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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種苗市場現況
與銷售策略

第三十屆武漢種子交易會才剛於 4月 10日結

束，緊接著第十四屆中國 (壽光 )國際蔬菜博覽會於

4月 20日至 5月 30日在山東壽光舉行，展開為期一

個多月的蔬菜新品種、高科技在農業上的研發及應

用成果展示。壽光國際蔬菜博覽會是目前中國最大

的蔬菜種子交易會，也是最多外商種子公司參展的

交易會。近年來種苗市場的活絡帶動了相關產業的

交流會議在全國各地相繼舉辦。

國家政策支持農業發展

支持著這些種子交易會的背後是一個不斷成長

的產業，而這個產業是中國政府在國家發展計畫中

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2006-2010年） 五

年規劃綱要中將“三農＂列為重中之重的施政工作

及第十二個（2011-2015年） 五年規畫綱要中提出一

系列重整、促進及扶持種業的政策，其目的是為保

障農民基本收入，穩定農業的持續性發展，確保糧

食的供應。 

中國大陸種苗市場幕後最大的推手及支持者是

政府，中央視農業為戰略產業， 農業的穩定生產供

應代表了國家糧食安全的保障。在政府的高度關注

及政策的強力支持下，種業近年來在質與量上均有

很大的進步：在量的進步上，農業部自 1981年開始

實施農作物品種審定制度至今，已審訂了一萬七千

多個品種，各科研單位在主要糧食作物玉米、水

稻、小麥上所研發的優良品種在單產的增加上也取

得了傲人的成績。在政策的支持下，到 2012年止，

中國已邁進第九個糧食連續增產的年度。在質的方

面政府更著眼於農業的長期發展，已經開展對耕地

維護、食品安全及綠色農業的政策。政府對農業的

支持逐年增加進而帶動了整個種苗產業的進步及產

值的成長。

在臺灣，種苗產業的產值在經濟效益上以花苗

為最大宗，雜糧作物（大陸稱做糧食作物）在政府

停止玉米生產後只剩下水稻為最大宗作物，因雜糧

作物為政策作物，研發上大多以政府單位為主，私

人企業投入大多以蔬菜產業為主而導致蔬菜作物的

發展已超越雜糧作物。相形之下，在擁有 13.4億人

口的中國，糧食作物是國家主要的發展作物。其在

戰略上具有維持廣大農民基本生活收入和調配消費

者物價指數以求老百姓的生活安定，進而維持社會

平穩發展之目地。

中國農業部在最新公告的「2013年種植業工作

要點」上要求力爭糧食作物播種面積穩定在 16.69

億畝以上；穩定蔬菜栽培面積在 3億畝左右，重點

發展南菜北運蔬菜生產和北方設施蔬菜。力爭油料

作物播種面積穩定在 2億畝以上；力爭棉花栽培面

積穩定在 7,000萬畝。開展北方城市冬季設施蔬菜

開發試點，統籌南北蔬菜生產發展，全力促進蔬菜

穩定供給。深入推進科學施肥，全力提高土、肥、水

利用效率。加強農藥監管，全力保障農產品質量安

全。在十二五規劃的基礎上更深入各基礎層面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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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糧食的穩定生產供應，且在耕地面積的維護上，

