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万众瞩目的一号文件，能给股权投资带来哪些机会？ 

清科研究中心 付浩 

2021 年 2 月 21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布《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

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以下简称“中央一号文件”或“一号文件”）。如同

往年一样，2021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依然是与广大农村、农业、农民密切相关的

“三农”主题。 

2021 年“一号文件”内容框架 

 

《关于全面

推进乡村振

兴 加快农业

农村现代化

的意见》 



与以往不同的是，2020 年我国已全面实现脱贫，本次提及乡村振兴时，首次

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之间的衔接关系进行强调，将乡村

振兴设置为扶贫脱贫的进阶目标。此外，一号文件还在字里行间对 2021 年农业

的方方面面给出了发展指导和前景展望，从中我们亦可知悉行业的切身需求，洞

察股权投资可施展身手的空间。 

 

一、种业与转基因农业 

自 2020 年末起，中央数次发文强调种业对于农业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本次一号文件又一次重申了对“打赢种业翻身仗”的决心。在 2018-2020 年国际

贸易环境连续遭遇孤立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冲击之后，中国痛定思痛，梳理受制于

人的科技领域，开始自立自强之路；此时，种业科技与半导体、高端制造等领域

一并成为主政者所关心的“卡脖子”领域。 

种业被誉为农业的“芯片”，近年来中央各部门对于种业的关注程度逐渐上

升。2009 年，“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首次进入中央一号文件，

此后几乎每年的一号文件均含有关于种业科技相关的表述。最近半年，种业发展

在多次会议中被反复提及，种业定位快速上升： 

2020 年 12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解决种子问题作为 2021 年八大任务之

一，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 

2021 年 1 月 27 日，农业部印发《2021 年农业转基因生物监管工作方案》，

监管工作思路转为“保障农业转基因研发应用健康有序发展”。 

2 月 18 日，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发布关于鼓励农业转基因生物原始创新和规

范生物材料转移转让转育的通知。 

2 月 21 日，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发布，正式将种业发展定位为一场“翻

身仗”，种业与转基因农业发展进入快车道。 



 

目前全球种子市场呈现“两超多强”的格局。德国拜耳（2018 年收购孟山

都）、美国科迪华占据全球 top20 种子企业销售总额1的 60%，先正达（中国）、巴

斯夫（德国）、利马格兰（法国）和科沃施（德国）四家企业的销售额占 top20 的

26%，其余企业的市场份额较小。中国在种业领域的发展起步较晚，2017 年中国

化工集团收购瑞士农化和种业巨头先正达，开始冲击种业领域的第一梯队。清科

研究中心统计表明，2019 年全球种业收入前两位仍为拜耳/孟山都和科迪华，先

正达的种业收入仅处于第二集团，领先于巴斯夫和科沃施。 

 

图 1.1 全球农化集团 2019 年种业经营收入2 

 

                                                   
1 ArgoPages 世界农化网 2018 年数据。 
2 利马格兰未公布年报，故数据从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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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号文件 关于种业发展的内容：打好种业翻身仗。农业现代化，种子是基础。加

强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开发利用，加快第三次农作物种质资源、畜禽种质资源调查

收集，加强国家作物、畜禽和海洋渔业生物种质资源库建设。对育种基础性研究以

及重点育种项目给予长期稳定支持。加快实施农业生物育种重大科技项目。深入

实施农作物和畜禽良种联合攻关。实施新一轮畜禽遗传改良计划和现代种业提升

工程。尊重科学、严格监管，有序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加强育种领域知识产

权保护。支持种业龙头企业建立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加快建设南繁硅谷，加强制

种基地和良种繁育体系建设，研究重大品种研发与推广后补助政策，促进育繁推

一体化发展。 



“打好种业翻身仗”首次作为标题写入一号文件，预期转基因作物商业化政

策将稳步推进，转基因种子的推广将使得掌握核心技术的企业充分受益。目前全

球种业市场格局基本稳定，2015 年后杜邦-陶氏、中化-先正达、拜耳-孟山都等业

内巨头的并购整合反映出本行业集中度正在不断提升。 

由于先前对种业发展的关注度不足，且种业技术的研发存在门槛高、周期长、

回报不确定性高的特征，过往数年内国内在种业方面的创业创投氛围不算浓厚。

2018 年贸易摩擦令政府和大众意识到了核心技术被“卡脖子”的风险，进而启发

了新一轮的科技创新领域的投资热潮，种业在其中也逐渐获得重视。未来针对股

权投资市场，种业和转基因农业方面的投资机遇将主要集中于核心科技突破、技

术普及推广和国产替代等方面。并购（Buyout）策略和上市定增策略同样存在可

行空间。 

清科研究中心统计了 2019-2020 年在种业领域发生的股权投资事件，汇集于

表 1.1。 

表 1.1 2018-2020 年种业相关股权投资事件 

项目简称 投资时间 投资轮次 参与机构 投资金额 

垦丰种业 2018-2-12 新三板定增 现代种业发展基金 2 亿元 

塞飞亚 2019-10-1 C 碧桂园创投 2.4 亿元 

枫华种业 2020-6-4 新三板定增 中原联创 2500 万元 

华韵生物 2019-11-7 其他 安徽卓慧投资 未披露 

来源：私募通 2021.3 

 

