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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达地区基层种子管理与服务的实践创新

——苏州十五年“水稻良种补贴项目”经验
沈雪林　林一波

（江苏省苏州市种子管理站，苏州 215000）

苏州地处太湖流域，土壤肥沃、水资源丰富，农

业生产发达，草鞋山古稻田遗址发现苏州 6000 多

年前已经开始种植水稻，宋朝后更是享有“苏常熟，

天下足”的美誉。近年来，苏州发展迅速，成功跻身

中国 GDP“万亿俱乐部”行列，被评为“中国最具投

资价值的城市”，“十三五”规划更是提出建设“具有

较强综合实力的国际化大城市”的目标。在此背景

下，苏州始终坚持以城乡一体化为导向，深入推进

“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

发展，以法的形式落实水稻、高效园艺等“四个百万

亩”产业布局，强化苏州农业“生态、生产、生活、生

物”的功能定位。

种业作为战略性、基础性核心产业，在优化苏

州农业产业结构、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2011 年《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

物种业发展的意见》出台后，苏州更是积极整合种

业资源，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全面提升种业发展水

平。在国家政策的支持和引导下，育种单位积极创

新、种业市场有序运行、服务监管切实有效。

1　苏州种业基本概况
近年来，苏州积极实施“四个百万亩”保护政

策，水稻种植面积稳定在百万亩以上。全市 2 家

育种单位均侧重优质水稻品种选育，“苏香粳系

列”“常农粳系列”以及“常优系列”杂交粳稻育种

水平全国领先。唯一一家持证种子企业主要经销稻

麦良种，年经销产值 2500 万元左右。在市场需求多

样化的形势下，地方选育品种和种子供应数量在市

场占比上均不足 30%，种业科技创新能力和种子市

场供应能力无法满足本地区农业生产和市场需求。

2　 苏州种业推动农业结构调整、促进农民增
收主要经验做法
从客观分析的基础上，苏州市制定了苏州地区

种业发展策略，即以良种补贴项目为抓手，努力构建

以种子产业为主导、种子企业为主体、测试基地为依

托、种业监管为保障、产学研相结合的现代农作物种

业体系。在品种利用上，坚持自主选育与引进开发

相结合；在市场服务上，坚持政府引导与市场导向相

结合；在政策扶持上，坚持扶优扶强与公平竞争相结

合。以农业生产提质增效为目的，加强种子管理和

服务工作，增强农民选种用种的积极性。

2.1　落实特色扶持政策，精心实施惠农项目　水稻

良种补贴项目是苏州地方特色惠农扶农项目。2004
年苏州市委、市政府决定实施水稻良种补贴项目，

截至 2018 年，已连续实施了 15 年。项目补贴对象

为购买补贴品种种子的农户，补贴方式是通过中标

供种企业以优惠价（中标价扣除财政补贴额后的

检作物主要有水稻、玉米、马铃薯及各类蔬菜种子。

检验项目包括净度、发芽率、纯度、水分和真实性 5
项指标，为农业生产用种安全保驾护航。

4.2　监督抽查面实现全覆盖　进入新时代，全省各

级种子管理站（检测中心）均有能力对辖区内较大

生产经营规模的企业、经营户，种植面积较大的玉

米品种、水稻品种及在主要种子集散市场和种子门

市，开展种子质量监督抽查，覆盖面达注册总数的

100%。与此同时，种子案件的有效查处能力也大为

增强。通过提高种子质量，杜绝不合格种子流入市

场、进入农田，较好地保障了农业生产用种安全，最

大程度地减少了因种子质量不合格给“三农”带来

的损失，从而取得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收稿日期：2019-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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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供种，每 667m2 常规粳稻标准用种量为 4kg，
杂交粳稻标准用种量为 1.5kg ；每 667m2 苏州市财

