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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种业市场整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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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种子法>出台以后．市场机制成为调节我因种业供需平衡和稳定的重要方式．通过价格比较和生命

周期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种业市场整合度较低，处于从投费整合阶段向产品经营阶段的过渡期，需要提高整舍程

度．在市场整合过程中．价格信息、运输条件、私人经济活动以及政府干预等共性因素和农业生产特点、农业经营

利润水平、农产品商品率以及农产品交易市场等个性因素是影响我国种业市场整合的主要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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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n Conformity of Seed Market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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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h'act：After“Law of Seed"appears-the market mechanism becomes an important way to adjust

supply and demand of seed market and its stability in China．It is thought that the conformity of China’s

8eed market is in lOW level-and in the transitiort-period from the investment conformity stage to the

product management stage．It is also considered that price information-transportation condition-private

sector activity．government intervention-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haracteristic．agriculture management

profit level-agricultural product marketed proportion as well笛agricultural product transaction market

and SO on玳main power Which affects the confofruity of China’s seed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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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种子是农业生产中不可替代的、具有生命力的

特殊商品。农业发展史证明，种子作为农业生产最

基本的生产资料，是农业科学技术和其它投入要素
‘，

发挥作用的载体，是农业增产增收的关键因素。

随着科技进步和工业化进程，农作物种子发展

成为一项产业至今约有100多年的历史，尤其是杂

交优势的发明和利用，使培育高产优质的杂交良种

成为当今企业家瞩目的投资热点。纵观发达农业国

家，无一例外都拥有以“育、繁、推”一体化为特点的

发达种子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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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2000年《种予法》的出台为里程碑，我国种业

逐渐走上产韭讫纛誉场纯懿道路，枣场祝到戎鸯调

节种子供需平衡和稳定的重要方式。根据武拉平的

观点，市场整合重在分析市场结构与市场效率，是衡

量我国农产品枣场有效程度秘效率熬重要指赞。【’】

与发达农业国家相比，我国种业市场整含程度相对

较低，主要表现为：分散农户是大量的需求主体，缺

乏对客户豹优纯缓含和镑售渠道的专业管理；各种

研发、生产资源分属不同体制类型的主体，难以实现

行业共享；行业竞争凭序，数量众多的种子企业在低

瘩平上重复竞争。因此，我国种韭市场需要进一步

加强整合。

理论上，可以从两个焦度理怨市场整合：一是萋

直整合和水平整合，即贸工农一体化和空间一体化；

二是不同空间市场、不同营销阶段、不同时间和不同

商品的整食。圈其中，空阕整会研究菜一市场价格变

化对另一市场价格变化影响的程度。完全竞争假设

下，某产品的输入区单价等于该产品的输出区单价

翔单位运输成本，充分整合黠，输出区价格变纯会萼l

起输入区价格的同向等幅变化，当然，这只是一种理

论状态。蓠销阶段整合研究同一商品在某营销阶段

豹价格交能对下一酚段价格交纯豹影嚏程度。如采

某商品不同营销阶段的价格满足“下一阶段价格一

上一阶段价格+营销成本”，此落销阶段之间是整合

的。辖美商品整合研究菜商品的价格变纯对禚关产

品价格变化的影响程度。多数考察初级产品和加工

品之间或原料和产黑之闻的价格影响关系。如果满

足“加工品价格一初级产品价格+加工费用”，该糨

关商品之间的市场是整合的。对相关产品间市场整

合的研究舆有重要意义，它可以辩学反浃嚣释产瑟

之间的比价是否合理，反映两种商品价格之间的相

互影响和商品市场之间的相互协调，从本质上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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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已有秘文簸看，相关研究主要集孛手对菜耱

