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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对照国家农业发展战略 ,利用我国沪、深股市农业行业上市公司财务数据 ,选择衡量企业经营绩效重要的

经济指标对农业上市公司绩效进行评价分析 ,找出目前我国农业上市公司发展状况存在的问题 ,对我国农业上市公

司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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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家农业发展战略与我国农业上市
公司发展现状

　　“三农”是我国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 ,关系到国

民经济发展的全局。“九五”和 2010 年远景发展规

划所确定的中国农业发展战略目标是 :增加农产品

有效供给和提高农民收入。在市场经济下如何发展

农业 ,实现上述目标 ,经过改革以来农业发展的实

践 ,人们逐步认识到农业产业化是实现农业发展战

略目标的有效形式。而农业上市公司正是实现农业

产业化的龙头和先锋。上市的农业上市公司 ,多数

是该企业集团内业绩优良的企业 ,也是农业企业中

优秀的企业。它们通过改制上市能够带动起成员企

业和同行企业的改制 ,从组织制度、管理体制上给成

员企业和同行企业以先锋带头作用 ,促进成员企业

的经营管理行为规范化 ,起到龙头企业促进企业兵

团发展的作用 ,增强企业集团的凝聚力 ,而且农业行

业企业改制上市对整体农业行业企业经营机制的改

变乃至整个农业产业化的发展 ,具有积极的引导和

推动作用。

从我国资本市场上农业企业的实际情况来看 ,

农业类上市公司总体市场表现良好 ,无论加权平均

每股收益还是平均增长率都高于市场平均水平 ,并

且表现出良好的成长性和稳定性。但近年来 ,由于

农产品市场需求出现不利和我国加入 W TO 的影响

逐渐显现 ,使农业上市公司的每股收益和净利润率

都出现大幅下滑 ,虽然近年来我国农业生产与农村

经济结构逐步调整优化 ,但由于我国农业类上市公

司是伴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农产品市场对外开

放逐步发展起来的 ,规模偏小、生产方式落后、技术

含量低。在发展中仍存在着诸如盈利模式不清晰、

资金瓶颈、持续经营能力不强等一系列问题 ,在

W TO 农业市场开放后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

因此 ,对农业上市公司的真实经营绩效从战略

的高度进行综合评价对企业的经营者和投资者都具

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农业类上市公司作为农业产业

化的关键组成部分 ,其经营状况的好坏直接关系到

农业产业化的进程和国家农业发展战略的执行。因

此 ,本文将基于 2002 —2003 年我国农业上市公司的

相关财务数据 ,对其经营绩效进行综合分析评价 ,提

出一些建议 ,以期进一步促进我国新农村建设。

2 　农业上市公司经营绩效评价指标与
评析[ 1 —3]

　　单个的财务比率只能揭示出公司财务状况的某

一方面 ,无法反映出财务状况全貌。为了全面、完整

地了解农业上市公司经营绩效全貌 ,参照我国财政

部于 1995 年公布的一套企业经济效益评价指标体

系 ,选择反映企业盈利能力的指标和企业规模指标

进行统计分析。研究和分析上市公司的经营态势和

发展前景 ,具体指标介绍如下 :

盈利能力指标 :该类指标反映公司的获利能力 ,

包括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毛利率、销售利润率、

总资产收益率、投资收益率和主营业务利润率。本

文仅选择了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主营业务利润

率。每股收益即每股税后利润 ,等于税后利润/ 总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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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是一个表示股本利用效益的指标 ,反映企业获利

