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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编者按：：随着种子的商品化程度不断提高随着种子的商品化程度不断提高，，全球种业市场快速升全球种业市场快速升

温温。。在巨大的市场蛋糕吸引下在巨大的市场蛋糕吸引下，，很多跨国种业巨头摩拳擦掌很多跨国种业巨头摩拳擦掌，，以生物以生物

科技科技、、知识产权以及与当地种业公司合作等为名不断加大对全球市知识产权以及与当地种业公司合作等为名不断加大对全球市

场的渗透力度场的渗透力度。。

然而然而，，在跨国种业巨头市场份额不断扩大的同时在跨国种业巨头市场份额不断扩大的同时，，各界对种业安各界对种业安

全的担忧也在不断增加全的担忧也在不断增加，，对该行业跨国公司的评价更是毁誉参半对该行业跨国公司的评价更是毁誉参半：：好好

的一面是的一面是，，这些公司可以推广先进的技术这些公司可以推广先进的技术，，让人们远离饥饿让人们远离饥饿；；坏的一坏的一

面是面是，，它们足以控制国家的农业命脉它们足以控制国家的农业命脉，，甚至对人类健康造成危害甚至对人类健康造成危害。。

当垄断越来越迫近当垄断越来越迫近，，全球排名前几位的种业公司已经将擂台摆全球排名前几位的种业公司已经将擂台摆

在了各国的田间地头在了各国的田间地头，，并开始主导市场并开始主导市场。。在占领更多市场份额与种在占领更多市场份额与种

子安全之间子安全之间，，种业种业““大鳄大鳄””们的商业道德是否经得起考验们的商业道德是否经得起考验？？

位于农业产业链最上游的种业，是国家的战略性、

基础性核心产业，也是促进农业长期稳定发展、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的根本。

近年来，随着农业的不断发展，中国已成世界第二大

种子需求国，种子市场价值达 600 多亿元，但中国种业市

场的特点是企业“多、小、散”，巨大的市场空间吸引了孟

山都、先正达、先锋等跨国种业巨头进驻。凭借着丰富的

经验和先进的技术，它们在中国市场一路前进，所向披

靡。但控制农业根本、输出转基因食品也让其毁誉参

半。那么，它们到底是天使，还是恶魔？

先进生物科技的传播者

得到诸多业内人士认可的是，多年来，跨国种业巨头

之所以能将“种子”播种到众多国家，并不断向当地市场

渗透，靠的是先进生物科技引领者的光环。

一位在种子公司工作了20余年的业内人士对《中国贸

易报》记者表示，西方种业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带来的不仅

有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还有资本运作理念以及丰富的生物

科技种子资源，这对中国的种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而在地球的另一端，非洲大陆也即将接受先进生物技

术的“洗礼”——日前，美国杜邦公司子公司“先锋国际良

种”公司完成了对非洲最大的种子公司南非番纳(Pannar)

种子公司的收购。这是继美国孟山都公司收购南非两家

种子公司之后，美国公司的又一举动。南非公民社会信息

服务顾问艾什顿表示，美国的大型种子公司以促进杂交和

培育转基因种子为名进军非洲种子市场，成为非洲种子市

场私有化进程的主要推动力量和受益者。

2000 年，中国《种子法》实施以来，中国种业市场全

面放开，外资逐渐由蔬菜种子市场进入到主要粮食作物

种子市场，其中，受影响比较严重的就是玉米种子市

场。据了解，跨国种业巨头杜邦先锋公司的产品“先玉

335”在中国玉米种子市场占据了销售量第二的位置，孟

山都公司的迪卡系列玉米则几乎垄断了广西种子市

场。“25 家外商投资企业获得许可经营中国种业；每年中

国大约进口种子量 1.5 万吨；在中国市场上，甜菜种子

95%是外国品种，食葵种子约 50%至 60%是国外品种。”

农业部公布的一组数据可以说明，西方种业公司在中国

种业市场所占的重要分量。

上述业内人士指出，跨国种业巨头之所以能够在竞争

中立于不败之地，得益于其强大的技术优势。“它们率先开

发出了一批抗虫、抗病、长势好的玉米、大豆和棉花品种，

这样的高品质产品很受农民欢迎。”此外，这些公司还建立

了全球营销网络以及销售体系。在如此凌厉的攻势之下，

国内小、散、乱的种子公司必然在竞争中处于下风。“这些

公司的出现，有助于中国种业的产业升级。”

