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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支持种企发展

“坚持正品道路，反对套包制假；坚持质
量第一，反对劣质制假；坚持田间服务，保障
农民利益；坚持研发创新，壮大民族种业。”
这是日前在甘肃省白银市召开的中国种业
发展座谈会上，与会的种业界代表共同发出
的倡议。“这个倡议书道出了我们种业企业
的心声。应对竞争，国内种业企业必须加强
行业自律。”甘肃五谷种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世晓说。

“虽然目前国内种业企业与跨国种业企
业的差距仍然较大，但随着国家支持力度加
大，本土种企正在奋起直追。”华奥农科玉有
限公司经理周传利曾经担任外国大型种企
销售总监，对此感触很深。

“应当理性对待国外种企，不能一味喊
‘狼来了’。部分国外企业也带来了先进的技
术和理念，促成国内种子市场展开竞争。当
然，长远看，种业作为国家战略性、基础性的
核心产业，还是应该掌握在自己手中。”甘肃
省农牧厅种子管理局局长常宏说。

不少种业界人士都认为，当前是国内种
业发展难得的机遇期。去年底出台的《全国

现 代 农 作 物 种 业 发 展 规 划（2012-2020
年）》明确了种业发展的时间表，将现代种业
发展目标分为 2015 年和 2020 年两个阶段：
到 2015 年，初步建成国家级主要粮食作物
种子生产基地，前 50 强企业的市场占有率
达到 40%以上；到 2020 年，将培育一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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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代农作物种业集团，前 50 强企业的市场占
有率达到 60%以上。

中信证券企业金融服务部总监苏敏分
析，发达国家农业发展大多经历机械化农
业、化学农业、生物农业等若干发展阶段。
目前，我国农业也正从化学农业走向生物农
业，尤其是土地规模经营后，农民在购买种
子时不仅关心价格，更加关心效益，这种变
化促使种业盈利模式升级。可以预见，在未
来一段时间，种业集中度将大大提高。

创新能力有待提高

“种业还未做强，却遇到了产能过剩。”敦
煌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营销总监李福兴说，“像
玉米种子，单粒精量播种技术使亩用种量由
原来的 3 至 4 公斤减少到 1.5 至 2 公斤。按照

每亩用种3.5公斤算，全国5.2亿亩商品玉米
种植面积总用种量由18.2亿公斤，降低至7.8
亿公斤左右。”

产能过剩，很大程度上源于国内种业发
展缺乏规划，种企盲目扩大生产。据统计，
目前我国现有种企 6200 多家，大多研发能
力不强，具备“育繁推一体化”能力的企业不
足百家，种业前 10 强企业所占的国内市场
份额不过 15%。农业部种子管理局副局长
马淑萍说，我国种企“多、小、散、弱”的状况
正逐步扭转，但还需进一步加快整合步伐。

种业的核心竞争力，关键在于种企的研
发创新能力。目前，我国前 50 强种子企业
的年研发投入不足 20 亿元。统计数据显
示，世界种业十强的种业研发投入占同期销
售额比例高达 10%至 30%，2010 年至 2011
年度世界种业十强的研发投入总额为44.78
亿美元，差距显而易见。

对此，种企经营者也有些无奈，除了企
业规模和技术水平的限制外，市场上假冒伪
劣和套包产品层出不穷，也严重影响企业创
新的积极性。“有时甚至新品种刚审定通过，
套包产品已经在市场上出售了。”周传利说，

“造成这个局面，一方面是违法生产的成本
低，利润高；另一方面，政府监管力度不够，

种子市场环境仍需进一步净化。”

加大执法力度水平

“2011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推进现
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确定了企业为
种业发展的主体，今年出台的种业发展规
划，核心就是做大做强‘育繁推一体化’种业
企业。”马淑萍表示，今后还要积极推进科企
合作，促进科研单位的育种人才、技术等向
企业流动。同时要从金融、税收、保险等方
面建立支持企业发展的政策体系。

“种子市场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品种、质
量和服务的竞争。种企还要在亲本繁殖、种
子生产、干燥加工、种子处理和种子检验等
环节提升技术水平，加强质量控制。”山东农
业大学农学院院长张春庆教授说。

苏敏建议，不同阶段的种企可以根据自
身特点，合理利用证券市场的力量。比如中
等企业可以利用中短期贷款、私募债、私募
股权融资等形式，获得资金支持，扩大生产
经营规模，降低成本费用。

业内专家表示，种企的健康发展需要稳
定的市场环境，这需要相关部门加大执法力
度，提高执法水平，让执法行动落到实处。

近年来，我国种业迎来发展的重要机遇期——

种 企 如 何 挑 重 担
本报记者 徐 胥

一件白衬衫，大红背心，面色黝黑的李世
晓看上去像一位农民，其实他是甘肃五谷种
业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一说起种子，他的眼神
变得坚定而自信：“中国需要一个强大的种子
行业，甘肃五谷种业就立志成为农民的育种、
生产和服务专家。”

