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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农作物种子企业经营现状及问题分析
王海龙　王韶红　韩新生　王兰先　丁　淼

（山东省青岛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青岛 266071）

摘要：通过实地调研青岛市种子企业的规模形态、研发投入、人才结构、销售收入等实情，找出制约青岛市种业发展的主要

问题，提出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加快资源整合和人才聚集、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培育本土龙头企业等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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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以建设国际种都为目标，不断加强商业

化育种体系建设及对种子行业的组织领导和监督管

理，经过多年发展，种子企业竞争力明显增强，建成

区域性良种繁育基地，加速新品种培育创新，使得种

子企业布局更加全面，种业发展新业态不断涌现，现

代种业产业体系初步形成。然而，面对国际种业巨

头的全球资源整合战略，国内大型种业公司逐步扩

大市场，青岛市种子企业在品种更新、经营策略、市

场建设、发展壮大等方面都面临着挑战，如何做好战

略定位，实现产业升级，优化资源配置，是青岛市种

子企业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1　种子企业发展现状
1.1　规模形态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青岛市

共有办证种子企业 107 家，其中注册资金 3000 万元

（含）以上企业 7 家，1000 万（含）~3000 万元（不含）

企 业 6 家，500 万（含）~1000 万 元（不 含）30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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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万（含）~500 万元（不含）55 家，100 万元以下

9 家。与 2018 年数据对比，2019 年办证种子企业增

长 24 家，增长率 29% ；2019 年青岛市种子企业办

证数量占全省种子企业办证数的 19% ；青岛市办证

种子企业市值 7.87 亿元，占全省办证种子企业市值

的 10%，2018 年和 2019 年的种子市值皆保持在山

东省第五大种子市场地位。从种子企业注册资金

看，大多企业集中在 100 万 ~500 万元，超大型企业

较少；从办证级别看，以县区级为主；从区域种子产

业发展看，平度发展最快，其他县区较为均衡；从企

业类型看，以当地种子企业为主，外来种子企业占比 
较小。

1.2　人才结构　2019 年全市种子企业共有职工

1049 人，其中博士 16 人、硕士 53 人、本科 229 人、

大专 273 人、大专以下 478 人。种子科研人员 144
人，其中博士 8 人、硕士 32 人、本科 46 人、大专 27
人、大专以下 31 人。外聘科研人员 31 人，其中研究

