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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业改革开放与种业走出去
马文慧

（中国种子协会，北京 100026）

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种业发展经历了从小

到大、从弱到强的不同阶段，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有

效地保障了我国的粮食安全，为我国的全面发展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伴随着种业的发展，种业走出去

内涵也更为丰富，从种质资源交换、少量种子出口扩

展到对外制种、种子出口、海外本土化和参与种业国

际组织，真正实现了由种子走出去到种业走出去的 
转变。

1　对外制种
1979 年，经农业部、外交部和外贸部报请国务

院批准，中国种子公司与美国皮托公司探讨番茄对

外制种，并随后派遣技术人员赴美国皮托公司在墨

西哥农场和日本米可多公司学习蔬菜制种技术；次

年在全国数个省开始生产试验。1981 年开始接受

美国、德国和日本 4 家公司的制种订单。

随着发达国家人力成本的快速上涨，凭借廉价

的劳动力和优越的自然条件，我国对外制种产业得

到了迅猛发展。1990 年左右对外制种达到高峰，委

托制种的国家和地区达到 13 个，主要来自美国、欧

洲、韩国等，公司增加到 20 多家。制种作物、品种和

生产数量逐年增加，1979 年只进行了 1 个作物、1
个品种的试生产，数量只有几百公斤；到 1990 年，制

种作物增加到 15 种，品种增加到几百个，生产数量

是 1979 年的近 200 倍。制种产量和种子质量逐年

提高，通过不断改进生产技术，每亩产种量也有显著

提高，纯度、发芽率、含水量等主要指标超过国际标

准。制种基地逐年扩大，1986 年以前基地主要集中

在辽宁、河南、内蒙古等地，随着生产发展，在保留老

基地的同时，发展了一批新基地；形成了十字花科杂

交种的辽宁基地，常规种、十字花科、瓜类的甘肃基

地，日本菜花的云南基地，茄果类的辽宁、河南、河北 
基地。

对外制种开启了我国种子国际贸易的先河，实

现了出口创汇；促进了国内杂交技术和制种技术的

发展，也满足了国内制种需求；提升了我国种子生产

技术管理水平，培养了大批蔬菜制种专业人才；为后

来我国打造国家级蔬菜种子基地打下了基础，带来

了丰厚的利润，增加了当地农民收入。但是随着人

工成本和土地成本的增加，以及出现亲本和杂交种

丢失、套购情形，我国对外制种产业开始走向衰落；

圣尼斯于 2005 年开始减少茄果类作物在我国的制

种面积，2010 年全部品种都不在我国制种。

2　种子出口
1980-1997 年，我国种子出口市场相对封闭和

垄断，主要是出口水稻、玉米、谷子等粮食作物种子

和蔬菜、绿肥种子，其中以常规种居多，种子价值

低，出口国家相对集中，在国际种子市场占有率低。

1997 年随着国家外贸体制改革，种子划归三类商

品，实行进出口代理制的政策。凡经国家批准有种

子进出口经营权的公司，都可以直接办理或代理种

子进出口业务，自此种子进出口贸易快速上升，进出

口贸易额不断增加。2000 年《种子法》颁布，2001
年 12 月 11 日我国正式加入 WTO，我国种子产业开

始与国际市场接轨，种子市场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

种子进出口贸易与日俱增，出口种子以蔬菜种子和

杂交水稻种子为主。

自 2002 年我国蔬菜种子出口金额稳步增长，

2002 年出口额为 1755.4 万美元，2017 年上升为

1.21 亿美元，是出口额最大的农作物种子。出口种

类逐渐向高价值种子转变，在国际市场得到一定的

认可。出口市场的集中度高，主要出口国家为美国、

韩国、荷兰，最近几年向多元化方向发展。杂交水

稻是我国具有研发优势和技术领先的作物，2002 年

出口量增至 6500t，2017 年出口量达到 16310t，是我

国出口量最大的农作物种子；主要出口国是巴基斯

坦、越南、菲律宾、印尼和孟加拉等“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

总的来说，我国种子出口的国家和地区不断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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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出口的种类不断多元化，在全球市场占有率有

