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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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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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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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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促进种业产业振兴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根本政策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但耕地相对稀缺，一直以来用世界约7%的土地，养活
了世界约22%的人口，2021年我国粮食人均占有量为483公斤，高于国际公认的400公斤粮
食安全线，而同期美国粮食人均占有量超1700公斤。粮食是人民生活的基本物质需求，因
此粮食安全对于我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稳定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2023年一号文件的第一项内容即为全力抓好粮食生产，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2004年
我国从农产品净出口国转变为净进口国，2009年开始贸易逆差持续扩大，近年来我国粮食
对外依存度逐渐走高。2022年我国进口粮食14689万吨，占粮食总产量的21.4%，且近三年
我国粮食进口占比始终高于20%。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种业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核心产业，是促进农业长期稳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产
品供给的根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种业发展成效显著，为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
农产品稳产保供提供了关键支撑。
种业振兴相关政策历程 时间 机构 政策/法规 主要内容 2020年12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
《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 解决好种子和耕地问题。保障粮食安全，关键在于落实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要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加强种子库建设。要尊重科学、严
格监管，有序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要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立志打一场种业翻
身仗。 2021年2月 国务院 《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 农业现代化，种子是基础。对育种基础
性研究以及重点育种项目给予长期稳定支持。加快实施农业生物育种重大科技项目。尊重科
学、严格监管，有序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加强育种领域知识产权保护。支持种业龙头
企业建立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 2021年7月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
《种业振兴行动方案》 明确了分物种、分阶段的具体目标任务，提出了实施种质资源保护
利用、创新攻关、企业扶优、基地提升、市场净化等五大行动，各地农业农村部门要抓紧部
署实施。 2021年8月 发改委、农业农村部 《“十四五”现代种业提升工程建设规划》 对标农
业农村现代化总目标，按照种业振兴行动方案部署，加快改善提升现代种业基础设施条件，
加紧推进种业关键共性技术和种源核心技术攻关，全面提升种业现代化水平，为我国粮食安
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提供有力保障。 2022年1月 农业农村部、最高人民法院等
《关子保护种业知识产权打击假冒伪劣套牌侵权营造种业振兴良好环境的指导意见》 保护
种业知识产权、打击假冒伪劣和套牌侵权等工作列入种业振兴党政同责、全国打击侵犯知识
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考核，强化责任落实。 2022年2月 国务院



观研报告网 www.chinabaogao.com

《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 大力推进种源等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全面实施种业振兴行动
方案。加快推进农业种质资源普查收集，强化精准鉴定评价。推进种业领域国家重大创新平
台建设。启动农业生物育种重大项目。 2022年8月 农业农村部
《关于扶持国家种业阵型企业发展的通知》 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必须
把企业扶优作为打好种业翻身仗的关键一招，摆上全面推进种业振兴的突出位置，强化企业
创新主体地位。 2022年9月 农业农村部 《关于加快推进种业基地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意见》
深入实施种业基地提升行动，强化基地属地责任，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
政府更好结合，加快建设现代化种业基地，健全良种繁育和应急保障体系，实现重要农产品
种源自主可控，确保农业生产用种安全。 2023年2月 国务院 《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 深入
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完成全国农业种质资源普查。构建开放协作、共享应用的种质资源精准
鉴定评价机制。全面实施生物育种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国家育种联合攻关和畜禽遗传改良计
划，加快培育高产高油大豆、短生育期油菜、耐盐碱作物等新品种。加快玉来大豆生物育种
产业化步伐，有序扩大试点范围，规范种植管理。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种业发展实现了由计划供种向市场化经营的根本性转
变，尤其是近年来，我国种业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为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作出了重要贡献