农产品市场的考察。田维明、Park的研究表明：中

国多数农产品市场不存在短期整合，但是存在长期

整合。“嗣郭最株也对我匿本耪索场整合孛存在鹃

问题进行论述。“]孙琛则从分地区和分市场的角度

对上海水产品批发市场的整合问题进行研究。糯对

瑟言，蠢蓠还鲜蠢专门锌对我国种子市场整合闻题

的研究。由于种子产品和市场本身的特点以及政策

环境的不同，关子其它农产品市场的结论不一定适

合种予市场，本文接下来从价格沈较分析、寿命周期

分析以及驱动因素等方面探讨我国种业市场的整合

同题。

二、杂交种子与常规种子价格比较

——我国种业市场整合现状分析

市场整合照指存在予不同市场间的一种价格运

囊关系，表理为市场徐格一致性变动，菜彝意义上，

市场熬合可以定义为某一市场价格变化对另一市场

价格变化的影响程度。市场整合研究就是通过描

述、分耩这释关系和程度，避磊把握帑汤整合现状。

因此，我国种业市场整合的发展情况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不同区域杂交种子与常规种子的价格变动

状况。

比较分析杂交种子与常规种子价格可以运用不

弱时期的价格资_：|萼，由于资料可得性，本文应用其它

科研人员的二乎资料予戳说明。

(一)种子价格变化情况

限于资料，以1984--2003年玉米耪子徐掺变诧

情况为例进行分析(见图1)。

亨守守$≯亭擎窖p守拿孳擎S霉霉誉窜擎零审‘
年份

嚣1 1984--2003玉米秘子收建绫辏与镶售徐楱交{l：

根据玉米种子收购价格与销售价格的变化趋势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万方数据



28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7卷

1．玉米种子销售价格与收购价格之比在2001

年以前经历了一个由低到高的过程，说明垄断的种

子市场不仅没有让农民得到好处，反而提高了种子

成本。2001年之后，这一比率趋于下降，这与2000

年出台的《种子法》密切相关。《种子法》允许不同类

型的种子企业平等竞争，促使这一比率下降。

2．玉米种子收购价格与销售价格之间保持了较

好的变化一致性，总体同步变化，说明种子培育与种

子销售之间存在较高的相关性。

(二)杂交种子、常规种子价格与作物价格之间

的比率变化

种子市场整合程度与种子培育方式显著相关。

据有关资料表示，种子与粮食的价格比率以传统种

子最低。在杂交种子方面，杂交水稻的种子与粮食

价格比率最高并且不断上升。杂交玉米的种子与粮

食价格比率经历了由低到高的快速变动过程，这一

期间平均上升3．8倍。更为重要的是，地区之间种

子与粮食价格比率差异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

不同品种种子的市场整合程度不一样，这可能与不

同品种种子的知识产权含量不同有关。

与国际数据相比，我国种子与粮食价格比率最

低(见表1)，其原因有：一是我国种子制作成本较

低；二是我国政府很长时间一直干预种子定价。

鑫
蝇

篓
盏
翠

表l 2001年杂交玉米种子价格与粮价比较

国家或地区 种子和粮食价格之比

中国

撒哈拉沙漠南部非洲

西亚和北非

亚洲(除中国以外)

拉丁美洲

除中国以外的其它国家的平均

6

7

14

20

24

18

图2进一步证实了上述论点。1984—2003年

间，杂交玉米种子销售价格与粮食价格相比不断上

升，《种子法》出台后，种子市场的竞争导致这一比率

有所下降。根据前面的讨论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总体来讲，种子价格(包括常规种子和杂交

种子)与作物价格之间的比率逐步提高，即种子价格

在作物价格中的份额在增加。这说明人们对于种子

的认识和接受程度不断提高，良种对于农业生产的

增产效果愈加明显。(2)杂交种子与作物价格之间

的比率变化明显快于常规种子该比率的变化。(3)

不同杂交种子该比率的变化程度不同，杂交玉米的

变化幅度远远大于杂交水稻。(4)同一杂交种子该

比率变化在不同省份不同。(5)我国种子与作物价

格比率远远低于其它发展中国家。

(三)种子价格结构的国际比较

国内外种子价格构成(见表2)。

年份

图2 1984—2003年玉米种子销售价格与同期粮食价格的比率变化

表2种子价格结构的国际比较 ％

R&D

种子生产

种子处理

小 计

市场营销

销售让利

毛利润

销售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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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2可见，由于基础研究主要由国家承担，其

