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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种业发展的 SWOT 分析及策略
王　笑 1　孟全业 1　葛成林 1　张　彬 2

（1 山西省农业种子总站，太原 030006；2 河南省南阳市农业科学院，南阳 473083）

摘要：山西种业在全国占据重要地位，因其地理位置及种植结构的特殊性，是种业大省而非种业强省，省内种子企业面临

着严峻的考验，如何在市场竞争中求生存、谋发展，在行业内占有一席之地，成为当前面临的首要问题。通过采用SWOT分析法，

在种业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对全省种业的优势、劣势、机遇和威胁进行分析，提出了相应的发展策略，试图找出适合山西种业发

展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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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种业体制改

革提高创新能力的意见》（国办发〔2013〕109 号）

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农业部门认真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下决心把民族种业搞

上去”的重要指示，种业体制改革迎来了一个新的

时期，深化种业体制改革，破除阻碍种业发展的“藩

篱”，加快提升种业创新能力，为建设种业强国、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不竭动力。山西作为种业大省，

近年来在激烈的竞争中市场份额比例有所下降，如

何定位未来山西种业的发展方向，在改革的浪潮中

崛起，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

SWOT 分析法，即态势分析法，是基于内外部

竞争环境和竞争条件下，将与研究对象密切相关的

各种主要内部优势（Strengths）和劣势（Weaknesses）
与外部机遇（Opportunities）和威胁（Threats）罗列出

来，据此制定合理的发展战略，最大程度地利用内部

优势和机遇，降低劣势和威胁，找出解决办法，明确

发展方向，深化改革，迎接挑战。

1　优势
1.1　地理优势　山西省地处我国中部地区，

110°14′~114°33′E，34°34′~40°44′N，生态类

型多样，南部夏播区，中部春播中晚熟区，北部高寒

早熟区，昼夜温差大，资源丰富，光热水同步性强，

具有得天独厚的制种自然条件和承东启西的区位

优势。生产的种子脱水快、籽粒饱满、光泽鲜亮，适

宜国内各地种植，是全国玉米、蔬菜制种主要省份 
之一 [1]。

1.2　交通四通八达　山西省是华北重要的交通枢

纽，铁路、公路、航空的立体交通网络已经形成，在原

有煤炭货运基础上，又增加了多条公路、航空线路，

物流便利，为大宗货物的快速调运提供了平台。

1.3　人文环境优势　好种市场求，莫使假种流，欲

使真品在，诚信上层楼。诚信不仅是现代文明的基

础，而且是种业市场永恒的话题，这也是中国种子协

会为什么对种子行业进行信用评价的缘由之一。山

西向来注重诚信为本，晋商的发展壮大就以信为重，

反对恶性竞争，规范种子生产经营是种子行业应有

的职业道德，在加强种子质量监管、严厉打击制假售

假形势下，形成了良好的种子市场氛围，为种业健康

发展提供了保障。

1.4　小杂粮种业有契机　中国是世界上小杂粮的

生产和出口大国，山西又是小杂粮王国，在产量和

种植面积上占据优势 [2]。国内主要农作物种业竞争

激烈，但小杂粮由于用种多为农家种，种子基地面积

小，新品种推广速度慢，市场无序，缺乏竞争，缺少小

杂粮龙头种业；且山西本省用种多、市场潜力大，在

科研、生产、销售尚未形成一体的形势下，山西种业

可抓住这一机遇迅速发展。

1.5　瓜菜市场有作为　山西省瓜菜制种起步早、经

验多，又有独特的自然优势，随着大棚温室种植瓜菜

面积和人均蔬菜消费量的逐年扩大，瓜菜用种量将

大大增加。

2　劣势
2.1　科研机构数量少，有的形同虚设　科研实力是

种业的生命力，山西省除了政府科研院所存在科研

机构外，只有 17 家种子公司存在研究所，并且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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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家具有独立法人，公司内部的科研所中能够从事科

