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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种业企业科技创新分析

徐宣国 1，2 尹春凤 1

（1. 山东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山东  泰安  27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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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解种业企业科技创新发展现状，基于变异系数法、科技创新发展指数、障碍度模型和面板分位数回归

模型，对种业企业科技创新发展水平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种业企业科技创新发展指数在研究时段内

呈现明显上升的态势；2）创新环境和创新投入指标的障碍程度呈现先增加后下降的趋势，创新产出的障碍程度呈

现明显增长的趋势，创新绩效对种业企业科技创新发展的障碍程度呈现波动中下降的趋势；3）农业 R&D 投入、市

场集中度和供应链集中度对种业企业科技创新发展能力各个分位点的影响作用均正向显著，但三大要素回归系数

的变化趋势不同。针对研究结论，最后提出三点对策建议，旨在更好提升种业科技创新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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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status quo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development of 

seed industry enterprises， based on the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metho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development index， obstacle degree model and panel Quantile regression model， the level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development of seed industry enterprise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were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development index of 

seed industry enterprises showed an obvious upward trend in the research period； 2） The degree of 

obstacles to the innovation environment and innovation input indicators showed a trend of first increasing 

and then decreasing， while the degree of obstacles to innovation output showed a significant growth trend.  

The degree of obstacl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seed industry 

enterprises by innovation performance displayed a fluctuating downward trend； 3） The impact of 

agricultural R&D investment， market concentration， and supply chain concentration on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development ability of seed industry enterprises at various quantiles was positively significant， 

but the trend of the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of the three major factors was different.  Based on the research 

findings， thre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to better enhance the level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he seed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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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创

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创新发展战略。《国家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纲要》①中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

一动力，要通过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产业发展。党的

十九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

全局的核心位置，增强企业科技创新动力，不断完

善科技创新体系。种业作为国家战略性和基础性

的核心产业，种业高质量发展是保障粮食安全的根

本［1］。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多

次强调要打好种业翻身仗，重点发挥企业的创新引

领作用。2021 年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

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的《种业振兴行动方案》中强

调要大力推进种业创新攻关，扶持优势种业企业的

发展，建立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培育具有国际竞

争力的种业龙头企业。种业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

力是中国种业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一步。目

前，种业问题已成为农业领域关注的重点问题，种

业科技创新发展对于有效落实种业振兴方案具有

重要意义［2］。那么，目前中国种业企业科技创新发

展水平如何？影响中国种业企业科技创新发展的

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有哪些？识别上述问题对于

提升种业企业科技创新水平，有效落实种业振兴方

案均具有重要意义。

1　文献综述与研究框架

1. 1　种业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发展现状

我国不断加强种业创新体系建设，加大种业提

升项目工程投入，种业发展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但

仍存在种业企业创新能力不强的问题［3］；中国种业

发展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差距，商业化育种体系

尚未有效建立，企业的创新水平有待提高［4］；中国种

业发展较快，但在企业科技创新方面和国际竞争力

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5］；企业是商业化育种体系

的主体，但在发展过程中存在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

不紧，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应用不足的问题［6］；随着种

业企业兼并重组的步伐加快，种业企业不断发展，

但仍存在着种业企业核心竞争力不足，科技创新体

系不健全等问题［7］；种业市场中存在产学研脱节严

重，科技创新水平不高等问题［8］，应建立健全以企业

为主体的农作物种业政策支持体系，提高种业创新

水平，实现国内种子企业良性发展［9］。

1. 2　企业科技创新能力评价研究进展

科技创新能力是衡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方面，目前已较多应用在企业的创新能力评价中。

