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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事件：2019 年 2 月 19 日，中央一号文件发布，文件题为《中共中央 国
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主要
包括八个部分内容：1）聚力精准施策，决战决胜脱贫攻坚；2）夯实农
业基础，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3）扎实推进乡村建设，加快补齐
农村人居环境和公共服务短板；4）发展壮大乡村产业，拓宽农民增收
渠道；5）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激发乡村发展活力；6）完善乡村治理机
制，保持农村社会和谐稳定；7）发挥农村的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全
面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8）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落实农
业农村优先发展总方针。 

 实施大豆振兴计划，调整优化农业结构，缓解进口压力。文件提到“实
施大豆振兴计划，多途径扩大种植面积”、“完善玉米和大豆生产者补贴
政策”。在政策层面，我国首次提出实施大豆振兴计划，通过完善补贴
等方式扩大种植面积，从而减少国内大豆对进口的依赖。2018 年我国
国内大豆产量为 1570 万吨，进口量为 10150 万吨，总消费量为 10813

万吨，产量/进口量比值约为 0.15；目前，我国大豆极度依赖进口。在
保证稻谷、小麦完全自给，玉米生产稳定的基础上，调整粮食种植结构，
从而提高大豆国内产量，缓解进口依赖。 

 实施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行动，转基因育种有望加速推进。文件提
到“强化创新驱动发展，实施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行动，培育一批农
业战略科技创新力量，推动生物种业、重型农机、智慧农业、绿色投入
品等领域自主创新”、“继续组织试试水稻、小麦、玉米、大豆和畜禽良
种联合攻关”。2017 年，我国转基因植物种植面积为 280 万公顷，主要
种植棉花、木瓜、杨树、番茄等，但小麦、玉米、水稻、大豆等主要粮
食作物未种植转基因品种。我国转基因相关研究与工作自 2007 年一号
文提出以来，发展相对缓慢；2016 年《“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
明确提出推进转基因大豆、玉米（饲用）产业化，2017 年国际种业巨
头被收购，此次文件提到生物种业。从以上一系列政策、措施、并购等
行为中，我们看到国家对转基因商业化进程的重视，将促进种业的产业
升级，并带来更多的投资机会。 

 智库建议：粮食战略为一国之基础，把握各品种自给率，如遇极端情
况，依然能保证基本消费。转基因技术显示一国生物技术水平，即便不
大力推广或产业化，我国依然需具备该项技术，支持国家积极推进生物
种业等方面的核心技术攻关行动。目前我国大豆、玉米品类进口占比较
高，且进口的大豆、玉米均为转基因产品；如若我国转基因技术可在这
些方面产业化，将是我国种植业的一大步。 

 投资建议：政策强调大豆振兴计划，并将完善相应补贴政策，叠加土
改持续推进，利好相关种植业公司；同时国家对转基因技术的重视，将
加速育种产业化的推进，利好具备相关概念的种业公司。建议关注隆平
高科（000998）、苏垦农发（601952）、北大荒（600598）、亚盛集团
（600108）。 

 风险提示：政策风险、自然灾害风险、食品安全、疫病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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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9 一号文发布，再次关注“三农”工作 

2019 年 2 月 19 日，中央一号文件发布，文件题为《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

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主要包括八个部分内容：1）聚力精准施策，决战决

胜脱贫攻坚；2）夯实农业基础，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3）扎实推进乡村建设，加快补齐

农村人居环境和公共服务短板；4）发展壮大乡村产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5）全面深化农村

改革，激发乡村发展活力；6）完善乡村治理机制，保持农村社会和谐稳定；7）发挥农村的党

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全面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8）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落实农

业农村优先发展总方针。 

表 1：我国历年一号文发布情况 

年份 名称 主题 

2004 《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 农民增收 

2005 
《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

干政策的意见》 
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2006 《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2007 
《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的若干意见》 

发展现代农业是建设社会主

义新农村的首要任务 

2008 
《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

民增收的若干意见》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2009 《关于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 保持农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2010 
《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

展基础的若干意见》 
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 

2011 《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 水利建设 

2012 
《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

障能力的若干意见》 
农业科技创新 

2013 
《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

若干意见》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2014 
《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

意见》 
深化农村改革 

2015 
《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

意见》 

加快推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

化 

2016 
《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 实现全面小

康目标的若干意见》 

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

小康 

2017 
《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

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018 《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乡村振兴战略 

数据来源：农业农村部，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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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看点一：实施大豆振兴计划，调整优化农业结构，缓

解进口依赖 

文件提到“实施大豆振兴计划，多途径扩大种植面积”、“完善玉米和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

