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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蔬菜种业发展现状及建议
邓志文　钟家富

（江西省种子管理局，南昌 330046）

摘要：在优化农业结构，着力打造种业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分析了江西省蔬菜种业目前发展现状：企业已初具规模、研发体

系基本形成、种子市场加以巩固、产业布局加速推进。深度剖析了存在的问题：创新力不足、生产经营手段不活、基础设施不厚、

品种保护意识不强。提出构建资源共享和转化平台、引导种业资本改造、创建优势种苗生产基地的建议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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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处在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变

的关键时期，蔬菜种业作为农作物种业的重要组成

部分，蔬菜种子虽不及大田作物的用种量和规模大，

但是其在创新性、价值链延伸、产业发展空间等方面

具有巨大的潜力，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承载

着农业创汇增收的新希望。全面分析江西省蔬菜种

业发展现状及发展瓶颈，对于推进蔬菜产业化进程，

提升全省蔬菜种业的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1　发展现状
1.1　蔬菜种业发展已初具规模　目前，全省共有 91
家蔬菜种子企业，其中省发证企业有 3 家，市县级发

证企业 88 家，主要分布在丰城市（43 家）、南昌市（21
家）。2017 年全省蔬菜种子企业总资产为 5.8 亿元，其

中，瓜菜类种子生产经营量 1437 万 kg，全省蔬菜种子

销售总额 3.67 亿元，销售利润 7396 万元，年营业额超

过 1000 万元的企业有 6 家。企业生产经营的主要品

种为辣椒、豇豆、鲜食玉米、西甜瓜、苦瓜、瓠子、红芽芋

等，涵盖大众消费的主要蔬菜品种。蔬菜种业以民营

企业或家族式企业为主并逐步壮大，初具规模。

1.2　蔬菜种业研发体系已基本形成　以科研院所

为主的公益性专业研究机构和种子企业相结合的蔬

菜种业研发体系正逐步形成，成立了江西省蔬菜产

业技术体系和江西辣椒工程研究中心，承担着全省

蔬菜种质资源的收集、引进、保存、鉴定评价及创新

利用。全省蔬菜新品种选育主要以辣椒、豇豆、西瓜

等品种为主，自“十二五”以来，全省获 8 项国家授

权发明专利，赣椒 15 号通过国家辣椒品种鉴定，14
个蔬菜新品种通过江西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认

定。自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实施以来，

各大蔬菜种子企业不断加大育种研发投入，培育出

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蔬菜品种，企业正成为

商业化育种主体，截至目前，全省蔬菜种子企业申报

获农业农村部批准登记辣椒、西瓜等品种共 105 个。

1.3　蔬菜优势品种的市场地位进一步稳固　尽管

全省蔬菜种子企业普遍规模不大，通过多年的摸爬

滚打，紧密结合市场需求和产业发展，形成了以辣

椒、豇豆、脱毒红芽芋等品种的优势种业，苦瓜、芦

笋、瓠子等品种也实现了突破。一是江西企业产销

杂交辣椒种子 2.0 万 ~ 2.5 万 kg，约占全国同类种子

市场 15%~20%，通过国家和省级审定（鉴定）杂交

辣椒品种 26 个，尤其是辛香 8 号的成功选育，改变

了我国线椒传统品种只适合在海拔 500m 以上的西

南、西北 8 个省（区）种植的状况，实现了全国各地可

种植。二是全省企业生产经营豇豆种子约 400 万 kg， 
分别约占全国同类种子市场 60% 左右，生产经营

豇豆类型覆盖种植类型的 80%，在国内享有很高的

知名度，已在河南等 10 余个省份占主导地位。三

是铅山红芽芋脱毒良种在国内独树一帜，红芽芋脱

毒繁育技术获得省科技成果鉴定，属于国内领先技

术，省级认定品种 1 个，获得专利技术 19 个。现年

繁育脱毒种芋 667hm2 以上，产种 2200 多万 kg，主
要销往本省上饶、赣州、鹰潭等市县，外销浙江、安徽 
等省。

1.4　蔬菜种苗产业发展布局正在加速推进　近年

来，全省蔬菜产业发展实现了跨越发展，尤其是赣州

市提出“把蔬菜打造成为产值过百亿的农业支柱富

民产业，把赣州打造成江南重要的蔬菜集散地”，规

划新建 1 万 hm2 高标准、高起点的钢架大棚生产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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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蔬菜基地面积达 1.67 万 hm2，带动提升了全省蔬