通过构建创新评价体系并对研究主体进行评价已

成为研究创新能力的基本范式，如刘建明等［10］从创

新环境等角度构建创新能力监测指标体系并对广

东省的创新能力进行评价；常洁等［11］从资源等角度

构建指标体系并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创新绩效进

行评价；潘娟等［12］构建创新绩效指标评价体系并检

验区域科技创新投入绩效；李露［13］构建科技创新指

标评价体系并对科技企业的创新绩效进行评价；徐

维祥等［14］基于重构的农业科技创新指标体系对中

国农业科技创新水平进行测度；王丹等［15］通过构建

国家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指标评价体系对金砖国家

的农业科技创新能力进行评价。

1. 3　企业科技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分析

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不断推进，企业创新

是战略中的关键一环，众多学者对影响企业创新的

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郑明等［16］认为龙头企业的

科技创新水平受政府补助等诸多创新环境要素的

影响；徐伟［17］认为研发人员占比、专利数量等创新

投入和创新产出等要素对制造业企业的创新水平

存在影响；徐金海等［18］认为主营业务利润等创新绩

效指标对涉农上市公司的技术创新效率存在影响。

除此之外，农业流通状况［19］、对外竞争环境［20］、市场

发展条件［21-22］等诸多企业外部因素对企业创新发展

存在显著影响。综上所述，企业科技创新发展水平

是企业内部和企业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基于以上分析，众多学者已经关注到种业企业

科技创新的重要性，这为本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

基础。然而学者们对于种业企业科技创新能力研

究较多侧重于理论分析层面，从实证角度出发研究

种业企业科技创新能力的研究有待进一步完善；同

时在对企业科技创新能力评价的文献回顾中发现，

不同的指标体系侧重对象不同，缺少以种业企业为

主体的科技创新能力评价体系。与此同时，2011 年

4 月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

①2016 年 5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为加快实施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做出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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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意见》，首次明确了种业在国民经济中基础

性、战略性核心产业地位，因此本研究选择 2011 年

为研究起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基于此，本研究

从创新环境、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和创新绩效 4 个维

度构建指标体系，评价种业企业的科技创新发展能

力并识别影响因素，以期为有效提高种业企业的科

技创新能力，发挥种业企业创新引领作用提供对策

和建议。据此，构建以下研究框架（图 1）。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 1　研究方法

2. 1. 1　变异系数法

变异系数法是一种权重赋权方法，该方法不受

指标量纲的影响，结果较为客观，因此本研究选择

该方法对指标体系进行赋权。式（1）和（2）中：CVj

为指标 j的变异系数；wj为指标 j的权重。

CV j = Sj/X̄ j （1）
wj = CV j/∑CV j （2）

2. 1. 2　科技创新指数

科技创新发展指数可以用来反映企业的科技

创新发展水平。参照孙立新等［23］的方法，采用科技

创新指数对种业企业的科技创新水平进行评价。

SEI t = ∑j= 1
n yij,t × wj （3）

式中：SEIt代表种业科技创新发展指数；wj代表第 j
个指标的权重；yij为第 i个上市种业企业第 j个指标

的标准化数值。

2. 1. 3　障碍度模型

障碍度模型能够识别影响种业企业科技创新

发展的主要内部障碍因子，为有效促进种业企业科

技创新发展提供定量参考。

Hj =
Fj × Dj

∑
j= 1

n

( Fj × Dj )
（4）

式中：Hj为指标对种业企业科技创新发展的障碍

度，Fj为因子贡献度，Dj为指标偏离度。

2. 1. 4　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

Koenker［24］提出了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该模

型优化了最小二乘回归估计的弊端，能较为全面揭

示解释变量对目标函数的影响。

QYit
( τ | Xit )= ai + X T

it β ( τ ),( i= 1,2…n;
t= 1,2…T ) （5）

式中：QYit
为种业企业科技创新发展指数的条件分

布函数；ai为常数项；Xit为解释变量矩阵；n为样本

数；T为研究时间；β为不同分位数下的影响系数。

2. 2　数据说明与指标体系

2. 2. 1　数据说明

由于农作物种子是基础性农业生产资料，与国

家粮食安全的紧密性最高，是保障国家粮食的根

本［28］，同时中央经济工作讨论的种子问题较多侧重

于“农作物种子”［9］，因此本研究对象是农作物种业。

2011年国家有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法律法规

促进种业市场逐步统一，有力保障种业企业相关权

图 1　种业企业科技创新发展能力及影响因素研究框架

Fig. 1　Research framework for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development capability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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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从 2012 年起，进入种业现代化发展阶段，不断

推进种业发展取得种业发展取得重大突破。因此选

择 2011—2021 年为样本期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样本企业来源于隆平高科、登海种业等上市种业企

