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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种子协会分支机构在种业发展中的作用
王　磊

（中国种子协会，北京 100026）

中国种子协会（以下简称协会）是由在我国依

法进行农作物种子科研、生产、经营、管理以及与种

业相关的单位和个人自愿组成的群众性、非营利性、

自律性的行业组织。协会维护会员和行业的合法权

益，是政府联系种业的桥梁和纽带，主要职责是“协

调、自律、维权、服务”。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协

会共有会员 1141 家，其中企业单位会员 890 家。多

年来，协会参与我国种业改革实践，为种业发展作出

了贡献。特别是随着会员发展逐步设立的协会各分

支机构，通过搭建平台、组织活动、自律维权，较好地

服务了会员，在助力我国种业发展上起到了应有的 
作用。

1　中国种子协会分支机构的设立和现状
2006 年 10 月，中国种子协会在西安召开了第

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会员数量达到 151 个。四届理

事会期间，协会的会员单位涵盖了水稻、玉米、蔬菜

等作物领域，种衣剂、种子加工、国际贸易等服务支

撑领域，具备了成立分支机构的基础。自协会四届

二次常务理事会议起，协会先后成立了玉米分会、种

衣剂分会、种子加工分会（后扩建为机械化分会）、

蔬菜分会、水稻分会和国际贸易分会（后扩建为国

际合作分会）等 6 个分支机构。

2011 年 10 月，中国种子协会在青岛召开了第

五次会员代表大会，会员数量达到 541 个。五届理

事会期间，协会先后成立了南繁制种分会（后扩建

为南繁分会）、棉花分会、鲜食玉米分会、青贮玉米分

会和马铃薯分会等 5 个分支机构。

2017 年 6 月，中国种子协会在北京召开了第六

次会员代表大会，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会员数量

达到 1141 个。1 年多来，先后成立了小麦分会、植

物新品种保护专业委员会和大豆分会等 3 个分支 
机构。

目前，中国种子协会有包括 9 个作物类分会和

5 个服务支撑类分会（委员会）在内的 14 个分支机

构，即水稻分会、玉米分会、青贮玉米分会、鲜食玉米

分会、小麦分会、棉花分会、蔬菜分会、马铃薯分会、

大豆分会等 9 个作物类分会，国际合作分会、南繁分

会、机械化分会、种衣剂分会、植物新品种保护专业

委员会等 5 个服务支撑类分会。

2　中国种子协会分支机构的作用
自协会第 1 个分支机构成立以来，分支机构在

搭建平台、组织活动、自律维权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工

作，服务了会员，较好地助力了我国种业发展。

2.1　协会分支机构的设立程序　按中国种子协会

章程及相关管理办法规定，每个分支机构的设立都

要通过协会理事会议或常务理事会议 2 次审议。第

1 次审议设立分支机构的建议，审议通过后，由相关

单位组成筹备组，筹备设立分支机构；第 2 次审议

分支机构筹备组提出的分支机构领导班子候选人

名单，审议通过后，由筹备组按程序召开分支机构

成立大会。成立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分支机构正式 
成立。

2.2　协会分支机构的组织形式　在分支机构成立

大会上，由分支机构筹备组组织，在参会的会员内进

行选举。先由分会会员选举分会理事，再由理事选

举分会会长、副会长、秘书长。每个分支机构经选举

产生会长 1 名，副会长 10 名左右，秘书长 1 名，副秘

书长 1~3 名。协会会员可以自由加入分支机构，成

为分会（委员会）会员，分支机构基本可以覆盖协会

的所有会员单位。

2.3　协会分支机构的活动方式　分支机构通过各类

会议保证工作运行，通过各种活动凝聚会员力量，通

过各项措施创新会员服务。一是召开各类会议。每

个分支机构每年都要召开年度工作会议、会长办公

会议、理事会议等，总结上年主要工作，部署当年重

点工作，交流种业形势，研究分会相关工作议题等。

二是举办各种活动。协会分支机构的活动，可以直

接影响到会员，让会员有参与感和获得感。如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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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青贮玉米分会举办的中国青贮饲料大会，鲜食玉

