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基因大豆发展及中国大豆产业对策

钟金传1 　吴文良1 　夏友富2

(1. 中国农业大学 资源与环境学院 , 北京 100094 ; 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中心 , 北京 100029)

收稿日期 : 2005 05 17

基金项目 :“十五”国家科技攻关专项“区域生态农业技术规范与保障体系研究”资助项目 (2002BA516A)

作者简介 : 钟金传 ,博士研究生 ;吴文良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经济生态和生态经济研究。

摘　要 　为探讨中国商业化种植转基因大豆的可行性 ,利用公布的统计数据 ,系统分析了全球大豆主产国转基因

大豆的发展及中国种植转基因大豆可能存在的问题。结果表明 :1) 1996 —2004 年 ,美国、阿根廷和巴西转基因大豆

种植率分别从 2 %、117 %和 0 增至 85 %、98 %和 22 %。2)美国和阿根廷转基因大豆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是种植转

基因大豆可使杂草管理便利化和高效率。3)可能存在问题是 :提高单产和增加利润存在不确定性 ;中国是大豆原

产地并具有独特的消费结构 ,而转基因大豆生物安全和食品安全隐患会对中国大豆产业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生产

转基因大豆缺乏竞争优势。因此建议 :继续禁止在中国商业化种植转基因大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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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 tudy the feasibility of commercialized growing genetically modified s oybean ( GMS) in China ,

s ome iss ues were analyzed systematically by using statis tical data ,which included the development of GMS in the main

countries for s oybean production all over the world , and the problems that might be met when GMS was to be commer2
cially grown in China . The res ults showed that during the p eriod from 1996 to 2004 , the adoption rate of GMS increas ed

from 2 % to 85 % in USA , from 117 % to 98 % in Argentina , and from 0 % to 22 % in Brazil. The main reas ons of the fas t

development of GMS in USA and Argentina were that GMS made the weed control in s oybean production convenient and

with high efficiency. The problems of commercialized growing GMS in China might include that the increas e of s oybean

yield and profits gained in production was unstable ; Soybean is originated from China and there is a unique cons umption

model of s oybean in China ; potential danger of bio2s afety and food s afety of GMS may have great influences on s oybean

industry in China ; and the s oybean industry in China is short of comp etitive advantages in world market . Therefore , it is

propos ed that commercialized growing GMS in China should be prohibited continuous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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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基因大豆 ( genetically modified soybean ,或

biotech soybean) ,简称 GM 大豆 ,是指利用转基因技

术 ,通过基因工程方法导入外源基因所培育的具有

特定性状的大豆品种。1994 05 ,美国孟山都公司培

育的抗草甘膦除草剂转基因大豆 (商品名为

Roundup Ready Ò大豆 ,简称 RR 大豆) 首先获准在

美国商业化种植[1 ] 。

至 2005 年 ,中国仍禁止转基因大豆商业化种

植 ,但引起极大争议。赞成意见认为 ,允许商业化种

植转基因大豆将有助于提高中国大豆产业国际竞争

力[2 ] 。反对意见认为 ,转基因大豆存在生态安全和

食品安全隐患 ,应该禁止商业种植转基因大豆[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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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否种植转基因大豆对中国乃至全球大豆产业

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为了寻求明确答案 ,本文利

用统计数据 ,系统分析全球大豆主产国的转基因大

豆发展进程 ,讨论中国如果种植转基因大豆将可能

出现的问题及中国大豆产业对策。

1 　全球大豆主产国的转基因大豆发展概况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 ,在 2004 年 ,全球大

豆生产列前 6 名的国家依次是美国、巴西、阿根廷、

中国、巴拉圭和印度。

美国是全球最大的转基因大豆生产国 ,种植面

积及其份额列全球第一 (表 1) ,但转基因大豆种植

率低于阿根廷 (表 2) 。在 2004 年 ,美国转基因大豆

种植率达 85 %。阿根廷是全球第二大转基因大豆

生产国 ,转基因大豆种植面积及其份额位居全球第

二 ,但转基因大豆种植率位居全球第一。从 2001 年

起 ,阿根廷转基因大豆种植率就接近 100 %。巴西

政府 2003 年批准转基因大豆的商业化种植 ,即成为

全球第三大转基因大豆生产国 , 2004 年种植率达

22 % ,占全球转基因大豆种植面积 1013 %。

表 2 数据表明 ,美国、阿根廷、巴西和巴拉圭的

转基因大豆种植面积份额之和始终高于 90 % ,是全

球转基因大豆主产国。

表 1 　全球大豆主产国的转基因大豆种植面积及其份额变化

Table 1 　Area and its shares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soybean ( GMS) in the main countries
for soybean production in the world