业。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国泰安财经金融研究数据

库（CSMAR）、种业上市企业公开年报数据、《中国

财政年鉴》［25］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6］ 《中国统计年

鉴》［27］、布瑞克农业数据库、各省市统计年鉴。

2. 2. 2　指标体系

根据指标的可获得性等相关指标选取原则，在参

考众多学者指标体系构建的基础之上从创新环境、创

新投入、创新产出和创新绩效 4个角度构建指标评价

体系。其中创新环境反映相关主体在种业企业发展

过程中的支持程度；创新投入反映企业内部对科技创

新的重视程度；创新产出反映研究时段内种业企业的

科技创新成果；创新绩效则代表种业企业发展过程中

科技创新成果的收益情况及推广情况。创新环境、创

新投入、创新产出和创新绩效衡量了种业科技创新发

展的全过程，能较为全面衡量种业企业科技创新发展

水平，因此构建如下指标体系（表 1）。

3　实证结果分析

3. 1　种业企业科技创新发展指数分析

科技创新发展指数是反映企业科技创新发展水

平的重要方面。利用科技创新指数的评价方法对种

业企业科技创新指数进行计算，2011—2021 年科技

创新指数变化趋势如图 2。种业企业科技创新发展

指数整体呈现上升的态势，表明种业企业科技创新

水平在研究时段内得到明显提高，这一定程度上反

映出种业企业对于科技创新发展的重视，不断采取

措施提高科技创新发展水平。其中 2021 年度科技

创新发展增长趋势尤为明显，增长幅度高达 12. 5%，

在研究年份中处于领先的位置。仔细分析原因不难

发现，2021年度国家审议通过了种业振兴行动方案，

该方案聚焦种业发展，并提出了创新攻关、企业扶优

等五大行动，重点扶持优势种业企业的发展，这些措

施为种业企业的科技创新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一定程度上助力了中国种业企业的发展。

表 1　种业企业科技创新发展指标评价体系

Table 1　Evaluation system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development indicators for seed industry enterprises

一级指标

Primary indicator

科技创新发展水平

Development level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二级指标

Secondary indicator

创新环境  E

创新投入  I

创新产出  O

创新绩效  P

三级指标

Third level indicator
政府支持力度  E1

形成产业联盟数  E2

种业企业减免税额  E3

科技创新平台数  E4

研发经费规模  I1
研发人员规模  I2
种业提升工程项目投入  I3
商业化育种体系建设投入  I4
申请植物新品种数  O1

获得植物授权新品种数  O2

申请国家专利数  O3

获得授权专利数  O4

种业销售收入  P1

种业销售利润  P2

公司制种产量  P3

年度推广总面积  P4

单位

Unit
万元

个

万元

个

亿元

人

万元

万元

件

件

件

件

亿元

亿元

万 kg

万 hm2

属性

Attribute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权重

Weight
0. 050

0. 042

0. 043

0. 081

0. 089

0. 094

0. 079

0. 062

0. 071

0. 055

0. 045

0. 041

0. 074

0. 050

0. 088

0. 037

文献

Reference
［16］

［10］

［15］

［29］

［17］

［10］

［12］

［31］

［17］

［10］

［14］

［32］

［18］

［11］

［13］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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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种业企业科技创新发展能力的内部障碍因素

