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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近况与建议
陈昊青　钱利国　李洪波

（河北省农作物引育种中心，石家庄 050031）

摘要：通过总结河北省现代农作物种业在法治建设、企业发展、品种创新、市场监管和信息化等方面的发展近况，系统分析

河北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有针对性地提出推进种业发展的相关建议，对改进种业管理工作、推进河北种业发展

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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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来，河北省现代农作物种业工作紧紧围

绕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持续加强

种业法制建设，着力壮大种业龙头，大力推广特色优

质品种，不断强化市场监管，全省种业发展优势特色

日益突显、整体实力明显增强。

1　工作成效
1.1　种业法制建设进入新阶段　《河北省种子管

理条例》经河北省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二次会议全

票通过并于 2018 年 6 月 1 日起实施，河北省成为

2016 年修订的《种子法》实施后，全国第 1 个制定地

方性法规的省份。同时，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还制定

了《河北省非主要农作物种苗生产经营许可证核发

管理办法》，并对《河北省马铃薯种薯生产经营许可

证核发管理办法》和《河北省食用菌菌种生产经营

许可证核发管理办法》进行修订。河北省现代种业

发展已进入全面依法治种的新阶段。

1.2　种子企业实力再上新台阶　截至 2018 年底，

河北省内实行“生产经营相结合、有效区域为全国”

种子企业总数量达到 6 家，其中 1 家种业企业获得

中国种子行业信用评价 AAA 级、4 家获 AA 级、1
家获 A 级评价。截至目前，全省获得 AAA 级的种

业企业达到 6 家、AA 级的 11 家、A 级的 3 家。目

前，全省取得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企业 360 家，注册

资本达到 42.6 亿元，年销售收入达到 42 亿元，年利

润5.1亿元，全省种子企业年科研投入超过2.5亿元，

以企业为核心的良种育繁推一体化格局正在形成。

1.3　品种选育推广呈现新面貌　2018年在河北省张

家口市召开国家马铃薯良种科研联合攻关启动会，

召集企业、科研、教学、推广单位组成攻关联合体，完

成首批 33 份材料的交换鉴定；183 个主要农作物品

种通过省级审定、13 个品种通过京津冀三地联合审

定，种子企业成为省级审定品种的主体，审定数量占

比超过 75%，绿色优质品种占比达到 5% ；504 个品

种完成引种备案程序；348 个品种通过非主要农作物

登记；推广节水小麦品种 35.73 万 hm2，累计推广面积

达到 182.40 万 hm2，实现节水 24.5 亿 m3。

1.4　南繁规划落实取得新成效　占地 22.40hm2 的

河北省海南农作物种子繁育基地项目已基本具备使

用条件；与海南农垦南繁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

海南南繁新基地土地流转协议，流转土地 14.8hm2

用来建设省级南繁新基地；石家庄、张家口、沧州 3
市已建成或开建的市级南繁基地项目，河北省南繁

科研育种基地服务能力明显加强。

1.5　种业管理服务实现新发展　与北京、天津、山

东、河南等省市建立联合执法工作机制，开展联合

执法行动和执法交流活动，实现了区域协作的常态

化。开展玉米、马铃薯和小麦种子质量认证示范，试

点单位的质量意识和种子质量明显提高。建立以

国家展示示范区为依托，国家、省、市、县 4 级相互衔

接、互为补充的展示网络，品种更新换代速度明显提

升，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稳定在 98% 以上。张家

口张北县纳入国家制种大县奖励范围，年奖励资金

2000 万元。安排国家救灾备荒种子储备任务 195
万 kg、省级储备任务 300 万 kg，年种子储备量增长

66.67%、储备财政补助资金增长 237.39%。

2　形势分析
2.1　种业法制建设进入新时期　新修订《种子法》

颁布实施后，农业农村部陆续出台修订了 11 项配套

规章及规范性文件，河北、四川、海南、天津等多个省

市也出台或修订种子管理地方性法规，初步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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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种业管理法律架构，农作物种业进入了全面依

法治种的新阶段。

2.2　企业发展进入平台期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

种子企业的销售收入和利润增长出现停滞，而为了

提升竞争实力，企业的经营成本和科研投入则不断

上升，种子企业的生存压力不断加大，在没有外界支

持的情况下，很难进一步扩大规模。

2.3　社会资本投入进入观望期　受到种业发展规

律的限制，已经进入种业的社会资本面临着投资规

模大、周期长、回收慢等诸多问题，必须具备足够的

耐心和承受能力，才能长期坚持并有望获得合理回

报，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续资本进入种业领域

的信心。

2.4　种业企业发展进入分化期　在领军种企兼并

重组的强劲浪潮拍打下，河北省的种子企业立足自

身特点，在发展路径呈现出多元化趋势，有些企业正

加快由主粮作物向特色作物、特用主粮方向转变，有

些企业则由育繁推综合发展转向品种选育、试验测

试、质量检测、基地管理、终端销售等细分领域的专

业化发展，努力谋求发展新机遇。

3　工作建议
3.1　在品种科技创新上求突破　一是推进马铃薯

联合攻关。推进马铃薯优异种质的发掘和创新、抗

病优质高产品种的选育，构建产学研用协同融合的

马铃薯种业创新体系。二是加强主要农作物品种试

验审定。优化品种试验组别设置，加强品种试验规

范性管理，继续拓宽试验渠道，强化企业对品种安全

性的主体责任，发挥市场对品种优劣性的评判作用。

三是支持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研发登记。加快特色新

品种试验和申报步伐，指导有关单位开展登记品种

区域试验、抗性鉴定、DUS 测试和转基因检测。

3.2　在品种展示推广上求突破　一是开展品种展

示示范。组织开展特色作物新品种展示示范，积极

引导种子企业的优良品种进入展示示范平台。二是

开展品种跟踪评价。对备案品种进行种植展示和跟

踪评价，及时推动缺陷品种、风险品种、无应用前景

品种退出市场，确保农业生产用种安全。

3.3　在种业监督管理上求突破　一是加强种子质

量监督。推进种子质量认证试点示范，对示范承担

单位种子生产、加工、包装等全过程开展监控和指

导。二是强化种子市场监管。突出抓好大案要案查

处、生产基地整治、基层门店清查等活动。加强执法

队伍培训，提高执法人员素质，加强法律法规宣传，

提高企业自律意识和农民自我保护意识。

3.4　在支撑体系建设上求突破　一是加强品种试

验测试体系建设，改善区试点的农机具及试验数据

智能采集装备，加强区试人员的培训，提高试验质量

水平，发挥试验数据网上传输和汇总分析系统的信

息化优势。二是加强品种展示评价体系建设，设立

省市县 3 级品种展示示范基地，探索推行“省级布

点、市级管理、县级实施”的立体式展示示范模式，

形成高密度、广覆盖、全区域的品种田间种植展示示

范网络。三是加强种业信息服务体系建设，积极推

进种业信息数据平台建设与应用，加强河北种业信

息网和微信公众号建设，提升种业数据采集、分析能

力和信息化水平。四是加强救灾备荒种子储备建设，

完善救灾备荒种子储备法规政策，建立省级种子储

备定期检查制度，完善种子储备动用预案体系，建立

健全种子储备动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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