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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业新常态下玉米新品种立体示范体系建设
石云翔

（北京顺鑫国际种业集团有限公司，北京 101300）

摘要：自 2016 年以来，随着种植结构调整、收储政策价补分离和品种备案制度的实施，种业发展进入转型提质增效时期，

随着品种之殇、渠道之变、宣传之乱以及病毒营销失灵、终端渠道失控等现象愈演愈烈，种业市场竞争步入新常态时期，这将掀

起种业新一轮的生死抉择。技术是根、服务是本、示范是路，作为新形势下三大致胜法宝是推广企业高度重视的工作，立体示

范体系的建设是符合当前市场形势的综合示范方法。就自身实施的立体示范体系建设工作进行介绍，为当前品种井喷状态下

做好科学示范工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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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以农为本，农以种为先，种子作为特殊的生

产资料承载着农民的希望，新品种推广始终秉承试

验、示范、推广三步走的方法 [1]，示范工作是其中的

桥梁和纽带。近年来，随着种业发展步入新常态，品

种井喷时代竞争加剧导致新产品盲目快速推广，从

而忽视了示范工作开展，品种不能在优势区域种植、

不能将优势特点发挥、栽培措施不能配套服务，这

也是近几年在特殊气候下大面积发生灾害的原因之

一。种业新常态下玉米新品种示范体系建设需要改

革创新，以生产开发企业为主体引导的新品种立体

示范体系作用愈加凸显。

1　玉米新品种立体示范体系的必要性
所谓新品种并非仅仅是新审定或者待审定品

种，而是相对示范区域市场而言推广时间短或还没

有推广的产品，与品种审定时间长短没有直接联

系。传统的玉米新品种示范是生产开发企业（或育

种单位）将新品种供给代理商，代理商自行安排农

户示范或者供给零售商安排农户示范（图 1）。随着

种业形势的发展，传统示范路径的示范主体缺少大

农户、合作社，与市场规划、推广运营脱节的问题就

显现出来，生产推广企业对示范商缺乏直接沟通，导

致对产品示范的真实表现不甚了解。而新形势下由

于品种井喷上市速度快，很多产品甚至没有找到示

范商就已经销声匿迹了，渠道商由于示范品种过多

也是不堪重负，对示范的安排相对随意，传统路径示

范效果越来越差，因此加强立体示范体系建设势在 
必行。

图 1　传统新品种示范路径

2　玉米新品种立体示范体系及其优势
新品种立体示范是指生产开发企业根据产品

特点、合法上市区域、市场分析、开发渠道状况、市场

运营模式以及品种推广规划等，对本企业产品进行

整体结构梳理和特点分析，结合市场初步定位，在适

合的市场区域安排区域示范中心、县级示范分中心

和本企业直布的关键终端商示范田、合作社示范片、

大农户连片方田、补贴性规范田为基本路径，县级代

理和乡村终端商自行安排农户示范块为辅助路径，

形成生产开发企业可管可控的品种结构立体、示范

网络立体、示范主体立体的综合示范过程（图 2）。
新品种立体示范体系的优势有以下几点：一是

可以实现生产开发企业对示范主体的管控，将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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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工作掌握在企业手中，有利于提高示范的成功

率；二是及时直接获得示范品种栽培管理过程中的

真实表现；三是避免了单一由渠道代理商示范可能

出现的示范品种丢失、示范效果不好和示范地块难

以利用的问题；四是立体示范体系建设过程本身就

是扩大产品宣传和提升品牌传播的过程。其缺点是

需要保持持续沟通，管控过程需要较大的人财物投

入和一定技术力量指导。

图 2　立体式新品种示范路径

3　玉米新品种立体示范方案制定的参考依据
3.1　符合企业整体销售战略　示范工作是推广工

作的前沿，更是一个企业销售战略的前期介入。生

产开发企业在制定立体示范方案时一定要与企业整

体销售战略相匹配，例如销售战略推行扁平化渠道

和终端大农户对接方向，那么立体示范要更多做到

直布基层化，倾向于终端渠道与核心示范户的对接 
落实。

3.2　依托产品运营发展模式　开发推广企业要提

前做好示范产品运营发展规划，初步确定产品运营

模式，包括但不限于产品卖点与定位、价格包装策

略、渠道发展模式、产品宣传方式、商务活动措施等。

在制定立体示范方案时一定要以产品运营模式为基

本发展方向，在具体示范承担商的选择和示范落实

上有针对性、有目的性安排。

3.3　围绕产品核心市场布局　示范产品要发挥更

大的优势需要在适宜的区域种植，为此立体示范方

案的制定要围绕产品核心市场进行有效的布局，通

过示范工作的开展保障产品在核心市场的优势完全

展示，使产品在推广中发挥核心市场的对外扩散影

响力，有利于产品快速推广上量。

3.4　根据可供示范的种子数量　由于待审定或新

审定品种种子数量有限，在制定立体示范方案时还

要参考示范种子可供数量，如何将有限的数量发挥

更大的立体效果，做到点线结合，以点带面，促进产

品快速推广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4　不同阶段新品种立体示范工作要点
一般企业在安排品种示范工作时根据品种发

展周期和未来推广需要主要有 4 种类型，一是在推

品种，二是新审定品种，三是待审定品种，四是包销

品种。

4.1　在推品种立体示范工作要点

4.1.1　示范核心目的　在推品种示范对于企业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是产品推广初期到高峰期的爬坡阶

