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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公司转基因种子技术垄断的产业风险 *

———转基因大豆对中国大豆产业冲击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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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种子处于农业的最前端,是农业的命脉。识别跨国公司利用转基因种子技术垄断产业的策略,对
中国建立一个安全的种子产业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分析了跨国公司转基因种子技术垄断的形成,揭示跨国公司

转基因种子技术垄断的策略性行为;以跨国公司转基因大豆冲击中国大豆产业链的全过程为例,实证分析了跨

国公司种子垄断的影响,归纳出跨国公司转基因种子技术垄断的多种产业风险。提出了消除跨国公司转基因种

子技术垄断的风险、重视生物质能源、强调农业和食品的重要性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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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子处于农业的最前端,是农业的命脉。种子

直接决定着农业生产者的权利和利益,关系着消费

者的健康和安全。千百年来,世界各地农业生产者

在长期的生产实践过程中,对原始的、自然存在的种

子小心谨慎地挑选、保留并使其代代相传,维持着人

类的生存和繁衍,形成了各地特有的农业文化和丰

富的饮食文化。
但是,转基因农业生物技术的巨大变革,改变了

种子顺应自然的物种生命进化规律,引起了全球范

围内的广泛争议[1]。转基因种子技术是农业科学家

以物种基因为基础通过对不同物种进行基因重组、
塑造新生物物种。由于所塑造的新生物物种对相邻

生物和人类健康影响就技术研发者自身而言也无法

把握和控制,具有较高风险。从纯技术角度看,转基

因作物主要有两类风险:一是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
另一种是环境释放的生态风险。针对前一种风险,
世界各国通行的做法是对转基因食品加贴“强制”标
签,明确其与众不同的“身份”,保障普通消费者的知

情权。后一种风险则由更专业的机构和人员进行观

察、监测、分析和报告。
目前,全球大面积商业化的转基因种子有:转基

因大豆、转基因玉米、转基因油菜、转基因棉花、转基

因番木瓜。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在中国已经准备就

绪。由于种子本身的属性和种子在农业中的特殊地

位,种子一旦被私人公司垄断并用来服务于自身利

润最大化目的,由此产生的风险,除技术风险外,必
须对其产业风险给予高度重视。基于此,本文分析

了跨国公司转基因种子技术垄断的形成,揭示跨国

公司转基因种子技术垄断的策略性行为,并以跨国

公司转基因大豆冲击中国大豆产业链的全过程实证

分析跨国公司种子垄断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归纳跨

国公司转基因种子技术垄断的多种产业风险,并提

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一、跨国公司实现转基因种子技术
垄断的形成

  熊彼特[2]认为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推动了企业技

术进步。企业技术进步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企业技

术知识溢出。企业为避免技术溢出的外部性,需要

通过组织的内部化[3]将技术知识沉淀为组织的专用

性资产[4],使技术垄断成为跨国公司盈利和发展的

引擎[5]。

1.跨国公司转基因种子技术垄断的形成条件

农业技术垄断成功实现必须适应不同农业技术

特性。遗传育种生物技术研发成本高、风险大、研发

周期长、技术不可分离,是政府资助的公共技术,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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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无法垄断。工艺革新型技术如农业机械、工具、化
肥、农药、农膜等,因为其可复制和模仿,长期技术垄

