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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现代农业是指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生产管理方法，对农业进行规模化、集约化、市场化

的生产活动。广义的现代农业包括农业生产资料供应、农产品的生产和加工、运输和储存以

及销售，融合了一、二、三产业。由于农业是与人类日常生活关联最紧密的行业，也是支撑

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行业。在深化供给侧改革、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重塑传统产业的浪潮

中，现代农业也获得了部分股权投资机构的高度关注。 

根据清科旗下私募通统计显示，2013年-2018上半年，中国现代农业领域共计发生投资

案例 1,100起，累计投资金额 711.38亿元。五年内现代农业投资数量和金额呈现出增长后

回落的趋势，投资阶段逐渐从传统农业的中后期转向新兴农业的早期，呈现出动能转换的特

征。退出方面，中国现代农业领域共发生退出事件 269笔，涉及 161家公司，股权转让和并

购为主要退出方式。在企业并购方面，2013-2018 上半年中国现代农业共发生并购事件 401

起，累计并购金额 3,780.04亿元人民币。IPO方面，2013-2018上半年中国现代农业领域共

33家企业成功 IPO，共计融资金额 176.57亿元。 

按照产业链，清科研究中心将现代农业分为农业生产、农业服务、产品加工、流通及

销售四个领域。在此基础上，清科研究中心发布《2018年中国现代农业投资研究报告》，从

宏观环境、发展现状、产业竞争、投资热点、发展前景以及尚存问题等角度全方位探究现代

农业的价值与潜力，并为市场提供一些投资策略和建议。 



图 1 2013-2018 年 H1 中国现代农业 VC/PE 投资情况 

 

 

农业生产历久弥新，三权分置政策助推规模农业落地生根 

农业生产是指利用动植物生长发育的规律，通过人工培育而获得产品的产业。在本研究

中，农业生产包括种植业（农林业）、畜牧业和渔业，是典型意义上的第一产业。农业生产

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产业，也是发展到目前为止较为完整和成熟的产业。历史上，农业生产经

历了经验支配的萌芽期、近代科学指导下的形成期、引入数理科学和精密仪器以支撑机械化

生产的发展期，直到目前发展成为以生命科学、生态学、化学、社会学等基础理论为指导，

在互联网、遥感等信息基础设施支撑下精确展开生产作业的亚成熟期。尽管近年来农业生产

获得了长足进步，却也尚存一些掣肘之处亟待解决。 

现代农业的痛点之一是农业生产的分散化。现阶段中国农业生产仍然以家庭承包的小农

经济为主，区域分散、集中化程度低、规模效应小，且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建设

等条件存在差异，导致在生产环节的成本较高，也造成了信息传达、技术普及和质量控制方

面的困难。这一生产流通模式是造成农业利润偏低，尤其是农产品生产端利润低的主要原因。 

 

图 2. 传统农产品流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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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公开信息，清科研究中心整理，2018.10。 

 

清科研究中心认为，造成生产分散的原因是现有的农业土地流转制度妨碍了集约化、规

模化的实现，进而阻碍了农业信息技术的普及和农民收入的提升。针对这一难题，2014 年

12 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

规模的意见》，首次提出将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使用权分离，提出“三权分置”。“三权分

置”政策的推行，有助于解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造成的“土地流转难”问题，提升农场类

生产主体的市场地位，促进种植活动的规模化。而规模化的生产主体的出现与壮大，则能进

一步促使农业生产与产品加工两个关键环节加速整合，实现规模经济并降低中间交易成本。 

 

农业服务正处于新老交替期，信息/金融类创业企业蓄势待发 

农业服务是指在农业生产之前和生产过程中向生产主体提供的一系列物资、资金、信息

和技术服务的统称。传统的农业服务包括育种育苗、饲料化肥、农药和兽药以及农业机具等

实体生产资料。随着农业与诸多学科的融合和产业链扩张，信息服务、农技服务以及农业金

融服务等新兴的细分行业也被包括到其中。2013-2018 上半年期间，农业服务中偏向传统服

务的种苗、农机和饲料肥料药品类共发生 VC/PE投资事件 262 起，涉及金额达到 157.92亿

元人民币；相对偏新兴的信息技术和金融服务领域发生 VC/PE投资 134起，涉及金额仅 30.19

亿元人民币。相对于传统类农业服务，新兴农业服务的平均投资金额较低，反映出相关企业

发展仍处在早期发展阶段。清科研究中心研究发现，当前农业服务二级行业中，传统领域和

新兴领域分别具有不同的特点： 

 

