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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常用塑化剂一览表

阴刘石
由于全球人口爆炸式的增长，经济的快

速发展和人们饮食结构的变化，使人们对于
粮食和动物蛋白消费的需求呈逐年快速上
升的趋势。而从粮食生产和供应的角度来
讲，耕地资源的减少和环境条件的恶化导致
粮食供给日渐紧张。
同时，源于农业自身发展的限制，传

统的农业技术对于粮食增产的“边际效

益”正在逐步递减。在过去 50 年中，化学
农业———农药和化肥的使用，使农业生产
效率得到巨大提升。但它的技术的潜力几
乎接近了极限，进一步利用化肥、农药、农
膜等手段来提升产量的边际效应在逐渐
递减。此外，化学农业对于环境还有负面
的作用。诸多因素让粮食安全问题在全球
范围内变得日益重要。
保障粮食安全，需要从源头上思考。在

一个产业链上，越是上游的产业，技术含量
要求越高。如果花 1000亿元用在粮食储藏
补贴上，而种粮补贴就百十亿元，粮食生产
的核心———种子的补贴只有几个亿，这似乎
有些舍本逐末。如果生产不出来足够的粮
食，补贴储藏意义何在？
所以，运用生物技术改造、提升作物品种

本身效率的生物农业将是 21世纪农业发展的
主流。这迫切要求我们必须将种业和生物农业
发展放在保障粮食安全的核心位置上来。
这也要求我们推行以企业为主体的商

业化育种，打破我国现行过于依赖科研院所
的育种格局。变单兵作战为团队作战；变相
互封锁为资源、信息共享；变研发独立为研
发与产业、市场紧密结合。同时，按现代育种
要求，传统育种一定要与生物技术相结合。
现在国外育种都是“精确制导”，如果我们还
是“小米加步枪”，停留在手工作坊的阶段，
如何与人竞争？
今年 5月，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现代

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出台，对本土种业

企业来说十分利好，但企业自身还需积极转
变，迎头赶上。
首先要转变观念。过去，企业往往是从自

身发展的角度看问题，现在应该是倒过来，多
研究客户的需求，多考虑如何给客户带来价
值。不只是卖单个产品，更重要的是卖产品组
合、卖服务，从各地农民的不同需求出发，提
供行之有效的套餐式的解决方案。
第二是实行管理的体系化。企业应该形

成一个成熟的管理体系，在战略制定、计划编
制、管理构架、制度建设、团队建设、绩效考核、
反馈调整等层面形成完整的科学体系，而不是
过分依赖个人的判断和好恶来进行管理。
第三是走职业化和国际化之路。国外成

功种业企业的做法往往是分四步走：先是规
模化，达到一定的规模效益；然后是规范化，
形成标准化的操作流程，进一步提升生产效
率和产品质量；第三步是现代化，在相应的
产业环节，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和管理工具，
达到国际同行的先进水准；第四步才是产业
化，贯通整个产业链，掌握产业发展的主动
权和对于最终用户的价值提升和传导，提升
企业在市场上的整体竞争实力和价值。
中国大多数人认为企业应该是先做大

然后是做强，其实应该是倒过来，先做强再
做大。“大”应该是“强”的自然结果。这要求
企业在经营的每个环节上都要高于同行的
竞争者，在整个产业链上没有短板，并以此
带动整个行业的提升。

（作者系隆平高科总裁）

阴辜胜阻
由于金融体制不合理及持续紧缩的货

币政策，我国中小企业信贷存在“融资难”、
“融资贵”和“融资乱”问题，高利息的民间信
贷和多因素叠加形成的高成本导致大量民
间资本逃离实体经济，热火朝天的民间灰色
金融市场潜在风险不断增加。
国企和政府可以从银行低利率获取大

量廉价资金，而民营中小企业只能求助高
利率的民间借贷的融资格局，一方面倒逼
产业资本退出实业领域，出现产业“空心
化”现象；另一方面，民间融资“高利贷化”
形成金融“堰塞湖”，蕴藏着巨大的金融风
险。
当前，要以规范民间信贷为契机，加快

推进金融体制改革，拓宽流动性通往实体
经济的渠道。一要通过小额贷款公司和社
区小银行引导灰色的民间信贷阳光化、规
范化和合法化，创新信贷供给主体；二要通
过私募基金、风险投资和天使投资引导热
钱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三要放宽金融管
制推进市场化改革，特别是利率市场化，构
建与少量大企业和众多中小企业相匹配的
多层次金融市场，使被银行冷落的中小企
业在告急时，不至求助无门；四要构建商业
银行向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贷款的激
励机制，政府可通过减免营业税等措施共
担小微企业贷款风险；五是利用民间借贷
兴盛的契机，推进银行改革，倒逼股市转
型，通过创新和改革形成完备高效、竞争有
序的投融资市场。

