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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关系活动

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 （请文字说明其他活动内容）

参与单位名称及

人员姓名

详见投资者参会清单

时间 2024年 10月 31日

地点 河北巡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张家口宣化现代农业产业园区）

接待人员姓名 董事长 刘志勇

监事会主席 袁定江

董事、总裁 张 林

独立董事 李皎予

独立董事 李少昆

独立董事 刘贵富

轮值总裁 尹贤文

副总裁兼财务总监 黄冀湘

董事会秘书 胡 博

三瑞向日葵科学院副院长 常 敏

内蒙古向日葵协会秘书长 陈海军



德瑞特董事长 庞金安

德瑞特总经理 韩绍功

湘研种业总经理 刘荣云

巡天农业董事长、总经理 温 君

张杂谷发明人、张家口市农业科学院首席专家 赵治海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隆平高科是以杂交水稻、玉米、小麦三大主粮作物种业板块

为核心，同时涵盖黄瓜、辣椒、谷子、食葵等“四小龙”专精特

新作物种业板块的综合性种业集团公司，其中专精特新作物种业

的行业领先优势明显，在各自细分领域具有很高的市场份额，黄

瓜、辣椒、谷子、食葵市场份额分别为 60%、10%、60%、39%，

盈利水平高并保持稳定增长，入选了国家“蔬菜破难题”“杂粮

补短板”种业阵型企业，是践行种业振兴行动的排头兵。

为提高公司的透明度，增进资本市场对公司投资价值的认识，

公司于 2024年 10月 31日上午在河北张家口举办专精特新作物种

业板块专题交流会，本次专精特新专题说明会分别由子公司三瑞

农科、德瑞特、湘研种业、巡天农业主要负责人对各产业发展情

况进行介绍，并组织各位机构投资者、分析师在巡天农业尚谷园

进行参观（介绍内容后附）

附件清单
1.三瑞农科、德瑞特、湘研种业、巡天农业介绍材料

2.投资者参会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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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向日葵产业与世界向日葵产业关系



国内向日葵产业分布



产业发展情况

中国葵花产业经过近20年的高速发展，目前在几个方面居世界领先水平：



产业发展情况

经济价值

科研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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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年
专 注 食 葵 种 子 产 业

40%
国内市场占有率







推动产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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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日葵优良的作物特性决定着其广阔的发展空间



向日葵产业刚性需求旺盛



公司未来业务发展规划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



公司未来业务发展规划

知识产权保护

 



公司未来业务发展规划



公司未来业务发展规划



公司未来业务发展规划



公司未来业务发展规划





一

二

三



• 行业龙头相对较少且集中
天津科润黄瓜所 天津绿丰公司 中蔬种业 京研益农  重庆科光  硕丰源
天津德瑞特2023年营业额2.27亿元（其中黄瓜超过1亿元），利润8297万
元，全行业第一

• 小企业众多
有上千家小企业生产、批发黄瓜种子，仅天津就有40+持证企业
没有研发能力，以盗版和过气产品为主

• 苗场林立，农民购苗为主
进一步造成假冒伪劣具有市场

• 黄瓜价格相对稳定
栽培面积相对稳定，种业市场稳定
公司发展以拓展市场份额、加大服务力度为主

一



• 商业化育种体系

• 办事处销售模式

• 封闭式的良种生产模式

二







• 在天津建设了面积790亩的育种创新和良种生产基地

• 每年育成纯合稳定的黄瓜自交系600份以上

• 每年配制和测试评价黄瓜新组合15000份左右

• 育种规模国内第一

育种规模





确保良种产量和质量

减缓亲本流失的速度

封闭式的良种生产模式



n新品种示范推广
    在我国黄瓜主产区成立了8个办事处，负责开展区域性生产试验示范和
技术服务
    科研生产无缝对接，成果高效转化

n营销服务
    办事处、经销商组成营销网络 ，形成有序高效的推广-销售-服务模式

独具特色的办事处销售模式

















• 行业越来越集中集中
没有研发能力的企业会逐渐退出市场
育苗场越来越规范

• 多品类发展
砧木南瓜  博强系列，和黄瓜、甜瓜配套销售
食用南瓜 德成系列
甜瓜  博洋系列
代理进口种子  番茄（普罗旺斯） 黄瓜
西瓜……

三



国 家 情 怀  中 国 质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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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蔬菜种子行业基本情况