。近10年来，我国已审定、登记主要农作物品种达到3.9万个，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在96
%以上，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成效显著，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尤其是水稻、小
麦两大口粮作物品种实现完全自给，杂交水稻每公顷产量突破15000kg并保持国际领先。新
品种对水稻、小麦和玉米增产的贡献率分别达到45.9%、30.0%和47.3%。蔬菜品种自主率
达到87%，主要蔬菜作物品种实现自主可控。杜洛克、长白与大白等主流品种核心群种猪自
给率达到90%，黄羽肉鸡品种实现100%自主培育，自主培育的京红京粉系列蛋鸡品种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随着中国人口的增长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对粮食、蔬菜、水果、畜禽等农产
品的需求量不断增加，对品质、安全、营养等方面的要求也不断提高，这为生物育种行业提
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潜力。
我国种业基础研究、关键技术创新和重大新品种选育成效显著。建立了以长期库为核心、复
份库与10座中期库和43个种质圃为支撑、206个原生境保护区（点）为补充、种质资源信息
网络为基础的国家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体系。率先开展了种质资源的表型与基因型规模化精
准鉴定研究，筛选出一批高产、优质和抗逆性强的种质资源。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从无到有
，完成了水稻、小麦、玉米、大豆、棉花、油菜、马铃薯、黄瓜、大白菜、甘蓝、番茄等主
要农作物基因图谱绘制，水稻功能基因组研究、蔬菜基因组研究保持国际领先地位。先后突
破了杂种优势利用、远缘杂交、诱变、轮回选择、全基因组选择、分子设计等一批核心技术
，形成了我国农作物自主育种技术创新体系。自主研发出主要畜禽育种芯片。培育并推广了
超级稻、高产杂交玉米、优质专用小麦、转基因抗虫棉、“双低”油菜、杂交蔬菜等农作物新
品种，育成了光明、深农、华农温氏等种猪配套系、59个肉鸡新品种和系列高产蛋鸡配套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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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地等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加剧的情况下，通过科技进步实现种业创新驱动、内生增长，
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了中国解决方案。
国内农作物种子市场价值分析
种子使用总量（万公斤）
种子商品化率（%）
商品种子用量（万公斤）
加权价格（元/公斤）
市值（亿元）
杂交玉米
115051
1
115051
27.11
311.87
杂交稻
26714
10o%
26714
66.13
176.66
常规稻
97155
0.6528
63427
8.62
54.69
小麦
504739
0.7648
386030
4.37
168.53
大豆
66003
0.7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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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810
9.12
46.35
马铃薯
182386
0.4966
90570
3
135.67
内陆常规棉
534
0.9251
494
25.05
1.24
新疆常规棉
6290
10o%
6290
27.7
17.42
杂交棉
351
10o%
351
99.42
3.49
常规油菜
825
0.6488
535
24.92
1.33
杂交油菜
1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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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505
121.62
18.3
瓜、菜、花
-
-
-
-
290
其他
-
-
-
-
55
合计
-
-
-
-
1280.56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生物育种技术在全球多个国家得到广泛应用
《种业振兴行动方案》提出，“国家将启动种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实施生物育种重大项目
，有序推进产业化应用”，转基因则是生物育种的关键技术。1996年美国率先商业化种植转
基因作物，标志着全球转基因种植商业化正式起步。美国1996年推广转基因大豆标志着转
基因技术产业化的开始。1996-2022年，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从0.02亿公顷增至2.02亿公顷
，年均复合增速22%；2022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为2.02亿公顷，占到耕地总面积
（15亿公顷）约13%。2022年，转基因作物种植覆盖了27个国家。
全球四大转基因作物种植情况 种类 转基因种植面积 全球总种植面积 转基因普及率 大豆
14亿亩 18.2亿亩 77% 玉米 9亿亩 28.2亿亩 32% 棉花 3.6亿亩 4.5亿亩 80% 油菜 1.5亿亩
5.1亿亩 30%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美国农业部（USDA）发布多个国家2022年农业生物技术报告，阐述各国在转基因作物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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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进口政策方面的最新进展。日本、菲律宾批准新的基因编辑食品；韩国正在推进基因编辑
产品的监管；菲律宾和马来西亚批准新的转基因作物进口或种植。各国监管政策趋于宽松，
转基因植物商业化种植和使用范围扩大。2022年，中国对农业生物技术的应用和发展提供
了大力支持，并继续强调农业生物技术的进步是国家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粮食产
量和粮食安全的重要方面之一。
2022年各国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最新进展 国家或地区 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最新进展 日本 截至2
022年9月，日本政府已经批准了198种环境安全产品，其中149种批准在国内种植。截至20
22年9月，监管机构已经批准了331个用于食品的产品。2021年12月，厚生劳动省发布了第
一个非转基因的基因编辑产品“营养强化番茄”。截至2022年9月，已有两家公司向日本政府
