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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并重组是种子企业做大做强的重要途径，是

行业发展的必经阶段，推进种子企业兼并重组也是

种子管理部门改变种子企业“多、小、散、弱”局面，

改进种子市场秩序的重要手段。我国种业兼并重组

分为 2个阶段，有 4种主要类型，有 4个方面的特点。

1　我国种业兼并重组的 2 个阶段
1.1　2011 年之前种业兼并重组零星发生　2001 年

《种子法》实施之前，我国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与管

理一体化，大部分种子公司为国有企业，民营种子

公司只能生产经营常规种子。《种子法》确立了种

子市场化发展的方向，国家要求种子生产经营与管

理分离，国有种子公司纷纷改制，民营种子公司快

速发展，全国种子企业由 2001 年的 2700 多家发展

到 2010 年的 8700 多家。这一阶段，总体上为种子

产业化发展的初期，种子企业设立门槛较低，市场化

进程快速推进，兼并重组事件零星发生。

1.2　2011 年至今种业兼并重组持续活跃　2011 年

前后，我国种子市场经过近 10 年的高速发展，已经出

现企业“多、小、散、弱”，品种“多、乱、杂”等问题，亟

待整顿提高。国务院适时下发《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

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国发【2011】8 号，以下简称

国务院 8 号文件），提出做大做强农作物种子企业的

目标，农业部出台了提高种子企业设立门槛、加强种

子市场监管等一系列政策，种业兼并重组持续活跃发

展，全国种子企业数量同步减少。据现代种业发展基

金统计，2010-2016 年 7 年间，全国公开披露的种业并

购事件 86 起，交易总金额 73 亿元，事件和金额年均

增长量分别达到 62.84% 和 191.64%（表 1）。

我国农作物种子企业兼并重组基本情况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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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我国种业转型发展，兼并重组持续活跃。对我国种子企业兼并重组的历史阶段进行了介绍，归纳总结了几种兼

并重组的类型，分析了其特点，并对进一步促进我国种子企业兼并重组提出了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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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公开披露的种业并购事件和交易金额及种子企业数量

年份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并购事件 3 6 4 13 13 21 26

交易金额（万元） 3463 23720 29480 182423 146701 309037 95026

全国种子企业数量 8700 6991 6600 5848 5200 4660 4300

2　近年来兼并重组的 4 种类型
2.1　规模扩张型　发挥资本优势，并购优质企业，

短期内实现规模扩张，典型代表是隆平高科和农

发种业。2016 年隆平高科通过定向增发募集资金

30.77 亿元，引入中信集团。借助资本优势，隆平高

科围绕种业开展了一系列兼并重组：2016 年 10 月

以 21073 万元收购广西恒茂 51% 股权；2017 年 6
月以 12398 万元收购湖南金稻种业 80% 股权；8 月

以 16442 万元收购湖北惠民 80% 股权；11 月分别

以 37791 万元收购河北巡天 51% 股权、以 51521 万

元收购三瑞农科 49.45% 股权。通过兼并重组，隆

平高科规模快速扩张。2016 年公司累计实现营业

收入 22.99 亿元，同比增长 13.5% ；预计 2017 年营

业收入 30 亿元，同比增长 30%。

农发种业上市前 10 年，7 年亏损、2 次停牌。

自 2011 年以来，累计投入 12.6 亿元，整合区域龙头

企业 11 家，形成了以种业为核心的主营业务，短短

几年时间完成了恢复上市交易、“去星摘帽”、定向增

发与连续并购等系列任务，公司业绩稳中有升。2014
年底终于将上市前 10 年历史形成的 1 亿多元的累基金项目：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专项经费（11172130109236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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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亏损全部填平，使公司恢复了正常分红的能力。