在政策层面，我国首次提出实施大豆振兴计划，通过完善补贴等方式扩大种植面积，从而减少

国内大豆对进口的依赖。 

2018 年我国国内大豆产量为 1570 万吨，进口量为 10150 万吨，总消费量为 10813 万吨，

产量/进口量比值约为 0.15；目前，我国大豆极度依赖进口。根据海关总署统计，2017 年我国

从美国进口大豆数量约为 3285.54 万吨，我国总进口量为 9413 万吨，美豆占比达 38.1%。若

美国对外出口大豆紧缩，我国大豆消费将短缺。因此，在保证稻谷、小麦完全自给，玉米生产

稳定的基础上，调整粮食种植结构，从而提高大豆国内产量，缓解进口依赖。 

表 2：大豆供需平衡表（千吨） 

年份 产量 进口量 总供给量 国内消费量 出口量 总消费量 期末库存 
年末库存/

消费量 

2013 12,750  70,350  88,391  79,534  150  79,684  8,707  10.93%  

2014 13,850  78,350  100,907  88,917  160  89,077  11,830  13.28% 

2015 10,510  83,220  105,560  93,460  180  93,640  11,920  12.73%  

2016 11,850  93,500  117,270  110,160  100  110,260  7,010  6.36%  

2017 15,300  94,130  116,440  109,960  220  110,180  6,260  5.68%  

2018 15,700  101,500  123,460  107,900  230  108,130  15,330  14.18%  

数据来源：中国汇易，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我国作为农业大国、人口大国，保障粮食安全是我国在各项政策、会议中反复强调的一项

战略要求。在粮食作物中，稻谷、小麦、玉米是核心主粮，国家政策方面始终强调小麦稻谷自

给率要达到 100%，玉米供应保持稳定。 

2016 年开始玉米停止临储收购，并逐步调减玉米种植，实现玉米去库存。2018 年中美贸

易战对农产品影响较大，美方要求我国加大玉米进口量。从供需平衡表来看，2018 年我国玉

米进口量为 1450 万吨，受中美贸易战影响，我国玉米进口量激增，是 2017 年的 4.2 倍；玉米

产量为 2.46 亿吨（-4.6%），受 16 年开始的玉米供给侧改革影响，玉米种植调减有所成效；玉

米国内消费量为 3.1 亿吨（+10.2%），其中食用消费、饲料消费、工业消费分别为 0.89 亿吨

（+0.5%）、1.78 亿吨（+3.7%）、0.99 亿吨（+22.4%），工业消费增长迅速，同时考虑到畜类养

殖行情预期向上，饲用玉米呈现加速上涨状态。 

 

表 3：玉米供需平衡表（千吨） 

年份 产量 进口量 总供给量 国内消费量 出口量 总消费量 期末库存 
年末库存/

消费量 

2013 203,080 3,276 248,601 163,890 22 163,912 84,689 5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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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218,950 5,516 309,155 143,070 13 143,083 166,072 116.07% 

2015 230,671 3,174 399,917 155,870 4 155,874 244,043 156.56% 

2016 260,855 2,463 499,953 241,186 72 241,258 258,695 107.23% 

2017 257,600 3,467 519,762 281,021 19 281,040 238,722 84.94% 

2018 245,826 14,500 499,048 309,822 600 310,422 188,626 60.76% 

数据来源：中国汇易，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表 4：稻谷供需平衡表（千吨） 

年份 产量 进口量 总供给量 国内消费量 出口量 总消费量 期末库存 
年末库存/

消费量 

2013 177,889.00 3,560.00 220,067.00 166,870.00 480.00 167,350.00 52,717.00 31.50% 

2014 184,727.00 3,420.00 240,864.00 167,345.00 630.00 167,975.00 72,889.00 43.40% 

2015 189,286.00 5,300.00 267,475.00 161,885.00 425.00 162,310.00 105,165.00 64.80% 

2016 211,092.00 5,643.00 345,600.00 195,907.00 1,486.00 197,393.00 148,207.00 75.10% 

2017 212,675.00 4,990.00 365,872.00 194,359.00 2,384.00 196,743.00 169,129.00 86.00% 

2018 206,650.00 3,880.00 379,659.00 199,491.00 2,540.00 202,031.00 177,628.00 87.90% 

数据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表 5：小麦供需平衡表（千吨） 

年份 产量 进口量 总供给量 出口量 总消费量 期末库存 
年末库存/消

费量 

2014 113,612.00  1,811.00  149,517.00  4.00  108,584.00  40,933.00  37.70 % 

2015 115,851.00  3,353.00  160,137.00  13.00  105,403.00  54,734.00  51.93 % 

2016 106,021.00  4,227.00  164,981.00  8.00  110,278.00  54,703.00  49.60 % 

2017 128,370.00  3,491.00  180,257.00  17.00  111,767.00  68,490.00  61.28 % 

2018 121,663.00  6,800.00  196,953.00  22.00  116,292.00  80,661.00  69.36 % 

2019 125,475.00  12,000.00  218,136.00  28.00  133,218.00  84,918.00  63.73 % 

数据来源：中国汇易，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三、看点二：实施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行动，转基因育

