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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
己手里，必须瞄准保障粮食
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的需要，抓紧培育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优良品种，实现
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
主可控。

在海南的三亚、陵水、乐
东三市县一带，国家南繁科
研育种基地坐落于此。前不
久，上海市农业科学院研究
员余新桥带着团队从上海来
到海南陵水，继续“节水抗旱
稻”的育种研究。每年冬春，
数以千计的农业科研人员便
会从全国各地聚集于国家南
繁科研育种基地，育种、制种。
年复一年辛勤奔波，坚韧不拔
扎根土地，在“余新桥们”的不
懈攻关下，一粒粒良种被选育
出来，增添着我们端牢中国饭
碗的信心和底气。

小种子能发挥大效能，
小作物能长成大产业。优质
绿色水稻、耐密宜机收玉米、
高油高产大豆、优质短季棉
……前段时间，农业农村部
发布品种审定公告，第五届
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
审定通过了1304个水稻、玉
米、大豆、棉花新品种。从审
定品种情况看，相关作物品
种创新取得了一系列新进
展、新突破，这些品种推广应
用将有利于持续提升我国粮
食大面积单产和品质水平。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
近年来，种业振兴行动扎实
推进，取得一批标志性成果
和阶段性进展。目前，我国农
作物良种覆盖率在 96%以
上，良种在农业增产中的贡
献率超过45%，自主选育品
种面积占比超过95%，国产
种子基本能够满足国内需
求。同时也要看到，在一些品
种和领域，国产种子与国际
先进水平差距还比较大。加
快推进种业振兴行动，才能
进一步夯实国家粮食安全的
种业根基。

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核
心是创新，关键在品种。把当
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
必须瞄准保障粮食和重要农
产品稳定安全供给的需要，
抓紧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优良品种，实现种业科技

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比
如2023年，我们育成了短生
育期油菜“中油早1号”，生
育期只需要约 169 天，有助
于南方地区实施“稻稻油”轮
作、利用冬闲田种植油菜。持
续推进种业创新攻关，培育
更多绿色、优质、高产的“三
好品种”，才能在满足人民美
好生活需要的同时，更好用
中国种子保障中国粮食安
全。

从选育主体看，企业自
主选育或合作选育品种占比
大幅增加，企业已成为育种
创新的主体。如今，我国农作
物种业企业的优势群体已经
形成，种业企业多、小、散的
状况已有改善，初步构建了
由69家农作物、86家畜禽、
121家水产等龙头企业组成
的国家种业企业阵型。进一
步培育种业振兴企业骨干力
量，不妨推动阵型企业与科
研单位、金融机构、种业基地
对接，支持开展关键核心技
术攻关和育种联合攻关，着
力打造航母型领军企业、隐
形冠军企业和专业化平台企
业。

种业包括品种选育、种
子繁殖、推广销售等环节，加
快推进种业振兴行动，还应
完善现代种业全产业链。如
今，一些地方以种子为抓手，
为当地农民提供全流程服
务；一些种子公司推广订单
式种植销售模式，不仅为农
民提供种子，还配套开展农
产品收购、储藏、加工等服
务。这些有益探索启示我们，
促进产学研用结合、育繁推
一体化，才能让好种子惠及
更多农民，带动农业提质增
效。

农业现代化，种子是基
础。良种一粒重千钧。2023
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
议提出：“支持农业科技创新
平台建设，加快推进种业振
兴行动。”锚定建设农业强国
目标，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
强良种技术攻关，全面提升
种业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
力，沿着这样的方向，我们有
信心、有能力、有条件、有底
气“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
端在自己手中”。

1. 强化种质资源保护利
用。

2.筛选挖掘大豆、玉米等
优异种质和基因资源。

3.建设国家畜禽和淡水渔
业种质资源库。

4.推进育种创新攻关。
5.深入实施农业生物育种

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国家育种
联合攻关和畜禽遗传改良计
划，加快选育推广高油高产大
豆、短生育期油菜、耐盐碱作

物等生产急需的自主优良品
种。

6.开展重大品种研发推广
应用一体化试点，提高种业企
业自主创新能力。

7.推动生物育种产业化扩

面提速。
8. 加强育种制种基地建

设。
9. 深入实施现代种业提

升工程和制种大县奖励政
策，建设南繁硅谷、黑龙江大

豆等国家级种业基地，新遴
选一批制种大县、区域性良
种繁育基地和畜禽核心育种
场。

10. 加强品种试验审定管
理，推进实施种子认证制度。

巴西/拉美
全球最具价值的
种子市场之一

作为世界粮仓，拉美市场
仅次于北美和亚洲，在 2021
年种子市场的交易总额中占
比达到20.1%。而当年仅巴西
一个国家的种子市场交易额
就占比接近63%，是该地区最
大的种子市场。目前，巴西是
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最具价
值的大豆种子市场，仅次于美
国和中国的第三大最具价值
的玉米种子市场，以及仅次于
美国和印度的第三大最有价
值的棉籽市场。

