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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概述
杜　郁　鲍　聪

（河北省种子管理总站，石家庄 050031）

摘要：近年来，河北省把打造种业强省作为建设农业强省的重要支撑，全省现代种业框架基本形成，整体实力明显提升，助

推现代农业发展作用日益显现。通过综合阐述发展成效，列举工作措施，分析存在问题，提出了推进种业发展的相关对策建议，

为进一步加强种业发展工作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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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河北省把打造种业强省作为建设农业

强省的重要支撑，切实发挥品种在种植结构调整中

的决定性作用，瞄准高效特色种业，培育壮大种业龙

头，建设南繁指挥前哨，加强种子市场监管，全省现

代种业框架基本形成，整体实力明显提升，助推现代

农业发展作用日益显现。

1　种业发展工作主要成效
1.1　良种育繁推取得新突破　良种培育步伐加快，

2016 年河北省审定主要农作物品种达到 108 个，省

内育成品种占比达 80% 以上。杂交谷子、节水小麦

品种培育取得突破性进展。品种试验能力提升，省

级试验区组达到 33 个、试验品种 704 个，形成覆盖

不同生态类型区的试验网络。良种繁育推广能力增

强，主要农作物繁种面积达到 5.1 万 hm2，每年可供

种 3.61 亿 kg，国家级、省级和京津冀等多层次新品

种展示示范起到良好的引领作用，主要农作物良种

覆盖率保持 98% 以上。区域协作取得新进展，京津

冀品种联合试验和审定机制初步形成，覆盖小麦、玉

米和水稻 3 类作物，参试品种 51 个，首批 9 个小麦、

玉米品种在 2017 年内提交审定。南繁基地建设取

得重大突破，在三亚设立河北省南繁指挥部，建成省

级南繁基地 22.4hm2，14 家单位的 66.7hm2 南繁用地

列入国家南繁核心区，初步形成统筹全省育种资源、

加快育种步伐的大平台，使南繁能力有了质的飞跃。

1.2　特色种业发展步伐明显加快　河北的杂交谷

子、马铃薯、节水优质小麦、优质抗虫棉、甜糯玉米、

甘蓝以及部分瓜菜等特色种业育种和产业化开发处

于全国领先水平，带动特色产业快速发展，为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新空间。雪川农业、张家口

弘基、河北巡天、国欣总会、华穗种业等特色龙头企

业迅速壮大，成为种业生力军。河北省拥有大中型

马铃薯种薯企业 20 余家，每年产脱毒微型种薯 1.6
亿粒，占全国微型种薯 10% 以上；“张杂谷”系列谷

种在 14 个省区累计推广 133.3 万 hm2 以上；国欣总

会发展为全国最大的棉种企业，每年销售额 1.3 亿

元；华穗种业甜糯玉米种子经营量超过 100 万 kg，
销售额 3000 万元，位居全国第 3 位；甘蓝种子企业

24 家，每年销量 40 万 kg，销售额 2.4 亿元，占全国

年用种量的 70%，成为国内甘蓝种子“风向标”。

1.3　种业整体实力显著增强　河北紧紧抓住种业

制度的创新核心，坚持市场导向，培育现代种业龙

头。全省取得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企业 241 家，注

册资本 35 亿元，销售收入超过 38 亿元。以企业为

核心的良种育繁推一体化格局正在形成，企业在省

级审定品种中占比超过六成，成为品种创新主力军，

三北种业、国欣总会、雪川农业、河北巡天 4 家企业

险对种苗生产的支持力度，引导探索开展种苗保险

业务，化解种苗企业生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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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全国种业 50 强，成为种业发展生力军。

1.4　种子现代企业制度创新日益深化　在融资渠

道上，河北沃土种业、双星种业在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新三板）正式挂牌交易，是河北省种子

