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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转基因产品市场化监管对中国的启示

刘旭霞，刘渊博

（华中农业大学 文法学院，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０）

摘　要：美国在从转基因技术领先到成熟商业化的过程中实行以法制监管为基础，以市场选择为补充
的市场化监管。商业上市前审批许可程序严格，许可上市后由市场自由选择，是“看得见的手”与“看不

见的手”的良性契合，实现了转基因技术的安全应用和持续发展，促成了美国农业的世界影响力。市场

化监管可以成为正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转基因技术商业化与美国共同而又有区别的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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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转基因生物技术在许多领域已经成熟并具备商业化条件，除转基因棉花的大量种植
外，转基因水稻和转基因玉米的商业化受到了阻碍，前景堪忧。转基因技术转化缓慢使得巨额研

发成本难以收回，继续研发受阻的同时，也产生非法种植和商业上市的法制监管难题，进而引起了

人们对转基因作物及其产品的恐惧和偏见，使中国的转基因技术发展更加举步维艰。美国近２０
年来对转基因技术的全面市场开放，实现了从技术领先到市场领先的转变。在法制监管下让市场

选择，通过市场化监管对转基因产品进行调节和淘汰。市场化监管使得美国转基因生物技术持续

发展，其农产品在世界市场拥有更多份额和影响力，同时有利于排除非法种植和商业上市对生态

和食品安全的威胁。因此，对美国转基因产品市场化监管的研究，有助于中国转基因技术发展摆

脱目前面临的困境。

一、美国转基因产品市场化监管的法制基础

美国现行的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和政策法规体系源于１９８４年美国总统办公厅科技政策办公
室（ＯＳＴＰ）颁布的一部具有历史及现实意义的法规草案，即《生物技术协调管理框架》（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ｆｏｒ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该法规于１９８６年６月２６日实施，该管理体系是通过法
律法规与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发展保持同步完善建立起来的。框架采用实质等同原则，只监管具体

终端产品，而非产品的存在过程。不需新的专门机构管理和立法，只在原有法制结构下，设立新的

规范，加强规范之间的协调。至于新规定的创设则要通过公众听证，公众评议，要充分考虑公众意

见及同行的科学审议。经过近３０年的发展，在框架下形成了协调有序的管理机构体系和政策法
规体系以及一些专门监管制度，管理机构依据政策法规体系以专门监管制度为核心为转基因产品

市场化监管创造了生态化的法律基础。

（一）转基因产品管理机构

协调框架确定管理实行“八头负责”，职权明确、各司其职、相互配合的管理机构体系。国家生

物技术政策协调工作小组（ｔｈｅ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ＰｏｌｉｃｙＣｏｕｎｃｉｌＷｏｒｋｉｎｇＧｒｏｕｐｏｎ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负责与联邦



各机关分工相关的政策性事项，以及与生物技术相关的国际事宜；生物技术科学协调委员（ＢＳＣＣ）
对各主管机关在管理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问题进行分析解答并提供科学层面的意见和建议；国家卫

生研究院（ＮＩＨ）进行转基因生物安全研究，并对相关的实验规则进行修订；国家科学基金会（ＮＳＦ）
为联邦公共科研机构的转基因生物技术研发提供资金资助；劳工部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ＯＳ
ＨＡ）参与制定和公布有关的生物技术的职业安全和健康标准或指南；农业部（ＵＳＤＡ）对转基因作
物及初级产品的监管；环保局（ＥＰＡ）对转基因农药和转基因生物进行管理，同样的作物或药品具
有阻止、破坏、排斥，或减轻害虫特性的即归ＥＰＡ管理；食品与药品管理局（ＦＤＡ）负责转基因食品、
食品添加剂和转基因药品的监管。其中，对监管起核心作用的是农业部、环保局和食品药品管理

局，这三大部门执行的法律规则是对转基因监管的主要依据。

（二）管理机构的监管依据

框架形成之初，管理部门的监管依据是其原有负责执行的法律，其中由农业部、环保局和食品

与药品管理局执行的法律是其基本依据。随着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发展，还制定了更多与转基因生

物管理直接相关的专门法令，使得作为监管依据的法律体系日渐丰富独具特色。

农业部：在农业部对转基因作物及初级产品的监管职能指导下，依据原有的《植物保护法》等

法令对有关转基因的兽用生物制品、肉禽蛋及制品等进行管理，保护农业生态和环境安全①。１９８７
年发布７ＣＦＲ３４０专门针对转基因的法规草案②。２００８年发布《特定转基因生物的进口、洲际转移
及环境释放规定》，管理的要求更加严格和细化，尽可能降低不规范操作带来的风险。

