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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增强种子经营者自觉行为。其次通过技术手段，

使备案简单易行。如开发手机软件，备案者能通过

手机备案等手段，使之易于操作。

4.5　加强检验工作　通过新建和完善一批种子质量

检验室，并提升检测技术手段，配备相应的种子检测

仪器设备等，使之具备种子常规质量检测能力。搞

好种子质量检验人员培训，提高检测检验水平和能

力。同时，上级部门加大种子现场速测方法和仪器

的研制，使执法人员能够迅速有效执法，减少生产 

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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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目前京郊小麦籽种繁育工作中存在的产业效益不高、繁育体系不稳固、种植规模下降、灾害性天气增加等问题

进行总结分析，寻找解决对策。提出加强人才培训，提升产品质量；树立优势品牌，提升产品价值；升级产业结构，注重权益保

护；以及利用农业信息技术加强风险预警等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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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郊小麦籽种繁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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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作为全国种业科技创新中心，聚集了大量

优势科研育种单位和知名种业企业，是重要的品种

和技术输出中心 [1]。小麦籽种产业一直是北京的

优势产业，是华北地区小麦籽种产业的重要基地 [2]，

在北京市建立籽种产业之都的大背景下发展迅速，

据不完全统计，北京每年向周边地区输出超过 1000 
万 kg 的小麦良种。目前，小麦良种繁育体系也趋于

完善，形成了规范化的操作规程，繁育技术得到不断

提高；但是，在近几年小麦籽种繁育工作中，仍然存

在一些问题，制约着小麦籽种产业的发展。本文结

合良种繁育的现状，以及自身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对

京郊小麦籽种繁育中存在的问题进行阐述、分析，并

提出相应的对策，为提升京郊小麦良种繁育工作提

供参考。

1　小麦籽种繁育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1.1　育种单位对籽种繁育工作参与度不够，导致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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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质量波动　北京市涉及小麦的农业科研单位有

20 多家，从事小麦育种的专家近百人，小麦育种整

体科研水平高 [3]。在本市各级农技推广部门、种子

管理部门等多方努力下已完成第 8 代品种的更新换

代工作 [4]。在品种更新换代和产业工作中，育种单

位和育种家在选育出品种后，对新品种的籽种繁殖

和产业开发参与度不高。育种机构没有设立独立的

品种推广部门和专职的负责人，多采用品种权出售

和授权开发的形式进行推广。新品种进入市场，育

种家把种子交给产业开发单位后，对该品种的繁育

工作管理很少，品种种性的保持工作空缺。育种家

对于自己品种的繁殖量保有不足，育种家种子不能

持续供应生产原原种、原种，各繁种基地籽种繁殖的

种源质量存在波动。

1.2　籽种生产工作人员技术水平需要提升，小麦繁

育体系不稳固　目前开展籽种生产工作的人员主要

为种业公司生产管理人员、种植业合作社的技术人

员、村级技术员和种植户个人，育种单位、种子管理

部门和农技推广部门的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很少能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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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到具体的生产当中。据统计，直接开展籽种生产

