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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特色作物种子产业现状与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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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加快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山东省特色作物种子产业发展，实现种业发展新突破，以即墨区、寿光市、莘县为例，分

析了山东省特色作物种子产业的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并提出了抓精品园区建设、培育高端良种、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等 3 个方

面的对策建议，以期提高山东省特色作物种业的核心竞争力，推动特色作物种业的快速发展。

关键词：特色作物种子；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对策建议

乡村振兴，种业先行。种业是国家战略性、基础

性核心产业，是农业现代化的芯片，是促进农业长期

稳定发展、保障国家安全的根本 [1]。山东是农业大

省，是我国“四大粮食作物、四大经济作物、两大优

势产业”的主要基地。特色作物种业在乡村振兴中

具有独特作用，也是种业发展新的增长面。

近年来，在农业供给侧改革的新形势下，特色

作物生产由重视数量向提升质量方向发展。当前

山东省围绕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实施“品牌提升”战

略，并对特色作物种子产业发展提出了新要求。为

进一步掌握本省特色作物产业发展现状，理清发展

思路，促进健康快速发展，通过座谈交流、现场走访

等形式，对青岛即墨区、潍坊寿光市、聊城莘县的种

植户、种植生产基地、农村种植专业合作社等特色作

物产业发展情况进行了全面调研。

1　产业发展现状
山东土地肥沃、资源丰富，被誉为“世界三大菜

园”之一，特色作物主要有瓜菜、花卉、果茶、食用菌

等，常年播种面积 281.20 万 hm2 左右。面积和产量

基本稳定，区域布局不断优化。

1.1　围绕农业提质增效，推进产业结构调整　一是

规范合作社建设。农村合作社作为紧密型、实体型

的经济体，它的出现有利于农业资源整合，形成规模

效应，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促进现代农业的发展，提

高农业的整体经济水平 [2]。农村合作社是保障农村

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组织，是农村生产改革的

重要举措 [3]。2015年以来，寿光市积极推进村“两委”

牵头领办规范化专业合作社工作，培育出一批规模

大、运营规范、带动能力强的标杆型合作社。

二是大力开展品牌创建。面对国际种业巨头

的挑战和国内种业市场竞争的加剧，越来越多的种

子企业认识到，产品制胜的时代即将过去，品牌将会

决定企业的市场份额和命运，品牌战略制胜将成为

民族种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4]。当前山东省龙头企业

和合作社积极开展品牌创建，打造了一批质量好、标

准高、信誉佳的自主品牌，不断扩大品牌影响力。其

中寿光市认证“三品”农产品 355 个、国家地理标志

产品 16 个。莘县蔬菜种植面积约 6.67 万 hm2，截至

2017 年底，全县共有 196 个蔬菜品种通过农业部、

省农业厅有机、绿色、无公害产品认证，莘县香瓜、莘

县蘑菇、莘县西瓜、莘县韭菜通过国家工商总局的地

理性标志认证 [5]。

三是优化产业设施结构。2016 年以来，寿光市

围绕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民持续增收，积极推进大田

改大棚、旧棚改新棚的“两改”工作，为集体增收提

供新渠道。莘县利用现代化物流设备、大数据平台

和先进的管理手段，不断充实和扩展营销网络，成为

覆盖全省、辐射全国的农产品交易中心、信息中心、

价格形成中心。

1.2　坚持规模推动，放大集约效应　一是土地流通信作者： 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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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为农产品规模化经营提供了基础条件。在认真

