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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杭州种业发展的对策措施
梁大刚　俞　斌　黄惠芳　颜韶兵

（浙江省杭州市种子总站，杭州 310020）

摘要：调研组深入杭州市各区、县（市）共计 33 个乡镇，对种子企业、科研院所、种子管理站、农技人员及种植户进行调研，

剖析了杭州市种业现状，分析了发展需求，并针对性提出对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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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切实了解杭州市种子产业现状，2017 年 4-8
月，杭州市种子总站深入临安区、桐庐县、萧山区、余

杭区、富阳区、建德市、淳安县、西湖区的 33 个乡镇，

先后对杭州市范围内 7 家区、县（市）种子（管理）站、

2 家科研院所、20 家种子生产经营企业、217 名农

技人员及种植户进行了调查，发放调查表格和问卷

246 份，回收有效问卷 219 份，其中区、县（市）种子管

理站 7 份，种子企业 19 份，个人 193 份。通过实地调

研、问卷调查和近 3 年数据采集，结果显示“十二五”

期间杭州种业得到了长足发展，种子在农业增产增

效中的要素地位不断得到提升，同时也不可避免地

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本文从三方面加以剖析和总

结，并提出下一步推进现代种业发展的对策措施。

1　杭州市种业发展的基本现状
1.1　种子商品化率基本稳定　据 2014-2016 年杭

州市农作物主要品种播种面积统计报表显示，全市

农作物播种面积逐年减少，各类作物种植面积分别

为 22.21 万 hm2、20.57 万 hm2 和 20.47 万 hm2。按

照浙江省部分作物亩用种量规范（蔬菜按叶菜、豆

类分类加权计算平均亩用种量）测算，年平均需种

量 591.03 万 kg，商品种供应量年平均约 380 万 kg，
种子商品化率保持在 65% 左右，其中杂交水稻和杂

交玉米商品种子供应率达到 100%，全部实现精选

加工、包装和标牌销售。

1.2　种业主体稳步发展　2014 年市辖区持证种子

企业 20 家，企业注册资本总额约 3.3245 亿元。到

2017 年底，持证种子企业为 20 家，注册资本总额

达到 21.4426 亿元。注册资本总额 1 亿元以上的企

业有勿忘农、杭州种业集团、传化和新安化工 4 家，

3000 万元至 1 亿元的有 3 家，500 万元至 3000 万元

的有 5 家，100 万元至 500 万元的有 8 家，其中杭州

市辖区的浙江勿忘农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种业

集团、浙江之豇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入选浙江省首批

省级育繁推一体化培育企业。

全市种子企业经营涉及粮油、蔬菜、瓜果、花

卉、草坪等种子，2014-2016 年全市主要农作物种

子销售数量分别为 1994.87 万 kg、2477.31 万 kg、
2629.06 万 kg，3 年销售收入分别为 4.2030 亿元、

4.1064 亿元、3.7017 亿元。2014 年、2015 年全市

种子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3854.08万元、1775.24万元，

种子销售利润 1573.08 万元、975.8 万元，总体来讲，

利润不高。

1.3　示范推广体系初步建成

1.3.1　机构人员健全　种子管理部门是良种示范推

广体系的重要职能部门，是良种示范推广体系中保

持客观、公正、有序的决定性因素。本市设有市本级

和区、县（市）级种子管理机构 8 个，除余杭区和桐

庐县实行种子管理站与农技推广中心“两块牌子、

一套班子”外，其余 6 个均为独立建站。全市在编

在岗人数 77 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 66 人，占在岗总

人数的 86.8%，本科以上学历占 60.5%，中级以上职

称人数达 73.4%，有效保证了新品种引种试种、展示

示范和品种推广应用等职能的履行。

1.3.2　展示示范水平得到提升　市级、区县（市）

级、乡（镇）级三级示范展示推广体系初步建成，全

市每年设立试验示范基地 10 余个，面积 200 多 hm2， 
展示示范品种 200 个左右。几年来展示示范水平不

断提升，涌现出一批可看可学的示范基地，如 2017
年建德市大同镇永盛村超级稻品种“浙优 18”高产

示范方，每 hm2 平均产量达 14899.35kg，攻关田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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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达 15111kg，创下全市水稻高产攻关新纪录；建

