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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九五”种子工程，开启种子产业化发展新阶段
张延秋 1　吴晓玲 1　李树君 2

（1 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北京 100125；2 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北京 100125）

粮安天下，种铸基石。种业是国家战略性、基础

性核心产业，是农业现代化的芯片，是促进农业长期稳

定发展，保障国家安全的根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种子工作，毛泽东同志

制定农业“八字宪法”，中央明确提出的“种子第一，不

可侵犯”，邓小平同志指出的“农业靠科学种田，要抓

种子、抓优良品种”，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下决心

把民族种业搞上去，种子工作始终摆在农业发展的首

要地位。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正确指引下，经过几十

年的努力，中国种业由无到有、由小到大，由种子到种

业，由传统种业迈入现代种业，不断创新发展，保障了

农业的持续稳定发展，保障了国家的粮食安全。在种

业发展的历程中，实施“九五”种子工程是种业发展史

上重要的里程碑，是由种子迈向种业的重要起点。

1　实施“九五”种子工程的背景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进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的新时期，伴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的不断完善，根据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中央提

出到 20 世纪末实现增产粮食 500 亿 kg、棉花 5 亿 kg
的发展目标。作为农业增产的内因和保障粮食安全

的根本，种子在实现粮棉增产目标方面承担重要责

任。虽然当时我国种子行业在经历“四个就地”、“四

自一辅”、“四化一供”发展阶段后，已初步具备了产

业发展的基础，但种子行业整体框架仍未打破计划

经济体制的限制，普遍存在政事企不分、条块分割、

地方保护、种子多乱杂等问题，严重制约着种子产业

发展，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新要求。

为推动种子的产业化进程，农业部在广泛深入

调研的基础上，于“八五”末提出实施“九五”种子工

程的新思路，即以强化种子加工包装设施建设为突

破口，实现种子加工包装标牌商品化，通过提高种子

商品化率带动良种选育、种子引繁、生产经营和管理

系统建设，推进种子产业市场化进程，建立与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种子产业化新体系。1995

年 4 月 8 日，原农业部部长刘江就加强种子产业化

体系建设向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做了专题汇报，

得到了姜春云、陈俊生等领导同志的充分肯定和重

视。4 月 20 日，农业部成立了种子工作领导小组和

种子产业化实施小组，由原副部长洪绂曾、张延喜、

刘成果三位副部长负责种子产业化领导小组工作，

由农业司、计划司、科技司等司领导组成种子产业化

实施小组负责规划和组织实施工作；同年 9 月，农业

部在天津召开全国种子工作会议，时任国务院副总

理姜春云出席会议，并在会议讲话中明确提出创建

种子工程，推动农业上新台阶。刘江部长在会上做

了《积极推进种子产业化 开创种子工作新局面》的

重要讲话，强调了种子在农业增产中的作用，明确

了种子工程建设的主要任务以及推进种子产业化

的重点工作。1996 年 1 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

“九五”和今年农村工作的主要任务和政策措施》中

明确要求，各级政府要把实施种子工程作为依靠科

技进步发展农业的一件大事，安排专项资金，组织专

门力量，确保种子工程顺利实施；2 月刘成果副部长

在全国农业工作会议专业会议上作了《提高认识 狠
抓落实 全面推进种子工程》的讲话；2 月底农业部

完成《种子工程总体规划》和《“九五”种子工程项目

建议书》的编制，并报原国家计委；3 月向国务院及

有关部门报送了《关于实施种子工程总体情况的报

告》；9 月国家计委印发《关于种子工程“九五”总体

批复》，自此“九五”种子工程正式启动实施。

2　“九五”种子工程的建设内容
为突破种业发展桎梏，构建完善的种业产业化

链条，实现从种子到种业的跨越，《种子工程总体规

划》以全面构建适合当时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

展需要的种子产业体系为总体目标，明确了以加工

包装为突破口，带动良种选育和良种推广的“抓中

间，带两头”的总体建设思路，提出了建设完善种子

产业五大体系（图 1）等重点建设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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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九五”种子工程建设内容