能力 ,可以根据它预测每股股息 ,从而决定每股的内

在价值 ;净资产收益率等于税后利润/ 股东权益 ,用

于衡量企业一年中用自有资金从事营业活动所得的

利润 ,比率越大越好 ;主营业务利润率是指每百元主

营业务收入提供的利润 ,它是评价经济成果有用性

的重要指标 ,若指标值高 ,表明主营业务收入水份

少 ,成本费用低 ,反之 ,说明各种费用支出大 ,公司必

须加强内部管理。

资产规模指标 :该类指标反映企业的规模 ,包括

资产总额、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利润和利润总

额。资产总额 ,是企业进行经营时所能动用的资产

总和 ,包括企业自有资产与借贷资产 ,具体有流动资

产、长期投资、固定资产、无形及递延资产、其他长期

资产等 ,即为企业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总计项 ,它等于

负债总额 + 所有者权益总额。主营业务收入 ,指企

业从事某种主要生产、经营活动所取得的营业收入。

主营业务利润是指企业经营活动中主营业务所产生

的利润。主营业务收入净额减去主营业务成本和主

营业务应负担的流转税后的余额 ,通常称为毛利。

利润总额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 ,通过销售过

程将商品卖给购买方 ,实现收入 ,收入扣除当初的投

入成本以及其他一系列费用 ,再加减非经营性质的

收支及投资收益。按收益总括观点 ,企业的利润总

额包括产品销售利润、投资净收益和营业外净收入

4 部分 ,它是衡量企业经营绩效的十分重要的经济

指标 ,利润总额 = 营业收入 - 成本 - 营业税。

我们利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对农业上市公司进行

经验分析。数据取自上市公司各年公布的年报 ,剔

除异常值后 ,2002 年有 25 家 ,2003 年有 24 家 ,本文

全部的数据处理都采用国际上权威的 SAS 统计分

析软件进行[4 ] 。

211 　一般情况

2 年的财务指标的描述性统计分析见表 1 和表

2。从表中可以看出 ,2002 年农业上市公司主营业

务利润率的平均值为 25125 % ,变量偏离均值较大 ,

为非对称的右偏分布 ,偏离均值的极端值较少 ;净资

产收益率平均值为 0110 % ,变量偏离均值很大 ,而

且它的分布为非对称的左偏分布 ,偏离均值的极端

值较多 ;每股收益平均值为 0107 ,变量偏离均值小 ,

为非对称的左偏分布 ,偏离均值的极端值较多 ;资产

总额平均值为 12197 亿元 ,变量偏离均值较小 ,为非

对称的右偏分布 ,偏离均值的极端值较少 ,分布形状

比较平坦 ;净资产平均值为 6162 亿元 ,变量偏离均

值小 ,为非对称的右偏分布 ,偏离均值的极端值较

少 ,分布形状比较平坦 ; 主营业务收入平均值为

4147 亿元 ,变量偏离均值小 ,为非对称的右偏分布 ,

偏离均值的极端值多 ;主营业务利润平均值为 1105

亿元 ,变量偏离均值小 ,为非对称的右偏分布 ,偏离

均值的极端值少 ,分布形状比较平坦 ;利润总额平均

值为 0119 亿元 ,变量偏离均值较小 ,为非对称的左

偏分布 ,偏离均值的极端值较多 ,分布形状比较陡

峭。

表 1 　2002 年农业上市公司财务指标统计表

变量 平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方差 标准差 偏度 峰度
主营业务利润率 ( %) 25125 6189 39160 61152 7184 0115 0123
净资产收益率 ( %) 0110 - 58111 10114 261189 16118 - 3115 9132
每股收益 (元) 0107 - 1103 0139 0110 0132 - 2166 7134
资产总额 (亿元) 12197 3145 28112 47157 6190 0190 - 0116
净资产 (亿元) 6162 2157 14130 11195 3146 0183 - 0149

主营业务收入 (亿元) 4147 0105 14142 11154 3140 1118 1163
主营业务利润 (亿元) 1105 0101 2174 0156 0175 0185 - 0106
利润总额 (亿元) 0119 - 2169 1109 0165 0181 - 2160 7159

表 2 　2003 年农业上市公司财务指标统计表

变量 平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方差 标准差 偏度 峰度
主营业务利润率 ( %) 26152 10106 48141 77188 8182 0152 0140
净资产收益率 ( %) 4189 0114 16108 11169 3142 1157 3184
每股收益 (元) 0117 0100 0166 0102 0114 1175 4177
资产总额 (亿元) 17191 7112 76140 206121 14136 3116 12129
净资产 (亿元) 8152 2175 38183 54178 7140 3120 12159

主营业务收入 (亿元) 6118 0176 18166 27186 5128 1119 0164
主营业务利润 (亿元) 1165 0127 9103 3159 1189 2186 9193
利润总额 (亿元) 0156 0107 3183 0160 0177 3154 14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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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 年农业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利润率的平均