的人员，小学文化程度占 14.3%，初中占 35.7%，高中、

中专、职高占 35.7%，大专占 7.1%，本科以上占 7.1%[5]。

从业人员的文化水平和技术水平相对较低，与目前

京郊农业从业技术人员应具备的水平不符，主要原

因在于京郊农业生产主体升级较快，综合型的农业

公司和专业合作社发展很快，其业务重点和高级技

术人员投放到了经济作物和特色种养方面，对于常

规的籽种繁殖业务投入不足。目前，在种子繁育过

程中存在原原种和原种繁殖环节不规范、技术人员

对品种特性掌握不全面、良种繁育体系不稳固、品种

的种性保持工作不到位等现象。

1.3　籽种生产收益低，繁种户积极性不高，规模化

基地不稳定　小麦作为重要的口粮作物，国家给予

良种补贴、小麦种植直补、最低保护收购价等相应的

优惠政策，使得种植小麦的收益较以往有所提高；但

随着土地成本、农资投入和机械成本的上升，相较于

外出务工或种植经济作物所获收益，小麦的种植收

益相对较低 [6]。特别是京郊都市农业的发展，土地

用来种植的经济作物种类增多，多种经营的收益不

断提高，促使农业的地租成本增加，农民种植小麦的

积极性不高。小麦籽种繁殖过程中还需要投入人工

进行提纯去杂，收获时要注意防止混杂，雇工价格近

5 年内提高了 3 倍，种子的储运和加工也需要一定

的投入，折合每 667m2 增加成本投入 50~100 元，但

相对生产用种的收购价格没有明显优势，致使农户

繁种积极性不高。

另外，2004 年北京市委、市政府出台了《关于积

极推进农户突击承包经营确权意见》（京发（2004）
17 号），推动京郊土地流转工作展开，2010 年出台

《关于进一步规范本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工

作的若干意见》（京农函（2010）6 号），土地流转工

作进一步加快，近 4 年，57% 的农户进行了土地流

转，土地接转方主要是种植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

农业企业和村集体 [7]。这些经营主体占有主要的耕

地面积，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生产基地，在市里统一的

农业基础及生产设施配套工作中也完善了配套场地

和生产设备，具备一定的生产能力。但同时，规模化

的基地随着北京的都市型农业发展步伐，在开展设

施农业、生态农业、休闲农业等方面表现出更突出的

优势，其可选择的高收益项目较多，使得收益相对较

低的小麦籽种繁育存在基地不稳定因素。另外，北

京作为籽种产业之都，是众多北京选育品种投放市

场的第一区域，需要开展繁殖的品种多，之间存在着

较强的繁种竞争，使得繁种基地规模有限且不稳定，

籽种生产不够集中，增加了机械混杂的风险，使得繁

种基地更加不稳定。

1.4　种植规模大幅下降及农业气象风险增加，籽

种繁殖面临挑战　北京作为国际化的大都市，人口

众多，城市建设速度非常快，导致耕地面积不断减

少。20 世纪 90 年代，北京小麦播种面积为 260 万亩，

到了 21 世纪前 10 年，京郊小麦播种面积降为 90 万

亩 [3]，2014 年降为 40 万亩，2016 年播种季则降到 20
万 ~30 万亩之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以及向都市农

业的转型，小麦种植面积的不断减少成为制约北京小

麦籽种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如何在非常有限的土

地资源上提升籽种产业价值，是下一步发展的重要 
方向。同时，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环境下，华北地区在

小麦种植季降雨减少、干旱加重、灾害性天气频发，对

小麦籽种生产也产生了很多不利影响 [8]。除干旱之外，

在北京地区小麦成熟和收获的6月中旬时常出现高温、

干热风、阴雨倒伏，甚至冰雹等自然灾害天气。一旦收

获时间安排失误，繁种田遭受灾害天气，将会对种子质

量和收获数量造成重大影响。加之近些年，为了减少

晾晒，小麦收获向后推迟至枯熟期，增加了因阴雨导致

小麦穗发芽的机率。

1.5　知识产权、品种保护和行业管理需加强，侵权

违约现象存在　北部冬麦区小麦种植面积和单产均

低于主产的黄淮麦区，市场活跃度和品种市场价值

也相对较低。在知识产权和品种权益保护方面受市

场品种价值的影响，权利意识和保护工作存在不足。

加之北京及周边种企众多，籽种繁殖分散，存在繁种

基地套购、侵权生产、套包等问题。在行业中时常出

现种子量充足的年份企业拒收和压价；不足的年份，

农户抬价毁约的现象，履约的法律意识不足。这样

的套种毁约现象影响繁种基地和种业公司之间合作

的诚信度，同时种子质量也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影响

整个种子生产链。

2　对策
2.1　注重人才培训，提高产品质量　培训是小麦籽

种繁育工作重要的技术保证，通过开展定期的技术培

训和田间指导工作，以提升一线技术人员专业技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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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通过对农业经营主体负责人的培训，加强其质量

