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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业、农化、农械值得关注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保障粮食供给始
终是我国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具体到
农产品供给上，财通证券表示，我国有望
树立大食物观，推动多样的食物供给体系
发展，细分的农产品品类有望得到较好的
发展机遇。

围绕粮食安全链，东北证券还指出，一
方面，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化肥出口受
阻，出口量骤减，地缘冲突加剧背景下，维
护农化产品供应稳定的重要性提高。另一
方面，政策补贴及需求上行推动农械成为
粮食安全链上的重要投资方向。

中邮证券认为，粮价高位，实施新一轮
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将提振行业。建
议关注苏垦农发、北大荒。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大豆、玉
米产能及效率提升中，叠加未来转基因种
子潜在的商业化推广，种业行业将进入全
新的发展阶段。”中国银河证券建议关注优
秀种业龙头企业，包括隆平高科、登海种业
等。

重点关注生物育种产业化

种子问题首次出现在2021年中央一
号文件中，提出要“打好种业翻身仗”；2022
年一号文件提出“全面实施种业振兴行动
方案”；2023年则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
动”作为单独一项重点工作放在“强化农业
科技和装备支撑”，并从种质资源精准鉴定
评价机制、生物育种等方面做了具体部署。

种质资源精准鉴定评价机制方面，财
通证券认为，精准鉴定评价机制的构建及
种植的规范管理，有望对种业的品种创新
形成更好的保护，激励制种业的研发创新。

生物育种方面，继2022年之后，文件
再次提出“全面实施生物育种重大项目”，
同时进一步明确指出“加快玉米大豆生物
育种产业化步伐”“有序扩大试点范围”。

中信证券分析指出，生物育种产业化
政策表述口径已发生重大实质性变化：从
2021年“有序推进”，到2022年未提及生物
育种产业化，再到2023年“加快步伐”，生
物育种产业化的政策导向已愈加明确，推
进速度要求也越来越高，推广原则更为具
体和可操作。

中信证券认为，2023年大概率成为中
国生物育种产业化元年，建议重点关注生

物育种产业化机会，把握政策

红利窗口期。推荐具备生物育种产业化显
著领先优势的大北农、杂交玉米种业龙头
登海种业、稻麦种植优质标的苏垦农发。

生猪养殖行业有望受益

围绕生猪养殖，文件提出“落实生猪稳
产保供省负总责，强化以能繁母猪为主的
生猪产能调控”。

中邮证券认为，生猪供给缓慢增加，而
随着防疫措施优化调整，需求将明显改善，
预计2023年猪价中枢将较2022年有所抬
升，成本管控优异的企业仍将盈利。建议
关注牧原股份、巨星农牧。

中国银河证券的观点是，在生猪养殖
行业方面，政策抑制波动是周期运行中的
一个因素，而企业自身降本增效、规模稳步
提升是核心，建议关注牧原股份、温氏股份
等。

展望2023年，山西证券认为生猪行
业本轮大周期或迎来第三个“亏损底”，
且更有可能成为新一轮周期的起点，推荐
温氏股份、唐人神、东瑞股份、神农集团、
巨星农牧、新希望等经营相对稳健的生猪
养殖股。

农机设备、预制菜被看好

此外，还有机构看好农机设备、预制
菜。

现代农业建设方面，东北证券分析指
出，表述从“强化现代农业基础支撑”调整
为“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并新增“强化
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强调农业现代化的
重要性。

“乡村要振兴，基建要先行，农村基础
设施建设是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重要
抓手，关乎着农业经济发展的质量，是提升
农村生产效率的基础。”川财证券同样表
示，中央一号文件也从加强耕地保护和用
途管控、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强水利基
础设施建设、强化农业防灾减灾能力建设
等四个方向进行了布局细化要求。

山西证券建议关注技术研发、产品布
局、市场拓展等方面具备领先能力的头部
农机设备企业，如一拖股份。

此外，财通证券还看好预制菜的发展：
当前政策下，乡村新产业新业态中，预制菜
产业有助于实现现代农业与现代食品业的
融合发展，促进城乡资源、人力、资本等要
素的流动，有望实现蓬勃发展。建议关注
复合调味引领者日辰股份。

2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
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
意见》（即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发
布，主要包括抓紧抓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
稳产保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动
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拓宽农民增收致富
渠道、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
九个部分。

中信证券表示，一号文件将是2023
年和未来相当一段时间我国农业政策的
重要风向标，将对农业产业、板块及上市
公司产生重大政策影响。

展望后市，行业配置方面，机构普遍
看好种业、农化、农业机械、生猪养殖等行
业。此外，也有机构看好农机设备、预制
菜等。

数字农业建设给多个产业带来机遇

数字乡村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也是建设数
字中国的重要内容。此次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深入实
施数字乡村发展行动，推动数字化应用场景研发推
广。加快农业农村大数据应用，推进智慧农业发展。

事实上，国家有关部门一直高度重视数字乡村
建设。2022年初，农业农村部等10部门印发《数字
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提出到2025
年，数字乡村发展取得重要进展，乡村4G深化普及、
5G创新应用，农业生产经营数字化转型明显加快，
智慧农业建设取得初步成效，培育形成一批叫得响、
质量优、特色显的农村电商产品品牌，乡村网络文化
繁荣发展，乡村数字化治理体系日趋完善。9月，农
业农村部办公厅印发《农业现代化示范区数字化建
设指南》的通知，力争用3到5年，示范区数字化发展
取得显著成效，大数据应用场景丰富拓展，建成一批
智慧农业先行样板。

去年底，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联合启动了
《数字乡村建设指南》修订工作，并广泛征求修改意
见和建议。

同时，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与浙江省人民政
府近日签署共建数字乡村引领区合作备忘录，支持
浙江建设数字乡村引领区。

受各方政策消息影响，供销社、数字乡村等板块
概念股收获一波行情，也受到资本市场高度关注。

目前多地农业数字化领域积极探索。例如，苏
州市《关于“十四五”深入推进农业数字化建设的行
动方案》提出，打造10个数字化创新引领的智慧园
区、20个智能化水平先进的智慧农场。黑龙江省共
青农场引入遥感系统、叶龄诊断系统等10余个智慧
农业平台，可以实时监测耕地温度、湿度和作物生长
情况，实现全天候精细管理。河南安阳市运用传感
器、摄像头等设备开展物联网技术示范应用，建成广
润坡农业物联网智慧平台和5个工作站，完成了270
多个物联网基层数据采集示范点建设。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吴天龙
表示，农业数字化持续推进将给很多相关产业带来
机遇。一是农业社会化服务业。普通农户家庭经营
面积有限，进行智慧化改造的单位成本相对较高，而
且智慧农业的发展将进一步解放生产力，这将给社
会化服务创造条件。二是模型算法行业。智慧农业
的发展不是简单的数字探头传感+大屏幕展示，还包
括对数据的处理和分析，通过模型对生产进行模拟、
预测和管理。此外还有芯片行业、通信技术、消费电
子等领域。三是新产业新业态。数字化的精准赋能
可以消除信息鸿沟、实现数字红利，对农业生产的精
准化、农产品质量的可追溯、产销对接的协调畅通、
农产品加工的靶向化都有很好的助力作用。

综合澎湃新闻、财联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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