分析

运用障碍度模型识别影响种业企业科技创新

发展能力的障碍因子，二级指标的障碍程度和变化

趋势如图 3。从图中可以看出，创新环境和创新投

入指标的障碍程度呈现先增加后下降的趋势。仔

细分析原因不难发现，国家的多次重大会议上均强

调了要重视种业的发展，同时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

也出台了多种方案为种业企业的创新发展营造良

好的环境，这些因素促使创新环境和创新投入对种

业企业科技创新发展的障碍程度越来越小，也反映

出国家采取的针对性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创

新产出的障碍程度呈现明显增长的趋势，究其原

因，制约中国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的主要“卡点”长期

集中在专利技术等种业创新产出成果方面［3］，核心

种质资源对外依存度较高，有效专利数量较少以及

种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程度低等因素制约种业的

发展，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创新产出水平对种业科技

创新发展的障碍程度较大。创新绩效对种业企业

科技创新发展的障碍程度呈现波动中下降的趋势，

表明创新绩效指标对种业企业科技创新发展的障

碍程度呈现不断减小的趋势。种业企业创新绩效

的提高能进一步保障种业创新的发展，创新绩效水

平的不断提高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企业科技创新

发展水平提高的阻碍。因此，在今后的发展过程

中，除了要继续稳定创新环境、创新投入和创新绩

效之外，还要关注创新产出水平，提高种业创新成

果的落地转化能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减少其对

种业科技创新发展的阻碍。

为了进一步识别影响种业企业科技创新发展

能力的主要障碍因子，利用障碍度模型计算出研究

时段内的平均障碍度，并对障碍因子进行排序，由

于指标因子众多，表 2 仅显示了影响种业企业科技

创新发展的主要障碍因子（障碍程度居于前 5 位的

指标）及障碍度。从表中可以看出，前 5 位的障碍因

子不断发生变化，表明影响中国种业企业科技创新

发展能力的主要障碍因素在不断发生变化。具体来

看，①2011—2013年，影响种业企业科技创新发展的

障碍因子排序依次为 I1（研发经费规模）、O4（获得授

权专利数）、P3（公司制种产量）、E4（科技创新平台

数）、O2（获得植物授权新品种数），表明种业企业科

技创新发展处于起步阶段，研发经费的规模对企业

未来创新发展至关重要，研发经费投入不足对种业

企业科技创新发展能力的障碍程度最高。②2014—
2016 年，影响种业企业科技创新发展的障碍因子排

序依次为 I1（研发经费规模）、E4（种业科技创新平台

数）、O2（获得植物授权新品种数）、P3（公司制种产

量）、I2（研发人员规模），表明这一阶段研发投入不足

以及科技平台数较少仍然是制约种业企业科技创新

发展的主要因素。③2017—2019 年，影响种业企业

科技创新发展的障碍因子排序依次为O2（获得植物

授权新品种数）、I1（研发经费规模）、O4（获得授权专

利数）、E3（种业企业减免税额）、I4（商业化与中体系

建设投入），表明该阶段植物授权新品种数以及研发

经费规模成为制约种业企业科技创新发展的主要因

素，获得植物授权新品种数的障碍程度已超越研发

经费规模，成为制约企业科技创新发展能力的第一

障碍因素。④2020—2021 年，影响种业企业科技创

新发展的障碍因子排序依次为O2（获得植物授权新

品种数）、O4（获得授权专利数）、I4（商业化育种体系

图 2　种业企业科技创新发展指数变化趋势

Fig. 2　Trend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development index 
of various industry enterprises

图 3　种业企业科技创新发展障碍因素变化趋势

Fig.  3 Changing trend of obstacl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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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投入）、E4（科技创新平台数）、I3（种业提升项目

工程投入），表明此阶段创新产出有关指标成为制

约种业企业科技创新发展的主要因素。综合来看，

企业内部研发经费投入不足以及获得植物授权新

品种数较少是制约种业企业科技创新发展的主要

因素。

3. 3　种业企业科技创新发展能力的外部影响因素

分析

种业企业科技创新发展水平不仅受企业内部的

影响，也会受到来自企业外部的诸多影响。面板分

位数回归模型考虑了不同条件下解释变量对目标函

数的影响，回归结果更加稳健，因此本研究选择面板

分位数回归实证检验种业科技创新发展的外部影响

因素及其影响程度。孟美等［33］认为农业 R&D 投入

对企业的创新绩效存在重要影响；李炳军等［34］认为

社会市场经济因素对粮食产业科技创新水平存在

不可忽视的影响；张杰等［35］认为提高产业链供应链

安全水平对于提高科技创新水平具有重要影响。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的结果，选择选择农业 R&D 投

