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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中国种业要事点评
佟屏亚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 100081）

2020 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突如其来的新冠

肺炎疫情席卷全国，让正常运行的种子产业突兀间

被摁下“暂停键”。经过疫情持续蔓延的大浪淘沙，

强势种业努力发挥积蓄优势和应变潜能迎接风浪，

弱者将被毫不留情地碾压在车轮之下。大江东去浪

淘尽，轮番登场所剩谁？每一粒强势越过“寒冬”的

种子，都可能编织出迎来春天的美丽梦想。

1　 突发新冠肺炎疫情给种子产业运行摁下

“暂停键”
2020 年 3 月 5 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

会上，农业农村部负责人介绍，疫情期间农资下乡最

主要的问题是交通不畅、企业复工难和基层农资店

营业率不高。各部门采取一系列措施，将农资纳入

绿色通道，优先运行。截至发稿前，从 25 个省 1500
多个农业县反馈情况看，主动脉基本贯通，县内乡镇

道路通畅已占 78%。全国 362 家重点种子企业复

工率达到 92%，产能达到 62%，经营门店恢复开业

78%（央广网，2020 年 3 月 5 日）。

点评：参考中国种子协会“新冠肺炎疫情对种子

企业影响的问卷调查”，种子企业在新冠肺炎疫情期

间面临的主要难题：一是南繁加代受阻。春节前后

南繁基地人员离岛的回不去，科研工作无法正常进

行。约 50% 的企业表示南繁科研受到影响，23% 的

企业表示基地育种材料没人管理，19% 的企业表示

杂交测配工作无法完成。二是制种基地难定。由于

全国各地实行“封路封村”，部分快递物流受阻，原种

发不出去，基地生产合同无法落实。约 28% 的企业

反映新品种区试、引种试验无法正常进行。三是加

工调运迟滞。由于大部分职工春节回乡度假，企业

存在开工难、用工难、种子调运难问题。有 93% 的企

业计划种子加工包装尚未全部完成，有 54% 的企业

停工造成种子加工迟滞。四是种子销售延后。春节

过后农村面临播种季节，75% 以上的企业面临种子

运输困境，67% 的种子企业送货进村入户困难。有

23% 的企业发出种子数量不及 3 成，有 40% 的企业

发出种子数量为零。种子经营门店能够正常营业的

仅 3.3%，80% 以上经销门店未营业或者半营业。

中国种业正处在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之中，抬望

眼，巨头的负重与变革，渠道的淘汰与更替，品牌的

没落与崛起相伴而行。种子行业不乏逆流而上、顽

强前进的求索者。唯其艰难，更显勇毅；唯其笃行，

弥足珍贵。

2　 亚太种子贸易遭遇新冠肺炎疫情陷入运

行困境
随着全球农业的发展和交往，种子贸易高度国

际化，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大量种子运输均需要

跨越国界。亚太地区种子贸易额超过 41 亿美元，约

占全球种子贸易额的 14%。为遏制突发新冠肺炎

疫情，各国实施边境封锁，运输受到极大的影响（世

界农化网，2020 年 6 月 8 日）。

点评：亚太种子协会（APSA）和世界蔬菜中心

（World Vegetable Center）共同对亚太地区的种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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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进行调查，接受调查的 68 位经理来自 48 家种子

