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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种业人才培养方案改革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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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业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核心产业，是确保

农产品有效供应、提高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根本国际

性保障。我国加入 WTO 及《种子法》颁布以来，国

内种业市场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国有种子企业纷

纷改制，国外种业巨头以合资、独资等形式大举进入

国内种业市场，国内种子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市场

竞争压力 [1]。为发展我国民族种业，国务院连续发

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

意见（国发〔2011〕8 号）》《全国现代农作物种业发

展规划（2012-2020 年）（国办发〔2012〕59 号）》和

《深化种业体制改革提高创新能力的意见（国办发

〔2013〕109 号）》3 个国家发展农作物种业的文件。

要构建产业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基地为依托、产学

研相结合、育繁推一体化的现代农作物种业体系。

种业市场竞争是种业人才的竞争，种子科技创

新离不开种业人才 [2]。国务院文件确立了“加强农

作物种业人才培养，建立教学、科研与实践相结合的

有效机制，提升农作物种业人才培养质量”的重点

任务 [3-4]。在此背景下，国内 20 多所农业大学先后

开办种子科学与工程专业，开展种业人才的培养。

华南农业大学农学院在认真分析了种子相关企事业

摘要：种业人才是我国种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条件。根据我国种业发展的最新态势及其对种业人才的需求，以华南农业

大学种子科学与工程专业为例，阐述了当前本校种子科学与工程专业本科人才培养目标、培养计划及办学特色，为完善我国种

子科学与工程专业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提供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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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对种业人才需求的基础上，经学校研究决定，

