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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掖市蔬菜制种产业现状分析及发展前景

张　东　王红霞　王艳芳　颉想红　谢乐乐　王小爱
（河西学院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甘肃张掖 734000）

摘要：农作物种子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的核心产业，国家十分重视全国种子产业发展状况。蔬菜制种在我国农业制种中

占有很重要的位置，通过对张掖市蔬菜制种产业现状、存在问题的研究，提出发展的对策和建议，从而进一步推进蔬菜制种产

业更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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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掖市位于甘肃省西北部，河西走廊中段，素

有“金张掖”、“塞上江南”和“桑麻之地”等美称，境

内地势平坦，土壤肥沃，灌溉便利，光线充足，太阳

辐射强，昼夜温差大，很适合农作物生长，是我国重

点建设的十二个商品粮基地之一，同时也是作物制

种的理想场所，是全国最大的玉米制种基地。近年

来，受国内玉米种子市场大环境的影响，玉米制种面

积逐渐缩减，而蔬菜制种行业的企业家们，抓住机

遇，稳定发展，所产种子除满足本省农业生产用种

以外，还远销德国、美国、日本、法国、泰国、韩国等

十多个国家各地区，并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制种合作 
关系。

1　蔬菜制种业发展现状
2017 年张掖市蔬菜制种面积为 2.3467 万 hm2，

比去年增长 7.73%，生产农作物种子种类多达 30 多

个品种，预计总产量为 7500万 kg，产值达 5.48亿元。

蔬菜制种基地主要分布于本市四县一区，临泽县、高

台县、山丹县、民乐县和甘州区，主要培育茄果类、瓜

果类和叶菜类。其中茄果类主要以杂交制种为主，

而叶菜类主要以常规种为主。在 30 多年的玉米制

种实践中，企业培训了一大批农民技术人员，并积累

了丰富的种子生产技术和经验，为蔬菜制种产业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由于蔬菜制种经济效益高，如杂

交番茄制种，每 667m2 纯收入 15000~30000 元，增

加农民收入的同时，调动了基地农户参与制种的积

极性，并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镇下岗人员的

就业问题，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增加了当地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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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收入。

2　存在问题
2.1　基地面积小　2017 年蔬菜制种面积为 2.3467
万 hm2，相比去年增加了 7.73% ；但相比于制种玉米

面积，还有较大差距。现在的蔬菜制种基地呈星状

分布，参杂于玉米制种基地中，距形成特色的蔬菜制

种基地产业化还有较大的距离，应增加蔬菜制种用

地面积，完善基础设施设备，努力打造具有一定规模

的特色蔬菜制种基地。

2.2　病虫害加重　近年来随着本市制种蔬菜品种

的增多，由于企业和农户对病虫害的防治工作不够

重视，导致病虫害呈现逐年加重的趋势。有的企业

不指导农户对发生病虫害和感染的植株、残枝、果皮

进行集中专业处理，而是随便到处乱扔，导致一些病

虫害及病毒在本市内传播蔓延，使制种成本逐年增

加，并且严重影响蔬菜制种产业和周围其他农作物

的生产种植及可持续发展 [1]。

2.3　劳动力资源短缺和成本上涨　蔬菜制种要求

精中求精、细中求细，需要大量劳动力；而近年来，农

村青年劳动力大多不再务农种地，而是选择外出务

工或从事其他行业，目前从事农业生产工作的人员

年龄大多在 40~65 岁之间，年龄普遍偏大，劳动力

严重不足。近年来，劳动力成本逐渐上涨，无法找

到足够的授粉劳动力，这就导致制种企业不得不放

弃部分杂交制种面积，从而影响蔬菜制种的可持续 
发展。

2.4　产量低、质量低　由于制种企业对农户要求较

低，放松对农户的技术培训和理论指导，监管不严，

导致农户不按生产操作规程进行制种，甚至相互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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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偷工减料，参杂作假，严重影响了种子的质量。

2.5　政策扶持力度不够　目前国家对于玉米、小

麦、水稻等主要农作物制种产业已经有了明确的扶

持政策，但是对蔬菜制种的扶持力度不够，使其难以

研发新品种，难以做强做大 [2]。

2.6　监管机构监管不全面　由于基层种子监管机

构人员偏少，经费紧缺，执法和监管手段落后，再加

上种子管理各部门将主要精力放在玉米制种的监管

上，难以对蔬菜制种进行全面的田间管理和质量检

验，无法保证种子质量。

2.7　蔬菜种子龙头企业尚未成熟　没有较大的专

业蔬菜种子企业，使不规范的小型种子企业和个体

经营者不断地涌入市场，必然出现不规范的种子生

产和经营、假包装、假种子等。个别企业虽然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品种，但缺乏品牌效应，市场认同感低，

受区域限制大，品种的市场占有量极小，无法形成规

模效应，在与国外的种子公司竞争中，明显处于劣

势，一旦受到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将直接影响产业

的可持续发展。

3　对策和建议
3.1　重视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　与本市高等学校

河西学院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培养大量人才进行交

流合作，为蔬菜制种提供大量的专业蔬菜制种人员，

加强种子科技创新，促使加工技术升级等，并和农业

科学院等科研单位合作，增强企业自身研发能力，增

强蔬菜制种产业技术基础。鼓励企业探索分子育种、

航天生物工程等现代生物技术与常规技术的应用，

提高育种效率 [3]，为种子产业可持续发展构建核心

技术体系。

3.2　加强蔬菜制种产业基础设施升级　蔬菜制种

生产技术要求相对较高，需要进行专业化的生产；而

目前蔬菜制种的专业化生产水平较低，对蔬菜种子

生产技术及质量控制技术不高。企业应加强品种选

育、制种基地、生产基地、加工设施、贮藏设施、种子

营销、服务体系的建设和升级，增强企业可持续发展

能力 [4]。

3.3　加强制种基地环境和生产安全的保护　企业

要在加强亲本种子的质量、提高种子纯度的同时，加

强田间管理，尤其是对病虫害植株、果皮、残体等要

进行专业化处理，在保证安全的同时，做到无二次污

染。同时也要引导教育农民，增强环境保护意识，切

实保护制种基地不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并且在种

子生产的各个环节要加强预防。相关部门督促企业

要严格管理，按标准化流程生产，加强人员培训，并

减少病虫害的传播。

3.4　建设蔬菜种子检测中心　由于甘肃省没有蔬

菜种子质量监督检测中心，导致蔬菜种子质量、纯度

检测上没有明确的标准，企业无法提供检测报告。

特别是对外制种时，一直以来以外方检测标准为依

据，使得国内代繁企业处于被动地位，不利于我国蔬

菜制种产业良性发展。建议依托省级相关种子检测

中心、国家蔬菜种子质量监督检测中心和国际种子

检验协会（ISTA）认可的检验室，实现检验结果国际

互认，扭转代繁企业在贸易中的被动地位，使本市的

蔬菜制种产业更好地发展 [5]。

3.5　严厉打击品种侵权和套购等违法行为　张掖

市种子产业已经进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种市场，

应积极提升专业水平，保护企业知识产权，严厉打击

品种侵权和套购等行为，推行依法行政，规范种子市

场秩序，促进制种产业健康发展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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