贯彻《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基础上积极实践，形成

土地互换模式、土地出让模式、土地出租模式、土地

转包模式、土地入股模式等多种模式并举的土地流

转网络。截至 2017 年，聊城莘县共流转土地 2.97 
万 hm2，其中土地互换模式 0.11 万 hm2、土地出让模

式 0.13 万 hm2、土地出租模式 1.15 万 hm2、土地转包

模式 1.59 万 hm2，流转土地面积占全县总耕地面积

的 32.2%[6]。

二是大力实施小区域开发战略，强化核心区建

设。在相对集中的区域连片成面集约发展农业产

业，实现优势最大化、效益最大化，辐射带动形成一

批成区片、成板块、具有现代农业特色的示范园区。

青岛市突出特色，着力打造精品现代农业园区。利

用财政扶持资金杠杆作用，围绕刘家庄西兰花、移风

芦笋、普东光伏食用菌、灵山玫瑰、白庙芋头、岙山茶

叶、金口芹菜和七级生菜等八大产业发展，大力实施

现代农业园区建设，突出打造特色鲜明的重点园区。

截至2018年6月底，即墨区共培育出产品特色鲜明、

品牌效应突出、竞争优势明显、经济效益领先的现代

农业园区 150 余个，建设规模在 66.67hm2 以上的现

代农业园区超过 20 个。

1.3　围绕现代农业水平提升，强化科技创新引领　

一是大力培育地方特色种业。寿光市围绕推进国家

现代蔬菜种业创新创业基地建设，出台多项扶持政

策，加大扶持育种研发力度。目前，寿光市育种研

发企业 13 家，其中 6 家省级育种研发中心，种苗年

繁育能力达到 15 亿株。自 2013 年以来，寿光市连

续 6 年承办了九届“中国（寿光）设施蔬菜品种展”，

设立了 10hm2 的展示区，每季对征集的番茄、辣椒、

茄子、黄瓜、甜瓜、西葫芦等 6 种设施蔬菜作物的逾

3000 个品种进行集中展示示范，以助推寿光市国产

化种子市场占有率逐年提高 [7]。

二是规划建设现代农业高新技术集成示范区。

青岛市瑞克斯旺、光伏农业等 9 个农业园区计划总

投资 1.59 亿元，规划面积 239hm2，主要建设内容包

括水、电、路等基础设施配套，冬暖棚、恒温库、光伏

农业大棚建设等。2017 年 9 月，寿光现代农业高

新技术集成示范区项目开工建设，该项目规划占地

200hm2，计划总投资 5 亿元，引进农业高新技术示范

企业 20 余家，旨在打造全国现代农业样板示范区。

三是加强创新平台建设。寿光市积极鼓励企

业与农业科研院校合作，已建设多家国家级蔬菜产

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省级蔬菜工程中心、农业类院

士工作站，确保始终占领蔬菜产业发展的科技高地，

2017 年规划占地 53.33hm2 的寿光蔬菜产业创新研

发基地，目前中国农科院已率先落户。

2　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种业发展政策体系不健全　种子法律法规及

其配套管理办法还不够完善，不能完全适应发展要

求。近年来，蔬菜种业发展迅猛，但是种苗行业普遍

存在一品多名、多品一名、夸大宣传等问题，埋下了

纠纷隐患。近 3 年来，每年涉及种子种苗的各类投

诉近 100 起，严重影响了种苗行业的声誉。

2.2　品牌效应不够明显　品牌是一个企业、一个

地区乃至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重要标志，发展农产

品品牌既是应对国内外竞争的重要手段，也是优化

农业产业结构、实现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的重要途 
径 [8]。全省农产品整体品牌影响力较大，但是缺乏

高品质蔬菜品牌，虽然也涌现出了几个高端品质蔬

菜典型，但均为小众产品，在种植面积推广和对农户

的带动上较弱。以西红柿为例，寿光市高品质西红

柿品种较多，但是推广面积最大的也仅为 133.33hm2

（南澳绿亨冠群六号）。

2.3　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　当前山东省种子企

业普遍存在创新机制不健全、研发投入不足、创新人

才紧缺、创新能力较弱等问题，企业综合竞争力、引

领带动力有待提高。随着国际种业市场新品种更新

换代速度的加快，新品种生命周期缩短，我国民族种

业科技创新的难度、投入风险越来越大，迫切需要深

化种业体制改革 [9]。

3　对策建议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兴旺是重点，是关键。

下一步，山东省特色作物种业工作将以乡村振兴战

略、新旧动能转化重大工程为总抓手，加快推进种业

建设，实现种业发展新突破。

3.1　抓精品园区建设，加快特色作物种业发展　实

施园区建设战略，是加快现代农业园区建设的重要

手段。今后，要借助乡村振兴战略重大工程实施，着

力打造种业园区建设样板，促进特色作物种业发展，

要研究供应高端花卉、蔬菜、果、茶等种子种苗，为让

农村更有看头、有玩头，带动乡村产业兴旺努力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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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种子产业健康发展是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一个完整的种业价值链包括种子研发、生产、加工、销售以

及售后服务五大环节，其中种子生产与加工环节是加快优良品种推广速度的重要环节。根据有效问卷数据统计结果，主要从

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及建议 3 个角度对生产加工型种子企业进行研究。

关键词：种业企业；种业价值链；种子生产；种子加工

种业同其他产业一样，受到经济、社会以及政

治等因素的影响，并因其位于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

农业产业链顶端，具有重要且特殊的战略意义。无

论是从种业全产业链还是种业价值链的角度分析，

生产环节与加工环节在种子产业的发展中占据重要

地位。种子生产与加工是加快优良品种推广速度的

重要环节，成为实现农业现代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

分。种子生产与加工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得以生存

与发展的重要条件，拥有高质量的种子是种子企业

在市场竞争中得以生存发展的关键。因此，若想提

高我国种业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对于我国种子生产

与加工环节的研究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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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要充分发挥山东省农业资源丰富等优势，围

绕市民吃喝玩乐购消费需求，积极实施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以农业 + 旅游、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主

攻方向，努力创建规模大、档次高、设施好、功能全、

服务优、叫得响、辐射远、影响大的园区品牌。

3.2　抓品质品牌创建，培育高端良种　结合蔬菜质

量标准中心建设，在现代农业高新技术集成示范区

内，建设标准实验区及示范推广基地，鼓励各镇（街

区）按照各自特点，扶持培育一批带动能力强的蔬

菜生产典型单位和品牌。加快推进特色作物区域公

用品牌的打造，探索推广农产品区块链追溯技术，提

高品牌农产品的市场认可度，真正实现优质优价。

3.3　抓种业政策研究，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按照

“产业要兴，措施要实”的要求，尽快研究制定支持

种业发展的新政策、新措施，加大对山东省花生、蔬

菜、果茶、花卉、食用菌优势特色种子产业的扶持力

度，构建利当前、管长远的种业政策支持保障体系，

使特色产业做精做专做优，并产生聚集效应。要依

托有实力的种子企业建设种业特色小镇、以种兴业、

以业促乡，使种子成为赚钱的行业，种业成为吸引人

的行业，也使种业小镇、种子产业园成为绿色发展、

安居乐业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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