德钦堂乡莆田村和富阳区渔山乡千亩水稻高产示范

方成为地方政府搭台举办“稻舞田间”国际稻香节

现场；杭州水良蔬菜专业合作社鲜食春大豆新品种

“浙鲜 9 号”高产示范方平均产量 12662.7kg，创造

了鲜食春大豆百亩方浙江农业之最纪录；杭州钱农

种子有限公司瓜菜作物新品种展示示范基地连续 2
年成为萧山区优质种子种苗推介会暨蔬菜产品展示

会现场，成为农户看品种、选品种、学技术的平台。

1.3.3　新品种推广应用成效显著　全市各级种子管

理部门大力推广主导品种，其中水稻主导品种年推

广面积超过 4.67 万 hm2，不仅提高了作物单产水平，

而且提升了农产品品质，对保障全市粮食生产安全

和促进农业提质增效发挥了重要作用。杭州市近年

来油菜的双低化比率一直保持在 95% 左右，显著提

升了食用油品质；超高产籼粳杂交稻品种的推广应

用面积占有比率也从 2008 年的 0.37% 迅速扩大到

了 2017 年的 24.29%，极大提高了晚稻单产水平；优

质高产抗病油菜“浙大 619”2010-2015 年在本市累

计示范推广 6.57 万 hm2，增产油菜籽 1305.68 万 kg，
增加优质菜籽油 822.59 万 kg，增产和增油增收合

计达 1.89 亿元；优质高产软香米品种“嘉 58”2013-
2016 年在本市累计示范推广 3.11 万 hm2，增产优质

稻谷 1766.98 万 kg，增产增收 5469.78 万元。

2　杭州市现代种业发展的需求分析
2.1　优新品种供应能力尚需提升　优良品种的选

育应用，能有力促进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作物提

质增效。“十二五”期间，浙江省累计通过农作物新

品种审（认）定 325 个，而杭州市只有 25 个，与宁波

市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宁波仅“甬优”系列水稻

已有 39 个品种通过省级以上审定，其中 8 个通过国

审，4 个被农业部认定为超级稻，形成了杂交粳稻、

杂交糯稻、籼粳杂交水稻三大系列，甬优 9 号被评为

“十二五”浙江十大好品牌。相对而言，杭州市具有

较大影响力的品种较少。

2.2　自主创新水平尚需提高　杭州市种业企业种

质资源匮乏，现代种业领军人才短缺，商业化育种体

系建立滞后，混合所有制改革推进缓慢，产学研合作

不够紧密，种业科技创新能力和投入不足，盈利能力

弱，造成了全市种业企业核心竞争力不强和持续发

展动力不足，与发展杭州现代农业的要求不相适应。

据调研结果来看，近 3 年全市种子企业从业人员中

本科以上学历的仅 40% 左右，企业通过自主或合作

选育出农作物品种只有 28 个，其中仅 8 个通过审

（认）定。尽管杭州市种业企业种业科技研发投入

平均占销售收入的 7.78%，但绝对值还是比较小，且

多数依赖政府资金扶持，与种业科技研发周期长、投

入大的实际需求相差甚远，也制约了本市种业科技

自主创新程度。

2.3　示范推广体系尚需健全

2.3.1　展示示范基地不稳定　由于历史原因，市种

子总站的品种引试筛选示范工作大多没有独立、固

定的展示示范基地，目前只是暂借种业集团的径山

基地开展农作物新品种的引试、示范和推广工作。7
个区、县（市）种子管理站除临安建有国家级水稻区

试站、萧山建有蔬菜瓜果展示基地、淳安县建有小面

积的旱粮展示基地外，其余都没有固定的良种试验

示范基地，靠租赁使用企业、家庭农场或农户的土

地，有的甚至一年换一个点。这种现状一方面导致

对试验基地无法进行高标准的投入，肥力、管理和耕

作水平不能保证一致，使得展示示范的结果缺乏真

实性和公平性；另一方面种子管理部门只能通过预

先选择地块后与有意向的农户协调，形成种植、赔偿

协议，才能落实展示示范任务，导致部分地区展示示

范任务无法落实，品种广适性评价不足，影响优良主

导品种在某些地区的推广与应用。而杭州市现有的

杭州市农科院、浙江省农科院、中国水稻研究所、浙

江大学、浙江农林大学等几家农业科研院所（校），

都只试验示范推广自己选育的新品种，且多在全省

乃至全国范围安排试验示范，在杭州市内安排的试

验示范点较少，辐射面相对有限。

根据调查，无论是种子管理机构，还是种子企

业以及农户，建设稳定的新品种展示示范基地均为

他们所认为的当前杭州市现代种业发展最迫切需

要解决的问题，占比达 32.13%。排在后面的需求依

次是壮大种业企业（占 23.27%）、建设良种生产基地

（占 13.71%）、选育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占 12.19%）、

培养种业人才（占 9.56%）、加强种子管理队伍建设

（占 8.31%）、其他（占 0.83%）。