避免受最新推動的振興經濟城鎮化政策影響而間接

影響總體糧食的產量。國土資源部對優良農用耕地

的維護及把關，將使糧食生產多加了一層保障。

種苗產業產值及種植分佈

（一）種子產業市場

種子產業分為糧食作物及蔬菜作物，其中以糧

食作物產值最大，市場人士預估種子產業市場規模

約為 500億元人民幣，而其潛在市場規模約有 800

億元人民幣。每年的種子需求量約為 125億公斤。

中國種業目前為世界第二大的種子市場。

糧食作物包括穀類、薯類及豆類作物。主要有

玉米、水稻、棉花、大豆、小麥、甜玉米、糯玉米、

油菜等。生產面積在玉米方面以東北三省最大，其

次為黃淮海地區，主要生產玉米作為飼料用途。水

稻以華中及華東地區種植面積最大，約占全國總生

產面積一半以上，湖南、江西、黑龍江及江蘇皆為

生產大省。水稻為國家重點發展作物之一，在研究

單位的努力下雜交水稻已逐漸推廣，目前約占全國

一半以上播種面積。小麥主要產區為河南、山東、

河北、江蘇及安徽；棉花主要種植區為新疆、山東、

河南、河北及安徽，約占全國種植面積近八成。大

豆主要種植地區為東北、黃淮海及長江流域地區，

最大種植面積為環境氣候適宜大豆栽培，產量收成

最好的東北三省。

蔬菜作物方面，黃瓜（臺灣稱胡瓜）、西瓜、甜

瓜皆擁有世界最大的種植面積； 黃瓜主要產區為山

東、河南、河北、遼寧、甘肅、江蘇，經品種不斷改

良，現已推廣至全國大面積種植。西瓜主要產區集

中在東北、華北、華中地區，主要生產大省為山東、

河南、河北、安徽、江蘇、浙江、湖北、江西、黑龍

江，近年來因進口西瓜影響，銷售價格下滑，栽培面

積略有下降。甜瓜主要分為厚皮甜瓜及薄皮甜瓜二

種，厚皮甜瓜主要產區為新疆、甘肅及西北地區、江

蘇、浙江等華中地區，反季節栽培則以海南為主。薄

皮甜瓜主要產區為華東、華南及華中地區。

若以栽培方式區分，溫室栽培則以山東日光溫

室為代表，發展最早，技術最成熟，華東、華北及

西北地區溫室面積亦逐年增加，在政府政策的支持

下，城市周邊的設施栽培面積將帶動另一波溫室作

物產值的增長。溫室栽培大多為高產值的蔬菜，也

使山東成為外商聚集開發，高端種子競爭最為激烈

的省份。

（二）花卉園林產業

隨著經濟的增長，花卉的需求不斷上升，2011

年為止，花卉年產值達 1,068.5億元人民幣，相較十

年前產值增長了八倍多。切花以雲南發展最早，也最

具規模化，目前主要產區為河北、上海、廣東、四川

等地區，苗木和觀葉植物主要產區以華中的江蘇、

浙江、湖北、四川和華南的福建、廣東為主。

重整種苗業者及審慎看待外商投資

農業部在 2011年 9月 25日施行的「農作物種

子生產經營許可管理辦法」中明令規範了種苗業者

的投資規範：

1. 申請雜交稻雜交玉米種子、及其親本種子生產許

可證的，註冊資本不少於3,000萬元，固定資產不

少於1,000萬元。

2. 申請其他主要農作物種子生產許可證的，註冊資

本不少於500萬元，固定資產不少於250萬元。

3. 申請非主要農作物種子生產許可證的，註冊資本

不少於200萬元，固定資產不少於100萬元。

政府為提高種苗業者自主科研能力，改變以往

由政府主導的育種研發鼓勵民間企業進行商業化育

種，期能培養同時具有育種、繁種及推廣能力的種

苗公司。提升整體農業素質，維護農民權利及優化

良種品質，在政策執行下，對全國品種及種苗業者

進行總體檢，從 17,000多個審定品種中清理了 7,000

多個品種；從全國 8,700多家登記註冊的種苗業者

中清理了 2,000多家公司， 直至 2012年底登記註冊

的種苗公司已剩下 6,296家。而政府將繼續此政策



農業生技產業季刊18

 INTERNATIONAL TRENDS

的執行，種苗公司將持續減少以符合發展策略。

中國龐大的種子市場吸引外商種子公司相繼的

投入這個亞洲最大的種子市場，目前在中國登記註

冊的外商種苗業者共有 35家，7家主營雜糧作物， 

28家主營蔬菜及花卉作物。外商企業成熟的經營管

理方式及高端的科研實力，已占中國高端種子市場

一半的份額。部分作物的主導品種來自外商公司，

市場人士及政府部門不想讓糧食的主導權掌握在外

國人手中，設法拿回品種的主導權，農業部已開始

對外商種子公司在中國的投資審慎看待，近來幾個

送審的合資案不如以往容易過關，可看出政府對種

業政策的嚴厲執行。

銷售策略及未來展望

中國幅員廣大，6,000多家種子公司遍佈全國各

地，品種多且相似性高，競爭激烈，在如此廣大的市

場裡銷售管道的建立往往影響公司產品的覆蓋率，

管道建立的越廣越扎實，市場覆蓋越廣。小公司的

資源少，能覆蓋的銷售範圍較小，多採用分銷策略

或批發給鄉鎮零售商販售。中大型種子公司能覆蓋

較大的銷售範圍，資源多，則採代理商經銷制度及

大客戶策略以縮短管理層級。某些大種子公司則建

立品牌價值，運用市場行銷主打品牌策略或以服務

為主導，深耕基本客戶群，服務到農民，一方面蒐

集更基礎的資料，一方面建立公司品牌形象，減少

經銷商及中間人剝削。在這些主要策略之外，創意

型的銷售策略亦被陸續試用，以在中國這個大市場

裡找到立足之地，列舉說明如下：

1. 育苗場策略

目前在山東一成功的銷售案例為高端的蔬菜品

種只銷售種苗而不販賣種子，公司與育苗場合作，

只由合作的育苗場銷售種苗給農民，而不販賣種

子，公司再與合作的育苗場分享銷售該品種種苗的

利潤。

2. 一條龍策略

中國因地廣，許多農產品需外運到消費地，收

購商來往於產地與批發市場，他們對於產品的適用

性了解較深刻，往往成為關鍵的產品決策者，也成

為種子公司推廣新產品或特色品種的重要合作者，

有時公司推出一條龍服務，讓收購商與農民簽訂契

約生產合約，收購商負責採購所有農民的產品，種

子公司意協助下游的販賣，各環節皆得益。

3. 大農場策略

目標性及目的性較強，客製性服務，投入時間

較一般客戶長，但因成交業績較大，目前已被幾家

大公司列為重要的銷售策略之一。

展望未來，6,000多家種業加上政府的加持，競

爭只會越來越激烈，高科技所研發的高端種子目前

是贏家，技術進步是帶動經濟成長的主要驅動力，

政府正在加大力度輔導當地種業提升科技研發能

力，顯示中國正逐步邁向自給自足之目標。 AgB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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