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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公司继续坚持以特色种业、生态修复为主业，解决生

态修复的难点、痛点问题，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做好草种业的布局，

运用好大数据技术，精耕细作草种业。 

报告期内，公司先后在陕西、内蒙古通辽获得重大订单，存量

PPP 项目运营稳定，科研实力进一步提升，基础研究进一步筑牢，核

心技术进一步丰富，三家子公司获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证；内控体系

优化，管理制度完善，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报告期内累计向社会捐赠

900 余万，涵盖抗疫、扶贫、助学等多领域。 

报告期，营业收入29.11亿元，净利润3.09亿元，同比增长33.22%，

现金回款 24.09亿元，占营业收入 82.76%。 

一、2021 年经营成果 

1、生态修复 

公司用生命共同体思维解决“山水林田湖草”的生态规划治理。

从阿拉善的荒漠治理、乌拉盖的草原修复、扎赉诺尔的矿山复绿、呼

伦湖及岱海的环境治理、呼包两市的大青山前坡综合治理与海绵城市

的构筑，到北京世园会生命共同体展园实践。2021 年参加联合国《生

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并在生态文明论坛“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从理念到实践”主题对话中，分享“种质资源”

+“数字技术”服务生态修复，助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经验。 

现业务已向内蒙古自治区区外拓展到陕西、西藏、青海等地。在

陕西，建立三秦乡土植物种业研究院，引种 700多种陕西野生乡土植

物，应用到斗门水库（昆明池）堤岸生态修复、清涧沿黄公路生态修

复、秦岭黄柏峪矿山复绿等多个重点生态修复项目。培育的秦草语嫣、

秦草粉梦被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确定为木兰新品种，丰富了秦岭生态修

复的乡土植物品种。建立陕西生态大数据平台，助力“数字秦岭”和

“美丽陕西”。 



陕西三秦乡土植物种业研究院 

 

在西藏，建立高海拔植物种业研究院，通过乡土植物引种驯化、

苗木繁育生产、生态大数据平台建设、生态修复标准构建等搭建生态

修复体系，加大生物多样性及种质资源保护力度。目前，对近 30 种

乡土植物开展引种驯化工作。 

西藏高海拔植物种业研究院 

 

在青海，建立高寒植物种业研究院及生态修复示范区，进行黑土



滩（黑土山）生态治理及重度退化草原（坡地）治理，并建设三江源

生态大数据平台，利用数字技术统筹管理区域生态资源、生态资产，

改善生态环境。秦草、藏草、清草在陕西、西藏、青海扎根，公司将

在继续深耕已拓展区域的同时，面向更广阔的市场发力。 

公司依托数字+种业，做精准生态服务商，先后在陕西、内蒙古

等地区获得重大订单，部分新项目有工程施工预付款，作为项目前期

启动资金，项目质量有所提升，能够改善公司资金及经营性现金流量

状况。报告期内，公司新签订工程建设合同（含中标通知书和框架协

议）143 份，合同金额 457,974.23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362.48%；

签订设计销售合同 9 份，合同金额 544.66 万元；签订苗木销售合同

51 份，合同金额 1,006.56 万元；签订技术服务合同 10 份，合同金

额 863.94 万元；签订肥料及苜蓿销售合同 9 分，合同金额 28.32万。

公司现存在执行的 PPP 项目 31 个，其中 25 个项目已经进入运营期，

2021年获得投资收益 3.68 亿元。 

2、特色种业 

公司不断加强特色乡土植物种质资源的保护和挖掘利用，深耕科

技创新和遗传育种研究；开发运用数字种源体系强化种源的保、育、

繁、推系统，有近 200 种乡土植物应用在各类型的生态修复中。同时，

不断加强种业创新成果转化，如获得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佳

发明奖”的快乐小草走路草坪已运用到体育公园、城市生态空间等处，

让特色种子能用、好用、可推广是公司继续开拓的方向。根据内蒙古

自治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国家专利导航项目（企业）研究和推广中

心、华智数创（北京）共同发布的分析报告，蒙草生态凭借 142项草

种业相关专利数量，位居全球草种业主要创新主体排行榜的第六名、

是国内草种业研发的领先企业。 

报告期，公司进一步升级数字种业大数据平台，升级后平台能确

保种质资源收集、鉴定、评价、保存、研发、生产及应用全流程的一

码追溯，追溯种质资源的源头，并用数字化管理草种全产业链；同时，

新平台可通过数据分析得出种子适宜的推广地，为优良商品草种推广

及技术指导提供完整数据溯源跟踪服务。目前公司正在开发数字种业



‘保育繁推’管理系统，系统以草种业和农业为核心。公司对标国家

库提升管理水平，建设国家林草种质资源库分库；扩建干燥间、标本

库、土壤库、蒙中药库；做为社会第三方，建成并完善了草种质量检

验检测中心。 

种质资源库对标国家库提升管理水平 

 

