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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2023 年农作物 

种子产供需形势分析与建议

刘建喜 1　苏秀娟 2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种子管理总站，乌鲁木齐 830011；2 新疆农业大学农学院，乌鲁木齐 830052）

摘要：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是影响粮食安全和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因。2021 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通过的《种业

振兴行动方案》提出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首次把种源安全提升到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种子供需监测

是评估用种安全的重要手段，是守好种源自主可控与粮食生产安全的底线，是种情监测调度体系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责任。对

2023 年度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种植的棉花、杂交玉米、小麦等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面积、制种产量、种子需求变化、市场变化等进

行分析，旨在引导企业科学调整制种计划，为 2024 年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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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下简称兵团）是全国重

要的商品棉基地和杂交玉米制种基地。目前有农业

农村部认定的种子基地 8 个，包括 3 个国家区域性

棉花良繁基地和 5 个国家级玉米制种基地。通过

近几年发展，8 个基地已成为农作物良种供应的主

要生产地。2023 年 3 个区域性棉花良繁基地制种

面积 1.68 万 hm2，制种产量 0.26 亿 kg，制种产量占

兵团棉种制种总产量的 75% ；5 个县级玉米制种基

地制种面积 4.42 万 hm2，制种产量 2.85 亿 kg，制种

产量占兵团玉米制种总产量的 93.22%。制种基地

有效保障了种子供给，为应对自然灾害提供了强有

力支撑，为促进农业生产提质增效作出了积极贡献。

新形势下，种情监测体系必须抓牢种子供需形势分

析，加强对重点基地、重点企业调度频次，准确把握

种子供需情况；同时，种子产供需形势调度分析工作

要从注重种子数量安全到种子数量安全、品种结构

安全并重，方法上要坚持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

合 [1]。因此，研究和探讨兵团农作物种子产供需平

衡，对保障农业生产安全用种具有重要意义。

1　主要农作物种子供给分析
1.1　种子生产供给端分析　2023 年兵团种植的农

作物主要包括棉花、杂交玉米、小麦。其中，棉花实际

制种收获面积 2.23 万 hm2，较上年减少 1.11 万 hm2， 
制种产量 0.36 亿 kg ；杂交玉米实际制种收获面积

4.70万hm2，创历史新高，较2022年增加1.34万hm2， 
增幅 39.88%，制种产量 2.95 亿 kg，主要为内地

种子企业代繁制种；春小麦制种实际收获面积 
0.29 万 hm2，较 2022 年约增加 0.08 万 hm2，制种产

量 0.24 亿 kg ；冬小麦制种面积 0.61 万 hm2，较 2022
年增加 0.20 万 hm2，可繁育种子 0.52 亿 kg。种子通信作者：苏秀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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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方面，受春季低温冻害和 7 月中旬持续高温干

旱的影响，棉花播种期推后，单铃重降低，亩制种产

量略低于 2022 年。制种玉米产量也受到一定影响，

较 2022 年减少 20~30kg/667m2，减产率在 5%~7%

之间，造成授粉不良，果穗秃尖缺粒、花棒情况较为

普遍。从供给方面看，兵团农作物种子供给端满足

需求端。

1.2　重点种子企业供给分析　通过对新疆塔里木

河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合信种业有限公司等 7
家兵团重点棉花种子企业的调查，重点企业 2023
年制种面积 1.33 万 hm2，比 2022 年约增加 0.10
万 hm2，产种量 0.21 亿 kg，占棉花制种总产量的

