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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要点： 

第一，我国转基因玉米大豆商业化种植进程加快，2024 年我国

转基因玉米大豆种植进入元年；当前生产试验的转基因玉米和大豆单

产分别比我国非转基因玉米和大豆单产增长 52%、46%。 

第二，按照年化 5%和 8%的渗透率来估算，预计三年后我国玉米

缺口将被填补，将不需要再进口国外玉米；若以产量增加 2100 万吨

为基础，届时需要转基因玉米制种面积达到 28万亩，比 2023年制种

面积增加 300%； 

第三，美国转基因玉米种植渗透率的提高，不但带动转基因种子

的溢价，也带动了相应配套除草剂和化肥的兴起，预计我国也会如此，

未来转基因种子和除草剂及化肥将带来增值； 

第四，根据美国和巴西的转基因玉米渗透率来看，当转基因玉米

渗透率达到一定程度后，为了消化掉单产增长带来的产量飙升，那么

需要新的玉米消费增长点，美国和巴西分别是通过燃料乙醇、出口来

消化产量的增长；不过，对于我国来说，其途径有二：其一，保证玉

米产量的同时，将多余土地转向种植大豆，来降低我国大豆的对外依

赖度；其二，重启我国燃料乙醇政策，同时也可以加快完成 2030 年

前我国碳达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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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转基因技术及在我国的推进 

1.1 转基因定义及分类 

转基因是针对作物单个或多个性状进行遗传改良的分子技术，即将高

产、抗逆、抗病虫等已知功能性状基因，通过现代科技手段转入到目标生

物体中，使受体生物在原有遗传特性基础上增加新的功能特性，获得新的

品种。解决了不同物种间优秀基因不能通过传统杂交方式获得的问题，打

破了物种间的生育壁垒。根据《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农业转基

因生物是指“利用基因工程技术改变基因组构成，用于农业生产或者农产

品加工得动植物、微生物及其产品。 

培育转基因作物相当复杂，首先是提取目标 DNA，然后将目标 DNA 转

嫁到目标植物的 DNA，培育出具有对应性状的转基因作物，具体操作分为

一下六步： 

图 1：转基因作物培育过程 

 

资料来源：FDA、公开资料整理、创元研究院 

根据种植情况来看，目前主要四大转基因作物是大豆、玉米、棉花、

油菜。其中，从转基因性状角度来区分，当前转基因作物可分为抗除草剂

（HT）、抗虫（Bt）以及双抗品种。 

抗除草剂性状（HT）主要是使作物获得耐草甘膦、草铵膦等除草剂的

特性；抗虫性状（Bt）主要是将苏云金杆菌中表达 Bt 性状的基因导入作物

中，使种植作物能生产这种蛋白，当害虫吃到该蛋白时会致其死亡。而在

转基因种植前期主要是以单抗性状为主，后期则更多是双抗性状（以美国

提取目标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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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例）。 

1.2 转基因技术评估体系 

为了保护当地的物种多样性以及生态环境，转基因技术在应用和试验

前期，全球各国均较为谨慎。因此，各国对转基因安全性等审慎制定了相

应的评估体系，以及对应的法案。 

目前，国际上对于转基因安全性的评价基本上分为两种类型：其一是

美国模式——针对产品评估，研究出来的产品，不管是转基因技术还是什

么技术，就是对这个产品进行评估；其二是欧盟模式——对过程评估，只

要是使用转基因技术，都对技术过程进行评估。 

而我国转基因的安全评估是综合两种评估模式，即既有产品评估又有

过程评估，可以说我国转基因技术评估体系既完善又严格。 

此外，我国也具有完善的转基因管理法律体系。因此，我国在转基因

作物商业化进程的前期准备工作基本完毕，随着政策推广，我国转基因玉

米大豆商业化步伐加快。 

图 2：我国农业转基因生物管理法律法规体系 

 

资料来源：农村农业部、公开资料整理、创元研究院 

1.3 我国转基因技术发展的前世今生 

我国转基因商业化按照“非食用—间接食用—食用”的路线图进行，

即首先是发展非食用的经济作物，比如棉花等，其次是饲料和加工原料作

物，最后口粮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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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上世纪 80-90 年代备受棉铃虫影响，在 1988 年我国开始转基因抗