入水平、市场集中度、供应链集中度作为核心解释

变量，重点探究上述因素对种业企业科技创新的影

响，同时为了保证实验结果的准确性，基于众多学

者的研究成果［33-39］，分别选择产业结构状况、对外开

放程度、农业基础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作为控制变

量，从而有效保证实验结果的准确性。具体变量说

明和测算方法如表 3。同时，进一步分析各项指标

对种业企业科技创新发展能力不同分位点的影响

程度，选择 10%、25%、50%、75% 和 90% 五大分位

数点作为面板回归模型的分位数指数点，进一步将

普通 OLS 回归结果和面板分位数回归结果进行对

比分析，具体回归结果如表 4。
具体分析来看，①在农业 R&D 投入水平回归

系数变化方面，农业 R&D 投入对种业企业科技创

新发展能力的各个分位点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且

在 50% 分位点之后回归系数数值呈现上涨的趋势，

表明随着种业企业科技创新发展能力的提高，农业

R&D 投入在种业创新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日益重要。

种业育种研发周期长、涉及主体众多，因此需要多

方有效协同配合，政府及有关部门对农业的科技创

新投入为多主体之间的协同合作创造了良好条件，

故其成为影响种业企业科技创新发展能力的重要

变量。②在市场集中度方面，市场集中度对种业企

业科技创新发展能力的各个分位数点均具有显著

正向影响，且在低分位点回归系数明显高于高分位

点，表明相对于科技创新发展能力较高的企业，市

场集中度对科技创新发展能力较低的企业的正向

促进效果更显著。种业市场中虽有较多的种子企

业，但仍存在一些规模较小且竞争力较弱的种子企

业，因此积极鼓励发展较好的种子企业兼并发展较

弱种子企业，积极打造具有竞争力的种业航母企

业，提高种业市场集中度水平。③在供应链集中度

方面，供应链集中度对种业企业科技创新发展水平

的各个分位数点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影响系数在

25% 分位点时达到最高，此后呈现缓慢下降的趋

势。随着种业企业科技创新发展水平的提高，对于

创新要素的需求日益迫切，传统要素的影响作用受

到一定限制，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供应链集中度等传

统要素的影响作用呈现下降的趋势。④控制变量

方面，产业结构状况在 10% 和 75% 分位数水平下

正向促进作用显著，表明产业结构状况的改善对中

表 2　影响种业企业科技创新发展的主要障碍因子及障碍度

Table 2　Main obstacle factors and degree of obstacle that affect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development of seed 
industry enterprises

排序

Rank

1

2

3

4

5

2011—2013 年

障碍因子

Factors
I1

O4

P3

E4

O2

障碍度/%
Proportion

12. 561

10. 460

8. 194

7. 992

6. 523

2014—2016 年

障碍因子

Factors
I1

E4

O2

P3

I2

障碍度/%
Proportion

11. 421

9. 575

8. 529

7. 416

7. 113

2017—2019 年

障碍因子

Factors
O2

I1

O4

E3

I4

障碍度/%
Proportion

11. 082

9. 427

7. 715

6. 982

6. 654

2020—2021 年

障碍因子

Factors
O2

O4

I4

E4

I3

障碍度/%
Proportion

13. 512

10. 738

9. 025

8. 657

7. 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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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科技创新发展水平企业的正向促进效果显著；对

外开放程度对种业企业科技创新发展水平的各个

分位点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外开放程度水平的

提高为种业市场的竞争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一定程

度上促进国内种业企业科技创新步伐的加快；农业

基础条件对种业企业科技创新水平的正向促进效

果不明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种业企业科技创新

发展水平的各个分位点均具有显著影响。

为了直观对比种业企业科技创新发展能力核

心影响要素回归系数的变化趋势，进一步将面板分

位数回归结果可视化（图 4）。由图 4 可知，农业

R&D 投入变量的回归系数为正值且呈现缓慢上升

的趋势，表明农业 R&D 投入在种业企业科技创新

发展过程中的正向促进作用日益重要。种业科技

创新链条长、涉及创新主体众多，因此需要多方协

同创新发展，而农业 R&D 投入水平的提高能为多

主体协同创新水平的提高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促

进多主体协同创新发展。市场集中度变量的回归

系数为正值且呈现平缓下降的趋势，表明市场集中

度对种业企业科技创新水平的影响逐渐减弱。仔

表 4　种业企业科技创新发展的影响因素 OLS与面板分位数回归结果

Table 4　OLS and panel quantile regression result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影响因素

Factor

lnR&D

lnMAR

lnCHAIN

lnINDU

lnOPEN

lnAGRI

lnGDP

分位数  Quantile

10Q

0. 964***

0. 990***

0. 432***

0. 054***

0. 454***

0. 001

0. 018***

25Q

0. 973***

0. 969***

0. 439***

0. 015

0. 441***

0. 003*

0. 026***

50Q

0. 962***

0. 967***

0. 433***

0. 012

0. 450***

0. 004

0. 028***

75Q

0. 964***

0. 953***

0. 431***

0. 044**

0. 439***

0. 007*

0. 022***

90Q

0. 967***

0. 941***

0. 424***

0. 017

0. 423***

0. 005

0. 027***

普通最小二乘法

OLS

0. 969***

0. 955***

0. 433***

0. 022

0. 440***

0. 006

0. 026***

注：***、**和*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水平下显著。

Note： ***， **， and * indicate significant at the 1%， 5%， and 10% levels， respectively.

