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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常熟市现代种业发展现状、 

存在问题和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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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界。种业作为专业性、基础性核心产业，是建设现代农业标志性、先导性工程。通过多年

来对常熟市现代种业发展变化的思考，分析了常熟市现代种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就如何加快常熟市种业高质量发展、深入

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提出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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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常熟市农作物种子安全监管服务项目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但不是种业强国。农业

现代化，种子是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

书记多次对种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抓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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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

解决好种子和耕地问题，立志打一场种业翻身仗。

2021 年 5 月在河南考察时指出，保证粮食安全必须

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

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良种技术攻关，靠中国

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2021 年 7 月 9 日中央

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种业

振兴行动方案》，强调把种源安全提升到关系国家安

全的战略高度，集中力量破难题、补短板、强优势、控

风险，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党的

二十大报告和 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也强调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确保中国人的

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常熟市是苏州市下辖县级市，位于江苏省东南

部 [1]，地处中纬度地区，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分

明，气候温和，雨量充沛，素有江南“鱼米之乡”之

称，粮食作物面积常年维持在 1.8 万 hm2 左右，蔬菜

面积常年维持在 6000hm2 左右。近年来，常熟市把

品种创新作为种业振兴的重要抓手，2022 年 6 月制

定《种业振兴工作方案（讨论稿）》，明确常熟种业发

展定位，强调坚持创新引领，落实“藏粮于技”战略，

明确常熟种业发展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在政策

的支持和引导下，育种单位积极创新，种业市场有序

运行，服务监管切实有效 [2]。

1　常熟市种业发展现状
1.1　育种创新能力显著提升　常熟市农业科学研

究所作为常熟市科研育种的主要单位，为江苏省内

唯一的县级农科所。自 1975 年建所以来，常熟市农

业科学研究所聚焦水稻新品种选育，在优质晚粳稻

和三系杂交粳稻优势利用方面具有较好的工作基础

和经验，特别是在三系杂交晚粳稻选育技术领域处

于领先水平。育种团队在 40 多年间始终以优质、高

产、多抗、熟期类型多样为水稻育种目标，先后育成

太湖粳系列、常农粳系列、常优系列水稻新品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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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37 个，特种稻（常熟黑米）1 个，三系不育系 15
个，累计推广应用面积 466.67 万 hm2 以上。

常熟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常熟市农业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共同选育的糯玉米新品种虞珑糯 1612 于

2021 年通过江苏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常

熟市种子管理站会同有关院所经过多年合作研究，成

功选育出适应性强、耐高温、散球、株型紧凑、抗逆性

好的中早熟青花菜新品种和秀，并于 2021 年成功获

得植物新品种权，这也是常熟首次获得蔬菜作物植物

新品种权。上述两个品种成功填补了常熟市除水稻

品种外其他农作物选育研究领域的空白，为推进常熟

市现代种业品种创新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2　推广体系建设开拓创新　苏州种子管理站构建

了“1+5+N”3 级新品种综合测试体系，以苏州市种

子管理站农作物品种试验基地为龙头、五大综合测试

基地为纽带、镇级农作物品种示范方为落脚点，将新

育成品种、参试品种、区域内苗头性品种集中起来，开

展品种比较试验，综合评定各品种的生育期、品质、产

量、抗性等指标。常熟市海虞镇徐桥村农作物品种综

合测试基地作为苏州五大综合测试基地之一，总面积

14.00hm2，其中高标准核心展示区面积 1.33hm2，安全

性测试区、专题试验区面积 0.67hm2。按照“展示一批，

储备部分，示范几个，稳定一至两个，逐步更新换代”