断不可能。跨国公司要实现技术的私人垄断,必须

具备如下条件:
(1)技术本身可分离程度高。转基因种子来源

于DNA 技 术 进 步。1953年 沃 森 和 克 里 克 发 现

DNA的双螺旋结构。1970年科学家成功地实现将

分离的DNA的一部分插入到另外的DNA。这一

重大技术突破,意味着人类已经成功地控制了物种

生命的秘密。1982年和1983年转基因老鼠(动物)
和转基因烟草(作物)相继问世。转基因技术可分离

程度的提高极大地降低了农业研发成本、缩短了研

发周期,农业科学家可轻易地对种子基因进行分离、
提取、重组并塑造新种子。这使私人技术创新成为

可能。
(2)国家技术创新体制有利于私人自主创新。

长期以来,各国农业技术体制都是政府主导的公共

农业研发体制。但是,两个事实促成了美国公共农

业体制的变革:第一,由于美国长期预算赤字,无力

对农业研发机构实施稳定而持久的公共资助,1993
年以后,政府削减了公共财政支持,由政府主导的农

业研发(R&D)体系开始变革,竞争性的私人农业研

发体系随之确立;第二,作为政府对公共农业技术

R&D投资不足的补偿,美国政府以法律形式授予

私人技术创新专利。这一制度使以盈利为目的的私

人公司如鱼得水,正如约翰·马德来[6]所言,“专利

是跨国公司的血液”。1993年 Monsanto独家获得

转基因作物种子技术专利。为避免农民种子自留,

1998年3月Delta&PineLand与美国农业部联合

获得种子“终结者”技术专利。至此,Monsanto独家

垄断了转基因作物种子技术。
总之,在技术可分离程度提高和技术专利授予

制度的私有化保障下,跨国公司转基因种子技术垄

断成功实现了技术溢出的内部化,保障了私有技术

推广和技术扩散的巨额利润。

2.跨国公司转基因种子技术垄断的实现方式

经济全球化为跨国公司实现转基因种子技术的

巨额利润提供了便利条件。在私人逐利本性的驱使

下,公司加快了对技术研发市场和技术扩散市场的

争夺。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全球范围内的种子公司间

出现了大规模的兼并、收购和重组,因此催生了一些

巨型 公 司,如 种 子 巨 头 Monsanto。Monsanto从

2000年世界排名第2的种子公司跃居为2004年世

界第一,2009年 Monsanto的营业收入更高达119
亿美元,在全球100家增长最快的公司中排名第

41,成为当之无愧的全球最大的种子销售商,也是最

大的转基因种子销售商,其65%~70%的收入来自

种子和种子技术的专利授权,其余来自畅销30多年

的Roundup·除草剂。目前,全球大宗转基因作

物,如转基因大豆、转基因棉花、转基因玉米等的核

心技术和关键技术都是 Monsanto受法律保护的独

家专利技术。该公司长期致力于对本土及欧洲市场

相关种子公司(企业)的兼并和收购(见表1),布局

转基因种子的全球研发、推广和营销网络。
表1 Monsanto在种子领域的主要并购情况

被兼并的公司 种子市场 吞并年代

JacobHartz(US) 大豆 1982

AsgrowAgronomics(US) 大豆 1997

Holden’s/CornStates(US) 玉米 1997

SementesAgroceres(Belgium) 大豆 1997

DeKalb(US) 玉米 1998

CargillInternational(European) 玉米,油菜 1998

PBICambridge(European) 小麦 1998

ChannelBioCorp.(US) 玉米 2004
Fontanelle/Stewart//Trelay/

Stone(US)

玉米、小麦、大豆、

苜蓿、牧草
2005

NC+ Hybrids,Inc.(US) 玉米 2005
SeminisInc.(US) 蔬菜和水果 2005
Diener/Sieben/Kruger/Trisler/

Gold(US)
遗传种子 2006

Delta&PineLand(US) 棉花 2007
DeRuiterSeedsGroup,B.V.(Holland) 杂交蔬菜 2008
SCB(Guatemala) 杂交玉米 2008
AlyParticipacoesLtda.(Brazil) 甘蔗 2008

 资料来源:Monsanto.com.cn.

  二、跨国公司转基因种子垄断的策
略性行为

  转基因种子技术市场一家独大的格局与公司的

策略性行为紧密相关。所谓策略性行为[7]就是某人

(组织、机构)通过影响其他人(组织、机构)对自己会

如何行为的预期,以促使其他人(组织、机构)采用对

自己有利的选择行为。是某人通过限制自己的行为

来限制合作者的选择。从跨国公司在种子市场上已

有的策略性行为实践中,主要有以下几种:

1.种子广告策略

通过种子广告向所有种子使用者传递其种子的

优良性。与其他种子广告不同,Monsanto的独特种

子主要是以“减少农药施用量、增加农民收入”为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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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的“抗病害”转基因种子。这种旨在保护农业生产

