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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临汾市农作物种业发展研究
李晓丽　马小飞　王　敏　曹　勇　姜兰芳　郝建宇　刘杰辉　姬虎太

（山西农业大学小麦研究所，临汾 041000）

摘要：临汾市是山西省重要的粮食和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近年来临汾种业发展卓有成效，良种覆盖率较高，种业企业提

振升级成效显著，但种业企业育种研发能力不强、政策扶持力度不足，值得关注。通过对临汾市种业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进行

系统全面分析，并从种业企业发展情况、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开发、良繁基地建设、政策扶持和科研合作、市场监管等方面提出针

对性建议，为推进临汾市现代种业的高质量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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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种业作为农业的

“芯片”，是保障粮食安全的根本和实现农业现代化

的基础 [1]。2021-2023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均强调

种子和粮食安全问题 [2]。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

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的《种业振兴行动方案》把

种源安全提升到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山西省

委农村工作会议暨全省种业振兴大会对推动种业振

兴进行了全面部署安排，强调种业振兴对提升稳粮

保供能力、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目前，

全国已有多个省、市率先对当地种业发展的问题与

优势进行探讨，并制定具有针对性的发展目标、对策

及路径。临汾市作为山西省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

农作物常年种植面积在 54.2 万 hm2 左右，总产量常

年保持在 250 万 t 以上。在当前种业振兴的重要战

略机遇期，深入剖析临汾市种业发展现状及存在的

问题，制定具有实用性、科学性的种业发展目标与

策略，对保障粮食安全、全面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

要的参考意义。本文通过深入企业实地调研座谈、

田间观摩等方式，针对临汾市种业发展现状和存在

的问题等方面提出具体对策及建议，以期为推进临

汾市现代种业的高质量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提供 
参考。

1　临汾市现代种业发展概况
1.1　农作物种业企业基本情况　临汾市现有 18 家

农作物种业企业，其中育繁推一体化企业 1 家，注册

资金 3000 万元以上的农作物种业企业 9 家，注册资

金 3000 万元以下的农作物种业企业 8 家。总资产

在 1000 万元以上的企业有 9 家，固定资产在 1000
万元以上的企业有 5 家。按制种作物种类划分，从

事小麦、玉米、高粱等主要农作物繁育的种业企业

14 家，从事马铃薯种薯繁育的种业企业 2 家，从事

蔬菜种子繁育的种业企业 2 家。

1.2　农作物良繁基地建设情况　2022 年临汾市

种业企业共有育种基地 9010hm2，其中省内育制

种基地面积 7080hm2（市辖区内育制种基地面

积 7030hm2、省内市外育制种基地面积 50hm2），南

繁育制种基地面积 12.7hm2，安徽育制种基地面积

202.3hm2，在甘肃和新疆制种基地落实玉米面积 
947hm2、高粱面积 100hm2、蔬菜面积 668hm2。

临汾市辖区内现有小麦良繁基地 6642.7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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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制种 717.5 万 kg ；玉米良繁基地 46.7hm2，年制种

2.5 万 kg ；大豆良繁基地 153hm2，年制种 5.7 万 kg ；

谷子良繁基地 100hm2，年制种 9 万 kg ；马铃薯良繁

基地 87.6hm2，年制种 210 万 kg。
1.3　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收集情况　自2020年起，

临汾市按照农业农村部和山西省农业农村厅的安排

部署，开展了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

集行动工作，共征集到种质资源 620 份（粮食作物

137 份，蔬菜 84 份，果树 314 份，经济作物 66 份，其

他 19 份）。其中，翼城县珍珠玉米种质资源入选全

国十大优异农作物种质资源。

1.4　科研育种情况　临汾市科研育种主要依靠山

西农业大学小麦研究所和部分企业进行。山西农业

大学小麦研究所共审定作物品种 96 个，山西新翔丰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选育翔麦 23、翔麦 518 等 5 个小

