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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3-2018年中国种子市场现状分析及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共十二章。首

先介绍了中国种子行业的概念，接着分析了中国种子产业发展环境，然后对中国种子产业运

行情况进行了重点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种子产业面临的机遇及发展前景，提出了发展动种

子产业面临的风险及建议，内容翔实，数据准确，观点深刻。您若想对种子产业有个系统的

了解或者想投资该行业，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通过《2013-2018年中国种子市场现状分析及投资前景研究报告》，生产企业及投资机构将

充分了解产品市场、原材料供应、销售方式、市场供需、有效客户、 潜在客户等详实信息，

为研究竞争对手的市场定位，产品特征、产品定价、营销模式、销售网络和企业发展提供了

科学决策依据。

    种子行 业属国家提供优厚扶持政策的产业。中共中央、国务院自1982年至今共发布了十二

个以&ldquo;三农&rdquo;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对我国的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作出具体 部

署。在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更是明确提出&ldquo;推动国内种业加快企业并购和产业整合

，引导种子企业与科研单位联合，抓紧培育有核心竞争力的大型种子企 业&rdquo;。

     随着种子商品化程度提高，中国种业市场快速升值，已经从2000年的250亿元增加到目前的

近1000亿元，成为继美国之后的全球第二大种子市场。目前中 国已经有持证种子经营企业

近7000家，各种类型的股份制企业以及民营企业成为国内种子市场主力军。种业50强企业经

营额占主要农作物种子市场份额的 30%以上，其中水稻、玉米种子市场份额超过50%。

     2011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对中国今后十年现代农

作物种业发展进行了全面部署，目前大部分省市出台了相关措施，国内 种业面临前所未有的

发展机遇。当前，国家对种子行业的关注度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的地位，将重点培育一批规

模较大的种子公司。

    在扶持种子行业发展方面，除自2002年开始实施的良种补贴外，还大力支持种子研发投入

，加强研发单位和制种企业的合作。

    随着国家产业政策的进一步扶持，种子企业未来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将不断增强，我

国的种业将有更快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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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孟山都、先锋、先正达三巨头的发展历程能够看出，不断的并购重组，向国际化、规模

化、跨行业方向发展已经成为现代种子企业的发展方向。由于种子是行业是一个高投入、高

风险、高回报的行业，种业公司发展壮大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品种和创新，而品种和创新需要

持续不断的研发投入，快速发展的背后必须有强大的资金作为支持。因此一些业务单一、规

模较小的种业公司逐渐被规模大、业务多元化、综合实力强的大集团兼并，种业巨头在不断

的兼并收购中发展壮大，逐渐形成寡头垄断格局，全球CR10市场集中度已从1985年的约15%

上升到现在的73%左右。行业集中度的提高既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产品优势互补，也有利

于充分发挥种业集团公司的规模优势。 近年来主要种业公司并购事件汇总

                             公司             年份             被收购公司                               孟山都             2007             完成

对Delta&amp;Pineland 公司收购                               旗下的美国种业公司并购Rea Hybrids                       

       成立国际种业集团（ISG）                               ISG 收购Poloni Semences（法国）和Western Seed 

（荷兰）                               ASI 收购Hubner Seeds 公司和Lewis Hybrids 公司                               巴西玉

米种子公司Agroeste Sementes                               蔬菜种业公司De Ruiter Seeds                               2008       

     巴西公司Aly Participaceos                               瓜地马拉种业公司Semillas Cristiani Burkard                     

         2009             美国小麦种质处理公司WestBred LLC                               巴西棉花种业公司MDM

Sementes de Algodoa 49% 股权                               2011             美国基因技术公司Divergence                       

       陶氏益农             2007             巴西玉米种业公司Agromen Tecnologia Ltd                               澳大利

亚公司Maize Technologies（ 包括它的玉米业务）                               荷兰公司Duo Maize                       

       一家美国以向日葵、高粱、玉米为主的种业公司，Triumph Seeds                               2008             

美国公司Dairyland Seed Co. 和Bio-Plant research Ltd.                               巴西玉米种业公司Coodetec   

                           美国种业公司Brodbeck Seed                               美国Renze Hybrids 公司                               

德国玉米杂交技术公司，Suedwestsaat GbR                               2009             伊利诺伊玉米种业公

司Pfister Hybrids 的大部分资产                               加拿大玉米、大豆、稻谷种业公司Hyland seeds    

                          2010             科罗拉多种业公司Grand Valley Hybrids 的大部分资产                              

2011             安大略Thompsons Limited 公司设备                               收购Sansgaard Seed Farms 的相关

