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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修正地方种子管理条例 

保障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宋玉黎

（辽宁省大连市种子管理站，大连 116011）

摘要：新《种子法》及配套规章颁布实施后，地方种子管理条例很多条款与上位法及规章内容不一致，亟需修正。在《种子

法》框架内，根据地域和自然资源优势，围绕地方优势产业和面临突出问题，在修正地方种子管理条例时应加以明确。

关键词：《种子法》；地方种子管理条例；大连；修改

种子是实现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础。为

充分发挥大连市地域和自然资源优势，促进优势特

色农业发展，保障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顺利进行，

及时修正地方种子管理条例《大连市种子管理条

例》实属必要。

1　 修改《大连市种子管理条例》的必要性和

可行性
1.1　修改的必要性　大连市人大、市政府高度重视

种子管理工作，1999 年就颁布实施了《大连市种子

管理条例》，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2000
年 12月1日实施）和 《辽宁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

（2003 年 2 月 1 日实施）的实施时间。《大连市种子

管理条例》实施以来，为全市提高育种创新能力、规

范种子市场秩序、保障粮食安全和农产品有效供给

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农业种植结构的调整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需

要，特别是 2016 年 1 月 1 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种子法》（以下简称《种子法》）实施后，《大连

市种子管理条例》 已满足不了现代种业管理和发展

的需要。《大连市种子管理条例》修改不仅必要，而

且也是十分迫切的。

1.1.1　是时代发展的需要　新《种子法》增加了很

多章节，出台扶持措施、简化生产经营管理环节、加

大违法行为处罚力度等，体现了国务院关于“放、

管、服”的改革发展要求。《大连市种子管理条例》

由于实施时间较长，很多条款与上位法《种子法》的

规定不一致，有的提法已经不适应发展市场经济和

发展现代种业的需要。

1.1.2　是大连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　大连无霜期较

长，光照充足，有效积温多，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

条件，特别适宜发展设施农业、果树产业、食用菌产

业、出口创汇种子产业等。《种子法》注重了主要农

作物品种的管理，但对地方优势产业的规定较笼统

或是空白，需要地方法规加以细化或补充完善，以保

护和促进本市特色农业生产健康有序发展。

1.1.3　是保障农业发展安全的需要　大连地理条件

和气候条件特殊，空气湿度大，台风、暴雨等自然灾

害频发，对农作物品种的生育期、抗病性、抗逆性等

有特殊要求，需要制定这方面的特殊监管办法。

1.1.4　是实施科技创新、促进种业持续发展的需要　

新《种子法》单独增加了扶持措施和新品种保护等

章节，加大了对品种选育、示范、推广等的扶持力度，

出台了成果转化和人才交流等办法。辽宁省政府对

种业的资金扶持力度也很大，但因为大连是计划单

列市，受财政体制的影响，辽宁省的种业奖励扶持政

策唯独大连享受不到，影响大连种业的创新和发展，

地方条例有必要制定单独的扶持奖励办法。

1.1.5　是完善监管机制、健全执法体系的需要　国

家高度重视种业的发展，把种子工作作为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和农业发展的战略基础地位来抓。目前种

子监管机制、体系、队伍难以适应现代种业发展的

需要，存在职能分散、多头管理、种子执法机构法律

地位和职责不明确、权责不匹配、监管手段滞后等问

题，特别是区市县基层种子管理机构并入农业综合

执法机构以后，忙于应付各种执法检查，种子市场监

管和服务职能形同虚设，有必要通过法规加以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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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改进。

1.2　修改的可行性

1.2.1　具备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种子法》出台后，

农业部出台多部配套规章和多个政策性文件，为修

改条例提供了法律基础。

1.2.2　具备了较好的政策基础　党中央、国务院、

辽宁省政府、大连市政府历来高度重视种业改革和

发展，国务院出台了系列加快种业发展、深化种业体

制改革、提高创新能力的文件；大连市政府在种业创

新、品种示范推广、种苗企业扶持等方面也出台了很

多政策；农业部和辽宁省政府也制定了很多配套政

策，为修改《大连市种子管理条例》提供了政策依据。

1.2.3　有大量的经验可鉴　全国有 25 个省、市有自

己的种子管理条例，目前河北等很多省份已启动修

改程序，进入修改阶段，有很多好的经验和做法可供

本省借鉴。

1.2.4　有良好的工作基础　大连市人大和政府部门

每年都关注《大连市种子条例》的使用情况，大连种

业发展中遇到的法律瓶颈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基本清

楚。2017 年市人大代表专门提出《大连市种子管理

条例》修改的议案，市十五届人大三十三次会议形

成了处理意见，市人大和市农村经济委员会进行了

前期调研，各级种子管理机构、种子生产经营者、种

子使用者、社会各界对条例的修改较为期待，为修改

《大连市种子管理条例》打下了坚实的工作基础。

2　拟修改的思路、原则、目的
2.1　建议修改的思路　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大以来