公司。调查发现实施封锁限制对种子产业有明显的

负面影响。一是国际和国内种子运输是受影响的最

严重部分。54% 的受访者很难找到货运解决方案，

42% 的受访者新的出口订单有所减少且很难完成种

子在目的地国的交付。在获得进出口许可证、植物

检疫证书和通关方面存在问题。二是国际种子贸易

遭受劳动力短缺、配送和零售受阻、订单减少、物流

成本提高等方面的影响。超过 85% 的受访者表示，

投资的引入和种子生产、加工所需的劳动力的获取

都出现困难，64% 的受访者还谈到了融资渠道减少。

亚太种子协会指出：如果继续实施封锁限制，

时间的延误和增加的支出可能对某些公司和某些国

家不利。各国政府要采取措施，通过免除种子生产、

分销和贸易的封锁限制，以确保及时处理进出口许

可证和植物检疫证书。

新冠肺炎疫情是百年难遇的历史性事件，越是

在关键时刻，越是应该理性和沉着。黎明前的黑暗

往往更黑暗，但无论如何也挡不住黎明到来的步伐。

恩格斯说过：“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

史的进步为补偿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种业应

该对战胜灾难、迎来进步充满信心。

3　 国务院发文要求提高农作物种质资源利

用效率
2020 年 2 月 11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

强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的意见》，提出五方面政

策措施。一要开展系统收集保护，实现应保尽保。

二要强化鉴定评价，提高利用效率。三要建立健全

保护体系，提升保护能力。四要推进开发利用，提

升种业竞争力。五要完善政策支持，强化基础保障

（《科技日报》2020 年 2 月 13 日）。

点评：种质资源，就是种子中蕴藏的遗传物质

的统称，它们是基因的载体，是改良现有农作物品种

和种质创新的物质源泉。人类从远古时代起，就一

直在进行着资源采集和品种改良工作，把可食用的

植物改良成农作物，把野生动物驯化成家畜，通过这

个过程不断强化对人类有利的特征。农作物种质资

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人类共有共

享的宝贵财富，种质资源的收集被誉为是“保存农

业文明的火种”。

科学家花去很大的精力和时间收集种质资源，

还要投入很多的人力和财力去保存它。农作物种质

资源的收集和保护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在现代科学

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可以通过对种质资源中的某

个基因进行标记或克隆而获得专利权或知识产权。

由此可见，拥有种质资源与拥有其“知识产权”或

“专利权”具有本质区别；拥有基因资源主权如何参

与国际循环并获取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才符合国家

的最大利益。

怎样才能实现农作物种质资源人类共有共

享？随着育种技术的发展，要推进开发利用，提升

种业竞争力。组织实施优异种质资源创制与应用

行动，推进良种重大科研联合攻关。深入推进种业

科研人才与科研成果权益改革，建立国家农业种质

资源共享利用交易平台。发展一批以特色地方品

种开发为主的种业企业，推动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 
优势。

4　 农业农村部开展农作物种子监管专项行动
2020 年 3 月 6 日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印

发《2020 年种业市场监管工作方案》的通知（农办种

〔2020〕4 号），组织对本地所属的部级发证企业现场

检查全覆盖，对省级发证企业监管覆盖面达到 50%，

被检查企业经营品种抽样覆盖率达到 30% 以上。严

查非法转基因种子，特别是辽宁省、吉林省，要以杂

交玉米种子为重点，严查生产主体、企业生产经营

资质、品种权属及亲本来源、制种田块转基因成分，

做到早检查、早发现、早处理，确保覆盖全面、检查 
到位、执法严格。（《第一财经》2020 年 3 月 8 日）。

点评：全国各级种子监管部门行动起来了。

《辽宁日报》3 月 30 日报道：辽宁省农业农村厅开

展春季农作物种子监管专项行动。全省共出动检

查人员 7918人次，检查各类种子经营主体 7490家，

立案 124 件。共罚没违法玉米种子 29.5 万 kg，货
值金额达 708 万元。3 月 29 日，在铁岭县新台子

镇集中销毁了 4 万 kg 假劣非法转基因玉米种子。

此次农作物种子监管专项行动以不断提升种

业市场监管体系和监管能力现代化水平为方向，全

面落实“放管服”改革要求，全力强化种业知识产权

保护，坚持中央统筹、分级负责，压实属地监管责任，

完善省际协查联动机制，强化部门内外协调协作，提

高监管效能，营造创新主体有动力、市场主体有活

力、种业市场有秩序的良好种业发展环境。在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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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同时，切实保障了用种安全。

5　 政协委员提案：“让我国大豆产业振兴发

展驶上快车道”
2020 年全国政协常委、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赵

雨森将《关于加快推动我国优质非转基因大豆产业

振兴发展的建议》提案带到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

议上。他提出，我国大豆消费量逐年增加，但国产大

豆产量不足，目前亟待解决良种种植面积有限、农民

种植积极性不高、产业链条短等问题，促进大豆产业

振兴发展（《黑龙江日报》2020 年 5 月 21 日）。

赵雨森建议，大豆是我国重要粮食作物，直接

影响百姓“油瓶子”“菜篮子”的价格稳定和市场供

应，是重要基础性、战略性物资，也是我国居民不可

或缺的重要食品原料。重视新品种创新，支持大豆

育种科研攻关，建设大豆品种创新中心和育种平台；

在大豆主产区（黑龙江省）建设国家级大豆种子基

地，在黑龙江北部建设优质食用大豆种子基地、在黑

龙江中南部建设优质高蛋白大豆种子基地和在黑龙

江东部建设优质油用大豆种子基地，供种辐射东北

三省一区，并出口俄罗斯远东地区；坚持良种、良法

和良机结合科学生产，通过优选品种、提高先进栽培

技术到位率、建立合理轮作体系、实施农业“三减”