2021 年采集野生植物种质资源 3500 余份；采集作物种质资源

4000 余份；植物标本采集 29000 份，组织完成了 21000 份标本的鉴

定；完成新品种登记 3 个。 

种子生态包是用于生态修复、景观建植的科技产品，以生态产业

大数据平台为依托，以乡土植物种子配比和混播技术为核心，辅以蚯

蚓肥、微生物菌肥、土壤调理剂等，结合种子包衣丸化加工技术定制

而成，配合相应的施工措施实施。报告期内，依托研发，生态包产品

优化升级，充分整合成四大系列，分别为多功能生态草地系列、矿山

修复系列、草原修复系列、土壤调理系列，满足功能生态草坪草原修

复、基础复绿、草原修复（家庭牧场）、沙地治理、盐碱地草地、高

标准农田等多种需求。 



种子生态包 

 

3、碳汇研究 

敕勒川草原修复项目，经过多年的修复，已有 60 多种植物和一

大批动物、昆虫回归草原，生物多样性逐渐恢复。修复后的敕勒川草

原，每年每公顷固碳 1.5 吨左右，释氧量 2.8吨左右。 

扎赉诺尔矿山修复项目中公司选取具有抗寒、抗旱、抗贫瘠、抗

盐碱、生长快、成活率高等特点的乡土植物进行生态修复。修复后的

矿区各种原生植物恢复生长，植物种类由最初的 10多种增加到 70 多

种。 

公司科研团队在评价筛选多种草原植物抗逆性的基础上，将耐瘠

薄、耐盐碱、节水、抗旱等抗逆性优良的草原植物广泛应用于敕勒川

草原、乌拉盖草原、乌珠穆沁草原等退化沙化草原修复实践中，在提

高草原植被成活率和修复效果可持续性的同时，筛选出“高固碳、低

耗能”的“特种草”植物，像具备抗旱、耐寒等特性的冰草，还有“草

原卫士”芨芨草、被称为“牧草之王”的苜蓿。 公司应用适地乡土

植物，修复生态，然后发掘每棵草的碳汇价值，为草原碳汇发挥重要

价值。 

建设碳捕捉实验室：与霖和气候（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共建碳捕

捉实验室 300 平米；碳建设汇植物资源圃：建设碳汇资源圃，筛选高

固碳、低维护植物，采集碳汇植物根系 20 种；建设碳汇体系能力：



开展碳汇评估体系建设，培训碳资产管理人员 40人。 

4、科研技术 

公司累计承担科研 274 项，其中国家级 22 项,省级 84 项，包括

内蒙古自治区“科技兴蒙”重点专项-草业领域种业技术创新中心建

设专项及多个国家、自治区重点研发计划、关键技术攻关项目、科技

成果转化项目。 

科技兴蒙-种质创新与新品种选育，通过传统育种技术结合分子技术，

创新新种质，为新品种培育提供丰富材料，培育生态与生产兼用的广

适草品种。 

种质资源与检化验中心实验室 

科技兴蒙-优质草种良种繁育及产业示范，针对我国北方生态环

境受损严重，用于植被修复的优良品种和优质种源极度短缺的问题，

开展重要乡土植物的栽培驯化、种质创新和优良品种选育等工作。开

展生态型牧草的选育，对优良性状突出的新品系进行品比试验、区域

试验、生产试验，利用丰富的野生植物资源，选育特色草种，为生态

建设、草牧业发展提供优良种质资源。 

主要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草原退化植被恢复技术在草原生态修复中的推广应用，在锡林郭



