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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种植规模及产业水平的发展，制种产业已成为伊犁河谷乃至新疆种植业结构调整、农牧民增收的优

势产业。采用SWOT分析法对伊犁河谷制种玉米产业发展的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进行分析，进一步

梳理产业现状，结合本地实际指出发展方向，为伊犁河谷玉米制种产业健康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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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planting scale and industrial level, seed production industry has become 
an advantageous industry for adjusting planting structure and increasing income of farmers and 
herdsmen in Ili Valley and even Xinjiang. SWOT analysis method was adopted to analyze the streng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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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knesses, opportunities and threa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seed production industry in Ili Val-
ley, further comb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industry and pointing out the development direc-
tion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local reality, so as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healthy de-
velopment of seed production industry in Ili Val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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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伊犁河谷位于中国天山西部，三面环山，地处东经 80˚09'~84˚56'，北纬 42˚14'~44˚50'，属典型的温带

大陆性半干旱气候。该区域年平均气温 8.9℃，年降水量 200~300 mm，≥10℃积温 3500℃~3600℃左右，

日照时数 2600~3000 h，无霜期 160~180 d，优越的光热资源、充沛的降水，非常适合发展制种产业。 
伊犁河谷兵团第四师 62 团最早开始对外代制代繁玉米杂交种[1]，至今已有 26 年之久。随着机械整

地、精量播种、机械化防、机械去雄、机械收获、机械清选等机械化生产种植模式逐渐在制种生产中推

广应用，管理经验不断提高，伊犁河谷制种玉米已初具规模，制种范围由兵团团场扩展至地方乡镇，但

是，与其他省、地区相比仍存在一定的差距。 

2. 研究方法 

SWOT 分析法又称态势分析法，是 Steiner 教授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提出的一种能够较客观、准确地

分析和研究一个单位现实情况的方法。SWOT 分析法自形成以来，逐渐被国内外广泛应用于农业[2] [3]、
电商[4]、地理信息[5]、环境[6]、医学[7]、物流[8]等各个产业发展战略与竞争的分析。可见，SWOT 分

析法应用范围广、涉及对象多。因此，本文采用 SWOT 分析法对伊犁河谷制种玉米产业发展进行分析，

提出合理发展建议，旨在为今后玉米制种产业发展提供参考。 

3. 制种玉米产业发展现状 

我国不仅是玉米生产大国，也是玉米用种大国，每年用种量大约在 120 万吨左右。目前全国最大的

玉米制种基地主要是甘肃地区、新疆地区和黑龙江地区，这 3 大主产区的制种玉米产量约占全国总产量

的 90% [9]。新疆丰富的光、热、水、土等自然资源为专业制种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其成为全国第

二大玉米制种基地。北疆沿天山和伊犁河谷西部地区及兵团第四、五、六等师由于气候干燥，光照充足，

≥10℃的活动积温较高，无霜期长，与国内其他制种基地相比，日照、熟季温度优势明显，生产的玉米种

子产量高，籽粒饱满、光泽度好，成为制种企业首选之地。较高的机械化水平、合理的种植结构、较好

的隔离条件、高效的统防统治技术助推新疆制种产业快速发展，面积稳步扩大，其中 2008 年至 2012 年

增速较快，年均增长 16% [10]，到 2012 年底达到 74100 hm2，占全国杂交玉米制种面积的 25% [11]。制

种产业成为新疆农业生产的又一张名片。 
第四师从 1995 年开始为内地代制代繁玉米杂交种，最初几年面积较小，到 21 世纪初面积呈现快速

增长，2004 年面积突破 1 万 hm2 [12]。从 2005 年开始，62 团、66 团等地的制种玉米陆续采用“矮密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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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栽培技术，制种产量出现大幅增长，产量水平由21世纪初的4680 kg/hm2 [13]逐步提高到9000 kg/hm2，