成本一般不计人种子价格，我国种子价格结构中生

产成本构成价格的主要部分，这与美国和墨西哥相

比存在很大差别；在种子研发、种子检测、市场交易

和管理费用等方面，我国同类指标远远低于对比

国家。

三、生命周期分析——我国种业市场
整合发展趋势分析

从以上种子价格比较分析可以判断，我国种业

市场不是一个完全竞争和整合的市场。转型经济

中，种业产业化和市场化本质上是一个从官僚到市

场的过程。根据Park的观点，一个有效市场体系的

建立是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需要时间，尤其在转型

经济中。一个运行良好的市场离不开基础设施、政

策法律以及相应的社会态度和意识形态，并且，传统

体制下的经营者需要时间去学习交易技能和建立市

场关系，[53这些都影响到我国种业市场的效率和整

合程度。因此，必须提高我国种业市场的整合程度。

提高我国种业市场整合程度首先需要判断我国

种业市场整合所处的阶段，以此为依据把握其走势

并做出相应举措。根据行业生命周期理论．一个行

业从形成或者政府解除管制开始，一般经历投入期、

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四个阶段。[7]相应的，可以

根据行业集中程度将市场整合划分为四个阶段，每

个阶段的市场发育程度和整合程度皆具有典型性阶

段特征。首先，开创阶段。其特点是解除管制、初创

企业、产权保护、注重收入。‘其次，规模阶段，其特点

是兼并收购、建立规模、快速整合、扩大份额。再次，

专营阶段。其特点是兼并收购、核心业务、全球扩

张、注重利润。最后，平衡与联盟阶段。其特点是建

立联盟、保持领先、创新发展、行业衍生。具体到种

业市场，种业市场整合发展一般经历投资整合(准备

期)、产品经营(成长期)和品牌经营(成熟期)三大阶

段(与一般行业不同，种业作为人类生存所需要的基

本行业会伴随人类历史的整个进程)。

投资整合阶段的特点是：种子生产批量小，销售

增长缓慢；农户对品种性能不够熟悉，认可度较低；

销售渠道不够完善和通畅，广告宣传费用较高；种子

市场化程度较低。

产品经营阶段的特点是：农户的核心需求是品

种；市场分散，急需整合；拥有专有品种的公司数量

不多，盈利丰厚，发展迅速；品种创新(品种领先，质

量为本)；优良品种；导人专有品种，建立完善的质量

保证体系和有效的分销渠道，获取品种经营超额

利润。

品牌经营阶段的特点是：农户的核心需求是服

务；市场由数量不多的大公司控制，各大公司均拥有

相当数量的专有品种．并且差异不大；服务创新(服

务领先，质量为本)和优质服务；强化“服务领先”理

念，实施差异化竞争战略，获取品牌经营超额利润。

根据蒋和平的研究，截至2002年12月，我国种

业经营机构多达63 000多家，仅国有种业公司就达

27 000多家，加上各级科研院所和育种站，总数达

到67 000多家。[8]从这一现实出发，目前，我国种业

市场呈现以下特点：首先，需求主体是大量的分散农

户，市场集中度非常低。其次，种子企业数量巨大，

同时具有一定数量的上市种子企业，具备一定的规

模经营优势。再次，各大型种子企业基本都拥有一

定的专有品种，并建立了相对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

和有效的分销渠道。最后，种子企业的科研创新能

力总体上需要提升。

据此可以判定：我国种业发展处于规模阶段的

中后期，其市场整合从投资整合阶段向产品经营阶

段过渡。从行业层面来看，为了进一步提高我国种

业市场的整合程度，目前还需要继续完善基础设施、

政策法律以及相应的社会态度尤其是提高种业市场

化程度。从企业层面来看，种子企业要想获取成功，

必须加大创新力度、整合资源、迅速扩大市场份额，

并且，其经营者还要重视学习交易技能和建立市场

关系。

四、影响因素——我国种业市场
整合的驱动因子

通过分析我国种业市场整合现状和发展趋势．

提出了提高我国种业市场整合程度的要求。市场经

济条件下，市场整合是一个市场化的概念，对其提升

不能单纯依靠政府行为，需要充分发挥市场协调的

作用。本质上，市场协调具有客观性。因此，提高我

国种业市场整合程度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厘清我国种

业市场整合的驱动因子即影响因素。

根据市场整合的概念，任何影响产品不同市场价

格水平以及产品市场间流通的因素都会影响市场整

合水平。具体到种业市场整合，由于种业市场自身的

特点，其影响因素可从两个方面讨论，即影响市场整

合的共性因素和影响种业市场整合的个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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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影响市场整合的共性因素

