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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0年7月的一天，一位家庭主妇在超市挑了5头大蒜，轻轻地放在电子秤上一称，液晶屏上马上显示
出价格是5.9 元。
她把大蒜摊在手里端详了好一会儿，好像是在犹豫买或是不买，最终她下定决心，又把大蒜放回了原
处。
她对销售员说：“现在的大蒜价钱超出猪肉一大截，比一年前要贵100倍，也太离谱了吧！
”大蒜、绿豆等农产品的价格在这一年间连连暴涨，以至出现了一系列诸如“蒜你狠”、“豆你玩”
、“玉米疯”的新名词，连国外媒体也纷纷关注中国“疯狂的大蒜”，惊呼从中折射出了中国资产泡
沫的严重性。
一时间舆论沸沸扬扬：“豆你玩”，你究竟在逗谁玩？
！
我国民间历来有“蒜疯子”、“姜傻子”之说。
意思是说，“蒜”和“姜”这样的农产品价格多变，谁要想通过炒作它们来获利简直比登天还难。
而现在“风水轮流转”了，在国内外游资的兴风作浪下，一年间它们的价格就上涨几十倍上百倍，不
但严重扰乱了市场正常秩序，抬高了百姓生活成本，也害苦了那些跟风者，更直接损害了种植户利益
。
权威研究显示，我国虽然没有实行零利率政策，可是货币政策的宽松度与美国有得一比。
各项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的推出，尤其是银行信贷成为我国经济复苏的最主要推手后，这种资金流动
性泛滥所积聚的大量资金泡沫，就必然急需要找地方宣泄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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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采用纪实手法，从经济学角度揭露国内外游资的投机炒作模式和路径，以及它对我国经济和百姓
生活造成的危害。
在厘清农产品价格在游资炒作下短时间内如何翻上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同时，帮助读者了解我
国政府是怎样采取有力措施严厉打击这种价格炒作、确保社会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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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严行方，财经热点研究专家。
擅长用最简单的道理阐述复杂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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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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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游资来源界定很困难　五、可能还只是小试牛刀第三章　为什么炒作农产品　一、缺乏价格调控
，缺少充分竞争　二、价格长期偏低，存在抄底机会　三、产品替代性小，刚性需求强　四、盘子小
、价格低，容易控制　五、产品不起眼，不易惹政府干预　六、干货，便于囤积和库存消化　七、便
于发挥农产品的示范作用　八、灾情直接点燃了导火线第四章　农产品炒作路径　一、提前介入　二
、做方案筹集资金　三、到产地展开收购　四、利用舆论造势　五、囤积居奇第五章　炒作中的围追
堵截　一、从引起警觉到统一认识　二、从否定游资到认定炒作　三、从行政干预到市场调节　四、
从头痛医头到由表及里　五、威慑有余，效果存疑　六、保护农民积极性是关键第六章　游资的突围
方向　一、部分游资正在进入大豆市场　二、小麦、棉花、黄金炒作初露端倪　三、继续瞄准公共服
务差的领域　四、接受市场供求关系引导　五、堵不如疏第七章　被炒作的不仅仅是农产品　一、炒
股票一年净赚五六倍　二、游资炒房产是空手套白狼　三、一块普洱茶曾被炒到几万元　四、一盆兰
花曾被炒至上千万　五、炒三七半年价涨八九倍　六、炒作的关键在流通环节　七、炒作推高了涨价
预期第八章　炒作的受益者和受害者　一、赚钱不吃力，吃力不赚钱　二、小农经济历来经不起折腾
　三、炒作让农产品种植风险骤增　四、炒什么，什么被挤出流通领域　五、农产品炒作助长通货膨
胀　六、不是不能炒，关键是适度　七、信息透明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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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他回忆说，2008年那时候已经有人开始关注农产品了，只是还没有形成炒作气候；真正吸引游资介入
农产品的是2009年。
2009年他在麻将桌上听人说，当时的农产品非常走俏，游资炒作农产品已经形成气候。
更何况，农产品是生活必需品，一旦由于天气原因导致产量下降、供应不上，价格肯定会涨得很快。
尤其是他的一位朋友2008年投资70万元到山东去收购大蒜，净赚将近300万元，更让他感到炒作大蒜“
包赚不赔”，所以他决定随这位朋友“走一趟”。
接下来，赵和明便跟着朋友奔波于山东、河南两省，实地考察大蒜种植面积和亩产情况。
令他没想到的是，许多种大蒜的田块其实早在年初就被捷足先登者订购了；并且他从和蒜农的交谈中
发现，一些种植户语气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霸道，他们根本就不相信自己的大蒜会卖不出去。
事实上，这时候全国各地专门跑去收购大蒜的商家确实络绎不绝。
不用说，赵和明接下来能够做的只能是想方设法多多收购。
当年他共投入近500万元收购资金，把大蒜囤积在当地冷库内静等价格上涨。
2010年二三月份，他把这些库存销售一空，净赚500万元，然后接下来准备重复下一轮操作。
容易想见，随着大蒜价格的上涨，与大蒜有关的整个产业链也都空前活跃起来，就连囤积大蒜的冷库
都非常抢手，每吨租金也从过去的150元上涨到230元。
不过，赵和明并不认为自己是“炒家”，他说：首先自己的资金投入太少了，投入数千万的炒家比比
皆是，甚至还有上亿的，他这点钱不成气候，只是借大势赚个顺风钱罢了。
在他心目中，真正称得上炒家的除了有大笔的资金投入外，还对整个农产品市场十分熟悉，在囤货议
价时张弛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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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
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
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
首的危险。
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动动乱和纷争。
　　——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英国评论家托·约·邓宁的话在中国最有投资价值的就是
农产品，农业及农产品领域是国际资本投资牛国的下一个热点。
　　——国际投资大师杰姆·琴杰斯粮食价格上涨正威胁着全球食品供应链，这种对市场缺乏信心的
现象所造成的危害几乎可以比拟美国次贷危机。
　　——世界银行华盛顿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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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农产品疯了?》：“豆你玩”、“蒜你狠”、“姜你军”、“糖高宗”、“平什么”⋯⋯农产品价格
暴涨的背后究竟意味着什么？
翻开《农产品疯了?》，您将亲白揭开谜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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