员 12 人、高级农艺师 10 人、其他 9 人。从业人员由

2018 年的 954 人增长为 2019 年的 1049 人，增长率

为 9.96%，人才发展较为平稳，高素质人才、高端引

进人才占比小。

1.3　研发投入　2019 年全市办证种子企业科研投

入 2951.64 万元，比 2018 年增长 306.64 万元，增长

率 11.59%，其中企业自主投入 2828.84 万元，占种

子销售利润的 30.91%。从业人员 1049 人，其中科

研人员 144 人，占从业人员的 13.73%。企业科研投

入逐年增长，自主投入占比较大，政府财政及外来社

会资金相对较少。

1.4　育繁推发展状况

1.4.1　种子繁育基地建设　青岛种子企业繁育作物

类别主要为小麦、花生、蔬菜等种子，玉米种子、马铃

薯种薯也有少量繁育。其中小麦、花生繁育基地主

要在青岛市辖区及邻市内；蔬菜种子、玉米种子、马

铃薯种薯繁育主要在新疆、甘肃、内蒙古、河北等地；

大白菜制种基地主要分布在山东临沂、泰安等鲁西

南地区和河南等地；辖区内只有青岛袁策种业有限

公司在海南有科研育种基地。特色种子产业基地较

为集中，优势明显，但与国内外大型种子企业比较，

青岛市种子基地建设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水平有

待进一步提升。

1.4.2　主要作物种子销售地　花生、小麦、大白菜种

子生产是青岛市的优势种业。其中，花生种子繁育

基地面积常年维持在 9506.67hm2 左右，繁种总产量

为 4749 万 kg，在保证本市生产用种的前提下，60%
的种子发往东北三省和新疆、河南、安徽等全国花生

产区；小麦种子制种生产面积在 7733.33hm2 左右，

繁种总产量为 5837 万 kg，49% 的种子销往全国各

地；大白菜种子制种生产面积在 1026.67hm2 左右，

繁种总产量为 133.9 万 kg，98% 的种子销往河北、东

北、新疆等地。

1.4.3　农作物种子商品化　2019 年全市农作物使

用良种面积 63.2 万 hm2，用种量 10780.21 万 kg。其

中，玉米播种面积 23.93 万 hm2，用种量 717.97 万 kg， 
商品化率 100% ；小麦播种面积 23.03 万 hm2，用

种量 2964.46 万 kg，商品化率 85% ；花生播种面积

7.08 万 hm2，用种量 1894.72 万 kg，商品化率 68% ；

马铃薯播种面积 2.36 万 hm2，用种量 3815.64 万 kg， 
商品化率 88% ；甘薯播种面积 8420hm2，用种量

1357.19 万 kg，商品化率 91% ；大白菜播种面积

1.69hm2，用种量 3.04 万 kg，商品化率 100%。

1.5　销售情况　

1.5.1　资产总额　2019 年全市办证种子企业资产

总额 108956.9 万元，资产总额 1 亿元（含）以上的企

业 2 家，资产总额在 5000 万（含）~1 亿元（不含）

的企业 4 家，资产总额在 1000 万（含）~5000 万元

（不含）的企业 19 家，500 万（含）~1000 万元（不含）

的企业 18 家，500 万元以下的企业 64 家。

1.5.2　销售额　2019 年全市办证种子企业种子销

售量 6409.72 万 kg，销售金额 78738.32 万元。其中，

出口蔬菜种子 3.47 万 kg，金额 1015.91 万元；进口蔬

菜种子 10.05 万 kg，金额 7214.7 万元。企业销售利

润 9150.53 万元，企业净利润 5638.49 万元；实现种子

销售保本盈利的企业 91 家，实现利润 6707.68 万元；

亏损企业 14 家，亏损额 919.78 万元。种子销售收入

在 5000 万 ~1 亿元之间的企业有 4 家；种子销售额

在 1000 万元以上的企业 19 家，销售额合计 6 亿，占

全市总销售额的 76.24%。按种子销售收入排名，前 
10 名企业种子销售收入合计 4.79 亿元，占全市总销

售额的 60.86% ；按销售利润排名，前 10 名利润额合

计 0.55 亿元，占全市总销售利润的 59.78%。

综上数据显示：2019 年种子企业资产总额比

2018 年的 8.9 亿元增长 2 亿元，增长率 22%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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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种子销售额比 2018 年的 7.22 亿元增加 0.65 亿