2.2　空间突破型　通过兼并重组，突破体制机制和

地域限制，黑龙江垦丰种业是典型代表。2007 年前，

垦丰种业凭借极早熟玉米品种优势，在行政力量支

持下，对垦区内 88 个种子企业以及科研资源进行了

多次资产重组和资源整合，完成了垦区内部整合。

自 2007 年开始，垦丰种业积极推进横向并购，加快

布局国内市场。先后成立了北京垦丰、北京垦丰龙

源、武汉垦丰、垦丰长江、垦丰科沃施等，全面挺近黄

淮海和长江流域市场；陆续成立呼伦贝尔垦丰、黑龙

江加丰、垦丰吉东，巩固加强东北市场；成立三亚垦

丰、新疆垦丰、新疆北大荒绿翔，加强南繁科研和种

子生产能力建设。依靠兼并重组，垦丰种业实现从

黑龙江垦区的区域型种子公司向全国育繁推一体化

种子公司的蜕变。

2.3　营销拓展型　通过对营销特长型公司的控股，

实现营销渠道拓展。2011 年之前，登海种业仅有登海

先锋、登海良玉 2 家子公司。2011 年之后，通过新设

和股权收购等方式，加快兼并重组步伐。目前，登海

种业共拥有子公司 25 个（3 个全资子公司，22 个控股

子公司），累计投资 3.5 亿。2011 年之后设立的子公

司，注册资本从 500 万元到 3000 万元不等，控股比例

为 51%、56%、67% 3 种形式。除 2011 年之前设立

的登海先锋和登海良玉外，新设立的子公司多数为纯

经营销售型企业，经营的品种由母公司提供，专注于

市场开拓和售后服务。其中，登海道吉公司创新推出

混合品种种子，实现 2 个品种的田间优势互补，是近

年来农技推广和种子营销方式创新的有益探索。

2.4　科研整合型　通过合资新设、股权收购等形

式，参股或控股科研育种型企业，以达到科研协同等

目的，其典型代表是北京金色农华。金色农华先后

投资北京华农伟业种子科技有限公司、湖南金色农

丰种业有限公司、湖南金耘水稻育种研究有限公司、

安徽荃华种业科技有限公司、湖北金沃种业科技有

限公司等 12 家以科研育种见长的种子公司，占股比

20%~70% 不等，丰富了公司的产品结构和市场区

域，为长期稳定发展奠定了科研基础。

3　我国种业兼并重组的特点
3.1　受政策影响明显　2011 年国务院 8 号文件发

布，国家加大种业支持力度，种业兼并重组开始活

跃。2016 年国家调整玉米收储政策、调减玉米种植

面积，玉米种子企业受到严重影响，种业兼并重组事

件数量和金额增速明显放缓。

3.2　规模扩张多，有效整合少　我国的科研育种整体

上处于“育种家”时代，绝大多数企业尚未建立健全的

商业化育种体系，优秀育种家是种子企业的“核心资

产”。这种时代背景下，育种家个人经过长期积累往往

容易出品种，但育种家普遍缺少团队合作的经验。对

种子企业兼并重组后试图整合科研育种人才和资源

的，往往难以达到目标。因此，截至目前，国内种业兼

并重组成功的案例比较缺乏，往往是有兼并、无重组，

股权变更后各子公司仍然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

3.3　育种科研是考察重点，但兼并成功与否的决定

性因素是财务规范性　科研育种能力是种子企业的

核心竞争力，是并购时尽职调查的重点。但我国很

多种子企业尚未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财务不规范，很

多还用个人银行卡收款结账，导致很难估值，投资并

购很难推进。因此，兼并成功与否的决定性因素往

往是并购对象的财务规范性。近年来已公开的被兼

并重组方基本为“新三板”企业也能反映这一问题。

3.4　跨国并购　除国内兼并重组外，我国企业开始

海外投资并购。2017 年 10 月中信农业基金以 11
亿美元收购陶氏益农在巴西的玉米种子业务，隆平

高科出资 4 亿美元参与了交易。2017 年中国化工

斥资 480 亿美元收购全球最大的农化公司、全球第

三大的种子公司——瑞士先正达。同年，中国化工

又从中粮集团手中收购荷兰粮食与种子巨头 Nidera。

4　种业兼并重组的问题及相关政策建议
前已述及，我国目前种子企业的兼并重组规模

扩张多，有效整合少，成功的案例比较缺乏。除此之

外，种子企业在兼并重组的过程中，还存在以下问

题：（1）思想观念转变难，种业企业创业者对企业的

朴素感情，不愿意出售自己的产业，宁为鸡头不为凤

尾思想普遍存在；（2）由于种业科研育种的特殊性，

被兼并对象公允价值判断难；（3）我国种子行业整

体上集中度较低、经营分散，各类参与主体对种业并

购信息难以准确的收集与处理。

随着国家粮食收储政策的进一步调整，种子行

