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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信息平台 构建交流机制 

中国农垦种业联盟信息员培训班在北京举办 

 

2015 年 4 月 1 日至 3 日，中国农垦种业联盟信息员培训

班在农业部管理干部学院举办，联盟秘书长杨培生、副秘书

长李培武、钟思现出席开班式。 

杨培生指出，农垦种业是中国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农

垦种业要加快抱团，互利共赢。他强调中央对农垦改革高度

重视，农垦种业要紧抓农垦改革机遇，加快推进“三联”工作，

服务农垦国际大粮商。他要求学员要提高认识，加强学习，

要闻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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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培训质量。 

 

 

 

 

 

 

 

 

 

 

培训班邀请农业部办公厅新闻宣传处李庆海处长和农

业部管理干部学院农业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贺利云博士分

别就“信息挖掘和写作技巧”、“中国种业发展现状与展望”做

专题讲座。钟思现副秘书长对《中国农垦种业联盟信息员工

作方案》进行了解读，王磊博士对联盟信息平台建设情况和

信息报送流程进行了介绍。 

培训班由副秘书长李培武主持，农垦局单绪南、中国农

垦经济发展中心黄勇参加了研讨交流，来自全国各垦区种业

企业近 50 人参加了培训。在培训中，学员普遍反映此次培

训提高了认识，开阔了眼界，提升了能力，对联盟信息员今

后做好信息宣传与报送工作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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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成员北大荒垦丰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挂牌“新三板” 

 

3 月 25 日，联盟成员北大荒垦丰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新

三板”挂牌仪式在北京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司隆重

举行。公司证券简称为“垦丰种业”，证券代码为“831888”。  

垦丰种业是联盟第一届主席单位，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农业部首批“育繁推”一体化种子企业之一，2013 年进入全国

信用骨干企业排名前三强。一直以来，公司自觉遵守国家政

策法规和市场规则，全力建设以商业化育种为核心的研发创

新体系、以全程质量控制为核心的生产加工体系和以全方位

终端服务为核心的市场营销体系三大运营体系，其业务表现

与营运效益未来成长可期。 

“新三板”的成功挂牌使垦丰种业的股份得以在全国股份

转让系统公开转让，有效提升了公司股权的估值水平和市场

价值，拓宽了企业的融资渠道，带动了企业通过资本运作来

实现横向、纵向或跨行业的并购重组，助力企业不断做大做

强。 

垦丰种业的“新三板”挂牌为联盟成员之间的融资合作奠

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农垦种业联合、联盟、联营发展提供

了有利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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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好声音”  传递正能量 

 

4 月 3 日在农业部管理干部学院举办的中国农垦种业联

盟信息员培训班上，联盟各成员单位信息员针对如何促进农

垦种业做大做强积极建言献策，本期摘选部分信息员的“好声

音”进行刊登，供大家传递分享。 

垦丰种业（马明辉）：我认为联盟应注重加强三方面工

作。第一，加强资源共享。一是信息资源，各成员之间要注

重加强市场、资源等各方面信息交流；二是平台资源，要充

分利用好各成员单位测试、研发等各个平台，加快发展进程。

第二，拓展信息链条。种业是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

建议将信息链延伸到农业的各个领域，不仅仅局限在种业领

域。第三，开展主题调查。建议联盟加强种业相关主题调查，

如春播、品种特征特性以及成员企业突发性事件等。 

金博种业（赵翠珍）：种业联盟的成立，将更好地架起

农垦种业发展的桥梁和纽带。通过联盟可以共同拓展业务，

服务更多的客户，建立起更好的形象和强有力的品牌。因此，

建议种业联盟秘书处在组织召开信息员会议的同时，每年组

织召开成员高层领导会议来共商联盟发展。在科研上联合研

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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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新品种。有合作意向的种业，可以在对方试验基地上开展

