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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种业政策支持与技术支撑体系构建

——青岛市现代种业发展现状及对策分析

吴兰荣　王军强　杨　萍　王海龙　韩新生　周庆强
（山东省青岛市种子站，青岛 266071）

摘要：通过对青岛地区种业发展现状开展广泛调研，阐述了青岛在现代种业建设中所采取的基本策略，分析了在政策支持

与科技支撑领域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解决问题、推动种业现代化发展的主要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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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1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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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加快发

展现代种业以来，青岛市在国家政策指导下，为推动

现代种业发展，在政策支持与技术支撑上做了大量

工作，并通过国家项目带动与种企自主投资拉动，取

得了良好的阶段性进展。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青

岛市种业还应在“质”上下更多功夫，要扎扎实实搞

好政策扶持，积极构建技术支撑体系，为现代种业健

康快速发展起到较好的引领与推动作用。

1　青岛市现代种业发展现状
1.1　扎实推进国家政策落地，加快发展现代种业　

根据国家、省相关文件，青岛市自 2011 年以来相继

发布了《关于实施现代农业十大重点工程的意见》

（青政发〔2013〕2 号）、《关于深化种业体制改革加

快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青政办发〔2015〕12 号）、

《青岛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意见》（青发〔2016〕18 号）、《关于深入推进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

能意见》（青发 [2017]1 号）、《青岛市现代农作物种

业发展实施方案（2016-2020 年）》（青农发 [2017]8
号）等一系列文件，扎实推进国家现代种业相关

政策的落地，通过一系列项目带动，加快发展现代 
种业。

1.2　成立“青岛现代种业联盟”，提高种业创新能

力　由青岛农业大学、山东省花生研究所、青岛农

科院等单位发起，青岛金妈妈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等 46 家教学科研单位、种子企业联合组建了“青

岛现代种业联盟”，于 2017 年 5 月 26 日在莱西市

召开了成立大会。种业联盟的成立，将在推进种业

科技创新、产学研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借助国家、

省、市科研项目与种业发展利好政策支撑，更好地

带动青岛种业创新能力的提高，为现代种业快速发

展奠定了能力基础。目前青岛市现代种业发展逐

步驶入快车道，良种在农业增产中的贡献率已达

50.6%，种业已成为青岛市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基

础，种业正在做大做强，为行业发展转型提供了时势 
基础。

1.3　实施“双轮驱动”战略，推动青岛现代种业快速

发展　青岛市实施了加快国内外知名种企的引进步

伐与扶持壮大本土企业“双轮驱动”的战略措施，推

动现代种业加快发展。登海、先正达、瑞克斯旺等国

内外知名种企相继入驻青岛，改写了青岛没有大型

种子企业的历史。青岛种企布局更加多元化，形成

了小麦有青丰、玉米有登海、花生有华实，蔬菜更有

瑞克斯旺、国际种苗、金妈妈、和丰、东茂等知名企业

的发展格局，引领青岛种子产业再上新台阶。

1.3.1　引进国内外知名种企　最近一段时期，全市

积极实施“引进来”战略，先后引进山东登海种业、

瑞士先正达、荷兰瑞克斯旺、青岛绿色硅谷、日本住

化等 7 家国内外知名种企落户本市。其中，登海种

业注册资金 3000 万元，重点建设生物育种中心和质

量检测中心，准备用 3~5 年的时间培育成种子行业

具有国内领先水平的育繁推一体化现代化种业公

司，目前，项目已开工建设，计划到 2018 年 3 月建成



地方种业 212017年第11期

投产，总投资 2 亿元。先正达总投资 2000 万美元，

在胶州胶莱镇投资建设的现代化种业加工中心已建

成投产，主要开展高值蔬菜种子的清选、分级、干燥、

包衣等加工处理及包装，其蔬菜种子加工技术世界

领先，项目的建成，极大地提高了本市蔬菜种子生产

加工水平。荷兰瑞克斯旺种业集团投资 1600 万美

元，建设种子研发中心、种苗组培中心，将形成从蔬

菜品种研发、种子生产、栽培技术研究到最终蔬菜生

产的完整链条。世界 500 强的日本住化合资成立

的青岛住丰世贸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首期投资 160
万美元，以开展胡萝卜种子丸粒化加工为主，已于

