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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南繁现状分析及对策
翟军海 1　高　飞 1　赵　伟 1　朱延萍 2

（1 陕西省种子管理站，西安 710021；2 延安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延安 716000）

摘要：陕西南繁育种企业规模较小，南繁作物主要为玉米，在 2015 年下半年玉米粮食价格下降带来不利影响后，企业育种

规模在次年大幅降低，而科研院所变化不大。南繁是加快品种选育、提升种业科技创新能力的关键环节，建议政府引导、加大

扶持，稳定南繁规模，改善南繁供给侧结构，鼓励开展非主要农作物南繁育种、分子育种、“互联网 + 农业”等多种方式，同时建

立奖励激励机制，强化南繁管理，推动陕西南繁产业健康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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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南繁基地是我国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育

种基地，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对加快提升我国种

业科技水平、保障国家种业安全做出了重大贡献。

2015 年颁布《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海南）建设

规划（2015-2025 年）》，规划提出 1.79 万 hm2 适宜南

繁的耕地实行永久保护，在保护区内建成 0.35 万 hm2

高标准南繁科研育种核心区的建设目标，加之相应

配套政策的实施，使得南繁基地保护、建设、利用及

管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2014 年陕西省成立南繁

领导小组及南繁管理科，专门协调管理南繁事宜，省

财政投入 1300 多万元用于南繁育种基地建设。近

年来，陕西南繁产业健康发展，选育玉米品种数量明

显增加，2014 年、2015 年、2017 年陕西省选育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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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品种数量分别为 8 个、22 个和 25 个，占全省审

定品种总数的 30%、47%、59%，其中约 40% 的品

种由省南繁基地进驻单位选育。

1　南繁育种情况
1.1　用地情况　2016-2017 年度陕西省南繁科研

育种总面积 45.24 hm2，其中玉米 43.44hm2，水稻

1.13hm2，西瓜、烟草、向日葵等 0.67 hm2。南繁企业

用地面积 33.72 hm2，科研院所 11.52 hm2，用地主要

集中在乐东县、三亚市及陵水县，乐东县约占 70%。

用地需求分别较 2015-2016 年度、2014-2015 年

度、2013-2014 年度下降 27.4%、19.3% 及 15.3%
（表 1），需求变化主要集中在企业，而科研院所较为 
稳定。

表 1　2013-2017 年陕西省南繁情况年度统计表

年度 南繁总面积（hm2） 企业数 常驻人员数 小制种面积（hm2） 选育组合数 育种材料数 租期（10 年以上）

2016-2017 45.24 39 111 17.47 38714 72531 14

2015-2016 62.35 40 133 20.33 60637 84981 14

2014-2015 56.05 28 104 / 54934 / /

2013-2014 53.40 30 / / / / /

1.2　单位和人员情况　2016 年陕西持 B 证种子企

业有 39 家，无 A 证企业，资产总额超过 5000 万的

仅 7 家，种子企业规模较小，参与南繁育种的 B 证

企业有 23 家，科研院所 11 家，具有 10 年以上用地

租期的有 14 家，其中科研楼、晒场、灌溉设施等基础

生产科研设施齐全的不足 10 家。2016-2017 年度

陕西南繁育种单位共 39 家，常驻人员 100 余人，花

期最多达 200 余人，此外还需雇佣当地工人 200 余

人，单位和人员数量较 2015-2016 年度变化不大，

但较 2014-2015 年度和 2013-2014 年度单位数量

增加 25% 左右，人员数量略有增加（表 1）。
1.3　科研育种情况　2016-2017 年度陕西南繁玉

米小制种面积 17.47hm2，较 2015-2016 年度减少

14.1% ；选育组合约 3.9 万份，育种材料约 7.3 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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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较 2015-2016 年度减少 36.2% 和 14.7%（表 1）。
1.4　陕西省南繁育种基地情况　基地位于海南省