等一系列措施，实现优势栽培；重点支持产业化龙头

企业发展，使其参与农村土地流转，进行规模化、机

械化、精准化、专用品种种植，鼓励和支持校企、企研

深度合作，参与建立大豆原原种、原种、良种繁育基

地建设；鼓励国家粮食储备与企业商业库存动态结

合，推进黑龙江地区大豆期货交割库建设。

9 月 2 日，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回答政协委员

赵雨森提案（农业水利类 323 号），答复函指出，在

“十三五”期间部署实施了“大豆杂种优势利用技

术与强优势杂交种创制”“北方大豆优质高产广适

新品种培育”“黄淮海大豆优质高产广适新品种培

育”等项目，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十四五”期间，

还将依托黑龙江大豆良种繁育基地大县，建设国家

级大豆种子生产基地。继续开展大豆良种联合攻

关，提高国产大豆单产和品质，促进国产大豆竞争力

提升。

6　 推进玉米优异种质资源及新品种共用

共享
国家玉米良种攻关组举办“2020 年全国玉米优

异种质资源及新品种展示会”，参与展示的 94 个玉

米新品种、306 份优异种质资源和 112 个优异地方

种质亮相田间，吸引了全国玉米产区的专家、种子企

业代表 150 余人观摩和鉴评（《农民日报》2020 年

9 月 15 日）。

点评：随着品种管理制度改革和育种水平的提

升，涌现出一批高产多抗的优质玉米新品种；通过开

展种质鉴定评价，筛选出一批高产、优质和抗逆性强

的新种质，为玉米优质绿色品种选育奠定了坚实的

材料基础。此次活动是对近年来通过审定的玉米机

收籽粒新品种和经过鉴定的优异绿色种质的一次大

规模集中展示，旨在加速优异种质的共享，推动新品

种推广应用。

一是 42 个机收籽粒品种前景可期。加快推进

玉米籽粒机收，实现生产全程机械化，是我国玉米生

产方式转型升级、增强玉米产业竞争力的关键之举。

本次活动展示通过审定的 42 个籽粒机收品种，具有

籽粒含水量低、抗倒伏、耐密植等特点，推动了我国

玉米生产方式实现转型升级。

二是展示共享 306 份优异种质资源。围绕玉米

种业的绿色高效发展，在不同生态区建立了种质资

源抗旱性、耐低氮、抗病性、配合力等重要性状鉴定

平台，通过多年多点的 1.8 万份（次）联合鉴评，筛选

出不同类型的优异种质资源。此次活动展示 207 份

优异绿色种质和新创制的 99 份优良自交系，标明了

育种材料的提供单位，促进了育种单位间相互共享

资源，交流经验。

资源再好，没有交流就难以发挥更大的价值。

推动玉米种质资源合理有序交流是加快我国玉米育

种创新的重要手段，但同时也要注重对供种单位的

权益进行保护。只有维护好种质资源交流共享的良

好秩序，才能营造依法依规、积极合作的良好氛围。

7　 放宽外商投资种业：小麦玉米中方控股不

低于 34%
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

部于 2020 年 6 月 23 日发布第 32 号令和第 33 号

令，分别发布了《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

面清单）（2020 年版）》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

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0 年版）》，

自 2020 年 7 月 23 日起施行。全国版负面清单规

定：小麦新品种选育和种子生产的中方股比不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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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玉米新品种选育和种子生产须由中方控股；自

贸区版负面清单规定：小麦、玉米新品种选育和种子

生产的中方股比不低于 34%。

点评：新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总的方向是

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以

高水平开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显示出国家进一

步扩大开放、优化营商环境的决心。一是扩大外资

市场准入。二是推进制度型开放。三是负面清单只

做减法、不做加法。四是发挥自贸试验区扩大开放

试验田作用。五是在扩大开放的同时维护国家安全。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农业正在走向多元化，一

