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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种业发展的隐忧及改进建议
张梅，李瑞

（郑州轻工业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摘　要］种子是粮食安全的关键，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产业。１９８０年代末跨国种子公司陆续进
入中国市场，严重威胁着我国种子产业安全，也使我国种业发展中存在的种子企业缺乏竞争力、种

子商品化不足、种子企业研发能力不足、种子检验监管不力等问题逐一凸显出来。为促进我国种业

更好更快地发展，建议采取如下举措：加强对国内种子公司的扶植力度；提高种子商品化率；加大种

子企业的科技创新力度；加强种业市场监管；改进种子储备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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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证粮食安全首先就要通过种植生产出足够多
的粮食来满足人们的需要。扩大粮食生产的前提条

件是土地、种子和农业科学技术，有了优良的种子，

粮食生产才有赖以发展的根基。粮食生产的关键就

是种子，种子产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性产业。

保证国家对种子产业强有力的监管和控制，对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和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具有十分重

要的战略意义。

目前，我国种子产业的理论研究成果大多处于

市场主体层次和局部地区层面上，宏观层面的研究

仍需加强和深化。本文拟从我国种业发展现状出

发，探讨我国种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

对策建议，以期为我国种业发展提供参考。

　　一、我国种业发展现状

一些大型跨国种子公司从１９８０年代末陆续进
入中国市场。在１０年左右的时间里，跨国种子公司
凭借雄厚的资金、先进的科技和丰富的国际市场运

作经验，已控制了我国市场约 ７０％的种子来源和
５０％以上高端蔬菜种子的市场份额。统计数据显
示，目前在我国登记注册的外商投资种子公司已有

７６家，其中包括４２家合资公司、２６家独资公司和８
家中外合作经营公司，而种子公司的核心资源———

技术与专利却掌握在那些名义上只能占合资公司

４９％股份的外国公司手中。［１］不仅如此，他们的市
场份额也在不断扩大，其中有些品种的市场影响力

很大，推广速度特别快。例如，先锋公司自进入中国

市场以来迅速扩张，截至２０１０年该公司的玉米品种
仅“先玉３３５”就约有３０００多万亩播种面积，再加
上其他品种，播种面积将近６０００万亩，约占我国玉
米播种总面积的１３％。“先玉３３５”在２０１０年的纯
利润约有６亿元人民币，加上各种套牌销售，它在中
国玉米种子市场上的纯利润约占整个市场的１／２。
在蔬菜种子市场中，洋品牌的利润已占到 ８０％以
上，控制了１／２的市场份额。［２］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我国农业用种量巨大。根

据国际种子联盟公布的数据，截至２０１０年，世界商
业种子市场价值已经超过３００亿美元，而我国商业
种子国内市场销售额也已近５０亿美元，成为仅次于
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种子市场。资本的逐利性使各大

跨国种业巨头纷纷进军中国市场。纵观我国种业市

场，国内数千家种子企业规模大多偏小，难以与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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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竞争。［２］国外大型种子公司大肆抢占我国种业

市场份额，严重威胁我国的种子资源和种业安全。

因此，我们必须站在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高度来研

究种子产业的未来发展，避免大型跨国种业公司主

宰我国种子市场。

　　二、我国种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１．种子企业缺乏竞争力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数据显示，２０１０年世界

商业种子市场总价值为３００多亿美元。其中，世界
五大种企２０１０年种子销售额如图１所示。排名第
一位的孟山都公司占全球种子市场２０％以上的份
额。排名前三位的公司（孟山都、杜邦和先正达）销

售额共计１６１亿美元，占全球种子市场的５３％。

图１　世界五大种企２０１０年种子销售额
我国种子企业的现状是数量少、规模小、实力

弱。２０１１年美国农业部报告显示，中国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年度种子市场规模约为５５０亿元，居全球第二，国内
８０００多家种业公司中只有１０多家上市，市场份额
仅占１３％。［３］注册资本在５００万元以下的种子企业
占到了 ７０％，注册资本在 ３０００万元以上的仅有
２００多家，真正能够实现从繁育到推广一体化经营、
市场范围覆盖全国的种子企业不到１００家。我国前
１０强种子企业的销售额占同期市场份额不到１％，
与世界前１０强种子公司相比实力悬殊。［２］

目前，世界种子市场出现了日趋垄断的趋势，一

系列收购、兼并活动相继进行，促进了种子行业整合

重组。未来，少数的几家大型跨国公司很可能成为

全球种子产业的全部。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种业

的市场集中度较差，整体水平相对较低。农博网

２０１０年１月份资料显示，我国有证的９０００多家种
子公司，前５０强才占３０％的市场份额，前１０强只
占１０％［２］，没有一家达到市场总量的５％，前２０强
的销售额加起来还不如一个孟山都。

２．种子商品化不足
我国种子的商品化水平相对较低。我国每年商

品种子市场销售额大约２００亿元人民币，常年种子
使用量在１２５亿公斤左右，而种子商品率仅为３０％
左右，约为发达国家的２０％。［３］总的看来，我国种子
市场的容量相对较大，但是种子的商品率低，与发达

国家相比差距明显。

我国种子以其４０％左右的贡献率对种植业产
量的增长做出了重大贡献，产生了良好的经济、社会

效益。在我国，与传统产业相比，种子产业的平均盈

利水平略高。但是，我国种子的毛利润和相对价格

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很低。在美国，主要粮食作物

价格与粮食种子价格之比为１∶３０，而我国为１∶３，
相差了 １０倍；美国育种成本占种植业总产值的
６％，而我国仅为１．５％，相差了４倍。［３］

３．种子企业研发能力不足
科研育种是种子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我国

的种子公司数量居世界首位，而核心的育种工作却

不是本公司完成的，主要依靠科研和教学单位。国

外８０％的种子科研工作是由种子公司自己完成的，
而我国仅有１０％是由种子公司自己完成的。［４］我国
有４００多家农业科研单位，５万多名农业科研人员，
比美国农业科研单位及农业科研人员多几倍。［５］然

