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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词 2016 年首次写

入中央一号文件，文件内容通篇贯穿“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这一思路。2017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又一

次提出“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体

现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绿色生产、新产业新业态的

壮大及科技创新驱动上，各农业细分领域迎来了发

展新机遇。从 2011 年起，国务院连续 3 年相继出台

了 3 个与种业发展关联的文件——《关于加快推进

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全国现代农作物种业

发展规划（2012-2020 年）》及《深化种业体制改革提

高创新能力的意见》，全面部署种业发展工作，措施之

实，力度之大，史无前例。2017 年《农业部关于推进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意见》中更是将“加快

现代种业创新”单列出来。多个文件的出台，对种业

的转型升级指明了方向，具有很强的前瞻性、指导性

和针对性。在此背景下，本文就近年来种业发展取得

的显著成效、种业发展存在的问题进行讨论，并对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种业发展提出对策建议。 

1　种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效
1.1　四大作物良种联合攻关取得新成效　从 2014
年开始，农业部、科技部联合开展了小麦、玉米、水

稻、大豆四大作物良种联合攻关，取得了显著成

效。玉米已经培育筛选出抗倒伏、耐密植且适宜

机收子粒的德玉 919、吉单 66 等新品种，填补了国

内无机收玉米品种的空白。大豆联合攻关区主要

集中在黄淮海、东北、西北等主产区，吉林省农业科

学院大豆研究中心已培育出综合性状好、产量超过

400kg/667m2 的大豆新品种吉育 86，河北省农林科

学院粮油作物研究所培育出产量超过 300 kg/667m2

的大豆新品种冀豆 17，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

究所培育出产量超过 200kg/667m2 的大豆新品种中

黄 301。分子检验平台和品种定向改良已初步构建，

从国内外收集 2 万余份种质资源，在其中发掘出抗

病、耐旱、抗倒、节肥的优质资源 1000 余份，大大拓

宽了四大农作物的遗传基础。

1.2　新修《种子法》及配套法律法规实施，依法推动

种业健康持续发展　2016 年新《种子法》实施后，农

业部又出台了《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种子

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和《农作物种子标签和使

用说明管理办法》3 个《种子法》配套规章，对种子

管理相关制度进行了全面修订完善，主要目的是通

过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推动监管重心由

事前许可向事中事后转移，建立种子可追溯制度，加

快提升种业整体竞争力，进一步推动种业发展、促进

种业创新。品种管理制度实行改革、品种审定路径

多样化、生产经营两证合一、标签标注等进一步规范。

1.3　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种业基地建

设取得突破性进展　优势种子基地是宝贵的国家战

略资源。2013 年，农业部认定的 57 个国家级种子

基地市县可以说是我国目前优势最强、发展潜力最

大的种子基地。水稻、玉米杂交种制种面积分别占

到全国的 1/2 和 2/3，在保障我国安全用种上发挥着

十分重要的作用。2016 年，中央投资 3.3 亿元建设

海南、甘肃、四川三大育种基地，1.79 万 hm2 南繁育

种基地均纳入基本农田进行保护、上图入库及核心

区土地确权，实行用途管制。同时，中央财政落实

35 个育种制种大县奖励资金 4 亿元，这一举措带动

制种逐步向优势基地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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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科企合作初见成效，种子科研体制改革迈出新