段，立体示范目的是寻找新区域、开发空白点、弥补

薄弱区、扩大推广面。

4.1.2　立体示范方式　一是在推品种示范时一定要

切实抓好企业直接落实的示范田块，企业的市场部

和销售部可以共同落实。示范针对薄弱市场落实大

农户示范田、核心农户示范块以及补贴性示范观摩

地块，掌握第一手资料，为产品推广助力。二是为了

促进终端零售商充分了解产品优势，提升推广销售

积极性，针对终端零售商、优秀店员、合作社社员、村

级联络人等统一安排品种示范，并出台相对规范的

管理办法和激励机制，有利于产品优势发挥和新品

种推广。三是对于在推品种示范一般不要给现有代

理商示范种安排示范，可以实施代理商示范地块利

用奖励机制。四是对需要调整的现有代理商渠道要

提前做好意向代理商的示范安排工作，以备不时之

需。值得强调的是重点市场安排在推品种示范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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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名称可以采用编号的方式，以防止先入为主的

主观意识影响对品种的评估。

4.2　新审定品种立体示范工作要点

4.2.1　示范核心目的　市场初定位、激励渠道商、示

范 + 宣传、一举上销量。

4.2.2　立体示范方式　一是采用多个批发商示范，

选定重点市场，圈定目标经销商群，监督落实标准示

范地。二是多个终端渠道示范，选择优秀零售商示

范，安排零售店直销业务员示范，一定注意保证示范

地块科学管理，可以采用示范田规范化奖励机制，在

做好立体示范的同时为打造零售联合体管理模式打

基础 [2]。三是核心农户示范，生产推广企业进行直

接布置，落实到具体的合作社、大农户、种植能手等

以种田为主业的人进行示范安排，掌握在大田管理

中的综合表现优势。

4.3　待审定品种示范工作要点

4.3.1　示范核心目的　待审定品种一般是示范当年

或第 2 年即将审定的品种，立体示范目的在于综合

鉴定、资源展示、素材搜集、激励渠道、提振信心。更

多的是试验观察与示范展示同步，体现企业研发实

力、提升渠道合作伙伴信心和粘性。

4.3.2　立体示范方式　一是中心示范片示范，这类

品种相对来说种子少、成本较高且需要重点观察，因

此企业主导集中统一安排系统的对比观察，安排专

人亲自参与示范全程跟踪管理，最好能有对照品种

和重要数据对比，最终可进行综合评价分析 [1]。二

是优秀经销商做示范，对于合作信任度高、有推广能

力、有规范试验田的经销商可选择优先安排示范，体

现出待审定品种的稀缺性和对该类经销商的重视。

此类品种的示范一定要注意加强管理和力求规范，

对渠道商激励意义大于实际示范意义。

4.4　包销品种示范工作要点

4.4.1　示范核心目的　包销产品是指在核心市场进

入推广末期，产品有一定特点，公司有一定的库存，

企业需要另辟市场，以相对适宜的价格和大区代理

运作来延长生命周期的半滞销产品。包销产品立体

示范目的是展示产品的稳定特点、突出一两个优势、

消除渠道疑虑、达成底价大区包销。

4.4.2　立体示范方式　一是核心市场边缘区域示

范，重点针对曾经推广区域的空白村屯、薄弱市场、

即将退出的村屯以及一些机会市场等，直接布置农

户安排示范，以基层消费者需求撬动市场。二是另

辟渠道安排示范，主要是针对品种曾经推广过但销

量很小的机会市场中的大零售商、思维活跃的村级

经纪人、有思想的种子店直销店员等安排品种示范。

要提前针对产品开发推广策略进行沟通，以便达成

后期合作。三是转移市场示范，在一些没有推广的

空白区域寻找有团队的种子营销专业公司，就市场

开发区域和价格政策方面做好沟通，在拟推广开发

区域共同安排落实示范。尤其注意此种示范落实时

厂家一定要另行安排，直接布置到户示范和终端渠

道示范，搭建立体示范网络，加强示范管理保证成功

率。

5　新品种立体示范注意事项
立体示范主导者是厂家，因此在制定示范方案

规划时要思考 4 方面问题，一是种什么地，二是找什

么人，三是怎样种如何管，四是怎样用如何拉动。真

正做到找好示范地、种好示范片、管好示范田、用好

示范块 [3]。为了保证成功率，立体示范要做到示范

路径多渠道、核心市场示范全覆盖、积极消灭空白

村；示范主体多层次、一个业务区域两个示范中心提

升成功率；对接模式多样化、黄淮示范兼顾夏播和春

种延长观摩期；对于审定扩区引种品种要做到展示

备案相对接、示范引种两不误，力争合理高效利用。

同时立体示范体系势必会造成一部分示范区内代理

商产生顾虑，厂家要做好这方面的沟通协调工作。

示范方田的选择和管理参照以往经验，一定要做到

保持与示范承担人长期高效沟通，要对示范种品种

特性做好介绍，签订示范品种悉知确认函，提高示范

承担人的重视程度和契约意识。必要时以县为单位

组织新品种示范种植培训会，对示范田的播种及管

理要做到有效跟踪和指导，提高立体示范的成功率

和利用率，做到因范而示、由推而广，促进科技成果

快速转化。

参考文献

[1] 王金华，石云翔．关于科技试验示范体系的建立及管理的探讨．种

子世界，2016（1）：28-29

[2] 石云翔，周锋，于海龙，崔明，王智慧．如何开展零售联合体平台销

售模式．中国种业，2020（4）：29-31

[3] 石云翔，孙志友，赵方彬，吕延亮，刘立名．如何召开玉米品种田间

观摩测产会．中国种业，2019（11）：35-37

（收稿日期：2020-04-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