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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自贸港建设下中国种业对外开放 

的优势及策略
赵军明　张慧坚　金　焱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科技信息研究所，海口 571700）

摘要：种业对外开放关乎我国粮食安全，自 1978 年以来，中国种业在对外开放中发展壮大，对外开放程度也逐渐提高。对

中国种业对外开放的发展历程进行回顾，梳理我国种业对外开放现状，深入分析海南自贸港对我国种业对外开放的优势，并提

出相应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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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中央 12 号文件指出，要支持海南全岛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 [1]。海南自贸港的建立，

彰显了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的

决心。种业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是关系国

计民生的重要产业 [2]。中国种业自 1978 年对外开

放以来，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地走过了 40 多年，取得

了巨大的成就，但我国种业新品种创新不足，在国际

化市场中的地位依然不高。目前来看，世界各国对

种业的对外开放还是十分谨慎。中国（海南）自由

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中强调，在种业、医疗、教育等

重点领域加大开放力度；取消蔬菜新品种选育和种

子生产外资股比限制。体现了中国在种业方面主动

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

1　中国种业的开放之路
1.1　第 1 阶段：1978-1988 年，以走出去为导向的开

放发展道路　改革开放之初，在邓小平同志支持下，

开启了种子行业的国际交流、合作和贸易等活动。中

国种子公司开始与美国、法国、德国等农业发达国家

以及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地区开展种子的交流、合

作、贸易活动。先后组织科研院校、种子企业等代表

团参加国外技术培训、考察、贸易洽谈活动。在这个

过程中，中国开始逐渐熟悉国际种子贸易规则。

1.2　第 2 阶段：1989-1999 年，种业对外开放的高

速发展道路　20 世纪 80 年代后，孟山都、先锋、先

正达等种业公司先后在中国设立办事处，到了 20 世

纪 90 年代，先锋等一些外企进入中国市场。除了外

国种企积极来到中国开拓市场外，国内种业人也积

极将国外品种引入中国。1990 年郏惠彪从日本引

进了我国第一个小型西瓜品种早春红玉，发展至今，

好吃的小型西瓜品种逐渐成市场主流，这是国外资

源改变国内品种的典型个案 [3]。1997 年 9 月原农

业部和原国家计委等四部（委、局）联合发布《关于

设立外商投资农作物种子企业审批和登记管理的规

定》，正式拉开了我国种业对外开放的序幕。

1.3　第 3 阶段：2000-2010 年，中外合资道路　

2000 年首部《种子法》正式颁布，允许民企进入种

业。2001 年 12 月 11 日我国正式加入 WTO，种子

产业也正式开始与国际市场接轨。随后，国内成立

了大大小小的种子企业，最多时超过 2 万家 [4]。但

国内企业起步晚、底子薄，企业研发能力弱。为加

快国内种业发展，中国种业开始走“合资”道路。历

次修订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农作物种子

生产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

立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的通知》

等，均对种业外资比例进行了说明，至此，中国种业

的国际合作正式进入了合资时代。

1.4　第 4 阶段：2011-2021 年，接轨世界，种业迎来

开放新时期　2011 年 4 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

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提出，鼓励外

资企业引进国际先进育种技术和优势种质资源，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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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体的服务全国的“南繁硅谷”。“南繁硅谷”建

设的主要任务是打造一个中心，三个基地，九个平

台。截止到 2020 年底，南繁科技城已引入中国科学

院海南种子创新研究院、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热带

农业科学院等科研院校和德国科沃施、先正达（中

国）、隆平生物等国内外知名优质农业企业 70 多家；

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转基地已与中国农业科

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

与健康研究院、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等 3 个单

位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平台的建设为种业的引进来

和走出去提供了基础保障。

3.3　政策优势　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制度体系的

建立，使贸易、投资、金融、运输、税收等方面更加自

由和开放，能够使人员和数据在境内外得到充分地

流动，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在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商务部《关于支持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放

宽市场准入若干特别措施的意见》中明确提出，放

宽海南种业市场准入，简化种子认定、贸易许可等的

审批，促进种业发展。鼓励海南省与境外机构、专家

依法开展合作研究，优化引进种质、苗木等材料的管

理等 [8]。自贸港的这一系列政策措施为促进国家种

业对外开放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4　对策建议
4.1　完善品种保护法　随着海南自贸港的建立，种

业贸易活动加大，显然我国目前的《种子法》，在制

度、技术和机制上不能更好地满足种业高质量对外

开放。在新品种保护力度不足的情况下，种子企业

和科研单位对于新品种创新的积极性也不强，一旦

出现问题，管理部门维权、取证和执法也存在一定的

难度。因此，除了《种子法》之外，海南自贸港应制

定对新品种产权保护相关的各类法律法规、办法，完

善产权保护制度，保护企业的知识产权有利于调动

企业新品种研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4.2　建立惠益分享机制　目前，我国有栽培以及野

