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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水市种子生产经营备案现状分析 

及解决思路探讨

陈　超 1　周　攀 2　吴星星 3

（1 浙江省丽水市种子管理站（农作物站），丽水 323000；2 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丽水 323000； 
3 浙江省丽水市景宁县农业局种子管理站，景宁 323500）

摘要：总结了丽水市种子生产经营备案基本情况，分析了目前备案工作存在的困难，并针对本地实际情况提出了加强宣传

与培训，加强备案推进和执法相结合，开展网上备案为主、纸质备案为辅，发挥种子企业作用，加强源头管理等解决思路，为种

子生产经营备案后续工作的开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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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中国人民共和国种

子法》（以下简称《种子法》）以及 2016 年 8 月 15
日起施行的配套管理办法《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

可管理办法》明确指出，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

种子或者受具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企业委托代

销其种子的，受具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企业书

面委托生产其种子的，应当在销售前或者播种前向

当地农业主管部门备案。种子备案制度有利于种子

管理部门全面了解当地种子市场，便于种子市场管

理。丽水市各级种子管理机构从 2016 年起依法开

展辖区内的备案工作，现根据工作开展情况，总结分

析了本市种子备案的基本情况、存在的问题，并提出

了解决思路，以期更好地开展种子备案工作。

1　丽水市种子生产经营备案现状分析
1.1　备案对象基本情况　丽水市辖区内备案对象

主要是种子经营户以及受浙江勿忘农股份有限公司

委托生产杂交水稻种子的农户和合作社。

备案对象数量多 [1]。据不完全统计，丽水市辖

区内共有种子经营户 150 余家，种子企业只有浙江

勿忘农股份有限公司遂昌分公司，主营杂交水稻种

子。以丽水市莲都区为例，共计有 74家种子经营户，

但是城区内只有 14 家，其余经营户均分布在乡镇街

道，且种子经营量少，偏远地区小、散户多，部分经营

户甚至未办理营业执照，存在小、散、多的局面。种

子生产者数量同样多达上百户。 
备案对象年龄整体偏大，文化水平低，老年人

比例高，无电脑、无智能手机情况普遍，而手机版备

案 APP 只有安卓系统版本，导致一部分种子经营户

无法安装备案软件，对于备案系统操作存在软件、硬

件等方面的困难 [2]。

1.2　备案开展情况　截止到 2017 年 11 月底，丽水

市全市网点备案 202 家，其中分支机构备案 2 家，委

托代销备案 15 家，经营不分装备案 87 家，委托生产

备案 98 家；备案单合计 627 件，其中分支机构备案

多元化经营，多条腿走路，全方位服务，抓住新的发

展机遇，发挥好种子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

源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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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件，委托代销备案 21 件，经营不分装备案 504 件，

委托生产备案 100 件。由于种子公司对于种子生产

备案开展给予了大力支持，种子生产者备案开展情

况良好，达到了 100% 备案。

种子经营户备案率偏低，一是备案网点不齐

全，目前已备案的种子经营户主要集中在各县（市、

区）主城区且经营量相对较大的经营主体，对于

偏远地区，尤其是乡镇门店，备案率低。二是备

案品种不齐全，除水稻品种外，其他作物品种繁 
多 [3]，很多门店只选择了部分销售量较大的品种进

行备案，尤其是蔬菜品种，一家种子经营户就可能经

营上百种，但是每样品种可能只有几包，数量少、品

种多而杂，对于销售量少的品种，备案率低。作为种

子管理部门，也未能掌握经营户进货数量，备案数量

是否同进货数量相一致也难以核实。

1.3　权责不一　《种子法》明确指出，农业主管部门

所属的综合执法机构或者受其委托的种子管理机

构，可以开展种子执法相关工作。目前本市主要由

各级种子管理机构推进备案工作，但从事种子管理

备案工作的人员无执法权，导致工作推进过程中缺

乏强制力。加之农业执法机构目前对于备案处罚力

度低，备案对象备案意识淡薄，备案主动性差 [4]。

1.4　软件和包装袋二维码兼容性差　根据手机备

案流程，扫描种子包装袋上的二维码，可以直接显示

种子基本信息，只需录入数量和销售年份即可完成

备案，简化了备案流程。但在实际备案操作过程中，

发现通过备案软件扫描包装袋二维码后无法显示种

子基本信息，仍需要逐项录入才能完成备案，备案程

序同包装袋二维码的兼容性存在不足。

1.5　种子管理人员力量薄弱　各县（市、区）从事种

子管理人员基本以 2 人为主，部分地方只有 1 人，同

时还需要兼顾其他工作，无法安排专职人员从事种

子备案工作，工作量增加，人员力量却未得到增强。

1.6　备案存在重复性　辖区内乡镇种子店基本都

是从本市城区几个大的种子经营店里进货，同时进

行网上备案，导致该地区备案数量不准确；同时，很

多种子经营户兼卖种子、农药和化肥等农资用品，都

需要在不同的软件中进行备案，导致种子经营户任

务加重，怨言颇多。

2　解决思路
2.1　加强培训与宣传　一方面多开展培训，多宣

传，加强各备案对象的备案意识；另一方面各级种子

管理人员应当经常深入到备案对象中了解备案情

况，及时了解反馈解决备案中遇到的问题。

2.2　加强备案推进和执法相结合　农业执法部门

在日常执法过程中应当加强种子备案检查力度，督

促各备案主体加强备案的主动性，对于检查中发现

的问题拒不改进的应当根据相关法律予以处理。

2.3　开展网上备案为主，纸质备案为辅　对于网上

备案确实存在困难的备案对象，可以适度开展纸质

备案，再由工作人员输入到备案系统中。

2.4　发挥种子企业作用　充分发挥种子企业在备

案中的作用，一方面种子企业更清楚需要备案的种

子生产者数量以及制种数量；另一方面相比于种子

管理机构，种子企业同制种者更熟悉，交流更为通

畅，因而种子企业可以协助种子管理机构宣传推进

种子生产者的备案工作。

2.5　加强源头管理　建议在备案软件中增加种子

企业的种子销售信息，特别是针对批发性质的种子

销售，应当输入到系统，一旦有一批新种子进入当地

市场，各级种子管理部门能够马上掌握相关信息，可

以主动介入备案工作。全国各地种子管理部门、农

业执法部门应当督促辖区内种子企业做好包装袋印

制、销售台账等工作，全国种子管理部门合力，从源

头抓起，共同维护好全国种业市场。

3　结语
开展种子生产经营备案是各级种子管理机构

贯彻落实《种子法》的重要举措，是规范种子生产经

营的重要手段，需要各级种子管理机构和备案对象

共同努力，及时发现并解决备案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不断创新，不断改进，共同努力，共同做好种子生产

经营备案工作，维护好种子生产经营活动秩序，确保

种业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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