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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行政与司法、部省间、省际间品种授权信息、案

件线索及查处情况的通报与协作机制。三是设立品

种权执法专项经费，加大培训力度，加强基层执法能

力建设。四是强化种子企业信用评估和信息公开，

建立侵权企业黑名单制度，完善诚信体系建设。

4.5　以第三方为平台，推动行业发展　中国种子协

会、中国种子贸易协会、品种权代理机构、律师事务

所、国家种业交易平台等第三方机构应充分发挥服

务作用。一是积极参与品种权许可转让、价值评估

等，以专门的商业化团队帮助科研单位和企业打破

沟通壁垒。二是扩大与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合作

交流范围，促进企业在境外申请知识产权保护。三

是开展行业自律监管，构建行业内诚信监督体系，协

助打击侵权行为。四是提供法律咨询和援助，引导

品种权人及时收集证据、举报和诉讼，充分调动品种

权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升产权意识和维权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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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种业自主创新发展道路探析
卢　洪

（中玉金标记（北京）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102206）

种业是国家基础性、战略性核心产业，是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提高粮食品质、改善农产品结构的根

本要素，也是农业供给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当

前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是对我们过去生产方

式和品种选育目标的挑战，又为探索我国种业发展

自主创新道路提供了机遇。

从 2011 年农业部成立种子管理局以及国务

院发布 8 号文件起，我国种业行业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种业公司的自主创新意识明显增强，研发投入大

大增加，行业内的合并重组频繁发生，公司数量从

2011 年的 8700 多家减少到 2017 年的大约 4400 家。

在行业发生这些可喜变化的同时，我国种业的自主

研发能力仍然比较薄弱，技术手段主要还是传统育

种，分子育种大多数还停留在概念阶段；育种体系以

课题组形式为主，缺乏有效的分工和合作，不能形成

规模和体系；育种材料创新不足，不能够有效地满足

新的耕作制度对品种的要求；种业公司的财力有限，

在研发方面的投入与国际大公司的差距巨大，这就

是我国种业界的现状和我国的基本国情。在这种竞

争极不对称的情况下，我国种业的自主创新之路在

哪里？我们的发展战略是什么？ 

1　国际种业公司的创新体系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际种业公司成功的背

后一定有其值得学习和借鉴的经验。1997-2003 年

我在美国普渡大学和康奈尔大学攻读遗传育种博士

学位及从事博士后研究，2004 年我加入到美国杜邦 - 
先锋公司，担任其全球分子标记实验室经理。我的

实验室每年要完成至少 500 多个分子育种项目，为

先锋公司全球的育种家提供分子标记检测及新技术

开发方面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我深刻地体会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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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大公司的运营效率和研发中心的优势：全球的育