59.17%，呈现研发型种子企业商品种子市场占有率

提升，制种面积增加的趋势；对新疆创锦种业有限公

司、新疆垦丰种业有限公司等 7 家杂交玉米重点制种

企业的调查，重点企业 2023 年制种面积 1.35 万 hm2， 
较 2022 年增加 0.37 万 hm2，增幅达 37.76%，产种量

0.84 亿 kg，占玉米制种总产量的 28.47%。数据表

明重点企业成为农作物种子主要供给端。

1.3　重点种子基地供给分析　通过对国家区域性棉

花良种繁育基地的调查，第一、七、八师 2023 年棉花

制种面积 1.68 万 hm2，较 2022 年减少 0.34 万 hm2， 
降幅为 16.83%，制种产量 0.27 亿 kg，占棉花制种总

产量的 75% ；对国家级玉米制种大县的调查，第四、

五、六、八、九师 2023 年玉米制种面积 4.42 万 hm2，

比 2022 年增加 1.22 万 hm2，增幅达 38.12%，制种产

量 2.75 亿 kg，占玉米制种总产量的 93.22%，呈现优

势制种企业向优势制种基地聚集的趋势。

2　主要农作物种子需求分析
2.1　棉种需求端分析　2023 年兵团农作物种子市

场总体运行平稳，种子供应有保障。据统计，预计

2024 年兵团棉花种植面积 76 万 hm2，商品种子需

求量 0.2 亿 kg。区域内主要农作物种子供应充足，

满足兵团市场需求，同时辐射地方种子市场。受棉

花期货持续下跌及因气候造成 2023 年棉花单产下

降影响，植棉户收益总体低于 2022 年，植棉积极性

有所减弱。受政策影响，新疆棉花目标价改革水平

为 18600 元 /t，连续保持稳定，对提振兵团职工植棉

信心，推动棉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棉花产业持续

健康发展意义重大。预计 2024 年大田种植面积将

保持稳定。

2.2　杂交玉米种需求端分析　据统计，预计 2024
年兵团玉米种植面积 15.53 万 hm2，商品种子需求

量共 630 万 kg，供给端远大于需求端。原因是兵团

制种玉米主要是为内地种子企业代繁制种，需求端

主要在内地种子市场。受商品玉米市场价格影响，

预测 2024 年兵团大田玉米种植面积有下降趋势。

2.3　春小麦种子需求端分析　据统计，预计 2024
年兵团春小麦大田种植面积 4.2 万 hm2，商品种子

的需求量共 0.19 亿 kg，供给端满足需求端；受商品

粮价格的影响，收购价格较低，小麦种植补贴标准

230 元 /667m2，职工亩收益较其他农作物还是偏低。

同时，受土地成本和种植成本逐年上升等因素的影

响 [1]，职工种植春小麦的效益较低，积极性减弱。预

测 2024 年春小麦种植面积将呈现下降的趋势。

2.4　冬小麦种子需求端分析　2023 年兵团秋播冬

小麦大田种植面积 11.59 万 hm2，较 2022 年增加

2.89 万 hm2，需种量 0.48 亿 kg，生产与需求处于紧

平衡状态。受国际形势影响，为保障粮食安全，国家

积极引导粮食种植，鼓励职工种粮，兵团各师市根据

实际出台一系列政策鼓励职工种植冬小麦，包括优

惠用水指标政策，降低种粮职工水费成本，同时用好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和粮食新型经营主体补贴等优惠

政策，引导职工进行农业结构调整，提高种粮职工积

极性。

3　主要农作物种子市场分析
3.1　种子市场价格分析　2023 年主要农作物种子

市场供应量充足，种子市场整体平稳，大宗农作物种

子价格较为稳定，部分种子价格略有上涨。北疆市

场主要销售新陆早系列品种，如新陆早 80、新陆早

84、惠远 720 等主栽品种，棉种价格在 25~30 元 /kg
之间，年际间没有明显变化，个别品种如塔河 2 号，

因其产量高、品质优等特点，深受植棉户青睐，在南

疆市场需求旺盛，价格在 32 元 /kg 左右。杂交玉米

品种众多，尤其是小品种数量增速加快，种子价格保

持在 28~30 元 /kg 之间，市场价格保持平稳。春小

麦种子价格在 3.8~4.2 元 /kg 之间，与 2022 年持平。

冬小麦种子价格在 4.5~6.0 元 /kg 之间，南疆主要销

售新冬 55 号，价格为 4.5 元 /kg，北疆主要销售新冬

52 号，价格为 4.8 元 /kg，新品种 D1508、金石农 1 号

的品种价格在 5.5~6.0 元 /kg 之间。

3.2　种子市场营销方式分析　2023 年主要农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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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市场仍然以委托代销和经营不再分装种子为主