者收入的广告所体现的经济效应就是通过“差异化

产品”,实施价格歧视、进而改变市场结构。从全球

日益增加的转基因作物种植农户数量看,这种策略

是成功的。

2.技术推广策略

转基因大豆种子在阿根廷的扩散是最好的例

子。1996年,Monsanto得到阿根廷总统梅内姆向

其颁发的许可证,转基因大豆在阿根廷开始种植。
最初,阿 根 廷 政 府 获 得 的 转 基 因 大 豆 种 子 都 是

Monsanto免费提供的。当种植面积达到相当规模

后,1999年 Monsanto提出收取转基因大豆种子使

用“延期专利费”,大豆生产者不付费则得不到种子,
生产种植无法持续。到2004年底,Monsanto获得

在阿根廷全国独家销售转基因大豆种子的权利,名
正言顺地收取种子“技术补偿基金”。这种技术扩散

从“先期免费推广”到“后期掠夺性收费”的策略,使
转基因大豆种子与种子购买者之间形成了紧密的依

存关系。

3.借用农业开发和粮食援助,向食物短缺国家

扩散技术的策略

对食物短缺国家或地区的农业开发和粮食援

助,往往是基于公平而非效率的考虑,属于一种良

心、责任和道义上的支持,但跨国公司参与其中的结

果是牢牢控制受援国或地区的农业。譬如,20世纪

90年代巴西政府农业信贷收紧后,四大粮商(AB-
CD)以回购农民种植的转基因大豆为条件,向农户

和合作社提供优惠贷款,后来又提供转基因大豆种

子、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的部分贷款,结果四大粮

商几乎牢牢控制了巴西大豆产业。从2005年巴西

政府批准本国种植转基因大豆,到2007年巴西转基

因大豆产量达到6050万吨,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

二大转基因大豆产出国。

4.在技术援助和交流中笼络人才和占有物种资

源的策略

全球农业生物技术交流与合作历史较长,影响

深远。20世纪50-60年代国际农业研究中心在欠

发达地区推广半矮生水稻、小麦、玉米等良种,帮助

发展中国家在40多年里进行了8000多个农作物

良种的公共育种计划。但是,由公共资助的、惠及贫

困地区农民的知识和技术传播共享系统建设成本较

高,进展十分缓慢。现在,许多国际研发推广合作项

目已经转由私人公司完成。这给私人公司掠夺欠发

达国家多样性物种技术资源、笼络研发人才、扩散其

私人技术提供了便利。Monsanto的“国际专利”转
基因大豆中的高产大豆源来自对中国上海附近一种

野生大豆品种的监测和分析,在发现了与控制大豆

高产性状密切相关的基因后,利用该野生品种作为

亲本,与某栽培大豆品种杂交培育而成。与该项转

基因大豆专利相关,Monsanto在中国提出了64项

专利保护申请。其结果意味着中国大豆生产者和育

种专家必须经过允许或者付费才能使用本属于自己

国内的大豆种植及研发。

5.实施欠发达农业体系制度寻租的策略

寻租是典型的资源转移和浪费行为。但是,有
利的制度环境是跨国农业公司成功进入欠发达农业

体系的基石。一旦制度框架确立,根据制度演进的

路径依赖,跨国种子公司的利益就随之确立并得以

强化。跨国农业公司凭借其强大的势力,形成特殊

利益集团,一方面游说本国政府制定世界贸易的游

戏规则,快速推进全球化,将其种子技术扩散到欠发

达农业体系,实施对欠发达农业体系的控制;另一方

面利用一些基金会(协会、或其他组织)直接或间接

地为欠发达农业地区种子研发机构、人才培养部门、
政策咨询和决策机构提供高额的运作经费,“捕获”
欠发达国家的政策部门。

跨国种子公司上述的种种策略性行为本质上是

技术控制权的扩张。但其中的许多策略行为具有极

强的隐蔽性。如转基因种子使用早期的免费分发、
对欠发达农业国家的农业援助和开发中提供转基因

大豆种子(或信贷援助)、以技术交流和合作开发的

目的从事多样性物种资源的占有、通过政策寻租转

让其技术等。这些策略性行为的隐蔽性增加了利益

界定和政策应对的复杂性。

  三、案例———中国大豆产业受冲击
的全过程及效应分析

  中国大豆产业链遭受转基因大豆技术冲击的全

过程,为跨国公司转基因种子技术垄断的策略性行

为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注解。这一过程包括:

1.跨国公司转基因大豆技术专利化及产业化

1994年 Monsanto研制成功抗“农达”(Round-
upReady)大豆(又称转基因大豆)。1995年 Mon-
santo拥有了这项世界上最大的转基因“大豆”专
利,同年,Monsanto的转基因大豆获准在美国大面

积商业化。1996年在阿根廷开始种植。2005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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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政府批准本国种植转基因大豆。1996-2004年,
美国、阿根廷、巴西三国转基因大豆种植面积占世界

