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第５期种业论坛32

我国种业科研体系存在问题及改进建议
李　彦　侯军岐　张雪娇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经管学院 / 中国信息化与乡村振兴研究院，北京 100192）

摘要：目前我国种业仍面临规模小、实力弱、核心竞争力不强等问题，种业科研体系作为种业产业链中上游的一环，与种业

发展结合紧密，是影响种业扩大规模、提升实力、增强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通过对我国现行种业科研体系存在的问题进行

分析，提出一些可行的建议，旨在推动种业更快更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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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业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核心产业，对国家

的粮食安全和农业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种业

科研是处于种业产业链中上游的一环，是与产业结

合相当紧密的一个领域。我国种业科研体系主要由

国家、省、市 3 级农业科研体系、高校种子科研体系

和种子企业科研体系构成。经过这些年的发展，科

研育种平台基本形成，种质资源保护体系基本建立，

科研人才队伍日益壮大，种子企业的研发队伍也从

无到有发展起来。

但在我国的种业科研体系改革和规范过程中，

仍存在着科研投入不高、科研人才匮乏、科技创新能

力不足、科技研发基础薄弱、科技成果转换困难、缺

少种业知识产权保护等一系列问题 [1]。种业科研作

为种业产业链的延伸，在种业的发展中占据重要的

角色 [2]。因此通过对种业科研体系存在的问题进行

研究，来完善种业科研体系，加快种业快速发展。

1　种业科研体系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近年来，虽然我国种子行业的发展取得了一定

的进步，但与种业产业发达的国家相比，仍然存在一

定的差距。我国农作物种业市场及科研体系一直处

于不断探索且尚未成熟的阶段，存在许多突出问题。

1.1　科研人才和专项资金的缺乏　一方面科研育种

机构、种业企业和种子管理部门都缺乏一定的高水平

专业人才。由于受农业自身的迟效性、高投入、低回报

等特点影响，导致出现大专院校毕业生不愿来，高层次

人才引不来、留不住，种子企业为追求利润不愿花费资

金引进和培养人才等现象。另一方面，种业缺乏专项

资金的投入。由于缺乏资金，一些地区的配套编制、岗

位设置和工资未完全到位，员工的积极性和办公热情

受到影响。加上国家对事业性质的种业专项资金投入

少，员工接受再培训机会少，无法及时更新专业技术、

锻炼实践技能，再加上新老更替脱节，人才断层，这些

都给我国种业科研体系的建立带来一定的影响。

1.2　整体育种体系研发效率低下　目前我国农作

物新品种主要依赖科研院所与高校的研发，企业研

发的新品种较少，造成分工不合理，效率低下。导致

这种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一是由于我国 80% 以上

的农作物种质资源和育种人员等集中在科研院所和

高校；二是 80% 以上的科研经费用于农业科技应用

技术研究，育种研究经费不到 20% ；三是 80% 以上

农作物育成品种都源于国有科研院所和高校。由于

国有科研院所和高校的自身独特的优势，使其研发

的新品种一旦进入市场，就会与种业企业形成不公

平竞争，造成企业不愿意投资农作物育种研发，长此

以往，造成我国种业企业研发能力严重不足。此外，

当前高校及科研院所等科研机构背负学术、论文等

科研压力，进行农作物育种时无法以市场为导向，比

起种子的市场价值更加重视学术价值，阻碍了科研

成果向农业生产环节的有序流动，科技成果转化困

难，加上计划经济时期的“四自一辅”以及改革开放

时期的“四化一供”阶段，造成种业经营与科研育种

脱节，使整体育种体系研发效率低下 [3]。

1.3　品种试验建设存在困难　我国种业市场混乱，

同水平的品种数量多，品质参差不齐，如果不进行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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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就无法进行精准推广，使农民出现选种难的状况。