示范，共同推广，努力实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 

锦棉种业（毕玉昆）：一是搭建良好的沟通合作平台，

为联盟内种业公司进一步深入合作建立起桥梁和纽带，为进

一步实现“联合、联盟、联营”目标，实现合作共赢创造良好

的条件。二是锦棉种业公司希望在棉花育种、玉米制种、南

繁基地建设、销售渠道拓展、科技人才培养等方面与联盟内

成员加强合作，为各自企业的发展提供支撑。三是锦棉种业

作为新三板挂牌公司，希望与有合作并购意向的种子企业，

在资本市场合作方面进行对接，取长补短，通过并购重组实

现共同发展。 

婴泊种业（张文杰）：第一，农垦种业联盟不单是农垦

种业的联合、联营，在推动农垦系统改革、农垦地位提升、

国家有关政策向农垦倾斜等方面都应有所作为。第二，农垦

种业之间可以互通有无，互通信息，互相借鉴改革成功经验

与失败教训，互相交流管理经验、经营之道，从而推动本企

业健康发展。第三，农垦种业之间的合作应包括科研、经营

等多个领域。 

兴农种业（王瑞军）：一是建议联盟秘书处牵头，将各

联盟单位的先进经验整理出来，供大家学习。二是建议秘书

处积极组织各种活动，使成员单位相互学习、参观、交流，

充分利用好各成员单位资源，真正实现资源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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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度国内外玉米生产与贸易情况 

 

一、国际玉米生产与贸易概况 

1、2014 年全球玉米产量明显增加，供给较为充足 

美国农业部预计，2014 年度美国玉米产量 3.66 亿吨，

比上一年度增加 1225 万吨, 创历史新高。2014/15 年度美国

玉米国内总消费预计为 2.95 亿吨，出口 4445 万吨，比上年

减少 445 万吨，期末库存预计为 5075 万吨，比上年度增加

1936 万吨，是 9 年来的最高水平。近两年美国玉米连续增产，

库存持续增加。 

预计 2014/15 年度全球玉米产量 9.9158 亿吨，全球玉米

消费量 9. 7221 亿吨，全球玉米期末库存 1.9262 亿吨，为近

15 年来的最高水平。全球玉米供应宽松。 

2、2014 年国际玉米价格大幅度下跌 

2014 年全球玉米产量显著增加，供需形势得到明显改

善。在供给较为充足的预期下，全球玉米价格持续大幅度下

降。美国芝加哥短期期货价格由 2013 年 6 月份平均 614 美

分/蒲式耳降至 2014 年 11 月份的 375 美分/蒲式耳（15 美分/

公斤），降幅高达 39%。 

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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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内玉米生产与贸易概况 

1、2014 年玉米面积继续增加，总产量达到历史较高水

平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4 年我国玉米总产量

2.1567 亿吨，比历史最高水平的 2013 年减少 286.1 万吨，减

幅约 1.3%。其中，玉米播种面积 3707.6 万公顷，比上年增

加 75.8 万公顷，增幅 2.09%；玉米单产为 5.817 吨/公顷，比

上年下降 0.199 吨/公顷，减幅 3.31%，主要原因是 2014 年 7

月以后北方出现干旱，东北地区南部、华北黄淮西部等地玉

米正值产量形成关键期，对玉米生产有一定负面影响。总体

而言，干旱对总产影响有限，玉米总产仍达到历史次高水平。 

2、2014 年饲用玉米需求低迷，工业需求有所增长，玉

米总需求小幅增长，但玉米价格仍面临下行压力 

2014 年，畜产品价格较为低迷，部分畜产品价格相对去

年明显下降，但饲料价格相对较高，猪肉的肉料价格比一直

处于 6:1 盈亏平衡线以下，生猪和能繁母猪存栏量下降。受

2014 年初禽流感疫情影响，家禽养殖规模也出现大幅下滑。

同时还受到高粱及大麦等替代品进口量大幅增加等因素的

影响。总体上，2014 年饲料粮总需求量下滑、玉米饲料消费

出现下降。预计 2014 年玉米饲料消费为 1.12 亿吨，比上年

下降 300 万吨。另一方面，2014 年国内淀粉和酒精行业的经

营状况相对于上年有所改善，生产效益和数量都有不同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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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高。预计 2014/15 年度我国玉米工业消费将比上年度增