环保局：环保局在对转基因农药和转基因生物进行管理的职能范围内，依据《农药登记和分级

程序》（４０ＣＦＲ１５２）、《植物内置式农药的程序和要求》（４０ＣＦＲ１７４）和《试验使用许可》第三部分
“转基因微生物农药通知程序”（４０ＣＦＲ１７２），管理所有与转基因相关的普通农药、植物内置式农药
和微生物农药，而对于具有抗虫性的转基因生物也归环保局管理。１９９４年发布《转基因植物产生
农药的管理》，１９９７年发布《转基因微生物管理办法》进一步围绕其保护环境系统免受转基因破坏
的职能进一步加强转基因农药及类农药生物管理。

食品与药品管理局：食品药品管理局的监管依据与市场选择最为密切，直到转基因产品进入

终端消费市场。１９９２年《源于转基因植物的食品政策》（５７ＦＲ２２９８４）发布，明确了未来转基因食品
的走向。２００１年《转基因食品自愿标识指导性文件》和２００２年《源于转基因植物并用于人类和动
物的药品、生物制剂、医药设备的管理指南》，确立自愿咨询程序和标识的技术指南。随着转基因

技术在更多的范围转化成产品，强制标识的呼声在美国也越来越高。

（三）专门监管制度构成

尽管美国实行了分散的产品监管模式，但是在科研和商业上市过程中，对重要和关键部分形

成了专门针对于转基因产品监管的制度。包括农业部、环保局下的田间试验许可制度，环境释放

许可与报告制度，跨州转移许可及运输包装标识制度，附条件审批豁免制度；食品安全制度中的自

愿咨询制度、自愿标识制度、食品设施注册制度、记录建立与保存制度、进口食品预申报和行政扣

留制度。这些制度下尽可能的追求自由商业转化与安全性控制的双赢，是市场化监管得以有效作

用的发力点。

总之，体系严密内容详细的法制监管是市场化监管得以存在和运行的基础和必不可缺的构

成，只有法律能够充分施行市场选择才能够体现出合理资源配置的一面，两者结合才能发挥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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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原有主要法令还有《联邦肉类管理法》、《家禽产品管理法》、《蛋类产品管理法》等管理性法律。

７ＣＦＲ３４０是由美国动植物检验检疫局（ＡＰＨＩＳ）颁行的《作为植物有害生物或有理由认为植物有害生物的转基
因生物和产品的引入》。



化监管的作用。

二、美国转基因产品市场化监管的市场选择效用

美国转基因生物技术发展一直将市场接受并最终转化成利益作为重要的方向和标尺，而法制

监管体系对此既要监管又要依靠和保障。法制监管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技术研发阶段与产品商业

化阶段。在技术研发阶段该生物工程技术的市场前景是首要考虑因素，政府主要负责安全性风险

监管，市场选择的风险完全由企业自律规避［１］。产品商业化阶段，美国以发达的市场条件和完善

的司法体系为基础，通过市场监督调控和司法救济实现产品分散监管模式的价值和优势，在这个

过程中政府作为批准和许可机构只承担非常有限的责任，因此其实际上是一种依靠市场选择的市

场化监管模式。

（一）市场选择贯穿美国转基因技术应用

市场的选择作用贯穿于美国转基因产业发展的始终，不仅决定着产品的研发方向，而且影响

着研发成本和实际收益，是美国转基因产品研发的首要决定因素。美国的转基因产业最先从种子

产业链开始，在转基因技术刚刚成熟的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美国的种子市场价值高达５７亿美元，当时
的中国种子市场价值是３７亿美元，日本则是２５亿美元［２］。全世界的种子产业主要依靠杂交技术，

但杂交技术使得农民留种的机率越来越小，购买种子成为必要生产支出，种子市场的价值不断扩

大，尤其是玉米、大豆、棉花和小麦等主要作物。１９９７年四种主要作物的需求构成了美国三分之二
的种子市场价值。看到商业利益的种子公司不断加大研发投入的同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也进