价格信息是影响市场整合的首要因素，包括价

格信息质量、可得性以及获取速度等。如果缺乏价

格信息，市场问套利行为不会发生，即使发生也带有

很大的盲目性；同样，不准确的价格信息会影响市场

间套利行为的结果，而信息流通速度则会影响市场

间套利行为的及时性进而影响市场整合速度。

运输条件也会影响市场整合，包括市场间道路

航线、道路状况以及运输方法和设施等。改善运输

条件可以减少产品运输时间，提高运输效率。与运

输有关的另一个因素是运输距离。理论上讲，运输

距离一定程度上影响市场整合速度，但不会成为市

场整合障碍。不过，市场间距离会影响市场整合研

究的资料选用。

私人经济活动是影响市场整合的又一因素。根

据周章跃的观点，私商的套利行为是推动市场整合

的重要力量。私营商业的正常发展有助于产生大型

私营企业，相对于小型私营企业，大企业融资容易、

资金较足、经营设施先进，这些都会促进市场整合。

另外，可用于市场套利行为的产品数量也会影响市

场整合。如果绝大部分产品由政府垄断经营，私商

用于套利的数量微乎其微，在政府部门很难大幅提

高经营效率的背景下．市场整合程度难以改善[9]．

最后。政府干预也会影响市场整合，干预过多不

但会减弱市场整合程度，甚至会割裂市场间的价格

关系，此时，市场间的套利行为将不再发生。这里值

得注意的是，政府干预一定程度上引致市场短期整

合降低，但可以促进长期整合。对比玉米和豆粕可

以发现，由于长期受到政府控制或指导，1992年以

来，农产品价格逐步放开。但政府定价对自由市场价

格的示范作用很大，并且考虑了各地区价格平衡问

题)，玉米市场呈现较高的长期整合I豆粕受到较小

的政府干预，其市场短期整合较高而长期整合较低。

最后，各级政府都有权制定有关农产品贸易等方面

的相关政策，受地方利益驱动，这些政策往往不能很

好协调，甚至矛盾，从而造成地方封锁，形成市场整

合障碍。【1叼

除此以外，产品的价格弹性、各区域产品的自给

程度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种业市场整合。

(二)影响种业市场整合的个性因素

根据种业市场的特殊性，影响种业市场整合的

个性因素有：

(1)农业生产特点。农业生产的主要对象是有

生命的生物体，其根本特点是农业经济再生产和自

然再生产相互交织。在农业生产中，土地是不可替

代的最基本的生产资料；自然环境对农业生产有较

强的影响力；农业生产的周期长，劳动时间和生产时

间不一致；农业生产的季节性明显；农产品本身具有

体积大、鲜活、易腐、收获时间集中和空间分散等特

点。这一系列特点客观上对种业企业在育种、营销

等方面提出特殊要求。

(2)农业经营利润率。农业经营利润率越高，种

子费用占总生产费用的比例越低，农户对作为成本

的种子采购积极性就会提高，有利于种业整合，反

之，不利于种业整合。我国由于农业经营利润率相

对较低，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我国良种的推广。

(3)农产品商品率。农产品商品率越高，种子企

业的市场份额就会增加，有利于种业企业整合。反

之，不利于种业企业整合。目前，我国粮食商品率较

低，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种子市场整合。

(4)农产品交易市场。交易市场越多，规模越

大，农产品的交易机会越多，市场价格越能充分体现

市场竞争的程度，从而有利于市场整合，反之，会减

缓种业整合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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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刊论文 揭育聪 中国种业市场整合应从哪里开刀——访合肥联隆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张亚兵高级咨询培训师

 -北京农业2007,""(35)
    记者:目前,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有种子公司纷纷解体改制,国外种业巨头大举进来,国内种业竞争难免日益加剧.从竞争的手段和结果来看,种业市场很

可能出现哪些裂变?新一轮种业发展趋势如何?

2.期刊论文 张亚兵.张彦虎.李和辉.Zhang Yabing.Zhang Yanhu.Li Hehui 中国种业市场化整合之路探讨 -中国种

业2005,""(5)
    分析了中国种业的现状特点及发展趋势,提出中国种业市场整合的必然性以及实现有效整合的两股力量即资本力量和知识保护力量.只有这两股力量

介入并充分发挥,中国种业市场整合的时代才会真正来临.同时,还分析了中国种业整合的导入模式.

