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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卓越绩效评价准则框架图 [2]

卓越绩效模式基本框架包括领导、战略、顾客

与市场、资源、过程管理、测量分析与改进、经营结果

等关键要素，要素关系是相互制约、相互联系的管理

体系整合。如图 1 所示，组织的使命、愿景和核心价

值观等引领企业前进的方向，准则构成了 2 个三角，

第 1 个三角是领导作用三角，领导、战略、顾客与市

场是驱动性的；第 2 个三角是资源、过程管理、经营

结果构成从动型的三角；测量分析与改进是组织运

作的基础，是链接两个三角的链条，经营结果是驱

动。整个模式以卓越的过程创取卓越的结果。

1.2　农业机构卓越绩效评价准则　为鼓励和引导

农业机构加强质量管理、追求卓越绩效，促进农业

机构的品牌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根据《上海市政府

质量奖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由上海市质量监督

检验技术研究院、上海市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牵

头，组织惠和种业等企业代表共同起草了 DB31/T  
1407—2023《农业机构卓越绩效评价准则》，以 GB/T  
19580—2024《卓越绩效评价准则》为基础，为上海

市政府质量奖对于农业机构的评审提供了评价依

据，也作为农业机构追求卓越和开展组织自我评价

的准则，于 2023 年 6 月 11 日正式发布。

农业机构卓越绩效评价准则以农产品安全保

障、质量和可持续发展为导向，强调了农业机构在保

障社会必需消费品的职能特点，鼓励和引导农业机

构加强质量管理、追求卓越绩效，促进农业机构的品

牌建设和高质量发展，强调改进与创新的重要性，强

调农业机构承担社会保障和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履

行确保产品和服务质量安全的职责。

2　种业企业质量管理现状分析
2.1　优势种业企业的发展机遇　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把种业振兴行动切实抓出成效，把当家品种牢牢

攥在自己手里。种业企业是现代种业发展的主力军，

是推动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的重

要力量。种业处于农业生产的上游，其发展和技术

创新对中游的农作物种植和生产，以及下游的农产

品加工和应用都有直接影响。种业的创新和进步，

能够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品质，从而影响整个农业

产业链的效率和效益。

2022 年 8 月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发布关于扶持

国家种业阵型企业发展的通知，举国之力，从 7000
多家农作物种业企业中遴选出 69 家企业为国家农

作物种业阵型企业，作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种业

主力军，打造一批具有核心研发能力、产业带动能

力、国际竞争能力的领军企业，加快形成优势种业企

业集群。国家农业发展和种业高质量安全战略，为

育繁推一体化种业企业指明了方向，同时提出了卓

越绩效管理的高要求、高标准。

2.2　种业企业管理水平面临挑战　种业振兴行动

实施以来，国家农作物种业阵型企业发展势头良好，

截至 2023 年末，资产总额突破 3000 亿元，种子销售

占全国比重超过 1/5，市场集中度稳步提升；企业愈

加重视科技创新，研发投入超过 65 亿元，选育了 5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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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国审品种1144个，种业申报植物品种权6308件；

种业投资并购加速推进，对外投资日益活跃 [3]。

种业企业作为“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世界”的载

体，其管理水平起到关键作用。我国种业企业管理

存在的问题和难点在于：（1）战略管理水平仍需提

升。种业发展已有了不小的进步，但与种业振兴目

标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种业企业若尝试从贸易经

营性企业转型兼顾研发，做好育繁推一体化的战略

规划至关重要。（2）自主研发能力有待于提升。目

前我国申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种业企业有 3
万余家，但拥有育繁推能力的不足 200 家。多数企