行了合并集中①，并且在植物品种保护和专利保护下成为世界性的主要转基因种子供应商，逐渐将

公共性质组织研发的转基因品种挤出市场，主导着转基因技术对世界的影响和未来。种子市场是

转基因产业的主体部分，种子研发推广者以市场份额为目的，不再只关注农民的需求，同时必须以

产业链的终端消费者的需求和接受度来确定方向，而其他利益相关者也必须考虑产业链的上下两

端做出正确的市场决策，甚至需要在国家的支撑下进行国际市场布局，明确产品存在的市场风险

和风险分布。

首先，研发推广需要考虑比农业生产更多的市场因素。作为美国主要农业生产者的农场生产

规模大，其必须考虑减少种子、农药、劳动力和燃料的投入，增加更多的产出（如图１）。所以转基因
抗除草剂、抗逆、抗虫性状的产品得到农场主的亲睐。但是，如果农场的产品销售成本比较高或没

有消费者，那么转基因产品的研发推广者则需让利给农场主以为继产业链或放弃产品。所以，转

基因作物能否商业化是研发推广者首要考虑的因素。

其次，终端消费市场决定转基因产业链。转基因产品产业链的终端即居民生活消费，产品的

市场接受与否是其产业链能否持续的决定因素，不仅关系到研发者与推广者，在市场投放以后还

会严重影响到实力较弱的其他利益相关者，农业生产者首当其冲，而这种风险又难以转嫁或进行

相关者分散。因此，转基因生物技术公司通常会关心哪些基因性状可以产生被种子公司接受的种

子。种子公司同样关心哪些产品需要基因技术带来的便利和利益，以便被农场接受。而能够被农

产品加工者接受，并且更加容易转化成上市终端产品而被消费者所接受，是转基因生物公司、种子

公司、农场主共同关心的问题。消费者对转基因产品接受与否的真实意思表示被承认和尊重，是

国家法律体系保障其知情权和选择权的条件下市场有效选择的前提［３］，而能够控制市场使消费者

被动接受则是市场消极选择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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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据１９９７年美国对主要大田作物种子市场份额的评估，市场主要集中于 ＰｉｏｎｅｅｒＨｉＢｒｅｄ、Ｍｏｎｓａｎｔｏ、Ｎｏｖａｒｔｉｓ、Ｄｏｗ
Ａｇｒ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Ｍｙｃｏｇｅｎ四家大的种子公司。



　　最后，市场消极选择主要依赖市场控制度。
美国作为面积最大的转基因种植国家，商业种

植品种包括多种性状的玉米、大豆、棉花、油菜

籽、甜菜、苜蓿、木瓜、南瓜、土豆、西红柿等［５］，

但是从１９９６年转基因西红柿第一个批准商业化
开始至今，只有转基因玉米、大豆、棉花成为占

绝对优势种植面积的作物（如表１）。而同样是
美国主要作物的小麦，转基因品种已有上百个

却至今仍然未被商业化推广。这是因为，在国
图１　农民接受转基因作物的原因　单位：％
资料来源：ＵＳＤＡ’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ｅｒｖｉｃｅ

表１　美国主要转基因作物种植情况

年份 年度种植总面积 同比／％ 预期收获面积 同比／％ 转基因比重／％ 面积

　　　美国转基因玉米种植比重（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面积单位（万 英亩）
２０１１ ９２３０ ５％ ８４９０ ４ ８８ ８１２２
２０１２ ＮＡ ＮＡ ＮＡ ８８ ＮＡ
２０１３ ９７４０ ＮＡ ８９１０ ２ ９０ ８７６６

　　　美国转基因大豆种植比重（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面积单位（万 英亩）
２０１１ ７５２０ －３ ７４３０ －３ ９４ ７０６８
２０１２ ＮＡ ＮＡ ＮＡ ＮＡ ９３ ＮＡ
２０１３ ７７７０ １ ７６９０ １ ９３ ７２２６

　　　美国转基因棉花种植比重（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面积单位（万 英亩）
２０１１ １３７０ ２５ １３４０ ２５ ９０ １２６０
２０１２ ＮＡ ＮＡ ＮＡ ＮＡ ９４ ＮＡ
２０１３ １０３０ －１７ １０００ －１７ ９０ ９００

　资料来源：数据来源于ＮＡＳＳ，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Ｂｏａｒｄ，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ＵＳＤＡ）［４］，经作
者整理；１英亩≈０４０４６９公顷。

