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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我国农业主要矛盾由总量不足转变

为结构性矛盾，突出表现为阶段性、结构性的供过

于求和供给不足并存，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 [1]。

这种供给侧结构性矛盾在玉米制种产业中表现得尤

为突出。张掖作为国家级杂交玉米种子生产基地，

肩负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种业安全的重大责任。

推进玉米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张掖种业综

合效益和竞争力，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张掖杂交

玉米种子产业发展的主要任务。

1　张掖杂交玉米种子产业供给侧结构性矛

盾的突出表现
1.1　制种面积盲目扩大　张掖市光热水土资源丰

富，特别适宜于玉米种子的生产，是全国重要的杂交

玉米种子主产区。2014 年、2015 年全市制种面积

分别达到 5.062 万 hm2 和 6.435 万 hm2，2016 年增

长到 7.139 万 hm2，占全省玉米制种面积的 66.2%，

占全国玉米制种面积的 26.1%，达到历史最高峰值。

在全国“镰刀弯”地区玉米种植面积不断调减的背

景下，张掖玉米制种面积不降反增，必定会给产业带

来诸多不稳定因素，特别是会造成非法制种和违禁

种子生产势头的上升和土地连作障碍的加重。

1.2　库存种子居高不下　制种面积的居高不下必

然导致种子库存的严重积压。张掖杂交玉米制种主

要以代繁生产为主，生产面积取决于订单和品种表

现。在全国大田玉米面积和价格“双下降”的环境

下，玉米种子市场行情持续疲软。2016 年全国杂交

玉米产种量 14.7 亿 kg，加上 2015 年库存 6.0 亿 kg，
可供种量 20 多亿 kg，一年不制种，两年都够用。仅

张掖 2016 年就产种 4.23 亿 kg，占全省玉米种子产

量的 71%，占全国杂交玉米种子总产量的 27.3%，

2017 年 3 月底依然积压种子量近 1.9 亿 kg。对于

中小企业，一旦额外产生大量仓储运输费用、种子质

量下降或报废、再销售赢利严重下滑等现象，就会导

致资金链断裂，而连续几年库存积压的种子可能大

量转商，种子企业将面临生存危机。

1.3　企业负债率较为普遍　张掖市种子企业注

册资金都在 3000 万以上，大部分起步较晚，原始

资金积累少，主要还是依靠银行贷款和社会筹资

维持运行，企业负债率较为普遍。其中，国内大型

种业分公司或者子公司资产负债率普遍较高，约

为 75%~80%，流动比率约为 1.0~1.2，各项负债中，

总公司借款约占各项负债的 60%~65%，银行贷款

融资比例约为负债总额的 35%~40% ；张掖本土

种业资产规模普遍较小，但资产负债率相对较低，

约为 45%~50%，流动比率约为 2~3，其负债结构

中银行借款比例明显高于大型企业分公司，约为

55%~65%[2]。 
1.4　制种成本逐年增高　随着农药、化肥、机械化

生产等必要性投资和劳动力工资的价格上涨，张掖

市杂交玉米制种成本逐年提高。全市种子企业主要

采取亩保产值的方式落实制种基地，从 2014 年的每

667m2 平均产值 2150 元到 2016 年的 2580 元，企业

生产种子的利润空间逐步缩小。加上近些年张掖市

制种玉米病虫害和反常天气的影响，各制种基地均

有不同减产，更加剧了制种成本的提高。

1.5　种业科技短板明显　张掖市现有玉米制种企

业 62 家，其中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仅 24 家，多

数企业为委托型、代理型生产公司。全市每年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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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交玉米组合 550 个以上，大量品种高度同质化，区

域适应性范围有限。本土企业已经开始重视品种研

发和购买品种所有权，但是总体而言张掖种子企业

育种研发能力不足，有突破性的品种缺乏。

2　张掖市杂交玉米种子产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发展策略
深入推进供给侧改革，主要任务是“三去一降

一补”，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对张掖市杂交玉米种子产业来说，就要求在强基础、

稳面积、优布局、育品种、提质量、打品牌、推技术、降

成本、严执法、重管理等方面下功夫，着力于从研发

到销售的一体化，以新技术为驱动，实现从追求产量

到追求优质、安全、绿色的转换。

2.1　强化种业基础支撑，稳定基地生产面积　严格

遵循国家级制种基地建设标准和发展规划，重点建

设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机械化“四化”示范基

地。引导优质基地向优势企业集中，积极为企业投

资基地建设创造条件，提供便利，支持企业通过土

地流转、与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等方式，建立土地

整乡整村流转示范点，建立企业直接管理、相对集

中、长期稳定的玉米制种“四化”示范基地。探索

建立制种基地轮作休耕机制，稳定全市制种玉米在 
5 万 hm2 左右。

2.2　优化品种生产布局，加强企业品种培育　按照

市场需求，大力构建高产、广适、多抗品种与优质专

用品种合理搭配的品种新布局，实现由产量、数量型

向绿色、效益型转变。引导市内各企业要抓住有力

时机，在品种培育上下功夫。要加快培育专用品质

玉米品种，如青贮玉米、甜糯玉米、高赖氨酸玉米品

种；加快培育适合机械化收获的玉米品种，通过强化

特色玉米新品种培育，加快推动玉米品种更新换代

步伐，增强企业市场竞争能力，提升企业效益，推动

张掖制种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2.3　提升种子质量水平，加强种业品牌建设　把提

高种子质量作为推动张掖玉米种子品牌战略的关

键，加强种子质量监管，加大品牌推广力度，更好地

发挥张掖玉米种子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品牌效

应。按照市政府发布的《张掖玉米种子质量认证和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管理办法（试行）》要求，积

极推进公平和中立的第三方种子质量检测服务机构

建设，依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加强对本市生产的玉米

种子的监测，凡本市生产的符合行业协会制定的产

品标准的外销产品，均要贴标销售，逐步将张掖玉米

种子打造成全国知名品牌，通过品牌化发展，实现品

牌溢价，带动提高产业发展效益。

2.4　推进种业提质增效，降低种子生产成本　要注

重研究提高制种产量、轮作倒茬、耕地质量修复、病

虫害综合防治、机械化抽雄收获等一系列技术问题，

坚持良种良法配套、农机农艺融合，大力推广玉米制

种测土配方、精量施肥、水肥一体化、病虫害绿色防

控、单粒播种等技术，通过减少投入、提高效益降成

本。同时积极开展重大科研攻关和技术模式创新，

加快推进制种玉米秸秆、玉米芯等副产品和废旧农

膜的再加工、再利用进程，不断延伸产业链条，增加

产业综合效益。

2.5　严查涉种违法案件，突出种子市场监管　各级

种子管理机构必须转变思想观念，自觉建成服务型

机构，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减少事前许

可，严格事中、事后监管，严惩不法行为 [3]。按照“地

域管辖”原则，切实加强种子行政许可事后监管和

日常执法，严厉打击无证生产、租借许可证生产、挂

靠企业生产、超范围生产、侵权生产及抢撬基地、私

留倒卖、套购种子等各种违法违规行为，从速、从快、

从严查处一批涉种违法案件。要结合新《中华人民

共和国种子法》的要求，厘清市场与政府的边界，管

理方式由过去重审批向重监管转变，手段上要将重

事前资质准入转为重事后责任追究，提高管理效率

和监管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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