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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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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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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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t。玉林农业发展态势良好，用种需求量大，具有

扎实的种业市场。

1.4　特色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强　玉林土特产品种

繁多，盛产荔枝、龙眼、沙田柚、芒果、中药材等。玉

林市十分重视名、特、优、稀等特用和专用农产品品

种资源的开发和改良工作，出台相关扶持政策和措

施，为玉林市特色农业的优势地位提供了有力保障。

同时，市政府积极搭建各种招商引资平台，如中国

（玉林）中小企业商机博览会、中国（玉林）中医药博

览会等，大力吸引外来投资和外来企业入驻，提高特

色农产品市场竞争力。

2　劣势
2.1　现代种业基础设施建设还不够完善　玉林市

现代种业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农业机械化服务体系

还不健全。其劣势包括：玉林市地处丘陵，山区面积

大，耕地质量不平衡，不适合大规模机械化生产；同

时建成的农业产业园受到技术、资金、人才等方面的

限制，存在着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农业技术装备水平

较低、园区功能不完善等问题，不能适应现代种业发

展需要；玉林的种业企业在农产品加工、仓储、运输、

保鲜、配送以及信息发布等方面尚不健全，农产品加

工物流渠道不畅，经济产出效益低下。

2.2　缺乏技术与人才，农民综合素质不高　受地

域、经济发展等影响，玉林市在先进技术和高素质人

才的引进上存在困难，缺乏技术和人才成为制约现

代种业发展的瓶颈，如何筑巢引凤、突破技术和人才

瓶颈是当前玉林市现代种业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

同时，玉林市农民现有的文化程度及所掌握的科技

水平制约着种业现代化建设的进程。玉林市农村劳

动力素质普遍不高，主要体现为文化素质偏低，长期

缺乏系统专业培训，在家务农的劳动力以中老年人

和妇女为主，年富力强、受过较高教育的青壮年劳动

力基本外出务工，技术与人才难以适应现代种业发

展的需求。

2.3　种业产业化和现代化水平不高　与区外先进

地区相比，玉林市现代种业产业化仍处于较低水平，

表现在产业集中度不高，优势产业建设相对滞后，还

未形成规模经济效应；产业链短且不紧密，专业化分

工不明显，缺少产业化龙头企业带动，产业辐射能力

有限等方面。同时，现代种业工厂化、自动化、智能

化和信息化等现代化水平较低，现代种业科技对农

业经济发展贡献率低，加之现代种业科技推广服务

体系、信息服务体系、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体系等不

健全，未能为现代化种业产业化发展提供基础支撑。

3　机遇
3.1　现代种业发展政策导向　“十二五”以来，我

国全面推进现代种业发展，国务院先后出台了《关

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等多个文

件，对我国现代种业发展改革提出了总体要求 [3]，为

现代化种业发展提供了政策性保障。新修订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为现代种业的可持续发展提

供了保障。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也制定印发了《关

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

了到 2020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现代种业的发展目标

和重点工作。2019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

于加快推进广西现代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

见》指出，要加大良种攻关和加工型品种引进培育

力度，打造种质创新、基因挖掘、育种技术、新品种选

育、良种繁育等现代种业产业化链条。

3.2　中国 - 东盟自贸区与粤港澳大湾区现代种业

市场需求　广西与东盟国家自然条件相似，农产品

生产和贸易互补性突出，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的

建成运行和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进程的加快，有

利于推动双方发挥各自比较优势，扩大双边贸易规

模和种业投资规模。粤港澳大湾区是全国经济最发

达的地区之一，也是国家建设的重大战略。玉林市

毗邻粤港澳，具有地缘优势的玉林特色农产品资源

可以通过服务粤港澳大湾区，构建优质现代种业生

产基地，为粤港澳大湾区市场提供优质的农产品，同

时可借此提升玉林市现代种业产品质量水平，促进

玉林市现代种业产业化、现代化、标准化发展，拉动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3.3　现代种业发展的要求　当前，我国正处于传统