际市场上美国的玉米、大豆占有绝对的市场份额①，加之其转基因产业集团已控国家（巴西、阿根

廷、墨西哥）的产量，约占国际市场总量的９０％。又因，进口各国在转基因技术兴起之初疏于对其
产品进口的法律约束［６］，当转基因大豆、玉米充斥国际市场，进口国已别无选择，国内消费者也就

只能消极选择被动接受。与之相比，虽然美国小麦产量约占世界２０％，但是主要的小麦生产国均
不种植转基因小麦，美国小麦的主要市场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则禁止转基因小麦进口。而面粉是美

国的主食之一，法律保护的消费者有效选择下，国内市场可能难以形成。既不能控制国际市场，也

没有国内市场，所以转基因小麦尚未被批准推广。其他诸如西红柿等作物具有品性多样的特性，

少数转基因品种难以全面涵盖消费者多样化的选择，因此，尽管这些作物的转基因品种已经存在

但是难以控制终端消费市场，故而不能占据绝对优势。

（二）法治生态是市场选择有效作用的基础

美国采用分散的转基因产品监管模式２０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转基因安全事件，在于其良好的
法治生态环境。良好的法治生态环境抽象表现为：在这个环境之下存在着对包括转基因产品在内

的一切法律调整对象进行调整的法治系统，所有法治因素都能够保证监管按着生态系统有序运

８１１ 华　南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第３期

① 根据２０１０年ＮＡＳＳ的统计数据，美国玉米产量约占世界４０％以上，出口占世界５０％以上，美国大豆产量约占世
界３５％，出口量约占世界４５％。



行；具体则表现在：转基因法制监管体系、严格执法和维护法制的社会意识有机结合高效的运转机

制。市场选择在具体表现的三个方面有效作用的前提下才能够真正起到市场化监管的作用。

首先，分散的产品监管模式符合美国转基因产品市场化的需要。美国各监管机构职权明确又

相互沟通的协调管理结构，既能够对转基因产品进行全面管理，又能够避免专门独立机构管理带

来的机构设置负担和单一机构事务繁琐压力带来的纰漏；尽管协调管理结构建立的不是“过程监

管”，但是政策法规体系涵盖了研发试验、批准上市、重复生产、越境转移的全部过程，而当产品一

旦被批准上市则走向一个相对自由的市场选择的监管过程，由消费者来决定某种转基因产品是去

是留，法律监管此时仅仅是做好了应对不良产品司法救济的准备而已。

其次，严格的执法让市场选择更加规范。商业上市转基因产品（包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必

须符合联邦和州法规制定的标准［７］。联邦法规为了保障执行效率，在各部门制定的指南和法令中

对审批和检测都做了严格的时限规定，为了保证监管质量对申请规定了明确详细的申报材料（如

表２），具有非常强的检测性和可操作性。州法院则有权在生物技术监管协调框架外对转基因产品
实施禁令，以对联邦管理机构的监管执法进行自主判断的补充，在产品到达具体的市场前进行双

重的执法监管。

表２　美国有关法令的程序与材料规定

环境释放许可的程序和申请材料

程序

管制环境物释放申请应在计划释放的前１２０天提交。ＡＰＨＩＳ自收到申请起３０天内完成初次审查。
如果材料完整，在批准前１２０天负责人应通报申请数据。如果申请不完整，必须提交附加信息。如
果附加信息充足，ＡＰＨＩＳ应在收到附加信息１２０天内进行审查。经审查认定申请完整，ＡＰＨＩＳ应呈递
给农业部。