长 300 万吨（增长 6.1%），达到 5200 万吨。 

2014 年国内玉米供需形势较为宽松，玉米价格面临下行

压力。但受到国家玉米临时储备调控政策的影响，玉米价格

比 2013 年呈上涨趋势。由于国际市场玉米价格不断下降，

我国玉米价格已显著高于进口玉米价格。2014 年 12 月份美

国玉米运抵我国南方港口的到岸税后平均价为 1710 元/吨，

国内南方港口玉米平均成交价格为 2436 元/吨，美国玉米比

国内低 726 元/吨。如果剔除 13%增值税（国储进口免征增值

税），美国玉米到港成本比国产玉米价格低 912 元/吨。 

3、国内外玉米差价持续扩大，我国玉米进口数量减少，

进口国别显著变化，玉米替代品进口数量显著增加 

由于国际玉米价格较低，国内玉米进口压力增加。但受

到美国 MIR162 转基因玉米事件影响，我国 2014 年玉米进口

量预计为 250 万吨，低于 2013 年 320 万吨的进口量，降幅

23.3%。2014 年进口国别显著变化，来自乌克兰和泰国等地

玉米进口数量有较大幅度增加，预计来自美国的玉米进口份

额降到 50%以下。 

由于玉米进口减少，加之国内玉米价格相对较高，畜禽

养殖企业不断寻求其他廉价饲料，致使玉米在饲料粮使用中

的比例偏低。2014 年我国高粱和大麦进口大幅度增长，主要

用于饲料。预计我国 2014 年进口高粱、DDGS（玉米干酒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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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麦分别达到 600 万吨、560 万吨和 480 万吨，比上年分

别增加 492 万吨、160 万吨和 246 万吨，三种替代品合计增

加 898 万吨。在我国饲料消费仍疲软的情况下，进口玉米及

其替代品数量增加对国产玉米价格造成了冲击。 

三、国际玉米产业技术研发进展 

当前，国际玉米产业技术研发方向主要体现在以下 5 个

方面。 

1、遗传改良技术及其产业化发展迅速 

种质改良技术不断升级，规模化的以单核苷酸序列

（SNP）差异为基础的分子标记辅助选择和转基因、单倍体

育种技术已经成为跨国种业集团玉米育种的核心技术，并集

成应用于育种程序。种质改良与创新备受重视。品种改良朝

抗虫、抗除草剂、耐旱、优质、资源高效等方向快速发展。 

转基因玉米由单一性状向复合性状方向发展，2014 年美

国种植的抗虫和抗除草剂转基因玉米达到玉米播种面积的

93%。 

2、强化密植高产与资源高效利用的简化管理技术 

（1）欧美发达国家推广矮秆、早熟、耐密植、脱水快

的品种，通过高密度种植和机收籽粒，简化管理过程，实现

高效生产。（2）欧美国家通过秸秆还田、与豆科作物轮作、

增施有机肥、减少化肥用量和采取少耕、免耕等保护性耕作

措施培肥地力，保育合理耕层，不断提高养分利用效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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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增施化肥的前提下，连续提高玉米单产；在北美，新型玉