2.3.2　专业技术人员缺乏　区、县（市）级种子管理

部门人员编制少、技术力量薄弱，且绝大部分乡镇几

乎没有专业的农技人员，因此当前的展示示范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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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理、记载等工作，大部分依靠农民，且缺乏专业

的、系统性的培训，展示示范记载不规范，数据缺乏

科学性和合理性，大大降低了展示示范工作的质量

和数据的可参考性。

2.3.3　展示示范经费保障不足　杭州市各级种子管

理部门的展示示范工作补助经费虽然都列入了各级

财政预算，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

高以及耕作制度的变化，土地租金、农用物资价格和

人工工资等快速上涨，单位面积农业生产成本迅猛

增加，导致多年来一成不变的展示示范财政补助资

金越来越显不足，一些工作得不到有效落实，展示示

范效果减弱。尤其蔬菜作物受品种繁多、单一类型

种植面积偏小、单位面积种植效益高、展示示范补助

要求较高、财政资金有限等客观因素影响，直接制约

了蔬菜的展示示范规模，组织示范观摩效果得不到

充分体现。

从调研问卷汇总结果可以看出，种植户在选择

种植品种时，还是以延续去年品种（占 30.30%）和

听卖种人介绍（占 23.23%）为主要依据，观摩示范

获得新品种信息（占 19.19%）只排到第 4 位。而他

们最希望种子管理机构解决的三大需求依次是品种

配套技术推广（占 25.23%）、种子市场流通监管（占

23.87%）和品种管理（18.92%）。

3　杭州种业发展的对策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

矛盾”。当前，全国上下正在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种业作为农业产业链的顶端，要进一步提

高认识，主动作为，以需求变化为引领，突出绿色、创

新、安全、保障主题，立足大农业谋划大种业，着力发

挥政府主导作用。

3.1　加快绿色品种选育与推广应用　加快种业向

粮经饲作物协调发展转变，为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

农产品生产保护区、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提供优

质种源保障；从品种选育入手，加快培育一批符合绿

色发展为导向的新品种；支持种业企业开展商业化

育种；鼓励种业企业联合国内外科研院校合作选育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新品种，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引导种子企业加强品牌建设，创建名牌产品和著名

商标；依托公益性农技推广队伍和新品种科技示范

中心，突出绿色、创新、安全、保障主题，积极开展新

品种试验示范和推广应用；深入贯彻国家、省良种推

广补贴政策，促进优势良种推广应用。

3.2　提升优新品种展示示范能力　一是要提高示

范基地建设标准。改进现有展示示范基地条件，完

善沟、渠、路、大棚等基础设施，同时挖掘新的展示示

范基地，针对不同地貌类型、耕作制度和传统习惯及

省、市确定的主推品种、主推技术，实行差异化品种

展示，突出试验示范基地的代表性和示范引导作用，

让示范基地成为新品种新技术的先行者、农民增产

增收的试金石。二是要提高技术管理水平。加强队

伍建设，科学安排管理技术人员，对一些关键技术、

环节，各主要负责人要亲力亲为，保证品种、技术的

配套。三是要加强宣传推广。依据农时，组织乡镇

农技人员、示范户代表和当地农民到试验示范基地

技术培训、现场观摩等宣传活动，调动农民接受和应

用新品种新技术的积极性。

3.3　增强种质资源的保存和创新能力　种质资源

是培育作物优质、高产、抗病（虫）、抗逆新品种的物

质基础，是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战略性资源，是提

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重要保证，是我国农业得以

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要抓住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

