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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化工行业周专题（1.29-2.4）  

 
植物生长调节剂产业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植物生长调节剂有望迎来增长拐点 

与除草剂等农药的保产作用不同，植物生长调节剂具备增产提质效果，具

有使用成本低、见效快等优势。但是，使用环节多、选品要求高、使用量

精细等特点使得植物生长调节剂使用难度大，早期难以大规模渗透。大农

经济、机械化和集约化趋势下，植物生长调节剂迎来发展契机。 

从新增登记数上看，我国植物生长调节剂占国内农药的比例从 2017 年的

3%提升至 2023年的 11%，有望迎来增长拐点。 

 向大田作物渗透将成为重要动能 

2022 年全球植物生长调节剂市场规模超过 200 亿元，我国超过 80 亿元，

且预计都将以 7%以上的速度增长。根据国光股份年报数据，我国植物生长

调节剂在完全渗透的情况下，远期总市场容量可达 630亿元。 

目前我国植物生长调节剂主要用于果蔬领域，相关市场增长较为平稳。持

续向大田作物渗透将有望成为我国植物生长调节剂市场扩张的重要动能。 

赤霉酸近年来新增的登记数较多，是值得关注的细分品种。 

 一站式服务是企业打造竞争力的抓手 

我国植物生长调节剂格局小而散，能够规模销售的企业较少，收购依尔双

丰、山西浩之大等企业后，国光股份已成为我国最具代表性的企业之一。 

我们认为，相比其他农药，植物生长调节剂具有用量小、使用环节多、使

用难度大等特点，具备生产、销售和技术指导能力的公司可通过构建一站

式服务，为农户提供全程解决方案，不断打造自身品牌影响力，获取用户

粘性，从众多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 

 投资建议：建议关注国光股份 

我们看好国内植物生长调节剂市场的发展，并建议关注国光股份。公司是

国内少数拥有完整植物生长调节剂产业链的企业之一，也是植物生长调节

剂登记品种最多、制剂销售额最大的公司。公司营销工作下沉至广大乡镇

及种植户。针对植物生长调节剂使用难度大的痛点，公司近千人的专业化

技术服务团队立足于田间地头进行指导。公司还开发了以农药、化肥为组

合的“作物全程解决方案”，覆盖作物生长全流程，提供一站式服务。  

风险提示：市场开拓不及预期；环保和安全生产风险；市场竞争加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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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植物生长调节剂有望迎来增长拐点 

与除草剂等农药的保产作用不同，植物生长调节剂具备增产提质的效果，具有

使用成本低、见效快等优势。 

但是，使用环节多、品类复杂、选品要求高、使用量精细等特点使得植物生长

调节剂使用难度大，早期难以大规模渗透。在大农经济、机械化和集约化下，植物

生长调节剂迎来发展契机。 

从新增登记数上看，我国植物生长调节剂占国内农药的比例从 2017 年的 3%提

升至 2023年的 11%，有望迎来增长拐点。 

1.1 植物生长调节剂增产提质效果突出 

植物激素和植物生长调节剂统称为植物生长物质，两者都是对植物的生长发育

有显著调节作用的微量物质。不同的是，植物激素是在植物体内合成,而植物生长

调节剂是人们模仿植物激素的结构和机制，通过人工合成得到或从微生物中提取的

天然物质。 

从农业生产的角度来看，除草剂、杀虫剂、杀菌剂都只能起到保产的作用，但

植物生长调节剂不仅对作物具有调节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具有较好的增产、提质功

效，这是其他农药所不具备的。 

植物生长调节剂作用众多，且具有使用成本低、见效快、用量微、效果显著、

投入产出比较高的特性，是生产优质农产品、无公害有机绿色食品必不可少的生产

资料。 

图表1：植物生长调节剂主要作用示意图 

 
资料来源：国光股份招股说明书，国联证券研究所 

根据植物生长调节剂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可分为 5 类：植物生长促进剂、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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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生长延缓剂、植物生长抑制剂、保鲜剂和抗旱剂。 