种子法、种子标签法、品种登记制度、植物新品种权等制度的实施，对大型且有创新能

力的种子企业是利好，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

国内外种业公司（新疆红安、京研益农、北京华耐、湖南湘研、先正达等）在品种权

保护上开展维权工作，震慑作用大，行业环境逐步改善。

农村劳动力的老化和短缺给行业带来的不利不断在加剧，从而导致生产成本上升，迫使

生产基地转移到国外。

种子健康是重要的质量指标，标准与价值日益上升，行业要求越来越高，需高度重视。



二



湘研种业产业经营及业绩亮点



湘研种业产业经营及业绩亮点

湘研种业创建于1988年，

是隆平高科成立和上市的

重要经济实体，供应的杂

交辣椒种子种植面积曾一

度占有亚太市场份额70%

以上；

“湘研”商标是中国蔬菜

种业第一个驰名商标，是

中国种子行业首批AAA级

信用企业，是中国蔬菜种

业信用骨干企业，是湖南

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

高新技术企业；

2021年公司被国家农业

农村部列为中国蔬菜种业

攻关单位和种业阵型单位。

综合实力位列全国蔬菜种

子企业前十，湖南省蔬菜

种业企业综合实力排名第

一；

目前湘研辣椒种子年种植

面积达140万亩，占全国

杂交辣椒市场份额的13%

以上，其中朝天椒市场占

有率更高。



湘研种业产业经营及业绩亮点

公司目前正承担国家“辣椒育种卡脖子技术联

合攻关”和“辣椒产业集群培育”两项课题。

公司总经理刘荣云研究员、辣椒课题带头人缪

武博士均为邹学校辣椒院士团队核心成员；

公司专注入辣椒品种研发，每年的研发投入占

营业收入的12%以上，研发团队共18人，占公

司员工30%以上，员工拥有高级职称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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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研种业产业经营及业绩亮点



湘研种业产业经营及业绩亮点

10个以上 6000个以上 已经规模应用于



湘研种业产业经营及业绩亮点

首款辣椒育种液相芯片

小孢子培养技术



湘研种业产业经营及业绩亮点

冷储花粉、异地

授粉保护生产

达70%以上



湘研种业产业经营及业绩亮点

朝天椒类型 特色椒
类型

湘研品牌在西北
知名度大幅提高

l 高品质辣椒

种子供不应求



湘研种业产业经营及业绩亮点

荣

获蔬菜种业公司头部企业号， 10w+，

破3000w。

“卖

好种、种好菜、卖好价、多方共赢”



三



湘研近年经营情况

2024年1-9月份累计完成销售收入比

上年同期增长22%；净利润比上年同

期增长144%。

2024经营情况

近三年经营业绩发展趋势。近

三年公司实现销售收入平均增

长率达14%以上，利润平均增

长率达22%以上。

近三年发展趋势

公司以作物划分事业部运作以

来，业绩连续八年实现快速增

长，年销售收入增加2.7倍，净

利润增长7.4倍。

连续八年快增长



四



湘研未来发展规划







一

二

三



一



（一）历史文化悠久

谷子起源于中国，在距今6000—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早期完成驯化，是孕育中华农耕文化

