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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种业的快速发展和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对种植业结构的影响，我国种业的发展迎来

了新的机遇和挑战。2018 年中央农村一号文件又

提出“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走质量兴农之

路”，这是对我国种业发展提出的新要求，我国种业

发展势必走向品牌和质量竞争的道路 [1]。为了更好

地服务现代种业发展，种子质量监管工作也必须与

时俱进。然而实际工作中，种子质量监管还存在很

多问题亟待解决。

1　农作物种子质量现状
1.1 主要农作物种子质量依然存在问题　2017 年

开展的全国种子质量监督抽查检验结果中水稻、玉

米、大豆、棉花等种子合格率在 97% 以上，主要农作

物种子的纯度、净度、发芽率、水分等质量指标有了

明显提高 [1]，但依然存在套牌侵权现象，品种真实性

问题突出。此外非法种植转基因作物等现象仍然存

在 [2]。

1.2 非主要农作物种子质量存在问题较多　一方

面，蔬菜等非主要农作物种子合格率不高，2017 年

全国种子质量监督抽查检验约 5 万份样品，蔬菜种

子合格率 88.3%，明显低于主要农作物合格率，特别

是发芽率和纯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1]。另一方面，部

分地区马铃薯、蔬菜种子随着播种面积不断扩大，并

形成规模。种子健康问题也将是下一步种子质量监

管工作的重点。

2　质量监管工作中遇到的主要问题
2.1 种子管理部门与农业综合执法职能交叉　近

年来许多市县成立农业综合执法大队，专门负责农

资市场综合执法工作。种子的行政执法权也随之

农作物种子质量监管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刘　冰 1，2　陈国瑛 1，2

（1 陕西省种子管理站，西安 710018；2 陕西省农作物种子检验站，西安 71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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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由执法大队。然而在实际工作中，往往存在种子

管理部门与执法大队职责不清的问题。一方面，

两个部门政令不畅，信息不同，造成自上而下种子

质量监管体系脱节；另一方面，出现问题时相互推

诿扯皮，无人承担责任，影响种子执法工作的顺利 
开展 [3]。

2.2 种子质量监管工作经费得不到保障　以陕西

省为例，陕西省针对农作物种业监管工作成立了专

项经费，每年拨款 5000 万。但由于财政政策原因，

基层种子管理机构仅人员工资和机构运行经费纳入

财政预算，而日常种业监管所需的工作经费并未纳

入，导致下拨的种业监管经费仅有一小部分用于种

子质量监管工作。这也是影响种子质量监管工作正

常、全面和有效开展的重要因素。

2.3 种子质量监管人员数量和素质有待提高　近

年来随着事业单位机构改革不断深化，一些地区的

种子管理机构被合并取消。种子管理机构一方面

没有新人补充，另一方面还有相关人员退休或被调

离岗位，人员数量锐减，基层种子质量监管队伍极

不稳定 [3]。基层种子管理部门普遍存在时间紧、任

务急、人员不足的困难。此外随着品种真实性问

题、非法种植转基因问题和种子健康问题在种子质

量监管工作中的重要性日益显著，种子质量监管队

伍也需要补充更多具有农学和生物技术等专业背

景的“新鲜血液”投入到检验技术的研发、推广和使 
用中 [2]。

2.4 种子检验机构检测能力有待提升　种子质量

监管离不开种子检验机构的技术支撑。但目前种子

检验机构检测能力不足，无法适应新形势下种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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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监管工作的需要。一是检验机构仪器运行状况不