企业首次成功登陆“新三板”，也是继 2013 年保定

硕丰公司在天津股权交易所挂牌后，种子企业进入

资本市场又一次成功尝试。在合作发展上，国家现

代种业发展基金与张家口弘基的注资合作取得新进

展，正与其他马铃薯、谷子、小麦和蔬菜种子企业进

行投资洽谈，为种业发展引入了重量级战略投资者，

同时，与省财政厅下设的省农业担保公司进行沟融，

了解贷款担保的有关政策，为省内各种子企业提供

金融服务。

2　种业发展的主要工作措施
2.1　加强政策引导　省政府相继出台加快现代种业

发展的实施意见、深化种业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和

现代种业发展规划等一系列政策文件，从财政投入、

税收优惠、项目建设、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等方面明

确政策措施。特别是在实施地下水压采过程中，对节

水高产小麦品种进行补贴，累计推广 113.33 万 hm2， 
实现节水 8 亿 m3，走出了一条政策引导、生态改善、

农民受益、种业发展的成功之路。

2.2　强化财政扶持　加大财政投入，省级每年安

排 4050 万元，专项用于种质资源创新、新品种审定

推广和现代农业科技奖励后补助。强化项目支持，

2016 年度争取中央资金 3235 万元，投入国家黄淮

海区域试验站、农业部 DUS 测试分中心（张家口）

等重点项目建设，项目建成后将为河北省种业发展

提供有力的底部支撑。

2.3　引导育种创新　以育种创新增强发展活力。

把结构调整作为品种审定“指挥棒”，新设节水小

麦、籽粒机收和青贮玉米等组别，引导育种科研创新

方向；新增 12 个品种联合体试验和 1 家企业绿色通

道，扩大品种试验容量 50%，有效缓解优势作物品

种试验容量不足的问题。

2.4　加强市场监管　强化监管，营造良好环境。目前，

全省建成有资质的种子检验机构 10 家，检测范围涵

盖 124 类农作物，可以开展全部常规指标和部分分子

检测。在省级设立专门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机构，专职

负责植物新品种保护工作，加大对套牌侵权违法行为

的查处督导力度，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每年

以生产企业、零售市场为重点，在春、秋、冬三季定期

开展种子质量抽查专项行动，针对市场热点和举报线

索，在重点时段，对重点品种及时开展跟踪检查，严厉

打击套牌侵权行为，营造了良好的市场环境。

3　存在的主要问题
与国际、国内种业发达国家、地区和省份相比，

河北种业的发展速度和质量都还存在较大差距。

3.1　企业发展方面　企业“小、散、弱”状况仍未根

本改变，育繁推一体化企业规模小、数量少，至今还

没有一家主板上市公司，企业实力综合排名居全国

第 7、8 位，与农业大省的地位还不相称。

3.2　种业创新方面　种业科研创新体制机制还不

完善，科研人员和育种资源向企业快速有序流动机

制尚未形成，玉米这一竞争主战场的作物育种水平

相对落后，本省育成品种在省内占比 70% 左右，但

在省外种植的面积普遍还不大，企业“走出去”水平

不高，在全国范围内“叫的响”的过硬品种还不多。

3.3　市场监管方面　在省内一些地区，种子违法问

题仍有发生，套牌侵权、经营推广未审定品种等现象

还时有发生，影响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4　相关对策建议
4.1　转变发展思路　以全产业链视角推动种业发

展，努力构建与种植全程机械化服务、粮经饲综合利

用、农产品深加工等交叉融合的现代种业体系，全力

打通上下游，充分挖掘种业潜在价值。

4.2　强化种子企业主体地位　加快推进种业人才

发展和科研成果权益改革，引导支持人才、资源、技

术等要素合法有序向种子企业流动。围绕特色优势

作物，支持企业培育一批具有重大应用前景和自主

知识产权的突破性优良品种，提升种业核心竞争力。

4.3　支持种子企业转型升级　推动企业兼并重组，

引导社会资本和专业团队参与企业投资和管理，积

极筹备国家现代种业发展基金河北分基金，推动以

河北巡天、雪川农业等为代表的种子企业上市融资，

借力资本市场实现快速发展。

4.4　加强种业管理服务能力　加大市场监管和品

种保护力度，维护公平市场秩序，保护种业创新环

境；加强南繁基地建设，推动南繁规划落实，打造种

业创新交流平台；加快国家区域试验站、DUS 测试

分中心等重点项目建设，为河北省种业创新提供有

力支撑。 （修回日期：2018-1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