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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是上海种植面积最大的作物，大米是上海

市民喜爱的主食，郊区水稻种植面积一直维持在全

市种植面积的 67.8% 左右，稻谷产量占粮食总产的

82.1%[1]。随着设施粮田建设、上海种业改革发展和

水稻产业技术体系建设推进，上海水稻单产稳步提

升，农业组织化发展提速，全程机械化水平不断提

高，优质米种植比例快速提高。伴随着社会经济的

迅速发展，市民对稻米品种的口感、外观品质、蒸煮

品质、香味等要求越来越高。从 2004 年起上海开始

试行免费统一供种政策，全市达到部颁优质稻米三

级以上标准的比例不断提高，近 10 多年来始终保持

在 90% 以上。目前，上海的软米、香米、国庆稻等特

色早熟优质稻米品种逐步成为郊区优质大米品牌创

建的专用品种 [2]。以农业供给侧改革为契机，水稻

产业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提质增效促进水稻产

业升级，逐步实现从粮食生产到大米生产的转变，上

海水稻产业已有序步入优质化和品牌化发展轨道。

1　上海水稻生产概况
水稻生产具有十分重要的经济功能和生态功

能。上海市水稻种植面积 9.33 万 hm2，依然是第一

大作物，单产稳定在 550kg 左右，全市水稻土地流转

比例达 74.8%，优质米种植比例达到 95% 以上，杂

交粳稻种植比例超过 40%，因地制宜建立全程机械

化制种技术体系，一般制种产量 170kg/667m2。通

过优化茬口布局，推进冬季绿肥种植和冬休闲养地

策略，以冬季绿肥、油菜或深耕休闲为主的水稻绿

色茬口比例达 73.1% ；全面推广测土配方施肥，肥

料利用率达到 36%，连续实行上海市农业环保行动

计划；水稻机械化种植超过 70%，全市水稻耕、种、

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 91.1%，松江、嘉定和闵行 3
个区被评为全国率先基本实现主要农作物生产全

程机械化示范县（市、区）[3]。水稻生产是上海作

为现代化大都市的生态湿地屏障，对于缓解大城市

的热岛效应，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生态 
价值。

2　上海优质稻米产业发展成效
2.1　加强粳稻育种科技创新，水稻种源创新能力

不断提升　近 10 年来，上海充分发挥人才、科技等

综合优势，加快种源创新，自主培育了“申优系列”、

花优 14、秋优金丰等一大批产量优势较为突出（一

般每 667m2 产 700kg 左右）、品质优（主要米质指标

均达到国标一级优质米标准）的新组合，培育的常

规粳稻品种产量潜力也达到 600~650kg/667m2。对

2006-2016 年审定的新优稻米品种进行分析，多数

品种具有优良的稻米品质和综合抗性较强、产量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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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较高特点，其中高档优质稻米达到部颁 2 级以上