虫棉的研究，并将其列入“863”重大工程项目，从此我国转基因作物技术

快速发展。然而，2010-2016 年我国转基因技术政策性推动停滞，一号文件

对棉花以外的转基因作物研发和监管再未提及，或许与当时的八年玉米临

储有关，我国玉米整体供应量充足。 

图 3：中央一号文件积极推动转基因技术发展 

 

资料来源：农村农业部、国家统计局、创元研究院 

然而，时间大踏步跨入 2019 年，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进程再次北提上

日程，且大踏步向前，个人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驱动： 

1）2019 年初，草地贪夜蛾从我国西南地区进入我国腹地，对玉米产

量造成显著危害；根据统计显示，苗期受害可导致产量损失 10%-25%； 

2）2020 年草地贪夜蛾比 2019 年发生提前，发生面积增加； 

3）临储玉米投放完毕，面对下游的高需求，我国迫切需要通过科学技

术提高产量增长以满足国内需求。 

综上来看，我国需要加快推进转基因玉米大豆的商业化进程，以满足

日益增长的需求，同时降低我国粮食的对外依赖度。那么，未来转基因玉

米的首先推广抗虫为主的转基因性状品种。 



                            玉米专题报告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的声明及说明  6 

图 4：2020 年草地贪夜蛾发生时间 

 

资料来源：中金、创元研究 

1.4 我国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进程 

转基因作物从研发到商业化生产一般需要 10 年及以上的历程，期间最

主要的是获取生物安全证书和品种审定证书。在获取生物安全证书后，才

能将相应转基因性状品种交由制种企业进行生产，然后再经过品种审定

后，获取 生产经营许可证，方可进行种子的生产经营许可。 

目前，我国转基因玉米大豆商业化进程大踏步向前，预计 2024 将是转

基因玉米商业化进程元年。2023 年 12 月 6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

部公告第 732 号公告显示，共有 51 个转基因品种通过国审，分别包括有

裕丰 303D、中科玉 505D、嘉禧 100D、中科玉 505R、京科 968TK 等 37 

个转基因玉米品种，以及脉育 526、脉育 503、中联豆 1505、中联豆 

2825 等 14 个转基因大豆品种。2023 年 12 月 25 日，农村农业部公布 26

家企业获得准基因玉米大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虽然转基因种子仍是再指

定区域进行销售，但“发动机引擎”已启动，预计推进将逐渐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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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转基因技术的商业化流程 

 

资料来源：农村农业部、国家统计局、创元研究院 

图 6：转基因技术的商业化进程 

 

资料来源：农村农业部、国家统计局、创元研究院 

 

二、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情况 

2.1 全球转基因作物概况 

根据 ISAAA 公布，2019 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 1.904 亿公顷，主

要种植作物是大豆（48%）、玉米（32%）、棉花（13.5%）、油菜（5.3%）；

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国家数量达到 29 个。 

2019 年之后，全球的转基因种植面积再次迎来了稳步增加。截至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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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 2.022 亿公顷，同比增加 3.47%，其中大豆达到

9890 万公顷、玉米达到 6620 万公顷。同时，美国依旧是全球最大的转基

因作物种植国，2022 年种植面积达到 7470 万公顷。 

此外，根据数据统计显示，目前全球棉花的转基因渗透率最高，2022

年达到 80.4%，其次大豆 74%，玉米 33%，油菜 24%。 

图 7：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百万公顷  图 8：全球种植转基因作物国家数量/个 

 

 

 

资料来源：ISAAA、Agbioinverstor、创元研究  资料来源：ISAAA、Agbioinverstor、创元研究 

图 9：各国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百万公顷  图 10：不同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占比/% 

 

 

 

资料来源：ISAAA、创元研究  资料来源：ISAAA、创元研究 

 

2.2 美国转基因作物商业化进程 

1）美国转基因商业化进程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始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的国家，1994 年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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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作物——晚熟西红柿获得商业许可，并取得消费者认可。从美国的