每种细分的植物生长调节剂又有不同的生理功能，且可能不止一种。例如吲哚

乙酸既能促进种子发芽、促进生根，也能促进果实膨大、提高坐果率。 

图表2：植物生长调节剂的分类和作用 
 

图表3：常见植物生长调节剂生理功能的选择 

分类 作用 代表 

植物生

长促进

剂 

提高作物的生长效率，还

可以使作物从营养生长向

生殖生长转化，提高座果

率，实现增产 

赤霉素、生

长素、萘乙

酸、 

植物生

长延缓

剂 

减少新梢的生长，促进花

芽形成，改善座果，延缓

成熟，增加硬度和耐贮性 

激动素、脱

落酸 

植物生

长抑制

剂 

促进作物营养生长向生殖

生长转化，减少收获前的

果实脱落，加快成熟期 

矮壮素、多

效唑、烯效

唑 

作物保

鲜剂 

具有保护和治疗，防腐保

鲜的作用 

噻菌灵、扑

海因、多菌

灵、甲基托

布津 

作物抗

旱剂 

阻止土壤中水分的蒸发、

保种保苗，提高成活率 
黄腐酸 

 

生理功能 植物生长调节剂 

促进种子发芽 吲哚乙酸和复硝酚钾 

促进生根 
萘乙酸、吲哚乙酸、吲哚丁酸

和复硝酚钾 

促进茎叶生长 

赤霉酸、异戊烯腺嘌呤、胺鲜

酯芸薹素内酯、复硝酚钠和 6-

氨基嘌呤 

促进开花 
萘乙酸、赤霉酸、复硝酚钾和

复硝酚钠 

促进果实膨大、提

高坐果率 

吲哚乙酸、萘乙酸、2,4-D钠

盐、复硝酚钠、胺鲜酯、氯吡

脲（常见的膨大剂）和噻苯隆 

控制植株生长、促

进根系生长 
矮壮素、多效唑、烯效唑 

提高抗病性、耐低

温、耐旱能力 
芸薹素内酯、S-诱抗素 

促进果实成熟 乙烯利 
 

资料来源：《植物生长调节剂在作物中的应用现状及发展前景》（高红

顺），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发展迅速的一种农药—植物生长调节剂》（白新明），国联证

券研究所 

1.2 植物生长调节剂的痛点在于使用难度大 

植物生长调节剂应用技术要求比其他农药高，产品的适用对象、适用时期、使

用剂量都需严格掌握。 

1） 使用环节多，品类复杂：植物在生长的不同时期和不同部位都需要不同的

调节剂刺激。 

2） 选品要求高：同一调节剂在不同作物上使用，效果和安全性差异都较大。 

3） 使用量精细：同一调节剂在同一作物上使用，会存在用量小促进生长，而

用量大反而会抑制生长的现象。 

1.3 植物生长调节剂渗透率有望不断提升 

20 世纪末农业技术不发达，植物生长调节剂使用难度大，仍处在探索阶段，并

不适合广大农民使用。 

如今大农经济下，机械化和集约化要求更高，农户和农垦公司对种植效率提升

的诉求愈发高涨，植物生长调节剂有望迎来发展契机。 

2017 年开始，我国植物生长调节剂登记数量实现了跃迁，其每年占国内农药新

增登记数的比例也从 2017 年的 3%提升至 2023 年的 11%。因此，从登记数目为切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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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可以预判我国植物生长调节剂渗透率有望逐渐攀升。 

图表4：植物生长调节剂登记数量占比不断提升 

 
资料来源：中国农药信息网，国联证券研究所 

2. 向大田作物渗透将成为重要动能 

2022 年全球植物生长调节剂市场规模超过 200 亿元，我国超过 80 亿元，且预

计都将以 7%以上的速度增长。根据国光股份年报数据，我国植物生长调节剂在完全

渗透的情况下，远期总市场容量可达 630亿元。 

目前我国植物生长调节剂主要用于果蔬领域，相关市场增长较为平稳。持续向

大田作物渗透将有望成为我国植物生长调节剂市场扩张的重要动能。 

赤霉酸近年来新增的登记数较多，是值得关注的细分品种。 

2.1 植物生长调节剂增速远超传统农药 

根据观研天下数据，2022年全球植物生长调节剂销售额为 203亿元，2028年将

达到 315亿元，2022-2028年复合增长率有望保持在 7.4%以上,远高于农药行业未来

整体 2.5%的年平均增速。 

考虑到欧美发达国家对植物生长调节剂的运用已相对成熟，未来增长的重点将

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亚太地区。根据观研天下数据，2023 年我国植物生长调节剂销售

