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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商业化育种科企合作案例解析
齐世军　陈　凯　李文才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玉米研究所 / 小麦玉米国家工程实验室 / 农业部黄淮海北部玉米生物学与遗传育种重点实验室，济南 250100）

摘要：为了加快我国种业公司的研发能力提升，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鼓励各种形式的科企合作；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玉

米研究所响应国家号召，在玉米商业化育种科企合作方面开展了积极的探索并取得了一定进展。本文对山东省农科院玉米所

的科企合作案例进行解析，以期为更多的种业企业和科研单位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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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快我国种业公司的研发能力提升，《国

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

划纲要》，国务院“国发〔2011〕8 号”文《关于加快

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等文件精神，都

鼓励科企合作，构建联合育种平台，逐步形成以市场

为导向、以资本为纽带的现代种业科技创新模式。

2016 年 11 月初，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实行以增

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

要加强科技成果产权对科研人员的长期激励。这些

动向引起社会广泛讨论，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文件

首次提出“允许科研人员和教师依法依规适度兼职

兼薪”，还提出要探索对科研人员实行股权、期权、分

红激励，完善股权激励等相关税收政策等。

为贯彻实施国家创新战略，创新科研机制，激

发育种人员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提高科研成果研发

效率；同时提升民族企业的品种创新能力和市场竞

争能力，支持民族种业快速发展，山东省农业科学

院玉米研究所（以下简称山东玉米所）逐步建立起

以市场为导向、科研为基础、人才为支撑、创新为动

力、品种为核心的科企合作模式，共同培育适宜市场

多元化需求的玉米新品种，促进玉米产业发展，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2016 年以来，山东玉米所先后与山

东黎明种业科技有限公司、山东鑫丰种业有限公司、

河南省豫玉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中棉种业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和安徽丰大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科企

合作协议，采取育种团队与企业“一对一”的服务形

基金项目：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2016YFD0101205-1）；山东省良种工程
种质资源创新利用项目

式，建立起了“1+n”的合作框架。为促进国内更多

的企业和科研机构开展科企合作，不断总结交流经

验，本文对山东玉米所的科企合作进行以下解析。

1　科企合作主要条款
1.1　合作的思路、原则和定位　思路：解放思想，服

从国家种子产业战略，支持民族种业快速发展；创新

机制，整合优势资源，提高科研效率，加速成果转化；

以人为本，调动和激发科研人员积极性和创造性；合

作共赢，构建平等互利、诚实互信、共同发展的创新

平台。原则：产权清晰、权责明确，形式多样、运行顺

畅，科企并进、重在创新。定位：核心在团队、关键在

企业、支撑在单位。

1.2　科企双方的权利与义务

1.2.1　山东玉米所的权利与义务　权利：通过组建

企业认可的育种团队，输出技术、资源、人才，从企业

获得研发经费；享有合作育成品种的共同所有权；享

有联合审定品种的开发转让收益。

义务：合作期内，指定企业认可的育种团队负

责为企业提供玉米新品种选育和技术服务；为育种

团队提供育种和技术服务的基础保障；保证育种团

队成员在原单位的身份、工资、福利、职称晋升等待

遇不变，享有国家、省和院所相关科技成果分配政策

的权利，支持育种团队成员通过自己的劳动从企业

获得绩效工资和奖励。

1.2.2　合作企业的权利与义务　权利：提出育种目

标，决定参加试验的品种及省份；享有合作育成品种

的共同所有权，独家享有合作育成品种的生产经营

权，申请合作育成品种的植物新品种权；作为育种团

队合作期间所有研发品种的主体开发单位，享有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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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后申报并通过审定品种的开发使用权；在本协议