的思路，由常熟市种子管理站开展稻麦新品种展示、

示范试验，每年在基地种植 10 个水稻新品种和 10 个

小麦新品种，根据各品种实际田间表现，每年稻麦成

熟的时候带领各镇农技员和种植大户代表来到综合

测试基地和各镇新品种的示范方开展“看禾选种”活

动，结合种植户需求，筛选出适宜本地推广的主推品

种，提升了农技推广公共服务能力。

1.3　优化品种规划促丰收　常熟市制定《常熟市主

要粮食作物品种应用布局规划（2021-2023 年）》，每

3 年更新 1 次。每年根据稻、麦品种应用布局做出

科学判断，及时压缩、淘汰部分影响粮食安全的风险

品种，推广稳产、高效的优质和安全品种，既满足百

姓对优质食味品种的种植需求，又为促进农民增收

和保障粮食安全保驾护航。

1.4　种子惠民政策落到实处　常熟市 2004 年起统

一实施水稻良种补贴项目，2021 年起实施小麦良种

补贴项目，通过政府集中采购优质、高产稻麦种子，

并以优惠价（中标价扣除财政补贴额后的价格）向农

户供种 [2]，满足农户对稻麦优新品种的需求，降低农

户用种成本，使农户充分享受到政府惠农红利。现

有政策为水稻种子每 667m2 补贴 12 元，常规粳稻

标准用种量为 4kg[2] ；小麦种子补贴 18 元，标准用

种量为 12.5kg，苏州市财政资金与常熟市财政资金

各承担 50%。常熟市 2022 年水稻良种补贴面积为

17372.66hm2，良种覆盖率 96% ；2022-2023 年度小麦

良种补贴面积为 16913.33hm2，良种覆盖率为 93.5%。

根据《江苏省种子条例》关于种子储备制度的相

关规定，为应对高温、洪涝、台风等严重自然灾害给农

业生产带来的严重影响，确保灾后及时恢复生产，最

大程度减少灾害损失，常熟市积极开展救灾备荒种子

储备工作，由常熟市财政资金实施保障，通过综合分

析常熟种植面积、种子质量和需求，制定种子储备计

划，做好种子应急保供工作，确保救灾备荒种子储得

住、调得出 [2]。常熟市常年储备救灾备荒水稻种子 2.5
万 kg 以上、小麦种子 10 万 kg 以上，救灾备荒储备种

子对于保障农业生产用种安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提高农民收入以及乡村振兴等方面作用显著。

1.5　种业企业发展有序推进　常熟市 2007 年建立

了常熟市种业公司，与常熟市种子管理站“两块牌

子、一套班子”。2016 年为适应种业发展要求，种业

公司明确由江苏常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管委会管

理。为加快推进“育、繁、推”一体化建设，2021 年常

熟市种业有限公司启动建设现代种业工程项目，建

成了集仓储、烘干、加工和检测管理服务等为一体的

种子仓储加工中心工程和 244hm2 制繁种生产基地。

2022 年 2 月 28 日常熟市种业有限公司取得了农作

物常规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C 证），在 2023 年 1 月

16 日获得了“杂交水稻”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

证（B 证），实现了水稻杂交种子及其亲本种子的生

产经营以及实行选育生产经营相结合。“育、繁、推”

一体化种业工程的推进实施和苏州地区首张 B 证

的取得，为常熟现代种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1.6　种质资源收集保护成效显著　常熟市于 2016
年开始启动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

行动，目前常熟市共普查采集地方农作物种质资源

样品 148 份，主要涉及水稻、杂粮、蔬菜、瓜果、果树

等农作物。为了更好地延续保护地方农作物种质资

源，常熟市自 2021 年开始主动担当作为，积极开展

种质资源的保护工作，对一些濒临灭绝的地方老品



2023年第６期 地方种业 29

种进行了抢救性保护，创新举措，在相关农业技术部

门的指导下对数量不够或纯度不好的种质，鼓励征

集农户就地留种保存或委托其小面积繁种保存 [3]。

建设保护基地，重点对部分濒危种质进行提纯复壮

和扩繁保护，大大提升了保护的效率和质量。同时

还编印制作了常熟市地方特色农作物种质资源图

册，为地方农业种质资源保护提供了样板，巩固和传

承地方悠远的农耕文化。

1.7　种质资源开发利用成果突出　农业种质资源

作为一种特定的战略性资源 [4]，其利用与开发事关

国家粮食安全和现代种业发展，事关农业强国、种

业强国建设。鸭血糯作为常熟民间的传统农作物

已有 300 多年的种植历史，谷粒细长有芒，通体米

色殷红如鸭血，蛋白质含量高，有强身补血之功效，

历史上曾被列为贡米。1949 年后常熟市农业科学

研究所对常熟本地种质资源鸭血糯进行品种培育

改良，形成矮秆、穗大、优质、高产的性状，产量可

达 300~350kg/667m2，比改良前增产 2~3 倍。目前

常熟市将鸭血糯作为特色水稻种植，种植面积在

1400hm2 左右，主要用于“王四”“圣百合”等老字号

食品加工企业制作常熟传统点心血糯八宝饭、炒血

糯、血糯酒等。

近年来常熟市地方种质资源申报国家地理标

志产品成果显著。目前董浜黄金小玉米、筒管玉丝

瓜已成功申报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以黄金小玉

米为代表的地方特色种业以开发促保护的循环正在

形成，依托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常熟市董浜农

业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对本地种质资源黄金小玉米进

行了产业化开发，与江苏省农业科学研究院建立合

作关系开展提纯复壮和杂交组配，不断完善统一供

种和标准化生产，目前黄金小玉米单季种植面积达

266.7hm2，成为富民增收的重要载体。

1.8　种子市场监管措施有力　常熟市种子管理站

在稻麦种子供种前、销售过程中进行严格的质量抽

检，年种子质量检测 110 多份，防止不合格种子流入

市场；在春秋两季联合常熟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

队开展种子执法和专项检查，严厉打击假冒伪劣、白

皮袋、拆包种子等违法行为；依法推进种子生产经营

备案制度。

2　存在的问题
2.1　种业企业品牌影响不高　常熟种业企业起步较

晚，育种研发能力薄弱，缺乏自主育成的主导品种，

多是合作育种或者购买品种权，缺少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品种，没有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商业化育种