通报了三种非转基因基因编辑食品，并都已在日本进行商业销售。 韩国 韩国2021年5月宣
布的《基因改造生物体(LMO)》修订草案已于2022年7月提交国民议会批准，法案将确定韩
国对包括基因编辑等利用创新技术的产品监管政策，预计2022年底将完成LMO法案的最终
修订，并于2023年底实施。 菲律宾 菲律宾已批准转基因玉米、大米和茄子的转化体，其中
转基因茄子于2022年10月18日被批准，转基因大米于2021年被批准，转基因玉米的种植面
积2022年达600,000公顷。 哥伦比亚 2022年哥伦比亚转基因棉花占总棉花生产面积的91%
，转基因玉米占总玉米生产面积的35%。此外哥伦比亚持续生产转基因康乃馨、玫瑰和菊花
，并向欧盟、日本等国出口。 斯里兰卡 斯里兰卡没有对转基因农作物的有效批准。斯里兰
卡要求进口食物明确标明转基因原料，且转基因原料超过总量0.5%的产品需要提前核准。
但核准机制的缺乏导致基因工程农产品的销售被禁止。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暂时没有商业化
的转基因作物产品产出，但马来西亚进口大量转基因畜牧饲料。截止2022年9月，57种转基
因产品被官方批准可以进口或在市场流通。 委内瑞拉
委内瑞拉是基因工程大豆、豆油、大豆粉和玉米的重要进口者。 新加坡 新加坡进口大量基
因编辑作物，据新加坡粮食署（SFA）统计，共计64种基因编辑作物被批准可被消费或用作
原料继续加工。
资料来源：USDA、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2022年是我国的生物育种元年，转基因作物管理办法、《新种子法》也已经开始实施，全
国各省陆续出台了因地制宜的转基因生物安全监管工作方案，2022年4月又新颁发了一批转
基因生物安全证书，随着一系列措施的铺垫，生物育种商业化的实施在我国渐行渐近，对于
已经获得转基因安全证书的种企而言意义重大。
我国转基因作物相关政策 时间 文件名称 政策内容 1986年
《关于高新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的报告》(863计划）
将生物技术领城列为高技术七大领城之首，转基因植物为第一项目。 1996年
《农业生物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实施办法》
对农业生物基因工程项目的审批程序、安全评价系统以及法律责任等做了原则性规定。
2001年 《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 明确规定农业转基因生物实行安全评价制度、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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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管理制度、生产许可制度、经营许可制度和进口安全审批制度。 2002年 《农业转基因生
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进口安全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
法》 为《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配套规章;安全评价工作按照植物、动物、微生物
三个类别，以科学为依据，以个案审查为原则，实行分级分阶段管理;对于进口的农业转基
因生物，按照用于研究和试验的、用于生产的以及用作加工原料的三种用途实行管理;列入
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目录的农业转基因生物，由生产、分装单位和个人负责标识，经营单位
和个人拆开原包装进行销售的，应当重新标识。 2004年
《进出境转基体产品检验检疫管理办法》
海关总署对过境转移的农业转基因产品实行许可制度。 2006年
《农业转基因生物加工审批办法》 为《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配套规章;境内从事
农业转基因生物加工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取得加工所在地省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颁
发的加工许可证。 2009年 《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 一
号文件首次提出转基因产业化:尽快培育一批抗病虫、抗逆、高产、优质、高效的转基因新
品种，并促进产业化。 2015年 《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千意见》
一号文件首次提出转基因科普:加强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研究、安全管理、科学普及。
2016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
加强农业转基因技术研发和监管，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慎重推广。 2022年
《国家级转基因大豆/玉米品种审定标准（试行）》 明确转基因玉米、大豆转化体真实性要
求;转基因目标性状有效性要求;回交转育的转基因品种的要求。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注：上述信息仅作参考，具体内容请以报告正文为准。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中国生物育种行业现状深度研究与投资前景分析报告（2023-20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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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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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报告是业内企业、相关投资公司及政府部门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洞悉行业竞争格局
，规避经营和投资风险，制定正确竞争和投资战略决策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本报告是全面
了解行业以及对本行业进行投资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观研天下是国内知名的行业信息咨询
机构，拥有资深的专家团队，多年来已经为上万家企业单位、咨询机构、金融机构、行业协
会、个人投资者等提供了专业的行业分析报告，客户涵盖了华为、中国石油、中国电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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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建筑、惠普、迪士尼等国内外行业领先企业，并得到了客户的广泛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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