最高达到 10245 kg/hm2 [14]，伊犁河谷的制种玉米表现出巨大的竞争优势和发展潜力。据种子管理部门

数据显示，目前州直 6 个县市和第四师 14 个团场有制种玉米种植，面积基本稳定在 1.7 万 hm2 左右[15]，
个别年份受市场影响较大，如 2019 年州直县市玉米制种 3600 hm2，较往年减少近 50%。 

4. 伊犁河谷制种玉米产业 SWOT 分析 

4.1. 优势(S-Strengths) 

4.1.1. 光热资源丰富 
伊犁河谷属典型的大陆气候，与全国最大的玉米制种基地甘肃河西走廊相比，其日照、积温、熟季

温度有明显优势。春季地温回升快，利于播种出苗；整个生殖生长期光照充足，有利于干物质积累；开

花授粉期，较为适宜的温度为有效授粉提供保证；成熟收获期，气候干燥、降水量少，适宜于玉米成熟、

脱水、晾晒。 

4.1.2. 制种区域选择性广 
目前伊犁河谷大面积开展玉米制种的区域主要分布在第四师团场及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新源县、

巩留县和霍城县。由于分布较广，以上区域在年降水量、≥10℃积温、日照时数及无霜期等方面仍存在一

定差异。企业可根据父母本特征特性及生育期长短选择合适区域[16]，充分利用光热资源，如生育期较长

的中晚熟品种可在六十一团、六十二团、六十三团、六十四团、六十七团及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霍城

县种植，中熟品种可选择六十六团、六十九团、七十团及巩留县、新源县种植，早熟品种可在七十一团、

七十二团、七十三团等地种植。 

4.1.3. 农业生产基础好 
伊犁河谷土质肥沃，土层深厚，水资源相对充沛，尤其是第四师团场地块大、机械化程度高、膜下

滴灌和水肥一体化覆盖面广、统防统治效果好、农工素质高等优势，能保证制种质量，有利于制种企业

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节约成本、提高效益。 

4.1.4. 玉米制种产量不断提高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高素质职工田间管理，高产经验不断积累，矮化密植技术推广应用，使得伊

犁河谷制种玉米的单产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以 62 团为例，2006 年 1347 hm2 制种玉米，平均单产 9450 
kg/hm2；2008 年 1400 hm2制种玉米，平均单产 9000 kg/hm2，其中 13500 kg/hm2 以上的面积 21.75 hm2，

最高单产为 15390 kg/hm2 [12]；2019 年 2378.5 hm2制种玉米，平均单产 10245 kg/hm2 [14]。 

4.1.5. 成熟技术陆续推广 
一系列成熟技术的推广使用，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收益，有力推动伊犁河谷制种玉米产业发

展。“矮密早”栽培技术的推广，使制种产量提高 10%~30%，收益提高 3000~4500 元/hm2 [17]；精量播

种技术和机械化收获技术使种子、人工、收获等成本进一步降低，大约每公顷节约 825 元[13]；膜下滴灌

节水灌溉技术减少渗漏，施肥均匀，提高水肥利用率，节水约 50%，节肥约 30% [14]；北斗导航自动驾

驶技术的使用，进一步提高播种质量和土地利用率，使苗带增加 20%，产出率也相应增加[18]；制种玉

米抽雄机作业质量好，作业速度快，比人工去雄节省费用 600 元/hm2 [19]。 

4.1.6. 种子产业发展迅速 
据统计部门数据显示，十三五期间伊犁河谷种子企业得以迅速发展，实力明显增强。截至 2020 年，

州直种子生产销售经营企业 10 家，比 2015 年增加 2 家，增加 25%；经营销售种子的企业 33 家，比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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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增加 15 家，年均增加 13%；注册资本达到 27770 万元，比 2015 年增加 10068 万元，年均增加 3.3%；

