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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市场结构分析及启示
吕小明

（现代种业发展基金有限公司，北京 100089）

摘要：市场结构是决定企业市场行为和政府政策制定的重要因素。从市场集中度、产品差别程度、对价格控制程度以及进

入壁垒等方面进行分析，认为我国种子市场是一个典型的垄断竞争市场，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我国种子市场存在的“打假难”

等问题，对企业竞争策略和政策制定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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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企业而言，明确企业所处的市场结构，并充

分利用该市场结构理论指导企业的实践对企业的发

展十分重要。对政府而言，了解种子市场结构的特

点，有利于行业政策的制定和科学开展行业指导。

1　西方经济学的市场结构理论
1.1　4 种市场结构模型　通常，根据市场表现出来

的特点，将市场中同类企业的集中程度、所生产产品

之间的差别程度、企业对产品价格的控制程度及外

部企业进入该市场的难易程度作为市场结构状况的

4 个关键评判指标，根据这些指标可将市场划分为完

全竞争、垄断竞争、寡头竞争和完全垄断市场（表 1）。

表 1　市场结构类型对比

市场类型
市场

集中度
产品差别程度

对价格控制

程度

进入

壁垒

完全竞争 很低 无差别 无控制能力 无

垄断竞争 较低 有差别 稍能控制 较低

寡头竞争 高 差别程度小或没有 有控制能力 相当高

完全垄断 独占 独特，没有相似替代品 能控制 很高

市场集中度指标反映大企业对市场的控制程

度，而厂商控制市场的程度取决于它们产品差异化

策略的成功程度，这 2 个指标是市场结构的主要要

素。企业对价格的控制程度是前 2 个指标的必然结

果，第 4 个指标是第 1 个指标的延伸。

完全竞争市场是一种理想模型，在这种市场类

型中，买卖人数众多，买卖者是价格的被动接受者，

资源可自由流动，信息具有完全性，一些农产品市场

接近完全竞争市场。完全垄断市场是一种与完全竞

争市场相对立的极端形式的市场类型，某一个企业

控制了一个产品的全部市场供给，如供水供电等公

共事业。完全竞争和完全垄断在现实生活中都属特

例，大部分市场属于垄断竞争市场和寡头竞争市场。

1.2　垄断竞争是常态　垄断竞争是一种既有竞争

又有垄断，且偏向于完全竞争的市场类型。它的核

心是竞争，企业在同类型竞争的基础上存在一定的

差别优势。进入市场和退出市场较为自由，个别企

业进入和退出也并不能对整个行业造成很大影响。

这将导致市场中存在较多同类企业，市场集中度较

低；市场中的竞争者生产同类型的产品，各自产品之

间存在一定差别，从而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产品之间

不能完全替代；由于产品之间的差异性，部分消费者

可能追随这种差异，从而企业垄断了这部分消费者，

具备一定的定价能力和垄断能力。垄断竞争理论鼻

祖张伯伦在内的大多数学者认为，由于处于该市场

结构中的优势企业追求垄断地位，相比完全竞争市

场，垄断竞争会产生“超额生产能力”。

1.3　寡头垄断是发展结果　在垄断竞争市场的发

展过程中，大部分企业因安于现状，或能力限制，或

政策影响，或其他因素，企业停留在区别于其他企业

的较小差异的垄断竞争阶段；但同时，少数企业通

过一定时间的努力和积累，在某一行业中形成了较

大的区别于其他大部分企业的差异，对这一市场形

成垄断，控制了这一行业较大比例的产品生产及总

供给。少数企业虽然存在不同形式的竞争，但都对

市场的份额和定价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从经济发

达的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家的产业组织情况来看，

某个行业达到成熟阶段通常呈现寡头垄断的市场结

构，少数几家公司的产量占全行业的七成以上，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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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钢铁、石油、汽车、飞机制造及机械等重要行业。

