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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种业发展现状、挑战与振兴策略

向寅嘉　张　恒　彭　涛　郑　智　李圆圆
（云南省种子管理站，昆明 650031）

摘要：农业现代化，种子是基础；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种子是要害。种业科技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

优先选项，也是未来生物科技和产业发展制高点。云南省按照国家关于打好种业“翻身仗”的决策部署，以建成中国种质资源

保护利用大省和特色产业种业强省为目标，围绕粮食和特色产业用种需求，聚焦优势特色产业，积极推动全省现代种业高质量

发展，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有力支撑。从种质资源保护体系、育种创新联合攻关、种业基地建设等方面综述了云南省

种业发展现状，并深入分析了云南省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建议云南省通过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体系建设、推动特色产业新品

种选育推广、建设国家高原南繁育制种基地和强化综合服务保障等方式优化种业发展环境，实现高原特色种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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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多样的气候和生态类型、丰富的少数民

族传统文化，孕育了丰富多彩的地方特色资源，是我

国作物育种和农业科技原始创新的重要基因宝库。

2021 年以来，云南省委、省政府积极响应国家关于

种业振兴的号召，将振兴滇系种业作为“1+10+3”重
点产业的重要一环，启动建设云南种子种业联合实

验室，推进种源关键核心技术和育种联合攻关，培育

了一批“滇系”特色新品种，特别是在资源保护和种

业基地建设等方面发展成效显著，国家级区域性农

作物良种繁育基地和制种大县纷纷崛起，省级种业

基地和农作物种质资源库（圃）建设布局逐步完成，

供种保障能力大幅提升，种业企业实力不断增强，种

业发展已具备良好基础，为高原特色农业发展提供

了根本保障。

1　云南省种业发展成效
种质资源方面，云南省共保有农作物种质资源

8416 份，种质资源精准鉴定率为 4%；品种审定、登

记方面，近 3 年云南省内通过国家审定稻、玉米品种

99 个，通过省级审定稻、玉米、小麦、大豆品种 922
个，登记马铃薯、油菜品种68个，引种品种300余个；

种业企业方面，现有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企业 260
余家，资产总额约 91.1 亿元，销售收入 32.1 亿元，

其中国家育繁推一体化企业 1 家（云南大天种业有

限公司），种子企业科研投入比例较低，研究和试验

发展活动经费投入占企业种子销售收入的比例仅

为 5%；制种基地方面，全省各类作物制繁种基地达

5.33 万 hm2（80 万亩），其中杂交玉米制种达 3.33
万 hm2（50 万亩），玉米果穗烘干线 20 余条，年加

工能力达到 1.2 亿 kg 以上，玉米种子烘干加工能力

及技术水平得到全面提升，制种社会化服务覆盖率

为 60% 左右；市场监管方面，农作物种子质量抽检

合格率达 98% 以上，种子认证面积 166.67hm2（2500
亩），种业市场得到有效净化。

1.1　种质资源保护利用体系不断完善　云南建有

省级以上农作物种质资源库（圃）36 个（含国家级

4 个），共规范保存各类粮经作物种子、植株 11.3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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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储存野生种质资源

19 万份。全省共征集农作物种质资源 8416 份，维

西糯山药、维西攀天阁老黑谷等资源入选全国优异

种质资源，甘蔗、茶树、野生稻等地方特色作物种质

资源年分发共享1660余份次。云南是全国“十四五”

