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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杂交稻、杂交玉米（以下简称两杂）种子库

存积压问题长期困扰行业发展，去产能、去库存势在

必行。种子生产虽涉及田间生产、晾晒烘干、加工包

装等诸多环节，但长期以来的主要制约因素是加工

环节，且加工环节相对可控。本文通过官方发布的

种子企业数量等数据，结合《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

许可管理办法》对种子加工能力的相关规定，综合

考虑实际加工能力、备货率等因素，估测了我国主要

农作物种子的加工产能，以及加工全国主要农作物

年用种备货量所需要的加工时长，以期反映出我国

种业加工环节产能过剩程度，并对过剩原因进行了

初步分析，提出了相关建议，以供行业主管部门决策

和种子企业经营参考。

1　估测方法和过程
1.1　估测方法　估测对象为稻（分杂交稻和常规

稻）、小麦、玉米、棉花和大豆等 5 种主要农作物。根

据农业农村部、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公布的数据确

定相关种子生产经营企业数量和作物年播种面积、

《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办法》规定的企业最低

加工能力，以及行业经验确定备货量等其他系数。

3.3　制定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保护农民权　缅甸立足

于国内现状，强调了农民的权利。缅甸是 ITPGRFA
的成员国，而 ITPGRFA 是目前唯一一部明确农民权

概念和权利内容的国际公约。ITPGRFA 提出的植物

遗传资源主权原则、事先知情同意权、参与决策权、

惠益分享权都对中国保护植物遗传资源，实现农民

权有着积极的影响。现阶段我国《种子法》第三十七

条、《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第十条等法律法规中仅

涉及到部分关于农民权利的内容，但并不全面，并且

没有明确的定义。缅甸国家种子政策从本国国情出

发，阐述兼顾育种家和农民的权利，明确农民权。在

全球生物育种技术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下，我国需要

借鉴缅甸重视对本土农民权利保护的经验。虽然我

国还不是 ITPGRFA 的成员国，但在当前世界种业发

展潮流下要进一步加紧对加入 ITPGRFA 的研究和利

弊分析，基于我国“三农”现状的必要性出发，探寻符

合我们国家农民权保护的法律法规。

在植物新品种权扩张的背景下，我国成为全球

第二大种子市场 [4]，当前我国虽将现代种业发展列

入规划，却忽视了作为种子主要使用主体农民权益

的保护有助于我国现代种业的发展。我国作为具有

悠久农业历史的国家，农民对种质资源的贡献更为

突出，他们保存了大量的高产、优质、抗病虫、耐旱、

耐寒等优异基因资源，丰富了植物遗传资源的种类

和数量，为基因库采集种质资源、育种家开发利用提

供了便利条件 [5]。保护农民权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和现实经济价值，我国未来如何更好地引导、规范、

促进农民权的保护以适应当前种业的发展将是一个

关键课题。当前我国应充分借鉴他国有益经验，制

定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农民权制度，切实保障我国

种子安全和粮食安全，在面对国际环境剧变带来的

机遇和挑战时，真正做到既鼓励研究又保护传统，最

终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走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现代化种业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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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全国杂交玉米种子年加工用时测算表