乐东县黄流镇，占地 9.07hm2，生产生活设施较为完

善，实行统一管理，生产期间运行管理费用由进驻企

业分摊，每 hm2 生产成本不足 1.5 万元，较基地外大

幅降低，基地内育种规模逐年增长。2016-2017 年

度基地进驻单位有 15 家，育种材料 1.5 万余份，测

交、测配等选育组合 1.1 万份，套袋约 5 万个，小制

种面积 2hm2，材料扩繁及加速稳定面积 4hm2，选育

组合数分别较 2015-2016 年度和 2014-2015 年度

增加约 50%、160%。

2　主要问题
2.1　南繁规模不稳定　南繁单位南繁用地形式多

为短期租赁，基础设施落后，位置分散，且不稳定，根

据市场及经营情况调整用地需求，导致选育规模及

选育计划年度变化较大。通过分析 2013 年 8 月至

2016 年 10 月间陕西渭南及汉中地区玉米原粮价格

波动情况发现，2014 年 8-9 月价格达到峰值 2400 多

元 /t，截至 2015 年 8 月玉米仍在 2100 多元 /t 的高

位，但 9 月中旬玉米价格大幅下降至 1850 元 /t，降幅

达 15%，此后一路震荡下降并跌破 1500 元 /t，降幅达

30%[1]，受玉米价格下降、需求减少的不利影响，陕西

南繁规模结束上涨态势，次年开始快速缩水。

2.2　南繁供给侧结构比较单一　首先作物种类单

一，基本为玉米，玉米南繁面积占 95.6%，除了水稻

面积占 2.5% 外，其他作物涉及很少，累计面积不到

2%，几乎没有蔬菜，这与陕西特色现代农业的定位

和农业供给侧结构调整需求不相适应。陕西省常年

玉米种植面积 114 多万 hm2 [2]，远小于黑龙江、山东、

河南等产粮大省，在市场、品种和企业规模等方面国

内均不具有优势，但在西红柿、辣椒、大白菜、西瓜、

甜瓜、小宗粮食作物等非主要农作物方面具有一定

的科研及市场优势。据了解，西安市临潼区常年番

茄制种面积达 400hm2，在西北地区首屈一指，辖区

内的西安市番茄研究所在番茄品种选育方面达到了

国际水平，并且在国内番茄种子市场中占有重要地

位。还有技术手段单一，分子生物育种是农业发展

的方向，陕西种子企业实力较弱，科研能力不足，相

关南繁科研设施及人才匮乏，分子生物育种进展缓

慢；互联网农业大数据平台服务功能不完善，育种领

域应用较少。

2.3　南繁管理意识淡薄　长期以来，南繁个人或单

位以单打独斗为主，形成了自我为主的思想意识，缺

乏相互之间的联系，缺少与相关管理部门的沟通，通

常只有与当地发生纠纷时才主动向管理部门寻求帮

助，协调解决相关事宜，这样不利于及时掌握南繁情

况，对统筹陕西省南繁资源和南繁管理服务产生不

利影响。

3　建议及对策
3.1　稳固南繁基地规模　对已建成并具有一定规

模的南繁基地进行补贴，降低南繁风险，改善交通

状况，完善配套设施，稳定南繁用地规模，提升南繁 
效率。

3.2　提升核心区聚集度　加大省财政对南繁核心

区建设支持力度，配套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对核心

区南繁用地进行补贴，达到核心区南繁成本低于市

场成本，引导育种单位向核心育种区聚集，形成南繁

育种、科研、交流、交易的大平台。

3.3　改善南繁供给侧结构　南繁是加速育种的重

要手段，应进一步巩固和发挥陕西非主要农作物育

种优势，出台政策鼓励非主要农作物南繁育种；南繁

产业化发展需要融合生物、互联网技术等，从提高南

繁资源利用率，增强南繁制度与机制创新等方面入 
手 [3]，提升陕西种业科技创新能力。建议建立育种

数据大平台，融入种质资源、育种动态、品种交易、法

规政策、南繁服务等信息，为陕西种子企业做大做强

注入新的活力。爱种网通过种业、农资电商和服务

的发展，在整个交易服务过程中，通过互（物）联网

逐步积累了详尽的农户、耕地、种植等农业海量数

据，成为大数据平台，贴合行业需求，推动产业链的

商业模式整合 [4]。

3.4　建立奖励激励机制　南繁育种是项长期而艰

苦的工作，需要育种人员和育种单位长期不懈的努

力，应建立南繁奖励激励机制，对南繁工作表现突

出、成效显著的育种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3.5　强化南繁管理　根据“科研院校 - 产业企业 -
政府部门”三螺旋理论和创新生态系统理论 [5]，政府

