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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河北省种业发展情况概述
陈昊青 1　杜　郁 2　李洪波 1

（1 河北省农作物引育种中心，石家庄 050031；2 河北省种子管理总站，石家庄 050031）

摘要：通过总结 2017 年河北种业在法治建设、权益改革、企业发展、品种创新、市场监管和信息化等方面取得的新进展，系

统分析河北种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有针对性地提出推进种业发展的相关建议，对改进种业管理工作、推进河北种业发展具有

较强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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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是农业大省，也是用种大省。河北地形地

貌齐全，生物类型多样，种质资源丰富，为种业发展

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2017 年是“十三五”规划

的起步年，河北省农作物种业工作紧紧围绕推进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主线，以农业结构调整和

绿色发展为目标，坚持“谋调整先谋种业、促改革先

强种业”的理念，种业工作取得了显著进展。

1　工作进展
1.1　种业法治工作取得新成就　推动地方性法规

制定工作　做好与河北省级人大立法机构等相关部

门沟通汇报，积极配合省人大农委推动《河北省种

子管理条例》制定工作，该条例的草案于 2017 年 9
月 27 日通过省人大常委会初审，2018 年 3 月 29 日

经河北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表决通过，

河北已成为 2016 年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

法》实施后全国第一个实现种子地方立法的省。

落实主要农作物引种备案制度　印发《关于做

好同一适宜生态区主要农作物审定品种引种备案工

作的通知》《河北省农作物品种引种同一适宜生态

区公告》等文件，指导河北省主要农作物品种引种

备案及备案品种的推广工作，目前，已公告引种备案

品种 84 个。

落实种子行政许可制度　取消 1 项行政许可，

下放 1 项行政许可，委托下放 4 项行政许可；根据法

律要求并结合河北省实际情况，起草了非主要农作

物种苗、马铃薯种薯、食用菌菌种等生产经营许可条

件的规范性文件（制修订稿），现已通过专家评审，

正按程序报批。

积极推进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工作　制订

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的行政许可服务指南、流程

图和操作流程，2017 年有 53 个非主要农作物品种

通过初审，报农业部进行复核、登记。

2017 年 9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吉炳轩

率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到河北检查《种子

法》贯彻实施情况，检查组领导对河北省在发展现

代农作物种业上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1.2　种业权益改革工作取得新突破　省级选定张

家口市农科院和河北省农科院谷子所作为首批改革

试点单位，两个单位结合实际分别制定了具体实施

方案，先行开展种业人才发展和科研成果权益分配

改革。张家口市农科院以科研成果入股河北巡天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或科研成果全部交由河北巡天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进行转化推广；河北省农科院谷子

所通过品种生产经营权转让，与河北东昌种业有限

公司建立起稳定的合作关系。

1.3　种子企业发展能力登上新台阶　推动企业做大

做强　积极引导有关企业增加科研投入，完善育种机

构和测试网络，推动具备资质条件的企业积极申请

“生产经营相结合、有效区域为全国”的种子生产经营

许可，河北省该类企业已达到 5 家。协调解决企业资

金需求　为企业联系金融服务，与河北省农业担保公

司联系，了解贷款担保的有关政策，同时与省内企业

联系，了解资金需求，帮助解决企业资金需求。加强

种业基础设施建设　积极组织申报国家育种创新基

地、区域试验站和农作物品种登记认证检测中心建设

项目，申请省级安排资金用于省南繁基地项目建设。

1.4　品种创新工作取得新进展　安排做好省级品

种试验　按照法律要求以及不同的生态类型区、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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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产种植习惯和农产品市场需求，合理设置区组，