2015 年 10 月正式投产。青岛绿色硅谷项目投资 1
亿元，建设种子研发中心、种苗繁育中心、种子交易

中心以及出口农产品设施栽培基地等。

1.3.2　扶持壮大本土企业　截至目前，青岛市持

有效经营许可证的种子企业 65 家，其中注册资本

3000 万元（含）以上的 6 家，500 万（含）~1000 万

元 17 家。全市持证种子企业实现商品种子年销售

收入 64889.6 万元。销售收入前 6 名的企业是青岛

和丰种业有限公司、青岛胶研种苗研究所、青岛金妈

妈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青岛东茂蔬菜研究所、山东

省青丰种子有限公司、青岛华实种苗有限公司，这 6
家企业种子市场占有率 50% 以上，销售收入占全市

70% 以上。在“十一五”期末，全市还没有一家注册

资本过 3000 万元的企业，如今发展到 6 家，本土企

业实力培育取得了显著成效 [1]。

1.4　开展科研成果权益改革，激发种业创新活力　

为进一步深化种业体制机制改革，加快现代种业创

新发展，按照《农业部科技部财政部教育部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扩大种业人才发展和科研成果

权益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积极探索试点试验，落

实国家种业人才战略，完善科研成果权益分配机制，

激活科技人才和科研成果两大资源，激发科研人员

创新积极性，实现种业创新能力提升与可持续发展。

青岛市农委已联合科技、财政、人社、教育等五部门

印发了“关于成立青岛市种业人才发展和科研成果

权益改革试点领导小组的通知”，明确青岛市农科院

为改革试点单位，并提出了工作要求。目前，青岛市

农科院在广泛征求科研人员意见的基础上，形成了

改革工作方案，这一政策的落实必然会极大地推动

全市种业创新能力迈上新台阶。

1.5　行业发展驱动种业创新能力提高

1.5.1　国家科研项目及企业自主研发带动青岛种业

创新　青岛市近年以科研院所为主体，在国家、省、

市科技项目支撑下，选育出一批优质、抗病、抗旱耐

涝等新品种。如花育系列、青花系列花生新品种，青

研系列蔬菜新品种，青麦系列小麦新品种等，其中大

多具有优质、抗逆境等优良特性。近年企业承担科

研项目与自主研发能力逐渐提高，推出一批适销对

路的优良品种。比如在粮油作物方面，青丰种子公

司选育了青丰 1 号、青农 2 号小麦品种，以高产、稳

产、抗逆性强、适应性广，连续多年被青岛市和山东

省确定为小麦良种补贴品种和小麦主导品种，全市

每年推广面积稳定在 100 万亩以上，占全市小麦播

种面积近 1/3；在蔬菜作物方面，青岛国际种苗公司

生产的“青研”、“琴萌”牌大白菜种子，和丰种业生

产的“义和”牌大白菜种子，东茂蔬菜研究所生产的

“胶蔬”牌大白菜种子均盛名远扬，全市年产大白菜

种子 100万 kg，占全国大白菜种子 1/10的市场份额。

此外，由胶州种企有限公司培育的出口型羊角椒种

子占全国市场份额近 1/4，青岛金妈妈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建立了国内首家“黄瓜砧术研究中心”，研发的

“金妈妈”系列南瓜砧木种子年供种量达 20 余万 kg， 
占全国砧木市场份额的 90% 以上，成为中国“油亮

型”黄瓜砧木的开创者与标准制定者。企业自主

研发能力的提高，为青岛种业发展壮大提供了技术 
支撑。

1.5.2　长期积累内源性创新形成特色竞争力　胶州

大白菜素有盛名，因地域特点，培育了一批大白菜种

子企业，经过多年积累，竞争力不断提高。企业在育

种过程中，吸收了进口品种的优良性状，选育出了更

加受欢迎的大白菜新品种。如和丰的“义和秋”、东

茂的“胶疏夏季王”，使大白菜新品种在保持本地优

质、口味好等优良特性的同时，抗病性、耐热性等抗

逆性状得到极大的改良，实现了“引进消化再创新”

的战略目标，使北方大白菜的生产水平得到迅速提

高，把日本、韩国的大白菜、油菜品种挤出了北方市

场，民族种业正在由粗放型向精细化发展，实现了由

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已经展现出民族种业绿色发展

的良好势头。

1.5.3　管理创新带动科研创新与国际接轨　青岛金

妈妈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在短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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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时间里，由于管理模式创新给公司运转带来了