种业加速向现代种业转变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要

求现代种业要形成科研分工合理、产学研相结合、资

源集中、运行高效的现代种业集团。玉林市也正在

抓住国家加快发展现代种业的有利时机，加快转变

种业发展方式，推进种业科技进步，加快种业企业的

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着力提高种业市场

竞争力。

3.4　电商平台的建立给种业市场创造了活力　进

入互联网 + 农业时代，给种业市场的发展提供了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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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可能。2018 年玉林市累计发展农业电商 621 家，

所辖的北流市百香果电商发展较快，网上销量占全

国七成左右，位居全国第一。由此可见电商平台是

现代种业的一个新产业、新业态，创造了现代种业发

展的机会，也创新了农产品的流通方式。“互联网 +
种业”在现代种业推进中上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

4　挑战
4.1　企业规模小，科研及创新能力弱　玉林市还没

有具备育繁推一体化的育种企业，大多数公司科研、

生产、经营脱节，企业原种受限于科研部门，导致生

产效率低下、生产成本高。玉林市种业在科技层面

与现代种业发展还有很大的差距，如高科技的育种

技术，包括分子标记辅助育种，种子包衣处理，种子

加工、售前处理等环节都对玉林市现代种业发展形

成挑战。

4.2　人才与资金的挑战　一方面玉林市种业发展

面临着严重的资金短缺等困难，主要表现为种子企

业生产经营规模小，产业化程度不高，发展后劲不

足，发展资金积累少。另一方面玉林市缺少种业专

业人才的培养机构，高素质种业人才缺乏；农村现阶

段青壮年都外出打工，老一辈对于发展现代种业的

方法、理念和要求不能很好的理解。人才和资金成

为玉林市种业发展的瓶颈。

5　发展策略
5.1　发挥资源与区位优势，加快建设特色作物种

业　作为全国著名的荔枝、桂圆、沙田柚等特色作

物的原产地，粤港澳大湾区和东盟贸易区的结合部，

玉林市可以依托自然资源、区位条件、优势作物种植

生产经验等优势，提高对特色作物的育种研发投入，

加强对特色农作物的植物新品种保护，以此提高玉

林特色作物种业的市场竞争力。

5.2　加强农业科研单位与种业企业的合作　为改

变玉林市育种创新实力整体不足的局势，可以实行

“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当前科学技术的发展

日益体现出多领域、跨学科相集合的特点，在相关技

术领域和相关资源方面，一家企业和一家科研单位

取得完全优势的可能性不大，种业企业的科技创新

更是如此 [4]。为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化

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推动

农业科研单位与种业企业合作交流，《国务院关于加

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已经提出，鼓

励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利用国家拨款发明的育种材

料、新品种和技术成果，品种权、专利等知识产权，可

以作价到企业投资入股 [5]。同时也可以互补所缺乏

的技术与人才，以解决种业发展支撑的问题。

5.3　加大力度发展种业电商平台　2014 年“中央

一号文件”提出“加强农产品电子商务建设”，近年

来，电商平台给也种业提供了发展空间。根据中国

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 41 次中国互

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指出：截至 2017 年，我国

农村互联网普及率 35.4%，农村网民规模为 2.09 亿。

农村网民未来网络消费潜力巨大，依托现有政策，扶

持相关种业企业，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带动玉林现代

种业体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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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黍稷种质资源研究》出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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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 月底止，收集保存到国家长期种质资源库的黍稷
种质 9885 份，保有量居世界第一位。本书的内容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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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标准化、规范化平台建设的共享利用等进行了详尽的
描述和论证。

本书共分 15 章，图文并茂。是一部系统研究我国黍
稷种质资源的重要历史文献。可供黍稷科研、生产、教
学以及黍稷食品加工企业参考应用。也可供我国其他
作物的科研人员在开展种质资源的研究中参考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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