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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2007年中国种业专项研究报告》涵盖行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
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更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
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企业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
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据，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
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官网地址：http://baogao.chinabaogao.com/nongyezhongzi/6516965169.html

报告价格：电子版: 8200元    纸介版：30000元    电子和纸介版: 8500

订购电话: 400-007-6266 010-86223221

电子邮箱: sale@chinabaogao.com

联 系 人: 客服

特别说明：本PDF目录为计算机程序生成，格式美观性可能有欠缺；实际报告排版规则、美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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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中文电子版 30000元
英文电子版 ： 40000元
研究背景
成立8年多来，已经成功地为国内外客户包括世界知名农业公司、综合商社、金融投资机构
、农业及相关机构、使馆以及国内大型农业企业提供了多范围、多层次的服务，许多公司都
是农业各领域的领袖企业，世界500强中有30多家长年订购我公司的信息产品。

农作物种子是最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处于农产品产业链上游，优良品种对农作物增加产
量和改善品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种子行业掌握着农业竞争的主动权，在当今世界各国都
把加强种子科技研究，推动种子产业发展，成为国家政府促进农业发展的重要举措。我国是
一个农业大国，常年农业用种量在120亿公斤以上，2006年市场容量将超过300亿元，巨大
的市场使得我国种业日趋成为资本关注的焦点行业。

高毛利率、竞争分散，企业多而规模小，是中国种子行业重要的特征。影响农作物种子市
场关键因素是技术、政策，二者对种子这个高科技产业也有着深刻的影响。丰厚的利润，巨
大的市场，技术和政策壁垒，使得该行业成为农业行业中让人瞩目的子行业。随着外资的渗
透，该行业巨大的购并机会将逐渐成为现实。那么，目前种子市场产品、企业、政策是什么
现状， 是什么因素导致这样的产业形态，后期将何去何从？

