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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睁眼看世界到雄心勃勃，中国种业对外开放的 4 个十年
 刘法钊

（南方农村报　农财宝典，广州 510601）

1982 年，中国种子公司与美国西方石油公司下

属的园环种子公司签下一份杂交水稻技术转让合

同。在签定合同仪式上，中方代表马克让向西方石

油公司董事长哈默先生提供杂交水稻亲本种子。我

国首次转让农业技术，就定格在这一画面。

2018 年，中国改革开放已跨过 4 个十年。尽管

中国种业市场化起步较晚，但对外开放的历程与改

革开放却是同步的。杂交水稻的这次技术转让，是

种业改革开放后，中外双方打破壁垒，合作交流，共

同发展的一个缩影。

在 4 个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种子产业乘改革开

放之春风，依托庞大的本土市场，引入种业发达国家

的资源、技术与经验，最终从基础薄弱成长为千亿级

别的产业。40 年来，对外开放的中国种业，发生了

天翻地覆的变化与发展。

1　第 1 个十年（1978-1988 年）：睁眼看世界
1978 年，改革开放的启动给种子的国际交流、

经济技术合作和对外贸易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

机遇。从 1979 年起，中国种子公司与美国、法国、德

国、荷兰、日本、韩国等农业发达国家以及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等地区开展种子的交流合作和种子贸易活

动。1979 年，以农业部副部长兼中国种子公司总经

理刘锡庚为团长的种子代表团率先考察了美国、奥

地利两国的种子培育、管理等方面工作。1982 年又

恢复与苏联种质资源的交换和种子贸易活动。

为了迅速学习种业发达国家的种业模式，中国

积极选派人员出国培训、考察、洽谈贸易。仅中国种

子公司 1979-2005 年就组织有种子系统、科研单位、

农业院校等方面人员参加的技术培训小组 25 个、87
人，分别到日本、美国、德国、加拿大、瑞典、英国等国

家的种子机构接受技术培训；种子考察团 65 个，280
多人次，分别到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等 40 多

个国家考察种子技术、种子生产、种子市场和种子科

研等；种子贸易代表团、贸易小组 120 多个，380 余人

次，到美国、荷兰、法国等国家和地区洽谈贸易。

除直接派员到国外参观学习，中国更是大力

鼓励外商来华考察投资，如中国种子公司在 1981-
1982 年，每年接待洽谈贸易的团组有 200 多批，世

界上一些著名的种子公司与中国种子公司建立了业

务往来。中国种子公司自加入国际种子贸易协会和

亚太地区种子贸易协会后，积极参加这些组织的会

议和贸易活动，与世界各国同行广泛接触。在这个

过程中，中国开始熟悉国际种子贸易规则，探讨合

作，洽谈贸易。

1978-1988 年，是中国种业积极走出国门，拥抱

世界的十年。在这段时期，中外种业开始互相接触、

了解并建立互信，为下一阶段的高速发展积蓄能量。

2　第 2 个十年（1989-1998 年）：高速发展
在上一个十年的积累之下，第 2 个十年是中外

种业合作的高速发展期。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后，

孟山都成为首个吃螃蟹的种企，率先在上海设立销

售业务代表处，随后美国先锋良种、圣尼斯，瑞士先

正达，法国利马格兰，纷纷来华设立办事处。有了孟

山都、先锋良种等国际巨头在前面引路，20 世纪 90
年代的中国种业迎来一股外企的入驻潮。

玉米是我国最大的粮食作物之一，出现了大量

中外合作成果。1998 年，当时全球第一大玉米种子

公司美国先锋种业（1999 年被杜邦收购）成立了铁

岭先锋种子研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铁岭先锋），进

入中国的玉米主产区东北。先锋中国公司的科研人

员结合中国玉米种质、土壤与气候条件，先后培育出

20 余个“先玉”品牌杂交玉米品种，在我国春玉米和

夏玉米种植区广受欢迎。

除了外国种企积极来到中国开拓市场，国内

种业人也在这一阶段的中外种业交流中受益匪浅。

1988 年，现任上海市惠和种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郏惠

彪仍在上海市种子公司工作，在这一年被外派至日

本知名种企八江农艺株式会社交流学习，成为第一

批睁眼看世界的种业人。在这段时间，郏惠彪感受

到了落后与先进的距离。“根本不是一个层面上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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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郏惠彪回忆道，无论是在育种理念、栽培技术、

