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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种业改革发展的实践探索
夏小东 1　柳教军 2

（1 重庆市种子管理站，重庆 401121；2 重庆市种业协会，重庆 401121）

摘要：通过对重庆种业 40 年改革发展历程进行回顾与思考，提出下一步深化重庆种业改革的发展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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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时

强调，十几亿人口要吃饭，这是我国最大的国情，要

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抓紧培育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优良品种，从源头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而

种子作为最基本的农业生产资料，是实现农业增产

增效的关键内在因素，是农业科技创新的重要载体

和内核芯片，种子安全就是粮食安全。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重庆种业紧跟时代步伐，围绕“三农”工作

大局，深化改革，开拓创新，立足山地农业特色，一步

一个脚印，开展了诸多实践探索，获得了一些经验，

取得了一些成绩。

1　重庆市种业的历史沿革
1.1　种业企业改革发展情况　1981 年重庆市种子

管理站合署成立首家国营种子公司——重庆市种子

公司；2001 年进行种子管理体制改革后，市、县两级

种子管理站实现政企分离，职能、职责逐渐明晰，市

内种子公司相继独立参与市场竞争。随着《种子法》

颁布，改革发展进入了快车道。市内种企通过“走

出去”“引进来”，重组资产、重组科研、重组品种、重

组融资等方式实现了发展动能转换和质量效益提

升。由市种子公司改组而来的中一种业成功在非洲

“一带一路”国家项目中树立了重庆种业形象；国有

资本开始种业问路，农投种业完成了全国性布局；帮

豪种业由“新三板”向创业板转板努力，可望年内转

板成功。种苗科光、三千种业等一批主营蔬菜种子

的企业陆续获得“中国蔬菜种业信用骨干企业”等

荣誉，绿康、锦程等主营柑橘种苗的企业占据了国内

90% 以上的市场，薯光种业等主营马铃薯种薯的企

业也逐渐打响了名气。

1.2　品种管理改革发展情况　1988 年重庆首次成

立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有了官方背书的优胜劣

汰评价机制有力促进了科研内生动力的爆发。经过

30 年的改革实践探索，全市主要农作物品种代际更

新时间由原来的 10 年缩短到 4~5 年，良种覆盖率

4.4　加强政策扶持和资金支持

4.4.1　政策支持　加大银企合作和招商引资力度，

积极引导民间资本投入种子生产、加工、物流等主导

产业。建立和完善种子生产保险产品，协调保险公

司完善种子生产保险，推进种子生产保险全覆盖，

加大种子生产保险保费的财政补贴力度，建立政府

支持、企业参与、商业化运作的种子生产风险分散机

制。建立政府激励机制，为推进工作开展，全面提升

全市种业工作再上新台阶，完成预定目标，建立政府

激励机制。

4.4.2　资金支持　在争取国家、省资金扶持的基础

上，市、县两级要安排专项配套资金，重点支持种子

示范基地建设、新品种鉴评体系及种子质量检测体

系建设，新品种新技术引进推广计划、农民科技教育

和职业技能培训以及智能化农业信息技术、农业生

产技术等项目。农业、财政、科技、发改等部门要融

合现有各项投入，加强资金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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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96.5%，水稻、玉米良种覆盖率 100%，其中优质稻

