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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业国际化发展中的风险管理研究
陈燕娟 1　秦　路 2　邓　岩 3

（1 武汉东湖学院，武汉 430212；2 农业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北京 100125；3 湖北省种子集团有限公司，武汉 430206）

摘要：中国种业国际化发展成效显著、潜力巨大。根据国际种子联盟及中国海关统计数据，分析中国种业的国际地位、种

子出口及对外投资现状，分类解析种业国际化发展中的政治法律风险、市场风险、财务风险、经营管理风险、知识产权风险和自

然风险，并从政府、行业、企业 3 个层面分别提出相应的风险管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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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受国内农业生产资料、劳动力等投入

品价格持续上涨，以及耕地面积和资源环境的约束，

中国种业发展亟需挖掘比较优势，主动参与国际分

工、合作和竞争，利用全球资源来化解内部困境。

《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

和《全国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规划（2012-2020 年）》

均把“加强农作物种业国际合作交流，支持国内优

势种子企业开拓国外市场”列为中国种业发展的重

点任务之一，农业部“十三五”规划则将“以企业‘走

出去’为重点，加快推进种业国际化”作为现代种业

发展支持推进的 4 个重点之一。特别是“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区域国家在交通、能源等基础

建设合作方面推进速度较快，而“一带一路”及基础

建设的目标都是为产业合作服务的，产业合作也需

跟进发展。种业及农业是惠及民生的基础产业，中

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历来都高度重视，种业又

是农业发展不可或缺的技术载体和前置条件，因此，

种业国际化发展既是农业国际化的重要技术支撑，

也是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具体落实。

种业“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会比在国内面

临更多不确定性风险，对可能存在的风险进行有效

识别是种业“走出去”的基础性工作。本文在分析

中国种业国际化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分类解析种业

国际化发展中的主要风险，并提出相应的风险管控

措施，以期为中国种业开辟一条安全的国际化发展 
道路。

1　种业国际化发展的现状
1.1　中国种子出口额及其在世界市场的地位　目

前，中国种业国际化的方式主要有种子出口、技术出

口和对外投资等模式，种子出口仍然是主流。如表

1 所示，从 2008-2015 年，我国种子出口额增加了

1.16 倍，种子出口额排名从 2008 年的全球第 14 位

上升至 2012 年的第 10 位，2015 年滑落到第 11 位。

尽管不同年份的序位有所变化，但排在前 4 位的一

直是法国、荷兰、美国和德国，并且这 4 个国家的种

子出口额合计占世界种子出口总额的半壁江山（其

中，2008 年为 53.18%，2012 年为 53.54%，2015 年为 
50.9%）。而中国种子出口额全球占比从 2008 年的

1.60% 上升至 2012 年的 2.38%，之后一直保持在

2.3% 左右。由此可见，中国在世界种子市场份额中

占比较少，种业国际化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近 15 年来，中国种子出口目标市场拓展较快，

除了传统的东南亚、南亚、欧洲、北美洲等区域，中

亚、非洲、南美等新兴市场正在成为中国种业国际化

新的热点地区。比如，杂交水稻种子已经推广到南

美洲和非洲，包括巴西、委内瑞拉、乌拉圭、厄瓜多

尔、几内亚、赞比亚、安哥拉、乌干达等国家，都已开

展规模种植。

1.2　各品类种子出口情况对比　从部分农作物种

子出口额来看（表 2），2014-2017 年蔬菜种子出口

额排名第一，占农作物种子出口总额的比重分别为

67.37%、66.44%、53.24% 和 48.58%，呈下降趋势；

水稻种子出口额排名第二，2014 年占比为 24.27%，

2015 年为 23.95%，2016 年上升至 34.98%，2017 年

达到 36.97%，整体出现较大幅度的上升；玉米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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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省协同创新中心项目（武东院研字【2015】1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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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规模虽然很小，但呈现出较好的增长态势。总