品牌                               Northwest Plant Breeding 种业公司资产                               澳大利亚小麦育种公

司HRZ Wheats 的未公开股权                               拜耳             2007             旗下公司Nunhems 收

购Unilever 的土豆种子业务                               旗下公司Numhems 收购韩国蔬菜种业公司SeedEx       

                       孟山都旗下公司Stoneville Pedigreed Seed                               旗下公司Numhems 收购生菜

种业公司Paragon Seed                               旗下公司Numhems 收购Teboza 公司芦笋育种业务                 

             2009             Athenix 集团                               2010             乌克兰育种企业Sort and Eurosort 的育

种相关业务                               2011             美国种业公司Hornbeck Seed                               研究结



构SoyTech Seeds                               德国种业公司Raps GbR 的油菜子业务                               先正达        

    2007             以色列蔬菜种业公司Zeraim Gedera Ltd.                               欧洲花卉行业龙头Fischer 集

团                               中国玉米种业公司三北种业49% 股权                               2008             鲜花种子公

司Goldsmith Seeds 和Resource Seeds                               美国种业公司SPS                               美国种业公

司Yoder Brothers 的部分业务                               2009             孟山都全球向日葵种子业务                          

    Synergene 和Pybas Vegetable Seed 公司                               2010             Maribo Seed 公司的甜菜业务    

                          GreenLeaf Genetics 公司                               杜邦先锋             2009             Nandi 种业公司的

棉花种子与种质业务                               2011             Doebler's PA Hybrids 公司                资料来源：博

思数据研究中心整理 

2、育种研发是种业公司发展的核心竞争力，行业巨头们不惜重金投入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句话在种子行业非常适用，公司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科研实力和

科研人才的竞争。前有先锋公司依靠杂交育种技术成为种业老大，后有孟山都抓住生物育种

快速发展的机会成为行业新王者，都不是巧合，而是建立在其巨大的研发投入以及前瞻性的

研发战略基础之上的。孟山都、先锋、先正达2011在育种研发（包括生物育种）上分别投入

了13.8亿、10.3亿、4.2亿美元，分别占其当年种子销售收入的12%、11%、13%，都远远超过行

业平均5%-7%的水平。除大规模的研发投入之外，各大公司还充分利用自家的专利、种质、

技术等进行交叉许可、技术共享、合作研发，在合作的同时还大打专利战，把手中的技术和

资源利用到了极致。

3、以转基因技术为主的生物育种已成为行业发展的新方向

常规育种以杂交技术为核心，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非常成熟，但在杂种优势已经利用得非

常充分的情况下进一步提升生产力的空间已经不大；生物育种以转基因技术为核心，品种选

育过程更加高效、精准、直接，育成的品种带来的经济效益也更大，因此已成为种业巨头的

的重点发展方向。从孟山都在1996年推出首个转基因大豆产品开始，先锋、先正达、拜耳、

陶氏益农等各大企业也都推出了自己的转基因产品，包括大豆、玉米、棉花、油菜等众多品

种。经过10多年的发展，2012年转基因农作物遍及全球六大洲，总种植面积达到1.7亿公顷，

比中国耕地总面积还要高出30%。暂不考虑其带来的诸多争议，仅从商业前景的角度来看，

转基因技术必定将带动行业新一轮的大发展。 二、世界种业的演变与发展及其启示 4

    世界发达国家的种子行业已发展成集科研、生产、加工、销售、技术服务于一体、相当完

善的可持续发展产业体系，位居世界前十强的种业公司大多为欧美国家的种业公司，少数几

家大型种子集团垄断了世界种子行业的大部分市场。这些国家建立了完善的种质资源管理及

种子研究、开发、生产、加工、储运、营销等环节的种子法律法规，种子监管法规内容系统

且操作性强。另外，为在生产环节有效地控制种子质量，美国等发达国家均建立了规范的种



子生产标准和投放程序。

    世界种子市场无论从营业额角度还是获取的植物育种者权益角度看，都是先进国家的种子

公司居于主导地位。美国是世界上谷物生产大国，也是世界最大的种子生产大国，种子的科

研、生产推广水平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从国际种业发展历史看，种子公司对种业发展贡献巨大，据统计，过去一百年来农业增量

提高的60%是由种子公司贡献的。发达国家种子公司成为发展种业的主体，掌控着大部分农

作物种子和种业市场的发展走向。跨国种业公司依靠科技、资本和成熟的运营体制基本主宰

了世界种子市场。 全球种业十大品牌

  

                           公司名称             所属国                               孟山都             美国                               杜邦先锋   