框架内，每年对育种团队的工作进行评估和考核，根

据评估的结果调整给予绩效待遇。

义务：合作期内，每年向玉米所提供横向课题

经费；合作期内，为育种团队组合的鉴定提供试验费

用，从中筛选苗头组合参加各级试验；给育种团队一

定的聘金和经费；参试品种通过各级审定后，给予育

种团队一定数额奖励；每年需在合作品种销售季结

束后，向玉米所书面通报合作品种的销售数量。品

种审定 3 年内累计推广面积达不到 50 万亩的，协商

转让给第三方开发。

1.3　知识产权与成果归属　协议框架下杂交种由

双方共同申报区试和品种权，企业为第一申报单位，

山东玉米所为第二申报单位；自交系品种权由玉米

所单独申报，山东玉米所授权企业无偿使用该自交

系用于合作品种的制种生产、销售和推广。

1.4　收益分配　单一品种累计推广超过 100 万亩

后，超出部分山东玉米所提取审定品种销售额的 3%
用于科研发展和育种团队奖励，单一品种累计推广

面积超过 500 万亩，提取该品种销售额降至 2%。

2　合作案例解析
山东玉米所的科企合作之所以能够得到众多

企业的响应并取得积极的进展，就是因为合作协议

较好地协调了合作企业、单位和育种团队三方的利

益，使各自不同的需求得到满足。

2.1　合作对企业研发能力的提升作用　国家提出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并出台了一系列的扶持政策，

这对企业的发展是很好的机遇；但商业化育种体系

由育种目标决策、种质资源利用、育种技术研发、生

物信息处理、田间测试评价、生产与市场反馈等模块

组成，完整的商业化育种体系要求各模块协调高效

运转，创新能力的提升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各项工

作都需要耗费大量的财力和时间。而科企合作给了

企业高位起步借力发展的机会，成熟的育种家带领

团队和丰富的育种资源直接成为了企业研发体系的

一部分，企业既可以获得玉米新品种，又可以依托合

作团队建立自有的研发体系。

2.2　合作对山东玉米所改革的促进作用　玉米育

种是山东玉米所的传统优势学科，曾育成鲁单 50、
鲁玉 13、鲁单 981 等一大批玉米品种。但随着国家

政策的调整，玉米育种主体向企业转移，科研单位的

未来定位为基础性和公益性研究，如何在保持传统

优势的基础上开拓新的强势学科成为山东玉米所面

临的难题；而科企合作恰恰能够较好地解决这一问

题。首先，允许育种人员以组建团队的方式与企业

合作育种，既可以在国拨育种经费减少的情况下保

持育种团队的正常运转，又避免出现一盘散沙、各自

为政、资源流失的混乱局面；其次，合作企业向单位

提供一定的横向经费，这些经费在满足任务完成的

同时，可为拓展和深化学科建设提供一定支撑，以适

应未来发展的需要，进而更好地服务于企业和产业

发展，形成科企合作的良性循环。

2.3　合作对育种团队的激发作用　科企合作对育

种团队最直接的好处就是人员的收入提高，团队的

凝聚力和积极性大幅提高；其次，科企合作后团队的

育种成果更符合生产需求。合作前科研人员成绩评

价以审定品种、发表论文的数量为主要依据，而合作

后品种的市场价值成为了衡量成绩的主要标准，形

成人才评价的正确导向，促进科研人才的健康成长。

3　讨论
3.1　目前可能存在的问题　不同的合作企业存在

不同的需求，如何更有针对性地为企业服务还需要

研究所和育种团队细化管理方式和研发目标。

合作企业和研究所、合作企业和合作企业之间还

未形成真正的合力效应。合作企业和研究所有很强

的互补性，合作企业之间也存在很大的差别，如何通

过相互的合作打造真正的利益共同体，使合作企业和

研究所都能得到提升是下一步需要探讨的问题。

3.2　未来发展分析　科企合作作为支持我国种业

发展的过渡性形式，为企业创新能力提高和科研院

所机制创新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它的提出主要是为

了解决以企业为创新主体的目标与企业缺乏创新能

力以及科研院所人才相对过剩的矛盾，这一合作形

式会随着我国大型民族种业企业的不断崛起而逐渐

退出历史舞台，但在这个特殊时期谁能抓住机遇，合

理地利用国家的政策支持抢占种质和人才资源，谁

就将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

能否充分抓住机遇，合理利用科企合作平台稳

定有效地对企业发展提供支持，要求必须协调好企

业、科研院所以及研发人员的利益关系，企业需要的

是研发能力的提高和品种的升级换代，科研院所需

要的是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和人才队伍的健康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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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小麦育种探究（2017）
杨书荣