种家把试验材料送到一个共享的高通量检测平台，

不仅提高了效率、降低了成本，而且公司总部愿意投

资把全球最先进的技术引入到该平台，这又保持了

平台的先进性和竞争力。比如先锋公司在辽宁铁岭

的育种站，通过快递把他们的育种材料（玉米叶片）

送到我的实验室，我们检测和分析后及时地把分子

育种信息发送给铁岭的育种家。这样先锋公司在铁

岭的育种家就可以享受到最先进的分子育种技术

成果，帮助他们进行育种材料的升级和取舍，大大提

高了选择的科学性、精准性和育种效率。公司总部

的数据中心也及时地收集到了全球各个育种站的各

类数据，公司内部的分类大数据自然就形成了，而公

司总部的生物信息、遗传学等研究人员在此基础上

进行各种各样的数据分析、基因挖掘、模型验证等工

作。公司内部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分工合作、信息共

享、相互支持的研发体系，有了这个体系的保障，每

年新品种、新技术的产出便形成一个水到渠成的管

道（Pipeline）。国际大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主要来自

于 3 个方面：一是公司高度契合、高效运营的研发管

理体系；二是大力度的研发投入，研发费用一般是年

销售收入的 10% 以上；三是一流的研发队伍，从全

球招聘中高级科研人员并以优厚的待遇留住人才。

我国的种业公司与国际公司相比在这 3 个方面都有

差距，但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是我国种业公司落后的

研发管理体系。在我国一个典型的种业公司里一般

有几个育种课题组，他们独立从事自己的育种工作，

在材料、信息、队伍等方面很少有分享，不同课题组

之间是一条条从头到尾的平行线，往往是竞争关系

而鲜有合作，大家做的工作往往是低端的重复而没

有形成合力。各个公司的经济实力有限，在财力、

人力、技术等方面都无法支撑起一个高水平的研发 
中心。

2　我国种业的自主创新之路探索
在反复思考我国的种业研发现状并与国际公

司进行对比分析后，我觉得我们必须走一条与国际

公司不同的发展道路，我们必须走科企结合的道路，

必须走抱团取暖、合作共享的道路。我们要团结多

家公司和科研单位的力量并在国家农业部的支持和

指导下建立一个公共的、共享的研发平台，把国际先

进的设备、技术、人才集中在这个平台上为全国的种

业公司提供技术支持，把先进的分子育种技术手段

引进来并帮助和培训我国的种业公司推广应用，这

样才能够利用有限的资源来发挥最大的社会效益。

在这个思路的指导下，2013 年 9 月分别在北京

和长沙注册成立了中玉金标记（北京）生物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和华智水稻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中玉金

标记的创立是创新的产物，是探索中国特色种业自

主创新体系建设的产物，该公司从以下几个方面体

现了创新和价值。

（1）这是一个在资本层面进行科企联合的产

物。金标记的创始股东包括 8 家国内有影响的种业

公司和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种业公司

的老总们和作物科学研究所的专家们在农业部种子

管理局领导的亲切关心支持下成立了这个公共服务

平台——国家玉米分子育种平台。

（2）这是一个真正的开放平台和服务平台，对

全国各个单位开放并为大家提供一流的技术服务。

金标记自从成立以来，已经投资 7500 万元，建成了

目前国内技术配套最完善、检测通量最高、技术水平

领先的分子育种和分子检测实验室。从 2015 年 5
月开始运营以来，已经为全国 205 家种业公司和育

种单位完成了 670 个分子育种和分子检测项目，平

台的技术水平、开放程度、先进理念、管理水平得到

了社会各界的认可和赞赏。

（3）这也是一个真正的共享平台！我们农业人

的理念并不落后，在共享单车等共享经济变得十分

火热之前，我们已经设计并且建立起了这个共享的

种业研发平台。这个模式尤其适合目前我国的种业

行情。绝大多数种业公司没有足够的财力、物力、人

力建立起一个独立的分子育种实验室，也没有足够

的业务需求来支撑，因此让各个种业公司建立自己

的分子实验室不现实，也没有必要，但每家公司的需

求是存在的，育种家们也希望享受到一流的育种技

术。因此，建立一个高水平、高通量的公共服务平台

在全国共享，为全国提供技术服务是一个最合理、最

高效的选择。这就相当于国际公司的研发中心，区

别在于我们是为全国种业服务的，而不是仅为自己

公司内部的育种家服务。这是中国版的种业研发中

心，是种业版的共享单车。

（4）这是一个种业科技转化平台。自从公司成

立之后，联合国内一流的大学和科研单位，挖掘、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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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和转化他们的优异科研成果并为种业服务，这是

我们的发展策略。我们与包括中国科学院遗传发育

与生物学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中国农业大学在内的 12 家单位建立起了战略合作