体来看，中国农作物种子出口的主要品类为蔬菜和

杂交水稻种子，两者合计占比高达 90% 左右，而在

大田作物中则以杂交水稻种子为主，占比达到 80% 
以上。

从各品类种子出口数量来看，2014-2017 年

杂交水稻种子出口量排名第一，占农作物种子出

口量的比重分别为 74.44%、69.31%、66.47% 和

75.16% ；蔬菜种子排名第二，占比分别为 15.65%、

19.95%、26.51% 和 16.92% ；玉米种子出口量占比

不大。这一排名结果与中国种业国际地位相符，与

其他作物相比，中国杂交水稻育种技术全球领先优

势明显。

1.3　中国种业对外投资概况　虽然起步较晚，但中

国种业对外投资已初露锋芒。据不完全统计，目前

全国已有 11 家企业在境外投资设立了种子公司，

累计投资额约 2000 万美元。其中，重庆中一种业公

司在老挝、孟加拉国、缅甸和越南投资设立了 4 家公

司；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在缅甸和孟加

拉投资设立了公司；湖北省种子集团有限公司在巴

基斯坦，袁隆平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在印度尼西亚，北

京金色农华种业科技有限公司在美国，山东冠丰种

业科技有限公司在巴西，河南省经研银海种业有限

公司在塔吉克斯坦，四川西南科联种业有限责任公

司在印度，广西万川种业有限公司、四川绿丹种业及

西科种业有限公司在越南分别投资设立了 1 家企 
业 [2]。在国际并购方面，中粮集团 2014 年收购了荷

兰粮食贸易商尼德拉公司，间接获得了种子业务的

核心技术；中国化工集团 2017 年完成对世界第三大

种子公司先正达的并购。中国在世界种业领域的资

本影响力逐步展现。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 WTO 以

来，以杂交水稻为代表的中国种业国际领先优势明

显，对世界农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国际化发展潜

力仍然很大。

表 1　部分国家或地区种子出口额情况　　　　　　　　　　　　　　（百万美元）

2008 年 2012 年 2015 年

序位 国家 出口额
全球占比

（%）
序位 国家 出口额

全球占比

（%）
序位 国家 出口额

全球占比

（%）

1 美国 1176 16.65 1 法国 1804 17.11 1 法国 1623 15.2

2 荷兰 1072 15.18 2 荷兰 1583 15.01 2 美国 1596 15.0

3 法国 1015 14.37 3 美国 1531 14.52 3 荷兰 1525 14.3

4 德国 493 6.98 4 德国 727 6.90 4 德国 679 6.4

5 加拿大 378 5.35 5 智利 388 3.68 5 匈牙利 418 3.9

6 丹麦 355 5.03 6 匈牙利 385 3.65 6 意大利 322 3.0

7 智利 281 3.98 7 加拿大 323 3.06 7 加拿大 287 2.7

8 匈牙利 254 3.60 8 意大利 315 2.99 8 丹麦 286 2.7

9 意大利 253 3.58 9 丹麦 265 2.51 9 智利 279 2.6

10 墨西哥 181 2.56 10 中国 251 2.38 10 阿根廷 262 2.5

14 中国 113 1.60 — — — — 11 中国 244 2.3

资料来源：根据国际种子联盟（ISF）数据整理

表 2　2014-2017 年部分农作物种子出口情况　　　　　　　　　　　　　（美元，t）

作物名称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1-8 月）

出口额 出口量 出口额 出口量 出口额 出口量 出口额 出口量

种用玉米 713894 152 1343297 307 1635176 437 169302 37

种用籼米稻谷 63388338 20228 58106645 18705 74348939 23005 26825456 8037

蔬菜种子 175952465 4252 161199465 5383 113178260 9176 35246160 1809

小计 240054697 24632 220649407 24395 189162375 32618 62240918 9883

全部农作物种子合计 261172725 27173 242630666 26986 212567623 34611 72558608 10692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整理