台阶　2016 年，农业部联合其他部门出台了《关于

扩大种业人才发展和科研成果权益改革试点的指导

意见》，将种业人才发展作为改革的重点，改革由试

点到全面展开。科研人员可通过成果转让、向企业

作价入股来获得现金奖励和股权。同时，给科研人

员给予宽松的发展条件，以兼职或离岗创业的形式

从事科研创新和转化工作，兼职期间同等享有职称

晋升、评先选优及社会保险等方面权利。

1.5　创新政府财政职能，设立现代种业发展基金　

2013 年，现代种业发展基金由财政部牵头，联合农

业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中化集团公司共同设

立。与其他资金扶持方式对比，种业发展基金通过

发挥其引头雁和汇集作用，有力地带动社会资本投

向种业，为社会资本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投资渠道，使

种子企业的资本运作水平和资金实力进一步提升。

基金的设立，协助培育一批具有广阔应用前景和自

主知识产权的突破性农作物优良品种，投资建设一

批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机械化的优势种子生产

基地，打造完善一批育种能力强、生产加工技术先

进、市场营销网络健全、技术服务到位的“育繁推一

体化”现代农作物种子企业，努力提高我国农作物

种子企业的专业化水平和国际竞争力 [1]。至 2016
年底，种业基金已投决项目 23 个，投资规模近 13 亿

元，带动其他社会资本投入近 100 亿元。

1.6　加快建设数字种业，“互联网 + 种业”模式迅速

发展　随着“互联网 + 农业”的迅速发展，农业信息

化、农业现代化也加速融合和提升。在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下，中国种业的发展也发生巨

大的变化。在种业新常态下，种业与“互联网 +”联
姻是我国种业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爱种网是数字

种业发展的典型，在农业部种子管理局和中国种子

协会的大力支持和指导下，由国内实力最强的 11 家

种企和现代种业发展基金共同出资而建立，是国内

农业领域唯一一家最有公信力的中立第三方信息、

电商、信用和大数据平台 [2]。爱种网以“互联网 + 种

业”为根基优先发展，重点任务是打通农资行业信

息流，扎扎实实地为政府部门、种子企业、农户和经

销商服务。通过爱种网提供的免费平台，种子企业

可以进行管理升级、效率提升、直联客户，逐步实现

直销，帮助经销商、零售商变成服务商。

2　种业发展存在的一些问题
2.1　作物品种布局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

求不相适应　一是品种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粮

食类作物品种、资源消耗性品种及高产品种较多，而

经济类作物品种、“绿色”品种和优质专用型品种相

对较少。二是主栽品种不突出，部分作物品种出现

多、乱、杂的局面。三是常规品种使用年限较长，新

品种更新步伐跟不上。

2.2　种企研发能力薄弱，种业科技创新能力和核心

竞争力不强　国内种子企业虽然数量较多，但其科

研规模小、力量分散，基础设施薄弱，大部分种子企

业基本没有自主研发能力，科技水平较低。科研力

量大都集中在品种选育上，而对现代育种理论方法

与技术的研究不深入、不透彻，对种子生产、种子加

工及种子质量控制等研发力度不够，自主知识产权

的基因资源和专利技术很难形成。《植物新品种保

护条例》没有将实质性的派生品种纳入保护范围，

模仿性、修复性的太多，原始创新成果未得到保护。

2.3　市场监管和知识产权保护不力　一是行业监

管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品种审定中的腐

败现象依然存在，套牌、倒卖种子的行为泛滥，特别

是基层种子管理部门采取“执法不严、以罚代管、罚

而不纠”的“管理手段”，将种子市场推入极不健康

的发展环境之中，阻碍了种子市场化、产业化的形

成。二是对植物新品种的保护力度不够，育种成果

没有转化成商品。我国种业在知识产权领域明显处

于弱势地位，以争取研发课题与扶植项目为导向的

种业研发体制，模糊了种业知识产权保护目标，导致

种业知识产权质量难以提高 [3]。一方面，科研机构

及育种专家在转让品种时，种子公司通常不愿意或

不按照要求支付转让费，严重影响了科研人员的积

极性和科技创新的后劲；另一方面，品种权的私下转

让、假冒侵权、盗取亲本现象严重，使得品种权人不

能取得培育或转让新品种而应得的报酬 [4]。

3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种业转型升级

的对策
3.1　合理布局农作物品种种植结构，为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培育出好品种　在种植业结构布局上，