生近缘植物物种 3000 多个，收集保存种质资源 50
多万份。海南自贸港作为我国高质量对外开放的窗

口，应积极探索动植物种质资源惠益分享机制，参与

和加入国际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机制，并依法

开展种质资源的国际交流和交换，加强有价值的种

质资源的发掘利用，为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保

障。

4.3　逐步放宽种业市场准入　在国家总体扩大开

放的背景下，种业对外开放政策并未发生大幅放松，

除 2018 年《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对农作物新品

种育种和生产放松了控股要求的限制外，科研合作

政策整体呈现收紧态势 [8]。对外开放给我国种业带

来诸多有利因素，也带来了挑战，并引发了种业被外

资垄断控制的安全担忧。但是对外开放是种业高质

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只有坚持改革开放，种业才能持

续高质量发展。陈龙江等 [9-10] 研究表明，从政策上

看，我国种业对外开放度为中等开放，模糊综合评判

值介于低度开放和中等开放之间，因此，海南自贸港

应在遵守国家种业对外开放各项政策的基础上，探

索更加宽松的种业政策、制度、技术等，积极拓宽种

业开放领域和开放途径，进一步加大我国种业对外

开放力度。

4.4　充分发挥平台优势　充分利用海南自贸港的

贸易便利优惠政策，借助“南繁硅谷”建设的南繁科

学技术创新与公共服务平台、南繁检验检疫技术服

务平台、南繁生物育种研究平台等九大平台以及全

球动植物中转基地平台，引进国外优质的种质资源，

在海南南繁基地育种扩繁，做到隔离检验、生物安全

性筛查和引进试种等相结合，实现优质种质资源的

搜集、鉴定、评价与共享，有效地保护和利用优质种

质资源，更好地推进我国种业国际贸易。

4.5　建立健全共享机制　对于引进的种质资源，要

从登记备案、来源情况、隔离检疫、生物安全性检测、

引进种质试种观察等方面建立统一的引种信息系

统，通过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实现种质资源检审核、

检测结果的互认以及相关产权的受理、审查、报告等

的互认，加快种业国际化发展步伐，有效保障全球粮

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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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种创新造就谷子种业新发展
刁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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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谷子原产我国，是旱作可持续绿色农业的主栽作物。在回顾我国谷子种质资源和遗传育种的研究历史，总结谷子新

品种培育成就的基础上，对我国谷子种业的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分析了谷子种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加

强谷子育种急需的种质创新和关键核心育种技术研发、促进科企育种联合、实施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以及建立登记品种 DNA

指纹库切实保护原始创新技术成果等发展建议。

关键词：谷子；品种资源；品种登记；种业

我国是农作物生产大国和农业用种大国，种业

已经发展成为我国基础性、战略性核心产业，是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农业稳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

证。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了我国种业发

展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提出了“打赢种业翻身仗”的

目标要求，对种业实现跨越发展提出了时间表和路

线图。谷子又称为粟，是我国传统的粮饲兼用作物，

具有抗旱耐瘠薄、营养丰富、保健功能突出等特点，

是民众膳食结构改善和种植业结构调整的主体作 
物 [1]。谷子起源于我国的黄河流域，驯化栽培历史上

万年，种质资源保有量大且多态性丰富，是中华农耕

文明发展的重要载体之一 [2]。随着国家“乡村振兴”

战略的持续深入实施，谷子作为作物多样性发展和

中小作物的代表，在满足人民膳食健康需求以及推

动种业科技进步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　我国谷子种业的发展历程与现状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谷子的播种面积为 980

万 hm2（1.47 亿亩），是仅次于水稻和小麦的第三大

粮食作物，目前全国谷子年度播种面积 133.3 万 ~ 

140.0 万 hm2（2000 万 ~2100 万亩），总产量 520 万

t 左右。谷子种植主要分布在华北、东北和西北的干

旱半干旱区域，是旱作绿色农业的主栽作物，种植面

积最大的省是内蒙古、山西和河北，这 3 个省合起来

的种植面积占全国的 60% 左右 [1，3]。近 10 年来，随

着农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的发展，谷子生产以

大户生产方式进行组织，形成了多个谷子优势产区，

其中以内蒙古东部的赤峰，辽宁西部的朝阳和吉林

省西部的四平、松源等地构成的谷子产区播种面积

和产能最大。

1.1　我国谷子种质资源丰富　我国是谷子的起源

国，遗传资源丰富，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经过 3
次全国性系统地资源收集，目前保有谷子种质资源

28915 份，占世界谷子资源总量的 70%。但我国谷

子资源在不同省份之间的分布极不平衡，山西、河

北、河南和山东的资源数量占总数量 70% 左右，南

方省份的资源数量很少，尤其东南地区的浙江和福

建等省份，在国家种质库中的谷子资源数量很少，甚

至没有 [4]。丰富多样的谷子资源为我国谷子遗传育

农业，2017，461（12）：38-39

[5] 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

规划（2012-2020 年）的通知．（2012-12-26）[2022-01-19]．http：// 

www．gov．cn/zwgk/2012-12/31/content_2302986．htm

[6]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

面清单）．（2018-06-28）[2022-01-19]．http ：//www．mofcom．gov．

cn/article/b/f/201806/20180602760432．shtml

[7] 赵军明，金琰，胡盛红．中国农作物种业贸易现状及发展趋势分析．

热带农业科学，2020，40（4）：93-98

[8]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关于支持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放

宽市场准入若干特别措施的意见．（2021-04-07）[2022-01-19]．

https ：//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104/t20210408_1271896．

html？code=&state=123

[9] 陈龙江，高阳．基于规则视角的我国种业对外开放度评估．南方农

村，2020，36（1）：4-9，13

[10] 陈龙江，熊启泉．中国种业开放十余年：回顾与反思．华南农业大

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1（3）：7-17

（收稿日期：2022-0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