而分散的科研形成不了合力，并且其科研与市场脱

节，选育的成果不被市场接受，不利于产研结合，企

业作为科研主体只是停留在口头上。

自２００６年以来，我国加大了对农业科学研究的
投资，在一些重点科技计划和项目的支撑下，我国的

育种技术已经有了长足的进展，并在某些领域达到

世界领先水平。但是我国的种子科研投入仍然无法

与国际种企相比。大型跨国种子企业在种子研发上

的投资基本超过了销售额的１０％，如先锋公司每年
科研育种投入为销售收入的１１％左右，达到每年２
亿美元。［３］反观我国，种子企业研发投入极低，基本

在销售额的１％左右，甚至更低，最终导致我国缺乏
有市场竞争力的自有高新技术种子品种，种子企业

发展后劲严重不足。

４．种子检验监管不力
一直以来，我国种子市场存在的最为严重的问

题就是劣种泛滥、品种数量过多、不同品种间差异不

显著。原因在于我国对种子企业的经营管理以及种

子质量的市场监管力度不够，“准入条件低、品种

‘三性’检测未纳入品种审定程序”，导致品种数量

繁多。［３］此外，我国农村非常缺乏用于种子质量检

测的仪器，检测手段也相对落后，严谨科学的种子质

量检验监控机制严重缺乏，由此引起的相关种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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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事故时有发生，农民损失惨重。众多缘由导致我

国目前种子市场监管相当混乱，严重影响农业生产

用种的安全。

　　三、促进我国种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１．加强对国内种子公司的扶植力度，着力培育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种子企业

国家应大力扶植民族种子企业的发展壮大，着

力培育几家具有研发能力和市场营销能力的龙头种

子企业，使其占有更多国内种子市场份额，保证国家

对种业的主导力和控制力［１］，同时鼓励其进入国际

市场，参与国际种业市场竞争。首先，国家要加强产

业政策方面的扶持，对有一定规模和实力开展商业

育种和实用技术创新研究的种子企业及社会责任感

强、成长性好、能带动产业发展的种子企业给予产业

政策倾斜，促使其能够真正发挥市场主体作用。［６］

其次，国家应对符合条件的“育繁推一体化”的种子

企业给予信贷、税收以及科研经费划拨等政策方面

的支持。［７］再次，国家要鼓励种子企业在优势互补

的基础上实行强强联合，通过并购、参股等方式整

合、优化资源配置。目前，国家可通过大幅提高种业

市场准入门槛淘汰一批缺乏市场竞争力的种子企

业，促进种子企业兼并重组，以便其发展成为具有核

心竞争力的种业集团。

２．提高种子商品化率，增强市场化管理
商品化程度高的种子选育机构应走向市场，依

靠市场力量优胜劣汰，建立健全以企业为主体的商

品化育种模式。那些已经形成育种研发和种子经营

一体化的国有科研机构应积极向种子企业转型。现

有种子企业要树立市场创新观念，突出产品优势、品

种区位优势以及服务优势等，加固营销链，努力开

发、占领、拓展市场份额，找准市场切入点，力争把握

市场主动权。

３．加大种子企业的科技创新力度
种子企业的竞争核心是科技，因而应大力加强

科技创新力度，特别是生物育种方面。我国种子企

业要发展，一要强化品种自主研发能力，建立自己的

科研机构、科研基地和研发队伍，提高科技创新水

平；二要积极拓宽融资渠道，加大科研投入；三要加

强与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联系，实现产学研合作，以加

大品种开发力度；四要重视优秀育种人才、企业管理

人才和市场经营人才的引进与培养。

４．加强种业市场监管，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
跨国种子公司进入我国种业市场，带来了优质

的品种资源、先进的技术和科学的管理理念，推动了

我国种子产业的发展，但大量跨国种子公司的持续

进入，就会对我国粮食安全造成威胁。因此政府应

当适时地提高外资种子企业的准入门槛并加强监

管，对外资种子企业以合作名义兼并国内种子科研

机构及种子企业的行为，政府应进行总量控制。

国家应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规范种业管理

体系，创建有序的种业市场竞争环境，保证种子生产

安全，保障农民用种的合法权益。例如，建立新品种

测试和审定、原有品种的保护以及落后品种的淘汰

机制；健全农作物种子在种植、经营许可证审查和监

管的法律法规、政策；加强对种子企业的监督检查力

度及对其违法活动的惩戒力度。

５．改进种子储备政策
完善的良种储备十分必要，要做到“仓中有种，

心中不慌”，只有储有良种，粮食安全才可以真正实

现。［５］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国有种子企业也已向

市场经济全面改制。由于资金的逐利性，种子企业

一般不愿用大量资金去储备无利可图的种子，且我

国现行的对储备种子的补贴远低于种子企业的实际

储备费用。因此，我国政府应像对待战略储备粮一

样建立战略种子储备库，以保障我国良种储备无忧。

总之，在粮食产业链上，种子产业处于上游位

置，它的发展直接影响粮食产业链的每个环节。只

有让民族种业真正强大起来，才能保证国家对种业

的良好把控和主导，才能有名副其实的国家粮食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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