年加工种子 3.3 万吨，比 2015 年增加 1.32 万吨，年均增加 10%；种子经营门店 708 家，比 2015 年增加

352 家，年均增加 14.8%。此外，种子生产加工企业建成完整的种子清选加工包装生产线，拥有玉米果穗、

籽粒烘干生产线 12 条，可满足 1.33 万 hm2制种玉米的加工烘干需求。 

4.2. 劣势(W-Weakness) 

4.2.1. 区域发展不均衡 
伊犁河谷制种玉米发展不均衡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一是兵团接触制种玉米早，技术比地方成熟，

机械化程度和产量水平均比地方高。二是地方各县市基础条件、种养结构及农户接受程度存在差异，推

广种植面积悬殊。以 2020 年为例，州直种植制种玉米 7300 hm2，其中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和新源县种植

4450 hm2，占总面积的 61%，主要是因为以上两县土地连片面积大，便于规模化种植；而伊宁县由于农

户种养习惯和接受程度等原因，制种玉米种植较少，不到总面积的 4%。 

4.2.2. 兵团体制改革影响 
2018 年以前伊犁河谷的制种玉米主要集中在第四师。2018 年兵团体制改革对原有经营管理体制和制

种玉米产业链产生了较大影响[20]。新的体制下职工成为新的经营主体，不再受过去体制管理的束缚，有

了更多自我发展的空间。以前较为顺畅的运营机制也需调整，以适应目前状况，尤其是“五统一”取消

后，原来的集中连片、安全隔离区、标准化操作等一系列优势被弱化。制种玉米产业要发展下去，就必

须寻找新的发展思路，制种企业和兵团职工面临发展抉择。 

4.2.3. 劳动力成本偏高 
虽然伊犁河谷制种玉米机械化程度较高，但放苗、去雄等环节仍需要大量人工，常常出现各类作物

争用劳力的现象，第四师团场尤其明显。如制种玉米放苗与棉花放苗定苗、葡萄上架挖沟等时间冲突，

去雄期间又与棉花打顶争劳力，导致劳动力价格涨至 150 元/天，甚至 200 元/天都找不到熟练的工人，每

公顷人工费用投入由 3000 元上涨至 5250 元左右[16]。 

4.2.4. 运输费用大 
伊犁河谷制种玉米的 70%销往内地。相比昌吉州、兵团农五师、兵团农九师等制种地区距乌鲁木齐

及内地较远，公路和铁路运输线长，生产资料输入及产品输出成本相对较高。 

4.2.5. 专业队伍培育不够 
兵团体制改革后，部分制种企业开始将订单向地方倾斜。由于地方农民种植管理水平普遍较兵团职

工差，接触制种玉米管理时间较短，对制种玉米花期调节、水肥管理等关键技术掌握不到位。制种公司

往往不能从长远考虑，没有投入精力、人力和财力对雇佣工人开展技术培训，导致一些关键技术措施落

实不到位，影响制种玉米的产量和品质。 

4.3. 机会(O-Opportunities) 

4.3.1. 国内外制种企业加大对新疆的投入力度 
自 2014 年包括第四师在内的 10 个新疆市(县、师)被国家农业部认定为国家级杂交玉米种子生产基地

始，杜邦先锋公司、孟山都公司、德国 KWS 公司、登海种业等国内外种子公司先后在新疆建设玉米制

种、繁种基地；京科 968、隆平 206、登海 605、先玉 335 等全国种植面积较大的 8 个玉米品种的制种基

地向新疆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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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政府积极推进制种基地建设 
从 2020 年开始，新疆推进“四个百万亩”制种基地建设，计划到 2025 年，小麦、玉米、棉花、特

色农作物制种基地总面积达 27.98 万 hm2，其中玉米制种基地面积达到 7.07 万 hm2，涉及 7 个地州 26 个

县市。同时，在全疆建设 60 个基础设施齐全的区域良种繁育基地。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增强新疆种子企

业的科技创新能力，提升良种供给能力，推动种子产业向“育、测、繁、推、管”一体化方向转变，提

升种子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保障国家种业安全。 

4.3.3. “一带一路”的发展 
伊犁位于我国向西开放的最前端，处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大通道中心，是我国从陆上通向中亚、西亚