向教育部申报了“种子科学与工程”专业，并于 2013
年开始正式招生，至 2017 年底该专业已连续招收 5
届本科学生。

为更好地办好该专业，在考察中国农业大学、

浙江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和山东农业大学等高校的

种子科学与工程专业建设后，在原有种子科学与工

程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的基础上，结合近几年的

专业建设中总结的办学经验与华南农业大学的地理

位置和农业发展特色，优化了种子科学与工程专业

的人才培养方案。 

1　完善专业培养目标
华南农业大学位于广东广州，地处华南地区。

为了突出种子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办学特色，特地了

解了广东省的农作物种植情况。据广东统计信息

网公布数据，2016-2017 年广东省水稻的春季和秋

季种植面积均在 93.33 万 hm2 左右，居第 1 位；蔬菜

种植面积均在 40 万 hm2 以上，居第 2 位。目前，包

括广东省在内的华南地区已建成了大规模的水稻、

花卉、反季节蔬菜和北运菜生产基地 [5]。针对华南

地区的水稻、蔬菜种苗较发达的农业特色以及种业

企事业单位和政府部门对种业人才的需求，华南农

业大学种子科学与工程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

为培养具备作物生产、作物育种、种子种苗生产和种

子种苗营销贸易等方面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基本

技能，能在教育科研机构、种子管理部门、种业公司

及其他相关部门或单位从事与种业有关的教学科

研、行政管理、技术开发、种子生产（繁殖、加工、检验

和储藏）和营销贸易等工作的复合型（应用型）毕业

生。与其他高校的培养目标相比，本校更加注重种

苗、苗木相关的课程建设，专业设置既适应了现代种

业的发展需要，又立足华南地区，并面向全国，强化

了专业特色和优势，培养基础理论扎实和实践能力

强的种业人才。

2　优化人才培养方案
2.1　人才培养目标实现途径　新的培养方案采用

“人才培养目标实现矩阵”（表 1），优化了种子科学

与工程本科生培养体系。在专业理论知识方面，要

求学生掌握：植物分类和生长发育规律，作物育种、

栽培和植物保护基本知识，种子科学基本理论，种子

生产、加工、贮藏、检验，种子法律法规，推广营销以

及现代种业技术等 6 个模块，每个模块下开设了相

应的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奠定了学生的专业基础

知识。

表 1　人才培养目标实现矩阵表

培养标准（知识、能力

与素质要求）
教学模块 实现途径

专业理论知识 植物分类和生长发育规律 植物学、植物生理学

作物育种、栽培和植物保护基本知识 气象学、土壤肥料学、植物保护学、遗传学、作物育种学、作

物栽培学、农业设施学、农业生态学

种子科学基本理论 种子生物学

种子生产、加工、贮藏、检验 种子生产学、种子加工与贮藏学、种子检验、种子健康鉴定

与检疫、园艺作物种子生产学、工厂化种苗生产原理与技

术、植物新品种 DUS 测试技术

种子法律法规和推广营销 种子法律法规概论、种子经营管理学、农业推广学

种业现代技术 作物育种学、试验统计学、工厂化种苗生产原理与技术、互

联网 + 农业、植物分子育种学、植物细胞工程

专业实践应用能力 植物分类和生长发育的应用能力 植物学实验、植物生理学实验

从事作物品种选育、栽培和植保的应用能力 土壤肥料学实验、植物保护学实验、遗传学实验、作物育种

学实验、土壤肥料学课程实习、作物栽培学实习

开展种子生产、加工、贮藏和检验的应用能力 种子生物学实验、种子加工与贮藏学实验、种子检验学实

验、种子健康鉴定与检疫实验

从事种子销售、管理、推广和示范的应用能力 种子生产与经营管理学综合实习

现代种业技术的应用能力 工厂化种苗生产原理与技术实验、园艺作物种子生产学课

程实习、植物新品种 DUS 测试技术实验

团队合作、综合应用、追踪学科发展前沿的应用能力 毕业实习、毕业论文、科技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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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突出专业建设特色　在培养方案总体规划的

基础上，密切结合华南地区的农业特色和利用现有

的依托平台，调整了部分课程，新增了部分特色课

程，突出了华南农业大学种业的办学特色。

2.2.1　新增加园艺作物种子生产学和工厂化种苗生

产原理与技术理论课及其实验课　原有培养方案开

设的种子生产学虽然包含了农作物和园艺作物种子

生产学两部分，但主要以农作物种子为主，如水稻、

甜玉米、大豆等，少量教学内容涉及园艺作物种子。

为了突出办学特色，结合华南地区农业特色，在新的

培养方案中，将园艺作物种子生产学列为一门独立

课程，并开设了相应的园艺作物种子生产学实验课。

另外，为了突出种业特色，原来开设的植物组织培养

调整为工厂化种苗生产原理与技术，可以将植物组

织培养技术与现代种业更好地结合，使学生们了解

和掌握工厂化种苗生产的原理与关键技术，同时也

开设了工厂化种苗生产原理与技术实验课，有助于

实现种苗的现代产业化生产。

2.2.2　开设了植物新品种 DUS 测试技术及其相关

实验课程　植物新品种测试是对申请保护的植物新

品种进行特异性（Distinctness）、一致性（Uniformity）
和稳定性（Stability）的栽培鉴定试验或室内分析

测试的过程（简称 DUS 测试）。根据特异性、一致

性和稳定性的试验结果，判定测试品种是否属于新

品种，为植物新品种保护提供可靠的判定依据。农

业部植物新品种测试（广州）分中心于 2000 年正

式组建，并挂靠华南农业大学农学院。依托此平

台，开设植物新品种 DUS 测试技术及其相关实验

课，使学生掌握了 DUS 测试的基本原理与技术，该

中心的实验室和农场基地也为本专业学生提供了

良好的学习和实践场所，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面和

就业渠道。迄今为止，华南农业大学是国内高等

院校中唯一开设植物新品种 DUS 测试相关课程的 
高校。

2.2.3　新增加种子学创新实验　为了更好地实施因

材施教，促进学生个性发展，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

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本校本科生培养施行导师制。

为了增强高校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在创新基础上的创

业能力，培养适应创新型国家建设需要的高水平创

新人才，鼓励学生参加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简称

大创项目）。为了带动广大学生在本科阶段得到科

学研究与发明创造的训练，改变实践教学环节薄弱、

动手能力不强的现状，在新的培养方案中，种子科学

与工程专业新增加了种子学创新实验。该课程以创

新型实验为主，原则上建议学生在毕业实习、大创

项目和创新型实验课程选择同一导师，使创新型实

验与毕业实习和大创项目有机结合，开展较为深入、

系统的研究实验，有利于调动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

和创造性，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意识，逐渐掌

握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提高其创新实践的 
能力。

综上所述，针对华南地区的农业特色和国家本

科教学改革工作方针，借助依托学校的科研平台，

在新的本科培养方案制定中，通过以上部分课程的

增加和调整，突出华南农业大学的办学特色，重点

培养立足华南、面向全国的种子科学与工程专业毕 
业生。

3　展望
广州作为我国种业起步较早的地区之一， 

2016 年在农业部和广东省农业厅的大力支持指导

下，作出了建设“广州国际种业中心”的重要决策

部署，计划在 2016-2025 年期间，该中心将按照“三

大片区、四大平台、五大基地”建设，并在南沙自贸

区建造“种业小镇”。同时，广州市农业局与华南农

业大学签订了筹建“广州现代种业创新研究院”的

框架协议。届时，我们将借助于这一契机，不断完

善与提升，加强专业建设，发挥已有的农学专业的

特长，也要突出种子科学与工程专业的特色，培养

理论知识扎实，懂技术、经营和管理的高质量种业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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