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 年湖南省衡南县江口镇小学发生的“黄金大

米”事件。同年，国务院公布了《粮食法（征求意见稿）》，

提出“转基因粮食种子的科研、试验、生产、销售、进出口

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在主

要粮食品种上应用转基因技术”。2015 年，有关媒体曝出

黑龙江省绥化地区存在商业化种植转基因大豆情况，再

度引发我国是否应该赋予转基因粮食作物商业种植合

法化的争论。这迫使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

公室不得一再重申：农业部从未批准任何一种转基因粮

食种子进口到中国境内商业化种植，在国内也没有赋予

转基因粮食作物商业化种植合法化。转基因粮食商业化

种植问题事关中国 13 亿人口的粮食安全。因此，本文在

全面分析世界主要国家转基因粮食作物商业化种植经

验的基础上，提出规范我国转基因粮食作物商业化种植

的相应建议。

一、现阶段我国转基因粮食商业化种植的基本情况

1.我国允许进口转基因粮食作物种类有限。大豆和

玉米是我国政府批准进口用作加工原料的转基因粮食

作物。目前，世界转基因玉米种类有 20 余种，而截至目

前中国允许进口的品种已经扩展为 12 种，并批准了 8

种转基因大豆的进口。进口转基因粮食作物种类的扩

展和数量的增加，虽然在短期内一定程度满足了国内

市场的需求，但是从长期来看无异于“饮鸩止渴”，最

需要注意的是我国大豆市场的“沦陷”。在我国“入世”
农产品过渡期结束后，转基因大豆凭借低价、高质优势，

挤占了我国大豆 70%的市场份额。从近几年海关统计进

口数据来看，未来我国国产大豆市场份额有进一步缩小

趋势。
2.我国进口转基因粮食作物只允许用于饲料加工。

截至目前，我国农业部虽然先后批准了转基因棉花、大
豆、玉米、油菜的进口安全证书。然而，我国并没有赋予

任何转基因粮食作物商业化种植合法化，进口的转基因

玉米、转基因大豆仅限于加工原料，绝对禁止原粮在市

场上流通。其中，我国进口转基因大豆可以加工作饲料

和食用油，进口的 80%转基因玉米用作饲料。事实上，进

口的转基因粮食作物不仅在进口源头要通过严格的审

查和检验，而且其存储、加工、运输等流通环节都要受到

全程监管。
3.我国境内对转基因作物商业种植控制严格。截至

目前，我国尚未批准任何一种转基因粮食种子进口到中

国境内进行商业化种植，在国内也绝对禁止商业化种植

转基因粮食作物。2009 年 11 月，转基因水稻和转基因玉

米获得农业部下属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的安全

证书，这是中国首次为转基因水稻颁发安全证书，也是

全球首次为转基因主粮发放安全证书。这被诸多国内外

媒体解读为标志着我国转基因主粮商业化迈出了实质

性的一步。特别是中央“一号文件”从 2007-2015 年 6 次

涉及转基因农作物问题，都被解读为转基因粮食种植将

可能逐步合法化。事实上，对转基因粮食作物发放安全

证书是对科学家研究转基因技术工作的一种评价与肯

定，并不等同于赋予转基因粮食作物商业化种植的合法

化。并且，从获得安全证书到商业化种植合法化还有漫

长的路要走，只有经过严格的试验，获得生产许可证和

马翠萍

关于我国转基因粮食作物商业化种植问题的思考

内容提要：以棉花和木瓜为代表的转基因经济作物在我国得到广泛商业化种植和推广。然
而，截至目前，我国政府从未批准任何转基因粮食作物在我国境内商业化种植。本文基于转基因
粮食作物种植、加工、贸易、销售整个产业环节分析了其商业化种植对我国粮食安全的潜在风险。
在借鉴欧美、巴西、阿根廷等国商业化种植转基因粮食作物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本文提出：我国应
严格遵守转基因作物的安全审定四步走的审核程序，切实保障转基因粮食封闭运行机制，收紧转
基因粮食进口、加强国产粮食良种开发，预防国外种业集团染指我国粮食种子体系、理性看待转
基因粮食短期效益和优势，逐步做强我国的非转基因粮食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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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许可证审核，才可进行商业化种植和推广。而“中央

