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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 2024 年农作物种子产供需 

形势分析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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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种子数量够不够、质量好不好、结构优不优，是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关心的首要大事。种子产供需监测是实现用种数

量安全、品种供给结构对路、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手段。通过调度统计内蒙古自治区 2024 年重要农作物种子制繁

种面积、产量、上季有效库存以及种子结构需求变化等信息，旨在研判 2025 年内蒙古自治区各农作物种子供需形势，发布种子

生产指导意见，引导企业科学制定生产计划，保障全区农业生产用种供应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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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内蒙古自治区依托国家和自治区制种

大县奖励资金，持续打造 3 个国家级育种大县、6 个

国家级区域性良繁基地和 2 个自治区级制种大县，

以良好的生产条件和发展环境吸引区内外种子企业

在区内制种繁种，玉米、大豆、马铃薯、高粱、谷子等

重要农作物良种繁育面积 11.33 万 hm2，是国家重要

的制种基地之一。因此，调度分析内蒙古当地农作

物种子制繁种面积、产量、库存等信息，研判 2025 年

用种需求，对指导企业科学制定种子生产计划、产业

健康可持续发展、农业生产用种安全具有重大意义。

1　重要农作物种子供给分析
1.1　种子生产供给　2024 年内蒙古自治区主要制

繁种作物有杂交玉米、马铃薯、大豆以及杂粮杂豆

等。其中，杂交玉米生产面积 2.31 万 hm2，同比增

加 0.32 万 hm2，近 5 年玉米制种面积逐年扩大，2024
年首次超过 2.00 万 hm2，新产种子 12170.07 万 kg，
增幅 16.68%，上季有效库存 1845.84 万 kg，种子总

供给量 14015.91 万 kg。大豆生产面积 3.90 万 hm2， 
同比增加 1.16 万 hm2，较 2020 年翻一番，新产种子

9601.94 万 kg，有效库存 77.85 万 kg，种子总供给量

9679.79 万 kg。马铃薯原原种制种量 10.32 亿粒，原

种 1.90 万 hm2，大田种薯 2.25 万 hm2，同比增加 1.07
万 hm2，处于近 5 年平均水平，总产达到 17.09 亿 kg。 
谷子生产面积 0.048 万 hm2，同比减少 0.033 万 hm2， 
接近近 5 年均值，总产量 194.40 万 kg，上季有效

库存 1.10 万 kg，种子总供给量 195.50 万 kg。高通信作者：郭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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粱生产面积 0.079 万 hm2，同比减少 0.017 万 hm2， 
高于近 5 年均值，总产量 344.91 万 kg，上季有效库

存 14.70 万 kg，种子总供给量 359.61 万 kg。
1.2　重点种子基地供给　全区共有 7 个盟市落实

玉米制种，制种基地主要分布在赤峰市，总面积为

1.60 万 hm2，占全区 69% 左右，其中，国家级制种大

县赤峰市松山区制种 0.41 万 hm2，自治区级制种大

县翁牛特旗制种 0.29 万 hm2。大豆繁种主要集中

在呼伦贝尔市岭东四旗，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

鄂伦春自治旗、阿荣旗、扎兰屯市，其中国家级制种

大县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繁种 1.85 万 hm2，鄂

伦春自治旗繁种 0.78 万 hm2。马铃薯繁种基地主

要集中在乌兰察布市（原原种 4.75 亿粒、原种 0.96
万 hm2、大田种薯 1.71 万 hm2）、呼伦贝尔市（原原种

1.13 亿粒、原种 0.59 万 hm2、大田种薯 0.36 万 hm2）

和锡林郭勒盟（原原种 1.73 亿粒、原种0.23 万 hm2、

大田种薯 0.063 万 hm2），其中国家级制种大县四子

王旗落实原原种 1.75 亿粒、原种 0.15 万 hm2、大田

种薯 0.13 万 hm2，察右前旗落实原种 0.039 万 hm2、

大田种薯 0.031 万 hm2，正蓝旗落实原原种 0.31 亿

粒，原种 0.033 万 hm2，大田种薯 0.020 万 hm2。谷

子制种在赤峰市，其中区域性良繁基地敖汉旗制种

0.035万 hm2，占比 72.92%。高粱制种主要在赤峰市，

其中区域性良繁基地敖汉旗制种 0.067 万 hm2，占

比 84.81%。

1.3　重点种子企业供给　通过对内蒙古巴彦淖尔

市科河种业有限公司、内蒙古兴丰种业有限公司、内

蒙古利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 6 家重点种子

企业的调度，2024 年杂交玉米种子库存较高，企业

调整生产计划，整体缩减制种面积约 0.20 万 hm2，

2024 年玉米杂交种子收获面积 0.79 万 hm2；主要

制种品种有丰田 101、科河 699、西蒙 3358、M1573、
宏博 701、兴科 5 号、利禾 1、丰垦 139 等。通过对

内蒙古瑞杨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呼伦贝尔市中农种

业有限公司、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登科种业有

限责任公司 3 家重点种子企业的调度，共收获大豆 
1.57 万 hm2；繁育品种面积较大的有登科 5 号、黑

科 59、华疆 2 号、蒙豆 48、蒙科豆 9 号、鑫兴 8 号等。

全区共有 4 家马铃薯繁种重点企业，即内蒙古坤元

太和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内蒙古格瑞得马铃薯种业

集团有限公司、内蒙古中加农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内蒙古鑫雨种业有限公司，共收获原原种1.96亿粒，