材料

ａ 姓名、头衔、地址、电话号码、责任人签名以及请求的许可证类型。

ｂ
名称应该科学通用，商用名称必须经过鉴定：供体生物体、受主生物体、病媒动物或病媒动物

基因，管制物的成分。

ｃ 生产、提供管制物的人员的姓名、地址、电话。

ｄ 运输方法的描述（例如邮件、行李、常见承运人、由谁接收）。

ｅ
预期或确切的管制物基因改变的表述以及和母体区别的描述（例如形态特征或结构特点，生

理活动和过程、插入遗传物质份数，此种物质在受体（整合）生物中的物理状态，产品以及分泌

物、生长特点）。

ｆ 详细描述被用来生产的管制物的生物分子学系统。

ｇ 供体生物体、受主生物体、病媒生物或病媒生物基因和管制物聚集，开发、生产的国家和地点。

ｈ 管制物引入目的的详细介绍，包含前期试验和产品设计的详细描述。

ｉ 引入管制物的数量和预期时间安排和引入数量。

ｊ
过程、程序和为了防止产品（供体生物体、受主生物体、病媒生物或其基因，管制物的成分）在

美国污染传播的保障措施的详细描述。

ｋ 预期目的地（最终的和经过的地点），用途，管制物分布的详细描述。

ｌ 对过程，程序和防止管制物在途中逃走散播的保障措施的详细描述。

ｍ 陪同运输的生物材料（培养基、基质材料）的详细描述。

ｎ 拟定的最后处理管制物的方法的详细描述。

　资料来源：《作为植物有害生物或有理由认为植物有害生物的转基因生物和产品的引入》（７ＣＦＲ３４０）

　　最后，维护法制的普遍社会意识是市场选择真实性得以实现的保障。美国自始为法治国家，
有着良好的法治社会意识，转基因相关利益者并不例外，法律规定不需强制标识的权利在行使，法

律规定的审批申请安全许可长期试验的义务也在履行，违法操作很少发生。因此，利益相关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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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某种被法律所限制或禁止的作物必须首先修改法律或者申请法院解除禁令［８］，而未经批准或

没有解除禁令的本国非法种植存在但是很少并且能够被及时控制［９］，消费者的知情权能够得到切

实保障，因而国内市场选择得以更加真实。

（三）市场选择成为法制监管的补充

市场选择结果的自由性决定着对法制监管的补充是双向的，一方面弥补和督促填补法制监管

的不足之处，另一方面驱动法制监管向符合市场需求的方向改变。尽管美国的转基因产业比较发

达，主要的转基因农产品有广阔的国际市场，但是其国内产生链端必须对生产资料（如转基因玉米

种子）进行市场选择，而产品国内市场选择对一些生活资料（如鲑鱼）批准与否起决定作用。因此，

国际市场贸易决策和国内市场消费选择的挑剔，在市场自由运行过程中完成对法制监管的补充。

当美国发生俄勒冈州小麦被转基因污染，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限制从美国进口小

麦时，美国农业部迅速组织调查检测、发表调查声明，并及时提供了转基因小麦检测技术，以求给

其出口市场国家最快速有效的贸易决策依据。ＦＤＡ依法批准转基因鲑鱼上市，但遭到多家超市拒
绝，市场选择可能让转基因鲑鱼生产停滞［１０］。一些州对某些转基因作物颁布禁令影响了当地农民

的利益，农业组织则请求解除禁令以保护本地农民公平竞争的权利，同时，有公共性质的转基因组

织研发代表认为目前的监管体系阻碍了公共性质的转基因技术研究［１１］。这些市场选择的不断变

化，对法制监管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三、市场化监管对中国的启示

美国转基因产品市场监管与法制监管相结合形成一个良好的市场化监管模式，是“看不见的

手”与“看得见的手”的紧密结合，因此使得美国的转基因产业在少数跨国公司的操控下能够搅动

全球。从国家利益出发美国在转基因产品市场具有了绝对优势，而其他国家面临更多的危险。中

国作为已经开始采用转基因技术的国家，已经丧失了一些传统农业种质资源的优势，在这些领域

想依靠传统农业技术获取市场已经希望渺茫（如大豆）。因此为了保护好本国农业及其他产业的

安全，保证农业生产整体结构不至于混乱，中国必须学习美国，但又要建立符合国情的转基因产品

市场化监管模式。既要尽最大努力对外来转基因产品进行防备性监管，也能够允许本国已经批准

的转基因产品不被严格的行政监管防死而不能发展壮大。

（一）市场化监管是中国必然选择

中国转基因实践已有３０年，虽有一些品种批准商业化上市，种植面积也一再提升（主要是抗
虫棉），但与美国等转基因生产大国相比，我国转基因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均不占优势。由于转基因

产品商业化进程十分缓慢，使得转基因技术研发在市场领域显得暗淡无光。然而，依靠转基因技

术参与国际农业技术竞争，保证技术优势是国家产业安全的必然要求，只能选择完备而不能放弃。

尽管我国国情与美国差异很大，但是中国已经是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结构上已经允许我国将市

