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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新品种推广难的原因及对策
盛焕银　巩普亚

（江苏省新沂市农业农村局，新沂 221400）

摘要：随着农作物新品种数量剧增，农民面临品种选择难，农业部门面临新品种推广难的问题。如何加快品种更新，尽快

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成为广泛关注的话题。以粮食作物为例，就如何促进新品种推广应用提出了相关建议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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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深入，农作

物品种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农作物的产量不再是评

价品种的唯一指标，稳产、优质、抗病、适宜机械化收

获的农作物品种更加具有推广前景 [1-2]。比如，为适

应粮食优质优价的市场导向，农民希望种植稳产、优

质、专用的粮食作物品种。品种更新是提高产量、改

善品质、增加收入的主要手段。然而，农作物新品种

在推广应用的过程中，还存在诸多困难，需要解决。

1　新品种推广面临的困境
1.1　新品种选育速度太快、数量太多、质量下降　

2016 年以后，随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

法》和《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施行，对品种审

定条件相对放宽，每年国家和地方两级审定的品种

数量大幅增加。据统计，在 2016 年之前，我国品种

审定数量相对较少，2016 年国家和省两级审定的 5
种主要农作物品种（玉米、水稻、小麦、大豆、棉花）

数量为 1382 个，其中国审品种 160 个、省审品种

1222 个；2017 年达到 2275 个，包括国审品种 406
个、省审品种 1869 个；2018 年达到 3249 个，包括国

审品种 902 个、省审品种 2347 个。另外，同一生态

区引种备案数量也同样剧增。以江苏省为例，2017
年从同一生态区的其他省份引种备案的主要农作

物品种数量为 118 个，到了 2018 年这个数字增至 
227 个。

新品种多了本来是好事，但是品种过于泛滥，

优质品种比例偏少，能在生产上大面积应用的品种基金项目： 江苏省农作物种子安全监管服务项目（2019）

动附加值，积极发展绿色、有机农业，实现利益最大

化。对种植大户、专合组织则应做好规划、培训、监督

工作，实现种植、服务的标准化，积极发展规模化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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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多。品种市场鱼目混珠，新品种让农民应接不

暇，无所适从。

1.2　农民对新品种的担忧　目前市场上眼花缭乱

的新品种虽然穿着合法的外衣，但是由于这些品种

多为速成产品，常常表现出性状不稳、抗病不强、抗

逆性差等缺陷，不能长期站稳脚跟；特别是从外省同

一生态区引种备案的品种，主管部门只是对其备案，

不是行政许可，存在把关不严的现象，这些品种未必

真正经过引种试验，给当地生产带来安全隐患。新

品种潜在的这些风险，加之一些商家对新品种的虚

假宣传，让农民对新品种产生畏惧心理，宁可抱着老

品种不放手，也不愿意尝试新品种。

1.3　受农产品价格因素的影响　一个好的品种，要

想得到推广应用，离不开市场引导。近年来粮食价

格不增反降，持续走低，粮食丰产不丰收、优质不优

价，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粮食企业对优质品种的优

价政策不明显，一家一户家庭承包的土地面积不大，

粮食多收一点、少收一点无所谓，农民对新品种的需

求不敏感、不迫切。

1.4　品种推广部门存在的问题　随着事业单位体

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弱

化，编制减少，队伍变小，服务职能多样化、综合化，

特别是镇级农技综合服务中心事多人少，承担种植

业、养殖业、农业机械、农田建设等多方面的服务工

作，缺乏种子方面（管理、推广）的专业人员，没有精

力去打通新品种推广环节的最后一公里。一些乡镇

农资经营门店趁机钻了空子，演变成与农民直接接

触的“推广”机构，不少门店为了片面追求利益，不

惜夸大宣传，推介自家代理的品种，导致农民宁可相

信种子经营门店，也未必信任农技推广部门，使真正

的好品种得不到利用。

2　如何促进新品种推广应用
2.1　搞好新品种试验示范　新审定或者新引种备

案的品种，虽然其身份是合法的，但是在生产实践中

经常出现“水土不服”，对其适应性、抗病性、抗逆性

开展进一步测试和示范十分必要。农业推广部门应

建立稳定的新品种适应性试验和示范基地，组织农

民特别是种粮大户现场观摩考察，好中选优，防患于

未然，淘汰个别有重大缺陷的品种，防止盲目推广新

品种给农业生产造成损失。

2.2　实施品种推介制度　由于新品种数量繁多，良

莠不齐，给农业生产带来品种“多、乱、杂”。为规范

农作物品种推广行为，引导农民科学选用优良品种，

防止乱引、乱推行为给农业生产造成损失，从国家到

地方各级农业主管部门先后实施了主要农作物品种

推介制度，定期发布了当地农作物品种布局意见和

主推品种名录，为农民提供客观可靠的信息，促进了

农业生产稳定发展。当然，政府部门的职能主要是

服务，在主推品种的选择上要慎重，毕竟任何一个品

种都不可能完美无缺；在品种布局和利用方面也不

能强制，农民自己有选择品种的权利。

2.3　发展适度规模种植　发展适度规模种植，既有

利于新品种集中示范推广，又有利于农产品优质化、

同质化、专用化；既可以增强示范效果，又能增加农

民收入。近年来，随着农村土地流转工作的不断推

进，涌现出一大批种粮大户、家庭农场、种植专业合

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规模生产为新品种推广

利用创造了有利条件，发挥了积极作用。

2.4　依靠产业引导　通过延伸农产品产业链，增加

农产品附加值，来吸引农民种植某个农作物新品种。

比如，粮食加工企业高价收购优质专用小麦、优质食

味型稻米，利用价格优势引导农民更新品种，实行订

单生产，从而达到推广新品种的目的。

2.5　依托项目带动　依托现代农业产业园区项目、

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项目、种子工程项目、粮食高

产创建项目等，在编制项目方案时，有意选择利用适

宜当地的优质高产新品种，建立示范点、示范片、示

范方、示范带，促进项目建设的同时带动新品种示范

和推广。

2.6　加强品种管理和农民培训　相当一部分农民

朋友自我保护意识淡薄、品种知识缺乏，对品种合法

性没有判断能力，容易买错品种。农业主管部门既

有种子监管的职责，也有品种推广的义务，要加强品

种管理，打击“未审先推”行为，组织农民培训，普及

品种知识，促进合法、优良品种推广应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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