推广面积达 29.8 万余 hm2，水稻优质率达 45% ；蔬

菜良种覆盖率达到 90%，油菜双低率 90%。良种在

农业增产中的贡献率达到 45% 以上，比 1997 年提

高了约 15 个百分点。

同时，通过开启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工作，在

12 个重涉农重点区县征集和抢救性搜集各类农作

物资源 2577 份，并对其中 1379 份进行繁殖和基本

生物学特征特性鉴定评价，对其中 747 份进行适宜

生态区域繁殖保存，留下了品种的“火种”。

1.3　种子质量监管改革发展情况　重庆市种子管

理站建站以来，每年根据农业农村部、市农委的要求

开展种子常规质量监管；2008 年开始，全市逐步建

立四季常态化种子质量监督抽查制度，种子质量抽

检的范围、种类、频率均有所提高；2016 年开始，“种

子质量年专项行动”在全市铺开，企业普法教育、抽

检标准、企业信用“红黑名单”制进一步完善，制度

的笼子进一步扎紧。现全市主要农作物种子质量合

格率超过 97%，市场秩序明显好转。

1.4　良繁基地改革发展情况　科研是种业发展的

基本物质基础，其基础依赖是基地。重庆市各类良

繁基地的建设加速了种业的科技创新，大大加快了

种业发展的进程。

1.4.1　南繁基地改革发展情况　自 1972 年重庆布

局南繁，全市通过南繁育种共繁殖杂交育种材料 7
万多份，鉴定种子样品近 1 万份，育成并通过国家

和重庆市审定的各类水稻、玉米、甘薯品种共计 300
余个，占全市自育农作物品种及亲本材料的 90% 左

右。截至目前，市种子管理站、市农科院、农投种业、

帮豪种业、西南大学等多家主体已在南繁基地占地

约 180hm2。

1.4.2　制种基地改革发展情况　20 世纪 90 年代

以前，全市“两杂”种子以调入为主。此后，全市加

大了对市内制种基地的扶持，以垫江县杂交水稻制

种基地为代表的一批本地制种基地脱颖而出，并于

2013 年跻身国家级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基地县行列，

年制种能力达 2000hm2，规模化、机械化、标准化、集

约化、信息化格局已基本呈现。

1.4.3　区域性良种繁育基地改革发展情况　通过扶

优抓优，目前已建成国家柑橘脱毒中心和国内首个

柑橘无病毒良种三级繁育体系，全市育苗企业年出

圃能力 9106.2 万株，育苗面积 540.47hm2，外调柑橘

种苗占全国省外调运 90% 以上市场份额，成为全国

最大的柑橘育苗基地。

1.5　行业管理改革发展情况

1.5.1　种业队伍建设改革发展情况　通过 40 年不

断探索实践，全市种业人才队伍不断壮大。截至目

前，市、县两级共有种子管理服务机构 39 家、国家区

试站 9 个、检测机构 15 家、信息监测点 20 个，种业

管理人员 512 人，中高级职称占比达 83.9% ；专职

科研人员 121 人，其中硕士以上学历 21 人，外聘科

研人员 67 人，一半以上具有副高以上职称。

1.5.2　种业体制改革发展情况　重庆种业通过 40
年不断探索实践，全市种业人才队伍不断壮大。通

过制度留人、待遇留人、分配留人等方式为种业人才

点亮了明灯。2015 年市农科院出台《关于推进落实

种业人才发展和科研成果权益改革试点的实施方

案》，组建科技成果转化平台，探索形成成果权益分

享、股权激励、收益分配制度，支持职工兼职、参股，

鼓励、支持研究所加大成果转化力度。近 2 年实现

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101 项，收入 1900 余万元，兑现

335.89 万元的成果转化项目，发放激励奖励 47.88
万元，有力调动了科研人员积极性。

1.5.3　种业信息化改革发展情况　2002 年重庆种

业信息网开通；2003 年重庆市种子管理站专门成立

了信息工作领导小组，并率先在全国省级种子管理

部门中设立信息科以专职开展种业信息化工作。现

全市共有种子生产、价格信息点 47 个，定期专人分

析上报种情信息；区试系统实现了试验数据的全流

程自动化，还单设有鲜食玉米等特殊品种性状数据

分析平台；全市有 3104 个单位进行了种子生产经营

网上备案，江津、渝北、合川等区县实现了种子生产

经营网上备案全覆盖。同时，体现重庆种业改革发

展历程、弘扬了种业精神的《重庆种业》刊物也正茁

壮成长。

2　存在的不足
通过多年的改革发展，我们意识到现有的工作

路径在意识、体系和能力上与支撑乡村振兴战略，与

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体要求相比，还存在较大差

距。一是种业企业数量少、规模小、市场竞争力弱，

粮油种业没有一家全国骨干企业；二是全市种子监

管队伍能力参差不齐，部分区县缺人情况严重；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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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质量检测能力较差，全市目前还没有条件开展

种子转基因检测，硬件方面存在明显短板；四是南繁

科研用地虽得到了落实，但与之配套的其他建设用

地仍存在落实难的问题。

3　下一步改革发展思路
正是在全体种业人孜孜不倦的探索中，我们找

到了改革的突破口，奏响重庆种业 40 年光辉的改革

华章。下一步，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统领，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总体国家安

全观重要论述，把种业发展真正作为基础性、战略性

工程抓紧抓好，抓出实效，着力推进“七大行动”计

划，全力增强粮食安全保障能力。

3.1　推进育种联合攻关行动　以绿色品种选育为

重点，完善品种评价体系，整合科技教育资源，开展

水稻、玉米、蔬菜、柑橘四大作物新品种选育联合攻

关，以此推动品种结构进一步优化。

3.2　推进种业企业提升行动　培育壮大种业龙头

企业，推进强强联合，培育 3 家以上企业进入全国的

骨干企业。

3.3　推进质量兴业行动　扎实开展种子质量年活

动，营造扬优惩劣的市场氛围；强化质量标准建设，

培育种业品牌；完善监管机制，实施“红黑名单”制

度，加大执法力度，切实保障品种权人合法权益。

3.4　推进基地建设行动　认真落实南繁规划，建好

管好垫江国家水稻制种基地和 3 个区域性良种繁育

基地，特别是北碚、江津要建成全国最大的现代柑橘

育苗创新高地。

3.5　推进种质资源保护利用行动　继续做好种质

资源的收集、整理、鉴定工作，强化种质资源的深度

挖掘，实现种质资源安全保护，力争建成种质资源保

存中期库。

3.6　推进种业信息化行动　积极推进“互联网 + 现

代种业”，发展种业电子商务，建设种业大数据平台，

推进种业信息化。

3.7　推进种业人才培养行动　坚持人才、项目、基

地相结合，引进、培养、扶持一批种业创新创业人才

和中青年种业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加大科技管理、科

技服务和科普人才的培训力度，重视种业监管队伍

和种业企业家人才队伍建设，为全市现代种业发展

提供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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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小麦良种攻关节水小麦新品种选育成效显著

2019 年 5 月 25 日，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主办，邢台市农科院和金沙河面业集团承办的国家

小麦良种重大科研联合攻关黄淮麦区节水品种展示会在河北省邢台市召开。在南和县闫里村金沙河基地，现场

展出了 7 个农业部指定节水品种、13 个节水苗头品种、18 个黄淮北片广适组大区品种和 17 个节水组大区品种。

展示区采用全程机械化作业，每个展示品种面积 1 亩以上，与大田生产条件相似。参展品种在春季只浇一次拔

节水的节水栽培条件下，表现出较高的产量潜力，有些还兼具抗寒耐热、优质强筋等优良特性，具有广阔的发展

潜力。作科所参展的轮选 103、中麦 5051、中麦 6032、中麦 6079、航麦 3290 等品种表现优异，引起参会代表的广

泛关注。

据悉，我国小麦生产可持续发展与水资源短缺矛盾突出。冬小麦生育期与干旱季节重叠，节水灌溉对于单

产、总产稳定具有重要作用。培育抗旱节水高产小麦新品种，发掘生物节水潜能，利用节水品种提高水分利用效

率是保障华北麦区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国家小麦良种重大科研联合攻关把北方小麦抗旱节水研究作为重

点任务，取得了明显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