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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种子企业开展科企合作的探索与思考
曹小勇　尚　能

（甘肃黄羊河集团种业有限责任公司，武威 733008）

摘要：种业是农业的芯片，是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核心。当前，加强科企合作已成为种子企业发展的必经之

路。结合企业自身科研现状以及在科研路上的经验与认识，旨在探索有效的科企合作模式，并对如何有效开展科企合作提出

了自身的见解与认识，以期与大家一起交流学习，为企业今后的发展尽一份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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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种业政策的调整和公司近几年代繁

代制面积的萎缩，面对成本高、亩效益低的现状，

公司为摆脱困境，认真分析黄羊河种业的优劣势，

弥补产业链上的短板，而拥有竞争力的品种，乃是

种企下一步发展的关键。当下，企业自身的成长

和产业的发展，关键在于是否能够通过联盟的建

设，进而迅速地提升企业科研水平和在行业的影 
响力 [1-2]。

1　黄羊河种业发展现状分析
1.1　科研现状分析　黄羊河种业于 2013 年开启科

研育种工作，2014 年成立玉米研究所，玉米研究所

每年承担多项新品种试验。期间通过购买品种，拥

有丰禾 96、晋单 55 号、忻玉 106、特早 2 号 4 个玉米

品种和大量的种质资源。在近几年的科研成果方面，

玉米新品种丰禾 96 和凤玉 288 在甘肃通过审定并

逐步推广。公司 2018 年报审的 5 个组合，其中甘垦

130 和甘垦 95 进入甘肃省生产试验，甘垦 887 进入

第 2 年区域试验，甘垦 5 和甘垦 11 进入第 1 年区域

试验，甘垦 45 进入宁夏第 1 年区域试验。丰禾 96
在宁夏、陕西、内蒙古、新疆引种成功，凤玉 288 在陕

西、宁夏、内蒙古、新疆引种成功。

现有的科研成果一定程度上给了科研人员极

大的精神鼓舞，但玉米品种有其存在的价值鉴定与

存活期，面对“优胜劣汰”法则，玉米新品种的更新

换代速度已经远远超越了品种研发的最快时限。面

对公司育种工作起步晚、见效慢的现状，科研人员

也在紧跟时势，不断地向各农科院所和知名企业交

流学习，借鉴成功经验；但走别人走过的路，毕竟凭

的只是经验主义，核心技术无法超越，耗时耗力见效

甚微，与市场用种需求尚存在一定的差距。面对黄

羊河种业目前的发展现状，只有尽快出品种，出好品

种，才能盘活整个产业链。

1.2　经营现状分析　种子市场的核心是品种，品

种被市场接受和认可才能有效推广，前提是有品种

且品种具有竞争优势。目前公司大面积代繁种植，

耗的是体力，赚的是辛苦钱，种子服务费只有 1.2 
元 /kg，且公司一直处于被动境遇，而自有品种销售

种子的纯利润在 4 元 /kg 左右，利润空间可上升 3~5
倍。因此，黄羊河的终极出路是“育、繁、推一体化”，

而品种是目前最大的关卡。《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

许可管理办法》中规定，生产经营主要农作物种子

的，生产经营的品种应当通过审定，并具有相应作物

的作为第一育种者的国家级审定品种 3 个以上，或

者省级审定品种 6 个以上（至少包含 3 个省份审定

通过），或者国家级审定品种 2 个和省级审定品种 3
个以上，或者国家级审定品种 1 个和省级审定品种

5 个以上。

2　黄羊河种业科研存在的问题及困境
2.1　科研是一项投资大、时间长、见效慢的工程　

现有的科研人员是公司开启研发工作后，从生产部

调用的技术人员，组建的科研团队一路都在向其他

科研单位的老师学习，在探索中前行，研发玉米新品

种的能力和水平有限，种质资源得不到很好的利用，

科研进程缓慢，短期内成效难以估量和预测。

2.2　科研实力薄弱，市场前沿及动态定位不准　一

是核心技术无力突破。自 2013 年投入研发至今，黄

羊河种业育成多个适应不同生态区种植的优良玉米

新品种（系）；拥有农作物种质资源材料 1 万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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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选育、适应不同生态类型的自交系 5000 余份，