佳且数量较少。以陕西为例，虽然省级种子检验站

国家项目支持力度大，但“十一五”、“十二五”等项

目购置的仪器主要限于品种真实性 SSR 检测、品种

真实性 SNP 检测和转基因检测，用于种子质量常规

检测的仪器很少。现有的种子质量常规检测仪器设

备普遍属于“十五”期间国家项目投资购置，使用时

间 10 年以上，检验机构仪器运行状况不佳，部分检

测仪器已经出现故障、报废 [2]。市县级农作物种子

检验机构情况更加严重，使用时间超过 10 年的检测

仪器占检验机构仪器总数 80%~90%，且仪器数量较

少，无法满足基层种子检验工作正常开展的需要 [2]。

二是可承担的检验项目较少。目前陕西省有 21 家

种子检验机构通过了陕西省农业厅考核。仅有陕西

省农作物种子检验站一家机构具备种子质量常规检

测、玉米种子品种真实性 SSR 检测和转基因成分检

测的资质。其他种子质量检验机构只具备种子质量

常规检测能力的资质，均无分子检测的资质 [2]。

3　 正视问题积极改进，开创种子质量监管工

作新局面
随着质量兴农战略的提出，我国种业发展进入

质量竞争的关键时期，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对种子监

管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种子质量监管部门在种植业

结构调整和种业发展进入质量竞争的背景下要正

视出现的问题，监管质量的技术和手段也需要与时 
俱进 [1]。

3.1 转变主要农作物种子质量监管工作的思路　

随着主要农作物种子质量形势发生变化，种子质量

监管工作也应转变思路。种子质量监管工作的重点

应由种子常规质量为主，转变为转基因成分检测和

品种真实性 SSR 检测为主。为打击非法种植转基因、

套牌侵权、制售假劣种子等违法违规行为，提高强有

力的技术支撑 [2]。

质量监管的检验技术也应与时俱进。由之前的

常规检测技术为主，转变为常规检测技术和快速检

测技术并重 [2]。特事特办，对于一些需要时间紧、任

务急的检测任务，不拘泥于田间种植鉴定、实验室检

测等传统检测手段，提高检测效率，及时有效地出具

检测结果。

3.2 正视非主要农作物种子质量监管工作的重要

性　近年来随着种植业结构调整，各地区马铃薯、油

菜、甘蔗、蔬菜等非主要农作物种植面积不断扩大、

种植品种日益增多。种植非主要农作物也成为增加

农民收入的重要手段。加之非主要农作物种子质量

存在问题较多，因种子质量引发的种子纠纷案件数

量近年来不断增加，加强非主要农作物种子质量监

管，提高非主要农作物种子监督抽查的覆盖率非常

重要。

3.3 理顺种子管理部门与农业综合执法职能，合理

分工　《农业部关于全面加强农业执法扎实推进综

合执法的意见》要求农业综合执法部门主要行使执

法环节中的行政处罚权。行政许可、行业管理、检验

检测等职能仍由种子管理部门承担。因此，种子管

理部门应与农业综合执法部门整合资源，发挥各自

优势。一方面合理分工，充分发挥种子管理部门熟

悉行业管理的技术优势和执法部门有行政处罚权威

慑力强的优势；另一方面协调开展工作，部门之间应

建立信息互通共享机制，齐抓共管，通力合作 [3]。

3.4 健全种子监管体系，提升种子监管水平　提

升种子监管水平，首先应当健全种子监管体系，充

分调动和发挥监管人员工作的积极性，着力解决

人、财、物三方面问题。人员方面，不仅要引进“新

鲜血液”，吸引有植物遗传学、生物技术等相关专业

背景的技术人员从事种子监管工作，更要注重现

有监管队伍人员培训，培训内容既要包括种子监管

相关法律法规等政策层面内容，也要包括种子检验

新技术、新方法。经费和种子检验相关仪器要积极

争取专项经费支持，既要保证市场监管、基地抽查

等专项工作经费，也要争取项目支持更新和补充种

子检验实验室仪器设备，确保种子检验结果准确

可靠、及时有效，更好地发挥种子检验的技术支撑 
作用。

3.5 加强检验技术研发与推广　种子质量监管离不

开种子检验强有力的技术支撑作用。种植业结构的

调整对种子质量监管要求不断提高。种子检验需要

与之配套的农作物种子尤其是品种登记作物质量标

准、种子健康检验标准的推广使用。此外新的转基

因外源基因转化体层出不穷，以及品种真实性 SNP
检测平台的推广，也造成分子检测标准滞后，需要新

的分子检测的标准进一步补充、完善。因此加快推

进农作物品种尤其是登记品种的种子质量标准、常

规检验标准和分子检测标准体系建设，探索研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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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于种子认证、品种登记检测的检验技术十分必要。

农作物种业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核心产业，

是促进农业长期稳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

本。随着现代种业的快速发展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对种植业结构的影响，种子质量监管工作应当

充分考虑新形势、新要求、新问题，与时俱进、因地制

宜、正视问题、积极改进，开创种子质量监管工作新

局面，更好地服务现代种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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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气候环境变化对作物生长尤其是玉米

产生了较大影响，很多新品种刚一上市就经历了特

殊气候的影响，造成“见光死”，大部分经销商对新

品种的推广心有余悸，态度极其谨慎。总结推广失

败的原因，除气候环境带来的影响外，还有品种试验

示范年限和点次数不够、定位不科学的原因；有推广

方法和种植技术不当的因素；但很大一部分是因为

企业在产品推广中缺乏针对产品进行整体的运营推

广规划，对产品运营是一边推广一边了解，导致产品

盲目性推广和在盲区进行推广，必然会增加风险，降

低推广成功率。通过实际推广实践，结合成功营销

案例，创新性地提出关于种业产品运营推广规划制

定的方法措施，为种业新产品的推广和营销方案的

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1　产品运营推广规划及其重要性
产品运营推广规划是指企业根据产品特点、产

业特性、行业趋势、国家政策、品牌优势、核心模式、

竞争环境等综合分析，从目标设定、内容建设、用户

如何制定种业新产品运营推广规划
石云翔

（北京顺鑫国际种业集团有限公司，北京 101300）

摘要：随着种业步入新常态，种业竞争之局愈加复杂，新品种推广难度加大，制定科学的新产品运营推广规划有利于产品

推广和延长生命周期。通过对产品运营推广规划的重要性进行分析，对影响因素进行总结，从营销模式、产品定位、渠道分级

以及商务活动和新媒体、短视频等运用上对规划内容进行详细介绍，为种业新产品推广提供新思路、新方法、新规划，有利于加

速新品种良性科学推广。

关键词：运营推广规划；营销模式；产品定位；渠道分级；商务活动；销售微信群

维护、活动策划、品牌打造以及特色化运营等方面形

成一套管理产品和用户的操作方案与规范。产品运

营推广规划是企业运营模式的操作路径，是保障产

品推广的实施方案，是企业产品营销发展的基础，是

保障企业长期稳步发展的先决条件。产品运营推广

规划在成熟的产业中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在种业中

由于市场化竞争时间短、市场份额过于分散，受到

外部环境、气候因素等影响较大，大部分企业对产品

运营规划重视程度不够，经常出现新产品上市时若

遇到外部影响，会造成企业手忙脚乱，惊慌失措的

问题。

2　制定产品运营推广规划考虑的因素
2.1 完善的试验数据　要掌握产品的品种筛选数

据、多年多点对比数据、品种参试的综合数据以及自

有试验体系的试验数据。通过对这些数据进行综合

的对比分析，为产品定位提供科学的依据。

2.2 健全的示范体系　产品推广一定要坚持试验、

示范、推广三步走的路径，健全的示范体系是产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