场监管作为转基因产品的监管工具，是转基因技术发展的必然选择。而中国想要利用转基因技术

进行国际竞争，首先必须实现国内市场合法化，这要求中国需要依靠市场化监管。改变目前中国

转基因技术研发主要集中于公共性质组织的现状，将市场主体纳入转基因技术研发，是进行市场

化监管的关键，而关键的关键在于真正的让市场选择发挥作用。但是，必须强调的是对转基因产

品法制规范的建设应该领先于放开市场，这样才能在法制监管的框架下形成有效的市场化监管，

否则毁掉的将是中国的市场和产业安全。

（二）市场化监管需国家重新布局

中国建立对转基因产品市场化监管目前仍然有很多不利因素。中国的转基因法制监管体系

尚不完备，不能够满足开放转基因产品市场的需要。尽管目前中国建立了由农业部牵头的部级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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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会议制度，并且成立了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但是各部门之间的职权具体划分不明

确，没有形成类似美国转基因协调管理框架的明确、具体、固定划分各部门职权的法律性文件，而

且设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转基因安全管理办公室一般都挂靠在农业厅或者农业委员会的科

技处，职能权力有限，也可以看出我国尚把转基因放在科研的领域来监管。法律体系方面，主要的

法规规章有《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农业转基

因生物进口安全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进出境转基因产品检验检疫管理

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加工审批办法》等，在农业部和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的努力下，初

步形成了对转基因农业产品全程监管模式。但是因为中国理论上实行的应该是严格过程监管，因

此该法律体系结构还不能够完全覆盖市场。而与美国相比在批准商业上市前阶段的监管内容则

不够详细具体，难以确保上市产品的绝对安全性。此外，市场研发主体的整体经济实力和技术实

力的现状令人担忧，已掌握技术的农作物产量不足以形成控制国际市场的基础，生产推广主体自

律意识较差，消费主体对转基因产品认识有限，市场信息不对称等市场监管因素不稳定也是目前

市场化监管面临的不利因素。这些不利因素的存在，可能造成市场开放而市场化监管失效，危害

国家安全的结果。因此，需要提高对转基因技术利用的认识，审视分析开发利用转基因技术的国

内外要件，打破当前仅重视技术研发和安全监管的现状，对国际协调、资金支持、生态防范、知识产

权管理、从业安全、公众参与、监管协调等方面重新布局［１２］。

（三）市场化监管需培育内外部环境

中国与美国不同，市场化监管面临着更大的困难和挑战，需要结合优势培育符合需要的内外

部环境。在国际市场，美国因为有政府为保障贸易和技术优势进行的政策持续支持，以及有转基

因优势的跨国企业和经过规划的农场具有超强的市场控制能力，享有选择市场的权利。而中国目

前不具备这样的农业企业、农业产业和产生能够控制国际市场竞争能力的企业与产业的环境，因

此需要国家调整政策倾向着重培养；在国内市场，选择权主体主要是消费者。尽管在美国，实行

“实质等同”原则，不强制要求上市产品进行转基因产品标识，只是在生产经营者自愿的基础上标

明“转基因产品”，这是一种法制选择，也是实质等同原则下“公平交易”状态的追求［１３］，消费者在

法律限度内做选择。但是，非转基因产品生产经营者寻求“有机产品”标识［２］，使得这种转基因和

非转基因无区分的状态在一定市场范围内不存在，而且随着转基因公众认识的增强，越来越多的

消费者开始要求产品强制标识并促动立法［１４］。在中国，《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要求转

基因产品必须明确标识，转基因产品生产经营者必须在营销上做出转基因策略或非转基因策略的

决定，以便能够使消费者充分知晓其消费品的性质并作出真实的选择。回归品牌和信誉的正道，

并给农民在选择作物的时候提供科学的依据，实现真正的公平交易。当然这是过程监管对市场选

择有效作用的优势所在，是符合中国国情而与国际趋势切合，应该得到在国内外市场的放大，有利

于形成符合我国市场选择的国内外环境。但同时，国内市场也面临着根深蒂固的困难。自转基因

技术成熟以来已经发生了多次的非法种植和商业上市事件，这要求市场化监管必须具有市场运转

的生态环境。因此，需要逐步的建立和完善法制监管生态系统，固定市场化监管的管理结构，明确

细化法律体系，严格执法，培养整个社会维护法律监管秩序的意识，敦促转基因市场主体依法自

律，杜绝非法操作。加强转基因知识普及和推广，提高消费者对转基因产品的认知水平，同时定期

发布转基因产品检测信息，增加市场信息平衡度。推进中国农业产业化进程，鼓励农业技术企业

发展，为中国转基因产品进入并控制国际市场奠定产业和市场主体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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