国家 项目
年 　份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美国
面积/ 107 hm2 014 316 1012 15 1518 2011 22 2317 2515

份额/ % 80 7016 7013 6914 6113 6013 6012 5713 5216

阿根廷
面积/ 107 hm2 011 114 413 614 718 1012 1113 1213 1415

份额/ % 20 2715 2917 2916 3011 3016 3019 2917 30

巴西
面积/ 107 hm2 3 5

份额/ % 712 1013

巴拉圭
面积/ 107 hm2 112

份额/ % 215

4 国合计
面积/ 107 hm2 015 5 1415 2114 2316 3013 3313 39 4612

份额/ % 100 9811 100 99 9114 9019 9111 9412 9514

注 :本表数据根据 Clive James[4 11 ]整理。

表 2 　全球大豆主产国的转基因大豆种植率变化

Table 2 　Evolution of adoption rate of GM soybean in the main countries of soybean production in the world %

国家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美国①　 210 1710 4410 5610 5410 6810 7510 8110 8510

阿根廷② 117 2119 6118 9010 9010 9810 9910 9910 9810

巴西②　 1612 2210

巴拉圭② 6010

全球②　 018 716 2014 3010 3419 4312 4612 4919 5216

注 :转基因大豆种植率 = 转基因大豆种植面积/ 大豆种植面积×100 %

数据来源 : ①1996 年的数据是根据当年全球和美国的转基因大豆种植面积估算 ,其余数据均来自 Ford Runge 等 [12 ]和美国农

业部 (USDA) [13 ]。②根据 Clive James [4 11 ]和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数据 (www1fao1org)计算整理。

　　据统计 ,商业化种植的品种基本是抗除草剂转

基因大豆[11 ] 。其中 ,以孟山都公司的 RR 大豆为

主 , RR 大豆份额除在 1997 年仅约为 67 % ,其他年

份均在 91 %～100 %[1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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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全球大豆主产国的转基因大豆迅速发展