学研究的屈指可数，很大一部分是公司为扩大规模而

设立的，不管是国家还是企业，投入资金都比较少。

2.2　规模小、资金缺乏、现代化程度低　山西省注

册资本 1 亿元及以上的企业有 4 家，种子生产经营

许可证由省级农业主管部门核发的有 37 家，由县级

以上地方农业主管部门核发的有 68 家。根据《中

国种子协会行业信用评价管理办法》，确定了 2017
年 189 家种子企业信用等级，山西省仅有 4 家企业

上榜，无“AAA”级别。现代化育种和加工储藏技术

落后，种子加工生产线、烘干设备、检验设备等成套

设备少，企业技术创新力度不够，专利总数和利用率 
较低。

2.3　注重销量，缺乏战略营销管理　企业通过广告

战、促销战、价格战等措施扩大销量的同时，缺乏品

牌战略；注重品种特性的农民并不知道品种属于哪

个品牌，甚至连完整品种名称也记不清楚，品牌价值

未能深入人心，出现品牌和品种倒挂现象。

2.4　自主选育新品种多，优势品种少　山西省自主

培育的品种中省内审定多，省外审定少，国审品种

少，真正推广的好品种寥寥无几，种植面积比例低，

在国内加紧退出不符合要求品种的形势下，山西省

中小企业倍受打击。以山西省审定玉米品种为例

（2014-2018 年）：2014 年审定 22 个，育种者为本省

的有 18 个，省外 4 个；2015 年审定 2 个，育种者为

本省的有 2 个，省外 0 个；2016 年审定 35 个，育种

者为本省的有 21 个，省外 14 个；2017 年审定 46 个，

育种者为本省的有 28 个，省外 18 个；2018 年审定

91 个，育种者为本省的有 70 个，省外 21 个。以国家

审定玉米品种为例（2014-2018 年）：2014 年国家审

定29个，山西育种者有2个；2015年国家审定55个，

山西育种者有 0 个；2016 年国家审定 34 个，山西

育种者有 1 个；2017 年国家审定 171 个，山西育种

者有 3 个；2018 年国家审定 517 个，山西育种者有 
21 个。

3　机遇
3.1　良好的法治环境和政策导向的形成　《中华人

民共和国种子法》和《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的实

施为种业的良好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2018 年中

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快建设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