关于种业发展的要求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现代

农业和进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讲话精神，以

《种子法》为准绳，针对大连农业基本状况、特色优

势产业需要及今后发展方向等，在种业创新发展、种

业扶持政策、科技成果转化和人才交流、种子救灾备

荒储备、设施农业、果树产业、食用菌产业、马铃薯产

业、种子监管体系等方面制定相应管理办法，保护、

规范、促进大连市农业生产安全、健康、可持续发展。

2.2　拟修改的原则和目的　《种子法》及农业部出

台的配套规章对主要农作物品种的监管及责任部

分规定的十分明确，非常完善，建议对《大连市种子

管理条例》中涉及主要农作物种子的管理、处罚部

分加以强调，按照《种子法》及配套规章规定执行即

可。《种子法》和农业部目前出台的配套规章对非

主要农作物品种管理规定的比较模糊甚至空白，很

多非主要农作物品种是本市农业生产优势和特色产

业，这次条例修改应重点对这部分非主要农作物品

种的管理进行完善、细化和补充。种子监管体系机

制、种业扶持奖励政策、救灾备荒储备制度等，应根

据本市实际情况做出相应规定。要通过这次修改，

把《大连市种子管理条例》修改成一部实用性强、前

瞻性强、创新性强、特色强、适应农业种植结构调整

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本市农业可持续快

速发展的好法规。

3　 《大连市种子管理条例》修改工作计划及

拟修改的主要内容、依据
建议按照立法程序，成立《大连市种子管理条

例》修改领导小组和起草工作小组，2018 年进入调

研论证、条例草案起草、社会意见征求阶段，争取

2019 年进入草案审议阶段。拟调研论证及起草草

案的主要内容如下。

3.1　总则　农业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农作

物种子管理工作，大连市及区市县农业主管部门内

设种子处（科室）或所属种子管理机构，具体负责种

子管理和监督工作，大连市种子处或所属种子管理

机构指导监督区市县种子管理部门或机构种子工

作。不设农业主管部门的区市种子行政管理工作和

执法、处罚等工作由市级农业主管部门负责（具体

机构设置需同编办等部门会商）。

依据：《种子法》有明确规定，农业部出台系列

相关文件要求加强稳定种子管理队伍，农业部内设

种子局，很多省、市种子管理机构内设农业主管部

门，突出种子管理工作专业性、综合性的特点，解决

存在的权责不清、职能软弱等问题。

明确农业、林业主管部门的业务管辖范围。目

前对人工栽培获取的果实类苗木、草本类花卉种子、

药材种子等的管理分工《种子法》并没有明确，形成

真空地带，地方条例有必要加以明确。

3.2　种业扶持措施　对品种选育、生产、示范推广、

种子储备等给予相关扶持、奖励；给予种业发展金融

支持；鼓励种子科研机构、科技人员参与种业创新发

展等。

3.3　新品种引进、试验、示范、推广及服务　将农作

物新品种示范展示工作纳入政府公益行为。规范农

作物新品种引进、试验、示范、推广行为。规范农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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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进县级种子管理体系规范化建设的思考
刘章生 1　谭咸彬 2　雷苗琳 1　陈祖方 3　魏贱生 2　潘　涛 2　任福生 1　曹冰兵 1　高双红 2

（1 湖南省衡阳县农业局，衡阳 421200；2 湖南省衡阳市农业委员会，衡阳 421001；3 湖南省衡南县农业局，衡阳 421100）

摘要：通过对衡阳市县级种子管理体系发展历程及种子管理体系规范化建设以来所取得的成绩进行剖析，指出县级种子

管理体系规范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并就出现的问题提出一些建议。

关键词：县级；种子管理体系；规范化建设；思考

种子种苗是推动农业发展最基本的生产资料，

种业事业关系到农民群众收入增加、农业可持续发

展、农村和谐稳定。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种

子法》实施以来，衡阳市各级种子管理部门认真宣

传贯彻落实新《种子法》，开展了以“有职能、有机

构、有人员、有经费、有手段、有成效”为总体目标的

种子管理体系规范化建设年活动，内练“基本功”、

外树形象，依法加强农作物种子市场监管，全面为谭咸彬为并列第一作者

物种子纠纷事故鉴定、调解种子质量仲裁行为，市级

农业主管部门依据需要设立种子服务专家组，指导

参与种子事故鉴定、调解工作；指导品种试验、示范、

推广工作；推荐本市农业生产主推品种；定期进行应

用品种风险评估。将上述农作物种子质量纠纷事故

的鉴定、调解等服务工作纳入政府公益行为，所需经

费列入财政预算。

依据：《种子法》及农业部相关规定，种子使用

者是弱势群体，及时、客观、公正地处理种子事故纠

纷，防控化解种植风险，既是种业发展的需要，也是

保护种植者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

3.4　种子生产经营　主要农作物种子的管理按照

《种子法》及配套规章要求执行。授权农业主管部门，

结合设施农业用种及果树苗木、食用菌、马铃薯等有

大连优势特色的非主要农作物品种不同的种子（苗）

生产经营实际，分别制定具体的生产经营许可管理细

则、质量标准等，解决目前种子（苗）生产经营过程中

存在的许可门槛过高、办证难、管理难的问题。相应

管理办法按要求向上级农业主管部门备案，制定引

种、销售备案等具体实施办法，明确售后法律责任。

依据：农业部《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

法》第三十六条：“生产经营无性繁殖的器官和组织、

种苗、种薯以及不宜包装的非籽粒种子的，应当具有

相适应的设施、设备、品种及人员，具体办法由省级

农业主管部门制定，报农业部备案。”大连是计划单

列市，有自己的特色产业，在全国单独形成特殊的生

态种植区域，辽宁省目前没有出台相关管理办法。

3.5　种子监督管理　明确种子监管方法、手段、权

利、责任等；明确层级领导关系、职权范围和责任等；

明确违法案件部门间移交及反馈衔接程序等；明确

种子管理机构工作人员、种子从业人员能力要求等；

加强种子信息化管理建设。

依据：《种子法》《辽宁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国务院关于行政执法检查实行“双随机、一公开”制

度规定及实行简政放权属地化管理等。

3.6　法律责任　规范种子违法行为处罚和责任追

究程序，加大生产经营假劣种子、品种侵权行为的打

击力度，明确可免于处罚、减轻处罚、加重处罚的性

质和范围。

3.7　附则　相关解释、其他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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