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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业生物技术发展形势



（一）世界农业呈现新的发展趋势
科技对产业的影响更加突出

1 科技型高产农业

2 集约化高效农业

3 智能型低碳农业

4 工厂化基因农业

5 生物质能源农业

6 都市型生态农业



（二）世界科技前沿发展迅猛 

农业生物技术孕育新突破

 基础：暗能量、暗物质、超导 ⋯

 能源：可再生能源（太阳、风、水、潮汐）

页岩气、页岩油、聚变 ⋯

 信息：量子信息、物联网、超高速泛在网 ⋯

 材料：纳米科技、石墨烯、生物基材料 ⋯

 生物：各种组学、合成生命、3D生物打印⋯

育种理论突破 育种技术突破 新兴产业突破



（三）世界农业生物技术发展迅猛

1. 从前沿领域到国家战略：生物技术是支撑农业
发展、引领农业未来的前沿高技术

 2011年美国的创新战略

欧洲2020高技术战略

印度和巴西等把农业生物技术等前沿技术创新列入国

家科技优先发展战略

 2013年中国《生物产业发展规划》

世界各国都把发展生物技术作为国家战略的重要内容



2. 基因组学与基因农业时代：利用生物基因, 改造
传统农业的“基因农业时代”初露端倪

 组学研究：生物组学方兴未艾，蛋白组学和代谢组学呈现

新的发展趋势，微小RNA组学、表观修饰组学和相互作用组

学研究成为新的科学前沿。

 后基因组时代：“一个基因一个产业”。抗虫/ 抗除草剂基

因创造了第一代转基因作物产业辉煌；优质、抗逆或其它

特殊功能基因应用正孕育新的基因农业革命。



3. 生物质资源与能源农业：化石能源危机加剧，
生物技术在能源农业领域发展潜力巨大

 生物质资源：全球上每年生产生物质总量达1700亿吨，能

量相当于世界主要燃料消耗量的10倍。

 能源微生物系统：沼气微生物、白蚁肠道微生物和瘤胃微生

物是分解转化纤维素类生物质效率最高的复杂生物系统。

工厂化的能源农业



4. 生物反应器与合成生物：使人类智能设计高产
高抗高效等超级优良品种成为可能

 动植物生物反应器：动物乳腺生物反应器；转植酸酶基

因玉米和转β胡萝卜素合成基因的黄金大米等；

 合成生物育种技术：自主固氮的非豆科粮食作物、光合

效率大幅提高的C- 4型水稻等智能高效品种等；

 世界农业的方向变革：从低效益、高污染、高资源依存

型传统农业向高效益、绿色低碳、高科技支撑型现代农

业转变。

第二代金稻类胡萝卜素含量 37μg /克胚乳



第三梯队 巴西和印度等新兴国家 积极发展农业生物技

（四）全球发展的基本格局

 第一梯队：美国占据了绝对优势，拥有世界上约一半的生

物技术公司和一半的生物技术专利；

 第二梯队：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

 第三梯队：巴西和印度等新兴国家，积极发展农业生物技

术，参与国际竞争。中国在第三梯队中处于领先地位，某

些领域的技术水平已超过第二梯队。

目前，我国农业生物技术及其产业 

发展正处在一个关键的战略机遇期。



二、我国农业生物技术发展现状与问题



棉等领域已经进入国际先进行列

（一）发展现状

我国农业生物技术的整体水平在发展中国

家处于领先地位，在水稻组学、超级稻和抗虫

棉等领域已经进入国际先进行列。



 完成了小麦 黄瓜 棉花 番茄和马铃薯 毛竹等重要农

1. 农业基因组研究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

 独立完成了籼稻的全基因组测序，水稻成为第一个完成全

基因组测序的模式农作物；

 完成了家蚕基因组工作框架图的绘制，构建了世界第一张

鳞翅目昆虫基因组框架图；

 完成了小麦、黄瓜、棉花、番茄和马铃薯、毛竹等重要农

作物的全基因组序列分析。



 转基因棉花研发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水稻基因组和杂交水稻研究世界领先：抗虫水稻2009年获

得安全证书；

 转基因玉米品种培育处于国际先进水平：饲料用植酸酶玉

米2009年获得安全证书；

 转基因小麦、大豆与油菜研发薄弱，亟待技术突破。

2. 转基因技术进展显著、产业蓄势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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