表 3　种业科技创新发展水平影响因素选择与说明

Table 3　Selection and explanation of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变量

Variable

被解释变量 Y

核心解释变量

Core variable

控制变量

Control 
variable

影响因素

Factor

科技创新发展水平  
SEI

农业 R&D 投入水平  
R&D

市场集中度

MAR

供应链集中度

CHAIN

产业结构状况  INDU

对外开放程度  OPEN

农业基础条件  AGRI

经济发展水平  GDP

变量测算

Measurement

科技创新发展指数

农业 R&D 经费内部支出

种业企业从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重

前 五 名 供 应 商 采 购 额 占 企 业 采 购 总 额 的

比重

第一产业产值占三大产业产值的比例

通过进出口总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农业机械总动力

地区生产总值

数据来源

Data source

通过科技创新指数公式计算得到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6］

上市企业年度报告、

《中国统计年鉴》［27］

上市企业年度报告

《中国统计年鉴》［27］

《中国统计年鉴》［27］

《中国统计年鉴》［27］

《中国统计年鉴》［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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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分析不难发现，随着市场集中度的不断提高，市

场达到饱和，市场集中度的边际作用不断减弱，一

定程度上造成了市场集中度对种业企业科技创新

水平的影响作用不断减弱。供应链集中度变量的

回归系数为正值且呈现波动中下降的趋势，表明供

应链集中程度对种业企业科技创新水平的影响作

用逐渐减弱。仔细分析不难发现，供给链集中度作

为传统结构变量，在一定范围内供应链集中度的提

高对科技创新水平具有明显促进效果，但随着企业

不断转型升级以及对于创新要素的需求不断增加，

使得该要素对科技创新发展水平的影响减弱。综

合来看，农业 R&D 投入、市场集中度和供应链集中

度均对种业企业科技创新发展能力产生正向显著

影响，但随着企业科技创新发展能力的提高，三者

对科技创新发展能力的影响程度变化不同。

4　结论与相关启示

本研究构建种业企业科技创新指标评价体系，

通过变异系数法、科技创新发展指数、障碍度模型

和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中国种业企业科

技创新发展现状并识别内部障碍因子和外部影响

因素。主要结论如下：①种业企业科技创新发展指

数在研究时段内呈现明显上升的态势；②创新环境

和创新投入指标的障碍程度呈现先增加后下降的

趋势，创新产出的障碍程度呈现明显增长的趋势，

创新绩效对种业企业科技创新发展的障碍程度呈

现波动中下降的趋势；其中企业内部研发经费投入

较少以及获得植物授权新品种数较少是影响种业

企业科技创新发展的主要障碍因子；③农业 R&D
投入、市场集中度和供应链集中度对种业企业科技

创新发展能力的各个分位点的影响作用均正向显

著，但三大要素回归系数的变化趋势不同。

基于上述结论，得到如下启示：第一，强化种业

企业主体地位，扎实推进种业振兴行动。继续发挥

种业企业在种业产业链中的创新引领作用，推动多

主体育种联合攻关，提高创新能力，扶持现代种业

产业园的发展，为种业发展搭建科技创新平台，促

进现代种业企业转型升级。第二，聚焦种业创新产

出水平，促进创新成果落地转化。进一步完善创新

成果激励制度，有序推进创新成果产业化应用，建

立种业创新平台，整合多层次科技创新资金和科研

技术人员优势，填补关键技术空白，以实用性需求

为导向进行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发展。第三，优化种

业市场发展环境，实现创新要素有效流动。建立多

层次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不断优化种业创新环境，

实现创新要素的有效流动和科研要素的有效共享，

提高国内种业自主研发水平，打造具有国际竞争优

势的种业航母企业，助力种业市场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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