一号”文件在强调粮食安全的大前提下，指出要加强农

业转基因生物技术研究、安全管理、科学普及，并有序推

进经济作物的商业化种植，并没有涉及转基因粮食作物

商业化种植问题。

二、我国转基因粮食商业化种植面临的风险

我国转基因粮食作物商业化种植面临的风险，主要

基于转基因粮食作物商业化种植的潜在风险贯穿粮食

种植、加工、贸易、销售等整个环节考虑。
1.种植环节主要体现为种子安全风险和生态环境风

险。由于转基因粮食种子没有繁育能力，一旦农民采用

种植转基因粮食，那么就会在农药和种子等方面依附于

有转基因专利技术的跨国公司，农户对种子和农资的对

外依赖，加大了我国粮食安全风险。特别是近年来，外国

跨国公司逐渐打破以往中国农业外资主要集中在加工

及销售环节的模式，进入中国农业种子研发环节。中国

种子协会统计显示外国跨国公司正在向大田作物延伸。
根据国际种子联盟（2008）的报告，全球转基因种子销

售额占全球商品种子销售额的 1/5 左右，而这些种子

完全控制在孟山都、先正达、杜邦、美国陶氏、拜尔、巴

斯夫六家跨国公司。仅美国的孟山都公司就垄断了全球

70%-100%的转基因种子市场份额。而种植转基因粮食作

物的生态环境风险则是体现在转基因作物不仅可能造

成生物多样性丧失，而且通过改变物种间的竞争关系，

破坏原来完整的食物链，从而打破原有的自然生态平衡

（邵淑毅，2011）。
2.加工环节风险主要体现在市场挤占和高度垄断。

经过十余年经营，国外转基因公司通过资金赞助、合作

研究等各种方式，已完成在中国的转基因布局，外资企

业对我国农产品加工、销售环节控制力度逐渐加大。以

中国大豆产业为例，目前跨国公司控制了我国 70%的大

豆压榨企业、实际压榨能力达到 66%。从我国食用植物油

领域来看，外商独资或中外合资企业已超过国内企业一

半的比重。而转基因技术在粮食生产领域的应用，由于

技术的垄断性将会导致发展中国家更加依赖拥有转基

因技术的工业化国家，一旦转基因粮食作物被允许商业

化种植，将会造成跨国公司垄断全球粮食市场的局面

（BredahI L，1993）。
3.销售环节风险更主要体现在质量认知风险和威胁

我国粮食自给率红线。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开始于

1996 年，但由于技术应用时间过短，不足以检验其安全

性，科学家也表示科学实验也无法肯定食用转基因食品

对人类长期会有什么影响，社会对这项技术的认识还有

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2009 年，美国环境医学科学研究

院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对一些动物的实验表明，长期

食用转基因食品有严重损害健康的风险，这引起世界政

界、商界、学术界、特别是人民大众对转基因食品的争

议。对我国粮食市场价格冲击的影响主要体现国内布

局和国际贸易两个方面。从被国外粮商高度垄断的大

豆市场来看，外资企业进入中国粮食市场采用“渐进

式”布局策略，首先规模进入我国粮食加工环节，继而

逐步染指上游种子、农资市场，控制粮食产品销售市

场，从而完成对整个粮食产业链的垄断，这种布局模式

一旦被复制应用到三大主粮，将严重威胁我国粮食安

全。同时由于转基因粮食在短期内有着显著的价格优

势和产量优势，在不考虑食用安全问题时，转基因粮食

从价格上严重削弱了非转基因粮食的竞争力，伴随

2015 年我国入世农产品关税过渡期的结束，这将势必

导致从国际市场增加粮食进口，而严重威胁我国粮食

95%的自给红线。

三、世界主要国家转基因粮食作物商业化

种植的经验借鉴

2015 年 1 月 28 日，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

织（ISAAA）的报告显示，2014 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

积突破 1.8 亿公顷，种植国家包括 20 个发展中国家和 8

个发达国家，占全球人口的 60%以上。美国、巴西、阿根

廷、印度、加拿大、中国，分别以种植面积 7310 万公顷、
4220 万公顷、2430 万公顷、1160 万公顷、1160 万公顷、
390 万公顷位居前六位。

（一）发达国家的做法

1.美国绝对禁止商业化种植转基因小麦。美国是转

基因搞得最早的国家，2014 年美国转基因大豆、玉米、棉
花等农作物的农田面积约 7310 万公顷，居世界第一位，

但转基因作物主要用于对外出口和国内工业燃料、动物

饲料。虽然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小麦出口国，出口小麦

约占世界的 15%，但至今为止，小麦作为美国重要的主

粮，是禁止商业化种植的。美国之所以没有批准商业化

种植转基因小麦，是因为一方面美国国内民众对转基因

小麦的食用的潜在安全隐患不确定性；另一方面，美国

最主要的小麦出口市场日本、韩国、欧洲等国外市场是

不接受转基因小麦的。2013 年，美国政府披露，首次在俄

勒冈州发现大面积未获批准种植的转基因小麦，美国主

要粮食进口国日本和韩国迅速做出反应，先后宣布暂停

从美国进口小麦。
2.欧盟对转基因粮食种植持谨慎态度，成员国态度

分歧较大。目前欧盟对大部分转基因产品都给了进口

安全审批，但批准时间非常漫长，并且欧盟对转基因阈

值标识要求苛刻，要求必须对转基因成分超过 0.9%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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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予以标明。虽然被批准在欧盟国家上市的转基因作