3.学位论文 张新岭 河南省种业现状及发展对策 2006
    “国以农为本，农以种为先”，种子是农业科技最直接的载体，也是决定农产品产量和质量的重要因素，直接影响到种植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

河南省是全国第一农业大省，也是我国重要的蔬菜大省，所以做好我省种业的发展工作，对促进我省农业优质高效生产，促进农村发展，促进农民增收

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我国改革开放20年后的今天，河南省种子企业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我国加入WTO和经济全球化，我省种子产业的发展面临

一个全新的国际环境，种子企业竞争的范围已经扩大到全球市场，因此，也面临更多的发展机遇和更加严峻的挑战今天的经营环境不同于以往任何时候

，种子企业必须进行有效管理，不断调整其组织架构战略体制产品和文化，以保证企业在残酷竞争中经受住剧烈变革，求得生存和发展。

    我国加入WTO以后，国外种业加快了进入中国的步伐国外种业拥有雄厚的资本，强大的科研创新能力，先进的管理经验，成熟的市场营销模式，将对

我省种业形成强烈的冲击，如果我省种业不事先有所准备，练好内功，将会被国外种业吞并或挤垮，那样，我省种业将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生存和发

展将受制于人所以研究国外种业的现状发展趋势和全球化战略，以及研究我省种业的发展现状，制约因素，以及未来发展的对策和国际化问题，将对我

省种业的发展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

    本文以近年来河南省涉种统计资料，河南省种子管理站农种企年报表数据以及种业发展方面的一些文献作为主要的资料来源，通过与种业界企业家

座谈，向省农业主管部门领导及执法人员请教，以及近十年来作者在蔬菜育种繁种基地建设与营销方面的实践为参考，首先对国际种业的现状发展趋势

国际种业市场未来全球化竞争的战略，以及对国际种业在中国的本土化发展战略进行了阐述和分析，接着对我省种业目前的现状制约因素，进行了阐述

和分析，最后对我省种业未来发展对策，以及做好河南种业与国际种业接轨工程，推进河南种业国际化这一论题进行了深入地研究。

    最后的结论是：我省种企目前还存在科技投入较少、创新能力较弱，良种繁育存在不少困难，加工设备少、加工技术落后；生产经营规模比较小、

缺少长远规划，质量把关不严，经常有质量问题出现，销售网点过多不当竞争加剧，服务意识差，客户流失严重，品牌影响力弱；一院两体，政企分开

不彻底，缺乏激励机制，监管检验还存在不少问题，新品种保护执行力差，信息化建设落后等诸多问题，但我们也应看到我省种企已经取得的成绩，和

未来大整合的趋势，以及我省种业的相对比较优势，同时也应看到在加入WTO后，我省种业既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同时也有很好的可以利用的机遇。我

