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题与探讨66 2019年第３期

诸多障碍问题，全面推进全产业链绿色模式开发，率

先实现更高水平的都市农业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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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种业改革 40 周年之际，作为种业投资领域

人员，结合所参与的投资案例，回顾反思种业发展成

就、种业企业的起落，就种业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谈谈

个人看法。

1　种业企业发展特征
1.1　行业成就　中国作为农耕文明古国，农业发展

纵贯了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农作物种子承载了文明

古国的农耕文化基因。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农业

发展取得了根本性的突破，生产效率大幅度提升，粮

食总产量持续增长，品类越加丰富。其中农作物种

业的持续更新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在推动

粮食单产提升方面涌现了诸如杂交水稻技术的突

破，时代性玉米品种郑单 958、丰产小麦济麦 22 等。

在杂交水稻等领域的科研水平已经达到甚至超越了

世界最高水准；玉米种植单产屡创新高，划时代的大

品种不断涌现，为保障中国的粮食安全作出了重要

贡献。

1.2　种企特征　相对于中国种业的整体成就，中国

种业企业的发展则呈现出起伏不定、各领风骚仅几

年的特征。近几十年出现了中国种子公司、山西屯

玉、北京德农、奥瑞金、登海种业、垦丰种业等众多大

型玉米种子企业。这些大企业兴起的原由有的是基

于市场机遇、政策扶持，有的是选育出突破性大品

种，但企业都呈现出快速兴起、发展停滞、快速回落

种业企业持续发展之路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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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轮回现象，并且在后一轮的行业发展中上述大企

业均未实现再次腾飞。

种业行业具有周期性，但种业企业并非伴随行

业的周期持续发展，而是体现一种更加频繁的更迭。

2　种业行业特征原因探析
2.1　投资机构的困惑　作为种业领域的投资从业

人员，面对种业企业的上述特征，对种业企业的投

资较难把握。大多数企业不具有持续成长性，甚至

不具有维持一定市场占有率的能力，则投资人的

投资很难具有长期投资的依据。同时，在当前全

行业终端收入仅为 300 亿元的市场体量下，却存

在上千家从业企业，投资人要在上千家的企业中

寻找一两家仅仅能够快速发展几年的企业，是一

种胜算极低的赌博，如果万幸投资正确，还要忐忑

不安地担心已投资企业时刻可能的跌落。面对此

种局面，需要投资机构或个人对种业这个行业的

特征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以期能够提高投资成 
功率。

2.2　成败类型分析　初步分析种业企业取得成

功的几种方式：（1）政策扶持型，如计划经济时期

的种子统一供应，部分区域特定品种的统购统销；

（2）自主研发品种获得突破或取得突破性品种的

经营权，如郑单 958 时期的北京德农、河南秋乐等；

（3）市场操作能力强的销售型公司，如近期的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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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创。

回顾历史发现，几类企业的成功因素也均是失

败因素。中国种子公司历史最辉煌时期处于国家垄

断阶段，但伴随市场逐渐放开而又快速地失去市场，

最终原因是种子品种、品质没有比较优势；而伴随浚

单 20、郑单 958 等兴起的另一批种业企业，是在种

子品质有很强相对优势的基础上快速成长的，而相

对应的上述企业也是在品种老化、出现替代性新品

种的背景下开始衰落。典型案例是北京屯玉，偶然

取得了京科 968 的经营权，促成了公司 2~3 年的快

速成长，但伴随京科 968 出现问题，公司也出现库存

积压、收入降低等问题。

市场操作能力强的销售型公司（如北京联创），

在销售能力建设方面投资巨大，企业品种以稳定为

基本特征。该类企业经营模式所适用的大背景是当

前玉米种业市场品种审定门槛降低、品种高度同质

化、品种间已无明显比较差异。如果行业内出现新

型的突破性品种，或公司品种出现致命性不足，公司

以广泛宣传、深耕渠道的模式是否可以保持持续竞

争力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2.3　企业持续发展的核心因素　根据分析，种业企

业的发展主要依靠的是品种品质的竞争优势，玉米

种业行业具有典型的产品驱动型特征。在品种无竞

争优势的前提下，政策支持、市场手段等外部因素均

不能保证企业的持续发展。这也符合种子作为生产

资料，采购人群有明显的成本敏感度，品种品质存在

特定的量化指标等特征。

2.4　当前的市场情况　当前种业行业的特征是品

种高度同质化、市场碎片化，在品种间差异降低、获

取成本降低的背景下，产业集中度降低，原龙头企业

市场份额也在降低。

3　种业行业特征形成原因
首要一点是，中国种业的科研力量仍主要集中

在公共科研院所。公共科研院所作为事业单位，其

研发资金来源丰富，不计较研发成本，但科研产出不

直接推广，造成各家企业均可以低成本获得品种经

营权，经常出现相同或类似品种多家经营。

其次，知识产权保护不足。我国知识产权保护

的程度较低，造成模仿门槛低、侵权成本低，部分科

研人员为在短期内出成果，在实质突破性品种的选

育上不做努力，模仿抄袭走捷径，此种现象导致了品

种同质化现象日趋严重。同时，企业侵权风险小、成

本低，相对于科研院所的研发资金优势，种业企业宁

可选择低成本采购品种经营权而不自建研发力量。

最终导致各家企业经营同质化品种，市场碎片化加

剧，产业集中度降低，形成各家企业收入降低亦再

无力量自行培养科研力量的局面，致使企业只能寻

求公共科研院所的品种来源，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例如，近期走访发现，有的玉米种业企业直接裁撤了

研发部门，究其原因是培养研发团队的成本很高但

产出却不一定，而采购品种经营权成本很低甚至零

成本。

4　建议
作为投资机构，选择投资企业的主要标准之一

是具有可持续的发展能力。种业企业要想建立这种

持续成长的能力，在产品驱动型的竞争格局下，需要

建设的是品种的持续自我迭代能力，进而保持品种

持续领先优势。

建议：（1）改革科研体制，建立以企业为主的科

研力量，调整科研经费投资方向，减少对事业单位

在品种选育领域的投资；（2）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主

动提高保护门槛，保护企业的持续创新动力与能力；

（3）提高品种审定门槛，减少同质化品种推向市场，

近而提高企业获取品种的成本，促使其提高市场份

额，有动力、有能力建立自身研发体系；（4）作为种

业企业应深刻认识到种业产品驱动型的本质，努力

自建科研体系，摆脱对公共科研资源的依赖，跳出抄

袭模仿的科研路径，以差异化实质突破性品种与对

手竞争。

在当前的科研体制、市场竞争格局下，任何一

家企业如想建立此种能力，首先面对的是高额的

投资成本与较低的成功率，在取得成功后又会面

对低程度的知识产权保护下基本为零风险的侵权

环境。但是，有抱负的种业企业应相信，当前的外

部环境不会持续太久，种业作为胜者通吃的市场，

必然会逐渐进入寡头时代，相较于自建科研的风

险，未来的收益预期是完全匹配的，企业如想在当

前复杂的环境下取得突破发展，需要自下决心深耕 
科研。

（收稿日期：2019-01-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