要建立粮、经、饲的三元结构要求，组织筛选和推介

一批粮改饲专用、粮饲兼用、特色经济园艺和绿肥作

物品种。二是继续抓好水稻、小麦、玉米、大豆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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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良种联合攻关，组织科企联合体完善一体化育

种创新和利益共享机制，推出一批高产、优质、广适、

多抗的玉米、水稻、小麦、大豆新品种，培育节水节肥

节药的绿色品种，加快新品种更新换代。

3.2　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种业集团，为农业

供给侧改革多做贡献　企业竞争力的核心是自主知

识产权，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是科技创新。因此，企

业要提高核心竞争力必须强化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建设。赋予企业市场主体、科技主体、竞争主体的地

位 [5]。加快种子企业兼并重组整合力度，鼓励多方

资源向种子企业流动，形成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格局，

通过资源合理配置和结构调整，培育一批科研育种

能力强、生产加工技术过硬、市场营销道路畅通、技

术服务一流的现代种业集团。加大种业基础研究和

重大科研攻关力度来提升品种创新、技术创新能力。

瞄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变化，强化种业科技的引领

性和方向性，实现种子的功能性和适应性。适应多

元消费需求的导向，加快种业绿色科技创新，培育适

应农业绿色发展、全程机械化、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

和质量安全的新品种新技术 [6]。政府有关部门应对

种子企业在税收、信贷、基地建设、项目倾斜等方面

给予重点扶持，全面提升种业企业竞争能力，为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出应有的贡献。

3.3　加大科研体制改革力度，构建科企合作创新体 
系　通过市场准入、品种审定等机制，引导科研院

所、高等院校与其开办的企业事企脱钩，使其逐步退

出商业化育种阵容；明确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是基

础性公益性研究的主体，商业化育种由公共科研机

构向种子企业转移，逐步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商业

化育种体系 [7]。按照《关于扩大种业人才发展和科

研成果权益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鼓励科研人员、

资源、技术依法有序向企业流动，通过产学研、农科

教紧密结合，促进农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企业联

合公关的现代种业科技创新体系。

3.4　加强种子市场监管，为农业供给侧改革用种提

供安全保障　以实施《种子法》及配套法律法规为

契机，推进“互联网 + 种业”信息化发展，提高全程

可追溯监管水平，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一要

建立种业大数据平台。整合以种子品种全产业链，

以其为主线。涵盖种子的研发、保护、区试、审定、生

产、销售、推广等环节，以大数据技术为支撑，通过数

据库的衔接与整合打造国家种业大数据平台。整合

数据链，实现从品种选育到种子零售的全程可追溯。

汇集新品种保护、品种审定、品种登记、种子生产经

营许可、终端零售备案、质量与价格监测和市场执法

检查等信息，提高种业数据资源的管理水平和利用

率 [8]。二要严格监管市场。加强种子行政许可事后

监管，加大种子市场督查力度，严厉打击虚假宣传、

套牌侵权、制假售假等违法行为，优化种业经营环

境，切实维护农民利益。三要加强植物新品种保护。

完善和修订《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将实质性派生

品种纳入被保护的范围，切实维护好农民、育种者和

企业三方的权益，为种业创新发展提供新动力。

3.5　加快推进种业“一带一路”建设步伐，推进我国

种业“走出去”　建立育种人才流动机制，鼓励企业

从国内外引进尖端人才、优质资源、现代化育种制种

技术及种子生产、种子加工等设备的制造技术。完

善种质资源保护方式，支持国内有条件、有实力的种

子企业和科研机构带种质资源、带技术“走出去”，

在南亚、东南亚、非洲等“一带一路”国家建立种子

试验站和种子生产基地，就地研发和示范推广，开拓

国际市场。抓住一带一路建设机遇，稳步推进我国

种业“走出去”，进一步提高我国种业集团和种子企

业的现代化、国际化、专业化、规模化程度，增强自主

创新、自主发展、自主竞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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