每年约有 20 个品系投入到各省份的布点试验。由

于技术人员的能力及经验有限，每年只能按照常规

进行试验田的基础种植与管理。目前，公司有大量

的科研材料，但未能合理有效组配开发，无形中造成

了资源的极大浪费。二是科研水平还达不到申请国

家项目资金的要求。近几年，国家的惠农强农政策

频出，而且扶持力度很大，但多倾向“育、繁、推一体

化”的企业，如此好的政策，公司却只能望洋兴叹，

实属惋惜。

2.3　国家种业政策调整，倾向于有科研成果的单位

从事生产经营工作　2016 年 8 月 25 日出台并实施

的《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已经架高

了行业门槛，实行行业淘汰制。2016 年公司生产经

营证到期，公司当时没有作为选育人的审定品种，四

处求助后，得益于长期合作客户安徽皖垦的友情帮

助，才使公司顺利换证。下一步公司存在同样的困

境，种子生产经营证 2022 年到期，2 年后换证需要

国审和省审品种各 3~5 个，急需现在着手做好准备

工作。

3　黄羊河种业开展科企合作的探索与思考
为实现“育、繁、推一体化”发展目标，黄羊河种

业需要从战略高度审视企业的发展，以保利用现有

的科研基础，在玉米品种选育和种业发展上与农业

科学院合作。缩短研发周期，减少科研支出。

3.1　强化科研队伍建设，高效定位市场趋向　研企

合作，公司无需花费大量人力、财力、物力去投入研

发的基础性工作，直接利用农业科学院的成熟品种

（组合），作为申请者和选育人参与新品种的审定，以

少量的保障性经费投入，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在

前景方面，主要是产品自身的特征特性，能够抵御和

抗击同类产品的竞争，能与市场前沿品种并肩甚至

超越，公司产品的市场青睐度和产品形象也会逐步

提升。

一是加强沟通，愉快合作，实现多赢。合作双方

建立阶段性总结交流机制，通过分析总结工作中积

累的经验，找出存在的问题，制定下一步的工作目标

和保证措施，以推动研企合作更加深入扎实的向前

发展 [3-4]。

二是组建新品种选育目标定向团队。由黄羊河

种业与农业科学院相关人员组成，不定期地分析市

场，预测趋势，综合双方意见，每年形成新品种选育

的原则性方案，以引导技术研发的发展方向，满足公

司长期稳定的玉米品种更新换代的需求。同时利用

黄羊河农场已经建立的研发基地，实现科研与种业

的有机结合，选育出的新品种具有更好更强的适应

性、针对性、实用性，企业开发品种和开拓市场更有

保障性、科学性、前瞻性。

3.2　加强对外联盟，有效推进科研进程　为了更好

更快地推进种子研发进程，使科研成果得到有效转

化，促进种业的快速健康发展，公司必须实行自育

自繁与对外代繁相结合的运营模式，走“产、加、销，

育、繁、推一体化”之路。

一是可快速培养自身科研人才。公司具有符合

国家科研标准的资质（玉米研究所、育种基地等），

通过与科研院所的合作，搭建沟通与交流的平台，有

利于快速提升公司研发人员的能力与水平，同时更

有利于准确了解和掌握育种前沿的动态，把准科研

脉搏，找准科研方向。二是可有效提升科研进程。

加入联合体试验联盟，各项试验运行规范，试验结果

公平、公正、科学，品种的报审进程至少比正常程序

提前 2 年时间，且审定出来的是国审品种，更有利于

公司中长期目标的实现。

在新品种方面，争取在 3 个省（区）选育审定不

少于 5 个玉米品种；在品种审定方面，华北、西北和

西南区均有审定通过的不同生态类型的玉米新品

种；在产业发展方面，充分发挥企业主体地位，在条

件具备的情况下大力发展和推广“种粮一体化”经

营模式，推动全产业链发展。同时，在做强做大玉米

种子业务的过程中，积极尝试拓展其他农作物种子

的经营业务。

3.3　建立销售根据地，进行科研成果转化　近两

年，武威经销店开始投入运营，自有品种在布点的

同时，全方位展开销售工作，销售市场以甘肃为基

础，同时向外辐射拓展同气候带市场。目前，公司

中晚熟品种丰禾 96 市场反应较好，作为重点推广

品种；粮饲兼用品种忻玉 106 在青贮领域得到客户