要经营模式。同时，种子企业为提高全程服务质量，

提升市场占有率，以召开现场观摩会、产品推介会，

采用抖音等媒介方式，加强品种宣传推广和区域布

局，种子营销呈现出多元化经营方式。

3.3　品种与服务分析　在品种方面，种子供应由市

场决定，种子供需保持稳定，种子够不够的问题已得

到解决。市场认可度低的普通品种将逐步退出市场，

被迫转商。高品质、抗倒伏、抗病性强的优质专用品

种将受市场青睐。今后一段时期，品种是否符合市

场需求、结构布局是否合理、品质是否优良是优化种

业供给质量，推动农业高效发展的关键。在服务方

面，能提供全程技术服务或供销订单的新兴专业合

作社将提升市场影响力。预测到 2024 年，种子市场

将继续释放活力，热销品种将继续保持市场份额，优

势品种占据市场的格局逐渐形成。

4　新形势下做好种业监测工作的措施和建议
4.1　加强种业监测服务体系建设，全力保障农业生

产用种需求　种子数量够不够、质量好不好，是农业

农村主管部门最为关心的首要大事 [2]。新形势下，

兵团各师市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要认真落实《种业振

兴行动方案》，推进实施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创新攻

关、企业扶优、基地提升、市场净化五大行动建设，加

强种业监测服务体系建设。以有效保障种子供给为

目标，紧紧围绕种业管理技术支撑与种业发展服务

支撑定位，持续推进种业监测服务体系建设、提升

信息监测人员技术水平、强化主要农作物种子需求

状况、企业制繁种情况和种子市场运行动态调度，为

兵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决策和组织指挥农业生产、

指导种子企业生产经营和农民选种用种提供准确可

靠、及时有效的种子信息。

4.2　夯实种子供需调度工作基础，强力支撑种业管

理决策　聚焦种业振兴行动目标任务，充分发挥种

业监测调度在农业生产中的信息先导作用。种业监

测体系要强化重点基地、重点企业、重点作物和关键

农时的种子生产加工跟踪，摸清兵团辖区内主要作

物供种量和品种结构；要精准监测主要农作物种子

市场动态，做好业务培训指导，合理布局市场观察

点，提升观察点报送质量，加大监测调度频次，发挥

好种业监测调度信息作用；要加强与气象部门沟通，

准确分析研判天气条件和灾害发生趋势，做好高效

应对自然灾害风险防范准备；要强化生产经营指导，

引导种业企业科学调整制种计划，为种子管理和种

业企业生产经营提供决策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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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康农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1 月 18 日上午 9 时 30 分，湖北康农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证券交易所鸣钟开市。

湖北种业科研实力雄厚，拥有 11 个国家级涉种工程中心和重点实验室、10 多个院士团队，油菜、水稻、小麦、棉花育种走

在全国前列。但由于种种原因，自 1997 年中国第一家种企上市以来，湖北种企上市一直未能实现“零”的突破。

康农种业于 2007 年在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成立，主要从事玉米、魔芋、中药材种子的研发与生产，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与国

家农作物种业阵型企业。多年来，公司深耕山区玉米种子领域，不断加大科研投入，陆续在抗病以及耐高温结实、抗旱抗倒伏

玉米育种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培育出 100 多个玉米新品种，获得多项国家发明专利。目前在云南、贵州、四川、重庆、湖南等我

国西南地区玉米种子市场，康农种业多年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一。公开数据显示，2020 年至 2022 年三年间，公司分别实现营收

1.12 亿元、1.42 亿元及 1.98 亿元，其中，杂交玉米种子收入占公司主营业务九成以上。

18 日开盘后，康农种业股价“蹭蹭”上涨，迅速突破每股 20 元。下午收盘价位在每股 17.97 元，比发行价格上涨 60.45%。

“公司发展迈上了新台阶！”公司总经理彭绪冰当日称，上市将倒逼公司管理升级、研发提速、品牌拓展，打造“育繁推一体化”

现代种企；上市募集的资金将主要用于科研与生产投入，助力企业向更多种业领域、更广大国内外市场进军。

在康农种业上市前，我国种业上市公司共有 14 家，其中，湖南隆平高科、安徽丰乐种业与荃银高科、河南秋乐种业、山东登

海种业、甘肃敦煌种业等公司市值都在 100 亿元上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