物较多，但种植的转基因作物种类很少，并且欧盟拒绝

进口转基因小麦。尽管欧盟对转基因作物入市态度相

对明确，但成员国对转基因作物种植态度分歧较大。
2008 年年初，法国宣布暂停种植国内唯一的转基因

玉米，尽管这种转基因玉米品种安全可靠，对健康和

环境不会造成危害。同年，希腊和匈牙利以该转基因

玉米种植可能破坏生态环境为由，禁止国内商业化种

植。2009 年德国、2013 年意大利、法国政府同样以对

环境存在潜在威胁为由，禁止在本国国内种植转基因

玉米。
（二）发展中国家的做法

与发达国家做法背道而驰的是亚洲、非洲、拉丁美

洲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却成为了转基因作物的广泛种植

地和倾销地。
1.巴西转基因粮食种植呈现不可控制状态。自 2003

年 6 月巴西政府批准美国相关生物技术公司研发的转

基因黄豆在巴西栽种以来，转基因作物栽种面积不断

扩大。由于转基因作物在巴西的种植已经不可能被控

制，2008 年巴西国家生物安全委员合法化了两种转基

因玉米种子，2013 年巴西种植转基因大豆、玉米、棉花

等农作物的农田面积已达 4030 万公顷，占到巴西耕地

总面积的 54%，仅次于美国的 7020 万公顷，位居世界第

二位。
2.阿根廷由传统的多样化的农业变成依靠转基因大

豆出口维持的单一性农业。1996 年，阿根廷当局提出把

粮食生产转变为转基因大豆的工业化种植，目前转基因

大豆在阿根廷的种植面积达到 100%。带来的结果是，阿

根廷耕地由于种植转基因作物发生了严重生态污染等

问题，并且由于牧场主改种大豆导致原本发达的畜牧

业，现在竟然要依靠用大豆出口换取进口，原来多样化

的农业被迫变成仅能依赖转基因大豆出口维持的单一

性农业。
转基因粮食商业化种植给两国带来不可逆教训：由

于两国并不掌握转基因技术，导致两国的粮食生产和流

通几乎被美国牢牢把控。

四、我国转基因粮食作物商业化种植的管理建议

1.充分认识转基因粮食作物商业化种植风险，严格
遵守转基因作物安全审定四步走审核程序。要严格遵守

目前转基因作物的安全审定四步走的审核程序，在获得

安全证书，还要对转基因作物进行品种审定，并依次获

得生产许可证、经营许可证，才能允许进入市场。虽然转

基因的技术应用在短期内可能增加作物产量、减少农药

使用率、增加农民的净利润，但是从长期来看，生态安

全、食品质量安全等这些长期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并且

不能在短期内显现的。在全球对转基因小麦实行禁止种

植的情况下，而在中国打开试水这个口子，有很多的不

确定性和风险，特别是在我国对转基因粮食作物技术不

能掌握的情况下，我们绝不能开这个头。
2.严格遵守转基因粮食封闭运行机制，逐步收紧转

基因粮食进口数量和种类。严格禁止原粮在市场上流

通，继续实行转基因粮食作物全封闭运行机制。对进口

转基因粮食要实施严格的审查、检验程序，农业和检验

检疫部门要对进口转基因粮食的储存、运输、加工、销售

全程监控。同时，逐渐收紧转基因粮食进口数量和进口

种类。
3.加强国产粮食良种开发，避免国外种业集团染指

我国粮食种子体系。这就要求我国加快整合种植业资

源，加强国产良种开发。而前提是政策导向要扶持和培

育我国本土农业技术研发龙头企业，建立外资并购农

业的风险预警体系和审查制度。具体可通过以下措施：

第一，鼓励非转基因粮食种子企业兼并重组，通过提高

行业集中度，促进非转基因粮食种子企业规模化；第

二，加强以分子育种为重点的基础研究和生物技术开

发。优先考虑研发和应用“非转基因”的生物技术品种，

加大对中国种子产业基础方面科研经费支持力度，特

别是加大对农业生物技术的研发投入。充分发挥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引导私人资本对参与育种

领域的投资，但同时要注意防范外资进入农业研发领

域对粮食安全的影响。
4.理性看待转基因粮食商业化种植的短期效益，逐

步做强我国非转基因粮食品牌。转基因技术的高度垄断

性，势必会伴随市场垄断地位而坐实，促使最初给予发

展中国家的一些优惠措施消失贻尽。因此，在国内，我国

必须提高这种警惕性，避免阿根廷和巴西的悲剧发生，

提高公众对商业化种植转基因粮食可能存在危害的认

识。在国际上，充分利用非转基因粮食的竞争优势，在稳

固对日本、韩国等国家出口市场的同时，积极拓展欧盟

等反对转基因粮食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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