的主要作物，在恶劣贫瘠的环境中茁壮成长，与自然万物和合而生，哺育着中华民族，也润泽着

中国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乐观豁达的民族精神。

小米的营养价值和消费习惯，在世世代代的传承之下，已经深深镌刻在民族文化之中：

p 孕妇月子餐，食用小米粥，营养更全面；

p 伤员病号恢复期，病号饭吃小米粥，恢复更快；

p 饮酒之后，喝碗小米粥，养胃；

p 婴儿没有母乳、奶粉，喝小米乳油，也可以健康长大；

p 骡马干重活前，吃谷子秸秆，有劲儿……



（二）耕作基础完备

谷子栽培历史，贯穿整个中华文明，解放初期的种植面积还有约1000万公顷，仍是北方三大主

粮之一。近5年种植面积在426万-1078万亩之间波动，2022年之前的峰值为1077.75万亩， 去

年降至最低谷426万亩，预计今年种植面积将会上涨25%，进入缓慢恢复期，仍是长城沿线干旱、

冷凉、贫瘠地区的主要粮食作物。中国谷子栽培历史绵延数千年从未中断。

随着赵治海老师的“光温敏两系杂交技术”和王天宇老师的“抗除草剂种质资源”的产业化应用，

巡天农业近15年间持续推动谷子精量播种机、中耕施肥机、联合收获机等生产机械的研发改良和

应用推广，谷子种植方式发生彻底变革，全程机械化轻简栽培成为现实。改变了数千年来谷子人

工间苗、人工除草的生产方式，单户综合生产能力提高20倍以上，每公顷可减少人工投入70—

100个，涌现出一大批千亩、万亩规模化生产经营主体。为我国北方广袤的干旱、冷凉、轻盐碱

潜在可耕地开发，奠定了产业化基础。



（三）符合生态需求

谷子是我国传统优势作物，根系发达、生命力顽强，抗旱耐瘠薄，是中国化肥农药双减、压采地

下水、季节性休耕区的良好替代作物；谷子优秀的粮食耐储性，粮草兼收、粮饲兼用的特点，也

是我国粮食、饲草战略储备的重要作物；中国具有5.5亿亩的干旱、冷凉、轻盐碱的潜在可耕地

资源，充分开发利用，可以为国家粮食安全起到有益补充和有力保障。

居民膳食纤维摄取量逐渐下降，肥胖、高血压、糖尿病等疾病发病率持续上升。谷子富含微量元

素、营养均衡，对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皮肤病等多种疾病有食疗作用。随着人们消费水平的

提高，对食品营养、食品安全和饮食健康的重视，谷子等杂粮将成为国人餐桌上的必备食物。

随着一带一路的深入推进，谷子也将对全球饥饿问题改善，做出更大贡献。



（四）行业高度集中

1、科技资源高度集中：中国谷子种植面积占世界的80%，产量占90%，在资源丰富程度、育种

水平、产业水平和种业产业化等方面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2、种植区域高度集中：谷子在内蒙古自治区、山西省和河北省种植面积占全国种植面积的67%，

待开发的潜在可耕地资源也集中在新疆、青海、宁夏等省份；

3、龙头企业数量稀少：巡天农业在谷子科研投入、品种选育、品种推广等多方面位居全国首位，

是全国唯一谷子业务年利润稳定在1000万元以上的企业；其中“张杂谷”系列产品推广面积连

续10年以上位居全国第一，连续2年超过全国总面积的50%；

4、品种资源高度集中：2018年全国谷子良种统计面积共79.7万hm2涉及173个品种，其中推广

面积1.3万hm2以上（19.5万亩）的11个品种，占良种总面积的45.12%；巡天农业的张杂谷13

号已经连续3年以上位居全国第一大谷子品种。



二



（一）科企合作，强强联合

1、科企合作：巡天农业自成立以来，为了弥补自身科研能力短板，积极寻求科企合作。2007年

与张家口市农业科学院达成“张杂谷”合作协议。公司快速从商业推广模式升级为服务推广模式，

科研创新能力、技术服务能力得到显著提升，巡天的渠道优势、配套技术研发推广优势，也让张

杂谷的推广插上了腾飞的翅膀。种子价格从几块钱/斤，提高到一百多元/斤；年推广面积从几万

亩还滞销，一举提升至十几万亩还供不应求。成功的合作基础，促使双方最终融合为一家人。

2、强强联合：为了充分发挥“张杂谷”的杂交技术优势、种养产业发展优势，做大做强谷子产业

规模，2017年巡天农业正式成为隆平高科控股子公司（控股比例51%），联合缔造了“大米小米

联姻”的行业美谈。2023年，巡天农业实现营收36545.54万元，同比增长12.65%，实现了加入

隆平集团以来的“七连增”；成功完成了“宣化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建设，公司软硬件