期间唯一同时布局建设农作物种质资源中期库、畜

禽遗传资源基因库、水产资源库建设项目的省份，项

目完工后将为建成国内一流、面向南亚东南亚、西南

地区规模最大资源保护中心奠定坚实基础。

1.2　育种联合攻关初见成效　全省通过国审、省审

的主要农作物品种达 3400 余个；通过国家登记的马

铃薯、大麦等非主要农作物品种达 1500 余个，占全

国总数的 4.6%。省内热带玉米单倍体诱导系、油菜

小孢子诱导系的培育以及小麦单倍体育种技术也获

得突破。一批自主培育的稻、玉米、麦类、薯类、油

菜、甘蔗品种入选国家和云南省农业主导品种，共研

发花卉品种 1000 余个，引进数千份国际优良品种种

质资源。高山杜鹃、特色兰花、山茶等商业品种得到

研发推广，实现了花卉行业新品种选育方面的突破。

月季、非洲菊、百合、满天星等 50 余个花卉自主产权

新品种已投入商业化应用。

1.3　种业基地建设成效显著　云南省 10 个县（市、

区）被认定为国家区域性农作物良种繁育基地，陆

良、元谋入选国家制种大县；云南是除海南外的第

二大南繁基地，承担全国的南繁任务，现有省级农

作物种业基地 23 个，各类农作物种子制繁种面积 
达 5.33 万 hm2（80 万亩），杂交玉米制种面积超过

3.33 万 hm2（50 万亩），居西南地区第 1 位、全国第

3 位，花卉种苗（种球）生产面积达 440hm2（6600
亩），年产量约为 12 亿株（粒）；生物育种玉米制种

满足了全省产业化示范种植用种需求。保山市施

甸县是全国公认的最佳两系杂交稻亲本繁育中心，

水稻两用核不育系亲本种子的繁种 80% 在此进行。

西双版纳州景洪市是除海南以外的全国第二大冬繁

科研基地，四川农业大学、云南大学等多家院校在此

开展玉米、水稻等冬繁工作。宣威市建成了西南最

大年产能 1 亿粒的脱毒种薯生产基地。楚雄州元

谋县成为全国重要的藏区青稞加代育种和蔬菜冬

繁基地，西藏、青海等藏区青稞推广品种中 80% 以

上在元谋加代选育，近 1500t 蔬菜种子保障了全国 
200 万 hm2（3000 万亩）蔬菜种植需求。

2　云南省种业振兴存在的问题与挑战
2.1　资源保存优势尚未转化为创新优势　农业种

质资源收集保存、评价利用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种

质资源对育种研究支撑作用发挥不明显，种质资源

共享共用机制不健全，通过表型与基因型精准鉴定、

应用于育种创新的种质资源不到保存数量的 10%。

种质资源交流共享和深度挖掘利用不够，资源优势

没能有效转化为育种研发优势。育种创新能力整体

较弱，难以适应云南高原特色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需求，种业创新资源不均衡，资源、技术、人才向企业

流动的体制机制仍然不畅，企业商业化育种体系尚

未有效建立。品种同质化严重，审定、登记的品种数

量多，突破性新品种以及广适性大品种少，“仿种子”

冒头；高产品种多，优质品种少；传统品种多，特色品

种少。

2.2　市场主体经营融合发展不充分　种业企业多、

小、散现象突出，企业研发能力效用不强，产业引领

科研作用弱，种子企业“重营销、重品种、轻质量”观

念尚未得到根本转变，产业集中度不高，经营模式创

新不够，适应农业结构调整的多元服务和转型升级

动力不足，与工厂化集中育苗（秧）集成配套的农机

农艺服务等增值业态发展不充分，以新品种开发、成

果转化、种子种苗繁供为引领，带动优势特色农产品

生产加工的三产融合发展模式未有效建立，整合上

下游产业链的能力弱 [1]。全省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

企业仅有 260 家，省级发证企业有 70 家，资产总额

约 91.1 亿元，销售收入 32.1 亿元，整体缺乏有突出

影响力的种业龙头企业，省内种子企业普遍规模小，

各自为政，研发投入不足。以玉米、水稻种子为例，

2023 年企业研发总投入 1.24 亿元，仅占种子总销售

收入 21.68 亿元的 5.7%。种子研发投入前 10 强企

业共投入 0.58 亿元，占全省总研发投入的 46.8%。

多数特色产业只注重产业下游和短期利益，在不愿

意为创新研发投入高昂的成本和时间的同时，更倾

向于稳定盈利，无法对产业上游品种选育形成正向

反馈。

2.3　制种基地高质量种源供给能力亟待提升　生

产基地主体培育滞后，专业生产型企业和新型经营

主体缺乏，配套公共服务能力不足，基地稳定性和抵

御自然灾害能力不足，制种单产低，生产资源优势没

有充分转化为种子生产优势，距建成“规模化、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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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标准化、集约化、信息化”要求的高质量制种基