菜产业的影响力和辐射力。赣州结合本地的生态基

础，学习和引进山东寿光发展蔬菜产业的经验，全力

推进蔬菜工厂化育苗，实施集约化育苗技术，重点解

决影响产业发展的育苗成本高、种苗质量差的问题，

引导蔬菜种业将由“卖种子向卖种苗”的大方向发

展。

2　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育种创新能力不足，企业发展乏力　全省的蔬

菜种质资源主要是国内地方品种资源，国外引进种

质不足 15%，对地方特色种质深入研究不够，导致现

有蔬菜种质资源遗传背景不丰富，优异种质资源不

能满足育种发展的需求。全省蔬菜种子企业大多数

不具备科研条件，有科研投入者寥寥无几，对育种机

构依赖性强，缺乏规避风险能力，从而科研与营销两

大体系运行效率不高，不利于产业协调发展和提升

自主创新能力，难以选育到对产业发展影响大的突

破性品种，也就难以为企业提供持续健康发展动力。

2.2　种子生产经营两头在外，质量难于保障　本省

蔬菜种子企业的经营模式是典型的两头在外，即种

子生产集中在东北和西北等地，种子销售分布全国

各地，需要企业不断增强质量管控能力。尤其是近

几年企业争夺优势生产基地加剧，亲本流失、种子套

购、种子假冒侵权等不规范行为层出不穷，企业与企

业、企业与基地、企业与农户之间的纠纷与矛盾迭

起，造成企业的种子数量和质量都得不到有效保障，

本省蔬菜种子企业在这方面吃亏不少，也是摆在种

子管理部门面前的监管难题。

2.3　蔬菜新品种权保护意识不强，维权成本高　全

省种业对申请知识产权保护的热情不高，尤其是对

蔬菜品种的申请保护比例更小。多数蔬菜种子企业

缺乏规范的试验、示范、推广程序。知识产权保护不

够，造成部分小公司、夫妻店采取偷亲本、套购良种、

仿制包装等不法手段，或明或暗发生假冒侵权行为，

然而维权成本又居高不下，有时还碍于同行熟人的

情面，往往给企业造成严重损失。由于缺乏知识产

权保护，企业只能通过封闭试验农场和不断更换生

产基地的手段来自我保护，这样既提高了科研育种

成本，又延迟了新品种的推广时间。

2.4　基础设施投入严重不足，抗灾能力不强　全省

蔬菜种业生产经营规模小、实力不强、带动能力弱，

对地方财政税收贡献微薄，造成企业进不了园，不能

纳入国有土地规划，只能在集体土地上建设生产加

工车间和仓库，容易被列为违规建筑，势必产生固定

资产投资风险。同时，随着农业生产用地流转成本

不断增高，蔬菜种子企业的试验示范用地成本也水

涨船高，造成生产试验基地分散，基建投资不足，生

产试验用房、沟渠、道路等基础设施条件较差，抵御

自然灾害的能力弱，直接影响了蔬菜新品种试验示

范效果。

3　发展建议
3.1　建设蔬菜种质资源共享和转化平台　建议将

蔬菜种子资源保护列入省级公共财政支持的农业专

项，支持建设江西蔬菜种业种质资源共享转化平台，

平台建设吸收省内科研单位和骨干蔬菜种子企业，

成立蔬菜种业发展技术联盟，构建产学研结合的育

种新体系。负责收集全省地方特色种质资源，大力

引进省内育种创新急需的新材料，进行鉴定评价和

保存，无偿提供省内育种科研单位和种子企业，通过

加强种质资源创新和改进育种技术，培育一批优质、

抗病、高产、抗逆性强的蔬菜优良品种。

3.2　建立蔬菜新品种展示交易平台　依托省内现

代农业示范园和种苗企业，通过室内展览和田间展

示相结合方式，集中展示国内蔬菜新优品种以及蔬

菜智慧园区生产示范、节水灌溉管理系统等现代农

业管理技术，筛选适宜区域发展的蔬菜新品种新技

术，搭建蔬菜新优品种展示与合作交流平台，进一

步加强蔬菜生产经营单位在全产业链上的沟通与合

作，不断优化蔬菜结构，提高蔬菜产品质量与产能，

促进蔬菜产业更快更好发展。

3.3　引导蔬菜种子企业股本改造　通过引导省内

蔬菜家族种业股本改造，吸收企业核心人员持股，进

一步明晰产权结构，让员工、企业管理者与企业成为

经济利益共同体，调动各方面人员积极性，形成企业

内生动力，营造种业持续健康发展氛围。同时，积极

引进社会资本，推动企业兼并重组，提高企业集中

度，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的合理利用，提升全省蔬菜

种业核心竞争力，塑造国内一流蔬菜种业品牌。

3.4　创建省内优势种苗生产基地　结合乡村振兴

战略，积极引导推进种子产业园、种业科技园、种业

特色小镇创建活动，重点推进豇豆、辣椒、红芽芋、苦