构建完备高效的融资体系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高投入、高风险、见
效慢的产业，需要构建由信贷市场、资本市
场、股权投资、担保体系和政府引导构成的
完备高效的融资体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
和政府引导的双重作用，推动流动性向资
金稀缺的领域流动，形成“众人拾柴火焰
高”的局面。

一要构建多层次的信贷融资体系，提
高银行信贷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规范民间
金融，切实缓解新兴产业企业融资难。要建
立面向中小企业的政策性银行和社区银
行，在国家高新区大力发展社区科技银行，
鼓励大型商业银行创新信贷模式，增强对
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合理引导和规范民
间信贷及社会游资，放宽金融管制，推进市
场化改革。
二要构建多层次的信用担保体系，解决

新兴产业企业融资过程中的担保难、抵押难
等问题。针对科技型企业“不确定因素多、可
抵押资产少、信用积累不足”等特点，要构建
包括政策性、商业性和互助型担保体系在内
的多层次信用担保体系，减少融资成本，提
高融资效率。

三要构建与企业构成相匹配的多层次的
“金字塔”型资本市场体系。要构建合理的退
出机制，完善壮大新三板市场，尽快使新三板
市场扩展到其他地区，改变我国“倒金字塔
型”的资本市场结构。要做大债券市场和产权
交易市场，稳步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
四要构建以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

基金为主体的多层次股权投资体系。股权投
资具有筛选发现、企业培育、风险分散和资
金放大等功能，在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大

有作为。
五要建立多样化的引导政策，推动社会

资本流向新兴产业急需投资的关键行业和
领域。由于新兴产业技术方向选择难度大、
投资回收期长、风险相对较高，需要政府扮
演先行者的角色，发挥引导作用，以财政投
入和税收优惠撬动社会资本，引导其投资处
于初创期和成长期的企业。

发展不能一蹴而就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要根据自身特
点和优势选择重点产业，防止一哄而起、盲
目跟风，避免出现低水平重复建设、忽视创
新、盲目冒进、政府越位误区，切实解决一些
地区新兴产业发展“过热”的苗头。
具体而言，一要避免重复建设和低水平

竞争，防止地区产业结构严重趋同，各地应
该因地制宜，发挥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切忌
一哄而起、盲目投资，防止同质化发展。
二要坚持创新驱动，挖掘新兴产业不同

于传统产业的特点和成长规律，重视技术创
新、商业模式创新和体制创新，防止“新瓶装
旧酒”，防止不顾本地实际，盲目抢项目争投
资的老思路。
三要稳步慢跑，防止盲目“冒进”，避

免大跃进式的发展。要充分考虑本地的经
济基础、科技实力、产业特点以及市场需
求，防止因脱离区域实际，匆忙上马造成
资源浪费。

四要坚持市场导向，防止过度干预。市
场需求是新兴产业发展的根本拉动力量。要
遵循市场机制作用规律，充分发挥市场在发
现、筛选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积极作
用。
五要重视民间资本参与，鼓励支持民营

资本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营造民企国企平

等进入、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的环境，防止对
中小企业“挤出”，使战略性新兴产业稳步、
健康、可持续地发展。

(本文根据辜胜阻在 9 月 7 日召开的
“2011中国风险投资论坛———振兴东北投
资高峰会”上发表的主题演讲整理而成。整
理 /李惠钰)

塑化剂：普遍存在危害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应加快推进金融体制改革

阴常碧影
“塑化剂”污染事件被称为台湾

30 年来最严重的食品安全事件，其污
染涉及到运动饮料、果汁饮料、茶饮
料、果酱、果浆、胶囊锭状粉状食品、添
加剂等多种产品，塑化剂因此也引起
了国际社会，特别是食品、卫生界的广
泛关注。
到底什么是塑化剂？塑化剂存在于

生活的哪些地方？它对人体有怎样的危
害？面对公众的种种疑问，中国农业科
学院饲料研究所饲料安全加工与检测
技术团队经过全面的调研给出了答案。

什么是塑化剂

其实，当前所指的塑化剂学名为邻
苯二甲酸酯，又称酞酸酯，数目有百余种。
塑化剂可用作许多化工产品的生产原料，
其中用量最大的是做增塑剂，即增加塑料
的可塑性与柔韧性，增塑剂产量约占塑化
剂总产量的 80％～90％。
塑化剂应用至今已有几十年的历

史，因其生产低成本、价格低廉，目前世
界总产能已达到 790多万吨，我国的产
能约为百万吨。在塑化剂类产品中，产
量、用量最大的是邻苯二乙基己基酯

（DEHP），约占该类产品的 3/4，其次是
邻苯二丁基酯（DBP）。
塑化剂是具有芳香气味或无气味

的黏稠液体，因其高稳定性，所以在水
中的溶解度很低，但是却能溶于多种有
机溶剂。在做增塑剂增塑时，塑化剂会
像糖蜜一样填充于聚合物之间，尽管它
的挥发性低，但还是容易溢出，进入空
气、水或其他介质中。