占比 37.0%，普通优质稻米 3 级占比 34.0%，一般稻

米品质（包括软米）占比 29.0%（图 1）；审定品种中

杂交稻的稻米品质明显优于常规稻品质，杂交稻中

稻米品质在 2 级以上的占比 47.83%，部分优新稻米

品种已逐步成为郊区主推品种（图 2），为水稻产业

后续品种的更新提供了种源储备。优质稻米的品种

种源创新不仅为种业提升了市场竞争力，也为本市

水稻产业化、规模化、品牌化的发展和提质增效提供

了有力保障。

图 1　审定品种稻米品质分级（2006-2016 年）

图 2　上海市水稻优质米主推品种种植比例

2.2　由产量到质量转变，稻米产业品种结构不断优

化　近 10 年来上海郊区水稻品种实现了转型。上

海市郊区单晚主栽常规稻以上海周边地区的“秀水

系列”、“武育粳系列”、“宁粳系列”品种为主，最高

占 80% 以上。2010 年上海启动水稻等第 1 批现代

农业产业体系建设，主攻优质米种质创新与示范推

广。全市优质稻米的新品种自主选育取得了重大突

破，花优 14、秋优金丰、申优 26 等优质杂交稻和沪

香粳 106、松早香 1 号、青香软粳、沪软 1212 等常规

稻优新品种逐步替代了原有的主推品种。2014 年

起市郊水稻品种结构得到优化，实现了增产型逐步

向稻米品质优、多抗、品牌型的方向转变，全市优质

稻种植面积覆盖率达 90% 以上，有效地优化了稻米

产业品种结构，稻米产业的品质跃上了新台阶，其中

由上海市农业科学院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选育的沪

软 1212 荣获 2018 年度首届全国优质稻米（粳稻）

品种食味品质鉴评金奖。

2.3　稳定一批水稻种源基地，实施优质米统一供种

政策　为了保障粮食安全和主推优质米品种，降低

农民种源的成本，上海自实施水稻种子统一供种体

系起，常年有效保障全市粳型常规稻和杂交稻主推

品种供种 550 万 ~650 万 kg[4]，确保了郊区生产用种

安全和品种优势，也较好地提升了郊区生产水平。

本市围绕优质稻米产业发展，大力完善统一供种体

系建设。在建立良种繁育基地建设和严格种子管理

的基础上，通过实施统一供种，实现了良种全覆盖。

统一供种体系实施至今，不仅为水稻产业化、规模化

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种源支撑，也有效地助推了

本市水稻单产的提高，加快了稻米产业品种优质化

进程，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2.4　研究和应用粳稻杂种优势，推广优质强优势

杂交粳稻成效显著　粳稻杂种优势利用一直是上

海水稻产业的特色优势，21 世纪以来，依托本市种

源创新，郊区推广面积较多品种有杂交粳稻组合寒

优 1027、8 优 161、申优 1 号、寒优湘晴、花优 14 和

秋优金丰等一大批杂交粳稻品种，种植比例维持在

15%~38% 之间，至 2017 年已超过 40%（图 3），
是全国杂交粳稻种植比例最高的省市。培育的杂

交粳稻组合株型紧凑、株高较矮，抗倒性强、品质优、

产量优势突出，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广泛应用。其中

寒优湘晴由于米质优势突出得到大面积推广，目前

依然是郊区优质米专用杂交稻组合之一；花优 14 以

产量高、品质优和综合性状好的优势为市郊推广面

积最大的杂交粳稻品种，占水稻面积 20% 以上；秋

优金丰以产量高、米质优、抗逆性强、田间病害发生

轻等特点备受水稻专业合作社青睐。新一代的优质

强优势杂交粳稻组合申优 26、申优 415 米质均为一

级优质米，优势强、抗倒性强、适宜机械化制种和机

械化直播栽培，为水稻产业化发展提供了新的优质 
种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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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集成杂交粳稻亲本从栽插到收获加工等一

系列机械化操作技术，优化杂交粳稻机械化制种农机

配置，融合现代农艺栽培理论和技术，结合上海设施

粮田建设和现代农机发展水平，因地制宜制定适合上

海郊区现代农业发展的机械化杂交制种技术体系，建

立了浦东弘辉、光明种业、崇明县种业等一批千亩全

程机械化制种基地，全面提高了上海杂交粳稻繁制种

机械化水平和制种产量，杂交粳稻制种全程机械化率

提高到 80% 以上，全程机械化繁制种技术已经成为上

海郊区杂交粳稻种子生产的主推技术，年制种面积达

到 400hm2 左右，平均产量 150~180kg/667m2。

2.5　推进水稻产业经营规模化队伍建设，加快水稻

生产全程机械化进程　随着现代都市农业和城镇化

发展进程推进，上海地区由以往的大集体生产向分

田到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过渡，到目前的以家庭

农场、粮食专业合作社或集体农场为主体的适度规

模经营方式转变，至 2017 年，全市水稻生产新型经

营主体数量为 5618 个（家庭农场、种粮大户、水稻

专业合作社和产业联社体），规模化经营面积占比

87.4%。随着土地流转政策深化，全市土地流转率

达到 75% 以上，为培育新型产业经营主体创造了良

好条件。本市对于具有一定经营规模、带动周边农

户或经营组织，发展生态绿色农业的经营主体给予

政策聚焦。目前，全市规模化队伍不断壮大，产业基

地连片种植，为水稻生产机械化打开了发展空间，是

产业化发展进程中重要且必备的基础条件。

近 10 多年来，伴随水稻机直播和机械化育插秧

技术的试验示范和推广，机械化种植比例逐年提高。

2011 年开始引进推广水稻精量机穴播农机具及配

套农艺技术后，水稻机穴播由 2013 年的 1133.3hm2

迅速提高到 2015 年的 1.34 万 hm2，机穴播对水稻

机械化种植直接贡献率从 2013 年的 1.1% 提高到

2015 年的 13.7%[5]，2016 年水稻机穴播面积已超过

2.67 万 hm2。截至 2015 年，本市水稻机械化种植水

平已经达到 54.1%，比“十一五”末提高了 17.7%。

至 2017 年，全市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

91.1%，机械化种植比例达到 71.8%（图 4），为上海

积极推进水稻全程机械化水平奠定了良好基础。

图 4　上海水稻综合机械化水平与种植比例变化（2005-2017 年）

图 3　上海市杂交粳稻与常规稻品种种植比例（2006-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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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探索优质稻米产业经营模式，培育了具有一定