所以近年来，国家投入大量资金，建立了一系列试验

基地，用于国家、省两级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试验

包括地方新品种的展示和田间种植鉴定工作。但试

验基地建设项目的用地主要依靠向农民租赁的形

式，风险较大，一旦出现该地区有其他重大建设用途

等风险，就会使前期准备工作全部浪费，导致试验无

法开展，浪费大量资源。

1.4　种业市场运行不规范　无序且混乱的种业市

场以及种业科技监管体系，导致我国种业发展缓慢，

就选种、繁育、销售 3 个方面来说都存在一定的问

题。选种方面，因为育种门槛较低，监管不完全，造

成审定品种虽然数量多，但缺乏个性化品种，质量较

低；繁育方面，由于我国小农经济的特点，多数种子

都由农户自行繁育，无法做到规模化、机械化，加上

哄抬价格、留种自销等现象，造成种子质量低下；销

售方面，由于市场管理不够完善，出现营销链下游无

序生长、代销商鱼龙混杂、市场无序竞争的现象。

1.5　种业政策贯彻实施不到位　新《种子法》的实

施虽然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种业发展的压力，但由于

贯彻实施不到位以及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善等问题，

以致种业企业育种投入较低、审定品种较少等问题

仍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2　种业科研体系的改进建议
2.1　重视人才的开发引进，建立人才培养激励机制　

种业企业一方面要重视对人才的开发与引进，增强

自己的人才储备量，不仅需要种业企业与大学、科研

院所等联合培养起一系列科研骨干和带头人，还要

相应地提升企业福利，吸引具有专业技术的高校毕

业人才。另一方面要加强对人才的培养与激励，要

鼓励科研人才下基层锻炼，在实践中提高创新意识，

提高激励机制，以创新转化和市场评价为指标，解除

论文的限制条件，物质激励与股权激励双管齐下，增

强人才对种业的忠诚度，形成一定的粘性，减少人才

的流失。大量的研发人才是企业形成核心竞争力、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

2.2　加速育繁推一体化管理发展新模式的建设　第

一，企业必须建立自己的科研育种团队，或是通过整合

资源，与科研院所、高校等合作对新品种进行培育，在

企业成为种业创新主体之前的过渡期间，与这些科研

实力强大的科研育种平台合作是保障种业具有竞争

力的必然选择。第二，企业要建设起规模化、智能化、

标准化、集约化的制种基地，一方面能够提高企业育种

创新能力，另一方面是育繁推一体化建设的保障。第

三，在企业完成育繁推一体化建设后，就需要整合种业

资源，基于整个产业链形成独有的育繁推管理新模式。

这种管理模式以种业发展的整条产业链为主，完善各

方面利益分配机制，加强产业链中各个部门的联系，促

进研发、育种、推广、监管一体化，最终形成以企业为主

体，科研、管理为辅的种业管理模式。

2.3　完善种业市场监管职能和政策体系　完善种

业市场监管职能和政策体系，是推进育繁推一体化

建设的保障。要完善市场监管体系，明确市场监管

主体，不仅要对新旧品种种子及其试验结构进行建

档管理，还要在落实《种子法》的基础上，建立更加

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创新成果的评价和转化机制，

形成能够解决实际生产问题，利于基础性、实际性建

设的科研体系。

2.4　完善品种保护机制，维护品种权人利益　加强

对知识产权的宣传。保护知识产权是对创新成果的

保护，能够大大激发种业科研人员的创造性与积极

性，促使种业可持续发展。保护知识产权需要重视

法律法规的普及和种子认证制度的建设。

2.5　提升育种技术，推进成果转化　品种培育目前是

我国种业企业发展的最大挑战。要想提升对新品种的

培育能力，必须从新品种的试验端入手，进行试验，统一

标准，加速对各个不适品种的退出工作；同时需要保障

科研成果完成单位或个人的权益，增强知识产权的保

护，最后需要推进种业权益改革，促进科研成果转化。

2.6　加强种业科研资金投入　国家加大对种业企

业的资金支持，构建以企业为主，科研管理为辅的产

学研体系，打破我国存在的 3 个“80%”问题。这能

极大地加强我国种业科研的创新能力与积极性，能

够一定程度上解决我国科研育种与生产需求脱节、

科研成果转化困难且无法带来经济效益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王全辉，李争．中国种业发展现状问题及其政策建议．中国农学通

报，2012，28（35）：148-151

[2] 马述忠，任婉婉．我国种业产业链延伸发展瓶颈、战略机遇与美国

经验借鉴．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学院学报，2013（7）：3-12

[3] 张爱瑛，郭东伟．关于对渭南市种业创新现状与发展的调研报告．

中国种业，2016（6）：25-27 （收稿日期：2019-02-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