种有望加速推进 

文件提到“强化创新驱动发展，实施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行动，培育一批农业战略科技

创新力量，推动生物种业、重型农机、智慧农业、绿色投入品等领域自主创新”、“继续组织试

试水稻、小麦、玉米、大豆和畜禽良种联合攻关”。2017 年，我国转基因植物种植面积为 280

万公顷，主要种植棉花、木瓜杨树、番茄等，但小麦、玉米、水稻、大豆等主要粮食作物未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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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转基因品种。我国转基因相关研究与工作自 2007 年一号文提出以来，发展相对缓慢；2016

年《“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明确提出推进转基因大豆、玉米（饲用）产业化，2017 年

国际种业巨头被收购，此次文件提到生物种业。从以上一系列政策、措施、并购等行为中，我

们看到国家对转基因商业化进程的重视，将促进种业的产业升级，并带来更多的投资机会。 

 

（一）美国为转基因种植国家之首，大豆与棉花为核心产品 

20 世纪 70 年代，转基因技术最早被应用于医药领域；进入 80 年代，转基因技术开始应

该用于农业育种领域；1996 年开始，转基因作物开始被推广种植。 

目前全球范围内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已经达到 1.9 亿公顷，其中发达与发展中国家种植面

积分别为 8920 万公顷、10060 万公顷；参与种植转基因作物国家数量为 24 个，其中发达与发

展中国家分别为 5 个和 19 个。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转基因种植国家，2017 年种植面积达 7500 万公顷，全球占比 39.52%；

全球前五大转基因种植国家（美国、巴西、阿根廷、加拿大、印度）合计面积达 1.73 亿公顷，

合计占比 91.3%，集中度非常高。未来印度、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将是快速推广转基因作物的

主要地区。中国目前的转基因种植面积为 280 万公顷。 

全球转基因作物包括大豆、玉米、棉花油菜、木瓜、马铃薯等十多个品种，其中大豆、玉

米、棉花、油菜作为四大转基因作物，合计种植面积达 98.21%，而渗透率最高的品种是大豆

和棉花，分别为 77%和 80%。 

 

 

 

图 1：2017 年全球种植转基因作物国家数量为 24 个  图 2：2017 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达 1.9 亿公顷 

 

 

 

资料来源：ISAAA，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ISAAA，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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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转基因发展空间巨大，政策与技术齐头并进 

我国转基因技术主要经历 4 个发展历程： 

第一阶段：1986-2000 年。我国棉铃虫爆发导致“棉荒”，我国开始追踪世界转基因科技

前沿，转基因棉花开始应用于生产，但转基因大豆、玉米和水稻等食用主粮作物尚处于实验室

研发阶段。 

第二阶段：2001-2009 年。我国转基因研究开始从局部自主创新迈入全面自主创新阶段，

3 个产品获安全证书，转基因主粮产业化提上议事日程。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专项开始

启动，且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受到关注。 

第三阶段：2010-2013 年。转基因安全性讨论成为热点，国家的转基因政策趋向于保守。

品种审定生产经营许可等没有继续向前推进，而采用了“预警式”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模式。 

图 3：全球转基因作物中一半以上都是大豆   图 4：2017 年全球转基因大豆和棉花比例超 70% 

 

 

 

资料来源：ISAAA，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ISAAA，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图 5：2017 年美国转基因种植面积达 7500 万公顷  图 6：2015 年全球转基因作物市场价值达 153 亿美元 

 

 

 

资料来源：ISAAA，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ISAAA，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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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阶段：2014 年至今。自 2013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确保安

全、 自主创新、大胆研究、慎重推广”的转基因发展 16 字方针以来，国家转基因发展战略逐

渐明晰。 

2017 年，我国转基因植物种植面积为 280 万公顷，主要种植棉花、木瓜杨树、番茄等，

但小麦、玉米、水稻、大豆等主要粮食作物未种植转基因品种。目前，我国虽然实现主粮的基

本自给，但农产品缺口较大，而进口的大多数粮食作物，玉米、大豆，以转基因为主，成为转

基因粮食产品的消费大国。 

我国转基因作物发展相对缓慢，2017 年我国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为 280 万公顷，与 16 年

持平，占全球总面积的 1.48%；自 14 年开始我国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下滑趋势明显，幅度达

30%以上。但从经济收益方面来看，我国转基因作物贡献的收益较高，1996-2016 年累计达 196

亿美元，全球占比约 11%。 

图 7： 2017 年我国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为 280 万公顷  图 8：1996-2016 年我国转基因作物收益合计 196 亿美元 