元，增长率 9% ；2019 年种子销售利润比 2018 年的

7378.79 万元增加 1771.74 万元，增长率 24% ；2019
年种子销售净利润比 2018 年的 4548.85 万元增加

1089.64 万元，增长率 24%。与国内大型种子企业

比较，青岛市种子销售及盈利能力一般，缺少带动力

强、盈利能力强、辐射范围广的大型种子龙头企业。

1.5.3　主要农作物种子销售情况　2019 年持有种

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企业全部实现生产上包装。其

中，玉米种子企业 12 家，销售额 8671.17 万元，占种

子销售总额的 11.01%；经营小麦种子的企业 12 家，

销售额 7243.29 万元，占种子销售总额的 9.20% ；经

营花生种子的企业 18 家，销售额 22232.94 万元，占

种子销售总额的 28.24%，占全省花生种子销售额

的 67.40% ；经营大白菜种子的企业 29 家，销售额

9878.98 万元，占种子销售总额的 12.55%，占全省大

白菜种子销售额的 37.66% ；经营胡萝卜种子的企

业 22 家，销售额 7664.63 万元，占种子销售总额的

9.73%，占全省胡萝卜种子销售额的 73.02%。以花

生、大白菜种子为代表的种子企业多年来一直是青

岛市的优势种业，销售额占据全国花生、大白菜种子

市场 20% 以上的份额。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和种植业结构

调整持续推进，青岛市主要农作物种子（花生、玉

米）和蔬菜种子（胡萝卜、黄瓜、辣椒、番茄等）销售

市值明显提升，小麦、大白菜、油菜、南瓜、大葱等种

子销售市值小幅下降，主要农作物种子质量合格率

稳定在 98% 左右，种子质量保持较高水平，种子数

量供应充足，用种安全有保障。玉米种子供大于

求的局面较前几年有所缓解，其他农作物种子供需

平衡。

2　种子企业创新发展亮点
2.1　企业竞争力不断增强　全市办证的种子企业

107 家，年销售额 3000 万元以上的种子企业 8 家，

具有研发育种能力的企业 30 家，占办证种子企业

的 28%。全市拥有一批具备育繁推一体化实力、特

色鲜明、品种优势明显、竞争力强的种子企业，在全

国种业市场占据一席之地。如研发“青农”系列小

麦品种的山东青丰种业；研发“实华”系列花生品种

的青岛华实种苗；研发“胶研”“琴萌”“义和”“胶

蔬”等大白菜、萝卜、小油菜系列品种的青岛胶研种

苗、青岛国际种苗、青岛和丰种业、胶州东茂蔬菜研

究所；在甜玉米、砧木研发方面具有产业领头羊地位

的青岛金妈妈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在干制辣椒品种

研发方面具有优势的胶州三禾农产科技有限公司；

在华南型黄瓜研发方面树立了自己品牌的即墨硕丰

源种业有限公司。其中，青岛胶研种苗研究所和青

岛和丰种业有限公司进入全国蔬菜种业 15 强，获得

“中国蔬菜种业信用骨干企业”称号；6 家种子企业

被评为 2A 以上信用企业，获得信用等级企业总数、

获得 AAA 信用等级企业数量在全省处于领先地位。

青岛金妈妈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建成国内首家黄瓜砧

木研发中心，黄瓜砧木市场份额一直保持占全国的

80% 以上，成为中国“油亮型”黄瓜砧木的开创者与

标准的制定者，成为青岛市首家育繁推一体化种子

企业。青岛市企业先后与袁隆平、赵振东、束怀瑞院

士签约，在青岛成立院士专家工作站或研发中心，通

过高端人才引进凝聚，进一步强化本市种业研发创

新能力，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2.2　农作物良种繁育基地建设加快　平度市被认

定为国家花生良种繁育基地，胶州市、平度市被山东

省农业农村厅认定为省级区域性蔬菜、花生良种繁

育基地。全市建设小麦、花生、大白菜等农作物良种

繁育基地 1.37 万 hm2 左右，年供应小麦、花生等粮

油良种 10586 万 kg，蔬菜良种 190 多万 kg。其中大

白菜、花生良种市值占全国 20%，青岛市已成为全

国优质大白菜、花生、小麦等重要作物良种生产供应

基地。

2.3　企业发展新业态不断出现　企业走出去步伐

加快，积极拓展省外市场。如青岛金妈妈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加大在广西、广东、福建省区的甜玉米推

广，青岛胶研种苗有限公司积极拓展新疆销售区域。

增加客户代繁种业务，增加销售额；企业积极创新营

销模式，充分发挥种业源头优势，抓住品种核心，延

伸农业产业链，从卖种子延伸到卖产品。如青岛五

丰果菜发展有限公司、鲁聚丰种业有限公司、胶州大

白菜研究所、山东诺尔种苗有限公司等企业以优良

水果萝卜、花生油、胶州大白菜、胡萝卜、水果玉米、

小南瓜、小番茄等优质新品种为核心产品，打通繁

育、种植、收购、加工到消费流通整个产业链，实现农

民增收、企业增效。

2.4　新品种培育加速创新　2019 年青岛种子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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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投入 2951.64万元，比 2018年增长 306.64万元，

