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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交易中心成立背景
2011 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

物种业发展的意见》（国发〔2011〕8 号），明确了农

作物种业战略性基础性核心产业的地位。农作物

种业科技成果是种业的核心与基础，而目前我国的

农作物种业科技成果还是以农业科研单位、高等院

校等为主要产出主体，实现种业科技成果公开、公

平、公正地向种子企业流动对加快我国农作物新品

种更新换代与促进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具有重要意

义。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

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国发〔2011〕8 号）、《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深化种业体制改革提高创新能力的意

见》（国办发〔2013〕109 号）和《黑龙江省人民政

府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黑政发〔2011〕96 号）、《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深化种业体制改革提高创新能力的实施意见》

（黑政办发〔2014〕40 号）等有关精神，经黑龙江省

农业委员会批复，结合国家种业科技成果产权交易

中心、杨凌种业科技成果产权交易中心等全国仅有

的 2 家种业科技成果产权交易中心模式和黑龙江省

的实际情况，由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投资建立黑龙

江省农业科学院种业科技成果产权交易中心（以下

简称“交易中心”），交易中心以黑龙江省龙科种业

科技成果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为运营主体开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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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以种为先。农作物种业科技成果是种业的核心与基础。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投资成立了种业科技成果产权交易

中心，作为种业科技成果转让第三方服务机构，为推动种业科技成果供需双方深入合作提供了服务。本文针对交易中心的组

建、运营状况及处于发展初期，在面向种业科技成果供需双方宣传力度不够、地域及专业领域还有局限性、服务团队人员结构

不够合理等方面提出了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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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改普通病虫害防治为绿色防控　坚持“预防

为主，综合防治”的原则，在病虫害预测预报的基础

上，优先采用农业、生物和物理防治，合理使用化学

防治，在突出生态，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掌握适时适

期防治，把病虫危害降低到最小程度。大力推广杀

虫灯、用抗生素等防控叶斑病等技术。

3.8　改一次性集中化控为灵活化控　春花生为结

荚前期，夏花生为下针后期至结荚初期，或者主茎

高度为 35~40cm 时进行化控。每 667m2 用 15%
多效唑 30~50g（具体用量视花生长势而定）兑水

40~50kg，叶面喷施，做到不重不漏，一般情况下，喷

1 次即可，若长势过旺，可适当增喷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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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科技成果转让、整理、分析、评估、信息咨询等业

务。同时，开展种业大数据平台构建与研究、农作物

品种创新指数分析与研究、种业科技成果价值评估

数据模型构建与研究、农业生产品种应用状况研究、

种业科技成果试验示范体系建设等，为促进种业科

技成果精准评估、创新评价等建立全面的研究理论

基础，从而实现科技成果的快速高效转化，推动与引

领农作物品种的更新与换代。

2　交易中心运营状况
交易中心于 2016 年 7 月注册完成，并入驻黑龙

江省龙科企业孵化器，总注册资本 50 万元，总办公

及交易场所面积 200m2。现有专（兼）职人员 11 人，

其中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7 人。建立了种业科技成果

转让基础价格评估体系，聘请了来自科研单位、高

校、行业管理、种子企业等领域的专家及高管为评估

专家，入库评估专家 53 人。依托龙科企业孵化器、

国际农业科技创新中心、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分布

在全省不同地区的农业科技示范区等基础条件和优

势，合作构建了全方位的展示、测试与分析体系。

截止到 2017 年 5 月末，累计入库大豆、水稻、玉

米、小麦、马铃薯、高粱以及杂粮、经济作物、蔬菜等

各类种业科技成果 130 多个，成果来源于黑龙江省

农业科学院绥化分院、五常水稻研究所等 15 家单位

及企业。自 2016 年 12 月至 2017 年 5 月末，完成转

让许可中龙粳 1号水稻、绥农 35大豆、龙麦 37小麦、

克新 26 马铃薯等种业科技成果 29 个，实现签约金

额 1800 万元。

3　交易中心存在的问题
3.1　面向种业科技成果供需双方宣传力度不够　

交易中心自成立以来，还没有面向种业科技成果供

需双方进行系统性、全面性宣传。由于宣传力度不

够，对我国科研院所、高校的种业科技成果与技术供

给信息和大部分种子企业强烈的需求渠道建设尚不

通畅，导致供需信息的闭塞与缺失。

3.2　交易中心地域及专业领域还有局限性　交易

中心目前入库成果来源还主要局限于黑龙江省农业

科学院下属研究机构和吉林省农业科学院下属研究

机构，入库成果主要以种业科技成果为主，专利技术

还没有实现突破。

3.3　交易中心服务团队人员结构需要加强　交易

中心的种业科技成果供需信息基本上属于前沿成果

与技术，专业性比较突出，鉴于龙科交易中心处于建

设初期，团队人员尚不稳定，专业知识和服务技能掌

握还不能足够全面与深入。

4　发展构想
中国种业的发展一直在前行的路上，在一定时

期内还需要科研院所、高校与种子企业开展有效的

合作来实现创新的过渡。交易中心作为第三方服务

机构，致力于服务种业科技成果供需双方，做中国种

业科技成果与智慧搬运工的发展理念，需要从以下

几个方面加强与完善。

4.1　加强面向科研院所、高校和种子企业的宣传与推

介　从供需角度出发，通过参加种子双交会、农交会等

技术成果的展示会、技术成果转移高峰论坛，加强面

向科研院所、高校和种子企业的宣传，从双方的基本

供需实际出发，为二者提供一个互利互惠的渠道与平

台，既能提升种业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又能为种子

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实现产学研的深入融合。

4.2　扩大相关或类似平台间的交流，达到合作共赢

的目的　全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交易服务平台、国

家杨凌旱区植物品种权交易中心、浙江省农业科技

成果转化交易平台等不同地域、不同领域的农业技

术转移转化平台各具特色，各具优势，应加快建立资

源共享、跨区域合作、跨领域交流的长效机制，探索

建立覆盖全国的集种业科技成果与技术、种业科技

人才、种业投融资、项目咨询评估、经纪人培训等于

一体的全方位的服务体系或平台。

4.3　打造高水准专业化的服务团队　交易中心需

要进一步完善服务团队体系建设，打破人才界限与

模式，通过专职、兼职、特聘专家等形式，引进农业类

与计算机类专业化人才。同时，还要加强对种业发

展的市场动态、农业生产需求等信息的掌握和跟踪，

培养一支混合编制的既懂得农业专业文化知识，又

懂得种业市场发展的复合型人才，还要兼具营销推

广的能力，逐步打造高水平转化服务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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