业规模小、研发能力弱，没有形成闭合的产业链。 
（3）种业质量管理体系尚需完善，科企融合不足，育

种成果转化机制有待创新，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种业

企业有待培育。（4）种业振兴是服务三农的根基，

种业企业的社会责任心有待加强，企业管理者的整

体素质和管理效率有待提升。

2.3　种业企业卓越绩效模式的探索　面对机遇与

挑战，种业企业导入卓越绩效模式，通过学习先进的

质量管理模式，进行跨行业的质量管理交流与沟通，

对提升管理水平和综合竞争力意义重大。惠和种业

通过参加上海市、嘉定区各级政府组织的质量奖孵

化培育活动，组织骨干员工走访获评上海市政府质

量奖的优秀企业，通过理论授课、案例讲解、交流互

动、现场问诊的方式，邀请评审专家面对面、全方位

地梳理分析，识别绩效差距，找准薄弱环节，提炼具

有惠和特色和亮点的质量管理模式。通过全体员工

参与 GB/T 19001—2016/ISO 9001：2015《质量管理

体系 要求》内部审核员、企业首席质量官任职资格

培训，培养了一批具有系统思维能力的质量管理骨

干，建立了首席质量官聘任机制。通过连续 3 年参

评上海市、区政府质量奖的历练，认真学习分析质量

诊断报告，按照评审专家提出的数十条质量改进建

议持续改进，管理成熟度不断提升，最终获评“上海

市质量金奖”。

3　种业企业卓越绩效模式的实践
3.1　种业企业卓越绩效模式的环节　上海惠和种

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 年，是一家专注于高品质蔬

果种子育繁推一体化的蔬菜种业科技型企业，承担

国家、上海市、嘉定区等各类科技攻关项目 40 多项，

形成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新品

种。先后获得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三等

奖，教育部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等荣誉。在

上海市政府质量奖申报过程中，惠和种业通过推荐

申报、资格审查、资料评审、现场评审等七大环节最

终荣获 2023-2024 年度上海市质量金奖（先进质量

管理模式）。这是该奖项自 2001 年设立以来首家、

也是上海获得该奖项的唯一一家种业企业。

在导入卓越绩效模式的实践中，首先是高层领

导的“导航”作用、决定性作用，高层领导的亲自参

与，体现了对导入卓越绩效模式的承诺和率先垂范。

其次，全员积极参与是关键，作出导入决策后，应当

为高、中层领导和骨干员工进行系统培训，统一评价

标准和管理思路。第三，建立推进和评价组织，包括

企业管理、战略规划、市场营销、质量、人力资源、财

务等关键职能部门的领导或骨干，形成跨部门、跨

职能项目组，提升对卓越绩效模式的认知与执行能

力。第四，学习培训孵化，培养具有专业知识和工作

经验、较强的沟通和表达能力、系统思维能力，并掌

握自评技巧、能够自我诊断评价的自评师。第五，自

我评价、学习循环，对照 GB/T 19580—2024《卓越

绩效评价准则》、DB31/T 1407—2023《农业机构卓

越绩效评价准则》的具体要求，逐条按照过程四要

素（方法、展开、学习、整合）和结果四要素（水平、趋

势、对比、重要性）[4]，用数据和事实逐项进行定性

和定量的评价，确定企业优势、改进机会，列出最重

要的优势、最显著的改进方案，总结形成综合性的自

我评价报告和评分表，以及有针对性的改进计划，项

目组跟踪改进计划的实施进度，验证结果并将行之

有效的改进和创新成果进行分享和推广，使企业学

习循环的方法由点向面展开。第六，达到创奖申报

的评分标准，一般企业通过 ISO9001 认证，其经营

成熟度大约在 300 分，500 分是一个经营管理基本

成熟并达到国际平均先进水平的等级，围绕自评中

识别的优势，撰写完善质量奖申报材料。最后，追求

卓越、长效提升，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不论申奖成功

与否，都应针对所获得的反馈报告，持续驱动改进和

创新，保持追求卓越的恒心，继续循环学习。

3.2　育繁推一体化质量管理模式　惠和种业不断

创新实践和推进卓越绩效管理体系，创新形成育繁

推一体化种业高质量发展管理模式，围绕“育得出、

繁得好、推得开”的质量管理战略，注重“两新”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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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建设和企业文化建设，坚持精细化管理，以“自主

创新”为“源”，通过三套流程与三大能力建设，创新

“三品一链”全产业链种子营销模式，擘画国际化、

数字化、社会化三化蓝图，实现“成为世界的种子公

司”的企业愿景。

“育得出”是种业企业创新发展的重要标志。

公司成立专门的育种专业机构上海蔬菜研究所和嘉

定区种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依托惠和种业院士专

家工作站的专家力量，建设育种农场、分子育种实验

室和组织培养实验室，承担国家、上海市、嘉定区等

各类科技攻关项目 40 多项，荣获上海市科技进步奖

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各 1 项，教育部高等学校科

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1 项。

“繁得好”优良品种，育种成果才能走向市场。

公司围绕育繁推一体化发展和质量管理要求，成立

质量管理小组，引进世界先进的基础设施和设备。

制订并不断完善种子种苗生产模式和技术规程。形

成地方标准、团体标准 4 项，获发明专利、实用新型

专利、软件著作权 20 余项。

“推得开”，才能提高市场占有率。公司在全国

不同生态带设立 17 个新品种测试点、8 个营销办事

处，向蔬菜产区推介新品种，服务农户、企业，助力脱

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公司建立以“品种、品牌、品质

和全产业链”为核心的“三品一链”种子营销模式，

打造高端蔬菜瓜果品种推广新模式。

种业企业应谨记“国之大者”，履行种业国家阵

型企业的职责使命，以种业发展为核心，通过卓越绩

效管理，承担建设高质量种业现代产业体系的责任

使命，为保障国家种业和粮食安全、建设种业强国作

出更大贡献。

4　总结与展望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种业是国家战略性、基础

性核心产业，要从源头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种业竞

争形势日益严峻，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

新形势下，要解决种业企业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战

略是重点、管理是抓手，通过育繁推一体化绩效管理

模式的不断改进，实现种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4.1　以国家战略为引领，深耕细作种业全产业链　