极大的活力。公司以合资入股等方式积极引进国

际最先进的科研成果（如新品种权），与国际最先进

成果研发人合作，再进一步开展国际最新技术的研

发，使科研创新直接触及世界顶峰。这是种业科研

创新最具有“横出”效果的尝试，为现代种企发展树

立了标杆管理模式，是典型的管理创新带动科研创

新，使企业的科技水平直接与国际接轨，使企业迅速

在国际上享有最先进的国际竞争力。目前“金妈妈”

不但在南瓜砧木上迅速占据国内市场份额的 90%，

而且由于扩大砧木应用范围，从而影响了相关作物

种业业态，企业影响力迅速提升；而且有自主研制的

种子加工设备将实现出口，正在改写我国先进种子

加工设备只能进口的历史。类似金妈妈种企这样的

发展态势，我国现代种业发展将不再是沿着国外发

展足迹前进，而是参与甚至引领国际现代种业发展 
方向 [2]。

1.5.4　优良种质资源、新品种带动种业创新发展　

优良种质资源及新品种是科研创新的基础，植物育

种中的每次重大突破，都与重要资源材料的发展与

利用相联系。近年我国采用发掘、创制、引进等手段

获得一系列携带优质基因源的种质资源，这些种质

资源成为我国改善品种抗逆性、品质、风味等特性育

种创新的目标基因源。比如本市大面积推广的具有

高抗叶部病害、保绿成熟好、油亚比高等特性的花生

新品种花育 33 号，保绿成熟好、脱水快、丰产、适宜

机械化收获的玉米品种先玉 335、迪卡 517，优质面

包麦品种济麦 20，营养丰富口感好的橘红芯大白菜

等等全国一批优良品种的选育、推广，带动青岛市种

业创新发展。

特别是新落户青岛的海水稻研发中心，将利用

特殊的海水稻种质资源开展耐盐碱水稻新品种研

发。目前全球最耐盐的水稻品种也只能在 3.6‰以

内的盐度生长，而海水稻能在 pH 值 9.3 以下，或盐

度 6.0‰以下的海水中都会生长良好，而且海水稻具

有不需施肥、抗病虫、耐盐碱、耐水淹、不怕倒伏等极

具绿色特征的优良特性 [3]。利用海水稻开展的耐盐

碱水稻新品种研发将成为青岛绿色种业浓墨重彩的

一笔。

1.5.5　良繁基地建设促使青岛种业实现绿色生产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为了保证种子生产质量，种

子生产企业都很重视良种繁育基地建设。近年来，

本市在巩固提高现有种子良种繁育基地的基础上，

鼓励企业通过国家项目投资或自行投资，把自有基

地建成企业核心种子基地，开展品种研发、种源繁

殖工作，与符合良繁条件的合作社、种植大户采取

长期租赁或合作建设方式，建成相对集中、长期稳

定的优势种子基地，培训繁种农民，改善基地的土

壤、水利设施及道路交通条件，良繁基地建设有了

长足发展。截至目前，全市企业建设良种繁育基地

26 万亩，其中小麦、花生各 12 万亩，大白菜 0.7 万

亩。良繁基地正逐步采用水肥一体化等先进技术，

使良种生产更加提质低耗，使青岛种业实现绿色 
生产。

2　 青岛市现代种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与困难
青岛市种业在近年虽然得到长足的发展，但是

与发达国家相比，特别是与世界 500 强种企相比，本

市种业现代化发展还存在一定差距，还有很多困难。

2.1　落后的科研人才与科研条件配置制约了企业

的创新发展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种企多年的积累与

发展，目前已经比较重视育种创新，但是人才与科研

基础设施配备不能满足企业科研发展的需求，大多

数企业还缺乏高水平的科研人才与先进的科研基础

设施配备。据 2017 年不完全统计，青岛种企从业人

数 437 人，本科或初级职称以上人数 127 人，占从业

人数的 29%，其中硕士、博士及高级职称人数 44 人，

占从业人数的 10%，这些高学历、高职称人才主要

集中在少数几个较大种企中。就目前大多数企业的

经济实力而言，各个企业都配备先进的实验室，配置

足够的博士、硕士等科研人才，还很难实现。因此种

企提高研发的科技水平，受限于科研条件与人才配

置，而这在短期内很难解决。

2.2　种子违法侵权经营普遍发生　长期以来，我国

种子市场主体数量庞大、经济规模小，知识产权保护

很难践行，尽管各地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种业经济，在

一定时期内促进了农业经济发展，但是从长远发展

看，推行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也是势在必行。

2.2.1　无证经营或不规范经营挤压市场空间　通过

广泛调研发现，种子市场还是存在较多的不规范经

营情况，如无证经营种子、出售包装，甚至以商品的

形式调运种子等，而且在交易量中占较大比重，个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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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品种甚至能达到种子市场交易总量的 50%。