的背景

211 　Roundup Ready Ò大豆种植系统

Roundup Ready Ò大豆种植系统 ,简称 RR 大豆

种植系统 ,是由孟山都公司的 Roundup Ò牌除草剂

(简称 R 除草剂)和 Roundup Ready Ò大豆等系列产

品以及相配套的耕作措施所组成。R 除草剂是一种

广谱类除草剂 ,清除杂草致死率高 ,残留率和复发率

低。孟山都公司称 R 除草剂安全性很高。在 RR 大

豆出现之前 ,为了避免损伤大豆植株 ,R 除草剂只能

在大豆种植之前使用。RR 大豆是应用 Ti 质粒介

导转移 DNA ( TV2DNA) 技术 ,将矮牵牛 Ti 质粒

(CaMv)中 35 s 启动子控制 EPSPS 基因导入高产大

豆品种 A5403 中 ,进而育成的具有抗草甘膦除草剂

特性的转基因大豆品种 GTS 40 - 3 - 2[15 16 ] 。

212 　Roundup Ready Ò大豆种植系统促进了转基

因大豆种植面积扩大

RR 大豆种植系统具有许多优点 ,适应美国和

阿根廷等国的生态、经济和社会环境。

1)增强了杂草管理灵活性和便利性 ,提高了杂

草管理效率。RR 大豆的抗除草剂特性使农民可以

在 RR 大豆种植之前和生长期间根据需要随时喷洒

R 除草剂 ,就可以清除田间所有的杂草 ,且无需进入

田间耕作。RR 大豆种植系统的应用 ,提高了杂草

管理效率[11 ,17 ] 。

2)降低了生产成本 ,提高了利润水平。RR 大

豆推广应用 ,在美国引发了一场“除草剂价格战”,除

草剂成本和种子成本的“理论费用”每 hm2 平均下

降了 19121 美元[18 ] 。RR 大豆免耕系统与非转基因

大豆常规耕作系统相比较 ,每 hm2 单产高约 175

kg ,生产成本低 1141 美元 ,利润高 37168 美元[19 ] 。

213 　相关公司不遗余力地推动转基因作物生产和

消费

从 1996 —2004 年 ,全球转基因作物种子市场的

估计市场价值从 1148 亿美元增长至 47 亿美元 ,增

长约 31 倍 ,累计市场价值高达 240 亿美元[9 11 ] 。转

基因作物的巨大市场价值引发生物技术公司的转基

因作物研究、开发、营销和推广 ,促进了全球转基因

作物生产和消费 ,相关公司也从中获得了丰厚利润。

美国孟山都是全球领先的转基因作物种子研发商 ,

也是一家上市公司。最新公布的报告表明 ,在 2005

年财政年度的第二季度 ,公司净销售额 19109 亿美

元 ,同比增长 27 % ;净收入 3173 亿美元 ,同比增长

142 %。报告指出 ,净销售额和净收入的快速增长主

要来源于转基因作物种子及配套的除草剂等[20 ] 。

促进转基因大豆种植面积不断扩大的原因还包

括 :1)生物技术公司收购了主要的种子公司 ,能够获

得的最受欢迎的种子都是转基因品种。2)“锁定效

应”存在。缺乏优质的非转基因品种、非转基因作物

被转基因作物污染风险和不能进入具有额外加价的

非转基因市场 ,造成农民不容易减少或停止种植转

基因作物 ,而拥有转基因作物专利权公司对转基因

作物专利权侵犯的指控 ,可能促使农民增加种植转

基因作物面积[21 ] 。

总体来看 ,导致转基因大豆种植面积持续扩大

的主要原因是转基因大豆带来杂草管理便利化和高

效率 ,以及由此带来生产成本下降、产量提高和潜在

利润增加。

3 　中国商业化种植转基因大豆可能产生的

问题

311 　转基因大豆提高中国大豆产业国际竞争力存

在不确定性

1)转基因大豆能否提高单产存在不确定性。

中国大豆单产低于美国、巴西、阿根廷和全球平

均水平。有学者建议允许中国商业化种植转基因大

豆 ,以提高中国大豆单产和大豆质量[2 ] 。

但是 ,1999 年和 2000 年 ,美国进行多次 RR 大

豆和常规大豆的比较试验表明 ,在大多数情况下 ,

RR 大豆的产量较非转基因品种低 5 %～10 %[21 ] ;

转基因大豆种植率与单产的相关系数仅为 - 0102 ,

且单产标准差达 148 kg/ hm2 ,呈现较大波动 (表 3) 。

这表明 ,转基因大豆种植率与大豆单产之间并不存

在显著正相关。

美国和阿根廷从 1996 年开始种植转基因大豆 ,

转基因大豆种植率高 (表 2) 。巴西在 2003 年以后

才允许商业化种植转基因大豆。巴西大豆平均单产

略低于美国 4106 kg/ hm2 ,比阿根廷略高出 3128 kg/

hm2 (表 4) 。巴西与阿根廷两国相邻 ,资源环境条件

以及经济和社会环境相似。巴西大豆平均单产高于

阿根廷 ,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转基因大豆种植率与

大豆单产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正相关关系。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前文分析表明了种植 RR

大豆主要目的是抗草甘膦除草剂 ,而不是为了提高

单产和增加油量 ;而影响中国大豆单产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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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缺乏良种 ,也就是说 ,不种植 RR 大豆 ,只要重视

科技进步和实行良种化种植和良法管理 ,中国大豆

单产也会明显提高[23 ] 。

表 3 　美国大豆单产和品质与转基因大豆种植率的相关性

Table 3 　Correlation between adoption rate of GMS and
the yield and quality of soybean in USA

项 　目
单产①/

(kg·hm - 2)

蛋白质

含量①②/ %

含油

率①②/ %

转基因

大豆种植

率③/ %

1996 年 2 825 35157 17190 2

2004 年 2 824 35106 18161 85

1996 —2004

年平均
2 558 35135 18171

标准差 148 0161 0142

相关系数 - 0102 0103 0162

　　注 : ①含水率 13 %。数据来源 : ②布鲁姆等[22 ]。③美国农业部

(USDA) [13 ]。

表 4 　巴西与美国和阿根廷大豆单产比较

Table 4 　Comparison of soybean yield between
Brazil and USA and Argentina

项 　目
巴西大豆单产/

(kg·hm - 2)