日常生活中广泛存在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提供的
背景材料显示，即使在远离人类活动区
域的海洋上空都能测出 DEHP，城市上
空的含量一般在 2～3ng/m3，如果空气
中有颗粒物，含量则可达到 132ng/m3。

WHO的数据显示，北太平洋的雨水
中DEHP含量最高达 213ng/L，日本雨水
中为 0.6～3.2μg/L，河水中为 5μg/L，有
悬浮物时平均可达 20mg/L，地表水为
300μg/L，自来水约为 1～2μg/L。
在我国，检测到 23个城市的耕地

土壤中 DEHP含量在 0.2～7.11mg/kg，
可能由于使用塑料地膜的关系，北方土
壤中 DEHP普遍高于南方。
根据捷克提供的有关数据显示，饲

料原料、预混合饲料与配合饲料中也会

含有一定量的塑化剂，数据显示，玉米
中塑化剂含量约为 2.03～4.37mg/kg；
小麦含量为 4.06 mg/kg；大豆油含量为
131.42mg/kg；菜籽油含量为 1.36～
32.4mg/kg； 动 物 脂 肪 含 量 为
58.87mg/kg；鱼粉含量为 7.96mg/kg；鸡
全价饲料中 DEHP含量为 0.21mg/kg，
DBP含量为 0.22mg/kg。
除此之外，动物圈舍的设施，即猪

栏、底板、栅栏、食槽、饮水管与器中
DEHP含量为 26.48mg/kg，DBP含量为
2.56 mg/kg。
国外对动物食品残留物中塑化剂

含量的检测结果显示，奶类食品含量为
0.27～0.31mg/kg；肉类食品含量为
1.07mg/kg； 家 禽 类 食 品 含 量 为
0.67mg/kg；蛋类食品 DBP 含量为
3.63mg/kg。

接触途径范围广泛

塑化剂广泛使用于大量与人们的
生活起居密切相关的工业品中，如地
板、壁纸、涂料、家具、摆设、餐饮器皿、
洗漱用品、化妆品、食品包装、儿童玩具
等，因此人们不可避免地会暴露于塑化
剂的“氛围”中。
塑化剂可通过消化道、呼吸道和皮

肤的吸收进入人体。美国、香港调查的
结果显示，人血、尿与奶中都含有塑化
剂，并且儿童体内的塑化剂一般会高于
成年人。
美国环保局认为食物是人体接触

塑化剂的主要途径，特别是多脂类食
品，儿童往往会通过奶瓶、玩具及咬食
习惯、“爬行”时与地板的“亲密接触”等
途径接触到塑化剂，其他重要的接触途
径还有洗漱用品、化妆品、香水、头发的
喷雾定型剂等。

可排出体外但危害不可小觑

塑化剂的结构十分稳定，其光解、
水解速度均很慢，以 DEHP 为例，在
pH=8、温度为 30℃以下的环境中，水解
半衰期大于 100年。但是，塑化剂的生
物降解速度较快，在好氧条件下，水或
淤泥中的塑化剂在 10～35天可以降解
40％～90％。
经动物试验发现，绝大部分 DEHP

在 24～48小时内会随尿液或粪便排出
体外，48 小时内停止摄入含有 DEHP
的产品，体内 DEHP浓度便会快速下
降。DINP在体内也会被迅速代谢，72
小时内有 85%从粪便中排出，其余部分
则由尿液排出。

人的代谢与动物有所不同，研究
表明，DEHP 在灵长类动物体内代谢
较慢，其在大鼠中有 90%会随尿液排
出，而在长尾猴中只有 0.9%的含量随
尿液排出，人体中有 11％～25%从尿
液排出。
塑化剂的急性毒性很小，但它及其

代谢产物的慢性危害却不可小视。因其
具有“雌性荷尔蒙”的作用，存留在人体
内会干扰内分泌，影响男性生殖系统的
发育，使精子数目减少、活力下降，严重
时甚至会产生睾丸肿瘤；对于女性，会
使乳房发育早熟，如果是孕妇，容易造
成早产、死产，对胎儿还会造成生殖器
畸形和骨骼畸形，很可能会影响胎儿大
脑和神经系统的发育。
鉴于塑化剂对人体的种种危害，欧