乃至欧洲的重要通道，是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前沿。霍尔果斯经济特区的政策优势，霍尔果斯、都拉

塔、木扎尔特三大口岸的区位优势将进一步增强伊犁河谷对中亚等地的辐射作用，提升包括种业公司在

内的企业影响力和竞争力。 

4.3.4. 当地畜牧业发展带动 
伊犁河谷是新疆重要的畜禽养殖基地，以养殖草食家畜牛、羊和马为主，每年需要消耗大量的秸秆

和精饲料，作为草食家畜偏爱的玉米种植面积相对较大，目前伊犁河谷每年的玉米种植面积约 24 万 hm2，

每年的玉米用种量约 9000 吨，相当于 2020 年州直玉米制种产量的 28%。 

4.4. 威胁(T-Threats) 

4.4.1. 周边地州制种产业发展壮大 
目前，新疆具备一定规模的玉米制种基地是昌吉州、伊犁河谷及生产建设兵团。昌吉州以开放性的

经济政策和政府强有力的支持引导力为依托，大力开展招商引资，越来越多的种子企业将制种基地建立

在昌吉州，促使其制种玉米产业迅速发展，成为国家级杂交玉米制种基地和自治区优质农作物种子生产

基地和经营集散地。2008 年昌吉州制种玉米只有 0.584 万 hm2，到 2016 年已增长至 4.051 万 hm2，占全

疆玉米制种面积的 90% [21]。昌吉州玛纳斯县、呼图壁县、昌吉市、奇台县，已初步建成相对集中的玉

米制种带，基本实现了玉米制种全程机械化、标准化、规模化生产，产业化程度高，竞争优势大。 
兵团第 5 师、第 6 师、第 9 师、第 10 师等管理水平和生产、气候条件都较为成熟的地区也吸引了部

分种子公司布点种植。南疆最大的玉米杂交种生产企业新疆天玉种业，2012 年在拜城县成立新疆天玉种

业育种研究院，标志着拜城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迈出了新步伐。 

4.4.2. 制种基地管理不规范 
伊犁河谷种植制种玉米的合作社和种植大户主要以代繁种子为主，只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缺乏投入

基地建设的积极性，导致基础建设相对落后；企业与企业、品种与品种间相互交错穿插，甚至盲目扩大

面积，随意缩小隔离距离，导致制种质量下降；企业和农户制种合同不规范，约束力差，不能确保制种

合同如期履行，个别企业甚至采用恶意或非法竞争手段，扰乱基地生产秩序；大部分企业和农户没有建

立相对稳定的租赁制种基地的关系，各家各户分散经营，导致制种基地落实难、建设难、稳定难、管理

难，难以标准化、规模化发展，地方县市较为明显；近年来虽积极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但部分制种基

地基础设施条件仍很落后，农田水利设施老化失修，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弱，建设资金有限，后续投

入、管理不足，基地的规模化、标准化、机械化、集约化、信息化水平整体不高，种子生产抵抗风险能

力低。 

4.4.3. 制种玉米比较效益降低 
近年来，伊犁河谷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特色种植，如芳香植物、中药材和特色林果等。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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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其他特色作物种植技术的逐步成熟和产业规模的扩大，制种玉米的比较效益较以往低，为了追求土地

效益最大化，部分已开展多年玉米制种的农户转行种植其他作物。 

4.4.4. 种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不高 
在州直种子管理部门登记备案的种子生产销售经营企业，仅 6 家具有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