实力得到了飞跃式提升，跃居行业前列。



（二）持续创新，引领行业

1、科研创新：通过单抗除草剂、双抗除草剂、抗旱、优质、耐盐碱、饲用种质资源创新，持续引

领着国内、国际谷子科研创新，逐步扩大技术领先优势；

2、技术配套：持续开展人工辅助授粉技术、绳播技术、高跟鞋穴播技术创新，将杂交谷子之中产

量从20公斤/亩，提高至150公斤/亩，大幅提高了制种基地种植户收益，成功打造张家口“全国

杂交谷子第一市”的品牌；持续推动穴播精量播种机、中耕机械、收割机等配套机械改良，实现

谷子全程机械化种植，降低种植成本，提高农户收益，2010-2019年全国谷子种植效益由5192元

/hm2增长至12480元/hm2，增长140.4%；

3、产业拓展：针对北方干旱、冷凉、轻盐碱潜在可耕地资源，开发早熟、生物产量高的饲用杂交

谷子“张青谷”系列产品，填补我国饲用谷子品种空白；主导成立巡天草业公司，开展谷子秸秆

揉搓、烘干、颗粒化等饲草化技术研究和饲用谷草产业化生产推广；主导成立巡天牧业公司，开

展牛、羊、驴等主要畜种的营养配方和饲喂技术研究；主导成立巡天食品公司，打造“谷草羊

肉”“谷草牛肉”“张杂谷13号小米”等产业链特色食品品牌。



谷子产业链公司近三年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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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2022年 2023年

 营收总额 

巡天谷子产业链公司营收呈逐年上升趋势



谷子饲草化生产加工技术研究

       公司针对饲用谷子全株青贮、谷子

秸秆饲草化应用，开展了谷草收获、贮

藏、发酵、烘干、粉碎、揉搓等生产加

工配套技术研究和设备改良。

       目前已完成：发明专利1项，实用

新型专利11项，核心期刊论文6篇，省

级地方标准2项，市级地方标准2项，企

业标准4项。



谷子饲喂试验及营养配方研究

中国农业大学李胜利老师（2014年）

发酵张杂谷替代奶牛日粮中50%羊草、30%苜

蓿及替代20%玉米在生产中具有实际意义，对

降低牛奶中体细胞含量有显著效果。

河北省畜牧所安永福团队（2015年）

使用张杂谷秸秆完全代替羊草，对奶牛采食量、乳脂率

和乳蛋白率等乳成分指标几乎无影响，而且奶牛日产奶

量呈现增加趋势。

项目

试验前 试验第5-10天 试验第15-20天 试验第25~30天

对照组 试验组 对照组 试验组 对照组 试验组 对照组 试验组

乳脂率 3.45 ±0.11 3.56±0.32 3.57±0.17 3.55±0.13 3.51 ±0.15 3.54 ±0.17 3.53±0.14 3.55 ±0.09

新蛋白率 3.21 ±0.52 3.25±0.46 3.27±0.15 3.24±0.17 3.25 ±0.32 3.23 ±0.22 3.27±0.07 3.28 ±0.14