增长率 11.59%，科研投入占销售利润的 30.91%。

科研投入的大幅增加，为创新新品种提供了资金支

撑。2019 年青农 6 号等 3 个小麦新品种通过山东

省审定，审定数量居全省第一；胶玉 1 号等 4 个玉米

新品种通过山东省审定；208 个非主要农作物品种

通过农业农村部登记。目前，全市非主要农作物品

种登记累计已达 879 个，涉及花生、大白菜、黄瓜、辣

椒、甜瓜等 12 个作物，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数量

走在全国同等城市前列；具有高抗叶部病害、保绿成

熟好、油亚比高等特性的花生新品种花育 33 号，保

绿成熟好、脱水快、丰产、适宜机械化收获的玉米品

种先玉 335、迪卡 517，优质面包麦品种济麦 20，营
养丰富口感好的橘红芯大白菜等一系列优良品种的

选育、推广，带动全市种业发展 [1]。

2.5　种子企业布局更加全面　近年来，先后引进了

山东登海、瑞士先正达、荷兰瑞克斯旺、日本住化等

8 家国内外知名种子企业。国内外知名种业相继进

入青岛，改写了青岛没有大型种子企业的历史。全

市种企布局更加全面，形成小麦有青丰，玉米有登

海，花生有华实，水稻有袁策，蓝莓有沃林，蔬菜有先

正达、瑞克斯旺、绿色硅谷、国际种苗、金妈妈、和丰

等知名企业的种业发展格局 [2]。

3　种子企业发展面临的挑战
3.1　财政资金扶持项目的选择性对蔬菜种企不利　

目前，财政资金对种业的支持多数集中在大田作物

类别，而蔬菜种业方面的扶持力度相对较弱或扶持

政策门槛较高，影响蔬菜种子企业在行业竞争中的

优势。

3.2　种子质量检测技术、设备及财政资金扶持跟不

上种业的发展　目前，假、劣种子坑害农民的事件时

有发生，抢购套购、侵犯品种权、未审先推、虚假广

告、标签标注不规范、生产经营档案不完善等现象仍

然存在 [3]。但是种子管理单位缺乏种子质量检验的

专业人员和先进的检验设备，青岛还没有一家通过

国家认证的种子质量监督检测机构，抽取的种子样

品都是委托省外有种子质量监督检测资质的第三方

检验机构进行检测，抽检的种子样品数量较少，检验

时间受到不同程度影响，种子管理机构监管种子市

场的能力受到削弱，影响合法经营企业的利益，制约

青岛市种业的发展。

3.3　企业创新新品种困难　目前，博士及以上科

研人才占比少，科研投入占销售总额的 3.75%，低

于全国平均值 6.5%，与国外种业企业将年销售额的

10%~19% 用于研发相差很远。企业缺乏资金配备

先进的实验室，很难聚集博士、硕士等科研人才，制

约了企业自主研发创新新品种的能力；部分种子生

产企业还存在吃老本、等客户、不思改变的现象，品

种老化、传统包装越来越难以适应市场需求，缺乏主

动出击的创新意识；企业自身积累少，没有自主品

种、育种技术落后，自主选育突破性新品种困难，核

心竞争力不强，以企业为主体的商业化育种体系尚

未建立，这已成为制约企业创新发展、不断壮大的短

板和瓶颈。

3.4　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薄弱　企业申请品种权保

护率低，2019 年全市新品种登记数量为 208 个，获

得新品种权保护的仅为 21 个，保护率 10.1%。冒牌、

套牌侵权经营现象严重，派生、仿制品种打压原创品

种，制约着青岛市种业可持续发展。

3.5　企业员工流动过快，留住人才难　由于农业科

技人才的培养需要时间和实践知识的积累，成长的

显著性优势相对不够突出，从而动摇了他们长期坚

持的决心，使那些原本已经踏入种子企业门槛的人

才又退而寻求他途，加剧了种业科技人才的流失。

加之种子企业大都在农村，工作、生活条件相对艰

苦，一些经验丰富的高水平专业人才，包括管理类

（营销、财务）人才和育种研发人才也不愿到农村工

作，影响了种业企业的发展壮大。

3.6　种子企业规模小，龙头带动作用不强　尽管青

岛市办证种子企业数量在全省名列前茅，但大部分

企业是家族经营，符合现代企业制度标准的较少。

全市 107 家办证企业中，年经营额 1000 万以下的企

业占 80.37%，育繁推一体化企业仅有金妈妈一家，

全国 50 强种业企业没有一家，种子企业走出去缺乏

竞争力。

4　现代种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4.1　加大财政资金扶持力度　2019 年青岛市财政

拨入企业的科研支持资金 122.8 万元，仅占企业科

研投入的 4.16%。要争取财政资金重点对开展种质

资源收集、保存、基因资源挖掘、育种核心理论和技

术研究的基础性公益性种业研究机构的支持，为种

业发展储备基础性资料和技术；争取财政资金对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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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大、实力强、成长性好的育繁推一体化种子企业在