品种资源等各种指标上，中国都要远远落后于日本。

回到上海的郏惠彪，当即确定了要将国外品种引入

到国内销售的想法。1990 年，郏惠彪从日本引进了我

国第一个小型西瓜品种早春红玉，在国内生活水平的

稳步提升下，小型高品质西瓜开始在经济发达地区风

靡并向周边辐射。发展至今，高产个大的西瓜品种已

经慢慢失去踪迹，小型好吃的品种渐成市场主流。这

是国外资源改变国内品种面貌的典型个案。

1989-1998 年，是中外种业合作交流高速发展

的十年。在这一阶段，大量外资种企进入中国，带来

品种、技术与经验，中国种业的整体水平也因此获得

了长足的进步。

3　第 3 个十年（1999-2008 年）：合资时代
经过长达十余年的高速发展，2001 年具有外资背

景的企业数量达到 63 家。与此同时，中国种子市场

的规模也在不断壮大。2000 年，首部《种子法》正式出

台，允许民企进入行业。随后几年，大量种企成立，数

量上一度超过 2 万家。但欣欣向荣的表面，实际暗藏

着危机。这些企业，受制于起步晚、底子薄的原因，基

本为贸易型企业，极少有企业具备育种研发能力。

对弱势的产业加以保护，这是世界各国通行的准

则。相对于已经发展超过一个世纪的种业外企，中国

本土的种业显然是弱势的一方。在进入新世纪之后，

中国开始收紧有关政策，提高外资进入种业的门槛。

国以农为本，农以种为先。种业是一个国家战略

性、基础性的核心产业，是促进农业长期稳定发展、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十

几亿人口的大国，粮食安全重于泰山。将种业这条命

脉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是无可争议的选择。

但面对落后的现实，一味地保护并不可取。在

权衡利弊之下，中国种业走出了一条“合资”道路。

2002 年，在新版本的《负面清单》中，粮食（包括马铃

薯）、棉花和油料三大农作物种子的开发生产被列入

限制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外资比例不得超过 51%，珍

贵优良品种的种植、转基因农作物种子被列入禁止

外商投资产业目录。2007 年，政策限制加码，要求所

有农作物新品种选育和种子开发生产必须由中方控

股，珍贵优良品种的种植、转基因农作物种子依旧禁

止外商进入。在《负面清单》以及相关配套法规的要

求之下，中国种业的国际合作开始进入合资时代。

在你来我往的过程中，本土种业开始积累起大

量的资源、技术、经验以及人才。中国种子协会副会

长马淑萍认为：“跨国企业理念先进，拥有优良品种

和技术，有样板在身边可以学习。”合资模式，让中

国种业整体水平获得加速提升。

在这一时期，随着本土种业的成长，以及中国限

制政策的加码，外商对中国种业的投资开始降温。最

直观的变化是外资种企数量的变化，2001 年达到顶峰

之后开始逐年减少，直到 2015 年外资种企仅剩 25 家。

4　 第 4 个十年（2009-2018 年）：雄心勃勃的
种业新时代
中国种业从开放到保护，又将迎来她的开放周

期。在 2018 年 6 月份公布的《负面清单》中，“农作

物新品种选育和种子生产须由中方控股”一项变更

成为“小麦、玉米新品种选育和种子生产须由中方

控股”，意味着除了小麦和玉米两大作物，其他农作

物的种子市场再次向外资抛去了橄榄枝。现有的

4300 多家中国种企，如同被保护了十几年的鹿群一

般，将再面临种业外企狼群的竞争。

对于此轮种业开放，中国种子协会副会长邓光

联认为：“种业扩大对外开放，对我们来说既是一种

挑战，也是一种机遇。”对于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新时

期，本轮开放，与 1978 年的局面早已大不相同。经

过 40 年的发展，中国农业种子用种量已位居全球第

一，随着种子商品化率的提高，种子市场价值逐年上

升，居世界第 2 位。2017 年 6 月，中国化工集团公

司（以下简称中国化工）以 430 亿美元完成对全球

第一大农药、第三大种子农化高科技公司瑞士先正

达的收购。随着拜耳对孟山都收购的完成，全球种

业大国由美国、瑞士、法国、德国变为德国、美国、中

国、法国，德国成为世界种业绝对强国，中国站上了

世界种业舞台。

除了直接收购世界农化巨头，本土种企实力也

已有了明显的提升。在 2017 年，隆平高科排名世界

种业第 9 位，荃银高科排名第 20 位，还有大量的企

业在不断崛起之中。40 年改革开放的成效，让中国

种业再次走向世界舞台，呈现的是一种雄心勃勃的

大国心态。

改革开放的到来开启了中国种业发展的新时代。

在不同的时期，中国种业经历了睁眼看世界、高速发

展、合资时代，如今雄心勃勃走向世界的 4 个十年。如

今开放再次到来，相信我们早已厉兵秣马，蓄势待发。

（收稿日期：2018-11-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