转基因作物推进历史来看，上世纪 70-80 年代 DNA 技术被认可，转基因知

识产权法律的不断完善，更极大的推动了技术的进步和研发的投入；同

时，转基因监管法案的建立和完善未转基因技术安全发展保驾护航。因

此，美国在 1996 年进入转基因作物种植时代，开启了转基因作物的大门。 

图 11：美国转基因技术的商业化进程及其监管法案 

 
资料来源：USDA、公开资料整理、创元研究院 

美国转基因商业化种植后，前期大豆棉花转基因种植普及率较快，而

玉米转基因种植普及率较为缓慢，且玉米转基因种植性状多以单性状为主

（HT or Bt）；而 2005 年后，受美国燃料乙醇政策刺激，美国转基因玉米种

植普及率加快，且多以双重性状为主（HT and Bt）。截至 2023 年，美国转

基因大豆种植渗透率达到 95%，转基因玉米种植渗透率 93%，转基因棉花

种植渗透率 97%。 

粗略计算，从美国玉米转基因商业化种植后，1996-2001 年，年化增长

4.3%；在 2002-10 年期间，转基因普及率加速，年化增长为 6.7%，并在

2014 年转基因普及率达到最高 93%。相反，转基因大豆种植普及率可谓是

一骑绝尘，截至 2001 年达到 68%，年化增长 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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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美国转基因作物性状种植占比/%  图 13：美国转基因玉米不同性状种植比例/% 

 

 

 

资料来源：USDA、创元研究  资料来源：USDA、创元研究 

2）美国转基因推进初期影响 

第一，转基因技术前期投入了研发费用，进入商业化后，将会把该费

用转嫁到使用者身上，因此转基因种子的价格比非转基因种子溢价 40%-

50%，间接增加了农户的种植成本。 

第二，虽然前期更多采用抗除草剂和抗虫性状种子，但是在转基因商

业化推行前几年，玉米的单位杀虫剂和除草剂用量并没有出现显著下滑，

这其实也是增加了生产成本。 

与此同时，玉米种植面积和单产的增加抑制了美玉米单位价格，使得

美国转基因玉米种植推广前期，玉米净收益出现连续几年的下滑。 

图 14：巴西一茬玉米种植进度/%  图 15：巴西玉米产量/万吨 

 

 

 

资料来源：USDA、创元研究  资料来源：USDA、创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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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巴西一茬玉米种植进度/%  图 17：美国玉米种植面积/百万英亩 

 

 

 

资料来源：USDA、创元研究  资料来源：USDA、创元研究 

图 18：美玉米单产/蒲式尔/英亩  图 19：美玉米大豆小麦种植净收益/美元/英亩 

 

 

 

资料来源：USDA、创元研究  资料来源：USDA、创元研究 

2.3 巴西转基因商业化进程 

其实，相较于美国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有序、快速推行，巴西转基因

作物的商业化进程显得有些无序和无奈。1995 年巴西颁布了第一部生物安

全法案，但由于与当时的环境法冲突，转基因推进被搁置。1996 年随着阿

根廷开始种植转基因大豆，RS 州也开始种植（未经国家批准），直到 2003

年，RS 州转基因大豆种植渗透率已经达到 80%。随后，新任政府上台后，

颁布第二部《生物安全法》，并废止了与环境法矛盾之处，次年建立转基因

品种审定机构——CTNBio，至此巴西转基因商业化进程可以说正式走上了

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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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巴西转基因作物商业化推进历程 

 

资料来源：CTNBio、公开资料整理、创元研究院 

根据 CTNBio 显示，2022 年巴西大豆转基因渗透率 99%，棉花 99%，玉

米 96%，其中玉米仅用 7 年的时间就走完了美国 13 年的渗透率。同时，巴

西 2008 年推广转基因玉米种植后，单产和种植面积一路抬升，截至 2013

年，单产较 2008 年增加了 50%。 

图 21：巴西玉米转基因种植渗透率/%  图 22：巴西各转基因作物渗透率/% 

 

 

 

资料来源：CTNBio、创元研究  资料来源：CTNBio、创元研究 

此外，从 CTNbio 在巴西批准的转基因产品来看，巴西玉米转基因商业

化进程的道路走了近 10 年；08-14 年的 7 年间转基因推进年化增长

10.8%。 

与美国不同的是，巴西在单产增长打到一定幅度后，种植面积的扩张

使得国内需求无法承接供应，那唯一得出路就是将产量转为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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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巴西玉米种植面积和单产/万公顷&公斤/公顷  图 23：CTNBio 批准的转基因产品 

 

 

 