大豆种植总面积的比重分别从2.0%、1.7%和

0.0%增至85.0%、98.0%和22.0%。2007年,美
国、巴西、阿根廷三国的产量分别达到7036万吨、

6050万吨和4700万吨,成为转基因大豆的“三大”
生产国。

2.中国大豆产业受跨国公司转基因大豆冲击的

全过程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快速

推进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人们膳食结构不断

升级,对蛋白质含量高的大豆、豆油以及提高肉食产

量的豆粕饲料需求迅猛增长。但中国大豆种植面积

和产量由于种种原因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出现阶段

性的下降。中国对大豆需求的刚性增长与国内大豆

供给数量的巨大缺口,为成熟的转基因大豆技术及

其产品提供了进入中国市场的契机。跨国公司将有

巨大消费能力的中国锁定为转基因大豆的目标市

场。
(1)中国从大豆净出口国转变为净进口国。

1996年中国大豆市场对外开放,跨国公司将国外廉

价的大豆运销到中国。同年,中国大豆进口110.8
万吨,出口19.2万吨,净进口91.6万吨,中国至此

成为大豆净进口国(见表2)。2001年底中国加入

WTO,大豆进口实施3%的单一低关税,大豆进口

量 迅猛增长,国内大豆自给率从2001年的52.3%

表2 1990-2007年中国大豆

进出口量的变化 万吨

年份 出口量 进口量 净出口 年份 出口量 进口量 净出口

1990 91.0 0.1 90.9 1999 20.4 431.9 -411.5

1991 106.5 0.1 106.4 2000 21.1 1041.9-1020.8

1992 84.5 12.1 72.4 2001 24.8 1394.0-1369.2

1993 34.5 9.9 24.6 2002 27.6 1131.5-1103.9

1994 92.7 5.2 87.5 2003 26.7 2074.1-2047.4

1995 42.7 29.4 13.3 2004 33.4 2023.0-1989.6

1996 19.2 110.8 -91.6 2005 39.6 2659.0-2619.4

1997 18.6 287.6 -269.0 2006 37.9 2827.0-2789.1

1998 17.0 319.3 -302.3 2007 45.6 3082.0-3036.4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和《中国商务年

鉴》相关数据整理。

迅速下降到2007年的29.5%。
(2)从净进口国进一步变成转基因大豆的最大

进口国。2002年3月中国农业部《关于转基因农产

品临时措施公告》规定,在2002年12月20日之前

境外公司可凭临时证明继续对华出口转基因产品。
这一期限后来实际延长至2004年4月20日。表2
的数据表明2000年以来中国大豆进口量急剧增长,
且进口来源呈高集中度态势(见表3)。在国际大豆

产业巨头的操控下,中国变成了世界最大的大豆销

售市场。从1996-2004年,跨国公司对中国的大豆

出口占了中国大豆进口的90%以上,其中,“三大”
转基因大豆种植国对中国的大豆出口占中国大豆进

口的99%左右。
表3 1995-2007年中国大豆进口的来源结构

年份 1995 1996 2000 2001 2002 2003 2005 2007
进口量(万吨) 29.4 110.8 1041.9 1393.8 1131.5 2074.0 2659.0 3082.1
美国 14.4 86.0 541.4 572.6 461.9 829.3 1104.8 1157.1
巴西 0.7 5.3 212.0 316.0 390.9 647.0 795.2 1058.3
阿根廷 9.4 11.8 278.4 502.0 277.5 596.4 739.6 827.8
其他 4.9 7.7 10.1 3.2 1.2 1.3 19.4 38.9

进口构成比例(%)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美国 48.98 77.62 51.96 41.08 40.82 39.99 41.55 37.54
巴西 2.38 4.78 20.34 22.67 34.55 31.20 29.91 34.34
阿根廷 31.97 10.65 26.72 36.02 24.52 28.76 27.81 26.86
其他 16.67 6.95 0.97 0.23 0.11 0.06 0.73 1.26

  注:其他国家主要包括乌拉圭、加拿大和俄罗斯;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和《中国商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