种业论坛 152018年第２期

2　种业国际化发展中的主要风险
在“一带一路”倡议引领下，中国种业国际化发

展亟需全面深化与转型升级，企业所面临的风险也

随之增多和复杂化。针对不同的市场区域，企业国

际化战略推进步伐选择会有所差别，由此在相应的

品种选育、种子生产与销售、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面

临不同类型的风险。归纳起来，中国种业国际化发

展面临的主要风险可以分为如下类型。

2.1　政治法律风险　中国种业国际化发展主要集

中在东南亚、南亚、非洲等一些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地

区，投资环境的稳定性是制约种业国际化的首要因

素。如东南亚一些国家虽然农业生产条件很好，但

是政权更迭频繁，政策稳定性差，导致企业投入迟

滞。有的国家还时有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如巴基斯

坦、缅甸等。同时，政治环境的波动也会造成民众对

农作物种子的认知和接受程度的改变，如杂交水稻

在有的国家就被妖魔化，直接影响企业在当地的生

产和销售。此外，由于近些年世界种业资源跨国流

动加速，倒逼各国政府不断完善和制订相应的法律

法规。法律法规的废改立会打破原有的运行规则，

企业将会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风险，甚至对种子企

业当期的经济利益产生直接冲击。

2.2　市场风险　种业国际化发展既要面对国外种

子企业的竞争，也要面对国内同行的挑战。伴随着

国际竞争的日益激烈，市场风险也随之加大，主要表

现为 2 个方面：（1）跨国种业巨头的冲击。近 10 年

来，跨国种业巨头大肆进军世界各主要农业国种子

市场。他们凭借政策便利和雄厚的经济实力，在用

种国进行本土化制种，以极低的价格冲击国际水稻

种子市场。比如拜耳公司在印度、孟加拉、菲律宾等

国的杂交水稻种子市场已占据重要地位。受其冲击，

中国在国际杂交水稻种子市场的占有率亦呈下降趋

势。（2）国内同行的过度竞争。长期以来，我国大

部分出口种子企业以价格为主要竞争手段，特别是

在国内种子市场萎靡时，企业竞相采取低价倾销、甚

至利用套牌侵权方式来开发国际市场，导致出口企

业相互挤占或压缩对方的出口空间，在国际市场形

成恶性竞争，既降低了种子出口效益，又阻碍了种子

出口的增长。

2.3　财务风险　种业国际化发展面临的财务风险

主要表现在 3 个方面：（1）汇率风险。汇率风险是

指企业在持有或运用外汇开展的经济活动中，因汇

率变动而蒙受损失的可能性。种子出口多以美元

结算，人民币升值，收汇时实际折算的人民币总额

就会减少，这意味着企业的利润空间被直接削减。 
（2）应收款风险。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为了

拓展市场，部分种子企业开始采用赊销满足客户资

金不足的需求，从销售到收款的时间间隔长达数月

甚至 1 年，收款风险大增。即使是客户信誉良好，

不存在坏账损失，但长期的资金占用也增加了资金

成本，给企业现金流造成不利影响。（3）税务风险。

由于各国税制不同，企业国际化发展面临着不可忽

视的税收风险。例如在纳税申报时间方面，中国境

内企业申报截止时间是每年 12 月底，而巴基斯坦、

缅甸等国是每年 6 月底，欧美国家则普遍为每年 3
月底。种子生产销售的季节性非常强，而不同国家

的季节周期不同，企业若不能准确把握经营与纳税

申报节奏，可能会因申报遗漏而导致不必要的损失。

2.4　经营管理风险　种业国际化发展对企业跨国

经营管理水平有着更高的要求，由此也引发了相应

的跨国经营管理风险，主要表现为 3 个方面：（1）决
策风险。跨国经营管理既要克服地域和时差的障碍，

也要掌握好如何授权以及授权的范围。要提高管理

效率就要给驻外机构充分授权，否则事事请示汇报，

必然影响工作效率。但如果授权过度，风险就会大

增。比如，对于核心业务必须要有绝对的控制权，

否则可能造成不可逆转的决策风险。（2）技术配套

服务风险。农业生产讲究良种良法配套，品种要在

当地获得优异的产量表现，除了水肥管理等配套措

施必不可少外，还需要结合当地条件进行适当调整。

如果综合配套技术服务措施不到位，品种的种植表

现甚至会不如当地普通品种。（3）人力资源风险。

中国企业普遍对目标国市场情况、产业政策以及农

业相关法律法规了解不够，缺乏精通当地语言、有跨

国经营管理经验的管理人才，导致市场开拓、运营管

理等方面应对不力，束缚了中国种业国际化布局与

战略推进。

2.5　知识产权风险　一方面，由于种子的推广应用

主要在大田完成，技术控制力差，种业国际化必然会

增加育种信息、育种技术等核心技术秘密泄露的可

能性。一旦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种子企业的创新成

果很容易就通过“技术溢出效应”被竞争对手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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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那么企业不仅很难再独享知识产权赋予的独特