这也是先正达、隆平高科
先后宣布收购巴西企业的原
因。近年来，中国农业企业陆
续增强了在南美的业务布局，
如大北农全力推进实施″种
出豆进″的发展战略，在南美
国家全面布局和推广性状，最
终实现国内自主转基因大
豆“中国技术-南美生产-国
内消费”的商业模式。

先正达
计划将208亿元
用于全球并购项目

2018年2月，先正达出资
14.5 亿美金并购中粮国际旗
下的尼德拉种业，后者在拉丁
美洲种子市场中具有重要地
位 。2018 年 ，先 正 达 CEO
Erik Fyrwald 谈及这笔交
易时还表示，先正达也正在拉

美市场寻找种子业务的新收
购目标。除尼德拉种业外，近
年 来 ，先 正 达 还 收 购 了
Agro Jangada、Vipagro、
Nidera、Dipagro 和 Strider
等巴西农业企业。在先正达的
上市计划中，也计划将208亿
元用于全球并购项目。先正达
称，公司所在的全球农业市场
竞争格局已初步形成，市场集
中度持续提升。公司将继续整
合对全球四大业务单元现有
资产的所有权，在创新及研发
能力、前沿技术等方面实现进
一步增强。其中，在种子市场，
先正达计划收购全球范围大
田作物、蔬菜和花卉的种子
商，中国范围所有农作物的种
子商和具有专利性状和种质
资源的种子公司。先正达在招
股书中表示，此类收购有助于
提升种子产品丰富度。

如先正达此次收购的
Feltrin 拥有 50 多种作物的
500 多个品种，收购完成后
Feltrin Sementes品牌将继
续保留。而通过收购 Feltrin
公司，先正达将拓展其在巴西
和南美洲的业务。

隆平高科
通过多笔收购
打开了南美市场

与先正达的发展路径相
似，隆平高科也通过多笔收购
打开了南美市场。隆平高科与
中信曾于2017年联合收购的
陶氏益农在巴西的特定玉米

种子业务，彼时交易总对价约
为11亿美元，在此基础上形
成了现在的隆平发展。截至
2022 年，隆平发展营业收入
38.43 亿元，归母净利润 5.20
亿元，其玉米种子营业收入居
巴西市场第三位。

2023 年，隆平高科以现
金支付的方式收购隆平发展
13.6759%股份，现合计持有
隆平发展 49.42%的股份，隆
平发展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
围。通过并表隆平发展，隆平
高科2023年营收实现大幅增
长。根据隆平高科于2024年
1月12日的公告披露，公司预
计实现营业收入88亿元-95
亿元，按调整前营业收入同比
增幅 138.56%- 157.54%，主
要是隆平发展纳入公司合并
报表范围所致。资料显示，在
南美，隆平发展建立了玉米、
大豆、高粱等农作物种子的研
发和科技创新平台。2023年，
隆平高科已在马拉尼昂州巴
尔萨斯市、戈亚斯州福莫萨市
和里奥韦尔迪市分别开设了
研发中心，而位于巴拉那州罗
兰迪亚市的研发中心预计也
将于2024年完成建设。目前，
隆平高科尚未在巴西销售大
豆种子，但公司一直在转基因
大豆领域进行投资，并计划在
2026 年销售相关产品，此次
隆平高科收购大豆种子加工
厂标志着其在巴西业务进入
了新的细分市场。
来源：界面新闻 农财宝典

人民日报：良种一粒重千钧

2024 年农业农村部一号文件提出

关于加快推进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导意见

先正达、隆平高科排队收购巴西种企
巴西/拉美地区为何重要？

美国之外，巴西是全球最具潜力的农业市场之一。2月以来，先正达、隆平高科先后披露在巴
西市场的收购计划。隆平高科将收购位于巴西戈亚斯州里奥韦尔迪市的黄金谷物（Cereal Ouro）
大豆种子加工厂90%的股权。而先正达则宣布完成对巴西蔬菜种子公司Feltrin Sementes的收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