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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企业与产业链下游企业合作推广的方式
罗中喜

（中垦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大丰 224151）

摘要：农业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产业链上下游的联通和合作，作为农业的源头，种业企业要积极与下游企业对接，在优质品

种的推广上形成合力，从关联程度的不同提出了 3 种合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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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新常态下，2015 年国家提出了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目的是为了解决供需结构失衡，也就是产

业链上下游脱节的问题。我国农业也面临供需结构

失衡的问题，如大宗农产品中水稻、小麦面临库存

高企，而大豆又高度依赖进口，近年来进口量都超过

8000 万 t，所以调结构一直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重点方向 [1-2]。作为农业的源头，种业在改革中

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中的关键就是要将产业链各

个环节的“弱联系”转变为“强关联”。

1　存在问题
1.1　标准化生产程度不高　目前，全国土地流转面

积比例超过 1/3，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在逐步提高，

但上升空间依然很大，因为种植者习惯和产量导向

造成生产出来的农产品达不到下游企业对品质的要

求，如近年来全国各地小麦品质的检测结果显示，弱

筋品种也能生产出强筋的品质，同一品种、同一地

区、不同种植者生产出来的品质也存在差异，造成了

农产品有数量没标准质量，无法做到优质优价。

1.2　跟风种植　种植者决策布局更多是基于种植

习惯和当下的农产品价格，当下价格高、效益高的就

扩大种植规模，价格低、效益低的就压缩种植规模。

而农产品生产周期长，等到收获时，就容易出现市场

价格行情因为种植规模的巨大变化产生大的波动。

如近些年出现的“枣烂树上”等现象，就是跟风种植

的结果。

2　合作方式
面对标准化程度不高和跟风种植的问题，需要产

业链上下游紧密合作。目前种业企业在科研目标的制

定上已经考虑下游企业需求、种植结构和习惯的改变

以及环境承载等因素，那么在市场推广中又该如何强

化？本文从关联程度的角度认为有3种方式可以采用。

2.1　产业联盟　即联合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包括种

子企业、经销商、核心大户、购销企业以及下游企业

围绕某类品种的开发形成的联盟，联盟的特点是成

员自由度大、紧密性一般。比如在江苏泰州姜堰区

开展的以扬富麦 101 等优质小麦品种为主的订单种

植模式，聚集了种子企业、经销商、家庭农场、合作

社、粮食购销企业等，种子企业通过经销商给参加订

单种植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种子和技术服务，

由粮食购销企业负责收购订单品种，分品类储存，因

标准化程度高，易形成优质优价。

2.2　直供　随着土地流转的加速，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成为了重要的市场规模用户，缩减中间环节是大

趋势，因此种子由种业企业直供给用户，用户生产的

农产品又直供给具体的下游企业，形成种子企业、用

户、下游企业三者间稳固的协作关系。比如 2018 年基金项目： 上海市科技兴农项目（沪农科推字（2019）第 1-9-2 号）

建立健全从田间直接到餐桌的追溯体系，要让消费

者真真切切感受到“吃得营养、吃得放心”。在全市

范围内营造“宣传广米、支持广米、发展广米、保护

广米”的良好氛围，全面实现广元水稻（稻米）的转

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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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种子检验机构体系建设发展现状及建议
朱志成

（辽宁省农业发展服务中心 / 辽宁省种业发展中心，沈阳 110034）

摘要：通过对辽宁省种子检验机构发展现状的分析，阐述了检验机构发展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发展建议，以期为

辽宁省种子检验机构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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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质量检验机构是种子质量监督的重要支

撑。种子质量检验机构体系建设不仅对区域的布局

有更高的要求，也对检测人员的素质有更大的挑战。

同时，在国务院“放管服”新政策，优化行政许可审批

环节的新形势下，种子质量检验机构迎来历史发展

的机遇。为了更好服务于种业发展的需要，种子质

量检验机构体系建设应紧密围绕提高检测水平和服

务质量两个核心开展工作，迎接新的挑战和竞争 [1]。

1　辽宁省种子检验机构体系的现状
1.1　检验机构的设置和人员情况　目前，辽宁省已

有农作物种子质量检验机构共 25 家。按照《农作

物种子质量检验机构考核管理办法》有关规定，省

级检验机构是由省编办批准设置的，其余 24 家市

县检验机构是由所辖地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设置

的；1 家市级检验机构为法人单位，其余 24 家检验

机构为非法人挂靠单位。上述检测机构共有专业检

验技术人员 164 人，其中，45 岁以上人员 104 人，占

63.4%，45 岁以下人员 60 人，占 36.6%。

1.2　主要检测仪器和设备情况　省级检验机构除

了具有常规室内检验项目所需仪器设备外，还具有

PCR 仪 3 台、凝胶成像系统 1 套、紫外分光光度计 1
台、低温高速离心机 2 台、毛细管电泳仪 1 台，能够

满足分子检测要求；市县级检验机构具有常规室内

检验项目所需仪器设备，如光照发芽箱、恒温干燥

箱、粉碎机、万分之一电子天平等。其中涉及温度、

质量和电压等参数达到 100% 检定率，其余参数都

进行校准和确认。上述设备多数利用率较高，但部

分检测机构由于机构改革等原因，检测机构运转不

正常，设备不能较好地发挥作用。

1.3　机构检测能力情况　省级检验机构检验项目

获得首届全国粳稻金奖的水稻品种沪软 1212，是上

海本地大米品牌青浦“蛙稻米”的专用品种，种业企

业为下游企业基地提供种子，下游企业直接回收稻

谷加工成优质品牌大米，好品种变成了好大米，形成

了比较高的品牌价值。这类直供方式适用于具有一

定特色的优质品种。

2.3　股权合作　是一种关联度比较强的模式，就是

产业链下游企业与种子企业就某一品种的推广进行

深度合作，当然，前提是这个品种符合下游企业的需

要。双方可以设立合资企业，通过对品种价值的评

估共同出资进行开发，也可以协议运作，种子企业负

责生产和销售，下游企业负责产品的回购。比如南

京农业大学低谷蛋白水稻品种的转让，就将福州东

泽医疗和华丰种业联合在一起，通过这种方式可以

迅速带动品种的推广和满足下游企业的需要。

3　结语
农业的高质量发展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重

要抓手，抓手的起点在种业，其中一个关键点在产业

链的“强关联”上，只有将生产和销售联通，供需才

能平衡，因此种业企业要积极与下游企业对接合作，

在优质品种的推广上形成“推拉”的合力，为乡村振

兴、农业高质量发展探索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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