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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新形势下县级种子经销商的角色转型
罗中喜

（上海黄海种业有限公司，江苏大丰 224151）

摘要：种业进入了新的阶段，行业内部出现一些新形势，如土地流转加速、品种井喷、产能过剩、品种权保护力度增强等等，

作为县级经销商要及时进行角色转型。从产业链和价值链的角度，围绕解决用户痛点，提升用户体验，提升服务价值，通过服

务产生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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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种子法》实施后，种业市场全面放开，种业

活力空前，特别是县级种子经销商迅速发展，为我国

农业新品种技术推广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然而随着

土地流转的加速、新的种业政策的深入实施、互联网

新技术的普遍应用，20 多万县级种子经销商当下面

临着前所未有的新形势，本文就此讨论县级种子经

销商的转型之路。

1　种业的新形势
1.1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迅速发展　据统计，全国土

地流转面积已经达到了 3000 万 hm2，江苏省土地流

转比例更是高达 64%，土地流转的加速造就了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的形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亦然成为

了重要的种业市场用户，他们的特点和对产品的需

求不同于以往的家庭联产承包户，成本意识强、技术

服务需求高、新品种信息获取渠道多。

1.2　种业新政策的深入实施　自 2011 年国务院发

文明确种业是我国战略性、基础性的产业地位后，种

业随即进入了一个政策密集时期，行业兼并重组频

繁，持证种子企业数量减少至 4300 余家，比 2010 年

下降超过了 50% ；2016 年新修订《种子法》出台，

再次简政放权，重构种业行业的管理，品种井喷、产

能过剩随之而来，同时品种权保护力度增强，将品种

权保护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1.3　互联网新技术的普遍应用　互联网技术已经

进入了种业，如在种子标签中使用的二维码，利用自

媒体进行宣传和技术服务，以及涌现出了一些互联

网销售平台，如爱种网等。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会对

传统线下销售的模式形成什么样的影响是每一个经

销商和种子企业都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

2　县级经销商的角色转型
种业宏观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对于这些变

化，作为县级经销商如不能有效应对，那么必将遇到

更多更大的挑战，以致逐步被淘汰。在新的种业形

势下，从产业链和价值链的角度，个人认为县级种子

经销商的转型有以下五大类型。

2.1　种子 + 技术服务　比较常见的形式是种药肥

一体化，围绕目前重要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田

间种植过程中的技术指导，这类转型对经营团队的

技术和经营能力要求较高，方式多样化，可以是经销

商自营或者与其他农资商组成经营联合体的模式。

2.2　种子 + 订单服务　种子和粮食在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提出之后日益紧密，调优结构首先就要从品

种上着手，在宏观政策保护价与市场价不断接轨的

预期下，订单生产能够解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售

粮问题。这种模式延伸了产业链，对种子经销商要

求有一定的烘干能力和仓储设施，且有一定的粮食

经营能力。

2.3　种子 + 综合服务　这类种子经销商本身团队

力量强大，有一定的硬件基础，可以从产前、产中、产

后提供一整套的田间解决方案，形成模块化的服务，

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中心，解决把地种好、把粮卖

好两个方面的痛点。

2.4　成为种子企业的品牌服务商或合伙人　在品

种井喷、产能过剩、市场竞争日益白热化的时期，种

子企业也在困惑，思考如何破局，作为种子经销商要

聚焦有发展潜力的种子企业和品种，成为种子企业

在当地的代言人，甚至可以与种子企业形成更为紧

密的合作关系，如成为品牌种子企业的直营服务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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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麦 1241 和安麦 9 号群体性状及产量构成对不同密度的响应
薛志伟　杨春玲　宋志均　薛　鑫　周其军　贠　超

（河南省安阳市农业科学院，安阳 455000）

摘要：采用裂区设计，以品种安麦 1241、安麦 9 号和周麦 18 为主处理，以种植密度 180 万 /hm2、240 万 /hm2 和 300 万 /hm2 

为副处理进行随机区组排列，研究了不同密度对小麦品种群体性状及产量构成的影响。结果表明：安麦 1241 和安麦 9 号产量

三要素在种植密度 180 万 /hm2、240 万 /hm2 的表现优于 300 万 /hm2。小麦株高越冬期和返青期随密度增加而增加，单株分

蘖数越冬期和拔节期随着密度的增加而减少；同一密度下，安麦 1241 和安麦 9 号单株分蘖数高于周麦 18，株高则相反。安麦

1241 和安麦 9 号在种植密度 180 万 /hm2 产量最高，300 万 /hm2 产量最低；同一密度下，安麦 1241 和周麦 18 的产量显著高于

安麦 9 号，安麦 1241 和周麦 18 的产量无显著差异。

关键词：安麦 1241；安麦 9 号；密度；群体性状；产量

小麦是世界上重要的粮食作物。黄淮海区域是

中国的主要小麦种植区和高产区，其在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1-2]。种植密度和

分蘖是影响小麦产量形成非常重要的因素 [3]。适宜

的种植密度可协调植株生长发育和生存环境的内外

部矛盾，并进一步调和个体、群体间资源争夺矛盾 [4]。 
种植密度过低，个体单位面积充足，生长发育良好，

小麦单株成穗率高，但最高分蘖较低；种植密度过

高，小麦最高分蘖高，但冬后由于单株生长环境的资

源争夺造成无效分蘖过高，反而会影响小麦最终产

量的形成 [5]。分蘖是衡量小麦群体质量的重要指标。

分蘖和主茎的消长变化、发育成穗的进程对小麦营

养器官和生殖器官的物质积累、转移以及产量的构

成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 [6]。小麦产量的形成过程就

是协调个体和群体生长发育的过程，也是通过适宜

的种植密度调节群体总分蘖和有效分蘖并辅助小麦

建立良好群体质量的过程。

适宜的种植密度通过调节群体总分蘖，建立良

好的群体质量 [7]。前人研究表明，冬小麦种植密度

过大，基本苗过多，不利于植株内部通风透气，会造

成群体环境湿度较大，进而影响小麦绿色部位的光

合、呼吸作用，最终加剧个体和群体资源争夺之间的

矛盾，影响小麦高产 [8-9]。小麦在种植密度过低、基

本苗太少的情况下，要想达到高产就需要从土壤中基金项目： 农业部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资金资助项目（CARS-3）

或合伙人。

2.5　自主经营品种，向产业链上游延伸　有些种子

经销商通过多年的积累，已经具有了雄厚的资金实

力和生产能力，也可以尝试向产业链的上游延伸，通

过自主经营开发品种来拓展价值空间，在激烈的市

场竞争中保持竞争力，其中的核心就是选择好适合

本地的优良品种。

3　结语
种业的新形势已经来临，适应甚至引领新的趋

势是每一个参与者都要思考的问题，看清楚行业发

展大势，结合自身做好定位转型，是摆在种子企业和

经销商面前的必做题。围绕解决用户的痛点，提升用

户的体验，提升服务的价值，通过服务产生增值，延

伸产业链和提升价值链是我们定位转型的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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