资料来源：CTNBio、创元研究  资料来源：CTNBio、创元研究 

三、我国转基因玉米大豆商业化进程推演 

众所周知，转基因种植一般需要经历区域试验种植和生产试验种植，

其中区域试验至少连续进行两个生产周期，对品种的丰产性、适应性、抗

逆性和品质等性状进行鉴定；生产试验是在接近大田生产的条件下进行验

证，同时探索配套栽培技术，先后经历过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将进入最后

的品种审定阶段。根据农村农业部公布，2023 年底转基因玉米大豆玉米品

种审定通过 51 个，同时 26 价企业获得转基因玉米大豆生产经营许可，且

可在指定区域内进行生产销售，2024 年将开启我国转基因商业化的大门，

我国进入转基因作物种植元年。 

与此同时，从试点看，转基因玉米、大豆抗虫耐除草剂性状表现突

出，对草地贪夜蛾等鳞翅目害虫的防效在 90%以上，除草防效在 95%以

上；转基因玉米、大豆可增产 5.6%~11.6%。同时，种植转基因玉米和大豆

对生产环境无不良影响，减少了杀虫剂的使用。 

根据农村农业部公告显示，各通过品种审定的转基因玉米大豆详细情

况介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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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我国通过审定的转基因玉米生产试验概况 

 
资料来源：农村农业部、全国农技推广中心、创元研究院 

图 25：我国通过审定的转基因大豆生产试验概况 

 
资料来源：农村农业部、全国农技推广中心、创元研究院 

1）转基因玉米单产 

根据审定品种试验数据显示，东华北早中晚熟转基因玉米品种 30 个，

黄淮海转基因玉米品种 5 个，西南春玉米转基因品种 5 个。适宜在东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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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的转基因玉米品种平均单产 801.33 公斤/亩（折 12.02 吨/公顷），黄淮

海种植的转基因玉米品种平均单产 622.4 公斤/亩（折 9.33 吨/公顷），西南

地区种植的转基因玉米品种平均单产 573.8 公斤/亩（折 8.61 吨/公顷），全

国整体平均单产 665.84 公斤/亩（折 9.99 吨/亩），比非转基因玉米单产增

长 52%，可谓我国转基因玉米“出道即处在巅峰”了； 

预计 2024 年转基因玉米试点种植区域将扩大至黑龙江、辽宁、河北、

山西等地区。 

2）转基因玉米种植面积 

另外，根据农业部数据公布，我国转基因玉米从 2021 年开始试点，

2021-2023 年转基因玉米区域种植面积分别为 200 亩、10 万亩、400 万亩，

2024 年转基因玉米种植面积推广目标预计达到 1000 万亩，渗透率 1.52%； 

然而，从转基因玉米制种种植面积来看，2022-2023 年分别为 6.6 万

亩、6.4 万亩（也有说制种不足 7 万亩），那么 2023 年转基因玉米收获的种

子可以供 2024 年种植 2500-3000 万亩，渗透率为 3.8%，基本上与 1996 年

美玉米转基因玉米开始种植时的普及率一致（故称 2024 年是我国转基因玉

米大豆的元年）； 

综合来看，由于玉米价格跌幅较大，收益大幅缩水，2024 年将有更多

的区域农户种植转基因玉米，预计面积达到 1500-2000 万亩，渗透率将达

到 2.3%-3%。 

3）转基因玉米渗透率推演 

根据上文可知，美国转基因玉米 1996-2001 年每年种植渗透率平均增

加 4.3%，巴西 2008 年-2014 年转基因玉米种植渗透率每年平均增加

10.8%，而我国在转基因玉米商业化种植进程中比较谨慎，但由于技术的成

熟，预计从 2024 年之后转基因玉米商业化种植进程步伐将加快，因此对我

国转基因玉米渗透率进行了两种速度的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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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我国转基因玉米渗透率推演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农村农业部、创元研究 