项目
供给端

项目 需求端
育繁推一体化 非育繁推一体化

杂交玉米种子企业数量 A 44 1060 全国常年种植面积（亿亩） F 5.00

最低加工能力（t/h） B 20 10 亩均用种量（kg） G 2.00

总加工能力（t/h） C=A×B 880 10600 总用种量（t） H=F×G 1000000

折算率 D 60% 备货率 I 120%

实际加工能力（t/h） E=（∑ C）×D 6888 推测备货量（t） J=H×I 1200000

加工用时（h） K=J/E 174.22

表 2　全国杂交稻种子年加工用时测算表

项目
供给端

项目 需求端
育繁推一体化 非育繁推一体化

杂交稻种子企业数量 A 24 537 全国常年种植面积（亿亩） F 2.30

最低加工能力（t/h） B 10 5 亩均用种量（kg） G 0.80

总加工能力（t/h） C=A×B 240 2685 总用种量（t） H=F×G 184000

折算率 D 60% 备货率 I 120%

实际加工能力（t/h） E=（∑ C）×D 1755 推测备货量（t） J=H×I 220800

加工用时（h） K=J/E 125.81

中国种业大数据企业查询中，作物种类为“稻”，不分杂交稻和常规稻，但许可条件分杂交和常规。“稻”企业总数为 815 家，其中，24 家育繁推一体

化企业全部生产经营杂交稻。非育繁推企业 791 家，减去黑龙江、吉林、辽宁 3 省常规稻企业 75 家，为 716 家。根据经验，约 75% 的企业从事杂

交稻生产经营，25% 的企业经营常规稻。

表 3　全国常规稻种子年加工用时测算表

项目
供给端

项目 需求端
育繁推一体化 非育繁推一体化

常规稻种子企业数量 A — 254 全国常年种植面积（亿亩） F 2.30

最低加工能力（t/h） B 10 5 亩均用种量（kg） G 2.80

总加工能力（t/h） C=A×B — 1270 总用种量（t） H=F×G 644000

折算率 D 60% 备货率 I 120%

实际加工能力（t/h） E=（∑ C）×D 762 推测备货量（t） J=H×I 772800

加工用时（h） K=J/E 1014.17

以全部产能所对应年度种子需求总量所需的加工时

长，反映 5 种作物种子加工产能环节的产能过剩程

度。估测过程中，对产能的估测坚持保守估计原则，

以理论加工能力的六折估测实际加工能力、以实际

需种量的 120% 估计备货量。本文未考虑混业经营

企业的设备通用性。

1.2　估测过程　以杂交玉米为例：（1）对杂交玉米

种子加工产能的估测。根据农业农村部全国种业大

数据，全国共有育繁推一体化种子企业 44 家，非育

繁推一体化种子企业 1060 家；根据《农作物种子生

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以上两类企业办理种子生产

经营许可证必须具备 20t/h 和 10t/h 的种子成套设

备加工能力。企业数量乘以加工能力得到杂交玉米

理论总加工能力。根据行业调研了解到的实际情况，

按照理论加工能力 ×60% 估测得到实际加工能力。

（2）对杂交玉米种子备货量的估测。根据国家统计

局网站公布的信息和《中国种业发展报告》，分别确

定玉米的常年播种面积和平均用种量，得到全国常

年所需玉米种子量。种子企业往往增加备货量，以

所需种子量乘以 120% 推测备货量。（3）对杂交玉

米种子年加工用时的估测。备货量除以全国玉米种

子总的实际加工能力，得到全国玉米种子加工用时

174.22h，即我国杂交玉米全年的用种只需约 7d 便

可全部加工完成（表 1）。
同理，对我国稻（分杂交稻和常规稻）、小麦、棉

花和大豆种子年加工用时进行了测算，详见表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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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全国小麦种子年加工用时测算表