影响力的地产稻米品牌　稻强米弱也是上海水稻产

业的现状，上海地产稻米品牌建设起步较晚，但发展

较快。通过优质米种源创新、统一供种体系建设、水

稻生产认证、追溯体系建设、地产品牌培育及优质米

评选推介等一系列措施，初步培育了一批具有一定

影响力的地产品牌。

“瀛丰五斗”为上海较早、也较有影响力的大米

品牌之一，是由上海光明长江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创

立于 1993 年的大米品牌。近年来，上海成功打造的

稻米品牌商标有“自然之子”、“槐祥”、“露珠”、“乐

惠”、“松江大米”和“海丰”等多个品牌，其中“槐祥”

是国家级品牌，为中国驰名商标，“海丰”为省级品

牌。“光明米业”、“瀛丰五斗”、“海丰”商标均为上

海市著名商标。“松江大米”为本市唯一获得稻米

类国家地理标识保护产品。目前，上海地产优质稻

米产业相继培育了“东滩大米”、“东滩绿港”、“崇明

大米”、“老来青”、“薄稻米”、“蛙稻米”、“金罗泾”等

有地方特色的优质大米品牌，至 2015 年，全市自主

生产、自打品牌、自行销售的优质稻米产业化生产基

地有 100 多个，累计生产面积近 1.33 多万 hm2，年销

售大米 10 多万 t [6]。

上海市已连续多年通过评选“市民最受欢迎

的金奖大米”活动，推动全市优质大米的品牌建设。

本市知名大米品牌企业通过产销对接，建立相关品

牌优质大米专供基地，与郊区家庭农场探索产加销

一体化经营模式，通过签订协议，提供优质稻种给农

户，提供种植技术指导，示范机械化生产，再回购符

合质量要求的稻谷进行加工销售，确保优质稻米的

安全生产。

3　上海优质稻米产业发展前景
进入“十三五”以来，按照中央提出的围绕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绿色、生态、高效、高质量发展

的总体要求，全市水稻生产又将开启“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的新征程。绿色发展已经成为未来现代都

市农业发展的核心主题，也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的具体行动，实施以高效、低碳、环境友好型产业结

构和生产方式，促进农业生产方式转变。加强绿色

稻米品种创新，促进提质增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契机推进地产优质米产业发展，加强食味育种科

技创新，培育有重要影响力的地产高端优质稻米品

牌。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真正实现从“卖粮食”到“卖

大米”、“卖品牌”的转变。

3.1　优化稻田种植茬口，化肥农药减量实行绿色

生产，提升上海水稻产业竞争力　进一步降低复种

指数，推广冬季绿肥、油菜等养地作物茬口模式，有

序推进以优质米品种配套的休闲、绿肥养地模式，

实施保优栽培技术及生态种养结合模式示范，有

效实施“双减”，以优质稻米品牌战略为导向，通过

品牌建设整合优质米生态价值，提升水稻产业竞 
争力。

3.2　培育品牌稻米专用品种，开发绿色全产业链模

式，引领地产稻米产业向高质量发展　以全市粮食

功能区划定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为契机，重点围绕

“绿色、生态、高效、高质量”的发展目标，不仅关注

生物技术、新品种选育、绿色栽培、植保、肥料运筹等

产前环节，更要支持产后保鲜加工、市场品牌建设、

信息化管理等技术创新和应用。集成应用产业体系

研究成果，绿色水稻生产中关键技术链式创新、核心

技术整合优化、综合配套技术体系协同、稻米产品加

工综合能力提升等技术优势应用于水稻生产全产业

链，将逐步实现认证、追溯、信息化等精准管理技术

应用。加强种质创新，培育优良食味品牌专用稻米

新品种，培育有重要影响力的地产高端优质稻米品

牌，加强食味育种科技创新，强化绿色水稻生产标准

化，进一步提升优质稻米品种覆盖率，推进绿色水稻

全产业链建设，围绕优质地产稻米品种，力推水稻绿

色生产标准化进程，逐步健全各类绿色水稻生产、加

工标准化操作规程，控制绿色水稻生产的规范统一，

保障绿色水稻全程生产质量安全。

3.3　挖掘稻田生态功能，融合稻米品牌价值和绿色

生态价值，实现地产优质米价值提升　水稻产业的

稻田是城市季节性重要的人工湿地，是上海这个大

都市不可或缺的“肾”和“生态屏障”。充分发挥稻

田湿地重大生态服务功能，提高都市农业稻田生态

服务附加值，促进产业融合和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发

展。大力发展稻田生态观光旅游、生态种养等产业，

打造乡村生态产业链；按照绿色发展理念、绿色供给

富足，以生境保护、全程机械化生产和地产优质米产

业化为载体，实现生态价值与稻米品牌价值的融合

发展，从支农惠农政策组合、科技创新引领支撑、绿

色发展理念普及等综合破解制约绿色水稻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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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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建华

（北京先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 10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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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