地仍有一定差距，优质种源对高原特色产业发展贡

献率不高。省内基地分散且不稳定，企业投资基地

意愿不强，由于比较收益低、劳动力缺乏、保险理赔

难等，制种成本不断上升。与新疆、甘肃等制种大省

相比，云南省制种基地地块小而分散，山地多、平地

少，地块间起垄分割，大型机械化设备使用不便，同

时也限制了高效率水肥一体化管网铺设与使用，高

标准种子田建设受地形限制较大，改造成本高。新

疆玉米制种全程机械化率达到 89% 以上 [2]，玉米去

雄、采收等环节省时省工，而云南省仅在种子烘干、

仓储以及加工包装环节实现机械化，且只有部分龙

头企业在种管收环节实现半机械化，去雄、捡穗环节

仍需大量劳动力。

2.4　种业进出口机制与国际区位优势不匹配　云

南地处祖国西南边陲，与南亚、东南亚多国接壤，是

连接“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利用云南区位优势、

技术优势带动周边区域农业生产，对拓宽我国粮食

进口来源具有战略意义，但目前种子企业走出去还

存在部分问题。一是种子企业对种子进出口政策了

解欠缺。2022 年农业农村部出台了《农作物种质资

源管理办法》，加强了对种质资源的保护，促进了资

源的交流和利用，《进出口农作物种子（苗）管理暂

行办法》也于同期废止。但多数企业及科研单位依

然按照原《进出口农作物种子（苗）管理暂行办法》

指导种子进出口相关业务，对种质资源的分类管理

政策不明晰，对种子出口办理程序及环节不了解。

二是种子出口审核及检疫时间较长，复杂繁琐的手

续延长了产品出口时间，耽误了种子销售流通 [3]。

三是行业协会、服务平台及自媒体等信息渠道无法

满足走出去的需要，对种子进出口等相关业务的培

训及解答较少。

3　云南省下一阶段的种业振兴策略
3.1　加强种质资源鉴定评价与利用　加快推进农

作物种质资源中期库建设，引导地方和科研院所、种

业企业结合科研育种、保护地方特色种质资源需要，

建设专业性种质资源库（圃），构建以省级种质资源

库为核心，区域性特色专业库（圃）为支撑，原生境

保护区为补充的种质资源保护体系。推进种质资

源精准鉴定与评价，建立科学的鉴定标准和统一的

技术规范，对核心种质资源进行精准鉴定与评价，深

化优异性状和重要经济性状遗传机理研究，加快挖

掘功能基因，构建分子指纹图谱库，夯实育种创新基

础。加快提升种质资源共享利用水平，充分利用农

业种质资源普查成果，以省级以上种质资源库（圃）

为重点，建立集资源特征特性、普查收集、鉴定评价

等信息数据为一体的省级农业种质资源数据库 [4]。

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适时制定和出台农作物种质

资源发放和利用办法。

3.2　强化种业基础性和突破性创新　加强种业基

础性、前沿性研究，围绕粮食、花卉、蔬菜、中药材等

优势特色产业，推动重点研发团队和重点实验室建

设，深化科企合作，构建以企业为主的商业化育种体

系，打通种业产业链技术堵点。组织实施农业新品

种选育重大科技专项，选育特色产业新品种，巩固提

升新品种选育优势，不断补齐短板，提高育种攻关能

力，选育一批优良“滇系”特色品种。围绕粮油、蔬

菜、水果、中药材、花卉等农业战略和特色主导产业

发展需求，坚持优质、高产、高效、生态、宜机、抗逆等

品种选育方向，加快新品种选育和更新换代。建立

区域化、协同化、智能化的现代育种联合攻关新模

式，坚持自主选育与优势资源引入相结合，加大鲜食

玉米、特色瓜果蔬菜等品种育种创新，破解部分优质

良种依赖进口的局面。

3.3　分类指导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坚持内培外

引并重，引导企业通过兼并重组整合资源，提高产业

集中度。按照“扶强、促优、强合作”的思路，实行差

异化发展策略，对种业企业进行分类指导，更好地体

现企业特色优势 [5]。着力把种业阵型企业及龙头企

业发展培育成为育繁推一体化企业，引导企业进驻

云南种子种业联合实验室，在种质资源鉴定、生物技

术育种、品种联合研发等方面实现强强联合；结合

“1+10+3”重点产业，把具有云南地方特色和优势的

专精特新企业培育成为特色型骨干企业，在咖啡、中

药材等优势特色品种创新选育和市场推广方面实现

更大突破，强化优势特色品种向产业端的覆盖影响

能力；把以经销、代繁代制为主的企业培育成为区域

供种保障型企业，着力提升生产、加工、仓储等基础

设施设备建设，完善经营网络体系，提高生产供应能

力，使其成为省内供种主渠道 [5]。充分发挥云南面

向南亚、东南亚的窗口优势，鼓励具有出口优势的企

业走出去，推进特色优质品种在国内外推广，不断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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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优势品种市场。