2　我国和美国种子市场结构对比分析
2.1　市场集中度　目前，我国种子企业经过第 1 轮

的兼并重组浪潮，种子企业数量已经减少 1 半左

右，但仍然有 4300 多家，这还不包括大多数的种苗

企业。市场上虽然出现隆平高科、登海种业等龙头

企业，但市场集中度仍然偏低。据《中国种业发展

报告》，2016 年我国前 10 位企业商品种子销售额

98.89 亿元，仅占全国的 15.19% ；而美国种业前 10
强占国内种业市值的 70% 以上。

2.2　产品差别　不同作物种子间的差异是显而易

见的，同一作物不同品种之间也存在一定差异，有些

还非常明显，品种差异是产品差别的基础。品种间

的差异，首先表现为不同品种的地域适应性，其次为

植株外形的差异，还有抗虫、抗逆等生理性状以及产

量之间的差异。行业内判断同一作物品种间的差异

性，通行的规则是 DUS 测试（品种进行特异性、一致

性和稳定性的栽培鉴定试验或室内分析测试的过

程）。随着技术进步，SSR（简单重复分子序列）等

分子检测技术越来越广泛地被应用于不同品种差异

性的分析判断。目前，我国杂交稻、杂交玉米品种

同质化问题较为严重，企业间产品差别不明显。美

国由于严格的植物新品种保护和基因专利保护等原

因，种业巨头之间的种质资源和基因具有公司特征

性，相互之间的差异较为明显。

2.3　价格控制　由于同一地区产品（品种）的多样

性，产品（品种）之间可替代性较强，再加上种子生

产成本较为透明，种子企业对价格控制能力较弱。

局部地区由于品种的短期稀缺，阶段性的价格控制

还是可能的。如 2010 年前后东北的德美亚和先玉

335 玉米品种、西北部分进口食葵品种、南方的少数

超级两系杂交稻品种、福建的坂田七寸萝卜品种等，

由于亲本控制和进口期限错配等原因，造成事实上

的“价格控制”。但这些都由于“产品（品种）模仿”