二、农业机械与设备 

我国农业正处在从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向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变迁过程中。从

2010 年开始至今，我国乡村人口与第一产业从业人数均呈现双双下降的趋势：

乡村人口从 6.71 亿人下降至 2019 年的 5.52 亿人，第一产业从业人数从 2.79 亿

人下降至 1.94 亿人（图 2.1）。数量下降之外，人口结构逐渐老龄化、适龄劳动力

外流也正在使农业劳动人口不断减少。农业劳动力的持续流失已经成为当前正处

在发展调整期的农村社会的常态化现象，农村现居住的人口大多为“老幼妇孺”

或“留守儿童”，农村的农业劳动力显著不足，呈现老龄化的局面。而老龄化必

然导致依靠人工劳动力作业面临难以为继，因此需加快我国农业全面、全程机械



化的步伐，提升我国劳动生产率，以解决我国农业劳动力的短缺和“有地无人种”

的问题。由此可见，智能化农业机械是无人化、规模化农业的必需要素，相关市

场的发展空间巨大。 

 

图 2.1 2010-2019 年中国乡村人口与第一产业从业人口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0 年至今我国农业机械发展基本处于平稳期。无

论是大中型拖拉机、小型拖拉机还是机动脱粒机，十年间年化平均增长率均未超

过 1.5%；图 2.2 也清晰地展示了自 2016 年之后我国农业机械总动力增速开始放

缓。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高端农机1的增长仍然迅猛，2010-2018 年期间全国

联合收割机的保有数年均增长 9.6%。这一差异说明，我国农业机械市场在数量

上已经基本饱和，但在质量提升方面仍有较大空间。集成化、功能全、智能程度

高的农业机械将是本领域的主要增长点。 

                                                   
1 联合收割机是农业机械中结构最为复杂、科技含量较高、制造工艺水平要求较严的产品，是高端农机的

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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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2010-2019 年农业机械总动力变化与联合收割机数量变化 

 

 

目前，我国农机装备水平较弱，信息化、智能化落后，农机功能单一，难以

满足未来大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农机集约化、多功能的采购需求。随着土地流转政

策推进、“土地托管”模式的兴起，我国农业成片化、规模化种植将初显规模。规

模化的农业经营主体不但要农机企业能提供成套装备，满足其“全面、全程机械

化”的作业需求，还要求农机企业提供的农机装备多功能化，提升作业效率。规

模化的农业生产对“精准农业”、农业信息化监控、智能田间管理的作业需求越发

明显，对农机装备的技术升级的需求也十分迫切。 

我国农业现代化经过机械化时代到电子化时代的演进，如今正向信息化、智

能化迈进。在农业 4.0 新时代，将呈现以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

等为支撑的一种全新现代化农业形态。智能化技术、智慧生活已深刻地影响着整

个社会，这当然也包括社会经济的重要基础——农业。在农业领域，智能化技术

正通过各式各样的产品和服务，使得整个农业从生产到消费发生巨大变化。通过

提升农机装备的智能化、数字化水平，从而提高农业生产的全程信息化水平，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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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号文件 关于农业机械的内容：提高农机装备自主研制能力，支持高端智能、丘

陵山区农机装备研发制造，加大购置补贴力度，开展农机作业补贴。强化动物防疫

和农作物病虫害防治体系建设，提升防控能力。 



高劳动生产率和农产品质量，这是我国农机装备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 

 

清科研究中心统计了 2019-2020 年在农业机械领域发生的股权投资事件，汇

集于表 2.1。 

表 2.1 2019-2020 年农业机械相关的股权投资事件 

项目简称 投资时间 投资轮次 参与机构 投资金额 

极飞科技 2020-11-16 D 
百度资本、软银愿

景基金二期等 
12 亿元 

丰疆智能 
2020-5-6 

2020-12-15 

A 

A+ 

腾讯 

大湾区共同家园投

资 

共计约 1.5 亿元 

金凤股份 2019-8-30 B+ 中原联创 数千万元 

极目机器人 2020-12-17 C 致道资本 近千万元 

四季为农 2020-1-18 Pre-A 个人投资者 近千万元 

来源：私募通 2021.3 

 

三、促进农村消费 

近年来消费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做出的贡献越来越大。在国内低端产能溢出

（影响投资）、国外贸易摩擦连续不断（影响净出口）的大环境下，拉动内需成

为保持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基于这一基本判断，诸多主打“新消费”、“新国货”

的创业赛道获得了大量关注和资本的加持。即便如此，当前国内消费领域的创业

依然主要面向城镇消费人口，尤其是一二线主流城市的消费人口。拼多多虽凭借

社交电商和下沉市场策略闯出一片天，但仍未完全填满市场，未来农村消费市场

的探索前景依然广阔。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 年以来我国农村居民的人均

可支配收入与消费指数均呈现平稳增长的趋势；尽管人均消费支出尚不及城镇人

口，但增长过程中的消费潜力还有待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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