米分会举办的北方和南方两个鲜食玉米大会，马铃

薯分会开展的马铃薯品种竞赛活动，国际合作分会

开展的会员企业种子主要出口国的种业政策研究活

动，机械化分会开展的经济作物及特色种子加工技

术及装备研究活动，植物新品种保护专业委员会开

展的“讲好中国品种权故事”征集活动等。三是实

行各项措施。各分支机构根据自身特点，实行不同

的措施以服务会员。如水稻分会、玉米分会、蔬菜分

会、马铃薯分会积极组织会员参加行业相关论坛、培

训、博览会，可以开阔会员眼界、展示分会形象，有的

分会与相关机构合作，为会员提供金融和农业信息

服务，有的分会为会员提供法律法规实践和法律纠

纷规范方面的服务。

2.4　协会分支机构的特点和作用　协会分支机构

的组织形式不同于政府种子管理部门，也不同于种

子企业本身，是基于行业组织的特点形成的特有组

织形式；协会分支机构的活动方式也是如此。分支

机构具备专业化、区域化和品牌化的特点，起到相应

作用。

一是专业化。分支机构的设立以作物类别和服

务支撑类别为界限，会员也以从事该类作物或该类

服务的单位为主，本身专业性很强，企业集中度高。

同时，市场需求的多样性给专业性种子企业开辟了

发展空间，也给专业性服务支撑单位提供了市场，如

玉米中的鲜食和青贮品种，蔬菜、向日葵、高粱等作

物品种，如机械化、种衣剂等行业。

二是区域化。我国农业生产和作物品种具有区

域性特点，产生了区域性种业公司，这些区域性种业

公司在局部地区有丰富的种质资源和优势品种，在

分支机构中起到重要作用；同时，分支机构本身的特

点也带来区域化发展，如南繁分会主要在海南活动，

即将换届的棉花分会因棉花产业转移到新疆，分会

活动的重心也将放在新疆。

三是品牌化。协会的发展逐步形成独有的特色

品牌，分支机构的发展也在实施品牌化，如鲜食玉米

分会举办的南宁鲜食玉米大会，青贮玉米分会举办

的青贮饲料大会等，通过举办大会凝聚会员力量、扩

大社会影响，形成了独有品牌。

3　中国种子协会分支机构的发展要求
分支机构建设要在协会的发展理念框架下推

进，要加强分支机构的正规化建设、规范化管理和特

色化发展的理念。

加强分支机构建设，第一要加强正规化建设。

协会正规化建设要求有 6 个“有”，即有章程、有机

构、有人员、有场所、有经费、有文化；分支机构正规

化建设也要做到几个“有”，即有工作条例、有组织

机构、有人员、有经费、有活动。一要有人员。工作

人员要稳定、要专业，要能贯彻执行协会和分会的决

定，协助分会会长和秘书长开展好分会工作。二要

有经费。分会的正常开会、活动和调研都要有经费

保障，经费来源分两类，协会补助一部分正常开会的

经费，报销标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三要有活

动。9 个作物类分会和 5 个服务支撑类分会都各有

特点，每年各分支机构都要有个标志性的活动，活动

要有主题、有方案、有效果，对会员有作用、对行业有

推动。如作物类分会多开展现场会、展示会、品种竞

赛等活动，服务支撑类分会多开展研讨、调研等活

动，有条件、有需求的分会可以举办大型展会活动。

第二要加强规范化管理。一要管好经费。经费

是分会召开会议、开展活动的必要保障，经费规范是

管理规范的重点内容。各分支机构要严格遵守“预

算 - 请示 - 批复 - 使用 - 报销”的经费使用规范，

管理和使用好经费。二要管好会议。分会每年要召

开会长办公会议、理事会议，理事会期满要召开会员

大会，分会变更名称、扩展业务等重大事项也要召开

会员大会，这些会议的召开程序、研究内容都要遵守

协会章程、分支机构管理办法和分会工作条例。三

要管好会员。会员是协会的组织基础，也是分会活

动的主体，分支机构要贯彻法治境界、诚信意识、创

新精神和开放格局理念，管理好、服务好会员。

此外，协会秘书处也将从信息化管理、制度化

管理等方面加强对分支机构的支持，通过网站系统

建设，让每个分支机构管理自己的会员信息、动态新

闻，通过会议制度和工作规程，加强分支机构的规范

化管理，共同打造分支机构这个平台，让分支机构在

服务会员的同时，能够更好地为广大种业单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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