种子市场专家、技术专家和金融专家，准确、客观、全面、系统的对整个行业市场、企业
、政策等产业链因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全面细致的描绘了中国种子市场现状，并对中国种
子市场后期发展方向提出了专业的意见以供参考。报告大致可以分成4个部分，第一部分主
要介绍了中国种子的总体状况，第二部分主要围绕这中国主要种子品种的市场分布情况进行
分析，第三个部分对种子市场的后期走势提出了专业的研究判断建议。第四部分，提供了大
量的重要企业研究及财务分析，但这个部分分散再第二部分之中。 
报告中大量独家、权威的数据和精美的图片也为研究中国种子市场提供了大量的基础材料。
该报告是关注中国种子产业的国内外产业投资人、战略投资者、财务投资者不可多得的专项
研究报告，也是种子及相关产业巨头、研究机构、投资银行、基金、证券机构了解目前中国
种子行业发展动态，把握发展趋势和投资机会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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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世界种子行业的发展概况 
1.2中国种业的发展历程 
1.3中国种子行业的主要特点 
1.4中国种业的主要细分市场 
二、中国种子产业现状 
2.1中国种业的发展现状 
2.1.1中国种业的市场规模 
2.1.2《种子法》对种子行业的影响 
2.1.3我国种业的主要产业政策 
2.2我国种子产业发展的制约因素 
2.3我国种子行业的集中度分析 
三、中国种业的主要细分市场 
3.1我国水稻种子市场 
3.1.1我国水稻种子行业的主要特点 
a、我国早、中、晚稻种植面积（2001-2006）及特点 
b、我国粳、籼不同类型水稻种植及特点 
c、我国常规稻、杂交稻种子（2002-2006）市场特点 
3.1.2我国水稻种子主要需求市场分析 
a、长江上游水稻种植区 
b、长江中游水稻种植区 
c、长江下游水稻种植区 
d、华南杂交稻种植区 
e、黑蒙新早熟稻种植区 
f、华北中迟熟稻种植区 
g、辽吉中熟稻种植区 
3.1.3我国杂交稻种子生产供给分析 
3.1.4我国水稻种子进出口（2002-2006）分析 
3.1.5中国水稻种子供求平衡分析 
3.1.6我国重点水稻种子生产企业分析 
a、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历史沿革和股权结构 
2、公司主营业务结构 
3、下属公司经营状况 
4、盈利能力分析 
5、偿债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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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资产经营能力 
7、成长性分析 
8、现金能力分析 
9、结论 
b、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1、历史沿革和股权结构 
2、公司主营业务结构 
3、盈利能力分析 
4、偿债能力分析 
5、资产经营能力 
6、成长性分析 
7、现金能力分析 
8、结论 
9、子公司财务状况 
c、湖南亚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历史沿革和股权结构 
2、公司主营业务结构 
3、盈利能力分析 
4、偿债能力分析 
5、资产经营能力 
6、成长性分析 
7、现金能力分析 
8、结论 
3.1.7未来我国水稻种子市场发展预测 
3.2我国玉米种子市场 
3.2.1我国玉米种业的主要特点 
a、我国玉米杂交种的种植面积（2000-2006）及特点 
b、玉米新品种的审定及推广特点 
c、玉米种子的主要需求类型 
d、玉米主要推广品种的分布 
3.2.2我国主要玉米种子需求市场分析 
a、我国主要地区玉米种植及用种量分析 
b、黄淮海平原夏玉米区分析 
c、北方春玉米区分析 
d、西南山地玉米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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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南方丘陵玉米区分析 
f、西北灌溉玉米区分析 
3.2.3我国主要玉米种子生产区域分析 
a、中国玉米种子生产供给总量 
b、我国西北（甘肃、宁夏、陕西、新疆）制种基地分析 
c、我国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制种基地分析 
d、我国华北（河北、山西、内蒙）制种基地分析 
3.2.4我国种用玉米进出口（2002-2006）分析 
3.2.5我国玉米种子供求平衡分析 
3.2.6我国重点玉米种子生产企业分析 
a、北京奥瑞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1、历史沿革和股权结构 
2、公司主营业务结构 
b、山东登海先锋种业有限公司 
1、历史沿革和股权结构 
2、公司主营业务结构 
3、盈利能力分析 
4、资产管理能力 
5、偿债能力分析 
6、资产经营能力 
7、成长性分析 
8、现金能力分析 
9、结论 
c、甘肃省敦煌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1、历史沿革和股权结构 
2、公司主营分析 
3、盈利能力分析 
4、偿债能力分析 
5、资产经营能力 
6、成长性分析 
7、现金能力分析 
8、结论 
d、山西屯玉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2.7未来我国玉米种子市场发展预测 
3.3我国蔬菜种子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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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我国蔬菜种子市场分析 
a、我国主要蔬菜种植（2000-2006）特点 
b、我国主要蔬菜分种类种植面积（2000-2006）及特点 
c、我国蔬菜种子市场分析 
d、我国蔬菜种子进出口（2002-2006）及贸易主要特点 
3.3.2我国分类别蔬菜种子市场分析 
3.3.3未来我国蔬菜种子市场主要发展趋势 
3.4我国其他种子市场分析 
3.4.1我国棉花种子市场分析 
3.4.2我国油菜种子市场分析 
3.4.3我国瓜果及其他种子市场分析 
3.4.4未来主要发展趋势 
四、我国种子市场分析 
4.1我国种子生产成本分析 
4.1.1、我国种业新品种开发分析 
4.1.2、我国水稻、玉米等种子成本生产分析 
4.1.3、影响我国种子生产的主要因素分析 
4.2 我国影响种业市场的需求因素分析 
4.2.1主要种植效益因素影响 
4.2.2种子的成本价格因素影响 
4.2.3自然因素影响 
4.2.4其他技术因素影响 
4.3中国种子市场流通体系分析 
4.3.1国家政策法律对种子流通领域的影响 
4.3.2我国种子市场流通中的主要影响因素 
4.3.3未来我国种子市场流通的发展方向 
4.4 WTO对我国种业市场的影响 
五、未来我国种业发展趋势 
5.1我国水稻、玉米等种植面积对种子需求影响 
5.2转基因技术对种业的影响 
5.3我国种业未来主要发展方向 
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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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中国主要种子市场份额（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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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中国种子细分市场增长情况（2002-2006） 
图3 我国水稻种植面积变化（99/00-06/07） 
图4  我国水稻种子市场及成本变化（2002-2006） 
图5  我国早、中、晚稻种植面积变化（2001-2006） 
图6 我国早、中、晚稻种植构成（2006） 
图7 我国粳、籼稻种植构成（2006） 
图8 我国常规、杂交稻主要品种推广面积变化（2002-2006） 
图9 我国常规、杂交稻种植构成（2006） 
图10我国主要水稻种植区分布构成（2006） 
图11中国水稻种子需求及库存变化情况(2002-2007) 
图12我国主要水稻区市场份额（2006） 
图13长江上游主要地区水稻种植（2000-2006） 
图14长江上游杂交稻、常规稻分布（2006） 
图15长江中游主要地区水稻种植（2000-2006） 
图16长江中游杂交稻、常规稻分布（2006） 
图17长江下游主要地区水稻种植（2000-2006） 
图18长江下游杂交稻、常规稻分布（2006） 
图19华南主要地区水稻种植（2000-2006） 
图20华南地区杂交稻、常规稻分布（2006） 
图21黑蒙新地区水稻种植（2000-2006） 
图22黑蒙新地区杂交稻、常规稻分布（2006） 
图23华北地区水稻种植（2000-2006） 
图24华北地区杂交稻、常规稻分布（2006） 
图25辽吉地区水稻种植（2000-2006） 
图26辽吉地区杂交稻、常规稻分布（2006） 
图27我国杂交稻制种面积及产量变化(2001-2006) 
图28我国主要杂交稻分省制种产量(2006) 
图29我国主要省份杂交稻制种单产变化情况(2004-2006) 
图30我国水稻种子进出口分析(2002-2006) 
图31我国水稻种子进出口价格变化(2002-2006) 
图32中国杂交稻种子供求分析(2002-2006) 
图33 隆平高科主要产品毛利率 
图34我国玉米种植面积变化(2000-2006) 
图35我国主要玉米生产区域分布(2006) 
图36我国玉米用种量年度变化(2002-2007) 