所提高，在一定阶段实现了出口创汇的目标。但是

2014-2017 年我国种子出口额呈逐年递减趋势，出

口形势不容乐观。

3　海外本土化
为了提高市场竞争力，我国种子企业开始寻求

本土化发展。初期主要以承接政府援助项目，在当

地建立农业技术示范中心，逐步开始建立试验站、制

种基地、分公司或合资公司，实现可持续发展。尤其

是以杂交水稻种子企业为代表，已经在印度尼西亚、

越南、孟加拉、菲律宾、巴基斯坦等国进行投资，设立

育种试验站或研发中心，利用当地优异资源和技术

资源，进行杂交水稻种子本土化研发，并在境外申请

知识产权保护。

就海外投资并购而言，我国种业领域的国际投

资并购起步较晚，主要是 2016 年中粮集团以 20 亿

美元收购荷兰尼德拉，2017 年中国化工以 430 亿美

元并购了先正达，2017 年隆平高科与中信合作以 11
亿美元收购了陶氏巴西种子业务等几笔重大并购。

在国家“一带一路”政策支持下，我国种子企业

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逐步由贸易型向海外本

土化发展，建成了一批种业示范园区，以种子带动

“农业走出去”；并逐步培育 1~2 家大型跨国种子企

业，以科技和资本引领创新发展之路。但是海外本

土化也存在巨大风险，尤其是我国企业总想去不发

达国家，认为我们在不发达国家有一定的优势，但是

不发达国家的商业环境和政治环境等存在不稳定因

素，面临遭受很大损失的风险。

4　参与种业国际组织
中国种子公司于 1988 年被国际种子联盟 ISF

接纳为正式会员，享有包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内

的一切权利和义务；经农业部、外交部批准，1995 年

由中国种子贸易协会取代中国种子公司作为国际种

子联盟的会员，历届中国种子贸易协会理事长代表

中国成为国际种子联盟理事会成员。2013 年经农

业部批准，中国种子协会在 2013 年世界种子大会上

被接纳为国际种子联盟会员，每年组织会员参加世

界种子大会，并与中国种子贸易协会共同努力，推荐

了 9 名中国代表参加到国际种子联合会的各专业委

员会中，在了解国际种业信息和制定种业规则中发

挥更大的作用。在农业部的支持下，2014 年世界种

子大会在北京成功举办。

1994 年 10 月，亚太种子协会在泰国曼谷成立，

中国种子公司代表和北京市种子公司代表在农业

部推荐下成为亚太种子协会第一届执行委员会的

委员；2005 年在上海召开了亚太种子协会第 12 届

年会；2012 年中国种子协会正式成为亚太种子协

会会员，并推荐了两位代表先后担任执行委员会的

委员。自亚太种子协会成立以来，我国大陆共有 9
位代表入选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其中两位担任过 
主席。

5　小结
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种业走出去取得了很多

成就，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但是与十九大报告指出的

日益走进世界舞台中央的要求还有差距。面对复杂

的国际环境和频发的贸易摩擦，我国种业要如何走

出去，实现可持续发展，值得探讨。

5.1　政府进一步落实放管服　外交层面，在主要农

业和种业国家派驻农业官员，收集目标国政策信息，

发布预警和潜在风险，协调解决纠纷，做好当地政府

的沟通协调工作。

作为管理部门，应为企业走出去创造有利的内

外环境。一是加大对种子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为

企业进行海外投资并购提供资金支持和税收优惠。

二是建立协调机制和危机处理机制。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在检验检疫、知识产权保护、境外试验、非

疫区认定、企业税收等的沟通协调，解决贸易壁垒问

题；适应频发的贸易事件，建立多部门协同，提高危

机处理效率。三是与海关、商务部等协调、修订和简

化种子出口要求，提供联网电子化办公服务；清除不

适宜时代发展和种业变革的部门规章、条例等文件，

例如：20 世纪 90 年代的检疫条款、不适宜的主体限

制、种子出口配额等。四是研究加入国际种子检验

联盟（ISTA），建立与目标国检测结果互认的检测体

系；加入粮食与农业遗传资源惠益共享条约，拓宽我

国种质资源引进渠道。

5.2　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作用　一是种子协会要在

种业走出去时做好行业自律，建立“走出去”企业行

为准则，促进有序竞争，减少内耗。二是要帮助企业

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主动与主要目标国进行沟通，

通过互访、培训、研讨会等形式，影响目标国的种业

政策。三是为种子企业走出去和种业规则走出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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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砺奋进鉴初心，继往开来谱新篇