与美国

比/ %

与阿根

廷比/ %

1996 年 2 250 - 10197 6188

2003 年 2 790 24111 - 0147

1996 —2003

年平均
2 449 - 4106 3128

标准差 195 12155 12163

　　注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 (www1fao1org)数据计算整理。

2)转基因大豆降低成本和提高利润存在不确

定性。

全球转基因大豆种子及其配套产品的市场是一

个高度垄断市场。RR 大豆在全球许多国家和地区

申请了专利。理论上 ,任何一个转基因大豆种植者

均需支付专利费 ,并同时购买与之相配套的专用除

草剂等产品。对于一个垄断市场 ,专利费用通常是

不廉价的。

转基因大豆与非转基因大豆相比 ,每 hm2 转基

因大豆种子成本为 89161 美元 ,高 49199 美元 ;转基

因大豆专用除草剂及喷洒作业的成本为 92116 美

元 ,高 8162 美元 ;如果转基因大豆采用免耕栽培管

理技术 ,转基因大豆将节省田间作业成本 6012 美

元 ;播种和肥料成本两者均为 59128 美元。转基因

大豆综合成本为 241105 美元 ,比非转基因大豆低

1141 美元[19 ] 。仔细分析发现 ,下降的那部分成本

是因为田间作业成本减少了 6012 美元 ,补偿了大豆

种子及专用除草剂增加的 58161 美元成本。

从整体来看 ,在不考虑杂草管理便利高情况 ,转

基因大豆种植率的高低不显著影响农场净收入水

平 ;采用免耕栽培技术的农户倾向于使用抗除草剂

转基因大豆 ,但反之不亦然 ;转基因大豆种植率与农

场规模之间的关系并不密切[24 ] 。

在 2004 年 ,全球转基因大豆种植率已经高达

5216 % ,全球大豆 4 大主产国中仅中国未种植转基

因大豆。如果中国种植 RR 大豆 ,将迅速增加对 RR

大豆种子及其配套产品的需求 ,将加剧市场的垄断

局面 ,大幅度提高转基因大豆生产成本 ,这对中国大

豆产业发展不利。

312 　转基因大豆存在生态安全隐患

转基因生物对生态环境安全性核心问题是转基

因植物释放到田间后 ,是否会打破生态系统中的原

有生物种群之间原有的生态平衡关系值得高度

关注。

1)转基因作物或可能成为“超级杂草”,对生物

多样性造成威胁[25 ] 。

2)基因可能逃逸 ,可能污染野生品种 ,影响生态

多样性。

中国是大豆的起源地 ,野生大豆资源在全国各

地均有分布[26 ] 。“外源基因很容易逃逸到野生大豆

中。转基因一旦逃逸 ,野生大豆种群将受到影响 ,会

导致野生大豆等位基因丢失 ,造成遗传多样性的丧

失 ⋯⋯会严重威胁粮食安全。美国也不在棉花品种

资源集中地释放转基因棉花。”[27 ]转基因大豆生态

环境安全风险评估是基于北美地区[1 ,15 ] ,而北美不

是大豆源产地 ,很少或没有大豆野生种。对于我国

大豆源产地存在的风险 ,需要有针对性的充分有效

的评估。

墨西哥是玉米原产地 ,早在 1998 年就禁止商业

化种植转基因玉米 ,但允许转基因玉米进口。研究

发现 ,在墨西哥奥克斯喀地区转基因玉米对传统玉

米地方种的污染率高达 35 %[28 ] 。

与墨西哥相似 ,中国禁止转基因大豆商业化种

植 ,但每年进口了大量的转基因大豆。“墨西哥玉米

事件”[28 ]给我国敲响了警钟 ,如果进口转基因大豆

一旦污染了我国野生大豆基因资源 ,后果不堪设想。

313 　转基因食品安全存在隐患

1) RR 大豆发现了不明基因片段[1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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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检测转基因食品安全性存在漏洞。转基因食

