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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农民技术员的配合，需要大量的人力采集领头

菇和分离保藏菌种。食用菌菌种存放时间过长，活

性容易降低，还需要有固定人员定期专管，需要一部

车，2~4 位专职人员。

2.5　新菇类、新菌种的试种、引种和示范推广　食

用菌菌种不同于小麦、玉米、棉花、黄瓜、白菜……之

类的种子，能看得见、摸得着，食用菌菌种所能看到

的是菌丝体和子实体。食用菌菌种一般分 3 级，母

种、原种和栽培种，母种大多以试管种出现，原种和

栽培种以瓶装和袋装形式出现，级别明显，不能代

替，不能超越。通过试种、引种，摸索到种子的特性

以及在当地的适应性，为示范推广获取第一手资料，

可以快速为广大菇农所熟悉，减少弯路，促进产业健

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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岐山县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备案 

存在问题与改进措施探讨
范宏军　梁建锋　纪让军

（陕西省岐山县种子管理工作站，岐山 722400）

摘要：新《种子法》要求，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开始实行网上备案登记，本文客观分析了岐山县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的现状

对备案工作的制约，备案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因地制宜提出了加强培训、多渠道备案、升级软件等 3 项改进措施，对现行的备案

模式和办法进行探讨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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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新《种子法》《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

管理办法》及有关通知的要求，全面做好委托生产

种子、委托代销种子、设立分支机构和经营不分装种

子四种不需要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主体的备案

工作，对加强种子市场监管、加大品种权保护，确保

农业生产用种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了进一

步贯彻新修定《种子法》及配套规章，岐山县种子管

理工作站受县农业主管部门委托，从 2017 年开始依

法进行县域内种子生产经营备案。根据种子备案工

作实践，总结分析了备案基本模式、存在问题和改进

措施，以期更加规范地做好种子备案工作。

1　种子备案的制约因素
 岐山县可耕土地面积 3.52 万 hm2，常年种植主

要农作物 4.76 万 hm2，其中种植小麦 2.89 万 hm2、

玉米 1.74 万 hm2、油料作物 1206.67hm2，种植蔬菜

7533.33hm2，年需种量约 500 万 kg 左右，种子商品

率 54%，小麦种子商品率 60% 左右。

1.1　经营主体多、小、弱　县内种子生产经营门店 88
家，其中 B 证企业 1 家，注册资本 528 万元，分公司 1
家，其余全部为个体门店，以受委托代销或经营不分

装种子为主。种子经营者年龄偏大、素质参差不齐、

经济实力弱、为农民服务意识不强，经营项目品种小

而全，经营方式缺乏灵活性，适应市场的能力及参与

市场的竞争力不强。近几年不少农户大面积的土地

休闲，使本来就不景气的种子行业、种子经营者雪上 
加霜。

1.2　经营品种多、乱、杂　随着种业体制的不断改

革，农作物育种技术日益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

断加强，每年主要农作物国审、省审品种少则几十多

则上百，同时用于生产的品种越来越多，种子市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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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了多品种时代。据不完全统计，2017 年县内销售

玉米种子 14 万 kg 左右，备案品种达到 62 个，销量

在 5000kg 以上的品种 4 个，销量在 2500kg 左右的

品种 6 个，销量在 1000kg 以下的品种 52 个，单个门

店备案玉米品种最多的达到 19 个。主栽品种不突

出，以新异赢取市场、获得更高利润的经营理念造成

了更多品种的进入，没有显著差异的同类品种也给

种子经营者和使用者带来了不少的困惑。

蔬菜种子更是琳琅满目，尤其是常规种子品种

名称极不规范，一种多名现象突出。调查发现，一个

门店经营蔬菜种子 20 多种，涉及品种 90 个之多。

1.3　经营渠道多元化　近年来，网络技术日新月

异，电商、微商异军突起，传统的种子经营模式正在

失去优势，应时而生的种子入户、网络销售不断发

展，也给种子市场的监管带来了新的难题。

2　种子备案存在的问题
2.1　备案标准不统一　注册用户名称　没有统一

格式，五花八门，一店多名现象突出。备案资料　要

求不一，作为备案的主要资料购销凭证出现了出库

单、物流单、发货单、收款收据、结算单等诸多形式。

备案品种　受委托代销的品种有的超出了品种审定

的适宜区域。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　由第 2 个持证

企业代理销售时，应该填写的种子经营许可证没有

明确规定。

2.2　备案单不规范　首次实行网上备案，由于经营

者的接受能力不同，虽然几经培训，仍没有熟练掌握

备案的要求，提交的备案单存在诸多的不规范之处。

2017 年县内受理玉米种子各种备案单 348 个，有效

备案 252 个，备案单的有效率 72%。一个门店受理

备案单最多的 20 个，备案成功的只有 8 个。主要表

现有未按要求上传资料的、资料不规范的、受委托代

销的品种未备案先行备案的、重复备案的等。

2.3　软件不完善　网上备案系统备案单打印格式

不规范，缺乏对数量的测控、对上传文件的初步识别

和控制，种子信息代码不规范，手机备案系统不能自

动识别二维码等。

3　种子备案的措施
3.1　加强培训　对县内种子生产经营者应分层次

进行培训：对受委托代销种子的经营户重点培训，

使其熟练掌握备案程序和操作办法；对经营不分装

种子的经营户全面培训，力争人人能备案、个个会 

备案。

3.2　多渠道备案　自主备案：经营者在种子销售前

通过电脑、手机自行备案。持证企业及分支机构销

售种子，应在销售前向当地种子管理部门提供经营

品种的信息。

代理备案：由县内受委托代销种子的经营者代

替或督促经营不分装种子经营户备案，谁销种子谁

备案。

上门备案：对确有困难不能备案的经营者，管

理部门可以定期上门开展现场备案服务。

3.3　升级软件　用户注册应由县级农业主管部门

先行审核，避免重复注册；上传文件应分级设置为上

传营业执照、上传购销凭证或委托代销合同等，提高

备案的有效率；持证企业委托代销备案时应确保在

备案品种审定的适宜区域内；备案单应力求规范、统

一格式、一次生成，减少备案时间；规范种子信息代

码内容，升级手机备案扫描软件，提高种子生产经营

备案自动化水平。

总之，种子生产经营备案不仅要做好主要农作

物种子备案，还要对种类多、品种杂的非主要农作物

种子进行备案，特别是以春夏播、秋播前的备案高峰

期更显时间紧、任务重，必须改进工作方法，创新工

作思路，不断完善备案措施，确保农作物种子生产经

营依法备案，确保农业生产用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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