自言自语着。
从黑海回来，这名参事向美国农业部发回一则消息：“苏联粮食丰收。
”　　与此同时，美国也正在研究由人造卫星传来的图片资料，综合判断当年的苏联及世界谷物生长
与收获状况。
　　苏联政府也没闲着，他们根据眼下的小麦长势，对外预估，今年可能是苏联近二十年来谷物最为
丰收的一年。
而全世界的粮食市场，因为苏联丰收的消息而应声下跌，跌入近八年来的谷底。
　　这名参事所看见的景象绝对不是58年大跃进时候的中国乡村。
那时，干部和社员把收割好的麦子与水稻捆成捆地扎在铁路边的田地里。
毛主席在专列上打眼一瞥，就看见农作物长势喜人，农民穿着新衣服快乐劳动。
那家伙，那景象是相当壮观，“喜看稻菽千重浪”，主席不写诗都不行了。
　　但是，这名参事无法觉察到，看似金黄的麦穗里，苏联的麦子根本没有灌满浆（不知道是不是因
为假种子原因，还是气候的原因），大部分颗粒是中空的，含水量、含油量都极差。
但光凭肉眼是无法作出准确判断的。
事实上，当年苏联陷入了历史上最严重的粮食短缺状态。
这下事情闹大了，这关乎于近两亿人的吃饭问题。
　　在某些问题上，集权制的新闻机制成全了苏联人。
即使他们遇见了历史上罕见的歉收年份，但是新闻报道依然是歌舞升平欣欣向荣，没有人在意或追究
联合收割机的兜子里是不是装满了黄橙橙的麦粒。
世界、尤其是美国的粮商，已经在未雨绸缪地准备低价抛售今年的谷物了。
　　就在世界谷物市场为粮食产能过剩而发愁的时候，苏联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扑向全球收购外
销贸易粮，尤其以美国为最大宗，其收购量几乎占到了一半。
　　苏联大举收购粮食，使得世界粮食贮存量骤减。
等到各国发现苏联粮食歉收的真相时，为时已晚。
面对苏联的“粮食掠夺”，跨国粮商束手无策。
就在这个消息曝光的当天晚上，全球谷物在一夜之间立刻暴涨了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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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年，中东战争爆发，石油输出国组织减产，国际石油价格节节攀升，引发了世界性的通货膨胀
。
几乎在一夜之间，当消费者到杂货店买东西时，赫然发现，所有民生类物品全都涨价了，尤其是每天
吃的食物，包括鸡蛋、面包、牛奶、沙拉油、肉类等全部都涨价了，一场严重的世界粮食危机一触即
发。
　　造成食物短缺的原因是，小麦、玉米、黄豆等谷物原料价格涨价的速度过快，许多农民没钱没饲
料，不得不被迫缩减养鸡、养牛、和养猪的数量，市场上农畜产品骤减，消费者即使有钱也买不到食
物。
　　国计民生物资突然涨价，直接的导火索固然是中东战争，但是其背后真正的原因，则是美国大量
抛售谷物给苏联所致。
根据估计，在1972年前后，美国至少贱价抛售了三十亿美元的谷物给苏联。
　　苏联，则在面临严重的粮食危机时，沉稳地下了一盘很大很大的棋。
很难想象，如果美国人事先预估到苏联当年粮食歉收，这个当时唯一能和苏联针尖对麦芒进行冷战的
国家，会如何出招，而苏联又将如何接招、如何落子。
　　苏联成功地避免了一次重大的、可能因粮食短缺引发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而美国，则失去了
有效制约苏联的一次绝佳的机会。
　　历史是无法进行气候预测的，如果当时美国的那个参事能停下车，走进麦田，掐下几个麦穗，看
看麦粒灌浆的情形，也许他会预判到麦收的结果；与此同时，高科技的美国人造卫星，它拍摄的苏联
麦浪滚滚的图片也在一定程度上欺骗了美国农业部官员和美国政客的眼睛。
不然的话，苏联历史的进程将是另一番样子。
　　这盘用粮食下的棋，真的很大！
　　残忍的大豆游戏　　2004年这场“大豆危机”之后，跨国粮商对幸存的中国压榨企业开始大规模
并购，1000多家内资榨油企业构成的“中国大豆军团”瞬间烟消云散。
留下的90多家企业，其中64家已被外资控制。
至此，中国市场上与大豆相关的各种产品或原料价格，成了跨国巨头手中玩弄的“魔方”。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鸡崛起>>

媒体关注与评论

　　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关系国计民生，必须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
我们当以闻鸡而起的精神为之竭力。
　　——蒲长城（中国国家质量监督总局副局长）　　土地上的史诗，粮食上的舞蹈，大鸡崛起的背
后，是中国农畜产业成长的历史。
　　——宁高宁（中粮集团董事长）　　本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从鸡的故事开始，讲述了与大众民
生密切相关的粮食、食品安全等问题，指出当今农民通过“公司+农户”的环节，参与到农产品全球
化竞争的格局中，体现了自己的时代价值⋯⋯值得一睹为快！
　　——林毅夫（著名经济学家、教授）　　同样是这只鸡，在中国的农畜食品产业亟待破局的今天
，它成为中国产业经济的一个符号。
在这个符号的上、下游，链接了经济的、文化的、产业的、个体的诸多要素，使得这只鸡成为一个饶
有趣味的元素。
　　我们乐于看见这只大鸡的崛起！
　　——温铁军（著名农业问题专家、学者）　　没有等高巨人的视野，便永远无法成为巨人。
《大鸡崛起》，其实意在呼唤能比肩国际巨擘的中国产业巨人。
　　——汪廷（资深策划人，区域战略研究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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