1. 传统农业服务发展成熟，进入转型提升阶段。 

以种业、化肥、农药和饲料为主的传统农业服务行业，在 2013-2018年上半年期间发生

多起大额 VC/PE投资事件和并购事件。其中，上市定增是大额 VC/PE投资案例常见的投资形

式，其案例数占 1亿元以上大额投资案例数的 57.5%（私募通统计数据）；VC/PE 资本对于上

市公司的追逐意味着传统农业服务领域的竞争格局已经基本确定，进入稳定发展阶段。另外，



并购交易也在传统农业服务领域频频现身，其中不乏中国化工以 430亿美元（约合 2,920.82

亿人民币）并购国际农药和种业巨头先正达的超大额并购事件。清科研究中心认为，与农业

生产领域类似，中国的传统农业服务市场已经基本定型，市场中的龙头企业将通过兼并和收

购国内外资产的方式补充自身的短板，迈向更高层次的竞争。 

 

2. 新兴农业服务市场初现，前景无限 

新兴农业服务涉及到农用无人机、农业信息和技术服务以及新型农业金融服务等多种服

务形式。其中大部分领域已经得到国家相关部门的政策支持，例如面向农业无人机的《关于

开展农机购置补贴引导植保无人飞机规范应用试点工作的通知》（农办机〔2017〕10 号）、

面向农业信息化领域的《“十三五”全国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规划》以及强调金融支农的《乡

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等。在政策支持和产业环境优化的双重鼓励下，农业服

务行业已经出现一批具有互联网基因和信息技术底蕴的初创企业和新兴业务，例如农机领域

的植保无人机，信息化领域的遥感、数据采集和实时监控，支农金融领域的农业保险、农资

分期、互联网农业小贷等。以上新兴农业服务领域大部分仍处在发展初期，伴随着信息科技

发展和农业生产形式的集约化效率化，市场需求将持续增长。对于创业者和投资机构而言，

新兴农业服务是规模广阔的蓝海市场。 

 

表 1 新兴农业服务的部分代表性企业 

农业服务类型 典型企业 业务形式 

传统硬件 
雷沃重工 

博创联动 
对传统农机做信息化改进，以实现操控智能化和数据共享 

新型硬件 
大疆创新 

极飞科技 

利用多旋翼无人机进行精准的灌溉追踪、农药喷洒、虫害

和杂草监测以及土壤状态分析 

信息化软件 

科百科技 

洲涛智能 

慧云信息 

设计智能温室，通过传感器监测植物的生长环境，从温度、

灌溉、农药和肥料等多方面实现智能调节 

生物技术 隆平高科 使用现代生物学技术改良并生产农作物种子 

来源：公开信息，清科研究中心整理，2018.10 

 

农产品加工领域趋于成熟，未来主打产业链整合与技术升级 

农产品加工是用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的方法，将农业的主、副产品制成各种食品或其他



用品的一种生产活动，是农产品由生产领域进入消费领域的一个重要环节。根据清科旗下私

募通统计显示， 2013-2018 上半年中国农产品加工领域共发生 VC/PE 投资事件 258 起，涉

及投资金额 185.47亿元；发生并购事件 78起，总金额 364.15亿元；发生 IPO 上市事件共

9起。中国的农产品加工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几个阶段的研究和技术转化，已经基本达到国