（临清利华种业有限公司，山东临清 252600）

摘要：21 世纪的前沿科学是生命科学，中普科研团队从事超级小麦育种研究已立足在生命科学的前沿。超级小麦的育种

过程，其实就是将众多种质资源整合，通过远缘杂交、阶梯杂交、聚合杂交、滚动回交方式，实现基因连锁、交换、重组，从而创造

集多种优势于一体的新型基因过程。蛋白质是生命之源，没有蛋白质就没有生命。基因决定蛋白质的合成，蛋白质决定生物

特性和农艺性状，生物特性和农艺性状决定着超级小麦的产量和品质。因此，可以根据农艺性状表现来判断杂合体内基因的

存在形式，也可以按照超级小麦对农艺性状和生物特性的要求来选择优良变异株型。

关键词：超级小麦；农艺性状；远缘杂交；种质创新；聚合杂交；种业  

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粮食生产在国民经济中

占有重要的地位，超级小麦育种对于振兴民族种业、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意义重大。中普育种科研团队，

历时 20 余年，经过两代人的不懈努力，在超级小麦

育种领域已获得重大突破。

1　超级小麦的概念
超级小麦的概念在学术界没有统一的意见，但

有 3 点可以达成共识：（1）超级小麦是个动态概念，

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种植季节于原品种基础

上的创新与突破。（2）超级小麦是肥水利用率高、

品质优良、高产、抗逆性好的新品种的总称。（3）一
般认为，在现阶段以每 667m2 产量 500kg 为基数，能

够增产 30％ ~40％，也就是说，大面积（66700m2）种

植，能够连续 2 年每 667m2 产量 650~700kg，即为超

级小麦。

2　超级小麦的形态特征及生物特性
关于超级小麦的形态特征，学术界意见各异。

究竟什么样的形态特征更符合超级小麦的理想状态

呢？中普团队育种理念及观点如下。

超级小麦农艺性状八字诀：长、矮、宽、粗、厚、

冲、抗、放，即茎韧矮而粗、穗形宽厚长、旗叶厚宽冲、

根壮株抗放。如果说长、矮、宽、粗、厚、冲是植株农

艺性状的外在表现形式，那么，抗性则是植株内部机

理的具体反应，抗性包括抗寒、抗倒、抗病、抗干热风

等，植株的抗逆性由多亲本抗源基因共同决定。

这里所说的放，强调的是根系发达、活力特强，

根系既能扎得深又能扎得远，能够充分吸收营养物

质。常言道：壮苗先壮根，根深才能叶茂。放的内涵

不仅涵盖根系，同时还包括植株的地上部分，尤其是

处于苗期的植株，应呈现匍匐式放射性生长，叶片迅

速向外围伸张，在叶面积系数极小的情况下，能够最

大限度地捕获太阳光能，为植株起身、拔节积蓄足够

的生长动力。在植株生长中后期，还要求根、茎、叶、

穗保持协调发展、茁壮成长、生长奔放。

3　超级小麦的生理生化过程
超级小麦植株内部好比一套完整高效的生产

展，研发人员需要的是自身价值的体现，只有充分考

虑三方利益的共赢机制，才能发挥科企合作的最佳

效果。山东玉米所和 5 家合作企业在科企合作模式

和实践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希望能够为中国种

业的发展提供一定支撑和参考。同时，坚持“开放

合作办所，借智借力发展”的工作理念，积极吸取好

的经验和做法，创造性地解决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为

我国种业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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