  (3)跨国公司转基因大豆国际定价权取代中国

国际大豆市场定价权。伴随跨国公司对国际大豆市

场供给的垄断,一方面通过与国外转基因大豆生产

商签订合同,将中国本土大豆排挤出油脂企业的采

购单;另一方面通过操纵美国芝加哥大豆期货交易

价格,使中国大豆加工企业原料采购价格居高不下。
譬如,2004年美国农业部对外称大豆收成不好(事

后证实当年美国大豆产量创历史纪录),中国当时为

缓和因美对中纺织品限制而日趋紧张的中美经贸关

系,向美国采购150万吨大豆,期货价为4300元人

民币/吨,订单签订一个月后大豆价格跌至3100元

人民币/吨,使中国损失15亿美元。由于中国国内

加工企业国外采购成本剧增,不到一年,中国企业全

面亏损达80亿元以上,一半以上的中小大豆加工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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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处于停产倒闭状态。受此影响,国产“1号黄大

豆”(非 转 基 因 大 豆)价 格 从 2004 年 的 288.5
美元/吨降到238.6美元/吨。至此,跨国公司基本

主导了国际大豆市场的定价权。
(4)中国成为跨国公司转基因大豆加工地。跨

国公司通过操控大豆国际定价权、制定掠夺性价格、
乘机(受上节2004年事件的影响)兼并和收购中国

油脂加工企业,跨国公司控制了中国大豆加工产业

链。中国目前10家大型食用油加工企业中8家是

外资企业,1家为中外合资企业,仅黑龙江九三油脂

集团是国内完全独资并能与跨国公司抗衡的民族大

豆加工企业。WilmarInternational在中国的71家

食品加工厂控制了中国50%的食用油市场。近几

年食用油价格从每桶36元上涨至90元,2008年初

中国 CPI上 升 了 8.7%,其 中 食 用 油 价 格 上 涨

63.4%。这些事实表明,通过转基因大豆油脂加工,
跨国公司的兼并收购行动基本上主导了国际油脂价

格,垄断了中国油脂加工产业链。
(5)中国成为转基因大豆产品的主要消费国。

转基因大豆的产业化,使世界大豆产量从1992年的

11752万吨迅速增加到2006年的22499万吨。同

期,靠种植常规大豆的中国大豆产量从1030万吨

增加到1597万吨,只增加了55%,但大豆消费从

1015万吨快速上升到4685万吨,增长362%。中

国豆油的净进口从10万吨增加到276万吨。中国

大豆进口的99%来自“三大”。而大豆加工产品豆

粕还是饲料工业、畜禽和水产养殖的重要原料。这

样,中国消费者不仅在直接食用转基因大豆,而且通

过动物产品间接地食用转基因大豆。中国已经成为

转基因大豆的主要消费国。

3.跨国公司转基因大豆冲击中国大豆产业的更

广泛的效应

(1)转基因大豆进口引起的直接福利损失巨大。
跨国公司转基因大豆使像中国这样的大豆进口大

国,在大豆国际贸易中承受进口大国效应和高价进

口损失。以2007年为例,该年进口大豆3082万

吨,数量比2006年增加9.02%,但进口的大国效应

使国际大豆价格上升了40.5%,仅大豆价格上涨一

项使中国大豆进口支出增加了33.1亿美元。2007
年相对于2006年豆油的进口量从154.3万吨增加

到282.3万吨,进口量增加了83.0%,但因进口价

格上升,进口支出从8.0亿美元增加到21.5亿美

元,增加了168.4%,进口支出额外增加了6.9亿

美元。
(2)转基因大豆进口降低了粮食自给率,改变了

中国农产品贸易顺差格局。1995-2007年,中国从

“三大”进口转基因大豆的结果是:中国大豆产量从

1350万吨下降到1273万吨,国内大豆自给率从

101%下降为29.5%。由于大豆占中国粮食消费的

较大比例,大豆进口的增加使中国粮食自给率从

1995年的98.5%下降为2007年的95.7%。
大豆贸易逆差的扩大扭转了长期以来我国农产

品贸易顺差格局。如果说1996-2003年,大豆贸易

逆差还只是缩小农产品对外贸易顺差,那么,2004
年以后大豆贸易逆差的持续增长则使得中国农产品

贸易 从 长 期 以 来 的 顺 差 转 变 为 逆 差(见 表4)。

2004-2007年,我国大豆年均贸易逆差为82.65亿

美元,而农产品贸易逆差年均为27.15亿美元。换

句话说,大豆贸易逆差的迅速扩大是推动我国农产

品贸易格局从顺差转为逆差的主要原因。
表4 大豆贸易对我国农产品贸易格局的影响 亿美元

年份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大豆贸易额 8.6 9.5 23.3 28.9 25.6 55.1 71.2 79.5 76.4 116.7
出口 0.6 0.6 0.6 0.8 0.8 0.9 1.4 1.7 1.5 2.0
进口 8.0 8.9 22.7 28.1 24.8 54.2 69.8 77.8 74.9 114.7
大豆贸易差额 -7.4 -8.3 -22.1 -27.3 -24.0 -53.3 -68.4 -76.1 -73.4 -112.7
农业进出口额 221.3 216.3 268.2 279.0 305.8 403.6 514.2 558.3 634.8 781.0
出口 138.1 134.7 156.2 160.7 181.4 214.3 233.9 271.8 314.0 370.1
进口 83.2 81.6 112.0 118.3 124.4 189.3 280.3 286.5 320.8 410.9
农业贸易差额 54.9 53.1 44.2 42.4 57.0 25.0 -46.4 -14.7 -6.8 -40.8
 资料来源:根据《2008中国农产品贸易发展报告》和历年《中国商务年鉴》数据整理。

  四、跨国公司转基因种子技术垄断
的产业风险

  中国大豆产业链遭受转基因大豆冲击的案例表

明:清楚地识别风险类别、把握风险特征、分析风险

产生的原因是化解风险的重要基础。转基因技术至

今仍是一项备受争议的技术,其带来的食品安全风

险和环境释放风险需要几代人来证实。就跨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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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种子技术垄断而言,客观上也存在着由于私

人创新知识的“理性不足”和私人逐利的“欲望无限”
所带来的技术“污染”的产业风险,应该对其给予足

够重视。跨国公司转基因种子技术垄断的产业风险

主要有:

1.控制产业链的风险

种子技术垄断意味着垄断产业链的源头。在第

三节分析中,中国大豆产业链中从大豆品种(“转基

因”为主)到大豆产量(转基因大豆“三大”国)、从大

豆产品加工到加工产品销售(外资油脂加工就地销

售)、从加工副产品(“转基因”豆粕)到依赖副产品的

下游产业链(生猪养殖、分割、包装、就地销售)的发

展,可以说,围绕大豆的整个产业链都与转基因种子

技术及其产品相关。跨国公司转基因种子在跨国粮

商、跨国食品加工商、跨国食品零售商的一致行为目

标下,产业链完全旁落于跨国公司之手,既扰乱了本

地产业布局,也加大了本地产业结构调整的难度。

2.引起价格波动的风险

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实现了资源的有效配置和

消费者福利的最大改善。而以垄断为主的经济体,
能否实现一般均衡,没有得到经济理论的证明。种

子作为农业生产的基本要素,生产者对其需求的价

格弹性较低。但种子供给市场的高垄断,在掠夺性

定价策略下,供给价格居高不下,需求量大于供给

量,推动种子价格上升。由于整个经济的价格体系

的相互影响,迅速导致农产品市场价格波动。被跨

国公司操纵的农产品期货市场价格的异常波动会通

过全球资本市场延伸到产业市场,加剧相关国家实

体经济的不稳定性。

3.不可逆转的潜在技术负效应

跨国农业公司种子技术创新旨在提高产品的异

质化程度,攫取垄断高额利润。服务于私人利益的

技术创新未必不会产生社会的负效应,如果技术被

合法保护,意味着技术的潜在负效应被一并合法化。
如根据“实质等同原则”跨国公司抹煞转基因大豆

的潜在风险,并通过品质、营养特性优化转基因大豆

及其加工品,使消费者最终接受和认可。在“特殊利

益集团”与社会公众“理性忽视”的公共政策决策博

弈中,损害社会利益的私人技术负效应无法受到遏

制。

4.摧毁欠发达国家自主、独立产业体系建立的

风险

跨国种子公司凭借其雄厚的资金、技术、信息和

有效的制度安排建立起强大的“声誉”机制,采取“先
发制人”策略。一旦进入欠发达农业体系,则通过改

变欠发达体系农业经营者的“预期”成功排除“潜在

进入者”,成就一家独大的优势。巴西和阿根廷的事

实表明:对于没有完善的农业体系、本土农业保护能

力弱的欠发达农业体系,在跨国种子公司的各种策

略性行为的作用下,形成对跨国公司转基因大豆种

子的过度依赖,是必然的结果。

5.恶化农业生产者收入,加剧农业生产者贫困

通常,跨国农业公司对欠发达农业体系的进入

会选择附加值大的产业环节,如农资产销、农产品的

加工、收储、物流、销售等,留给当地农业生产者的就

是自然风险大、管理成本高、比较利益低下的种植

(养殖)环节。农业生产者虽然与跨国农业公司处于

同一产业链,但是农业生产者尤其是小规模生产者

面对来自上游环节(农资供应商)和下游环节(农产

品加工和收储商)两股强势集团的挤压,没有讨价还

价的能力。那些为了生计、无法脱离农业的生产者

被迫为种子(苗、畜)支付费用,进一步恶化了农业生

产者的收入,加剧了农业生产者贫困。

6.难以破解行业种子垄断格局的风险

种子市场的结构决定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福

利。决定生产者购买什么和购买多少直接决定了其

未来的收益。生产者的选择行为决定了消费者吃什

么和吃多少的问题。跨国转基因种子公司在全球研

发“抗病害的转基因种子”,一旦大规模地推广或扩

散,造成转基因作物对非转基因作物的替代,加大了

恢复非转基因物种种植的自然成本和政策成本。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总结全文,得出如下几点结论和政策建议:
(1)应该正确对待跨国公司和跨国公司的转基

因种子技术,审慎分析跨国种子公司的策略性行为,
清除认识跨国公司转基因种子技术垄断的各种风

险。转基因种子市场的高度垄断,并且为“减少农药

施用量”的特定种子品种的高度趋同,与自然赋予的

多样性物种资源相悖,也与全球农业顺应自然、尊重

自然规律而形成的丰富的农业文化相悖。借鉴中国

大豆产业遭受跨国公司转基因大豆冲击的事例,避
免大宗作物尤其是粮食作物成为转基因种子技术的

私人控制对象。
(2)生物质能是后金融危机时代发达国家重点

关注的战略领域。尤其是发达国家在化解温室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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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推进环保和绿色发展战略中,可以成为生物质能