品是以转基因生物为直接食品或为原料加工生产的

食品。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评价采用的是经济合作

和发展组织 (OECD) 1993 年提出的实质等同性原

则 ,这只说明新食品与非转基因品种在有益健康方

面可能是相似的[29 31 ] 。但是 ,实质等同性的概念比

较模糊 ,存在一定的局限性[32 ] ;作为转基因食品安

全测试的评判标准还存在一些严重问题[16 ] 。

实际上 ,尽管国际社会对转基因技术和产品开

发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但转基因技术仍在发展过程

中 ,还不成熟 ,1996 年才进行商业化生产和消费 ,出

现的时间较短 ,其对生物安全的影响可能在 20 年甚

至更长的时间才能作出科学的判断。特别是由于投

入太少及起步时间很短 ,目前国际上对评估 GMO

技术和产品是否安全的生物安全技术和设备及防范

技术非常落后 ,风险评估的标准和方法仍缺乏科学

性 ,现有知识不足以评估其利益与风险 ,特别无法预

测其可能造成的长期后果。至今很多对 GMO 释放

风险的根据都是由生物公司自己做的实验 ,未必很

客观、公正。

314 　中国生产转基因大豆不具有竞争优势

1)中国大豆产业具有独特的资源环境。中国土

地资源不足 ,生产规模小 ,生产集约化程度低 ,资本

不足 ,但劳动力资源丰富 ,劳动力成本较低 ,而且具

有 5 000 余年的栽培历史和熟练的栽培管理技术 ,

保持着精耕细作优良传统。中国资源环境特点表

明 ,即使采购转基因大豆种子及其配套产品的成本

与其他大豆主产国相同 ,但中国生产转基因大豆的

成本仍将高于其他主产国 ,而不具有国际竞争力。

2)中国已经进口了大量的转基因大豆。根据各

大豆主产国的转基因大豆种植率 ,可以估算中国进

口转基因大豆的最低数量和最低份额。在 2004 年

进口转基因大豆的最低数量是 1 520 万 t ,占总进口

量的最低比例是 7511 % ,占大豆产量的最低比例是

8516 %(表 5) 。事实上 ,中国从美国和阿根廷进口

的大豆基本都是转基因大豆。如果中国生产转基因

大豆 ,将面临进口转基因大豆的巨大竞争压力。

表 5 　我国历年进口转基因大豆最低数量及最低份额

Table 5 　The lowest amount and the lowest share of GMS import in China in past years

项 　目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进口量①/ 万 t 111 289 320 432 1 042 1 394 1 132 2 074 2 023

进口转基因大豆最低数量②/ 万 t 2 40 101 223 542 882 621 1 409 1 520

进口转基因大豆最低比例/ % 117 1319 3116 5116 5210 6312 5418 6719 7511

大豆产量③/ 万 t 1 323 1 474 1 515 1 425 1 541 1 541 1 651 1 650 1 775

占产量的最低比例/ % 011 217 617 1517 3512 5712 3716 8514 8516

　　　注 :数据来源 ①中国海关年鉴 (1996 —2004) 。②根据 Clive James[4 11 ]计算。③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 (www1fao1org) 。

　　3)中国具有独特的大豆消费习惯和悠久的大豆

消费文化。大豆作为蛋白质利用 ,全球存在 3 种消

费模式 :第一是直接食用 ,第二是直接食用与豆粕饲

用并重 ,第三是豆粕饲为主[33 ] 。美国、巴西和阿根

廷等国大豆的传统消费模式是以豆粕饲用为主 ,

90 %以上的大豆是经压榨加工后再消费 (图 1) 。

我国大豆直接食用在大豆消费结构中占很高份

额。1996 年之前 ,直接食用份额超过 40 % ,1996 年

以后虽然有下降 ,还仍然超过 10 % ,而美国、巴西和

阿根廷等国直接食用份额均不超过 10 %。

中国大豆的品质特点是蛋白质含量高 ,脂肪含

量低 ,尤其适合直接食用。美国、阿根廷和巴西大豆

蛋白质含量较低 ,脂肪含量较高 ,适合压榨后间接消

图 1 　全球大豆主产国大豆消费结构变化
Fig. 1 　Evolution of soybean consumption structure in the

main countries for soybean production in the world

数据来源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 (www1fao1org)数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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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转基因大豆的推荐用途为用于饲料 ,或分离蛋

白、膳食纤维和豆油[1 ,15 ] ,这是豆粕饲用模式。

我国素有直接食用大豆补充营养的习惯 ,特别

是农村地区 ,大豆是食用蛋白的重要来源。几千年

来一直用大豆生产豆芽、制作豆腐、腐乳等各种传统

大豆制品 ,大豆传统豆制品至少包括 9 个系列、108

个品种。大豆及大豆制品是我国传统食物 ,在人民

膳食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 ,在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