意识，改变对小麦籽种繁殖的认识。加大人员和资金

方面的投入，可以改变小麦籽种生产从业人员结构，

整体提升京郊籽种繁育工作水平，提高小麦籽种质

量，树立品牌形象。具体工作中，应由农业主管部门

和农技推广部门牵头，组织育种家和技术专家针对小

麦籽种繁殖的关键技术进行培训，使农户掌握基本的

规范和原理，以指导具体工作。在小麦籽种繁育的关

键时期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去杂去劣工作，区分什么是

异品种、变异株、燕麦和野生麦等杂株，提高种子田间

去杂效果。开展过程的监控和指导，应从播种、收获、

存储加工进行全过程分类指导，科学安排培训，确保

种子生产在每一个环节都符合技术规程的要求。

2.2　提升产业价值，稳固产业体系　在京郊有限的

土地资源上，重点进行原原种、原种的繁殖，并探索

优质小麦籽种产业，充分利用北京品种资源和技术

优势，促使产业升级。从小麦良种籽种产区，提升为

优势品种的原种生产地、优质小麦及籽种产区。以

优质的种子和服务，树立品牌形象，形成北京的拳头

品种，占领市场，扩宽销售范围，提升产业效益。通

过效益的提升，增加产业链各环节的利润率，稳定并

发展规模化生产基地，引导种业企业、籽种繁殖基地

和种植大户进行自身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升，

稳固现有的小麦籽种繁育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

以北京为中心，向外辐射的育种家种子—原原种—

原种—良种 4 级繁育体系，实现小麦籽种产业的京

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和技术共享。

2.3　加强监督管理，建立互信平台　种子管理部门

加强对本辖区内种子生产的监督与管理，严厉查处

侵权、违规、违法行为。检疫部门做好田间检查和检

疫监督工作，不合格不发证。生产部门做好种子生

产管理工作，完善种子生产档案，对不合格种子不

予收购，确保农业生产用种安全。提升“北京品种、

北京种源”的品牌形象。具体籽种繁殖工作中，通

过签订繁种合同，在法律上约束违规行为。种子企

业秉承诚信是金、无信不立的经营理念，对于为企业

繁种的农户切实负起责任，主动维护农民利益，树立

良好的企业信誉，才能建立起互相信任、互相支持的

合作伙伴关系。对于签订繁种合同的农户，要充分

认识合同对双方的约束作用，严格履行合同中的义

务。通过加强种子生产企业和基地农户对《经济合

同法》、《种子法》等有关法律的学习，逐步提高法律

意识，增强法制观念，加强互信建设。

2.4　注重权益保护，促进良性循环　加强品种保护

意识，在小麦新品种的推广和经营过程中，育种单

位、经营主体、监管部门和产品使用者都要注重对知

识产权和品牌权益的保护，杜绝侵权、违规行为。加

快新品种保护申报流程，减少品种保护通过之前时

间区域的侵权行为，并注重对侵权行为的追诉。对

公布保护的新品种，在经营过程中应加强品种权的

保护，严格执行授权制度，没有获得品种权单位授权

的种子经营企业，将不能得到种子的生产许可证。

对侵权和违法行为进行严厉的打击，育种单位和育

种家权益才能得到有效保护。结合现有国家政策，

采取有效的激励促进机制，使高级专业人才和育种

家能够主动参与到籽种产业发展链之中，紧密集合

产业发展前端，不断地提供新的技术成果和支持，形

成良性循环。

2.5　加强灾害预警，降低产业风险　与当地气象单

位建立气象预警体系，在传统的行业中充分利用先

进的农业信息技术，对气候变化和灾害性天气的发

生做出预警和应变处理。利用现代农业设施装备来

降低风险、控制风险。例如在小麦收获期，对阴雨天

气做出准确预测，结合不同品种抗性，合理调整收获

进度，并结合种子烘干设备，避免出现阴雨造成的大

面积穗发芽，保证安全生产，降低产业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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