勒盟进行草原退化植被恢复技术成果的推广应用，治理退化草地 8000

亩，沙化草地 5000亩，盐渍化草地 2000 亩。项目重点对退化草地修

复技术进行推广应用，将为退化草地综合治理和发展可持续的生态畜

牧业提供技术支撑。 

典型矿区表层土壤重构与水土固持新材料研究，针对内蒙古典型

矿区开采造成水文单元破坏、景观格局失调、植被恢复困难、土壤侵

蚀加剧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提出内蒙古典型矿区生态修复技术模

式，边坡固持后保障边坡稳定、植被恢复与稳定维持调控技术、矿区

排土场边坡不同水土固持新材料组合关键技术等为内蒙古土典型矿

区生态修复技术模式提供技术支持。 

内蒙古典型矿区生态修复技术集成与示范-内蒙古典型矿区绿色

智能生态修复关键技术集成与示范，开展草原矿区生态修复种质资源

收集、鉴定与评价，草原矿区生态修复种质资源数据库建设，内蒙古

草原矿区生态大数据与智能修复系统，构建内蒙古草原露天煤矿生态

大数据，建立矿区生态修复效果监测与智能评价技术。 

草原矿区生态修复植物适应性评价 

标准申报，2021 年围绕草种生产、草坪建造、数据平台建设等

组织申报国家、行业、地方标准 28 项，获批立项 17 项。 

标准评审，完成内蒙古草原生态保护与修复、内蒙古草种保护、

育繁与应用标准体系建设，制定自治区草原生态保护与修复技术标准



和草种育繁与应用技术标准 3-5 年规划，2021 年组织评审发布 1 项

行业标准，38 项地方标准，建设乌拉盖草原生态保护与修复标准化

示范区、草种繁育与应用标准化示范区。 

知识产权方面，2021 年公司共完成 28项地方标准评审，其中已

经已经发布实施地方标准 21 项，已经通过专家评审，待发布实施 7

项；申请专利 81 项，其中发明 19 项，主要在植物育种、组织培养、

良种繁育、种业生产机械、矿山修复技术等领域。 

公司已发布国家、行业、地方、团体标准 29项，包括 2项国标，

1 项行标，26 项地方标准；累计申请专利 417 项，其中发明 187 项；

已授权专利 159项，其中发明 38 项。 

5、运营管理 

PPP 投资收益增加，财务费用降低，贷款结构优化。持续调整贷

款规模、结构，目前公司短期贷款和长期贷款比已经实现 3:7 的优质

比例，组建应收账款管理部门，专人专管，综合协调，运用催收、转

让、化债、保理等方式盘活应收账款，完成回款 24.09亿元。债权转

让，盘活资产，公司累计转让债权 11笔，盘活现金 2.38亿元。 

注重合规风控，全面审计，年度内公司组织两次税务审计进场检

查，并出具了风险分析报告，保障公司的合规经营，同时开展对分子

公司的全面业务财务审计，保证子公司在集团框架下合规经营，管控

有效，及时反应。 

降本增效，践行生命共同体。公司综合分析了 60 余个项目成本，

形成案例教学，示例范本，以供全公司学习借鉴，将生命共同体融入

生态建设，写入《蒙草质量标准》并印发至一线项目部。 

二、公司未来发展展望 

未来，公司将在特色种业领域不断发力，包括不断完善“乡土植

物种质资源库”，保障北疆生态修复“有种子可用、有植物适用”，

针对农作物、中药材等健全特色种业发展体系，把优质种源既要存在

库里更要种在地里。让乡土草种发挥更大的作用，做好特色种业。 

（一）继续做好种业 

继续实施草种业“百万采样计划”，采集野生植物种质资源，做



好种质资源收集与保存，品种评价与选育，利用引种驯化、基因编辑

手段，培育新品系，申请植物新品种及品种审定登记。开发数字种业

‘保育繁推’管理系统，系统以草种业和农业为核心。公司将积极推

进种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让种业数字平台实现精准溯源及模式创新，

用数字技术分析每一个区域的水土气指标、种质资源应用等，并将品

种、数量、质量、种植管理、防病防疫、测产采收等指标全部写入大

数据平台，实现种业数字化一张网，助力解决生态修复、畜牧业发展、

特色农业等领域的选种、用种难题。 

资源圃及种子扩繁，制定公司种业中心资源圃、鉴定圃、评价圃

的 2022 建植与管理计划，针对各部门的需求开展工作；建立审定品

种、植物新品种原原种田繁育原种，为良种繁育提供基础种子和栽培

技术，为商品种培育提供原材料；建设、监测野生乡土种质资源和特

色农作物种质资源田间鉴定和评价圃。 

蒙草种业中心资源圃 

 

