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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15-2020 年玉米制种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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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15-2020 年玉米制种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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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015-2021 年玉米种子总需求量

2　2021 年玉米种子生产情况
2.1　玉米制种面积达 18.07 万 hm2（271 万亩）　

全国农技中心种业监测处处长邱军在第十三届中国

国际种业博览会暨第十八届全国种子信息交流与

产品交易会上指出，2021 年玉米制种面积达 18.07 
万 hm2（271 万亩）[2]。制种面积较 2020 年略有增加，

如果生产年份正常，预计产种量与 2022 年需求量持

平，供需平衡，仍保持一定库存。

2.2　玉米种子有效库存进一步降低　截至 2021 年

7 月底，全国玉米种子库存预计 4.0 亿 ~4.5 亿 kg，有
效库存 3.5 亿 ~4.0 亿 kg。
2.3　玉米制种授粉普遍不好，制种产量偏低　2021
年玉米制种在授粉期出现高温极端天气引起的较

大高温热害，普遍授粉不好，表现为早熟品种授粉

时高温天气未到，受高温热害较小，预计减产幅度

在 10% 左右；中晚熟品种在授粉时遭遇连续高温，

授粉较差，影响较大，表现为花粒、秃尖、半片穗、大

籽粒，预计减产幅度在 20%~60% 之间，平均在 30%
左右，且大部分属于这类品种；晚熟品种及高海拔制

种影响相对较小，预计减产 10%~20%，但这部分品

种很少。

3　玉米制种总体情况
从目前反馈情况来看，我国主要玉米制种基地

甘肃（包括新疆）由于受到高温影响，对玉米制种

情况影响较大。主要原因有 2 个：一是 4-6 月气温

偏低，导致幼穗（雌穗）分化不好，同一品种果穗较

2020 年至少短 1/3；二是 7 月 38℃以上高温天气持

续了 15d，造成授粉结实率在 65%~70% 之间。

预测制种情况：减产　保守估计全国制种减产

2.0 亿 ~2.5 亿 kg，种子产量降低幅度较大，个别品种

减产幅度巨大。千粒重　种子减产幅度较大，结实

不良，预计籽粒会增大，千粒重增加。产值　2021
年甘肃（新疆）制种基地亩产值增幅在 800~1000 元

之间。成本　预测种子成本会提高 30%~50%，个别

品种会翻倍。

4　2021-2022 年玉米种业的判断和预测
4.1　种子成本大幅度提升已成定局　2021-2022
年度玉米种子制种成本提升幅度之大令行业始料

未及，行业管理机构、生产基地、种子企业、代理商、

销售商、种地者都没有做好思想准备，一场利益“博

弈”已经开始。

4.2　玉米种子供需达到紧平衡　2021 年预计新

生产玉米种子 9.93 亿 kg 左右，库存约 4.77 亿 kg，
总供给量约为 14.7 亿 kg，2022 年总需求量约为

11.5 亿 kg。由于减产和无效库存的叠加因素影

响，总供给量预计会降低 2.0 亿 ~2.5 亿 kg，为 12.2
亿 ~12.7 亿 kg，加上部分抗性差的滞销品种转为

无效供给，因此认为 2022 年玉米种子供求关系

为：供需平衡、主导品种有缺口、合格品种有望清 
库存。

4.3　主导品种会大幅度提价　市场启动慢，起初不

接受价格；库存种子会借助形势以中低价格启动市

场，优先发货，有效库存种子会很快占领市场；个别

企业由于资金压力会降价出售，市场出现混乱局面；

随着市场的博弈，价格逐步稳定，中期出货速度加

快；销售中后期价格会逐步提升，主导品种有缺口，

套包、假冒等行为后期会冲击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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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玉米种业市场启动情况
5.1　疫情影响玉米种子的发运和加工　2021 年 10
月中旬，在甘肃玉米种子刚开始脱粒加工之时，一场