的农作物品种是跨国农业种子公司新的兴趣所在。
中国农业正处在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的关键时期。
农业生产大国和农产品消费大国的特点决定了中国

应该进一步完善和健全自己独立的、庞大的种子研

发、生产和销售市场;以及特有的维持13亿人口粮

食和生命健康安全的种子体系;中国必须完善种质

资源的国家产权制度,严格种质资源的研发、使用和

转让制度,避免种质资源的不当流失。
(3)农业和食品的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

分。全球经济一体化使各国农产品市场与其他市场

的联系更加紧密。中国见证了国际大豆炒家散布大

豆减产的虚假消息,引致国内大豆油涨价、以及由大

豆油价格上涨引起的连锁反应;见证了近期游资炒

作杂粮,导致相关市场价格急速上升的情形。自然

灾害导致农业歉收短期内无法回避,但人为的原因

引起的国民恐慌必须通过恰当的政策机制杜绝,以
稳定国民预期、增强国民对本国农业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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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alRisksofTransgenicSeedTechnologyMonopoly
byMultinationalCorporation

———AnEmpiricalAnalysisonImpactofGeneticallyModified
SoybeanonChina’sSoybeanIndustry

DENGJia-qiong
(CollegeofEconomics& Management,SouthChinaAgriculturalUniversity,

Guangzhou,Guangdong,510642)

Abstract Seed,thelifebloodofagriculture,isattheforefrontofagriculturalproduction.Identifying
thestrategythatmultinationalcorporationsadopttomonopolizetheagriculturalindustrythroughtrans-
genicseedtechnologyisofgreatsignificanceforChinatoestablishasystemofsafeseedindustry.This
paperanalyzestheprocessofmonopolizingtransgenicseedtechnologybymultinationalcorporationsand
disclosesthestrategicbehaviorofmultinationalcorporationsinmonopolizingtransgenicseedtechnolo-
gy.BasedonthethewholeprocessoftheimpactoftransgenicsoybeanonChina’ssoybeanindustrial
chain,thispapermakesanempiricalanalysisontheeffectofmultinationalcorporation’sseedmonopoly
andinducesvariousindustrialrisksresultingfrommonopolyoftransgenicseedtechnologybymultina-
tionalcorporations.Finally,thispaperputsforwardsomepolicysuggestionsonhowtoeliminatethe
risksrelatingtomonopolyoftransgenicseedtechnologyandattachimportancetobiomassandsafetyof
foodandagriculture.

Keywords multinationalcorporation;transgenicseedtechnology;monopoly;industrial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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