2003 年，甘肃五谷种业有限公司成立。
很长一段时间，只能以繁养育，靠代繁种子
积累资金和技术。2008 年，五谷种业开始规
划品种布局。不同于其他种企，五谷种业在
研发初期即确立了走整体布局、重点开发的
路线，育种区域覆盖全国主要玉米主产区，
成功后，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和销售。目前，五

谷种业在东北、西北、西南三大玉米主产区
的 11 个省份审定新品种 13 个，是全国惟一
同时在四大玉米主产区选育和开发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玉米品种的民营企业。

如今，五谷种业已成为一家集生物技术
研究及玉米新品种研发、生产、加工、销售和
服务为一体的现代高新技术企业，每年带动
制种农户约 1 万户。去年，由五谷种业自主
研发育成的玉米新品种“五谷 704”，经第三
届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通过，成
为甘肃第二个通过国审的玉米新品种。

李世晓津津乐道的是五谷种业的质量意
识。2007年 9月至 10月，甘肃遭遇长时间阴

李世晓——

戈 壁 滩 上 育 种 忙
本报记者 徐 胥

李世晓虽然是甘

肃五谷种业有限公司

的董事长，但有时间

还是喜欢到地里去看

一看。图为李世晓在

观察玉米田间授粉情

况。
（资料图片）

雨天气，种子持水时间过长，活力下降，甘肃
不少种企按国标定芽率标准，但五谷种业仍
坚持 93%，将一批芽率在国标与 93%之间的
种子报废处理，损失近 40 万元。对一家处于
创业初期的种子企业而言，这不是个小数目。

“损失的是钱，‘种’下的是全体员工的质量理
念。”如今李世晓仍坚持当年的选择。

李世晓清醒地认识到，未来成功的种
企，一定具有在多个区域持续推出优势品种
的研发能力，并在育种、制种、加工、推广等
方面协同发展，形成强大整体实力。他说：

“我们要加快发展，形成与国际大公司竞争
的实力，今后，我们的种子业务还要走出国
门，实现民族种业梦。”

本报讯 据农业部监测，今年第36周（9月2日至
8日，下同）“全国农产品批发价格指数”为212.65（以
2000年为100），比前一周升1.59个点；“全国菜篮子产
品批发价格指数”为215.86（以2000年为100），比前一
周升1.94个点；重点监测的50家批发市场60个品种
交易总量为58.99万吨，比前一周减少4.3%。

鸡蛋、白条鸡、羊肉和猪肉周均价每公斤分别为9.23
元、14.05元、53.75元、22.04元，环比分别涨4.9%、0.6%、
0.5%和0.1%，其中鸡蛋同比低2.8%。牛肉周均价每公斤
为51.72元，环比持平。

水产品价格稳中略降。草鱼、鲫鱼、花鲢鱼、白鲢
鱼、大黄花鱼、鲤鱼和大带鱼周均价每公斤分别为
15.08元、16.45元、12.15元、8.04元、35.86元、11.27
元和27.06元，环比分别跌1.0%、0.9%、0.9%、0.9%、0.7%、
0.4%和0.2%。

蔬菜价格有所上涨。重点监测的28种蔬菜周均
价每公斤为3.82元，环比涨4.4%。上涨的23种蔬菜
中，豆角、茄子、黄瓜和西红柿涨幅超15%，芹菜、莴笋、
南瓜、青椒、西葫芦和菜花涨幅在5%-15%，其余品种的
涨跌幅均在5%区间内波动。

水果价格持平略跌。重点监测的7种水果周均价
每公斤为5.04元，环比跌0.2%。分品种看，除西瓜涨
9.9%外，其余品种总体波动较小。

(农业部市场司)

蔬菜价格有所上涨

“3 年前我承包这片盐碱荒地时，周围的村民都说
我是在胡闹，因为这片地几百年都没长出过多少草。
如今，这里长出了绿油油的庄稼，今年的纯利润达到了
十几万元，估计明年还得翻番。”山西省天镇县天翔生
态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维同说。

2010 年天翔公司承包了天镇县卅里铺乡兰玉堡
村的 1500亩盐碱荒地，和山西省农科院环资所共同进
行改造。现在天翔公司已在改造后的 300亩土地上成
功种植了玉米、糜子、黍子、燕麦等各种杂粮。

天翔公司对盐碱荒地的改造归功于国家星火重大
项目“内陆盐碱地改良与作物高产高效技术”的推广。
据悉，山西省农科院多年来致力于该项目的研究，他们
利用火力发电厂固体废弃物脱硫石膏以及自主研发的
化学改良剂来改良盐碱地，既改良了土壤，增加了作物
产量，又实现了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

盐碱地长出绿庄稼
本报记者 刘存瑞 李 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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