系，加强面向全行业的科技创新基地建设。深化农

业科技成果转化和推广应用改革。加快发展现代农

作物、畜禽、水产、林木种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高

标准建设国家南繁育种基地。

3.2　设施农业的发展为瓜菜种业提供契机　在市

场需求和政府扶持下，农业示范园区得到了大力推

广，设施农业发展迅速，蔬菜种子打破了季节的需

求，蔬菜市场迎来了新的春天。

3.3　饮食习惯的改变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食

物结构由“温饱型”向“小康型”转变，对小杂粮食品

的质量、种类、品味要求越来越高，需求量和价格持

续上升，小杂粮种业市场前景广阔。

3.4　各平台的建立为种业发展提供了契机　国家

种业科技成果交易平台、种子电商平台和分子育种

平台的建立促进了种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弥补了山

西省科研力量的不足，解决了企业科研“两张皮”的

问题，减少了中间环节的加价，让农民得到更多的 
优惠。

4　威胁
4.1　省内种子市场的占有率面临挑战　省外、国外

大量质好价优的种子涌入省内市场，占有更多的市

场份额，地方企业原有市场被打破。

4.2　人力、财力资源的挑战　有大量资金投入的企

业，种子生产和加工能力上升，种子质量也随之提

高；在丰厚的待遇下，优秀的育种人才、管理人才、市

场营销人才流向大企业；加上制种成本的增高和库

存积压量的扩大，资金成为山西省种业发展的短板。

5　发展策略
5.1　整合重组，培养龙头企业和大型种子集团公

司，建立商业化育种体系　近年来，种业出现重组热

潮，种业优质资源不断向大型集团靠拢，无核心竞争

力的小企业势必难以生存，或被并购重组，或被彻底

淘汰。如：2014 年农发种业成功收购山西潞玉种业

股份有限公司股权。

5.2　加强政策扶持，强化种子管理　出台宽松政

策，充分调动育种资源，特别是科技人员的活力，支

持科研院所的育种人才到企业中去，赋予科研人员

更多的成果使用、收益、处置等权益 [3]。对符合规定

条件的种业龙头骨干企业在兼并重组、信贷、融资、

税收等方面享受科技创新型企业的优惠政策。全省

公安、工商、质检、监察等部门要与各级种子管理机

构相互协作，切实把套牌侵权、无证生产经营、未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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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做好水稻田间小区种植鉴定工作

王明湖　蒋　琪　郭焕茹　翟　婧　王　淼
（浙江省宁波市种植业管理总站，宁波 315010）

摘要：田间小区种植鉴定是当前评价水稻种子纯度和真实性最为普及的方法。根据鉴定工作的实践，结合鉴定技术理论

和过程，对做好鉴定工作的关键技术环节和要素作重点分析研究，如鉴定人员、设备设施、场所及标准信息等关键点的建设。

关键词：水稻；品种；鉴定；基础

水稻品种田间小区种植鉴定是指为准确掌握

水稻种子质量和品种信息，人为的主动通过田间小

区种植的形式，按照水稻生育期种植要求进行部分

或全生育期种植培养，同时种植目标品种标准对照

样品进行对照鉴定的方式。田间小区种植鉴定是评

价种子纯度最为可靠的方法之一，是当前最为方便、

普及的方法，也是当前水稻种子国际贸易、质量纠纷

等的仲裁检验方法。为做好水稻田间小区种植鉴定

工作，需要从人员、设备设施、样品、方法和场所等多

方面做好基础准备和建设工作。

1　鉴定人员
鉴定人员的选择是开展水稻田间小区种植鉴

定工作的重要环节之一，鉴定人员技术水平的高低

直接影响最后的鉴定结果，因此提高鉴定人员的技基金项目： 宁波市科技局农业择优项目（2012C10017）

先推等行为挡在法治的高墙之外。

5.3　建立山西现代种业发展基金　广泛吸收社会

资本和政府资金共同建立种业发展基金，相对于专

项资金直接支持种业企业、财政支农资金的做法，发

展基金在企业兼并重组、转型升级和体制创新中更

能形成聚集效应，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5.4　走“请进来和走出去”发展道路　通过购买、审

定、培育明星品种，扩大本省品种市场占有率，提高

利润 [4]。在种子企业向集团化、规模化和国际化发

展的过程中，寻求对外合作，不仅要引进外部资金，

而且要引进先进的科研管理、育种技术，加强育种材

料的交流。

5.5　发展种业电商，建立信息高速公路　2014 年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强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建

设”，全国范围的网上销售困难重重，但省内网上销

售相对容易，可以借助现有的农产品电商如中国农

业联盟、晋农、贡天下等品牌，给农业生产资料的产

销注入活力，提高交易速度，保障农户权益。

5.6　讲服务，树形象，创品牌　农作物种植不仅靠

种子品种，还与栽培技术、管理、施肥等条件密不可

分，因此，技术服务显得尤为重要。数量巨大而分散

的农户对品种的识别能力较差，加上业务员多是为

了提高销量，不注重播种到收获的全程服务，企业形

象未能深入人心，品牌价值未能得到很好的体现。

只有处理好服务、形象、品牌三者关系，实现企业、经

销商、种植户之间有效的信息传递，这样才能获得稳

定的市场，实现品牌价值。

粮安天下，种铸基石，种业是农业现代化的芯

片。山西种业只有牢牢以科研为基础，把握品种优

势，注重优良新品种的培育，在小杂粮种业寻找突破

口，严把质量关，不断强化服务体系，才能提高市场

占有率，立足中国种业，成为种业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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