         美国                               先正达             瑞士                               Groupe Limagrain             法国                     

         Land O&rsquo;lakes             美国                               KWS AG             美国                               Bayer Crop

Science             德国                               Sakata             日本                               DLF-Trifolium             丹麦           

                   Takii             日本                资料来源：博思数据研究中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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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                            作物种类             品种数量             播种面积（亿亩）             销售额（亿元）        

    种子总产量（万吨）             商品率（%）                               玉米             **             5.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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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亩，总产量2.04亿吨，种植面积和总产量分别占粮食的27%和35%。水稻是中国最主要的口

粮消费作物，在所有口粮消费中占比60%左右，水稻口粮消费占水稻总消费量的85%。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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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140公斤水稻，总消费量将达到1.97亿吨。此外，在酿酒、制药、调味品、饲料加工等领域

对稻谷的工业需求也在增长。除产量外，对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尤其是沿海发达地区对高

品质粳稻的需求增长较快，对高品质大米的进口需求也在逐年增长。

    水稻分为籼稻和粳稻两大亚种，生物属性和适种范围差别较大，较难相互替代。水稻属于

禾本科稻属，是一种极其古老的作物，我国人工种植历史至少有7000年，在长期进化和不同

生态条件下的人工驯化下发生分化为籼稻、粳稻两个亚种，而且两个亚种的生物属性和适应

区域大不相同，因此除了少数临界地区之外不能相互替代，各自所占的比例相对稳定，籼稻

和粳稻各占总面积的30%左右。籼稻主要分布在南方地区，优势在于杂交优势明显，传统意

义上的杂交水稻基本都是籼稻，其杂交比例在75%左右，产量高，但米质一般；粳稻主要分

布在北方地区以及南方部分高海拔地区，优势在于米质好、口感佳，但杂交优势不明显，比

例仅占5%。 籼稻与粳稻特性对比                            种类             区域             特性             优势                    

          籼稻             比较适宜生长在高温、强光和多湿的热带及亚热带地区，在我国主要分布于

华南热带和淮河以南的亚热带低地             籽粒强度小，耐压性能差，加工时容易产生碎米，

出米率较低，米粒淀粉粘性较弱，胀性较大，谷粒狭长，颖毛短稀，叶绿、色较淡，叶面多

茸毛，耐肥性较弱，叶片弯长，株型较松散，并有耐湿、耐热、耐强光、易落粒和对稻瘟病

抵抗性较强等特征特性             杂交优势明显，增产潜力大，杂交化率75%左右                               

粳稻             比较适宜生长在气候暖和的温带 热带高地，在我国主要分布于南部热带、亚热带

的高地、华东太湖流域以及华北、西北、东北等温度较低的地区             籽粒强度大，耐压性

能好，加工时不易产生碎米，出米率较高，米粒淀粉粘性较强，胀性较小，谷粒短圆，颖毛

长密，叶绿、色较浓，叶面较光滑，耐肥性较强，叶片短直，株型紧凑，并有耐寒、耐弱光

、不易落粒和对稻瘟病抵抗性较弱等特征特性             米质好，口感佳，杂交化率5%                数

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水稻种植区域化特征明显，不同区域品种和产量都差异较大。我国水稻种植主要集中在东



北平原、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三大区域，分别占全国水稻种植面积的12%、64%和22%。东北

平原水稻种植区域一般全年只种一季水稻，生长周期长，水肥条件好，单产水平高出全

国10%，而且主要是高品质的粳稻品种；长江流域种植面积最大，以籼稻为主，可以种植单

季稻（中稻）或者双季稻（早晚稻），北部区域有少量粳稻，平均单产比全国高出4%；东南

沿海种植的基本都是籼稻，可种植一到三季，由于生长周期较短，平均单产低于全国水平9%

。中国水稻平均单产在440公斤/亩左右，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近几年增长缓慢，主要是要

在产品与品质中做出取舍，未来对高产优质兼顾的品种需求量极大。中国三大水稻主产区概

况                            区域             范围             面积（万亩）             平均单产（公斤/亩）             气候特

征                               东北平原区             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及黑龙江农垦             5625            

484             全年&ge;10℃的有效积温2000℃-3600℃，日照时数2400-3100小时，降雨量320-1000毫

米。热量条件可满足一季作物生长。土壤肥沃，7、8月份降雨集中，温度较高，昼夜温差大

，雨热同季，是我国优质粳稻的主要产区。                               长江流域区             云南、贵州、四

川、重庆、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和河南南部             29301             458             内气候四