项目
供给端

项目 需求端
育繁推一体化 非育繁推一体化

小麦种子企业数量 A 6 1065 全国常年种植面积（亿亩） F 3.60

最低加工能力（t/h） B 20 10 亩均用种量（kg） G 14.00

总加工能力（t/h） C=A×B 120 10650 总用种量（t） H=F×G 5040000

折算率 D 60% 备货率 I 120%

实际加工能力（t/h） E=（∑ C）×D 6462 推测备货量（t） J=H×I 6048000

加工用时（h） K=J/E 935.93

表 5　全国棉花种子年加工用时测算表

项目
供给端

项目 需求端
育繁推一体化 非育繁推一体化

棉花种子企业数量 A 7 275 全国常年种植面积（亿亩） F 0.50

最低加工能力（t/h） B 1   1 亩均用种量（kg） G —

总加工能力（t/h） C=A×B 7 275 总用种量（t） H=F×G 8637

加工能力折算率 D 60% 备货率 I 120%

实际加工能力（t/h） E=（∑ C）×D 169.2 推测备货量（t） J=H×I 10364.40

加工用时（h） K=J/E 61.26

因棉花分杂交品种和非杂交品种，这里直接引用全国种业信息数据手册 2016 年棉花总用种量

表 6　全国大豆种子年加工用时测算表

项目
供给端

项目 需求端
育繁推一体化 非育繁推一体化

大豆种子企业数量 A   6 590 全国常年种植面积（亿亩） F 1.10

最低加工能力（t/h） B   5 3 亩均用种量（kg） G 5.50

总加工能力（t/h） C=A×B 30 1770 总用种量（t） H=F×G 605000

加工折算率 D 60% 备货率 I 120%

实际加工能力（t/h） E=（∑ C）×D 1080 推测备货量（t） J=H×I 726000

加工用时（h） K=J/E 672.22

2　基本结论
2.1　棉花和两杂作物种子加工能力过剩问题较为

突出　玉米、水稻（杂交稻、常规稻）、小麦、棉花、大

豆 5 大类作物种子总加工能力约为 17116t/h，每年市

场种子总备货量约为 8977964t，完成全年加工需求需

约 2984h，即 124d。小麦、常规稻和大豆种子全国常

年用种量加工用时分别为 39.0d、42.3d 和 28.0d，考
虑到种子加工的季节性，这 3 种作物种子加工产能

可能并不过剩。棉花种子全国常年用种量加工用时

仅为 2.6d，可能与近年来黄淮海和长江流域棉区生

产急剧萎缩有关。两杂种子产能过剩较为严重，杂

交玉米和杂交稻种子加工每年仅需开工 7.3d 和 5.2d 
（表 7）。
2.2　中小企业产能过剩问题严重　调研中发现，种

业存在大型企业产能利用率高、小型企业利用率低

的情况。如垦丰和隆平等行业龙头企业，产能过剩

的情况并不严重，但被调查的中小企业产能过剩问

题比较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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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行业固定资产投入压力较大　上述测算仅涉

及加工设备的生产能力，在企业的实际投资过程中，

单套设备的投资必须伴随土地、厂房、库房等的配套

建设。相对应，土地、厂房等固定资产的建设成本其

实远高于加工设备，造成了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压

力较大。据中国种业发展报告，2016 年全国种子销

售总收入为 752.92 亿元，种子企业固定资产总额达

434.62 亿元。

3　两杂作物种子产能过剩原因分析
3.1　种业市场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产物　我国种业

市场目前处于垄断竞争阶段。垄断竞争的基本特点

为低进入门槛下的适度竞争，各个厂商为取得市场

份额形成产能过剩现象。产能扩张是市场运行带来

的规律性结果。两杂作物毛利率高，市场竞争更加

激烈，产能过剩情况也更加突出，这也从侧面印证了

这一规律。

3.2　政策导向激励　除了行政许可对种子加工能

力设置准入门槛外，国家种业政策一直鼓励支持种

企加大固定资产投入。行业性支持项目，常常以加

工规模大为前提，某些地方政府为促进本土优势企

业和特色产业，做出的倾斜性甚至强制性政策，加剧

了行业产能环节的不健康发展。如全国杂交玉米的

生产制种集中产区甘肃某市，对进入该区域的企业

要求必须达到一定程度的固定资产建设水平。

3.3　传统发展理念影响　种业企业家普遍青睐固

定资产投入，主要是买地置业和上马加工设备。一

方面是固定资产、生产设备等可视型资产的多寡，常

被视为企业成功与否的标志；另一方面是由于我国

大部分种企仍然以生产加工为主，商业化育种体系

尚未建立，企业增加科研基础设施投入的动力和财

力都不足。

4　政策建议
种业是一个典型科技驱动型产业，经过 40 年

的改革发展，目前行业内部已经出现专业化分工趋

势，形成了一些专业的分子检测、品种测试、种子生

产和加工包装企业。整个行业和管理部门应该树

立“轻资产”观念，走专业化发展的道路。对行业主

管部门来说，在行业发展初期，对行业设置一定准

入条件是必要的，在当时也的确抑制了不少非理性

投资。到了今天，应统筹考虑行业准入条件，充分

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手”的力量。同时，建议采

取以下政策措施，逐步降低“两杂”种子产能过剩 
问题。

4.1　大幅提高种子质量标准　目前，主要农作物种

子质量国家标准已经严重落后于产业发展实际，应

尽快调整。如大部分企业杂交玉米种子发芽率已经

达到 95% 以上，而国标只有 85%。通过提高种子质

量标准，有利于淘汰部分落后产能，倒逼产业升级。

4.2　支持产业链专业化分工　目前，种业内部产

业分工发展趋势明显。除支持少数企业“育繁推一

体化”发展外，国家应创设政策，支持种子生产加

工等环节专业化发展。通过生产结构调整，降低全

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水平，提高加工水平、改善全

行业投资效率，加大企业对科研、品牌建设的投资 
配置。

4.3　加快种业走出去步伐　应进一步支持鼓励种

子企业参与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充分利用国际、

国内两个市场，化解部分过剩产能，优化种业供需结

构，加快现代种业大国建设。

（收稿日期：2019-02-11）

表 7　全国主要农作物常年用种加工用时估测结果

项目 玉米 杂交稻 常规稻 小麦 棉花 大豆 小计

企业数量 1104 561 254 1071 282 596 3868

实际总加工能力（t/h） 6888 1755 762 6462 169 1080 17116

推测总备货量（t） 1200000 220800 772800 6048000 10364 726000 8977964

年加工用时（h） 174.22 125.81 1014.17 935.93 61.26 672.22 2984

年加工用时（d） 7.3 5.2 42.3 39.0 2.6 28.0 124

估测未考虑设备通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