很多的种业管理行为往往针对有证企业，游商小贩

等不规范经营却很难管理，这挫伤了守法经营者的

积极性，损伤了社会秩序，种企交易量与价格等市场

空间受挤压，影响了种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2.2.2　仿制品种侵占原创品种市场空间　据调查，

农作物新品种育成推广通常在 3~5 年的时间，部分

仿制品种就开始抢占市场。特别是常规种，仿制品

种的市场占有率上升很快，10 年以上的常规种，仿

制品种的市场占有率通常能达到 90%，严重挤压原

创品种的市场空间，打击了原创企业的积极性。品

种侵权经营日益成为影响企业良性发展的头等大

事，企业越来越认同“知识产权保护是企业生存发

展的生命线”。

2.3　缺乏突破性的优异种质资源　在青岛市水资

源日益贫乏、最高温度不断升高、倒春寒低温胁迫频

发、病虫害不断加重等气候环境恶化的趋势下，高抗

（耐）逆境品种的选育显得尤为迫切；但是目前抗耐

干旱、高温、低温等逆境能力的品种与种质资源还非

常缺乏，成为进一步选育优良品种、发展现代种业的

主要瓶颈。

3　 政策支持与技术支撑体系构建的前瞻性

探讨
3.1　政策推动、项目带动是发展现代种业的有力抓

手　政策推动现代种业发展，主抓两个要素：一是抓

人才，建立适宜的人才激励机制，是种业创新发展的

动力源泉，利用科研院所先进的科研平台，建立与企

业灵活的合作模式，是实现科研、企业二者深度融合

的最佳途径；二是抓企业，强化给市场主体——企业

更多的自主经营政策，促进种业精细管理提质增效，

激发企业发展活力，是种业快速发展的灵魂。

项目带动发展现代种业必然事半功倍。国家建

设项目及科技项目要向现代种业倾斜，政府在科技

投入、延长产业链、增加附加值上宜多做功课，多引

导、多激励，可以很好地拓展新的经济增长点。政策

推动、项目带动是发展现代种业的有力抓手。

3.2　加强科研平台建设与创新科技项目支持方式

　种业企业已经认识到科研创新的重要性，却缺乏

建设先进的科研设施与配置科研人员的能力，因此，

在一定区域集中力量布局几个科研创新服务平台，

为企业开展类似于单倍体加倍、组培扩繁、生理品质

等指标测试，甚至于开展分子标记、转基因等科研服

务项目，是促进企业科研创新的一条不错的途径。

创新科技项目支持方式。目前科技项目通常

采取 2~3 年时间结题的方式，缺乏项目研究的可持

续性，应改为小项目、长时间支持，让更多的科研有

经费支持，培养科研的原创动力。小项目支持模式

结合科研平台建设，必然会为社会科研创新带来新

动力，能很好地激发科研个体的原创积极性与创新 
潜能。

3.3　重视突破性种质资源创制支撑现代种业发展

　突破性的种质资源是科研育种的物质基础，植物

育种中的每次重大突破，都与重要资源材料的发展

与利用相联系。近年，欧美发达国家现代种业有较

快发展，一些跨国种业公司利用生物技术成功培育

了一批农作物品种，为突破性种质资源的创制奠定

了技术基础。因此，积极引进发达国家先进的优良

品种（种质资源）及创制技术，加强突破性种质资源

的自主创制，是种业快速发展的关键技术措施，也是

种业现代化发展的必经途径。

3.4　加强以知识产权保护、打击无证经营等为特征

的市场管理　打击假冒伪劣种子销售行为是以往市

场管理的主要手段。而目前市场发展到“假冒并不

伪劣”的山寨经济高级阶段，这种经营状况具有短

期的社会经济普惠的特征，但是从长远考虑，挤压正

规企业市场空间后，企业缺乏进一步创新能力与动

力，会削弱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潜在能力，形成区域

性技术创新“塌方”。无证经营是目前市场管理的

一个顽疾，无证经营隐蔽性强，管理难度大。因此，

种子市场管理还需攻坚克难，探索以知识产权保护、

打击无证经营等为特征的市场管理的技术与方法，

逐渐规范市场行为。规范的市场秩序是保护种业可

持续健康发展的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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