对标新时期高质量发展需求，积极应对国际竞争挑

战，种业企业应高度重视战略管理，全面提升战略管

理水平。种业企业应胸怀“国之大者”，对标国家种

业发展需求，履行中国种业发展的职责与使命，进

一步践行农业高质量发展理念，落实“育得出、繁得

好、推得开”高质量发展战略，在育繁推一体化的道

路上建章立制，坚持大市场大作物战略，深耕细作全

产业链竞争，持续细分顾客与市场，推进品种、品质、

品牌体系建设，为种业创新和菜篮子工程作出重要

贡献。

4.2　根植“三农”，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国以农为

本，农以种为先”，高标准履行社会责任不仅是企业

获取社会资本、形成核心竞争力的有效途径，也是促

进企业长远发展的关键举措。惠和种业在“三农”

政策指引下，建立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三农”工作特

色的文化体系，秉持“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世界”的初

心，响应国家“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号召，以优质蔬

菜新品种为抓手，深入贫困山村，主动对接当地政

府、农业主管部门和合作社，推荐新品种、举办技术

讲座、引荐蔬菜收购商，通过帮助建设蔬菜生产全产

业链的模式确保脱贫不返贫，勇担社会责任。

4.3　坚持走高科技农业之路，践行种业振兴行动　

在国家利好政策下，种业应抓住机遇整合优质资源

进行发展，强化产业链上下游之间的战略合作与利

益绑定，强化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构建自主可控且

完善的育种研发、繁种生产、推广营销循环体系，实

现可持续的创新发展。惠和种业响应《国家种业振

兴行动计划》，基于育繁推一体化发展战略，以进入

国家蔬菜破难题阵型企业为契机，积极参与国家、省

市、区级科技项目提升创新能级，以大专院校科研机

构为依托，不断探索实践以科技创新激励为动力的

产学研科技创新机制。坚持走高科技农业之路，开

展技术攻关、破除育种瓶颈，培育了一批拥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新品种。

4.4　展望　综上所述，卓越绩效模式是从经济学角

度来审视组织管理和服务的全新方式，促使种业企

业跳出农业行业的局限，从只注重经济效益的业务

驱动的传统惯性管理思维，转而侧重战略驱动、创新

驱动、管理驱动、服务驱动等方面的完善和改进，形

成独具特色的先进管理模式，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社

会效益、内部管理水平，成就行业标杆，对提升行业

集中度和竞争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

种业企业应结合信息化建设持续优化管理要

求和业务流程，努力实现具有上海特色的现代化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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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粮”MY73 成为黄淮海地区玉米 

主推品种的原因分析

王文娟　高岭巍　姬社林　马盼盼　岳振平　陈智勇　马　昕
（濮阳市农林科学院，河南濮阳 457000）

摘要：“黄金粮”MY73 在黄淮海地区展现出高产、耐密植、早熟、优质及多抗性等显著优势。自 2020 年通过国家农作物品

种审定委员会审定以来，该品种在黄淮海地区的推广面积迅速增长，并获得了广大农户的高度认可。至2023年，“黄金粮”MY73

已超越郑单 958，成为黄淮海地区玉米种植的主导品种。2024 年该品种种植面积持续扩大，继续保持黄淮海地区玉米新品种

种植面积之首。通过分析“黄金粮”MY73 成为黄淮海地区主推玉米品种的原因，对其推广应用前景进行探讨。

关键词：MY73；黄淮海；主推；品种

Analysis of the Reasons Why “Golden Grain” MY73 Has Become the Main 

Promoted Corn Variety in Huang-Huai-Hai Region
WANG Wenjuan，GAO Lingwei，JI Shelin，MA Panpan，YUE Zhenping，CHEN Zhiyong，MA Xin

（Puyang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Sciences，Puyang 457000，Henan）

黄淮海地区涵盖河南、山东全境，河北省中南

部，山西省南部，陕西省陕南和关中，以及江苏、安徽

的淮北地区。该地区气候特点为雨热同期，热量充

足，70% 以上的降雨集中在 6-8 月，适宜一年两熟

的种植模式。该区域适宜种植夏播玉米，通常选择

早熟品种；水资源相对匮乏；玉米生长季节多大风、

大雨，自然灾害频发，病虫害多发，对玉米生长不利，

导致玉米单产年际间波动较大。黄淮海地区每年夏

播玉米种植面积超过 1200 万 hm2（1.8 亿亩），占全

国玉米种植总面积的 35% 以上，是我国最大的夏玉

米主产区，总产量约占全国玉米产量的 36%，在我

国秋粮生产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 [1]。

业企业价值，全面响应从品种、质量、渠道等战术层

面的竞争向战略层面品牌、创新、产品链管理等转变

的组织发展需求，进一步提升精细化管理程度，使现

代化农业的管理内涵不断得到拓宽和延伸。完善分

类分层风险管理体系，加大对内外部环境的洞察和

分析，提升风险管理的颗粒度，提高组织应对动态的

内外部环境变化、在战略管理和运营管理能力方面

的敏锐度和应变能力。不断推进卓越绩效管理模式

改进和创新实践，持续确立头部效应，引领种业高质

量发展，在国家种业振兴的征途上不断前进，为中国

种业之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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