额达 90.5亿元，预计 2025年可达到 100.2亿元。 

而根据国光股份年报数据，如果实现大田和非农作物及园林 100%的渗透率，对

应我国植物生长调节剂总市场容量可达 630亿元。 

图表5：全球植物生长调节剂市场规模 
 

图表6：我国植物生长调节剂市场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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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观研天下，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国联证券研究所 

2.2 向大田作物渗透将成为未来重要增长动能 

由于附加值相对较高，目前我国植物生长调节剂主要用于果蔬领域，占比约

64%。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2 年我国果蔬种植面积约 3544 万公顷，同比增长 2%，

且近年来持续保持稳定增长的态势。 

图表7：2023 年我国植物生长调节剂下游结构 
 

图表8：我国果蔬种植面积及增速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联证券研究所 

持续向大田作物渗透将有望成为我国植物生长调节剂市场扩张的重要动能。从

我国植物生长调节剂登记作物的数量变化来看，以水稻和小麦为代表的大田作物增

长趋势明显，2023 年水稻已超越以葡萄为代表的果蔬，成为植物生长调节剂登记数

目最多的作物。 

图表9：2021 年 1-11 月我国植物生长调节剂登记作物

数 

 
图表10：2023 年我国植物生长调节剂登记作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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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现代农药，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国农药发展与应用协会，国联证券研究所 

2.3 赤霉酸是值得关注的细分品种 

通过对比截至 2017 年 8 月和 2024 年 1 月的国内登记情况，赤霉酸是登记数量

增长最大的细分品种。 

赤霉酸有促进细胞分裂、伸长的作用，能够打破种子休眠，提高种子活力和发

芽率，从而使作物提高产量、改善品质。 

根据新合新生物数据，全球赤霉酸市场规模预计将从 2020 年的 1.05 亿美元增

长至 2027 年的 1.268 亿美元，2022-2027 年的复合年增长率为 3.2%。2016 年我国

约占全球赤霉酸产量的 91.06%，有望持续受益全球赤霉素行业的扩张。 

其他细分品种如芸苔素是一种新型绿色环保植物生长调节剂，系列产品的登记

数量已达到了 149条，也较为值得关注。 

图表11：我国细分植物生长调节剂登记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农药信息网，国联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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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投资建议：关注一站式服务类企业 