加速智力成果转化，积极打造专利护城河壁垒，2017 年，蒙草

生态被认定为“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2019 年通过知识产权管

理体系认证，全方位开展知识产权创造、保护、应用和风险防范。目



前，公司知识产权已逐步形成体系化管理模式。公司申请保护专利、

商标、品种等知识产权近千项，在现有基础上，继续扩大专利池，进

一步开展专利布局，扩大建设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公司的知识产权工

作围绕主营业务进行布局，涵盖育种及扩繁、数据监测、草坪建造养

护、生态修复等领域。如获得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佳发明奖”的走

路草坪；通过组培配方创新和技术改良，使百合组培苗生产周期缩减

2/3，生产成本降低 53%，百合培养与脱毒技术获行业专家认可。公

司在逐步加大商标跨类别、跨行业保护力度及应用转化，建立蒙草特

色专利、商标、植物新品种权、著作权协同推进的绿色知识产权保护

体系，加速企业提质发展。 

产品创新 

实用型专利转化到大生态、生命共同体、肥料产品上。深化产品

思维，公司内部成立多个产品小组，以小团队的形式开发升级公司各

产品线，推动科研成果转化，应用到公司产品上，继续加大对种业科

研的投入力度，建设国家草种业技术创新中心，解决生态、生产、环

境所用优质草种需求，推动草种质资源优势尽快转化为产业优势。 

推进碳汇研究 

基于现有研发成果，寻找外部优势资源，联合科研机构共建草原

碳汇示范区，开展草原碳汇标准制定，改建资源圃，筛选高固碳植物，

对现有生态修复项目碳汇价值进行评估。 

公司运营管理方面 

2022 年，公司将开展公司体系建设，利用数字化技术，建设共

享平台，提升管理效率。公司自上市以来业务不断发展，现业务已向

内蒙古自治区区外拓展到陕西、西藏、青海等地，2022 年公司完成

更名，“去区域化”，将向更广阔的市场发力。因业务范围较广，将

集中管理，资源优化组合，实现资源共享，统一调配，倡导厉行节约

的理念，该花钱的地方不含糊，该节约的地方严控成本。人财物服务

到研发专、精、特、新产品上，公司各生态产品不追求大而多，要做

精做专，输出“专、精、特”的产品和服务，细化产品及服务，要继

续保持公司创业时的客户精神，注重用户体验，及时反馈并修正用户



提出的使用建议，并为用户提供解决方案。继续对标一流企业，学习

内控体系、产品布局、产品思路、业务体系、客户需求、营销模式、

经营模式等。 

全员重新定位，思考自己做什么，怎么做，如何做的好。明晰岗

位职责，充分的自我认知，分析自己能够解决什么事情，明白自己的

优劣势；全员绩效、事薪制，奖励主动承担，积极进取的员工，鼓励

员工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成就，针对各个岗位，做技能提升，提升员

工自身综合实力；针对每个员工自身情况，因材施教，因人而用，精

细化管理，精细化安排工作，提升办公效率，带动公司整体经营效率

的提升，人力资源的最优利用；不丢掉创业时的精神，敢于创新，也

勇于创新。全员树立忧患意识，成立风险控制小组，全面梳理各环节

面临的风险点，重点检查防控，从严管理。 

继续从实际需要出发，将科研融入到生产中，专项专攻，以解决

实际问题开展科研工作，推动科研成果的转化。积极承担国家、自治

区科研难题的攻关工作。 

（二）公司可能面对的风险及应对措 

1、地方政府收入下滑导致的付费延迟风险 

公司回款来源都依赖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或专项拨款。若未来

公司合作的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出现较大波动，将可能影响公司回款。

近年来，公司已逐步将业务区域拓宽至内蒙古外，陕西、西藏、新疆、

青海等区域，使公司业务布局更均衡。同时内蒙古政府出台《关于建

立防止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的实施意见》，要求建立