体系，企业缺少特色，影响力有限，缺少竞争优势 [5]。

2.2　种业企业缺乏专业人员　由于育种资源主要

集中在科研单位，种业企业人才和技术并未流动，种

业企业缺少高层次人才，技术力量薄弱，缺乏核心竞

争力。种业企业制繁种基地缺乏专业技术人员，制

繁种能力不强；在稻麦繁种上与几位种粮大户签订

繁种协议，但农户繁种的种植水平各异，繁种基地分

散，规模化、专业化水平低，且种子质量参次不齐，种

业企业无法准确掌控种子质量。

2.3　种质资源重保护、轻利用　常熟市种质资源保

护工作的重点在保护上，除鸭血糯、黄金小玉米、筒

管玉丝瓜外，其余种质资源还未进行深入的种质资

源开发与利用。个别珍贵的种子没有做到应收尽收，

没有对所有种质资源进行鉴定评价，种质资源开发

利用率低。

2.4　品种创新成果转化率低　一方面，常熟市农业

科学研究所自主育成的水稻品种市场推广率不高，

推广区域有限，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另一方面，常

熟市在小麦、玉米、蔬菜等方向的育种创新处于起步

阶段，种源主要靠外部输入，对外依赖较大。

2.5　蔬菜种子监管难度大　蔬菜种子品类多，渠道

杂，生产者零星分散，经营者规模小、分布广，深入管

理难度较大。近年来，还有外地嫁接种苗流入，往往

采用点对点的销售方式，更加隐蔽难以监管。同时

农户无法在第一时间发现假种子，只有等到收获的

时候才知道自己所购种子的质量好坏，且无法提供

种子购买凭证，也增大了种子监管的难度。

3　发展思路与对策
3.1　提升种业企业科技创新能力　加快建设以企

业为主体、技术为依托、市场为导向、育繁推相结合

的种业技术创新体系，不断提高常熟市种业公司科

技创新能力和科学管理能力。种业企业加强与科研

院所合作，开展良种联合攻关，推动企业成为育种创

新主体，比如培育高产高油大豆、短生育期油菜等新

品种，提升种业企业创新能力，提高种业企业在品牌

地区的影响力。

3.2　提高种质资源开发利用　深度挖掘特色优质

资源，加大与科研院所的合作，开展基因检测、提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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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壮等工作。建设完善常熟鸭血糯、黄金小玉米等

地方特色种质资源开发利用体系；鼓励种业企业参

与优质地方特色品种的开发和利用，促进优质资源

形成的农产品与文创、科教、餐饮、乡村旅游等深度

融合，提升常熟地方优质农产品品牌影响力，把地方

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品牌优势和产业优势。

3.3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加强种业企业科技人才、

销售人才队伍建设，加快种业创新平台建设，完善

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机制、种业公司经营激励机制，

从而调动各方积极性；培养和引进一批种业领军人

才、骨干人才，同时在日常运作中采用产销分离，吸

引优秀的销售人员进行专业推广销售；鼓励有丰富

经验的人员进入种业领域进行制繁种生产。稳定种

子管理人才队伍，进一步加强种子管理人才队伍建

设，创新种子管理体制机制，提高种子管理效率和 
水平。

3.4　建设高标准制繁种基地　加大资金投入，支持

种业企业通过土地流转、与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等

方式，按照“公司 + 合作社”或“公司 + 种植大户”

的订单制种模式，建立起集中连片、相对稳定的种子

生产基地，提升种子生产基地的规模化、标准化、专

业化和机械化水平 [6]。

3.5　健全农技推广服务与市场监管体系建设　坚

持品种推广体系建设，建设好常熟农作物综合测试

基地和各镇稻麦新品种示范方，继续开展“看禾选

种”活动，推广优良品种助力粮食增产增收、农民增

效；加强对种子生产基地的检查，保证种子田间质

量，做好蔬菜种子市场的抽查，打击白皮袋、假冒伪

劣种子，维护种子市场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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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病菌，有赤霉素、春雷霉素、阿维菌素等生物抗生素

农药已广泛应用。性信息素治虫技术：利用同类昆虫

的雌性激素来诱杀害虫的雄虫，如性诱剂等。

绿色高产水稻的栽培注重生物防治、绿色防

控，少打农药、少施化肥，优质高产。人们对于绿色

的期许就是高产、稳产、好看、好吃、安全、卖价高，这

也是今后我国水稻栽培技术研究的主要方向。

6　绿色未来技术：生物技术、低碳安全
绿色低碳是全球农业发展的主要方向，水稻生产

技术将以高产稳产、抗病抗逆、绿色优质、安全高效为

主流。全世界都将加快选育绿色品种，集成绿色模式，

强化绿色生产，推广绿色服务，着力推动农业全产业

链绿色发展，全面实现绿色、环保、安全、高效目标。

如今的生物技术手段已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实践

中，科研人员在常规手段的基础上，利用现有的基因编

辑、分子标记、基因转化等手段，聚合多种优良性状，使

抗性、产量、品质齐头并进。同时深入探究多维组学，

积极研发更高效、更精准的新型生物技术，提高我国水

稻的国际竞争力，取得中国水稻事业的跨越式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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