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2018年中国生物育种市场

深度分析与投资前景预测报告



一、调研说明

　　《2013-2018年中国生物育种市场深度分析与投资前景预测报告》是艾凯咨询集团经过数

月的周密调研，结合国家统计局，行业协会，工商，税务海关等相关数据，由行业内知名专

家撰写而成。报告意于成为从事本行业人士经营及投资提供参考的重要依据。

　　报告主要可分为四大部分，首先，报告对本行业的特征及国内外市场环境进行描述；其

次，是本行业的上下游产业链，市场供需状况及竞争格局从宏观到细致的详尽剖析，接着报

告中列出数家该行业的重点企业，分析相关经营数据；最后，对该行业未来的发展前景，投

资风险给出指导建议。相信该份报告对您把握市场脉搏，知悉竞争对手，进行战略投资具有

重要帮助。

官方网址：   https://www.icandata.com/view/240073.html

报告价格：   纸介版9000元    电子版9000元    纸介版+电子版9200元

订购电话：   400-700-0142  010-80392465

电子邮箱：   sales@icandata.com

联  系  人 ：   刘老师

特别说明：本PDF目录为计算机程序生成，格式美观性可能有欠缺；实际报告排版规则、美观。

https://www.icandata.com/view/240073.html


二、摘要、目录、图表

　　生物育种的定义是培育优良生物的生物学技术。诱变育种是指利用人工诱变的方法获得

生物新品种的育种方法。杂交育种是指利用具有不同基因组成的同种（或不同种）生物个体

进行杂交，获得所需要的表现型类型的育种方法。单倍体育种是利用花药离体培养技术获得

单倍体植株，再诱导其染色体加倍，从而获得所需要的纯系植株的育种方法。多倍体育种是

染色体变异（染色体加倍）。细胞工程育种是指用细胞融合的方法获得杂种细胞，利用细胞

的全能性，用组织培养的方法培育杂种植株的方法。

　　 政府对生物育种行业的扶持力度持续加强，早在2006年，我国就将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

育重大专项列入《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8年7月，国务院批准启动了转基

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专项，并将在2008至2020年间累计投入资金约200亿元;2009年6月，国务

院发布《促进生物产业加快发展的若干政策》将生物育种列入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

划;2010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指出，生物产业的目标之

一是着力培育生物育种产业，积极推广绿色农用生物产品，促进生物农业加快发展;《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未来5年，要加快农业生物育种创新和推广应用

，开发具有重要应用价值和自主知识产权的生物新品种，做大做强现代种业。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对农业科技进行了全面部署，强调把农业科技摆在更加突出

位置并抓好种业科技创新工作，同时指出，要增加种业基础性、公益性研究投入，加强种质

资源收集、保护、鉴定，创新育种理论方法和技术，创制改良育种材料，加快培育一批突破

性新品种。

　　 与此同时，作为传统农业大国，在发展生物育种领域，我国素来具备较丰富的生物资源

和较明显市场优势。据统计，目前我国拥有约26万种生物物种、12800种药用动植物资源及32

万份农业种质资源，是世界生物物种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具有发展生物育种独特的资源优势

。

　　 此外，我国拥有一支庞大的生物技术人才队伍，生物技术水平处于世界前列，生物育种

技术与发达国家水平差距较小，而且我国拥有发展生物产业特别是育种产业的广阔市场空间

。艾凯咨询集团表示，目前我国的杂交育种技术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尤其是杂交水稻技

术早已走出国门。迄今为止，全球已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引进中国的杂交水稻品种，特别是

一些东南亚国家，当地引进中国杂交水稻品种之后，增产效益十分显著。

　　 国务院发布的《生物产业发展规划》提出，2020年生物产业发展成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到2015年，生物农业年工业产值达到3000亿元，推广一批新技术与重大新产品，培育一批

年产值超百亿元的生物农业企业。



　　 艾凯集团发布的《2013-2018年中国生物育种市场深度分析与投资前景预测报告》共七章

，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据，从理论到实践、从宏

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研究分析。本报告是全面了解行业以及对本行业进行投资不可或缺

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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