乳糖率 4.83 ±0.47 4.84±0.32
4.74 

±0.21
4.78 ±0.15 4.89±0.13 4.86 ±0.33 4.85±0.35 4.84±0.61

非脂固形

物含量
8.45 ±0.63

8.40 

±0.57
8.54±0.47 8.49±0.31 8.42 ±0.37 8.44±0.21

8.50 

±0.51
8.47±0.34



谷子饲喂试验及营养配方研究

张家口畜牧推广站（2018-2019年）

饲用谷子秸秆黄储肉羊育肥试验平均增重提高

1650g/只；第一阶段平均日增重提高37g/只，第

二阶段平均日增重提高18g/只，效果极显著。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医研究所

饲用谷子饲喂肉羊后，羊肉中铁元素含量、单不

饱和脂肪酸含量、EPA和DHA含量、人体必需氨

基酸含量增加，无任何重金属及药物残留。



谷子饲喂试验及营养配方研究

全株干草肉羊育肥试验（2019-2020年）

农业农村部“优质青粗饲料开发与利用”项目。

试验显示：谷草替代全株青贮玉米比例在40-80%

时，可提高胴体净肉率，提高屠宰收益。

“谷草及营养添加剂对肉用母牛血液生化和免疫

指标及生产性能的影响”试验：

（1）添加发酵谷草和氨基酸维生素复合添加剂，

能够增强母牛血清免疫力，促进蛋白质的吸收与

代谢；

（2）日粮中添加60%谷草，更利于母牛生长发育、

增强母牛抗病力及免疫力，改善血液生化指标，

提高母牛受胎率。



3.2 谷草饲喂研究

3.2.4 全株干草肉羊育肥试验（2019-2020年）

       2019年，在张家口市涿鹿县，通过饲用谷子

全株青贮、异地裹包，首次实现一年双季种植。

      联合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兰海

牧业，执行农业农村部“优质青粗饲料开发与利

用”项目。试验显示：谷草替代全株青贮玉米比

例在40-80%时，可提高胴体净肉率，提高屠宰

收益。



（三）形成产业闭环

巡天农业作为首批入园企业参与建设的宣化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历时三年施工、克服三年

困难，成功完成重点工程建设，于2023年1月18日顺利通过农业农村部、财政部联合验收，

2024年7月14日完成乔迁入驻。

智能化种子加工流水线成为了全行业争相学习的典范，科研基础设施达到全国一流水平，成功

将全国优秀谷子科技人才、谷子产业链建设成果、中华民族五千年粟文化传承汇聚一体。
 

“粟文化科技馆”自2023年9月承办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国际小米年”活动初次开馆至2023

年底，就接待了来自部、省、市等各级领导89批次，成为粟文化和谷子产业发展的展示窗口。

“粟之味体验馆”成为“谷草牛羊肉”“张杂谷13号小米”“颐粟蜜糯玉米”等产业链特色

食品的品鉴、展示窗口，整个园区成功构建起谷子“育繁推种养加”产业链条，形成一条从田

间到餐桌的产业闭环。



三



（一）国际环境利好

谷子的环境友好、营养保健价值越来越受到重视，小米具有含蛋白质、能量、维生素和矿物质以

及不含麸质的食品价值，对于患有动脉硬化、糖尿病和心脏病的人来说是很好的选择。面对全球

人口日益增加和主要粮食作物小麦和水稻生产停滞不前的严峻压力，谷子可能是解决粮食安全和

营养不良问题最有希望的替代作物，行业专业机构预测到2030年全球谷子种植将增长60%。

张杂谷已在埃塞俄比亚、乌干达、布基纳法索等十多个国家试种成功，中国的优质谷子品种及其

配套的轻简化生产技术，远远领先于这些潜在可推广地区，对解决当地饥饿危机和全球粮食安全

问题，具有深远意义（需要预防谷子生产成本远低于中国，对中国谷子生产带来的冲击）。



（二）国内政策支持

谷子特色产业发展，高度符合助推乡村振兴、种业种业发展的战略发展需求。在干旱、冷量地区，

谷子种植收益相比玉米等农作物增产显著，“山西小米”“延安小米”“敖汉小米”“武安小米”

等一批区域公用品牌在本区域发展势头良好,助推了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特色产业具有显著的溢价

