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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玉米育种为例探讨构建和 

完善现代商业化育种体系
何文平　张长征　秦代锦　王爱芬

（北京联创种业有限公司，北京 100081）

摘要：商业化育种研发体系是国际种业公司成熟的育种管理方式。我国的现代种业起步较晚，育种规模正逐步扩大。在

多年育种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出建立适合国情的商业化育种体系所需要的基本平台和重要育种环节，为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和育种管理水平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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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商业化育种体系是相对于《种子法》实施

以前的旧育种体系而言的，是以国家投资为主体的

育种研究创新体系转变为以企业投资研究创新为主

体的商业育种体系，实现转变的直接动力是市场商

业利益愿景。张世煌等 [1] 指出商业育种体现了市

场驱动的原则。商业化育种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把育种目标和方向与生产实际紧密衔接的育种管理

体系。董占山等 [2] 指出在商业育种体系中，技术体

系和管理机制是相辅相成的。

玉米产品的竞争优势直接体现为市场的竞争

优势，完善产品研发生产线，就是构建企业核心竞

争力。董占山等 [3] 指出将作物育种研发的各个环

节进行分工，将整个育种过程按产品生产的流水线

来对待，形成了专业化和模块化的商业育种研发

管理系统，并发展出高效的商业育种技术体系，二

者有机结合形成了完整的商业育种体系。商业化

育种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是把产品的研发过程变

成流水线作业，通过管理和优化这条流水线，实现

研发新产品的目的。运行这套系统需要大量资金

的持续和稳定投入，对人员的素质和职业化程度要

求很高，企业应根据自身实力来选择适合的育种 
规模。

1　构建和完善商业化育种体系的前提
1.1　完善种业法律法规，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

新品种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强化市场监管和违

法侵权打击力度，保护企业创新的积极性，创建市场

规范化经营，维护公平竞争秩序。

1.2　农业科研院所和大学等事业单位回归公益研

究体制　国家对科研院所、大学的科研项目投入要

更多地侧重基础研究，让这些单位回归公益研究主

体，退出竞争性研发；让商业性竞争研究行为回归

企业，企业和事业单位分工合作有利于种业企业的 
发展。

1.3　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要进行顶层设计　国家

要从全球视角出发，制定种业发展的政策，谋划种

业发展的未来和方向，鼓励企业参与国际竞争 [4]，企

业才能够面向国际市场构建自己的现代商业育种 
体系。

2　商业化育种体系的构建和完善
商业化育种是企业要建立一套以市场为导向，

以配合力为核心，规范化流程，工业化管理模式的

育种研发体系，为企业产业化经营、市场化运作、

品牌化营销提供有力的产品输出和技术支撑。这

套体系的特点是运行的流程化、操作的标准化、

工作的机械化自动化、管理的信息化、人员的专 
业化。

2.1　商业化育种的软硬件平台搭建

2.1.1　常规育种平台　常规育种平台是所有平台的

基础。建立常规育种基地网络，搭建组合田间测试、

评估和产品条带试验网络等是商业化育种的必由之

路。我国玉米企业架构做得很好，但试验准确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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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性和信息化程度不够。

2.1.2　分子生物技术育种平台　利用分子育种技术

是精准育种的有效手段。分子育种与品种改良和单

倍体育种相结合，转基因技术也成为品种选育的利

器，这些都使分子育种成为育种体系的重要环节，是

常规育种的有益补充。

2.1.3　单倍体育种平台　随着单倍体诱导系的选育

和诱导率的提高以及秋水仙素加倍技术的成熟，单

倍体育种技术是目前选育自交系最快速的一种革新

技术，大大缩短了育种的运行周期。

2.1.4　机械化自动化平台　要提高工作效率、减少

试验的误差，必须减少人为参与。需配备田间管理

机械、播种机械、收获机械、脱粒测产机械及仪器等，

以及单倍体育种实验室、病害育种实验室和生物技

术实验室内的仪器和设备等。

2.1.5　信息化平台　现在是信息社会，需建立育种

信息的收集、分析、储存、管理等育种管理软件及信

息系统，也包括分子育种和生物技术育种过程中的

分析软件和管理系统，这些系统能提升数据的处理

能力和水平，实现信息的互通和共享。

2.1.6　种质资源互动平台　在信息互通共享基础

上，种质资源互动平台可以进行各基地种质资源的

研究和利用、异地调配、扩繁管理、出入库管理等相

关交流与合作。

2.1.7　对外交流合作平台　挖掘全球资源为我所

用，取长补短，才能共同提高。积极与科研院所、大

学进行合作研究，引进专利、技术、种质资源等以提

高自己的研发实力和竞争力。

2.2　测试体系构建　测试体系是常规育种的核心

环节，所有种质资源的利用和评价、品种取舍和推广

的科学决策依据都来源于这里。我国大型企业基本

建立了这套体系，但企业对它重视和投入不足，管理

水平粗放、一致性差、代表面窄，背后的数据挖掘和

深刻内涵还没有引起注意。

2.2.1　自交系测试体系　自交系测试是围绕提高选

育群体的配合力进行循环育种工作，主要任务是提

供自交系的进代、资源再利用、组合升级的依据。一

般分为初级测试和高级测试，实际上主要是在早代

进行配合力测定和跟踪。

2.2.2　产品开发体系　围绕新产品开发做工作，是

产品走上商业化的重要环节。评价新产品的市场潜

力，提出升级的依据和建议，包括多点测试、区域试

验、生产试验、密度试验、风险评估试验等。

2.2.3　产品定位试验　是品种商业化的最后重要环

节，主要是产品的带状试验、展示试验等，为产品进

入市场提供风险和技术参考。

3　结论
商业化育种体系从另一个层面说是一种商业

风险技术控制体系，是一种经营理念的提升。我国

种业刚迈入市场经济时代，就直接面临着与发达国

家成熟跨国种业公司的竞争，国内种业公司与国际

大型种业公司在商业育种的研发管理模式和育种程

序方面存在很大的差距。我国企业首先建立和完善

常规育种和测试体系，然后结合自身实力进行育种

模块的外延，逐步建立适合国情的商业化育种体系

和风险经营理念。

2011 年 4 月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加快推进现代

化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和 2013 年 12 月《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专业体制改革提高创新能力的意

见》实施后，我国初步建立起了以企业为主体的育

种体系，但离商业化还有一定距离。国家应根据我

国种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做好顶层设计，可以参考发

达国家种业管理的政策，研究现阶段我国种业发展

面临的问题和深层次原因，从国际和国内两个维度

出发，立足当下，放眼长远，探索出符合中国国情的

种业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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