新冠肺炎疫情让以张掖市为中心的制种基地按下了

暂停键，影响了种子的发运和加工。

5.2　市场启动提前，加工跟不上成为主要压力　

2021 年济南种子双交会后，一系列政策、市场分析、

行情预测等要素开始向市场传导，10 月底种子开始

上市，尤其库存种子快速走向市场。进入 11 月份以

来，市场销售加速，加工跟不上成为众多公司现阶段

面临的主要压力，市场认可的主导品种快速进入市

场，部分主导品种已经宣告销售结束。

5.3　主导玉米品种价格上涨　在各种因素叠加下，

主导品种种子提货价比 2020 年同期提高 3~5 元 /
袋，提价幅度不大，与销售渠道博奕有关，也与消化

库存有关。

6　对未来市场的判断
6.1　2021 年是不平凡的一年，机遇与困境并存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种业，支持种业发展的利好政策

前所未有，是行业幸事和大事，种业人为之自豪和骄

傲。但疫情及各种始料未及的重大自然灾害，经济

的下滑等各种不利因素叠加，所有种业人也都有一

种“山雨欲来”的巨大压力。

6.2　玉米种业市场竞争加剧　2021 年 11 月份是铺

货最快速的月份，比往年提前 1 个月。随着张掖新

冠肺炎疫情解除，大批新种子上市，12 月份提货速

度适度放缓，但仍然是快速铺货期。春节前市场表

现好的主导品种销售结束，50% 进入农户，50% 进

入销售渠道；春节后主导品种价格上涨，种子有缺

口。种子质量合格的非主导品种，借着良好的销售

形势和价格优势，快速进入市场，销售形势大好。最

终，质量达标的品种绝大部分都能销售一空，主导

品种“一袋难求”，表现中上等水平品种实现“意外

的好行情”，库存质量达标品种、2021 年表现一般

品种后期实现快速销售，许多陷在“困境”中的企业

“起死回生”。2022 年我国玉米种子生产又进入一

个面积“大爆发”的年份，制种面积有可能比 2021
年同期增幅 20% 以上，基地争抢激烈，基地亩产值

可能再提高，再次回到供过于求状态，残酷的市场竞

争将在 2022-2023 年度彰显。加上转基因放开速

度加快，行业兼并重组、重新洗牌在所难免。

6.3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修改，并于 2022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2021 年 12 月 24 日，十三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种

子法》（以下简称《种子法》）做出了最新修改。新

修改的《种子法》将于 2022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3]。

新修改的《种子法》在植物新品种保护和种子行政

审批两方面做出较大调整。

在植物新品种保护方面，新修改的《种子法》扩

大了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范围及保护环节，将保护

范围由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延伸到收获材料，将保

护环节由生产、繁殖、销售扩展到生产、繁殖和为繁

殖而进行处理、许诺销售、销售、进口、出口、储存等。

为激励育种原始创新，建立了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

明确实质性派生品种可以申请植物新品种权并获得

授权，但在以商业为目的利用授权品种时应当征得

原始品种权人同意。加大侵犯植物新品种权行为处

罚力度，将惩罚性赔偿上限由 3 倍提高到 5 倍，将法

定赔偿数额上限由 300 万元提高到 500 万元，提高

植物新品种权保护力度。

在种子行政审批方面，新修改的《种子法》取消

了收购珍贵树木种子和限制收购的林木种子审批、

使用低于国家或地方规定的种用标准林木种子审

批、林木种子苗木（种用）进口审批 3 个审批事项，

将从事林木良种苗木生产经营的、实行选育生产经

营相结合的林木种子企业的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核

发权限，由省级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调整至县级以

上地方林业和草原行政主管部门，并取消了向境外

提供或与境外开展合作研究利用种质资源审批、从

事进出口业务的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核发等两项国

家级审批事项的省级初审。

6.4　2021 年度是我国玉米种业的拐点　目前我国

的玉米种子库存已降至近几年最低；2021 年制种基

地制种价格大幅度提升；制种产量大幅度减产已成

定局。2021 年全国玉米大田生产又是一个多灾的

年份；美国、巴西玉米主产区也遭遇百年不遇大旱；

疫情肆虐全世界，粮食安全成为重中之重。2022 年

我国玉米种植面积将会继续提高。这一切因素叠加，

给 2021-2022 年度玉米制种经营带来重大不确定

因素，值得认真研究。

7　给种业同行的几点建议
一是做出 1~3 年公司计划。所有的种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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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广西蔗区糖料蔗生产调查
邓宇驰 1　罗　霆 1　周慧文 1　李　翔 1　王宇萍 1　邓智年 1　王维赞 1 
黄东亮 1　徐　林 1　刘晓婷 1　黄赞斌 1　刘志平 2　宋修鹏 1　吴建明 1