盟、美国等均以法规的形式对儿童玩具
中塑化剂含量作出明确规定，规定其
DEHP、DBP、BBP 含量均不得超过
0.1%；对于可入口的玩具，DINP、DIDP、
DNOP含量不超过 0.1%。2003年，欧盟
还立法禁止在化妆品中使用邻苯二甲
酸酯。WHO、美国、欧盟等均规定了
DENP的日摄入量，对于 60kg体重的
人，分别为WHO：1.5mg；USA：2.4mg；
EU和台湾：3.0mg。
在我国，卫生部公告（2011年第 16

号）中明确将“邻苯二甲酸酯类物质”列
为违法添加的和易滥用的食品添加剂，
禁止在食品中使用。我国《食品容器、包
装材料用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中规定
了 DEHP 从食品包装材料迁移到食品
的 迁 移 量 为 1.5mg/kg，DINP 为
9mg/kg，这一规定也与世界发达国家相
一致。
（马书宇、刘庆生、范志影对本文亦

有贡献。）

发展生物农业正逢其时

当前，要以
规范民间信贷为
契机，加快推进
金融体制改革，
拓宽流动性通往
实体经济的渠
道。

辜胜阻全国人大常
委会委员、民建副主席、
著名经济学家

“

会议现场

邻苯二乙基己基酯

邻苯二丁基酯

邻苯二甲酸二异壬酯

邻苯二甲酸二乙酯

邻苯二甲酸丁苄酯

邻苯二甲酸二异癸酯

邻苯二甲酸二正辛酯

邻苯二甲酸二异丁酯

邻苯二甲酸二甲酯

名称 简写

DEHP

DBP

DINP

DEP

BBP

DIDP

DNOP

DIBP

DMP

孟山都转基因玉米
通过巴西审批

9月 15日，巴西生物技术安全委员会批准通过了孟山
都的一种既能抗地上和地下害虫又可耐草甘膦的转基因玉
米。这种三种性状叠加的转基因玉米同时也获得了美国、加
拿大、阿根廷、日本、墨西哥、韩国、菲律宾、欧盟和台湾等玉
米主要生产地和消费市场的国家和地区的批准。
据了解，在整个作物生长季，这种玉米在有效地防控草

地夜蛾、棉铃虫和甘蔗螟的同时，还可以耐草甘膦除草剂，
并保护作物免受像玉米根叶甲的根部害虫的危害。防除杂
草对于玉米的生长至关重要，因为杂草会和作物争夺作物
所必需的水、光和营养物质。如果杂草不能被有效防除，将
导致作物产量降低，并影响作物的品质。另外，像玉米根叶
甲这样的地下害虫，它们通常生活在地下，取食作物的根
部，导致幼苗期的作物死亡。
“巴西的法规系统是科学、独立和严格的，更多技术

领域的投资不仅可以帮助巴西农业生产更多粮食、确保
供应和粮食安全，同时还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孟山
都致力于农业发展。巴西也希望可以获得更多农业生物
技术和农业领域的投资。”孟山都巴西总裁安德·迪亚斯
说。 （包晓凤）

第三届全国微生物资源
学术研讨会在兰州举行
为进一步加强微生物资源在生态修复和开发利用方

面的研究，促进微生物资源学科的学术交流，9 月 15 日
~18 日，由中国微生物学会微生物资源专业委员会和工
业微生物学专业委员会共同主办的“第三届全国微生物
资源学术研讨会”在甘肃省兰州市召开。

大会设立了微生物资源学、西北植物源及环境微生
物学、工业微生物资源性利用与开发和兽医微生物资源
与疾病防治四大议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微生物学会
理事长赵国屏，中国工程院院士、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
学院院长南志标等 36 位知名的专家学者应邀出席并发
表演讲。
赵国屏在题为《基因组时代的微生物分类学：返回生

物学———新工具、新知识》的报告中分享了微生物分类学
在国内外的最新进展，他表示，我国是全世界基因组测序
能力最强的国家，拥有微生物遗传和微生物代谢研究的
基础，目前，我国正在建立全国统一的微生物资源保藏体
制。
合理保藏和利用微生物在微生物资源工作中占据着重

要意义。赵国屏认为，分类学和系统学是微生物学的基本与
支撑学科，保藏微生物之前首先要对微生物进行鉴定与分
类，同时，为了充分利用微生物资源，正确认识微生物的生
理代谢及生化结构表型尤为重要。

微生物资源平台的建设与运行是历届大会的主要议
题，平台的建设对于资源的持续整合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副研究员顾金
刚在会议中表示，我国已经在农业、医学、药用、工业、林业、
海洋等领域建立了相关的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中心，收集
了许多有价值的微生物遗传资源，并且向大学、科研机构、
医院、企业等领域合理开放，实现无级别限制的信息资源共
享。
“通过建立微生物资源的服务平台，仅 2006~2010年，

就对外累计提供了 14.5万余份菌株，每年 10%左右。”顾金
刚说。 （李惠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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