麦品种，山西君实种业科技有限公司选育君实 618、
烟农 21、晋葵 8 号、晋豆 36 等 20 余个作物新品种。

1.5　良种示范展示情况　2022 年度临汾市有小麦、

玉米、大豆品种区域试验点和生产试验点 44 个，联

合体试验点 15 个，自主试验点 10 个，引种试验点 9
个，绿色通道试验点 2 个；在尧都区、洪洞县、襄汾

县、曲沃县、翼城县、浮山县安排展示点 7 个，完成玉

米、小麦、大豆、谷子新品种展示示范面积 112hm2 左

右。示范展示基地在全市平原灌区、丘陵旱塬、高寒

山区等不同生态区均有分布，站点选择代表性强，

为辖区内制定农作物品种布局指导建议提供了科学 
依据。

2　临汾市现代种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开发力度不足　临汾市

农作物种质资源丰富，品质较高，但大多数种质资源

研究仍处于起步跟随阶段，当前在种质资源的保护

开发方面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一是受城镇化、工

业化、全球气候变化以及农业种植结构调整的影响，

一些地方原有和野生品种生存环境遭到破坏，很多

地方特色种质资源正在慢慢消失。二是种质资源库

中多以国内和改良种质为主，国外引入品种占比很

低，育成品种同质化严重，突破性品种少。三是种质

资源保护利用平台建设不足，高精准表型鉴定和规

模化基因检测平台缺乏。四是种质资源开发力度不

够，种质资源中蕴含的大量优异基因仍有待挖掘，关

键基因仍然缺乏，无法满足育种需求，种质资源优势

不能转化为种业优势。五是种质资源保护法规制度

有待完善，需由政府从宏观层面出发，完善人员配置

和相关部门职能建设。

2.2　种业企业规模较小　2022 年全市仅有 1 家

种业企业销售收入过亿，3 家种业企业销售收入在

2000 万元以上，4 家企业销售收入不足 100 万元。

净利润方面，仅有 4 家农作物种业企业净利润在

200 万元以上，大部分种业企业的净利润在 50 万元

以下，部分种业企业处于亏损状态。全市缺乏大型

龙头企业，规模化企业较少，市场占有率偏低 [3]，不

能有效带动临汾市种业现代化发展。蔬菜种苗研发

能力更弱，全市仅 2 家种业企业进行蔬菜种子选育，

主要是萝卜、油麦菜、生菜、香菜，且育苗基地均在外

市，市场占有率很低。

2.3　自主研发创新能力不足　种子研发是一项周

期长、投入大的精细工作，我国育种工作长期以来

由科研院所和高校承担，企业普遍缺乏研发动力 [4]。

截至 2020 年 5 月底，我国育种专利的前十位申请人

均为各大高校和科研院所，拥有独立研发能力的种

业企业屈指可数，绝大多数种业企业主要靠推广销

售维持经营。临汾市科研育种工作以山西农业大学

小麦研究所为主，仅山西君实种业科技有限公司一

家企业有独立育种研发能力，全市有科研育种投入

的种业企业有 10 家，投资额 100 万元以上的仅有 2
家。近几年，临汾市陆续审定了 20 余个新品种，主

要是小麦、玉米品种，缺乏果蔬、小杂粮等经济作物

新品种的选育，且育种技术缺乏创新性，育成品种均

是对市场上优势品种的改良修饰，育成品种同质化

严重，没有实现重大突破。

2.4　良繁基地质量不高、规模不大　临汾市辖区内

小麦、玉米、大豆、谷子等农作物育制种基地规模化

与标准化程度不高，与高标准农田结合不够紧密，

基地分散不连片，不便于集约化管理，机械化程度较

低，晾晒场面积不足，管理成本较高。大部分制种基

地的承包年限不长，以 1~5 年为主，需要经常更换制

种基地，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制种业的长期稳定发展。

2.5　政策支持力度不够　全面实施种业振兴工程

以来，省级层面农业系统与财政、金融、发改等部门

工作联系机制还有待提升，对种业企业发展壮大的

政策支持力度不够，根据调查分析，大多数种业企业

都面临融资难，投资、融资、贷款担保、技术入股、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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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转让等方面的政策仍然停留在纸面上，企业贷款