3.1 一站式服务是企业打造竞争力的抓手 

中国农药信息网数据显示，截止 2023 年 10 月底，有 462 家企业在我国登记的

植物生长调节剂产品 1470 个，其中 116 家企业累计登记原药产品 216 个，涉及 44

个活性成分；434家企业登记累计制剂产品 1254个,涉及 37 个农药剂型。 

总体而言，我国植物生长调节剂格局小而散，具备规模化销售能力的企业较少。

收购依尔双丰、山西浩之大、鹤壁全丰后，国光股份已成为我国最具代表性的企业

之一。 

我们认为，相比其他农药，植物生长调节剂具有用量小、使用环节多、使用难

度大等特点，具备生产、销售和技术指导能力的公司可通过构建一站式服务，为农

户提供全程解决方案，不断打造自身品牌影响力，获取用户粘性，从众多竞争对手

中脱颖而出。 

图表12：我国植物生长调节剂行业代表公司 

企业 原药 制剂 备注 

国光股份 
萘乙酸、S-诱抗素原药、三十

烷醇、吲哚丁酸等 

噻苯隆、氯吡脲、S-诱抗素、三十烷醇、复硝

酚钠、乙烯利、多唑·甲哌鎓、赤霉酸等 
- 

依尔双丰 - 
氯化胆碱、萘乙酸、胺鲜酯、乙烯利、2,4-D、

氯吡脲、复硝酚钠、矮壮素 

被国光股份收

购 

山西浩之大 - 豆亿金、胺鲜甲哌鎓、胺鲜酯、胺鲜乙烯利 

鹤壁全丰 

乙烯利、矮壮素、调环酸钙、

烯效唑、胺鲜酯、除虫脲、多

效唑、氯吡脲、萘乙酸 

乙烯利、矮壮素、多效唑、赤霉酸 

安道麦辉丰 97%抗倒酯原药 噻苯隆 

辉丰股份

2021年与安

道麦重组 

安道麦安邦 - 乙烯利 

安邦电化

2019年被安

道麦收购 

诺普信 - 复硝酚钠、芸苔素内酯 - 

钱江生化 赤霉酸 赤霉酸 - 

新朝阳 96%甲哌鎓原药 14-羟基芸苔素甾醇 - 

郑氏化工 

胺鲜酯、复硝酚钠、表/高芸苔

素内酯、调环酸钙、苄氨基嘌

呤、萘乙酸钠、吲哚乙酸 

甲哌鎓、多效唑、乙烯利、噻苯隆、氯化胆

碱、萘乙酸、胺鲜酯、调环酸钙、赤霉酸 
- 

兰月科技 

氯吡脲、6-苄氨基嘌呤、吲哚

丁酸、萘乙酸、芸苔素内酯、

多效唑、烯效唑 

氯化胆碱、氯吡脲、丁酰肼、多效唑、烯效

唑、矮壮素、苄氨基嘌呤、噻苯隆、芸苔素内

酯、赤霉素、乙烯利、萘乙酸、吲叮萘乙酸 

- 

江西新瑞丰 赤霉酸、诱抗素 
赤霉酸、诱抗素、芸苔素内酯、萘乙酸、氯吡

脲、苄氨基嘌呤 
- 

江苏丰源 赤霉素、6-苄氨基嘌呤原药 赤霉酸、苄氨嘌 -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国联证券研究所 

3.2 建议关注国光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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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好国内植物生长调节剂市场的发展，并建议关注国光股份。 

国光股份深耕植物生长调节剂 30余年，是国内少数能够从事植物生长调节剂原

药及制剂研发、生产和销售，拥有完整植物生长调节剂产业链的企业之一。 

登记证方面，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公司拥有植物生长调节剂原药登记证 31

个（比 2021 年增加了 72%）、制剂登记证 87 个（比 2021 年增加了 38%），是国内植

物生长调节剂登记品种最多的企业，也是国内植物生长调节剂制剂销售额最大的公

司。 

营销模式方面，公司具备以县级经销商为主、营销工作下沉至广大乡镇乃至种

植户的扁平化营销网络优势。根据公司 2022 年年报，公司的经销商超过 4500 个

（较 2021 年增加超过 50%），每个农化经销商下游还有约 20 个零售商（乡、镇一

级）。随着公司五个品牌的不断拓展，公司渠道建设将更加完整，营销网络的覆盖

面持续增加。 

技术服务方面，针对植物生长调节剂使用难度大的痛点，公司近 1000人的专业

化的技术营销和技术服务团队立足于田间地头，深度、定点服务于作物区域，为广

大种植户提供持续、高效、稳定的服务。 

此外，公司针对特定的农作物、蔬菜、水果、园林植物开发了以农药、化肥为

组合的“作物全程解决方案”，在作物生长的每个环节，有针对性的提供植物生长

调节剂、水溶性肥料、杀菌剂、杀虫剂等产品，实施全过程、一体化的解决方案。 

4. 风险提示 

1）市场开拓不及预期 

农户对植物生长调节剂的接受度需要逐渐培养，且仍处于早期阶段。若下游市

场开拓不及预期，将对植物生长调节剂的市场需求产生较大影响。 

2）环保和安全生产风险 

植物生长调节剂属于农药，本质是通过化学反应合成得到，工业化生产涉及到

环保和安全方面的考量。若出现安全生产事故，或国家收紧环保政策，行业盈利情

况有可能会发生波动。 

3）市场竞争加剧风险 

植物生长调节剂行业盈利水平较高，若未来新进入者较多，行业竞争加剧，将

对原有企业盈利能力产生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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