过程中起到极其重要作用。由于转基因大豆食品存

在安全隐患 ,如果中国也种植转基因大豆 ,中国的大

豆消费者将不得不直接食用转基因大豆 ,中国悠久

的大豆消费文化将受到重大影响。

4)消费者不欢迎转基因食品。在非转基因食品

与转基因食品之间 ,只有当转基因食品的价格平均

低 28155 %时 ,消费者才愿意购买转基因食品[34 ] 。

在转基因豆油与非转基因豆油之间 ,网民选择购买

转基因豆油比例为 5 % ,非转基因豆油的比例占

83 % ,两者都可以的比例为 12 %[35 ] 。当转基因食

品加贴标签后 ,美国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下降 ,在平均

情况下 ,美国消费者愿意支付高 17 %～21 %价格去

购买非转基因食品[36 ] 。

4 　中国大豆产业对策

411 　严格执行规章制度 ,加强进口转基因大豆监督

管理 ,保障转基因大豆食品安全

为加强转基因生物管理 ,根据国际惯例 ,中国制

定了相应的规章制度。2001 05 23 ,国务院发布了

《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2002 01 05 ,农

业部发布了《农业转基因生物进口安全管理办法》、

《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和《农业转基

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于当年 03 20起开始执行。

“三个办法”要求大豆种子、大豆、大豆粉、大豆油和

豆粕强制性加贴转基因标识。同年 04 08 ,卫生部

发布了《转基因食品卫生管理办法》,于当年 07 01

起施行。“办法”要求 ,食品产品中 (包括原料及其加

工的食品)含有基因修饰有机体或/ 和表达产物的 ,

要标注“转基因 ××食品”或“以转基因 ××食品为

原料”。

虽然对转基因食品制定了严格法规 ,但在实际

执行中仍存在很大偏差。很少企业对其转基因大豆

食品依法进行标识[3 ,34 ] 。直至 2003 08全国开展了

一次针对转基因食品标签的检查活动以后 ,含有转

基因大豆成分的食用油标签上才加上“本产品的加

工原料中有含有转基因成分的大豆”这样的标

注[34 ] 。根据我国国情 ,转基因大豆食品安全的监督

和管理尤其重要。应该严格执行转基因生物规章制

度 ,同时 ,建立进口转基因大豆可溯性机制 ,加强对

进口转基因大豆运输、加工和销售的监督和管理 ,确

保转基因大豆食品安全 ,防止转基因大豆污染非转

基因大豆。

412 　对进口转基因大豆征收大豆种质资源保护税 ,

积极发展非转基因大豆生产 ,尤其是有机大豆

和绿色大豆

从国际市场前景看 ,非转基因大豆尤其是有机

大豆和绿色大豆有很大的发展前景。鉴于进口转基

因大豆已经影响了中国非转基因大豆生产、研究、消

费和保护 ,影响了非转基因大豆主产区的农业、农村

经济和农民生活[37 ] ,为了促进非转基因大豆持续发

展和中国大豆产业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 ,建议 :加强

非转基因大豆宣传和推广 ,引导消费者理性消费 ;学

习其他贸易大国“大豆销售抽费”办法[38 ] ,对进口转

基因大豆征收适当费用 ,可称为大豆种质资源保护

税 ,同时筹集资金 ,设立中国大豆产业发展基金 ,用

于促进非转基因大豆发展。

413 　加强转基因大豆的自主研究和利用 ,探索中国

特色的转基因大豆发展方向

综上所述 ,基于中国生态、经济和社会环境特

点 ,无论是从全球还是从中国角度 ,从科学角度还是

从经济和社会角度 ,为了促进全球和中国非转基因

大豆发展 ,提高中国大豆产业国际竞争力 ,应该暂时

禁止在中国商业化种植转基因大豆。

转基因大豆技术作为一项先进的科学技术 ,我

们不应排斥 ,也不应放弃。中国的资源条件、经济和

社会环境特点决定了中国需要发展适合中国国情的

转基因大豆[39 ] 。在转基因大豆的研究和利用上 ,应

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方向 ,应侧重于发展提高品

质和单产的转基因大豆。目前 ,中国正在加快转基

因大豆研究步伐[40 42 ] 。中国在转基因大豆检测方

法、样品抽测等方面已经开展了相关研究 ,并取得了

较大进展[43 4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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