政承担 6 元，各县级市、区财政配套不低于 6 元。

2005-2017 年苏州全市累计补贴水稻良种 6181.56
万 kg，拨付市级补贴资金 8222.57 万元，先后补贴嘉

991、嘉 33、常农粳 5 号、常农粳 7 号、南粳 46、南粳

5055、武运粳 19 号、武运粳 29 号、武运粳 30 号、常

优 1 号、常优 3 号、常优 5 号和甬优 8 号等 20 余种

优质高产水稻品种，补贴种植面积 106 万 hm2。项

目实施期间，全市实际水稻种植面积为 108 万 hm2，

良种补贴种植比例为 98.2% ；同时，累计发放项目

实施考核奖励资金 465.5 万元，为项目的顺利实施

提供了有力保障。

2015 年起，为延伸种子种苗产业链，苏州连续

３年实施水稻集中育供秧后补助项目，在全市范围

内重点扶持具有一定育秧规模、育秧质量好、辐射带

动效应强、群众满意度高的专业化服务组织，深入

推进集中育秧技术普及推广和服务模式创新。３

年来，项目累计补助集中育秧点 124 个，秧池面积

181hm2，补助资金 667.8 万元。

2.2　规范种子市场管理，提升种业监管能力　全市

种子管理部门围绕良种补贴项目这一抓手，在项目

实施前、实施中和实施后全程做好监督管理，重点实

施以下工作。

2.2.1　品种管理　一是严格按照《苏州市水稻良种

补贴项目实施管理办法》，只有通过审定的合法品种

才能列入补贴目录，从源头把关，堵住非法品种上市

销售。二是组织相关专家对全市稻麦品种布局进

行论证，突出优质食味品种，增强农民选种用种积极

性。三是积极开展县域主要粮食作物品种应用安全

性测试工作，对水稻品种安全性、真实性进行种植鉴

定，确保良补品种安全。

2.2.2　质量管理　一是提高质量标准。项目规定补

贴良种在国家标准基础上，净度不低于 99.0%、发芽

势不低于 80%、杂草稻含量不超过万分之一。二是

强化流通环节质量检验。在水稻种子烘干后、精选

和销售前，多次抽取样品进行检测。检验覆盖面市

级管理部门不低于 30%，县级部门不低于 50%，企

业必须 100% 全覆盖。三是重点督查生产环节去杂

去劣工作。在水稻种子生长关键时期，部署并督促

相关种子企业做好种子田去杂去劣工作，要求各地

种子管理部门全面检查种子生产田，核实繁种面积、

基础种来源和生产经营许可证等情况。参加良补

项目的种子必须采用原种繁殖，坚决不允许良种繁 
良种。

2.2.3　保供管理　为有效应对农业重大自然灾害，

防止种子市场供应出现短缺，搞好灾后恢复生产和

市场余缺调剂，保障农业生产安全，苏州积极开展救

灾备荒种子储备工作，综合分析种子生产面积、产

量、生产期间天气状况、种子质量、种子需求情况，制

定种子储备计划，做好种子应急保供工作，确保救灾

备荒种子储得住、调得出。2006-2018 年经苏州市

政府、江苏省农委批准，本站先后调拨救灾备荒种子

97.2 万 kg，合计救灾面积 1.62 万 hm2。

2.2.4　项目管理　一是加强项目审核。组织农业、

财务专家对各市区上报的下一年度实施方案进行审

核，确保项目方案符合管理办法要求。二是合理招

标采购。组织各市区农业部门对本地区种子生产、

收购、加工、运输等成本构成情况进行调研，组织财

政、农委、物价专家，定期发布水稻种子价格行情信

息。按照项目管理办法，多部门、多层次对种子企业

资格进行审查。招标中，评审专家重点审查种子生

产经营许可证、品种审定及授权情况、生产经营档

案、包装标签等材料，从源头规范生产经营行为。三

是主动接受监督。项目实施期间，邀请财政、纪检

和其他农技推广部门对供种质量、供种公示情况进

行检查。主动参与市纪委阳光扶贫计划，对项目实

施整个过程进行监督。按照财政项目绩效考核要

求，市财政还邀请第三方事务所进行绩效评价，对项

目决策、财务管理、实施管理、项目产出、项目效益、

满意度和影响力进行考核，督促项目实施更加科学 
规范。

3　实施良种补贴项目取得的成效
3.1　作物结构调整加快　在项目实施中，严格执行

主要农作物主推和退出制度，大多市区的水稻品种

保持在4种左右，有效抑制了品种“多、乱、杂”现象。

同时邀请专家对执行方案进行审核，对各市区应用

品种提出指导意见。以南粳 46 为例，第 1 年示范了

5.3hm2，第 2 年就推广到 5000hm2，第 3 年迅速扩大

到 2.2 万 hm2。良种购种补贴项目的实施，加快推动

了本市农作物种植结构调整。

3.2　用种成本节支显著　为了准确掌握水稻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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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与服务相结合，促进种业快速发展
辛玉波