——记改革开放 40 周年江苏南繁基地的变迁
汤义华　孙统庆　沈琨仑

（江苏省种子南繁南鉴站，南京 210036）

南繁是指利用海南冬季特有的光温条件，对育

种材料进行繁殖加代，在农作物品种选育过程中发

挥着缩短育种年限、加速世代繁育和品种应用的重

要作用。30 年来，江苏南繁基地从无到有、从小到

大、由弱到强的巨大变迁正是 40 年改革开放的一道

缩影。

1　革故鼎新，墙外开花墙内香
海南南繁基地是国家重要战略资源，是“中国

饭碗”最坚实的底座。几十年来，一代又一代的农

业人将青春的汗水洒在了这片南繁的热土上，薪火

相传，他们既是南繁事业的建设者，同时也见证了这

些年来南繁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1.1　从寄人篱下到广厦百间的迅猛发展　现任江

苏省种子南繁南鉴站站长的汤义华还记得，那是

1989 年的某天，接到了单位到三亚筹建江苏南繁基

地的委派，他只身来到三亚藤桥，借住在当地居民家

中，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没有食堂，洗澡、洗衣服要

到井台排队打水，搭了一个简易锅灶烧水、做饭，柴

火还要上山砍，生活极其不便。为了改善南繁的生

产、生活条件，江苏省计划经济委员会立项建设江苏

南繁基地，经过近 1 年的前期准备，通过三亚市国土

局以协议出让的方式拿到了 4866.7m2 的土地使用

权，历时 3 年终于建成了一座 4 层的南繁生活用楼，

这幢 4 层楼房正是江苏南繁基地建设历史上迈出的

里程碑的一步，以此为起点，在接下来的 20 多年里

江苏南繁基地不断发展壮大。到今天，江苏省已陆

续在藤桥建成 1700多m2 的生活楼及 700m2 的晒场；

新建南繁科研楼 1500m2；在落根洋基地旁购置南繁

基地科技交流服务中心用房 714.2m2，配套建设围

墙 360m，晒场 1400m2，管理用房 200m2，模块化建筑

900m2，仓库、农机具库 320m2。

1.2　从“又难又烦”到种子鉴定基地的华丽转身　

“南繁南繁，又难又烦”，曾经流传在南繁基地的这句

话道出了南繁人走过的困境。随着藤桥南繁基地的

建立，南繁的生产、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同

时通过土地集中流转，有效破解了过去地块分散、不

便管理的难题。基地建成后常年承担江苏省种子质

量南鉴任务，2006 年又成为全国杂交水稻种子鉴定

基地，承担农业部冬季种子企业监督抽查杂交水稻

样品纯度鉴定任务，近几年通过开展农作物种子纯

度鉴定，共鉴别样品 2.8 万余份，鉴定出不合格种子

1100 余万 kg，避免了近 50 万 hm2 大田因纯度不合

格而减产，对抵御自然灾害、稳定种子市场供应发挥

了极其重要的作用。2017 年又建立了分子实验室，

新购置了 SNP 分型检测仪，实现实验室分子鉴定和

大田种植鉴定相结合，显著提高了鉴定的精准率。

1.3　从制种基地到“种业硅谷”的全面升级　20 世

纪 80-90 年代，江苏是全国主要杂交水稻制种基地，

江苏南繁基地建立之初主要承担全省杂交水稻和

杂交玉米种子纯度海南种植鉴定，经过近 30 年的发

好服务，提供信息支持、智库咨询、人才培训等。

5.3　发挥企业主体作用　种子企业是走出去的实

施者，要借鉴国际大型种子企业进入我国市场的经

验，深耕目标国市场，进行本土化发展。一是企业要

克服贸易思维，以技术赢得市场；深耕当地市场，将

技术优势与当地的育种资源、人才、生产销售渠道等

优势资源有机结合，实现本土化。二是要放长眼光，

承担社会责任；严格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诚信经营，

融入当地文化，为当地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作贡献。

三是诚信经营，做好风险防范；企业自身要高标准，依

靠名牌产品开拓国际市场，建立风险防范机制。

（收稿日期：2018-1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