季分明，全年&ge;10℃的有效积温4500℃-5800℃，日照时数1100-2500小时，降雨量1000-2000

毫米；区内单季、双季稻共存，籼、粳、糯稻品种均有种植。                               东南沿海区          

  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             9883             402             光、温、水资源丰富，年

日照时数1300－2600小时，全年&ge;10℃的积温5000℃-9300℃，降雨量1100-3000毫米，气候条

件满足单季、双季或三季稻作种植。                资料来源：博思数据研究中心整理

    根据育种制种方法的不同，杂交水稻可分为三系和两系两种。由于水稻是自花授粉作物，

要实现杂交必须先去雄使其不能自授粉，然后用另一亲本的花粉授粉，但水稻花器小且多（

每粒谷子都对应一朵花），人工去雄操作难以实现，因此生产上采取&ldquo;雄性不育&rdquo;

来解决去雄的问题。三系法从70年代开始推广，其原理是：使用雄性不育系、保持系和雄性

不育恢复系来配制杂交种，三系之间关系密切，其中不育系除了雄性器官发育不正常、花粉

败育不能自交结实、抽穗吐颈不完全之外，其余性状与保持系基本一致。保持系与不育系杂

交，获得的不育系种子供来年制种和繁殖用；不育系与恢复系杂交，获得的杂交水稻种子供

下季大田生产用；保持系与恢复系的自交种子则可继续作为保持系和恢复系用。两系法从90

年代开始逐渐推广应用，其基本原理是：使用一种光温敏核不育系水稻，其育性转换与日照

长短和温度高低有密切关系，在长日高温条件下，表现为雄性不育，可用来与恢复系杂交制

种；在短日平温条件下，恢复雄性可育，可用于自交繁殖，不再需要借助保持系来繁殖不育

系。    两系水稻在产量和米质上比三系有一定的优势，因此近几年推广面积增长快于三系水

稻。三系法育种的瓶颈在于找到特定的恢复系与不育系配组比较困难，选育出优质组合的几

率较低，而两系法的恢复系谱广，选到优良组合的几率高于三系法，因此一般两系杂交稻三



系杂交稻相比产量更高、米质更优。虽然目前国内杂交水稻总量上还是三系水稻占据优势，

但由于两系水稻的优势比较明显，近几年在推广面积、审定品种数量方面的增速都明显快于

三系水稻，比如2009年国内五大水稻品种中前四位都是两系水稻，分别是扬两优6号、新两

优6号、两优6326、丰两优1号。此外，两系水稻种子平均销售价格也高于三系水稻。两系法

也有其自身的缺陷，就是光温敏不育系的育性转换受光照温度条件影响较大，一旦出现异常

气候，制种失败的风险非常大，因此对制种基地的选择以及制种过程的管理也非常重要。 两

系法与三系法杂交水稻的优缺点对比                                          原理             优点             缺点                      

        三系法             使用雄性不育系、保持系和雄性不育恢复系来配制杂交种，三系之间关系密

切，其中不育系除了雄性器官发育不正常、花粉败育不能自交结实、抽穗吐颈不完全之外，

其余性状与保持系基本一致。保持系与不育系杂交，获得的不育系种子供来年制种和繁殖用

；不育系与恢复系杂交，获得的杂交水稻种子供下季大田生产用；保持系与恢复系的自交种

子则可继续作为保持系和恢复系用。             制种和不育系种子繁育受自然环境的现象小，不

育系的育性稳定。             只有不到5％的品种能恢复三系不育系的育性，配组中恢保关系严格

，配组选择自由度小，种子生产程序复杂                               两系法             使用一种光温敏核不育

系水稻，其育性转换与日照长短和温度高低有密切关系，在长日高温条件下，表现为雄性不

育，可用来与恢复系杂交制种；在短日平温条件下，恢复雄性可育，可用于自交繁殖，不再

需要借助保持系来繁殖不育系。             不需要借助保持系来繁殖不育系，制种程序简单，制

种成本降低；配组自由，95％以上的水稻品种都能使两系不育系的育性恢复，选配到优良组

合的机率大大提高；产量更高、米质更优。             光温敏不育系的育性转换需要一定的温光

条件，不育系繁殖和制种过程中遇到不正常气候时生产出来的种子质量和数量都不稳定，在

不育系繁殖季节如果遇到异常的高温，光温敏不育系的可育性状转换受阻，繁殖减产甚至绝

收。在制种过程中如果遇到异常低温，则不育系的育性得以恢复，生产出来的种子质量将无

法保证。                资料来源：博思数据研究中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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