业的竞争会进一步加剧，预计大型种子企业的兼并

重组步伐将加快。为促进种业兼并重组的健康发

展，提出以下建议。（1）确立市场化的导向，不搞

“拉郎配”，坚持市场配资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政府

相关部门应致力于为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

境，这也是为种业战略性融合创造良好的交易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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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种业的发展进入低谷期，行业的

经营发展遇到了诸多挑战，“盗窃式育种、押宝式生

产、掠夺式经营”现象比较普遍，地处松辽平原腹地

的吉林吉农高新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吉农高新公司）也未能幸免，企业发展遇到了极大

的挑战。为了应对种业的“寒冬”，吉农高新公司通

过一系列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终于止住了下滑态

势，公司正向着良好的态势发展，通过对吉农高新

公司改革方式的解读，学习改善种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意义，起到见一叶而知秋、窥一斑而知全豹

的作用，认为中国种业只有通过供给侧改革才能实

现种业再一次的蓬勃发展。

1　中国种业发展现状
1.1　行业竞争异常激烈，企业利润率大幅降低　

2010 年以后，种子企业销售的收入与利润经历了一

段高速增长的时期。自 2013 年以后增速趋缓，进

入低谷期，尤其是 2016 年，行业销售的收入和利润

均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销售利润率已由 2011 年的

11.4% 下滑到 2016 年的 8.6%。

根据我国种业上市公司发布的年度数据可知，

2016 年种业公司的财务状况整体下降，总体表现为

资金的使用率下降，通过对上市公司的财务指标进

行梳理发现，目前的种业竞争异常激烈，已由前几年

的高利润回报期转向了行业低谷期。

吉林省龙头种业吉农高新公司最近几年的发

展进入较为低迷的时期。公司主营业务玉米新品种

更新凸显缓慢，研发创新处于低谷，制种产量及销量

连年萎缩，市场份额急剧减少，各子公司经营亦处于

维持，甚至艰难的状态。

1.2　种子生产供需严重失调，供大于求成为常态　

我国种业面临的主要瓶颈就是产能过剩，制种面积

通过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企业升级转型

——基于吉农高新公司改革的分析

万立波　张秀文　贾立辉　张亚辉　陈　昆　孙　赫　盖旭东
（吉林吉农高新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四平 136100）

摘要：当前我国种业经过 30 多年的快速发展期，在解决了 13 亿人口粮食生产用种问题的同时，也在不断地适应国外种

业巨头带来的强大冲击，发展至今已处于平台期。目前，品种多、大品种少，种子企业承担风险能力差，大田种子常年供过于

求，造成种业的生存环境愈发严峻，通过对吉农高新公司改革方式的解读，认为只有通过企业重组，提高种业竞争力，加快机

制创新，加大科研投入，加强执法监督，完善相关法规，完善企业管理制度，实行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促进种业健康 

发展。

关键词：种业；供给侧；升级转型

基金项目：吉林省科技发展计划（20140301005NY）

（2）加强种子企业育种科研及品种评估和估值研

究，引导和培育第三方评估机构参与种业科研和品

种评估，逐步健全种子企业公允价值判断标准和程

序。（3）建立健全种业投融资信息交流服务平台，

相关部门或行业组织加强种子企业资本市场培训，

促进中小企业财务规范，引导中小企业登录新三板

或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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