光环背后的“魔性”

但在看到跨国种业巨头的“天使面孔”之时，我们更

要注意的是它们的“魔鬼”本性。

之所以有此警惕，是因为在西方跨国种业巨头面

前，中国的种子企业实在不堪一击。不仅如此，跨国种

业巨头如果控制了中国的种子市场，实际上就等于掌控

了中国农业的命脉，其后果是无法想象的。此外，以孟

山都、杜邦为代表的种业公司，从未摆脱输出转基因食

品的声讨。

在这一点上，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地缘政治学家威

廉·恩道尔见解颇深。在接受记者专访时，恩道尔一语

中的：“想要控制人，就必须现抓粮食。”他以阿根廷为

例进一步向记者解释说，在上世纪 80 年代之前，阿根廷

这个南美洲国家不仅能实现农产品的自给自足，而且还

有盈余，但到 1982 年，却深陷于美国的债务圈套之中。

当时，洛克菲勒家族凭借与时任阿根廷总统梅内姆的紧

密关系推销转基因农作物，到 2004 年，阿根廷已有 48%

的土地被用来种植转基因大豆，而且由于种子和农药都

要从美国公司购买，再加上孟山都公司在专利费上所持

的强硬立场，仅 10 年时间，在转基因技术进步的名义下，

阿根廷的粮食自给能力逐渐丧失，整个国家的农业经济

彻底受控于外国集团。恩道尔表示，从这个意义上来

看，控制种业就能控制一个国家的农业命脉。

非洲生物安全中心的工作人员马耶也赞成这种观

点。他认为，通过开发转基因种子取代非洲农民自己生

产的种子、通过私有化让资本家控制种子等，这些做法

正在削弱非洲粮食体系和粮食主权，威胁非洲传统农业

的发展。马耶表示，一旦出现严重依赖外来种子供应的

情况，其不良影响将远远超出粮食生产的范畴。负债累

累的农民将直接面临失去土地使用权的风险：在加速城

市化进程的同时，大型财团会趁机侵占大批良田。而这

种现象在非洲肥沃的热带农业区已有发生。

此外，跨国种业公司推崇的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也

饱受争议。恩道尔告诉记者，多项实验结果表明，转基

因食品可以大大降低生物的繁殖能力、造成生物免疫系

统异常并增加癌变几率等。“但如今，中国 80%的进口大

豆都是转基因食品，我的建议是，中国应该彻底禁止进

口任何转基因的粮食，不管是大豆、玉米，还是棉花。应

该毫不犹豫地把 WTO 规则扔到一边去，因为这是一个

严重的国家安全问题。”恩道尔说。

联手抗入侵

面对西方种子公司的“入侵”，业内人士表示，政府

方面应积极应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支持中国本土种业

公司的发展，保护传统种业。

据了解，中国农业部已联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出台了关于扶持“育繁推一体化”企业的减免税政策，

还建立了总额 15 亿元的现代种业发展基金。而根据去

年年底发布的《全国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规划 (2012~

2020 年)》，中国在农作物种子生产布局上将建设 3 个国

家级主要粮食作物种子生产基地，分别是西北杂交玉

米种子生产基地、西南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基地和海南

南繁基地。

非洲国家也正在建立保护本土种子的机制，努力延

续当地农民几千年来的育种传统，保护本土种子体系不

受侵犯。南非生活方式种子公司销售经理大卫表示：

“虽然与世界上实力雄厚的大型种子公司相比，我们力

量有限，但我们仍会尽最大努力保护非洲本土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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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10 多年来，跨国种业公司对全球市场的拓展