4）转基因大豆种植 

根据审定品种试验数据显示，转基因大豆的平均单产 194.7 公斤/亩

（折 2.92 吨/公顷），高于当前国内大豆均产 2 吨/公顷，单产增幅提高

46%； 

从转基因大豆种植面积来看，2023 年我国转基因大豆试点面积 10 万

亩，其中繁种 1-2 万亩，转基因大豆种植渗透率为 0.064%，预计 2024 年达

到 60 万亩，转基因大豆种植是渗透率 0.384%，大豆产量可增加 3.68 万

吨； 

若要根据繁种进行推算，预估可供 2024 年种植转基因大豆的面积在

50-100 万亩，基本与市场的预期 60 万亩一致。不过，随着国家政策的推进

和转基因制种面积的扩大，预计转基因大豆的商业化进程大踏步向前。 

四、总结 

第一，我国转基因玉米大豆商业化种植进程加快，当前生产试验的转

基因玉米和大豆单产分别比我国非转基因玉米和大豆单产增长 52%、

46%； 

第二，按照年化 5%和 8%的渗透率来估算，预计三年后我国玉米缺口

将被填补，将不需要再进口国外玉米；若以产量增加 2100 万吨为基础，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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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需要转基因玉米制种面积达到 28 万亩，比 2023 年制种面积增加 300%； 

第三，美国转基因玉米种植渗透率的提高，不但带动转基因种子的溢

价，也带动了相应配套除草剂和化肥的兴起，预计我国也会如此； 

第四，根据美国和巴西的转基因玉米渗透率来看，当转基因玉米渗透

率达到一定程度后，为了消化掉单产增长带来的产量飙升，那么需要新的

玉米消费增长点，美国和巴西分别是通过燃料乙醇、出口来消化产量的增

长；不过，对于我国来说，其途径有二：其一，保证玉米产量的同时，将

多余土地转向种植大豆，来降低我国大豆的对外依赖度；其二，重启我国

燃料乙醇政策，同时也可以加快完成 2030年前我国碳达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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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第二分公司 010-68002268 北京市海淀区蓝靛厂东路 2 号院 2 号楼（金源时代商务中心 2 号楼）7 层 1 单元（A 座）8G（100089） 

上海分公司 021-68409339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松林路 357号 22层 A、B座（200120） 

上海第二分公司 021-61935298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南路 360号 5层 510、512 室（200127） 

广州分公司 020-85279903 广州市天河区华夏路 30号 3404 室（510620） 

深圳分公司 0755-23987651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山社区卓越世纪中心、皇岗商务中心 4号楼 901（518000） 

浙江分公司 0571-88077993 杭州市上城区五星路 198号瑞晶国际商务中心 2404 室（310016） 

大连分公司 0411-84990496 大连市沙河口区会展路 129 号大连国际金融中心 A 座-大连期货大厦 2806号房间（116023） 

重庆分公司 023-88754494 重庆市渝北区新溉大道 101 号中渝香奈公馆 7幢 20-办公 4（401147） 

南京分公司 025-85516106 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 229号 1幢 605-606室（210019） 

山东分公司 0531-88755581 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济南片区草山岭南路 975 号金域万科中心 A座 1001室（250101） 

烟台分公司 0535-2151416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南大街 11号 25A03,25A05号（264001） 

新疆分公司 0991-3741886 新疆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玄武湖路 555 号万达中心 C3308、C3309、C3310（83000） 

南宁分公司 0771-3101686 南宁市青秀区金浦路 22 号名都苑 1号楼 1413 号（530022） 

四川分公司 028-85196103 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 28号 1栋 1单元 33楼 3308号（610041） 

淄博营业部 0533-7985866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房镇镇北京路与华光路交叉口西南角鼎成大厦 25层 2506室（255090） 

日照营业部 0633-5511888 日照市东港区海曲东路南绿舟路东兴业喜来登广场 006幢 02 单元 11层 1106 号（276800） 

郑州营业部 0371-65611863 郑州市未来大道 69 号未来公寓 301、302、303、305、316(450008) 

合肥营业部 0551-63658167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潜山路 888 号百利商务中心 1 号楼 06层 11 室（246300） 

徐州营业部 0516-83109555 徐州市和平路帝都大厦 1#-1-1805(221000) 

南通营业部 0513-89070101 南通市崇川路 58号 5号楼 1802 室(226001) 

常州营业部 0519-89965816 常州市新北区太湖东路常发商业广场 5-2502、5-2503、5-2504、5-2505 部分室（213002） 

无锡营业部 0510-82620193 无锡市梁溪路 51-1501(214000) 

张家港营业部 0512-35006552 张家港市杨舍镇城北路 178 号华芳国际大厦 B1118-19室（215600） 

常熟营业部 0512-52868915 常熟市金沙江路 18 号星海凯尔顿广场 6幢 104(215505) 

吴江营业部 0512-63803977 苏州市吴江区开平路 4088号东太湖商务中心 1幢 108-602(2152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