（吉林省公主岭市农业综合执法队，公主岭 136100）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种子生产经营、管

理和科研等领域经历了一系列的改革探索和深刻变

化，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升农业竞争力、促进农

业可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公主岭市作为全国

重点商品粮基地，粮食生产尤其是玉米生产不断登

上新的台阶、不断创造历史辉煌，这得益于 40 年来

中国种业改革开放释放的活力，得益于国家推动现

代种业发展过程中所带来的政策优势，得益于《中

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等法律法规的出台和不断修

订完善所形成的制度保障体系。

1　加强种子管理，规范种子生产经营行为
1978 年开始，改变了以前农家自留种、集体调

剂的落后状况，实施了种子产业计划经济管理体制，

科研单位把育种成果无偿转给各级种子生产企业生

产，由县级种子公司和乡级农业站统供专营，形成了

在计划经济指导下，国有种子公司独家经营的格局，

种业有了发展雏型。2001 年之后，随着《中华人民

共和国种子法》的出台，中国种业进入开放市场、种

业竞争阶段，打破了国有种子公司垄断经营的格局。

首先科研院所依靠科研育种实力创办的国有种业公

司和原有的大型国有种业公司迅速崛起；其次科研

单位的科技人员领办创办种子企业；另外种子产业

吸引了大量的社会闲散资金，中国种业数量如雨后

春笋般不断增长，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以公主

岭市为例，种子企业由当时的 1 家发展到现在的 42
家，增加了 42 倍；种子经营门店由当时的 30 家发

价格的构成和动态信息，市农委、市财政局和市物价

局联动，定期开展水稻种子生产、加工成本的调研，

建立水稻种子成本和销售价格的动态信息和发布

机制。在项目实施期间，严格执行招标制度，水稻

种子销售价格比较合理、稳定。2015-2018 年常规

水稻种子零售价格为 5.95 元 /kg、6.15 元 /kg、6.16
元 /kg、6.25 元 /kg。据统计，2018 年全省常规水稻

种子平均价格为 7.95 元 /kg，其中南粳 5055 全省

销售平均价格为 8.50 元 /kg、苏州市销售平均价格

为 6.28 元 /kg，显著低于全省平均零售价格。在保

障种子企业合法利益的同时，又切实维护了农民的 
利益。

3.3　稻米产业开发提速　围绕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良种补贴项目以市场为导向，积极推广优质

品种。在省种子管理站支持下，先后特例审定了南

粳 46、苏香粳 3 号、苏香粳 100，引种备案了嘉 58 等

优良食味粳稻品种。以这些品种为主导的地产稻米

企业，如“金香溢”“临谷香”“金村”“湖嘉”等在

2018 年江苏优质稻米博览会上荣获“特等奖”等多

个奖项。

4　苏州种子管理发展方向
“十三五”期间是苏州农业“转结构、调方式”的

关键时期，全市将重点打造苏州大米区域公共品牌。

和国家良种补贴政策不同，苏州项目直接提供农民

需要的种子，因此对农业生产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

该项目能够顺利实施 15 年，主要得益于苏州得天独

厚的优势，一是土地流转程度高。2018 年全市土地

流转已经超过 90%，涉农户籍数仅有 4 万多，预计

近 3 年内还将进一步减少。二是品种选育和市场需

求吻合度高。尤其在南粳系列软香米品种推广后，

农民选种用种积极性显著提高。三是不同部门之间

配合度高。项目实施期间，农委、财政、物价等多个

部门积极合作，财力、合力、动力和能力都得到了充

分体现。因此，各地借鉴时，必须充分考虑当地基础

条件和发展方向。下一个阶段，苏州将继续深入贯

彻《种子法》，以建立健康有序的种子市场为目标，

加强种业依法行政，不断健全政府监管、企业自律、

社会监督的管理机制。完善监管制度，创新服务理

念，引导种子企业依法经营。

（修回日期：2019-03-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