际平均水平；较高的平均并购金额说明农产品加工行业同样进入以并购扩大市场提升技术和

管理能力的成熟阶段。在这一前提下，清科研究中心认为农产品加工领域未来的趋势主要为

两点：产业链整合与技术升级。 

1. 农业生产与加工实现产业链整合 

正如前文所述，现阶段农业生产的发展趋势为走向规模化。而规模化的生产主体的出现

与壮大，则能进一步促使农业生产与产品加工两个关键环节加速整合，实现规模经济并降低

中间交易成本。《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提出“加快培育农商产业联盟、农

业产业化联合体等新型产业链主体，打造一批产加销一体的全产业链企业集群”，并提出了

产业链集群的表现形式可以为“现代农业产业园、农业科技园区、农产品加工园、农村产业

融合发展示范园等”。这一政策条文的出台代表着在国家层面对于农业企业扩张业务、实现

全产业链经营的鼓励支持。 

2. 农产品加工技术升级 

现阶段，农产品加工正在向深度、精细和专业化的方向发展，产品的附加值不断提高。

新兴的深加工农产品包括专用面粉/玉米粉/淀粉、专用油类、专用调味品和系列植物蛋白等。

与此同时，农产品加工技术也在助力产品升级，常见的新技术如微波技术、速冻技术、真空

压力技术、膜分离技术和超微粉碎技术等已经融入到市面常见农产品的生产工艺中。 

 

农业流通销售渠道获得移动互联网加持，农产品电商方兴未艾 

传统意义上的农贸活动多从农田和养殖场地开始，农业物资由贸易中间商从生产端采购

后集中物流运往大小城市的农贸批发市场，再通过零售商贩的分散售卖转移到最终消费者一

端。由于中间经手次数多，赚取差价高，既不利于消费者以优惠价格购买产品，也不利于农

业生产者获得良好的生产收益。随着 80、90 后成为中国新的消费主力军，中国农产品消费

将呈渠道数字化、消费体验化和购物品质化发展，进一步推动农产品销售、流通的互联网化。

目前，农业互联网创新模式不断涌现，最主要的体现方式为农业流通电商化。 

现阶段的农业电商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垂直电商，一般从源头开始介入生产链的各



环节，即电商平台参与农产品的生产、采购与配送，例如中粮旗下的我买网等；第二种为平

台电商，即农业企业依托综合电商平台，通常采用第三方商家入驻+自营平台，例如淘宝和

京东等；第三种模式为 O2O电商，拥有自己线下门店同时也结合互联网进行网上销售，例如

盒马鲜生、超级物种、永辉等。各类型农业电商简要分析如下。 

 

表 2 三种主要农业电商模式的比较 

模式 代表电商 模式简介 优势 劣势 

垂直电商 我买网 

一般从源头开始

介入生产链的各

环节 

 可以把控全产业供应

链，获得价格优势 

 深耕产业链，保证产

品质量 

 物流配送方面没有

积累 

 获客能力较差 

平台电商 
淘宝 

京东 

农业企业依托综

合电商平台，通

常采用第三方商

家入驻+自营平

台 

 门店场景化经营，用

户参与度高 

 平台电商通常拥有良

好物流优势 

 品牌效应 

 无法把控农产品的

质量。 

 货源依赖于农产品

厂商，成本、利润不

稳定 

O2O 电商 

盒马鲜生 

超级物种 

永辉 

拥有自己线下门

店同时也结合互

联网进行网上销

售 

 门店场景化经营，用

户参与度高 

 前店后仓模式，即时

满足用户需求 

 农产品+超市+餐饮新

模式提高农产品附加

值 

 重模式下运营需要

高利率支撑 

 对于供应链和物流

建设要求较高，前期

投入较大。 

来源：清科研究中心根据公开信息整理 2018.10 

 

互联网、AI 加持之下，智慧农业、农业电商引领投资新热潮 

在国务院、农业部等管理部门一系列政策的推动下，近年资本市场对于现代农业的关注

日益增长。目前中国现代农业存在一些较为明显的发展趋势，如传统型农企通过并购重组等

方式整合业务、扩张版图、提升生产效率，创新型企业扎根“智慧农业”、发展信息化技术，

以及农业电商渗透度不断提升等，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的投资呈现“二元对立”的格局。 

1. 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和传统农业服务等领域进入兼并收购阶段。近年较知名案例

包括 KKR投资圣农发展、多家外资机构投资中粮肉食、中化斥资上千亿收购先正达等。此类

领域适合规模较大的 PE 基金、并购基金以及战略投资者关注。对于投资标的的选择也应当

综合考虑其盈利能力、公司治理、风险控制以及行业长期趋势。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147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