3.4　推动高原南繁种业基地建设　一是按照“规模

化、集约化、标准化、机械化、信息化”要求，推进国

家制种大县和区域性良种繁育基地建设，统筹布局

非主要农作物或区域特色种子种苗制繁种基地；继

续开展省级农作物种子基地遴选创建，围绕玉米、水

稻、马铃薯、蔬菜、花卉等优势特色产业遴选建设一

批省级重点制种基地。鼓励种子企业开展制种与生

产种植轮作，提高基地综合利用率。引导种子生产

基地建设向产业优势产区集中。二是利用云南多生

态区优势，合理布局高原南繁优势基地。重点提升

建设元谋县麦类及蔬菜育制种基地，呈贡区、大姚县

花卉基地，大理州热带、亚热带血缘玉米制种基地，

开远市、耿马县甘蔗育制种基地，景洪市玉米南繁基

地等一批区域性、综合型、专业型高原育制种基地，

有效提升各类作物育种研发及良种供应能力，打造

上下贯通的育种推广体系，加快形成完善的西南热

带血缘玉米、马铃薯、高原粳稻、茶叶、坚果、花卉、中

药材、咖啡、甘蔗等特色种业基地。

3.5　提升种业市场监管服务能力　强化种子管理

体系建设，健全种业管理和技术服务队伍，加强部门

协作联动和信息联通，积极构建灵活多样、分工明

确、治理高效的监管模式。以宣传贯彻即将修订出

台的《云南省农作物种子条例》为契机，突出抓好地

方优势特色产业品种引进推广和种苗集中繁供，制

定完善种子种苗管理、品种试验管理等配套办法。

改善各级种子质量检验中心设施设备条件，尽快建

立全省标准样品和审定品种 DNA 指纹库，提高品

种真实性鉴定能力，完善种子质量检验体系，形成覆

盖全省、分工明确的种子监管技术支撑网络。探索

建立适合种业领域的守信联合激励对象和违法联合

惩戒对象的“红、黑”名单制度，将企业诚信经营作

为给予资源保护、育种创新、基地建设等种业项目支

持的前置审核条件，对企业违法行为依据法律法规

及时做出相应处罚，发布失信企业典型案例，增强对

违法失信行为的震慑力度。

3.6　构建长期稳定的种业政策支持体系　一是加

大财政扶持。重点支持种业基础设施建设，现代种

业基础性、公益性研究等关键环节，实施种质资源保

护、现代种业提升工程、区域性良种繁育基地建设、

良种联合攻关和核心种源科技攻关计划、优良品种

推广后补助奖励。二是强化金融支持。鼓励和引导

金融机构，加大对种子收储的信贷支持，结合农作物

品种的制种周期，推出周期短、使用灵活的流动资金

贷款产品。积极探索新型担保方式，建立涉农部门

和信用担保公司之间的“政担合作”机制，成立种业

专项担保基金，向符合条件的种业龙头企业和信用

骨干企业提供银行贷款担保。三是创新体制机制。

深入推进种业领域科研成果权益分配改革，完善成

果分类评价制度，健全成果权益分享机制。探索种

业科技人员分类管理机制，进一步完善和落实人才

引进政策，对企业和科研单位引进高端种业领军人

才给予财政资金奖补，释放人才活力。

4　总结
根据种业振兴行动总体安排，云南省“三年打

基础”阶段性任务已圆满完成，现在正奋力实现“五

年见成效”的关键时期，在未来的“十五五”时期必

须攻克“十年实现重大突破”目标任务。云南省种

业振兴需要准确把握新一轮种业科技革命机遇，面

向大面积单产提升、高原特色农业发展、农业机械化

等产业急需，培育优良品种，在积极主动融入服务国

家大局的基础上，建设国家高原南繁育制种基地，发

挥云南种质资源大省和特色产业发展优势，为国家

种业振兴作出云南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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