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的机遇，全面开展地方特色

种质资源调查，建立地方种质资源保护目录，实行分

类分级保护；对珍贵、稀有、濒危的地方品种，建立地

方特色种质资源圃，加强对种质资源的保护和研究，

推动种质资源的创新与利用，更好发挥种质资源在

产业发展中的战略作用。

3.4　加强种业监管和调控能力建设　结合“放管

服”改革，贯彻实施《种子法》，加快提升依法治种水

平。严格种子生产经营行政许可管理和备案审批管

理；强化种子市场监管，严厉打击生产经营假冒伪劣

种子种苗等违法行为，规范种子市场秩序；加强种子

行政许可事后监督和日常执法；完善种子质量例行

监测和质量追溯制度，提升质量检测水平；加强种子

管理队伍建设，强化种子管理技术手段。根据《浙

江省农作物种子储备管理办法》要求，进一步健全

种子储备制度，分级落实储备，优化储备品种结构，

切实加强储备种子监管，确保种子市场安全有效供

给和灾后恢复生产需要。加强种子供需预测预警，

建立种子供需市场监测点；提高种子市场的宏观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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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县强筋小麦发展与小麦供给侧改革
王斌章

（河南省滑县农技推广区域站，滑县 456400）

摘要：介绍了滑县在发展种植强筋小麦方面所采取的主要措施和做法，及农产品精深加工企业所发挥的作用，为滑县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强有力的实践和科技支撑。在稳步推进过程中针对存在的主要问题，对强筋小麦生产和加工在市场

需求和经营方面提出预测分析，通过激励手段充分调动农民发展优质强筋小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关键词：发展；强筋小麦；问题；措施；建议

滑县位于河南省东北部，辖 12 镇 10 乡 1 个产

业集聚区，1019 个行政村，总人口 143 万人，区域

面积 1814km2。农业耕地面积为 13 万 hm2，总产近

150 万 t，其中小麦种植面积 11.33 万 hm2 以上，总产

85 万 t 以上，是河南省第一产粮大县、中国小麦第一

县，全国优势农产品（小麦）产业带建设示范县、全

国农技推广示范县、全国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示范

县、河南省高标准农田建设示范县、河南省农业标准

化生产示范县、河南省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先进县、河

南省对外开放工作重点县。

1　小麦生产总体情况
1.1　快速发展　滑县小麦均以优质中筋品种（普

通麦）为主，2016 年滑县按照“稳产能、调结构、转

方式”的目标要求和省农业厅安排，积极示范推广

优质强筋小麦，大力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016 年全县优质强筋小麦种植面积 10933hm2，占全

县小麦种植面积 12 万 hm2 的 9.11%。其中统一供

种 4 个乡镇，面积 4533hm2，分别是城关镇、枣村乡、

白道口镇、留固镇；通过滑丰种业科技有限公司、滑

县白马坡合作社、滑县益农合作社、滑县金诚乐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赵营乡朝发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滑

县锦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6 个单位发展种植优质强

筋小麦 4200hm2；另有生产规模较小的种植主体种

植优质强筋小麦 2200hm2。小麦品种涉及郑麦 366、
新麦 26、郑麦 7698、西农 979、西农 364、西农 20、丰
德存 5 号、丰德存 1 号、存麦 8 号、周麦 30、周麦 32、
郑品麦 8 号等 10 余个。

1.2　辐射带动　在留固镇设立百亩攻关区，留固

镇、城关镇、白道口镇、枣村乡建立万亩核心示范区，

其他乡镇为辐射带动区。

2　采取的主要措施、做法
2.1　领导重视、高位推动　滑县作为全省粮食生产

大县，2016 年被省政府确定为小麦供给侧改革试点

县。为了切实做好小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工作，县

政府多次组织农业、财政、粮食等部门召开座谈会

议，研讨全县发展优质强筋小麦的优势与短板、订

单生产、风险防控等方面的问题，制定了针对性的 
措施。

2.2　财政支持、保险保障　为了引导农民积极发

展优质强筋小麦，县政府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在用

足、用好绿色高产高效创建项目资金的基础上，县

财政投入 600 万元，免费向优质强筋小麦基地农民

供应种子；同时，对种子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动

农户自发发展的优质强筋小麦，给予同等供种补

导和调控能力，确保种子供需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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