值为 26152 % ,变量偏离均值较大 ,为非对称的右偏

分布 ,偏离均值的极端值多 ;净资产收益率平均值为

4189 % ,变量偏离均值大 ,而且它的分布为非对称的

右偏分布 ,偏离均值的极端值较多 ;每股收益平均值

为 0117 ,变量偏离均值小 ,为非对称的右偏分布 ,偏

离均值的极端值较多 ;资产总额平均值为 17191 亿

元 ,变量偏离均值较大 ,为非对称的右偏分布 ,偏离

均值的极端值较多 ;净资产平均值为 8152 亿元 ,变

量偏离均值较大 ,为非对称的右偏分布 ,偏离均值的

极端值较少 ,分布形状比较平坦 ;主营业务收入平均

值为 6118 亿元 ,变量偏离均值较大 ,为非对称的右

偏分布 ,偏离均值的极端值多 ;主营业务利润平均值

为 1165 亿元 ,变量偏离均值较小 ,为非对称的右偏

分布 ,偏离均值的极端值多 ; 利润总额平均值为

0156 亿元 ,变量偏离均值较大 ,为非对称的左偏分

布 ,偏离均值的极端值多 ,分布形状比较陡峭。

212 　绩效指标比较分析

通过对农业上市公司 2002 和 2003 年的各项财

务指标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 ,与 2002 年相比 ,2003

年农业上市公司经营绩效好于 2002 年 ,各项指标均

值都有所增加 ,其中主营业务利润率上涨 5 个百分

点 ,净资产收益率上涨 4 941 个百分点 ,每股收益上

涨 142 个百分点 ,资产总额上涨 38 个百分点 ,净资

产上涨 28 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收入上涨 38 个百分

点 ,主营业务利润上涨 57 个百分点 ,利润总额上涨

194 个百分点。这里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以及

利润总额三项指标均有很大上涨幅度 ,这主要是因

为 2002 年有三家公司严重亏损 ,此三项指标均为负

值所导致。

3 　农业上市公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从农业上市公司的上述数据分析来看 ,目前 ,农