竞争优势，而且已有的国际市场份额也可能受到威

胁、甚至丧失。另一方面，中国种业国际化发展往往

缺乏知识产权的长远布局，更没有注意保持对技术

梯度的适度控制。一旦用种国掌握了制种技术，本

地化生产量能够满足市场需求，就意味着中国企业

逐步退出该国种子市场。

2.6　自然风险　种子生产和种植应用都是在开放

的自然环境中完成的，受外界自然条件等不确定因

素影响，企业难以有预见性地应对自然风险。作为

生命体，不同作物、相同作物的不同品种，具有不同

的生物学特性，对异常气候有不同的适应性。气候

变化对于常规农作物只有种植应用风险，对于杂交

农作物既有种植应用风险，还有种子生产质量风险。

温度、光照等条件变化，会导致杂交制种的不育系发

生育性转化，造成种子的纯度下降。纯度风险对种

子企业威胁最大。因为种子一旦播入农田，它的价

值与用种成本相比，就会成十倍、百倍、甚至千倍放

大，因纯度问题造成的质量赔偿很容易导致公司衰

败甚至破产。

3　种业国际化发展中的风险管控
种业国际化发展中的风险管理是一个系统工

程，可以从政府、行业、企业 3 个层面，分别制订风险

管控措施，同步推进。

3.1　政府层面　首先，政府可利用外交以及双边、

多边平台，准确研判国际区域合作新动向、新变化、

新趋势，为种业国际化发展提供及时有效的政策指

导。其次，积极推动与合作国家签署或修订投资保

护、检验检疫、海关合作、双边税收等政府间协定，为

种业国际化发展创造宽松发展的环境。再次，健全

国家信用保险体系，完善种业国际化财政金融支持

体系，落实信贷、税收、保险等多方面的配套措施，为

企业国际化发展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

3.2　行业层面　行业协会在种业国际化风险防范

中可以发挥独特的作用。其一，建立风险评估和预

警服务机制。由行业协会牵头，组建跨部门、多学科

的风险评估科研团队，就种业国际化发展涉及到的

重要方面，进行集中攻关研究，定期发布种业国际化

风险信息，为种子企业提供国际化风险评估与风险

预警服务。其二，建立海外投资企业联盟。引导企

业建立海外投资联盟，组织海外投资企业定期交流，

避免盲目投资、恶性竞争，协调关系、维护利益；同时

以适当的方式促进种子企业之间在技术、人员、种质

资源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

补，提升种业整体国际竞争力，可以大幅降低种子企

业海外经营风险。其三，提供咨询和培训服务。行

业协会与中介机构、高校所合作，建立咨询和培训服

务平台，为企业提供法律、税收、风险管理、国际化经

营等方面的咨询和培训，提高企业风险预防与应对

能力。

3.3　企业层面　首先，企业要持续加强自身能力建

设。企业国际化成功与否归根结底还要靠自身实力。

企业既要建立一套适合国际化发展的运营体系，包

括人才培养、技术开发、财务管理等，满足对外投资

目标对企业内在的要求，也要提高风险防控能力，包

括增强海外投资的风险意识、重视海外投资的可行

性研究、有效利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利益等。其次，

适时实施本土化战略 [3]。本土化的实质在于投资者

将生产、营销、管理、人事等全方位融入东道国经济

中，其最大益处在于促使企业迅速适应当地环境以

获得更大发展空间，并有效规避风险。企业在熟悉

当地经济、社会与法律环境后，要逐步淡化企业的中

国特色，在投资决策、人才聘用、企业文化、产品营销

等方面全面推行本土化策略。再次，加强海外种业

知识产权保护和运营。强化对种质资源、品种及育

种核心技术知识产权的管控，及时申请专利和植物

品种权保护，降低和规避知识产权风险。同时，企业

还应密切关注全球种业的研发动向，把握申请先机，

在维护和巩固自身知识产权优势的同时，有效遏制

竞争对手的技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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