融资门槛高、利息高、难度大，信贷、财政政策支持力

度不够。

3　促进临汾市现代种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3.1　支持种业企业做大做强

3.1.1　打造省内一流、国内知名品牌　对现有的唯

一一家育繁推一体化种子企业进行重点扶持，鼓励

企业通过控股、兼并重组等方式整合优势资源，扩大

生产规模，提高市场占有率，增强品牌影响力，建设

集自主育种、制种繁种、销售推广于一体的行业龙头

企业。

3.1.2　优化营商环境　缩短种业行政许可审批时

间，采用无纸化办公，简化流程，提供高效优质服务，

全面推行政务服务信息公开，强化行业自律和社会

信用体系建设，创设良好营商环境。

3.1.3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一是协调发改、金融、财

政、银保监、税务等部门，通过贴息补贴、降低贷款

利率、减免税等金融财政政策，降低种业企业融资难

度，适当提高农作物制种保险的保额，降低保费，用

政策措施兜底种业发展。二是加大财政资金对骨干

种企研发创新的支持力度，通过项目对开展科技创

新攻关、生物育种实验室等智能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予以支持，带动种企加大研发投入强度，为加快生物

技术应用提供支撑。三是推动事业单位人才有序向

骨干种企流动，引进海内外高端人才，出台财政支持

政策，吸引人才、培养人才、留住人才，打造高水平科

技人才团队 [5]。

3.2　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开发力度　临汾市农作物

种质资源丰富多样，但很多地方特有种质资源正在

逐步消失，农业部门要认真开展种质资源普查与收

集工作，做到应收尽收，应保尽保。构建市级种质

资源信息共享平台，加快推进珍珠玉米、翅果油树

等特色、优异、珍稀种质资源的保护利用，构建原

生境、活体、资源圃等多形式的种质资源保护利用 
体系。

3.3　加强合作创新，提高研发能力　种业创新是一

项系统性的工程，需要从种质资源、基因，到关键技

术、品种培育，再到产业化，构建一条全产业链的创

新。科研院所要与种业企业形成良性互动，保、育、

测、繁分工合作，形成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深度

结合的现代种业发展模式。依托山西农业大学小

麦研究所建立临汾市现代育种创新中心 [6]，集政策

优势、科研优势、资源优势，设立短、中、长期育种目

标。推进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与辖区内多家种业

企业建立人才工作站，形成长期稳定的商业化育种

合作关系，培养企业育种团队，激发企业育种活力，

形成科研支撑市场、市场反哺科研的商业化育种 
模式。

3.4　加强良繁基地规模化、标准化建设　一是积极

探索建立基地创新建设机制，政府引导、鼓励优势企

业与优势基地建立稳定良好的合作关系，鼓励企业

先投资，政府承诺后补助，引入优良资本、贴息、减免

税等多种方式支持制种企业发展壮大 [7]。二是提高

制种基地水平，推动制种基地向优势区域布局，变零

散分布为集中布局，扩大基地规模，提升机械化智能

化水平。三是提高基地耕地质量，采取有机肥施用、

病虫害绿色防控、高效水肥一体化栽培技术等措施

促产增收。

3.5　加强执法监管力度　做好普法宣传工作，加

强联合执法力度，做到“行刑衔接”，着力推动辖区

内的科研院所和种业企业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积极申报植物新品种权。加强对新品种区域试验

工作的日常监督管理，全程参与到承试单位选择

及规划试验地、田间设计、播种等环节，严格把控

试验质量，建立试验档案，并在作物生长关键时期

组织人员进行检查，持续做好品种试验的日常监管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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