米专用控释肥料（ESN）得到推广应用。 

3、病虫草害综合治理更加科学 

加强有害生物流行监测与综合防治相结合。充分利用玉

米品种抗病虫特性，通过常规育种与分子标记辅助技术相结

合，选育抗病虫品种、特别是抗黄曲霉和多种镰孢菌所致穗

腐病的品种，利用转基因技术改善品种的抗虫和耐除草剂水

平，减轻玉米虫害和穗腐病的发生；研制高效、安全的新型

种衣剂以及利用生物防治技术控制土传病害和地下害虫；构

建区域化绿色综合防治技术体系已成为欧美玉米高产稳产

的重要技术保障。 

4、推广施行以机械化为主的集约化生产技术 

高速、宽幅、联合、智能化依然是发达国家玉米生产机

械化发展方向。一次性作业完成深松、耙茬、施肥等耕整地

复式作业技术、保护性耕作技术、单粒精量播种技术、高效

低耗田间管理技术等将有较快发展；籽粒直收技术、秸秆综

合利用技术更加成熟；国际大公司充分利用 GPS 卫星定位、

激光制导等智能技术为农场主提供精准播种、施肥、植保和

收获作业的整体解决方案。 

5、深加工领域向扩大产业链、低碳环保方向发展 

国际上玉米深加工产品主要有淀粉及变性淀粉、淀粉

糖、燃料乙醇、有机酸、氨基酸和玉米食品等。新技术与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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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开发主要体现在：利用新菌种和新酶制剂研发淀粉及其下

游新产品，提高产品品质；采用生物转化和化学裂解技术，

加快新材料、新能源的开发利用；应用先进的技术和装备，

降低资源消耗，提高环境效益。 

四、国内玉米产业技术研发进展 

围绕“一机两改一保障”的产业技术发展战略，依靠技术

进步继续提高单产，转变发展方式，降低生产成本，提升玉

米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是 2014 年国内玉米产业技术研发的

基本方向。 

1、推进种业改革，转变育种观念 

玉米是我国第一大作物，跨国种业强势进入我国市场，

凸显国内种业整体发展滞缓的局面。我国种业发展正处于转

型升级时期，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积极建立和巩固玉米种

业科企合作对接机制，推动公共科研部门和商业种子公司的

紧密合作，引领我国育种研究机构和企业，调整育种方向、

目标和技术路线。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积极实施科企合作

育种创新战略，通过发放种质、技术培训、新品种联合测试

等，带动企业提升育种创新能力。 

2014 年，我国玉米种业进一步加大了优良种质资源的引

进、改良与创新力度。以早熟、矮秆、耐密、高抗、籽粒灌

浆和脱水速度快等性状为特点的宜机收品种已成为新时期

玉米育种的主导方向，已选育出一批苗头自交系和新杂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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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双单倍体育种技术进一步完善并推广，成为部分企业的

主流选系技术。分子标记辅助选择和转基因育种技术正逐步

成为培育抗虫和抗除草剂新品种的重要技术。 

提高种子发芽率、发芽势和幼苗生长势成为玉米育种和

种子技术研发新指标。大面积采用单粒播种技术，对种子质

量提出了更高要求，继续推广先进的种子加工处理技术，精

品种子占 31.7%，部分发芽率达到 95%，为玉米生产实现机

械单粒播种提供了保障。 

2、选育推广早熟、耐密植、适宜机械化播种和收获的

新品种 

2014 年，高产、抗逆、耐密植品种郑单 958 和先玉 335 

的推广面积仍然较大，在生产上继续发挥重要的增产作用，

也出现了一批综合性状优良的新品种。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

系大力推进科企合作，引领我国育种研究单位和企业，调整

育种方向、目标和技术路线，更新种质，积极培育优质、高

产、抗逆、适应机械化生产的创新型新品种，选育出一批苗

头自交系和优良新杂交组合。 

3、集成与推广高产高效栽培技术 

2014 年，继续推广密植播种技术，玉米主产区合理增加

了种植密度。针对不同区域的生态条件和生产水平，研究与

推广深松改土技术，在东北推行秋深松、高留茬、平播高产

技术，在黄淮海夏玉米区推广免耕直播、秸秆还田、秋深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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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在西北推广大小行深松密植高产技术，有效改善玉米