业类上市公司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

311 　农业类上司公司缺乏清晰的盈利模式

农业具有投入周期长 ,回报低 ,风险大的特点 ,

但这并非代表农业类上市公司不能有所作为。事实

上 ,农业板块中有一部份上市公司业绩相当不错 ,实

践证明 ,在目前国家高度重视农业发展的政策环境

下 ,如果能够踏踏实实的扎根农业 ,制定出切实可行

的发展战略 ,走深度专业化 ,相关多元化的经营道

路 ,农业类上市公司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然而农

业类上市公司中的大部分忽视农业的特殊性 ,缺乏

稳定的主业 ,更缺乏明确的盈利模式和长期的战略

眼光 ,表现得非常急功近利 ,因此常常会增加经营风

险 ,陷入经营困境[5 ] 。

312 　农业类上市公司“背农”现象严重

我国农业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主要分布在农、林、

牧、副、渔以及种、养、加等各个领域 , 大多数农业上

市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涉及到农业的产前、产中、产

后各个方面。由于国家对农业产业的扶持 ,农业上

市公司享受着种种优惠政策 ,但同时 2/ 3 以上的农

业上市公司却背离招股承诺 ,将资金大量投向非农

产业 , 这就是被称之为农业上市公司的“背农”现

象。目前农业还没有摆脱弱质性 ,国家在政策上对

具有巨大社会、经济效益的农业类上市公司进行了

政策倾斜。在此背景下 ,农业类上市公司的投资转

型不利于国家农业产业化政策的发展 , 不利于农业

龙头企业在提高农民收入及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中发

挥作用 , 同时也不利于维持农业类上市公司的龙头

地位。

313 　农业类上市公司的财务问题

主要包括上市公司大股东财务造假及大量占用

资金两个方面 , 此类问题在农业板块表现得尤为突

出。近年来 ,银广夏、蓝田股份、欧亚农业等曾被寄

予厚望的农业类上市公司 , 相继因财务造假问题被

证监会立案调查 ;另外 ,ST 大盈、禾嘉等农业类上市

公司由于被大股东占用巨额资金而濒临退市。这些

问题的产生不仅威胁到农业类上市公司 ,也非常不

利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

4 　农业上市公司进一步发展的应对策
略

411 　农业上市公司的应对策略

1)企业要不断提高产品质量 ,培育优质农产品

品牌。要想在国际市场取胜 ,就要在降低成本的同

时增强产品质量 ,并且努力找到国际市场上的品种

空缺 ,占据有利地位 ,抢占市场先机。例如 ,可以开

发高品质的绿色农产品以推进农业企业可持续发

展。

2) 企业间进行战略联盟 ,最终实现多方共赢。

由于农业类上市公司的规模较其他行业上市公司和

国外农业企业有较大差距 ,所以为了降低成本、增强

企业竞争力 ,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状况 ,从建立长期

合作关系角度出发 ,精选供应商和销售商 ,形成长期

战略联盟 ,结成利益共同体 ,最终实现赢利。当企业

资产重组时 ,也应选择同属于一个行业的横向并购

和根据产业链顺序的上下游企业之间的纵向并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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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突破产业自身的束缚 ,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加快

产业升级步伐 ,从而获得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3) 改变股权过于集中的现象 ,规范经营操作。

在股权分置改革已经基本上顺利完成的背景下 ,企

业应加大力度改变现存的股本结构 ,增加流通股比

例 ,规范经营操作 ,这可以有效减少大股东财务造假

和占用资金的倾向 ,还可以起到改善公司形象、吸引

投资者、稳定市场、化解风险的作用。

412 　政府的政策导向应对措施

1)政府应加大对农业的基础性科研投入。农业

基础性科研项目往往具有很大社会效应 , 而我国农

业类上市公司由于农业科技开发见效期长 ,不愿主

动承担农业研发成本 ,大都对内较少进行基础性研

发投入。我国应该学习世界各国尤其是美国、日本

等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 , 加大对农业的基础性科研

投入。另外政府在给予农业类上市公司资金投入的

同时 ,可以帮助企业与科研院所联合进行科研开发 ,

给企业以技术支持。

2)加强政策层面上对农业类上市公司的把关。

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过程 ,是一个推进农业企业

化、市场化、规模化的过程。其中 ,农业类上市公司

对推动我国农业产业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目

前 ,我国农业类上市公司的资源依然稀缺 ,农业类上

市公司的数量仍较少。因此有关部门应该从政策层

面上对农业类上市公司严格把关 ,使真正有实力、有

发展前景的公司上市。监管部门对造假上市的公司

要坚决查处 ,对恶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大股东要

采取严厉措施 ;对打着农业旗号上市 ,在资本市场上

融资后就改变其资金投向的公司 ,要给予一定的约

束。对资产优良、有良好发展前景的公司则要在上

市等各个方面给予政策支持。

3)制定限制资金投向的相关政策并进行监管。

虽然农业类上市公司“背农”现象严重 , 但由于缺少

相应制裁并仍能享受优惠政策 ,越来越多的农业类

上市公司纷纷效仿 ,“背农”问题愈演愈烈。所以 ,应

该从政策上制定农业类上市公司资金投向的有关规

定 ,按不同经济发展地区和农业各子业 (农、林、牧、

渔、农业服务业) 实际情况制定比例 ,同时证券市场

应该进行严格监管 ,使得农业类上市公司只有将一

定比例的募集资金投向农业类 ,才能享受到相应的

优惠政策。只有“背农”资金回流农业 ,农业类上市

公司才能名正言顺 ,才能真正实现国家支持农业公

司上市的初衷。

4)给农业投资以更多的优惠政策 ,通过政策吸

引资金向农业产业转移。农业类上市公司虽然正在

享受着多项优惠政策 ,却普遍由于投资农业这一弱

质产业而利润率偏低 ,导致本已承诺投资农业的募

集资金流向非农产业 ,如果国家能够给农业投资以

更多的优惠政策 , 促进农业投资的利润率提升到一

定水平 ,农业类上市公司就不会再冒各种风险进行

非农扩张 ,更多的资金将会被重新吸引到农业投资

上来。如新疆天业大规模开发利用荒地资源 , 如果

没有政府的融资等各项优惠政策支持很难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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