力度正在日渐加强，其触角已经延展到了很多国家

和地区的田间地头，甚至是人们的餐桌上。

2000 年，中国颁布《种子法》后，首先对外开放了

蔬菜、花卉种子市场。而跨国种业巨头也最早以这

两个市场为突破口向中国种子市场进发。据了解，

从 1996 年开始，美国先锋公司、孟山都公司等世界种

业巨头就先后与中国本土企业合作成立了多家合资

公司，不断开拓中国市场。据统计，目前，国内蔬菜

种子市场 50%以上的份额已被外资占领，涉及几乎所

有蔬菜品种。本土棉花种子已是节节败退，转基因

大豆更是大举入境……如今，跨国种业巨头们生产

的蔬菜、花卉、棉花、大豆等种子，尤其是玉米种子已

经在中国市场占据较大优势。在一些地方，除了少

量地域性比较强的种子品种外，已经很少见到纯粹

的国产种子了。

而且，除了中国，这些种业“大鳄”们还将它们的

“种子”散播到了很多新兴市场，如非洲国家、印度

等，并开始主导当地种业市场。短短十几年光景，几

家种业巨头就显现出操控一些国家种业市场的势

头，我们不禁要发问，这些“大鳄”们将高科技、高产

的“种子”推广到这些国家，真的只是为了给当地农

户带来更多收益吗？

我们不反对任何公司牟取合理的商业收益，但当

媒体挖出农业“巨无霸”孟山都背后的一家普通化学公

司的出身、描绘出几家跨国种业巨头们计划的曲折离

奇的种子霸业蓝图的时候；当科学家们揭示出转基因

这种抗病率极高的生物技术可能带来的各种不良后

果、提醒我们可能会陷入只能种植这些“大鳄”们提供

的转基因种子的尴尬境地的时候，我们不得不重新审

视这些跨国种业巨头们编织的生物科技幻象。

自 1998 年起，“英国普斯塔事件”、“美洲斑蝶死

亡事件”、“加拿大超级杂草事件”、“欧洲转基因玉米

对哺乳动物健康影响事件”、“中国抗虫棉破坏生态

事件”等一系列证明食用和种植转基因食品会破坏

免疫系统、自然生态系统等的转基因技术“丑闻”陆

续出现。而事实上，自上世纪 90 年代初，美国第一例

转基因食品——一种保鲜番茄出现在市场上开始，

人类关于转基因食品商业化的争论就从未停止过。

争 论 的 主 角 是 转 基 因 的 支 持 者 美 国 与 谨 慎 者 日、

欧。许多欧洲国家对生物技术设有很高的门槛、不

允许其商业化。2003 年 7 月之前，欧盟全面禁止转基

因食品。

然而，近年来，就是这些有争议的产品却在很多

新兴市场被大规模推广。据了解，目前，肯尼亚、坦

桑尼亚、乌干达、马里、津巴布韦及加纳等国都在进

行转基因作物的研究和田间试验（这通常是允许大

规模种植转基因作物的第一步），试验的作物包括玉

米、水稻、小麦和棉花等，其幕后推手正是一些赫赫

有名的跨国种业巨头。一边是西方国家得出的转基

因食品安全待验证的结论，一边是跨国种业公司在

新兴市场不懈推广转基因技术的事实，这不得不让

人怀疑，在推广生物科技的光环之下，一些跨国种业

公司妄图雄霸全球种业市场的险恶用心。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说过：“谁控制了石油，