（1 广西农业科学院甘蔗研究所 / 广西甘蔗遗传改良重点实验室 / 农业部广西甘蔗生物技术与遗传改良重点实验室，南宁 530007； 
2 广西气象科学研究所，南宁 530022）

摘要：为全面地了解 2021 年广西蔗区糖料蔗生产情况，采用面上调查、数据收集和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调查了蔗区的

种植面积及植期、品种结构、甘蔗苗情、病虫害发生情况等。调查发现：2021 年广西蔗区整体苗情较好，有足够的苗数；南宁市

蔗区甘蔗种植面积有一定程度减少（-5.81%），其他蔗区基本保持稳定；螟害枯心苗率整体较低，但宿根蔗螟害防治仍然是难

题；宿根蔗黑穗病问题严峻，需加强关注并做好防控；机械化收获仍处于较低水平；蔗农种植新品种意愿强烈，蔗区的品种类型

进一步多元化。建议加强甘蔗生产全程机械化的研发和推广力度，以及抗黑穗病优良新品种选育及配套技术的推广应用。

关键词：甘蔗；苗情；广西；品种；病虫害

食糖是国家的重要战略物资，甘蔗是我国最主

要的糖料作物，占比约 90%。广西是我国最大的蔗、

糖产区，从 1992 年起其甘蔗种植面积和产糖量均占

全国的 60% 以上，对增加财政收入、促进蔗农增收、

保障国家食糖供应及食糖安全起着重大的作用 [1-3]。

为全面地了解广西蔗区糖料蔗生产情况，预测和评

估蔗区整体形势，广西糖业发展办公室和广西农业

科学院组织广西农业科学院甘蔗研究所、广西气象

科学研究所和广西甘蔗创新团队的专业技术人员组

成调查组，对蔗区的甘蔗苗情、种植面积及品种结构

等生产情况进行了调研和评估。

1　调查的时间、区域与方式
调查于 2021 年 6 月 3-18 日进行。调查地点

为崇左市、南宁市、来宾市、柳州市等 10 个甘蔗主产

市，共调查了 10 市 24 县（区）633 个样本，其中新

植蔗 235 个、宿根蔗 398 个（表 1）。采用面上调查、

数据收集和实地调查相结合的调查方法。面上调查

包括听取各有关市（县）糖业局、农业局、科技局关

于 2021 年甘蔗整体生产形势、品种结构、田间管理、

甘蔗生长情况及夏（秋）植蔗种植计划等情况的介

绍，现场与蔗农交谈了解其甘蔗生产情况及遇到的

困难。数据收集包括统计各蔗区甘蔗种植面积、不

同品种种植面积、不同品种的生长情况等。实地调

查的内容包括各蔗区甘蔗单位面积的苗数、株高、出

基金项目： 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广西甘蔗创新团队建设
（nycytxgxcxtd-2021-03）；广西农业科学院稳定资助科研团
队项目（桂农科 2021YT001）

通信作者：宋修鹏，吴建明

经销商等都要重视战略制订，做好SWOT分析（优势、

劣势、机会、威胁）。二是提前做好“兼并重组”准备，

并把握好机遇。玉米种业将遭遇“大变革”时期，整

个产业链会出现不适应，产业链中的一批企业会走

向“死亡、休克、重组”，矛盾等纠纷大幅度上升，机遇

与挑战并存。三是加强与生产基地的沟通。呼吁种

业制种基地控制亩产值，争取达成风险共担的和谐

局面。四是加强行业监管和自律。全行业形成严厉

打击侵权、套包、白袋、转基因、倾销的行为，加强相

互监督的良好氛围，建设公平竞争的良好市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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