要积极主动引导和培育南繁产业。首先要充分发挥

省南繁基地服务功能，将其打造成为集科研育种、南

繁服务、资源品种交流为一体的现代化南繁科研育

种平台，使其成为品种选育的孵化器；其次通过项目

资金扶持、法律法规完善、监督检查督促、鼓励奖励



问题与探讨34 2017年第12期

机制等多种方式促进南繁基础设施改善，科研生产

行为规范，南繁科研创新精神进一步被激发，增进与

南繁单位的交流沟通，及时掌握、发布南繁信息，协

调、解决南繁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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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雄州鲜食玉米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
孙国亮　彭正峰　张绍武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农业科学研究推广所，楚雄 675000）

摘要：通过对楚雄州鲜食玉米种植现状、发展优势和产业前景进行分析，提出适合楚雄州鲜食玉米发展的对策和绿色高效

的栽培措施，加快本州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帮助农民增收、脱贫。  

关键词：鲜食玉米；现状；对策；绿色高效；栽培

鲜食玉米以甜、糯、嫩、香等特点，已成为深受

消费者欢迎的日常食品，快步进入城乡家庭，消费市

场日益扩大，发展前景广阔。近年来，楚雄州在各级

政府和农业部门的引导下，鲜食玉米发展迅速，2016
年种植面积为 0.34 万 hm2。通过对各县（市）农业

部门调研和种植户、市场的实地调查分析发现，本州

鲜食玉米种植在品种选择、种植技术、销售市场培育

等方面存在问题，严重制约鲜食玉米产业的发展。

1　楚雄州鲜食玉米种植发展优势
1.1　天然的隔离条件　楚雄州属典型的高山山

地地貌，全州耕地 225471.27hm2，以山区和半山区

为主，约占总耕地面积的 59.5%，镶嵌在群山之间

1km2 以上的坝子有 100 个，为发展鲜食玉米提供了

天然的隔离条件。

1.2　优越的光、温资源　州内海拔 556~3650m，立

体气候明显，年太阳辐射总量 123.6~159.6kcal/cm2，

平均年总日照时数 2446.7h，年平均气温 16.3℃。以

元谋坝子为代表的低热河谷区域（海拔 1400m 以

下）年平均气温 21.9℃，全年月均温在 10℃以上，

2-11 月平均气温在 17.5~27.1℃之间，一年中 2-11

月鲜食玉米都可上市。其他中海拔（1400~2000m）

区域年平均气温 15.7℃，≥ 10℃初日为 2 月下旬，

≥ 18℃终日为 9 月上旬，即 2 月下旬后可播种，5-9
月有鲜食玉米上市。

1.3　区位优势好，交通便利　楚雄州地处云南省中

北部，东接昆明、南连玉溪、西邻大理，北与攀枝花市

相连，城市之间高速公里全线贯通，元谋站和广通站

又是成昆铁路重要停靠站，鲜食玉米可通过高速公

路或铁路快捷运达昆明、攀枝花、成都、重庆、广州和

北方省份。

2　鲜食玉米发展现状
近年来，在普通玉米价格持续低迷的情况下，

本州鲜食玉米发展迅速，种植面积逐年增长，但总体

上经济效益呈下降趋势。2016 年种植面积为 0.34
万 hm2，种植大户、专业合作社占 60% 以上，散户种

植不到 40%，每 hm2 平均产量 1.95 万 kg。面积较

大的是元谋、永仁、双柏、禄丰等县的低热河谷地区，

以冬播和早春播种为主，在 3-5 月上市，除满足本

州市场外，大量销往昆明和省外，批发价格一般在

2.5~3.5 元 /kg，每 hm2 产值 4.5 万 ~5.5 万元，效益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