的认可；早熟品种特早 2 号在早熟玉米种植区域表

现良好；晋单 55 号、凤玉 288 分别在河南、山东等

地表现突出，为公司开辟黄淮海市场带来新的希

望。针对审定的新品种，由销售人员进行快速推

广，加大成果转化进程，使其尽快投入市场，实现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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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业企业成长发展的智慧大道
张亚兵（含弘）

（安徽省种子管理总站，合肥 230051）

摘要：针对行业目前所存在的突出管理问题，即很多企业都在片面地强调“术”的管理，而忽视“道”的管理，并由此给企业

带来一系列成长与发展的困惑与困难，有鉴于此，作者原创性地提出运用《易经》太极阴阳思想来治理企业，同时有机地将西方

逻辑管理思想引入其中，从而充分彰显企业管理的智慧大道。

关键词：道；智慧管理；阴阳管理；四度管理；品牌命名

中国种业经过近二十年的市场化竞争洗礼，不

可否认，其管理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企业所沿用的

各项“管理之术”为其赢得竞争优势发挥了重要的

作用。然而，现今又有很多企业经理人时常发出感

叹，即自己沿用多年的“管理之术”似乎越来越不灵

了。为此，企业经理人对当下和未来纷纷感到彷徨

与无奈，甚至是焦虑不安。针对行业所出现的这种

新局面，其主要原因是中国种业已经到了一个强调

“管理之道”的时代，而这需要企业本着“道”的智慧

思想来管理自我。有鉴于此，本文将简明阐述种业

成长发展的智慧管理之道。

1　行业现状与论道的必要性
1.1　行业正经历诸多困惑与困难　客观地说，中国

种业当下正经历着诸多困惑与困难，这些困惑与困

难集中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1.1　行业品种井喷　目前，整个行业品种正呈井

喷之势，但亦显现泛滥之形。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

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我国当前品种审定（包括引

种备案）的速度过快了一些，审定通过且具有竞争

力的品种并不多见，多数品种“含金量”不高；二是

整个行业的信用机制不够完善，种业市场的“诚信”

土壤还没有真正确立。

1.1.2　企业产品过剩　引发企业产品过剩的原因，

不仅是因为品种井喷所致，更为重要的是企业贪大

贪快的理念占主导，对累积经营所隐藏的库存风险

重视不够，并突出表现为：生产盲目、库存盲目、现金

流管理盲目。

1.1.3　企业经营迷茫　正是因为行业品种井喷、企

业产品过剩以及自身的商业情商等存在问题，从而

使得众多种业企业深陷迷茫，对管理去向亦不知所

措，并时常犯下不应有的错误，而这个错误又主要表

现在：忽悠营销、侥幸营销、经销商转战企业。

事实上，中国种业目前所呈现出的诸多困惑与

困难，其本质都是因为过多依赖于“管理之术”，而

忽视“管理之道”所引发，并且这种管理之术常常带

有浓厚的投机取巧思想。

1.2　“道”让企业不再感到困惑与困难　针对行业

所呈现出的诸多困惑与困难，种业企业仅凭既有的

企合作的终极目标，即赢得市场和增加公司的经济 
效益。

综上所述，当前中国种子生产正处于重大转型

的历史时期，这给种子企业和育种工作者都带来了

新课题，品种审定正朝着登记制迈进，今后种业类公

司的竞争很大程度上是科研方面的实力较量，并会

逐步拥有各自特色品牌。未来，谁拥有自己的科研，

谁就能掌握市场的话语权，黄羊河种业也必将走上

快速发展的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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