原种 0.27 万 hm2，大田种薯 0.23 万 hm2；主要品种

有希森 6 号、中加 7、冀张薯 12、v7、大西洋、麦肯、费

乌瑞它等。

2　重要农作物种子需求
2.1　杂交玉米种子需求　玉米种子供求形势受玉

米及其替代品进口量、国际玉米收成与价格、农业政

策等因素影响。通过对内蒙古自治区 12 个盟市农

作物种植面积的调度统计，预计 2025 年全区玉米

种植面积在 466.67 万 hm2 左右，需商品种子 13440
万 kg。供需比 104%，生产与需求处于紧平衡状态。

随着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推进，耐密植、中小穗、多

抗、耐逆境品种接受度提高。

2.2　大豆种子需求　为稳定大豆种植面积，内蒙古

自治区呼伦贝尔市积极调整各项补贴政策，集中发

力，支持大豆生产。2024 年大豆种植面积 126.88
万 hm2，超出目标任务 5.35 万 hm2，较 2023 年增加

8.04 万 hm2。经调度统计，预计 2025 年大豆种植面

积在 120 万 hm2 以上，商品种子用量 5818.71 万 kg， 
供给端大于需求端，高蛋白大豆品种受到市场欢迎。

2.3　马铃薯种子需求　近年来，受农业用水控制的

影响，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在逐步调整种植结

构，马铃薯的种植面积逐年减少。2024 年马铃薯的播

种面积 28.50 万 hm2，相比 2023 年减少 4.73 万 hm2。

经调度统计，预计 2025 年播种面积 26.67 万 hm2， 
商品马铃薯种子用量约为 4.62 亿 kg，供给端远大于

需求端。生产的种薯除供应本区种植外，还销往云

南、贵州、山东及山西等省区，市场需求趋向于具有

抗逆性强、适应性广、耐贮藏的品种。

2.4　谷子高粱种子需求　2024 年受谷子市场价偏

高的影响，谷子大田种植面积 28.47 万 hm2，比 2023
年增加 0.97 万 hm2。经调度统计，预计 2025 年谷子

种植面积 26.00 万 hm2，大田商品种子用量 156.00
万 kg，供给端大于需求端。品种需求以抗倒伏、适

应性广、抗旱性强、秧苗的品质高、出谷量高为主。

预计高粱大田种植面积 12.00 万 hm2，大田商品种

子用量 129.60 万 kg，供给端大于需求端。

3　农作物种子市场运行分析
3.1　农作物种子市场价格分析　2024 年内蒙古农

作物种子市场供应量足、质优、价稳，种子市场整体

平稳。玉米种子价格与 2023 年基本持平，大田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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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定价区间为 21~48 元 /kg，加权平均价格约为

32 元 /kg，由于杂交玉米种子库存积压，预计 2025 年

市场启动提前，种子价格呈下降趋势。大豆种子不

同品种价格在 8~15 元 /kg 之间，加权平均价格约为

9.7 元 /kg，较 2023 年变化不大，预计 2025 年大豆

种子价格持平或略降。马铃薯原种加权平均价格约

为 3.6 元 /kg，大田种薯加权平均价格约为 3.2 元 /kg， 
受气候及马铃薯行情影响，2024 年部分收获的马铃

薯种薯湿度较大、不易仓储，转为商品薯的数量较往

年有所增加，预计 2025 年价格略增长。谷子种子定

价区间为 100~260 元 /kg，加权单价 124.8 元 /kg，与
往年持平；高粱种子定价区间为 18~50 元 /kg，加权

单价 37.26 元 /kg，预计 2025 年谷子、高粱价格平稳。

3.2　种子营销模式分析　内蒙古主要农作物种子销

售模式与往年基本相同，仍以公司—经销商—零售

商三级销售渠道为主，少部分为直销模式和电商销

种，由企业销售人员直接进村入户，采取讲课、发传

单、送礼品等促销模式，现场销售种子。种子企业及

销售门店利用新媒体（快手、抖音、微信）等线上宣传

工具，对广大农户进行品种及科学栽培技术宣讲等

促进种子销售，有效降低了销售成本，涵盖销售区域

也比以前扩大。由于近几年土地流转速度加快，“大

农户带动小农户”现象越来越明显，种植大户和合作

社对种子市场的主导性、引导性的趋势越来越强。

4　做好农作物种子产供需形式分析的对策
4.1　健全种子产供需服务体系，提升决策支撑和行

业服务水平　种子产供需调度是评估用种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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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责任 [1]。农作物

种子产供需调度分析工作要注重种子数量安全、品

种结构安全并重，要坚持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

合的方法 [2]。一是加强调查研究，提高数据准确性。

确保生产、加工、库存等供给端和亩用种量、商品化

率、生产方式等需求端数据的精准性。二是加强数

据分析，全力提升研判水平。细化到品种、旗县、企

业，尽量减少结构性短缺。三是做好生产指导，强化

防灾减灾预警，及时发布种子生产指导意见。指导

企业科学调整种子生产规模，保障全区农业生产用

种的数量充足、品种多样与供应均衡。

4.2　提高市场观察点监测效能，科学分析研判市场

运行状况　种子市场是种子流通链中问题集中表现

且最受行业各方关注的一环，种子市场监测可实现

种子市场信息实时采集、实时发布、智能分析，在种

业发展全局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发挥好种子市场观

察点作用，精准监测辖区内重要农作物种子市场动

态。一是严格种子市场观察点备案管理，持续优化

监测布局，进一步扩大主粮作物、油料作物及蔬菜作

物的监测种类，提升监测预警的时效性。二是要做

好业务培训指导，提升观察点报送质量，加大监测调

度频次，加强种子市场观察点绩效管理，提高观察点

监测效能。三是强化数据分析利用，服务农业生产

需求。加强辖区主导品种、种子价格、市场运行等情

况的梳理总结，及时形成种情通报，对市场运行状况

进行科学分析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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