瓜、瓠子等蔬菜种子生产基地建设，重新改造有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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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林市现代种业发展的SWOT分析研究
周传猛　李科冰　古　彪　黄金勇　陈海凤

（广西农业科学院桂东南分院 / 玉林市农业科学院，玉林 537000）

摘要：玉林市是广西的农业大市，而种业作为农业的核心和基础，在种业体制改革的新时期，如何定位玉林种业的发展方

向、制定合理的发展策略，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通过采用 SWOT 分析法，对玉林市现代种业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剖析了

玉林市现代种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关对策，以期为玉林市现代种业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玉林；现代种业；SWOT 分析

玉林市地处广西东南部，毗邻粤港澳，自古商

贸繁荣，素有“岭南都会”的美誉，是“海上古丝绸之

路”的重要组成部分。玉林市是广西的农业大市，

是广西重要的粮食、水果基地，也是全国著名的荔

枝之乡、桂圆之乡、沙田柚之乡、百香果之乡和中国

南方药都，其中农业人口 480.42 万人，占总人口的

66.34%[1]。农作物种业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核心

产业，是促进农业长期稳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的根本。种业是农业现代化的芯片 [2]，在种业体制

改革的新时期，运用 SWOT 分析方法，对玉林市现

代种业发展进行研究，明确其优势、劣势以及面临的

机遇和挑战，以找出一条适合玉林市现代种业发展

的道路。

1　优势
1.1　自然环境条件优越　玉林市属于典型的亚热

带季风气候，气候温和，年平均气温 22℃ ；雨量充

沛，年降雨 1650mm ；光热充足，年平均日照时数

1795h ；无霜期长，年平均无霜天数为 346d，农业

气候条件优越。同时，玉林市地处东南丘陵台地，

平原盆地占全市面积的 17.4%，丘陵占全市面积的

49.4%，山地占全市面积的 33.2% ；其中，耕地面积

28.2 万 hm2；山地丘陵土层深厚，土壤质地良好，适

宜作物生长。玉林市自然环境条件优势明显，为现

代种业发展提供了优越的环境条件。

1.2　交通便捷　玉林市地处广西东南部，是桂东

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是粤港澳大湾

区和北部湾经济区连接的重要节点城市。作为我

国东部西进、西部东进最便捷的通道，玉林市先后

被列（设）为“海峡两岸（广西玉林）农业合作试验

区”“流通领域现代物流示范城市”等，连接周边省

（市）的交通网络发达，市内高等级公路体系贯穿各

县市，为现代种业物流的快速调运提供了基础。

1.3　农业基础厚实，种业市场广阔　玉林市是广西

重要的粮食、水果基地，是我国南方重要的双季稻

高产区，玉林市粮食作物主要有优质水稻、玉米、马

铃薯和其他旱粮作物，其中，优质水稻常年播种面

积 25.33 万 hm2，总产 160 万 t。大宗经济作物主要

有水果、蔬菜、中药材、食用菌等，2017 年年产荔枝

16.3 万 t、龙眼 11.9 万 t、沙田柚 9.6 万 t、百香果 5.7
万 t ；中药材种植面积 4.05 万 hm2，盛产橘红、肉桂、

八角、天冬、鸡骨草等；食用菌总产 14.7 万 t，总产值

12.2 亿元；蔬菜种植面积 11.76 万 hm2，总产 307.12

础、有传统经验的老基地，选择自然地理条件优越和

配套设施较完善的地区新建基地，适当通过公共财

政扶持，进一步改善种子生产条件。引导省内重点

蔬菜种业与这些种子生产基地深度融合，采取“公

司 + 村委（能人）+ 农户”的形式，让农民充分参与

进来，把蔬菜种苗产业培育成精准脱贫和农民增收

的重要支柱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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