们应该正视竞争，抓住机遇，开拓智慧，创造条件，壮大我省种企。

    针对我省种业存在的问题，为了我省种业未来的发展，本论文首先介绍了国际种业的现状发展趋势未来全球化竞争的战略以及国外种业在我国采取

的本土化战略；又介绍了河南省种业现状发展历程目前我省种业的变化以及取得的成绩，然后提出了一些应对之策：实施创新工程，加强良种繁育基地

良种加工体系建设；实施体制创新工程，推行品牌战略，利用战略联盟进行市场整合，强化质量管理，加强电子商务在企业中的建设，做好宣传策划和

售后服务，重视人才战略实施人本管理；用科学发展观依法指导种子工作，加强植物新品种保护、促进品种创新和推广，实行种子标签管理制度，实行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xbnlkjdxxb-sh200706007.aspx
http://g.wanfangdata.com.cn/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4%be%af%e5%86%9b%e5%b2%90%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7%8e%8b%e5%8d%ab%e4%b8%ad%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HOU+Jun-qi%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WANG+Wei-zhong%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Organization%3a%22%e5%8c%97%e4%ba%ac%e4%bf%a1%e6%81%af%e7%a7%91%e6%8a%80%e5%a4%a7%e5%ad%a6%2c%e7%ae%a1%e7%90%86%e5%ad%a6%e9%99%a2%2c%e5%8c%97%e4%ba%ac%2c100085%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Organization%3a%22%e5%8c%97%e4%ba%ac%e5%be%b7%e5%86%9c%e7%a7%8d%e4%b8%9a%e7%a7%91%e6%8a%80%e5%85%ac%e5%8f%b8%2c%e5%8c%97%e4%ba%ac%2c100085%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Organization%3a%22%e5%8c%97%e4%ba%ac%e5%be%b7%e5%86%9c%e7%a7%8d%e4%b8%9a%e7%a7%91%e6%8a%80%e5%85%ac%e5%8f%b8%2c%e5%8c%97%e4%ba%ac%2c100085%22+DBID%3aWF_QK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xbnlkjdxxb-sh.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xbnlkjdxxb-sh.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ad%a6%e6%8b%89%e5%b9%b3%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xbnlkjdxxb-sh200706007%5e1.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ad%99%e7%90%9b%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zgyyjj200501011.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zgyyjj.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ad%a6%e6%8b%89%e5%b9%b3%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zgncgc199904002.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zgncgc.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7%94%b0%e7%bb%b4%e6%98%8e%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xbnlkjdxxb-sh200706007%5e4.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PARK+A%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TIN+H%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ROZELLE+S%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xbnlkjdxxb-sh200706007%5e5.aspx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xbnlkjdxxb-sh200706007%5e5.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9%83%ad%e9%a3%8e%e6%9e%97%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xbnlkjdxxb-sh200706007%5e6.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ae%89%e5%bf%a0%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xbnlkjdxxb-sh200706007%5e7.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8%92%8b%e5%92%8c%e5%b9%b3%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ad%99%e7%82%9c%e7%90%b3%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9%99%88%e6%9b%a6%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nykjgl200106004.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nykjgl.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91%a8%e7%ab%a0%e8%b7%83%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xbnlkjdxxb-sh200706007%5e9.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9d%8e%e5%af%8c%e5%bf%a0%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9%ba%bb%e5%be%b7%e4%b8%9a%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90%95%e4%b8%bd%e5%8d%8e%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sxnydxxb200201024.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sxnydxxb.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8f%ad%e8%82%b2%e8%81%aa%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beijny200735001.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beijny.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bc%a0%e4%ba%9a%e5%85%b5%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bc%a0%e5%bd%a6%e8%99%8e%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9d%8e%e5%92%8c%e8%be%89%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Zhang+Yabing%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Zhang+Yanhu%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Li+Hehui%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zgzy200505003.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zgzy.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zgzy.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bc%a0%e6%96%b0%e5%b2%ad%22+DBID%3aWF_XW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962451.aspx


种子标准化管理，加强种子质量管理体系和认证制度建设保证种子质量“零缺陷”，加强种子质量监督抽查管理做好种子检验的标准化建设，建立和完

善资源共享的种子信息系统，发挥种子协会的作用推进种子产业化建设，加大对龙头企业的扶持力度，加强郑州种子批发市场建设开好河南省夏秋种子

交易会；做好河南种业国际化方面的研究，着重科技研发、练好内功、提高种业竞争力，依法管理推动种子产业化进程，提高种业层次实施种业品牌国

际化，运用战略联盟应对入世挑战等问题的研究，希望对我省种业开拓国际市场有所帮助。

    最后又对我省政府和种业界的企业家提出了一些建议，河南省种业主管部门应该下大力气创造有利于我省种子企业发展的软硬环境，培育有利于企

业家学习成长的环境，继续加大对科技研发和种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继续加强种业信贷和保险保障体系的建设，以利于我省种企稳健快速地发展

；加强与国际质量检测标准接轨的种子质量监控体系建设，以利于我省种子企业开展对外贸易，减少技术壁垒，拓展国际市场我省种业主管部门应该把

握形势，宏观调控，为我省种业保驾导航，助我省种业壮大辉煌。

    在我国市场经济体系逐步完善，与世界经济逐步一体化的大好时机，我省种业界的企业家要有远大的眼光，博大的胸怀，大整合的气度，遵纪守法

，诚信经营，把握好质量关，不断创新，立足河南，放眼全国，逐步走向世界，树立百年品牌，保持种企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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