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控制了粮食，就控制了人类；

谁控制了货币，就控制了全球经济。”可见，垄断粮食

市场具有极大的诱惑力。

只是，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既然面对的是人类

发展的重要课题，跨国种业巨头们在不遗余力地拓

展全球市场占有率之前，更应该先问问自己的良知，

自己提供的这些种子到底带来的是福祉，还是短视

的商业利益。毕竟，在全人类的进步和发展面前，极

度审慎的态度是十分必要的。实践证明，那些抛弃

了商业道德的谎言家们，不仅会遭受良知的谴责，也

注定会为市场所淘汰。

别让编织的幻象蒙蔽了自己的良知

新生事物第一次出现是悲剧，第二次出现是戏剧，

第三次出现是闹剧。从玉米的转基因，到大豆的转基

因，如今水稻也可以转基因了。虽然转基因农产品对人

类危害有多大，至今没有定论，但科学界已经认为其弊

大于利。不过，即便如此，在高额利润的驱使下，西方许

多种子跨国公司仍在亚非国家推广该技术，中国也不能

独善其身。如今，转基因种子就像一道诡异的魅影，窥

伺着人类的生活。

西方国家慎对转基因食品

虽然美国公司研发出了转基因种子，但并不在其国

内推广，数据显示，中国粮食每亩产量是 278 公斤，美国

只有 125 公斤，他们为什么大肆扩大转基因食品生产，又

推广到其他国家，比如中国呢？“这就是转基因的问题，

玉米、大豆都有类似的问题。因为转基因食品会破坏肝

脏和免疫力。”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解释说。

据记者了解，欧盟和日本对美国开发的首个转基因

食品——转基因西红柿都已做了下架处理。而且，对于

各种转基因的指标，欧盟和日本也有严格的限制，在其食

品结构中，尤其是欧洲国家是比较排斥转基因产品的。

相关资料显示，欧盟于 1998 年发布禁令，自当年 10

月开始，欧盟不再批准新的转基因产品上市。1999 年，

法国、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丹麦、希腊和卢森堡等 7

个 欧 盟 国 家 干 脆 对 转 基 因 产 品 实 施 了 为 期 4 年 的 禁

令。2002 年 1 月，欧盟委员会又通过一项法规，要求凡

是含有 1%以上转基因 DNA 或蛋白质的产品上市都必

须实行许可和标签制度。欧盟对转基因产品的排斥，引

起了美国等转基因作物生产国的不满。2005 年 5 月 13

日，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正式将此问题提交到

世界贸易组织。同年，欧盟取消禁令，也要求各成员国

取消禁令，但是绝大多数成员国否决了欧盟的要求。

西方种业巨头的中国野心

为了拓展商业版图，拥有巨大胃口的转基因巨头

们，将目光转向了新兴市场，中国这个农业生产大国对

其更是充满了诱惑力。

于是，美国种子巨头孟山都在中国广西当起了推广

转基因的“排头兵”。

据孟山都公司公开数据显示，2011 年，迪卡 007/008

号玉米的种植面积分别占广西全区玉米种植总面积 764

万亩的 14.3%、3.8%。而在 2001 至 2011 年间，迪卡 007/

008 在广西累计种植面积超过 1200 万亩。

以广西为开端，孟山都通过中种迪卡公司陆续研发

出了针对全国各地不同区域的玉米种子，2004 年在河

北、河南推出迪卡 1 号，在云南推出迪卡 2 号，2005 年在

山西推出迪卡 M9，而为了争夺中国玉米重镇——东北

的玉米市场，孟山都在 2010 年推出了迪卡 656。

与孟山都不同，美国杜邦先锋选择了东北作为其推

广转基因种子的基地。

2002 年，杜邦先锋与国内上市公司山东登海种业合

资成立登海先锋公司；2003 年，在辽宁设立铁岭先锋育

种站；2006 年，先锋公司又与甘肃敦煌种业合资成立敦

煌先锋。两家合资公司中，先锋公司均占 49%股权。

先玉 335 由先锋公司交给登海先锋与敦煌先锋进行

制种与销售。登海先锋负责东北、内蒙古等地春玉米

带，而登海先锋负责黄淮海地区的夏玉米带。

与此同时，其他一些外国种子公司也陆续进入东北。

2008 年，瑞士先正达公司收购了河北三北种业有限公司

49%的股权，于 2010 年推出玉米品种先正达 408；2009 年，

德国 KWS 公司与黑龙江垦丰农业合作，在吉林南部推广

其德美亚 1 号、德美亚 2 号；2010 年，法国利马格兰集团则

与安徽隆平高科种业公司合作，推出其选育的利合16。

不久，有媒体报道称，先玉 335 实为转基因玉米，而

因为种植先玉 335，吉林省榆林市当地出现大老鼠绝迹，

牲畜不产崽等动物异常现象。这些报道在国内引起了

强烈恐慌。

中科院植物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说：“农业部也承

认在先玉 335 的父本 PH4CV 中检测到‘来源于花椰菜花

叶病毒的 35S 启动子’，发现 35S 启动子，一般说明了先

玉 335 为转基因或曾做过转基因修饰。”

但是，2011 年 9 月，中国农业部科教司在其官网上

发表文章称，发现 35S 启动子，并不证明先玉 335 就是转

基因玉米，这需要最终的证据去证明，农业部科教司和

其他国家转基因产品检测监测中心以及欧盟认证认可

的专业检测公司，分别对先玉 335 玉米种子样品进行检

测，均未发现转基因成分。

虽然中国没有明确的禁止进口转基因产品，但媒

体、政府官员、民众对转基因的质疑声不绝于耳，生物多

样性首席研究专家薛达元无奈表示，虽然不反对转基因

水稻的商业化种植，但非常担忧背后的风险。

■■ 本版撰文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哲王哲 霍玉菡霍玉菡 杨颖杨颖

转基因种子魅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