其中生产经营主要农作物杂交种子的企业仅 4 家，企业规模总体仍然偏小，企业研发投入不足，拥有自

主知识产权和高附加值的品种较少，大部分种子企业还处在代繁生产种子的经营模式，核心竞争力不强，

与昌吉州制种企业规模存在很大差距。州直统计部门数据显示，2020 年州直企业及合作社种植制种玉米

品种(品系) 188 个，涉及饲料玉米、爆裂玉米、甜糯玉米、青贮玉米等，其中新源县元利恒农机农业综合

开发专业合作社种植 150 个，占州直制种玉米面积的 67%，绝大部分为代繁代制。 

5. 发展方向及对策 

5.1. 加强制种基地建设 

以自治区“四个百万亩”制种基地建设为契机，州直县市应进一步完善种业发展中长期规划，谋划

好制种基地建设；整合各类涉农资金，通过加强包括土地平整、土壤改良、农田灌排设施和高效节水设

施建设、田间道路整修、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持体系完善、配套农田输配电设施、加强农业科技服务，

强化建后管护等，建成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机械化、信息化制种基地。同时，通过“企业 + 合作

社 + 农户”模式，引导企业与农户或合作社签订长期协议，鼓励企业加大基地建设投入。 

5.2. 鼓励企业开展自主创新 

通过设立现代种业发展引导资金，积极扶持 1~2 家对伊犁河谷农业生产发挥重大作用的种子企业，

支持企业开展自主创新；积极争取国家种业提升工程项目资金，努力提升制种企业的规模与水平，加快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新品种的培育；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示范引领作用，广泛吸引社会资本和行业团队参

与投资和管理，提高种业科研、产业发展投入水平，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5.3. 提高制种队伍技术水平 

制种队伍技术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着制种质量。一是强化对制种公司技术员人员的培训，不断更新

知识，扩展知识面。通过试验示范和品种展示进一步掌握父母本组合特性，全面了解当地气候对生育进

程、品种特性及花期的影响，及时总结技术经验，降低制种风险，为扩大生产规模做好准备。二是加强

基地工人和种植户技术培训。制定从隔离、选地、播种到田间管理、去杂、去雄、授粉、收获等环节的

详细技术操作规程，并在每一个关键环节加强技术指导、检查，提高种植户质量意识，确保技术措施到

位率，控制质量源头第一关。 

5.4. 规范各方行为，打造基地形象 

制种企业、合作社、种植大户、团场职工，都应该树立诚信理念，利用合同明确各方的责、权、利，

规范各方行为，正确履行职责。制种基地应积极协助制种企业，结合本地自然条件和生产技术水平，按

照玉米种子质量标准体系和“六证”管理办法，制定切合实际的制种生产技术规程，用规程来规范农户

的生产行为，提升种子质量，打造基地形象。 

5.5. 推广制种玉米生产全程机械化 

全程机械化技术推广是制种玉米向规模化、产业化发展的必由之路。一是积极引导制种玉米基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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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土地流转，形成规模化经营以便于机械作业。二是结合制种玉米的种植模式、株行距等特点，鼓励农

机大户或合作社开展农业机械改进，促进农机农艺结合。三是加快国产制种玉米去雄、收获机械的研究

利用，提高作业质量，降低购置成本，缩短资金回收周期，促使机械去雄、机械收获良好推广，降低劳

动力成本。四是加大对农机具购置、改进等的政策扶持力度，促进农机具及时更新换代。五是利用示范

基地开展制种玉米全程机械化技术试验示范，推广适宜于制种玉米农艺要求和种植模式的新机具、新技

术。 

6. 讨论 

玉米制种对基地的选择有严格的要求，制种区域的土壤、灌溉和光热条件是制种产量高低的先决条

件。伊犁河谷制种产业的发展应充分利用独特的自然优势和较好的技术基础，积极解决区域发展不均衡、

劳动力成本和运输费用高、专业技术队伍培育不够、基地建设滞后、制种企业核心竞争力不高等突出问

题。从伊犁河谷制种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大局出发，合理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加强政府投入，强化基础设

施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加大龙头企业培育力度，大力推进制种产业全程机械化，推广高产、优质、高

效集成技术，带动伊犁河谷制种产业向规模化、产业化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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