特别是加大小麦节水品种筛选力度，2016-2017 年度

参试品种比上年度增加 48 个，品种试验承担单位 94
个，试验点次 161 个，试点更为集中，管理更加高效。

加大联合体和绿色通道试验力度　2016-2017
年度河北省冬小麦品种联合体试验 4 个，试验区组

3 个，试验品种 88 个。2017 年玉米品种试验联合体

10 个，试验区组 4 个，参试品种 271 个。2 家育繁推

一体化种子企业开展玉米绿色通道品种试验，参试

品种 23 个。

开展京津冀一体化品种审定　完成首批京津

冀一体化品种审定，1 个玉米品种通过审定，另有 4
个小麦品种、2 个鲜食玉米品种、2 个水稻品种完

成试验程序，将按程序提交审定。

加快新品种审定速度　审定通过主要农作物品

种 123 个，印发《河北省玉米品种审定委员鉴评试验

质量和品种表现的意见》，完善了玉米品种评价体系。

1.5　种子市场环境不断净化　保持对种子市场监

管的高压态势，紧绷种子市场监管工作这根弦，上半

年以玉米、棉花种子为重点，下半年以小麦种子为重

点，开展冬季企业加工包装环节监管、春秋两季专项

检查，有针对性地安排监管工作。在重点作物、重点

区域，按照“双随机”要求开展企业督查、市场检查

和基地巡查，强化种子标签真实性监管，依法行使行

政强制权。

1.6　种业信息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建成网络信息

服务门户，河北种业信息网站运行稳定，提供了丰富

的内容和接口，成为河北省种业权威信息发布的主

渠道，实现了种业信息的便捷网上公开。发布年度

种业发展报告，河北省与北京、天津、上海、重庆等 5
省（市）种子管理单位共同编制的“2016 年度京津

冀沪渝农作物种业发展报告”正式发布，这是 5 省

（市）连续第 3 年联合编制、联合发布种业发展报告。

2　形势分析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认识到，与现代种业发

展的要求相比，河北省无论是创新能力，还是企业实

力，仍存在不小的差距。随着国情、农情的深刻变化，

新修订《种子法》颁布实施，农业供给侧改革和粮食

市场化改革提速，种业发展正处在发展的平台期、产

业的转型期、企业的分化期、法治的提升期。随着中

化、中信、中农发等央企携巨资投入种业，品种创新

同质化、经营模式雷同化的形势正在快速改变，兼并

与被兼并、淘汰与被淘汰将成为种业发展的新常态，

以育繁推一体化为代表的大型集团和以区域性、特

色化、专业型为代表的中小企业分化大势所趋，种子

企业经营将面临更加残酷的市场竞争。河北种业在

这个竞争过程中，要抓紧完成由小变大、由慢变快的

历史进程，找到生存与发展的最优路径。

3　工作建议
3.1　不断加强法律宣传　按照“谁执法谁普法”的普

法责任制要求，将新修订《种子法》的普法宣传工作作

为一项重要工作常抓不懈，进一步加强对基层农业部

门的业务指导和培训，提高基层执法人员的法规政策

水平和执法工作能力，继续开展面向种子基层从业人

员和农民的宣传教育活动，推进守法经营、依法维权。

3.2　加强种业科技创新　推进种业权益改革工作，

落实相关配套政策，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以企业为

主体，联合优势科研单位，推进种质资源创新和商业

化育种，发挥品种审定的引领作用，推动由“评优审

定”向“达标审定”转变，把好品种选出来。

3.3　突出特色种业建设　引导省内农业院校、科研

单位加强特色种质资源收集保护力度，筹建国家现

代种业发展基金河北分基金，为特色优势种子企业

提供新融资平台，培养一批市场信誉度高、影响力大

的优质品牌，把特色优势品种做成带动农民增收的

大产业。

3.4 　完善种子市场监管　加强重点时期、重点区

域、重点企业、重点作物和重点品种的市场检查和质

量监督抽查，保持对种子市场监管的高压态势，开展

企业督查、市场检查和基地巡查，打好种子执法“组

合拳”，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严格落实监管责

任，做到有投诉必须及时受理，有案件必须及时查

处，坚决杜绝地方保护、不作为、慢作为等现象发生，

确保监管工作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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