防止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的长效机制，制止各种拖欠民营企业、

中小企业账款问题的发生，内蒙古要求政府投资项目所需资金要确保

足额到位，不得由施工单位垫资建设。同时设定最长付款期限，机关、

事业单位采购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货物、工程、服务，应当自交付之

日起 30 日内支付账款，合同另有约定的，付款期限最长不得超过 60

日。这些政策的出台从机制上保障了公司回收应收账款。 

2、公司业务拓展带来的管理风险 

近年来，公司业务拓展到内蒙古外市场，在资源配置、经营管理、



文化匹配等方面给公司带来一定压力，这些都加大了公司在项目管理、

业务指导和团队输出方面的难度，对公司的管理能力提出了更严峻的

挑战。公司将加强区外企业的管理，加强与区外企业之间的人员交流、

学习，使区外企业在业务、工程管理、技术研发、财务管理、人力资

源管理、品牌文化建设等方面与上市公司持续融合、发挥战略及业务

协同效应，并不断提高区外公司的盈利水平，保障公司稳健发展。 

3、长期应收款、应收账款、现金流波动风险 

报告期，公司的长期应收款净额为 48.07 亿元，公司应收账款账

面价值为 32.35亿元，应收账款可能出现到期不能及时收回或无法收

回的风险。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的波动较大，可能面临流动性

风险。 

近年来地方政府积极推进将应付账款纳入政府债务系统和当期

预算支出管理，回款保障性加强，应收账款发生坏账的风险较小，公

司将积极协调政府专项资金对项目回款的支持，同时加大催款力度，

在新项目选择上，将回款能力作为投标选择的首要评价指标，同时重

点参与有国家或地方政府专项财政预算保障的项目建设；积极与金融

机构探讨资产证券化、应收账款保理等金融业务模式，通过金融模式

减少应收账款的资金占用，盘活应收账款。 

4、项目施工进度未达预期 

未来可能存在公司部分项目变更或尚未落实项目融资，将造成未

完成融资的项目施工推进缓慢。我国经济增速放缓、金融市场进入调

控周期等宏观环境可能面临投资落地速度放缓的风险。公司结合自身

资金情况，对项目的选择进行审慎评估并拓展融资渠道，公司在原有

生态业务的基础上，拓展创新业务，细分矿山修复、种业科技+生态

大数据、快乐小草等创新产品。公司将继续深化生态修复及创新业务

的战略布局，实现公司的持续发展。 

（三）公司核心竞争力 

1、特色乡土植物种质资源库、种业体系 

建成具备国际水平的特色乡土植物种质资源库（小草诺亚方舟），

收集有地理标记的乡土植物种质资源 1694 种，4.8 万份；标本 4000



种，近 12 万份；土壤 140 万份；审定国家及自治区草品种 25个，获

国家植物新品种权 6 项，编制企业标准 300 余项。可提供不同区域生

态修复用种、乡土植物种苗、运动及景观草坪、牧草草种及科技服务

输出。通过“特色种质资源储备”、“育繁推”一体化产业链，保障

了大规模生态修复的有种可用、有种适用，实现低成本、可持续的精

准生态修复，让种质资源体系构建起核心竞争壁垒。 

2、生态大数据，为生态体检，为产业导航 

围绕生态修复，运用大数据领域相关技术、实地采集区域内水、

土、气、植物、动物、微生物等样本，通过检化验和数据分析，判断

区域生态健康状况、历史演变规律、实时动态监测等。可实现，定位

任一经纬度，即可查询该点位的生态本底数据信息，定制开发相应生

态管理数据模型，点击任意一个管理模块，即可显示生态管理和生态

产业指导。公司生态大数据正不断将“大数据+种质资源”精准指导

生态修复的智慧模式拓展到不同地区，运用到草原生态恢复、矿山边

坡生态治理、河湖湿地生态驳岸、沿黄流域生态保护等各生态修复类

型及生态景观中。 

3、完备的技术标准与科研平台 

拥有国内草产业界顶级专家资源和成体系的科研团队，建立十多

个专项生态研究机构，分布在内蒙古、宁夏、北京、陕西、西藏等地，

包含抗旱植物、耐寒植物、草原荒漠植物、京津冀乡土植物、藏域植

物等不同类型区的生态研究。继续推进和争取承担编制国家、行业、

地方、团体标准等。 

 

 

蒙草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