关系，并开始了实实在在的科技合作。以与中国农

业大学徐明良教授的合作为例，徐明良是国际知名

的玉米抗病遗传育种教授，对玉米的青枯病、丝黑穗

病、粗缩病、灰斑病等方面的抗病基因或 QTL 有非

常深入的研究，并克隆了部分抗病基因。公司与徐

明良课题组签订了技术开发协议，我们每年给他的

课题组支付一定的研发费用，徐教授把他的基因或

QTL 信息提供给我们进行 SNP 标记的开发和验证，

用于育种材料的抗病改良。公司实验室在此基础上

做了大量的研发工作，开发出了一系列与抗病基因

紧密连锁或基因内部的功能标记，用于分子标记辅

助育种或育种材料的抗性评估，大大提高了育种的

效率和精准性。

（5）这是一个高效的种业科技创新平台。在进

行科技转化和服务的同时，我们也紧跟国际公司的

技术动态和发展方向，抓紧研发对我国种业公司有

价值的育种新技术、新方法。以种子切片机为例，目

前国际上只有孟山都公司拥有种子切片机，然而它

实行严格的技术垄断，不对外销售机器也不对外提

供服务。种子切片机与分子标记结合使用能够在种

子播到地里之前进行选择，把不符合要求的种子淘

汰掉，只留下符合育种目标的种子，然后播种到地里

进行田间鉴定和升级。这就会大大提高育种效率、

减少田间工作量并加速育种进程。为了打破孟山都

公司在该技术领域的垄断，公司首席科学家带队，组

织了一个精干的研发团队，与一个生产精密设备的

国内公司联合，经过 2 年的攻关和 500 多万元的研

发投入，我们终于研发出了玉米、小麦、水稻种子切

片机，这是我国第一台完全自主研发的高通量种子

切片机，每年一台机器至少可以切割 100 万粒种子。

在此基础上，我们还进一步研发出了高通量种子挑

选机，就是把经过分子标记分析后的种子进行自动

化挑选，选出育种家希望留下来的种子。这是中国

第一，也是国际首创！公司最近又联合国内 15 家科

研单位，推出了 5 大农作物（玉米、小麦、水稻、大豆、

油菜）的育种芯片。这 5 张育种芯片包含了我们已

知的功能标记位点并兼顾在基因组中的代表性，包

括抗病性、抗旱性、高产性及部分农艺性状，是我国

分子育种的代表作品，能够极大地推动我国的育种

水平。这是科企合作的产物，是我国种业界联合研

发的结晶。

中玉金标记公司成立 3 年多来为探索中国特

色种业创新体系的建立做了大量的实践，我也深深

地感觉到创新之不易，尤其是在体系创新和模式创

新方面需要坚定的信念、强大的信心和扎实的管理。

令人欣喜的是我们的探索之路已经开始结出硕果，

除了上述的成果之外，我们的玉米品种改良工作非

常让我觉得骄傲。利用开发的各种玉米抗病标记，

我们为 12 家种业公司开展了 26 个品种的抗病改良

工作。这些品种都是目前生产上大规模推广的品种，

我们有信心在 5 年之后经过中玉金标记改良的玉米

品种将占到我国玉米市场的 10%，并通过品种抗病

性的大幅提高而减少病害损失大约 10%，即每年为

农民增加收入大约 40 亿元。中玉金标记的建立和

成功运营是我的中国种业梦。如今，金标记已经成

功建立，但还需要更多的努力使公司做到成功运营，

需要政府和种业界同仁一如既往的关心和支持。

我坚信中国种业的自主创新之路会越来越扎

实，中国种业也会在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的双重驱

动下越来越强大，中玉金标记愿为中国种业的发展

壮大创造无限动力！ （修回日期：2017-12-15）

各有关单位：

为推动我国大豆种业发展，经中国种子协会六届二次

常务理事会批准，由山东圣丰种业科技有限公司牵头组织

筹备成立中国种子协会大豆分会，筹备方案已通过六届二

次常务理事会审议，现面向行业内征集会员。

大豆分会是中国种子协会所属的非独立法人资格的分

支机构，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大豆品种选育、种子

生产、经营、管理、服务等相关工作的行政、事业、企业单位，

已加入中国种子协会，承认和遵守《中国种子协会章程》、

执行协会决议、自愿履行会员义务的，均可申请加入大豆分

会。申请程序详见中国种子协会网。

大豆分会筹建组秘书处联系人：汤松（电话：010-
59194185，传真：010-59194509，邮箱：tangsong@agri.gov.cn，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 20 号楼 608 室，邮编：100125）

（来源：中国种子协会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