观研报告网 www.chinabaogao.com

图37我国玉米种子分区域用种量(2007) 
图38我国黄淮海区玉米种植变化(2002-2007) 
图39我国黄淮海区玉米需种量及市场份额(2002-2006) 
图40我国北方春玉米区种植变化(2002-2007) 
图41我国北方春玉米区需种量及市场份额(2002-2006) 
图42我国西南山地玉米种植变化(2002-2007) 
图43我国西南山地玉米区需种量及市场份额(2002-2006) 
图44我国南方丘陵玉米种植变化(2002-2007) 
图45我国南方丘陵玉米区需种量及市场份额(2002-2006) 
图46我国西北灌溉玉米种植变化(2002-2007) 
图47我国西北灌溉玉米区需种量及市场份额(2002-2006) 
图48我国玉米种子制种面积及产量变化(1999-2006) 
图49我国玉米种子分地区单产变化（2004-2006） 
图50我国玉米种子产量分布（2006） 
图51我国西北地区玉米制种面积变化（2004-2006） 
图52我国西北地区玉米制种产量变化（2004-2006） 
图53我国东北地区玉米制种面积变化（2004-2006） 
图54我国东北地区玉米制种产量变化（2004-2006） 
图55我国华北地区玉米制种产量变化（2004-2006） 
图56我国华北地区玉米制种产量变化（2004-2006） 
图57中国种用玉米进出口量(2002-2006) 
图58中国种用玉米进出口价格(2002-2006) 
图59 登海种业2002～2004年主营收入变化图 
图60登海种业主营收入结构2002～2004 
图61登海种业2001～2004年玉米种子产量 
图62我国蔬菜种植面积年度变化(2000-2006) 
图63我国蔬菜分品种种植面积年度变化(2000-2006) 
图64我国蔬菜分品种种子成本价格(2002-2006) 
图65我国蔬菜分品种种子市场分布(2006) 
图66我国蔬菜种子进出口分析(2002-2006) 
图67我国蔬菜种子进出口价格变化(2002-2006) 
图68我国棉花种植面积及种子市场总量变化(2002-2006) 
图69我国油菜种植面积及种子市场总量变化(2002-2006) 
图70我国瓜果及其他种子市场容量(2002-2006) 
图67水稻种植面积与水稻种子需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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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8玉米种植面积与玉米种子需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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