能力，已成为各主产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

2022年2月16日，农业农村部正式将饲用谷子列入《“十四五”全国饲草产业发展规划》。饲用

谷子种植基地规模化开发、谷草生产加工基地建设、谷草饲喂特色养殖等新兴特色农业项目，高

度符合国务院提出的因地制宜发展小宗类、多样性特色产业，建设特色农产品优势区，推进特色

农产品基地建设的指导意见。

2023年，巡天农业已经承担国家重大研发计划项目子课题“耐盐瘠杂交谷子旱碱麦等特色作物品

种选育与应用”的研究，5.5亿亩的旱碱签字啊可耕地开发，具备巨大挖掘潜力。



（三）生态恢复需求

生态需求将促进谷子生产面积呈现恢复性增长。谷子抗旱、耐瘠、环境友好，是中国化肥农药双

减、压采地下水、季节性休耕区的良好替代作物。河北省黑龙港流域实行“一季休耕、一季种

植”，将主要依靠抽取地下水灌溉的冬小麦种植面积适当压减，只种植雨热同季的玉米、油料作

物和耐旱耐瘠薄的杂粮杂豆等作物，减少地下水用量。预计谷子在我国镰刀弯地区、季节性休耕

区、压采地下水区等区域种植呈恢复性增长，为谷子种业发展带来利好。



（四）公司业务发展规划

张杂谷市占率已经稳定在50%以上，未来5-10年，我们将依托杂交谷子技术领先优势和现有产业

发展基础，跳出种业小圈子，做强谷子大产业。如今，谷子产业链基础已经初具雏形，通过产业

联动，实现从几亿到几十亿、上百亿的跨越式发展之路已经开启。

1、育（研发工作）

持续整合国内优质谷子科研资源，开展优质、早熟、耐盐碱、饲用化、双抗除草剂等种质资源创

新，扩大技术领先优势，形成牢固的技术壁垒！

2、繁（生产加工）

持续进行谷子杂交制种技术改良，谷子轻简化高产栽培技术改良，谷草生产加工技术改良，降低

生产成本、提高种植收益！



（四）公司业务发展规划

3、推（推广服务）

结合国家《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方案》盐碱地综合利用重大工程，与地方政府联合开

展潜在可耕地开发，复制、推广饲用谷子产业模式，打造万亩级、十万亩级饲用谷子生产基地，

挑战500万亩饲用谷子推广目标。

4、种（种植服务）

凭借我们60%左右的市场占有率优势，在核心种植区推动规模化种植基地建设，借助资本力量，

补齐谷子全程种植服务、粮食/谷草收储服务短板，调控并稳定全国谷子/谷草销售价格，实现谷

子、谷草的规模化、持续稳定供应。



（四）公司业务发展规划

5、养（谷草养殖）

与北方大中型养殖企业建立稳固合作关系，通过我们的规模化种植和粮食、谷草收储基地，建立

稳定的谷子、谷草供应关系，复制、推广谷草特色养殖技术和产业化模式；拉动种业和种植业端

的健康持续发展。

6、加（加工销售）

持续打造“谷草羊肉”“谷草牛肉”“张杂谷小米”“颐粟蜜糯玉米”等产业链特色农产品品牌，

加大以小米或小米面为主要原材料的特色快速消费品研发，通过扩大终端消费规模、扩大产业链

产品出口规模等方式，拉动谷子种业、种植业、养殖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7、文（健康文旅）

以青少年健康教育、特色农业文旅、特殊群体康养服务等方式，持续推动谷粟科技文化传播传承。



附件：投资者参会清单

序号 单位 参会人

1 先农投资 覃 坤

2 先农投资 钱 磊

3 太保资产 向 涛

4 中科金集团公司 罗飞飞

5 中科金集团公司 谢 辰

6 农银国际 邵 校

7 农银国际 王 珏

8 宏利基金 周少博

9 华夏基金 武轶男

10 华夏久盈 李孟海

11 方正富邦基金 乔培涛

12 英大资产 杨 欣

13 文博启胜投资 张鹏鹏

14 文博启胜投资 白 天

15 宏利基金 史佳璐

16 中信农业基金 卢骁帅

17 中信证券 罗 寅

18 国泰君安 林逸丹

19 西部证券 熊 航

20 中金公司 王思洋



21 长江证券研究所 高一岑

22 天风证券 林毓鑫

23 东兴证券 程诗月

24 中信建投证券 孟龙飞

25 申万宏源证券 胡静航

26 申万宏源证券 盛 瀚

27 太平洋证券 程晓东

28 财通证券 王宇璇

29 华安证券 刘京松

30 国信证券 江海航

31 中泰证券 王佳博

32 国盛证券 沈嘉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