 

 

 

资料来源：ISAAA，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转基因优势显著，依赖于自身的技术优势，可产生巨大经济和生态效益。我国于 08 年开

始启动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专项，计划投入经费 240 亿元人民币培育一起抗病虫、抗逆、

优质、高产、高效的重大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并于 2020 年实现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 4000 万公

顷的目标。但受制于专利、监管、民众接受度等因素，我国转基因商业化进程进展极度不及预

期。 

全球转基因技术发展迅速，而我国相对落后，中央从政策层面开始重视转基因技术的发展。

2016 年农业开始农业转基因生物试验基地认定，之后在《“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中明

确提出推进转基因大豆、玉米（饲用）产业化，并修改《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 

全球种子行业已经形成了拜耳孟山都和陶氏杜邦的双寡头模式，在转基因领域则基本处于

完全垄断的格局。2017 年，中国化工集团斥资 439 亿美元并购欧洲种业公司先正达，对于中

国在未来的国际种业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至关重要。 

从一系列政策、措施、并购等行为中，我们看到国家对转基因商业化进程的重视。根据全

球四大转基因农作物（大豆、玉米、棉花、油菜）渗透率以及我国四大农作物的播种面积推算，

未来我国四大转基因农作物种植面积空间达 1892 万公顷，为 2017 年（280 万公顷）的 6.8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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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空间巨大。 

表 6：推广转基因技术的优势与阻力 

 内容 描述 

优势 

高产增收 转基因作物因为具有优良的抗性可以减少受灾损失，提高作物产量，增加农民的种植收益 

抗性 抗虫抗除草剂等特性有利于作物的生长 

缩减培育新品种时间 相较于传统育种，转基因技术培育新品种的时间更短 

增加食物多样性 通过转基因技术整合优良性状可以增加食物的多样性 

阻力 

专利技术 
目前大多数转基因专利都掌握在孟山都等外资种业巨头手中，如果直接使用国外技术需要支

付高额的专利费，因此要加大国内研发力度，培育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种 

生产和推广中的监管

制度 

转基因种子的非法生产和转基因作物的非法种植不仅影响作物种植安全，还会积达损害传统

种企的利益，因此在生产和推广中必须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严格执行 

民众接受度 民众对转基因作物的误解和非理性恐慌会影响转基因食品的消费，阻碍其推广进度 

数据来源：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表 7：我国转基因相关政策及内容 

转基因政策 相关内容 

2007 年中央一号文 首提严格执行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 

2008 年中央一号文 强调启动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 

2009&2010 中央一号文 提出要加快推进转基因科技重大专项，培育新品种产业化 

2015 年中央一号文 加强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研究、安全管理、科学普及 

2016 年中央一号文 要加强农业转基因技术研发和监管，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慎重推广 

农业部修改《农业转基因生物安

全评价管理办法》 
对转基因作物的安全评价体系作出了更为具体的要求 

《“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 明确提出推进转基因大豆、玉米（饲用）产业化 

《关于开展第一批农业转基因生

物试验基地认定工作的通知》 

农业部认定第一批农业转基因生物试验基地范围界定为在海南省南部的三亚市、陵水县、

乐东县开展农业转基因作物试验的现有育制种基地 

数据来源：相关政府网站，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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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标准 

银河证券行业评级体系：推荐、谨慎推荐、中性、回避 

推荐：是指未来 6－12 个月，行业指数（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公司组成的行业指数）超越

交易所指数（或市场中主要的指数）平均回报 20%及以上。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谨慎推荐：行业指数（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公司组成的行业指数）超越交易所指数（或市

场中主要的指数）平均回报。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中性：行业指数（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公司组成的行业指数）与交易所指数（或市场中主

要的指数）平均回报相当。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回避：行业指数（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公司组成的行业指数）低于交易所指数（或市场中

主要的指数）平均回报 10%及以上。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银河证券公司评级体系：推荐、谨慎推荐、中性、回避 

推荐：是指未来 6－12 个月，公司股价超越分析师（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股票平均回报

20%及以上。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谨慎推荐：是指未来 6－12 个月，公司股价超越分析师（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股票平均

回报 10%－20%。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中性：是指未来 6－12 个月，公司股价与分析师（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股票平均回报相

当。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回避：是指未来 6－12 个月，公司股价低于分析师（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股票平均回报

10%及以上。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钱劲宇，计算机行业证券分析师。本人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

格并注册为证券分析师，本人承诺，以勤勉的职业态度，独立、客观地出具本报告。本报告清

晰准确地反映本人的研究观点。本人不曾因，不因，也将不会因本报告中的具体推荐意见或观

点而直接或间接受到任何形式的补偿。本人承诺不利用自己的身份、地位和执业过程中所掌握

的信息为自己或他人谋取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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