耕层结构。研究水肥一体化技术，逐步推广节水灌溉、坐水

种、行走式节水灌溉机械播种技术以解决玉米播种、保苗问

题，同时因地制宜继续推广全膜双垄沟播种植和中小型喷

灌、玉米膜下滴灌技术。继续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配方

肥和缓释肥的研制和应用取得明显成效，机械施肥技术稳步

发展。 

4、保护性耕作 

“保护性耕作示范县建设工程”、购机补贴、秸秆禁烧等

政策和项目实施，促进了保护性耕作技术的推广。我国目前

各种保护性耕作面积约 2.8 亿亩，占耕地面积 14%。其中小

麦玉米两熟免耕直播 1 亿亩，一季玉米留茬免耕垄作 1500

万亩，玉米地膜覆盖少、免耕种植 3500 万亩，农作物间作

带状保护种植 2000 万亩。 

5、机械化生产技术 

玉米生产机械化水平进一步提升，深松整地技术大面积

推广应用，过去长期以旋耕为主造成的土壤耕层浅、犁底层

厚、板结严重的问题开始得到解决；机械化单粒精密播种技

术在生产上得以快速推广，但种子发芽率低、加工质量差等

问题依然存在，不能完全满足单粒精密播种要求；一直以来

阻碍玉米机械收获的种植行距多样化问题，经国家玉米产业

技术体系多年研究，基本明确黄淮海地区夏玉米播种行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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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cm 最为适宜。2014 年玉米收获全程机械化，包括摘穗、

剥皮、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体化在各地开展了大面积示范，

但生产上的宜机收品种仍较少，收获时籽粒含水率偏高，不

适合机械化收获的矛盾依然突出，需抓紧研发解决。玉米生

长后期的植保机械化作业取得进展，国产大型高杆喷雾机已

经开始在生产上示范应用。 

随着家庭农场、合作社等经营方式的转变，土地流转、

规模化、集约化和机械化生产方式必将成为我国未来玉米生

产主流模式，与之相配套的机械化生产技术需求将突显，应

得到高度重视，提前做好技术储备。 

6、病虫害防控技术 

研发防治土传病害的新型种衣剂和生防制剂，有效控制

了丝黑穗病、线虫矮化病和玉米茎腐病的发生，示范效果明

显；释放赤眼蜂、喷施 Bt 制剂，结合灯光诱杀和早春白僵菌

封垛的玉米螟绿色防控技术在东北春玉米区大面积推广；玉

米生长后期叶斑病控制前移技术已经在东北、黄淮海和西南

区示范应用，对玉米大斑病、灰斑病等叶斑病有显著的控制

效果，得到地方政府、国内玉米种业公司和外资企业的关注,

而且在防病机理和控制药害方面取得进展；机械化密植模式

下病虫害简化防控技术在黄淮海夏玉米区示范效果好，可以

减少农药施药次数 2-3 次。 

7、玉米深加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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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我国玉米精深加工业呈现出保质、减损、降耗、

增效的发展趋势。主要特点为：①应用生物和信息技术等绿

色储藏和物流技术，提高玉米原粮品质，减少原粮损耗；②

集成国内外加工新技术、新工艺，研发绿色、智能化加工新

装备，节约能源，减少排放，降低原粮消耗和生产成本；③

采用现代生物技术、组分分离技术等手段，开展玉米生产和

加工副产物的高值化利用关键技术研发，提高资源利用率，

增加玉米深加工的综合效益。 

8、我国玉米产业技术发展的基本方向 

我国玉米产业技术发展的基本方向是“一机两改一保

障”。其中隐含着大量的产业技术需求和研发任务，包括育种、

土壤耕作、秸秆还田、合理施肥、科学灌溉、植物保护、农

业机械和产业经济。农业机械将带动品种改良和土壤改良，

科技人员培育的新品种、研发的新技术都必须适应机械化作

业。“一机两改一保障”已经成为驱动玉米产业技术发展的基

本框架。 

（信息来源：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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