良繁基地建设、科研项目、品种试验等方面给予重点

扶持，全面提升青岛市种业企业市场竞争能力；争取

财政资金在品种研发、基地建设、人才培养、制种保

险、制种采种机械纳入农机具购置补贴范围等方面

对种子企业进行补助，支持种业做大做强。通过设

立全市种业发展基金、新兴科技基金等，加快种业产

业集群的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型种业企业改扩建、购

置新设备。鼓励种业企业与传统信贷机构、风险资

本和其他金融机构合作，填补融资缺口。

4.2　加大资源整合力度，推动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　

充分发挥青岛国际城市和中心城市的辐射效应，加

快青岛国际种都建设。通过组建种业创新联盟，引

进扶持培育重点种子企业，建设具有青岛特色的种

子产业园、种业小镇、种质资源库、展示示范基地，快

速提升青岛市现代种业发展水平。鼓励育种创新及

品种更新换代，以市场为导向，从单一的主粮品种向

复合型优质专用品种迈进，形成种业发展的新格局，

加大对特色种业的扶持力度，使特色产业做精做专

做优，并产生聚集效应。

4.3　强化种子质量管理，完善知识产权保护　建立

一支廉洁公正、作风优良、业务精通、素质过硬和装

备精良的种子质量监督检测管理队伍，建立通过国

家认证的种子质量监督检测机构，强化种子质量监

督检测力度，确保农业生产用种安全。完善种子信

息网络体系，实现种子质量可追溯、种子信息可查

询、信息数据可共享，加大对假冒、侵权等违法行为

的整治力度，维护种子生产经营秩序，保护合法经营

企业的利益。

4.4　加快现代种业人才聚集，推动科技创新　充分

利用在青岛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资源，加大农作物

种业人才继续教育和培训力度。支持从事商业化育

种的科研单位或人员进入种子企业开展育种研发，发

挥市场机制作用。支持种业企业建立院士工作站、博

士后科研工作站和实训基地，如青丰种子产业园、大

白菜原产地、葡萄之乡、玫瑰小镇、牡丹产业园等。以

种兴业、以业促乡，通过给予津贴、综合资助或直投股

权投资等方式，面向全国甚至全球引进高层次人才和

领军人物，实施农业科研杰出人才计划和杰出青年农

业科学家项目，完善技术要素和创新成果参与分配机

制，支持鼓励事业单位科研人员按规定兼职创新、离

岗创办企业，围绕国家重大科技发展需求，整合优势

人才资源，提高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4.5　做大做强优势种业，培育壮大本土种子企业　

重点支持小麦、花生、大白菜种业发展，推动具有地

方特色和竞争实力的本土种子企业兼并重组，支持

大企业、大资本通过并购、参股等方式进入现代种业

领域，打造一批育种能力强、生产加工技术先进、市

场营销网络健全、技术服务到位的育繁推一体化种

业集团，增强市场竞争力。品种是企业进入市场的

通行证，鼓励企业加大投入，积极探索科研育种的新

途径，增强企业自主开发品种的能力，提高种子商品

的科技含量，朝着有自主知识产权、创新能力强的现

代种子企业或企业集团方向发展。加强与国际种业

巨头的交流与合作，深入学习其发展的成功经验，进

一步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增强企业核心竞

争力，提高种业科技含量。重点培育金妈妈、瑞克斯

旺、登海种业、绿色硅谷、国际种苗、胶研种苗、和丰

种业、青丰种业等重点研发类种子企业。如金妈妈、

青丰种业分别与国际国内种业机构合作成立的合资

控股公司，在甜玉米、小麦新品种销售上，享有先进

的市场竞争力。

综上，青岛市种业已形成了全面抓种业，企业

快速发展，新品种试验示范及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

记机制健全，种子生产、经营管理秩序逐步规范的良

好局面，这是种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优势。种子企

业生产发展已经驶入快车道，新品种科技创新能力

显著增强，本地优势种业企业快速发展，生产用种质

量数量得到有效保障，通过引进与加强国内外知名

种子企业合作、扶持优势种子企业发展、实施良种引

进示范、开展良种繁育基地建设、强化种子质量及市

场监管等一系列措施，全市现代种业必将快速提升

发展。

参考文献

[1] 吴兰荣，王军强，杨萍，王海龙，韩新生，周庆强．现代种业政策支持

与技术支撑体系构建：青岛市现代种业发展现状及对策分析．中国

种业，2017（11）：20-23

[2] 杨萍，孙旭亮，周庆强，胡星宝，朱佰良，崔明灼．青岛市种业发展调

研报告．中国种业，2015（2）：33-34

[3] 王韶红，潘累斌，孙旭亮，周庆强．青岛种子行业发展的现状、存在

的问题及对策．中国种业，2012（12）：39-41

（修回日期：2020-11-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