家独大、赢者通吃的思维已无法顺应历史发展潮流。

深化农业开放，取消或放宽种业外资准入限制，中国

种业将进入与国外企业同台唱戏、同台比拼的时代。

国人必须承认差距、面对现实，相通则共进，相闭则

各退。从宏观视角来说，市场越大、资本流动越频繁，

对经济的促进推动作用也就越大，希望并相信中国

加快发展现代种业的历史时刻，以企业为创新主体

和竞争合作主体的机遇正在来临。中国种业融入全

球科技创新及产业治理体系，将在更高水平上实现

中国种业的大发展。

但也需要注意，种业是战略性、基础性的核心

产业，是保障国计民生的根本。中国种业目前是需

要保护的行业，并不具备全面开放的条件，对外开放

依然面临很大的风险。要牢记中国种业存在基础性

研究薄弱、商业化育种体系尚未形成、知识产权保护

水平亟待提高等问题，要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

而为。

8　 新疆大力推进“四个百万亩”制种基地建设
新疆农业农村厅发布《现代种业“四个百万亩”

制种基地建设总体设计方案》，计划到 2025 年，小

麦、玉米、棉花、特色农作物制种基地总面积 420 万

亩，涉及 12 个地州（市）70 个县（市、区）的 1292
个村。其中，小麦 131 万亩，玉米 106 万亩，棉花

145 万亩，特色农作物 38 万亩（央视网，2020 年 6
月 29 日）。

点评：新疆自然条件优越，四季分明，光照充足，

灌溉水资源丰富，昼夜温差大，无霜期 150~170d。特

别是集约化生产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田成方连

片，渠系工程配套，玉米制种规模化、机械化，实现

了精量播种、膜下滴灌、机械去雄，从种到收全部工

序采用机械作业，是发展玉米制种基地最理想的

地方。

新疆优越的规模化制种优势早已受到种业界

青睐。杜邦先锋公司、孟山都公司、德国 KWS 公司

先后在新疆建设玉米制种基地；登海种业、东亚种

业、北京奥瑞金等接踵在新疆选定玉米制种基地，

建设固定的办公场所、成套的加工产品线。另外还

有 78 家种子企业先后建立了作物繁种基地。天山

南北一座座蔚为壮观的现代化种子加工厂拔地而

起。今天，新疆以龙头种业的发展壮大带动产业链

延伸，每年农作物制种面积已有 350 多万亩，年制种

量 100 多万 t，其中疆内年销售种子约 30 万 t。
“四个百万亩”项目将在全疆建设 60 个区域良

种繁育基地，其中棉花 17个、玉米 13个、小麦 19个、

特色作物 11 个，建设内容包括：晒场、仓库及附属设

施，种子质量检验室、农机库房、种子加工车间等土

建工程，配备农机具、种子加工设备（种子脱粒、清

选、烘干、包衣等设备）、检验检测仪器设备、物联网

系统、种子物流与追溯管理信息体系等。通过建成

一批标准化种子田，全面完成规模化、集约化、标准

化、机械化、信息化制种基地建设。项目建成后，新

疆预计每年可生产商品种子 100 万 t，直接经济效益

可达百亿元。新疆扩大农作物制种面积，将显著提

升种子产业竞争力。 （收稿日期：2020-11-19）

全国主要农作物品种区试 
工作交流会在贵阳召开

2020 年 12 月 10-11 日，全国农技中心在贵阳市

组织召开 2020 年全国主要农作物品种区试工作交流

会。全国农技服务中心副主任刘信全面总结回顾了

“十三五”以来区试工作取得的成效。“十三五”期间全

国审定各类型品种 1.68 万个，比“十二五”增加 117%。

审定品种中，水稻和玉米是审定的主体，共占 82.0% ；绿

色优质专用品种占比近 20%，为农业生产提供了优质种

源。品种区试作为品种选育推广的关键一环，必须高度

重视。下一步品种区试审定工作要严把审定关、试验关

和标准关“三道关”，从严品种试验审定技术要求，下力

气解决好品种多且同质化严重问题。要加强国家省两

级试验审定协同，强化联合体和绿色通道试验监管，尤

其是联合体试验监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