2.1　建设和完善育种、引种体系　坚持择优扶持原

则，建设国家农作物种质资源保存中心和国家级水

稻、小麦、玉米、棉花、大豆等农作物改良中心，明确

粮棉油主要农作物单产为主攻目标，开展优良新品

种选育工作。

2.2　建设和完善种子生产体系　坚持专业化、商品

化、社会化原则，因地制宜，采取国家、地方和种子企

业联合投资的方式，建立和完善一批国家级原种场

和主要农作物种子专业化生产基地以及国家南繁 
基地。

2.3　建设和完善种子加工包装体系　坚持“填平补

齐、上档次、上水平、上规模、上效益”原则，利用贴

息贷款和世界银行贷款，重点扶持有实力的国有种

子公司建设一批粮棉油菜种子加工中心。同时，建

设和改造一批与种业发展密切相关的种衣剂厂、包

装材料厂和种子加工机械厂等相关企业。

2.4　建设和完善良种推广、营销体系　针对种子公

司多、小、散、弱以及育繁推销脱节等问题，通过鼓励

种子科研、生产、经营单位以及种子企业走向联合或

合作，构建以大中型种子企业或企业集团为主体，以

基层农业技术服务组织为依托，以批发市场和信息

网络为纽带的良种推广、营销体系，推动种子企业向

育繁推一体化方向发展。

2.5　建设和完善种子管理体系　改革当时的种子

经营管理体制，实行管理与经营机构分设，完善种子

管理体系和法律制度，健全执法管理队伍。重点建

设一批国家级农作物种子质量检测中心，推行公司

自检、质量监督部门抽检的种子质量检测制度；建立

一批国家级救灾备荒种子储备库，完善国家救灾备

荒种子储备体系；在不同生态区域布局建设一批国

家级品种区试站，构建了国家区域试验网络。

3　种子工程建设取得的成效
“九五”种子工程建设始于 1996 年，五大体系

建设历经 10 年，累计投资近 63 亿元，共建成农作物

种质资源库（圃、区）39 个，品种改良（分）中心 96
个，品种区试站 135 个，国家级原种场 54 个，种子种

苗繁育基地304个，国家救灾备荒种子储备库34座，

国家、省、市、县四级种子检测中心 92 个，引进购置

种子加工成套设备 815 条。“九五”种子工程建设

极大地提高了我国农作物品种选育能力和供种保障

能力，极大地提高了种子管理水平。

3.1　新品种培育速度显著加快　种质资源保存数

量达到 38 万多份，创新育种材料 1 万多份，杂交水

稻、抗虫棉、矮败小麦和杂交油菜等作物的育种水平

达到国际领先，新品种更换周期由原来的 10 年以上

缩短到 6~7 年。

3.2　种子供应保障能力显著增强　种子生产能力

由 640 万 t 提高到 800 万 t，加工能力由 330 万 t 提
高到 500 万 t，种子包衣面积由 8000 万亩增加到 4.2
亿亩，粮食作物种子由散装销售转变为统一质量标

准、统一加工要求、统一包装标识、统一标牌销售，主

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提高到 95% 以上，农作物种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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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复审制度　加强品种保护　推进育种创新
杨东霞　王玉亭　汪　明

（农业农村部管理干部学院，北京 102208）

摘要：植物新品种保护是我国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复审制度作为一种救济程序，在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中

具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通过对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建立以来复审工作的回顾和梳理，反映了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

度的不断完善，从另一个视角折射出我国种业改革 40 年来的发展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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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种业改革 40 年以来植物新品种复审制度

的建立和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百废待兴，为迅速

恢复农业生产，解决农业良种供给问题，鼓励育种创

新工作，国家向育种单位、育种者颁发证书，肯定和

奖励其在新品种选育工作中的贡献，但在法律上没

有建立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

随着改革开放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种子企业

实现了“四化”，即生产专业化、加工机械化、质量标

准化、经营集团化。

3.3　种子管理水平得到有力提升　通过健全品种

区试、种子质量检验和种子储备体系，全面提升了种

子管理水平，推动了种子产业化进程，杂交玉米和杂

交水稻种子质量合格率分别提高了 76 个百分点和

27 个百分点，年储备国家救灾备荒种子达 5 万 t，保
障了农业生产用种的数量和质量安全。

4　“九五”种子工程的启示
4.1　领导重视是关键　中央领导多次强调要突出

抓好种子工程，原国务院总理李鹏从中央预备费中

安排 2000 万元用作种子工程启动资金，原副总理姜

春云指示大力实施种子工程；《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九五’时期和 1996 年农村工作的主要

任务和政策措施》等文件要求突出抓好种子工程。

农业部党组把种子工程列为工作重点，成立了种子

产业化领导小组。

4.2　科学规划是前提　种子工程是项涉及多领域、

多学科、多部门的系统工程，为做好顶层设计，时任

农业部农业司司长崔世安和副司长王智才组织有关

专家对国内外的种业进行深入调研，针对当时我国

种业的薄弱环节和农业发展需要，提出了以种子加

工包装为突破口，“抓中间、带两头”的种子工程建

设思路，明确了构建种子五大体系的建设重点，科学

编制了《种子工程总体规划》，为种业发展起到了重

要的指导作用。

4.3　改革创新是动力　通过实施种子工程五大体

系建设，打通了种质资源保护、科研育种、品种测试、

种子加工、示范推广各环节，构建了种子上中下游相

衔接的产业链条，推动种子企业进入育繁推一体化

发展的轨道。同时，把实施工程项目建设与种子管

理体制改革紧密结合，推动种子管理“政企分开”，

完成了种子产业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4.4　法制建设是保障　在实施种子工程过程中，农

业部一手抓体系建设，一手抓法制建设。针对当时

种业存在的问题，起草了一系列与种业相关的法律

法规。1997 年国务院颁布《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

2000 年全国人大颁布《种子法》，农业部相继出台了

配套规章及相关技术标准，逐步构建了完善的种子

管理法律体系，为我国种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

保障。

“九五”种子工程开启了我国种子产业化的新

阶段，是由种子向种业迈进的里程碑。当前，种业发

展进入新时代，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九五”种子工程

精神，不断创新，深化改革，为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

书写现代种业发展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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