等原因失去价格控制地位，并不影响种子企业对价

格控制能力较弱的总体态势。而美国孟山都、先锋

等少数企业因明显的行业优势地位，对价格具有较

强的控制能力。

2.4　进入壁垒　实际存在政策壁垒和市场壁垒。国

家为保护农民利益，对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设定了条

件，对主要农作物品种实行审定制度，这属于政策壁

垒。2011 年农业部修订《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

管理办法》并提高品种审定标准，提高了政策壁垒。

2016 年《种子法》修订，简化种子生产经营许可流程，

建立多元化的品种管理制度，实际上降低了政策壁

垒。目前，政策已不能构成种子市场的进入壁垒。市

场壁垒主要是优势企业对行业核心技术的掌控，在种

业上表现为对核心自交系等种质资源的掌控。我国

的大部分种质资源集中在教学科研单位，这些单位具

有公益属性，从理论上说企业获取种质资源的机会是

均等的，所以种子行业的市场壁垒也不明显。在美国

和一些欧洲国家，育种核心资源掌握在孟山都、先锋、

拜耳等少数企业手中，市场进入壁垒明显。

总体看，我国种子市场属典型的垄断竞争市场。

而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种子市场已经跨越垄断竞

争阶段，进入相对成熟的寡头垄断市场阶段（表 2）。

表 2　中美种子市场结构对比

国别 市场集中度 产品差别程度 对价格控制程度 进入壁垒 市场类型

中国 很低。前 10 企业销售额占国内市值的

15.19%
有差别。企业之间品种的差别总体不明显 控制能力弱 较低 垄断竞争

美国 较高。前 10 企业销售额占国内总市值的

70% 以上

有差别。种业巨头之间品种和基因差别较

为明显

稍能控制 相当高 寡头竞争

3　启示和建议
3.1　杂交玉米种子市场监管难的主要原因是产品

（品种）差别不明显　从 2010 年农业部“全国种子执

法年”首次抽查品种真实性开始，我国种子市场监管

的重点已逐步由种子质量转向品种真实性。杂交玉

米和杂交稻是我国种子市场最重要的作物，2016 年

两者占全国种子总市值的 34%。但杂交玉米种子

市场品种真实性的问题远比杂交稻严重，玉米种子

企业也不像杂交稻种子企业一样进入差别化竞争阶

段。主要原因就是杂交玉米和杂交稻政策壁垒类似，

但杂交稻种子企业由于持续的技术进步，隆平高科

等龙头企业形成了对“华占”、“丝苗”等核心自交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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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平高科农业供给侧改革创新实践

——从高产到优质，以科研创新推进杂交水稻提质增效
杨　剑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湖南长沙 410001）

作为三大主粮之一，水稻既是我国粮食安全的

重要保障，也是农户种田致富的重要作物。随着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我国水稻尤其是

占据半壁江山的杂交水稻，正迎来结构性调整的改

变，有以下几大现象值得关注。

一是大米进口量持续攀升。自从我国大米进

出口量 2012 年发生逆转以来，进口量远高于出口

量，据海关数据显示，2016 年我国通过海关渠道进

口大米高达 353 万 t，较上年增加 18 万 t，创历史新

高。二是国内市场供大于求。2016 年我国稻谷期

初库存约 1425 亿 kg，总供给量约 2105.5 亿 kg，总
需求量约 1947 亿 kg，年度结余 158.5 亿 kg，期末库

存约 1583.5 亿 kg，库存压力较大。三是种业行业面

临“倒春寒”。2016 年杂交水稻种子生产 2.8 亿 kg，
加上期末有效库存 0.8 亿 kg，2017 年可供种子总量 
3.6 亿 kg，预计 2017 年杂交水稻种子总需求量 
2.4亿~2.5亿kg，期末余种1.1亿~1.2亿kg，供过于求。

同时，2017 年早籼稻最低收购价 130 元 /50kg，下调

3 元；中晚籼稻 136 元 /50kg，下调 2 元；粳稻 150 
元 /50kg，下调 5 元，政策信号明确。四是经济增长

的事实垄断，形成了市场壁垒；而玉米种子企业自郑

单 958（2000 年审定）和先玉 335（2004 年审定）品

种审定至今，没有突破性的新品种，企业为了生存，

模仿育种，同质化竞争，向完全竞争市场转变。这种

无差别的同质化竞争是市场监管难的根本原因。

3.2　种子企业应协调好产品多样化与规模经济的

关系　市场结构决定市场行为，种子企业应更加重

视以经济学的思维指导经营决策。规模经济可通过

生产较少种类的产品，获得较多的产品数量，但是由

于产品种类的减少，使得部分消费者的偏好无法满

足。种子企业应凭借自身优势，在产品、市场和服务

上进行差异化竞争。同时，要积极处理好规模经济

与产品多样化的关系，保障持续健康发展。

3.3　政府部门应处理好垄断竞争市场“超额生产能

力”问题，促进品种差异化　多数学者认为，垄断竞

争将产生“超额生产能力”，这在玉米种子市场上表

现尤为突出，一方面种子库存高启，另一方面企业

大上穗烘干等生产加工线，生产加工能力已严重过

剩。根据中国种业大数据平台统计，全国共有杂交

玉米种子企业 1100 家，以最低办证许可条件 10t/h 

的加工能力计算，杂交玉米种子总加工能力达到 
11000t/h。2016年全国玉米种子总需求量为115.51万 t。 
全国种子企业全部开工仅需 105h 就可生产完全年

所需种子。由此推断，玉米种子“超额生产能力”突

出。政府部门应高度重视，调整国家支持方向，化解

产能过剩压力。同时，促进产品差异化竞争是解决

目前种子市场突出问题的根本，应提高品种 DUS、
审定和认定门槛，加强原创品种保护，促进行业健康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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