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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科企合作，加快小麦商业化育种步伐
吴海彬 1　卢兵友 2　刘　江 1　姜　涛 1　王振忠 2

（1 中国种子集团有限公司，北京 100031；2 科学技术部中国农村技术开发中心，北京 100045）

摘要：小麦育种为我国小麦生产和种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从小麦品种商业特性、育种成就、育种人才和资源分布、研发

投入等方面分析了小麦商业化育种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提出了小麦商业化育种发展的路径应以育种科研单位和企业合作的

形式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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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是我国第二大口粮作物和第三大粮食作

物，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小麦生产国和消费国，约占

世界小麦生产总量的 17% 和消费总量的 16%。加

快推进小麦商业化育种体系建设，牢牢把握小麦产

业主动权，对于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不同于水稻和玉米杂交育种，小麦育种具有公益性

特点，通常以常规育种为主，且品种区域性强，农民

可自留种，利润率低，因此，小麦商业化育种需走科

企结合的商业化育种之路。

1　我国小麦商业化育种发展现状
2011 年以来，我国先后出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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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一系列

促进种业发展的政策，特别提出要强化种子企业技

术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建立“育繁推一体化”的商业

化育种体系，为小麦商业化育种体系发展创造了良

好机遇。

1.1　新品种选育强力支撑小麦生产的持续发展，

为发展商业化育种奠定基础　近 30 年以来，全

国育成省级以上审定的品种超千个，年推广面积

超过 66.7 万 hm2 的品种超过 60 个，主产区进行

了 3 次品种更新换代，满足了小麦生产对品种的

需求。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小麦面积从

2933.3 万 hm2 下降到 2400 万 hm2，每 667m2 产量

从 127.60kg（1980 年，国家统计局）提高到目前

的 360.67kg（2017 年，国家统计局），保证了国内

对小麦消费的需求，其中品种贡献率达 50% 以

上。同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小麦育种居于世

界先进水平，产量水平远高于同中国生产条件相

当的美国（2017 年平均产量为 236.28kg/667m2，美

国农业部报告），略低于生产条件优于中国的欧盟

（2016 年平均产量达到 397.41kg/667m2，美国农业部 
报告）。

1.2　公益性教学科研单位育成品种占主导地位，企

业育种能力逐步提升　受长期计划育种体制影响，

我国小麦育种人才、技术、资源等主要集中在教学科

研单位，因此，这些单位也成为了国内小麦育种的主

体。根据历年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发布的国

家审定小麦品种公告统计，2000-2017 年通过国家

审定的小麦品种总计 468 个，其中公益性教学科研

单位育成 352 个，占比 75.21% ；企业自育 90 个，占

比 19.23% ；科企合作育成 26 个，占比 5.56%，企业

自育或合作育种比例达到 1/4。
1.3　公共财政经费是小麦育种科研投入的主体，企

业自主研发投入显著增加　对国内主产麦区黄淮冬

麦区 33 家教学科研单位和 78 家种子企业调研发

现，“十二五”期间，国家公共财政性研究经费总投

入达到 3.1044 亿元，比“十一五”期间的 2.0606 亿

元，增加了 50.66%。调研的 78 家企业获得的公共

财政研究经费由“十一五”期间的 956 万元增加到

“十二五”期间的 5695 万元，增加了近 6 倍。与此

同时，国内企业小麦育种自主研发投入由“十一五”

期间的 1.2322 亿元增加到“十二五”期间的 2.3660
亿元，增加了 92%，企业自主研发投入显著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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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国小麦商业化育种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2.1　种质资源创新不足，育成品种遗传基础狭窄，

大大增加了小麦商业化育种实施的难度　近年来，

遗传基础狭窄已成为我国乃至世界作物育种取得突

破的瓶颈。国内小麦育种种质资源材料的搜集、改

良和创制等也同样面临着创新不足的情况。亲本选

配主要围绕在生产上大面积推广、表现优秀的品种，

导致新培育的品种（系）间遗传相似性不断提高，遗

传基础愈加狭窄，育成原创型、突破性种质资源材料

（品种）的可能性越来越低。以黄淮冬麦区南片国

家小麦新品种审定试验参试品系为例，2008-2017
年品系比较试验中，含周麦 16、周麦 18 和周麦 22
等周麦系列品种血缘的参试品系占比由 40% 逐渐

上升到 50% 左右；2010-2018 年区域试验中，含周

麦 16、周麦 18 和周麦 22 等周麦系列品种血缘的参

试品系比例一直稳定在 50% 以上。

2.2　新技术、新理论与育种实践结合不够紧密，对

小麦商业化育种的支撑明显不足　目前，我国小麦

育种仍以常规育种技术为主，辅之以相对成熟且对

技术要求较低的分子标记、诱变和远缘杂交技术，而

DH 技术、生物工程和基因编辑等新一代育种技术

应用较少，育种技术手段和整体水平有待提升。例

如，我国在国际上率先完成小麦 A、D 基因组测序

与组装，为小麦基因组研究和分子育种提供了宝贵

的遗传信息，但如何应用于育种实践尚需加强研究。

2.3　小麦种子企业整体实力较弱，制约了小麦商业

化育种的进程　相比于玉米和水稻杂交种已在育

种和生产上占主导地位的特点，以常规品种为主导

的小麦育种和生产，使小麦的品种权保护难度加大

（农民、种粮大户自留种），大大降低了小麦商业化育

种的效益，严重影响了企业开展小麦商业化育种的

积极性。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18 年 6 月，农业农

村部颁证的 104 家育繁推一体化种子企业中，小麦

种子业务占比大于 70% 的企业仅 3 家，小麦种子业

务占比大于 30% 的企业仅 15 家。国内 25 家上市

种子企业（包括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和新三板）中，

仅 1 家企业小麦种子业务占比大于 70%。

2.4　教学科研单位和企业间育种人才交流不畅，降

低了小麦商业化育种的原动力　人才是小麦商业化

育种的第一要素，但由于现行的育种人才政策的待

完备性，特别是教学科研单位具备职称评审、科研平

台、个人待遇、科研项目申报和工作压力等多方面的

优势，而企业在待遇水平、科研成果转化收益分配机

制、工作压力等方面的劣势，教学科研单位育种人才

不愿到企业中任职或兼职，导致企业人才匮乏，且存

在人才向教学科研单位回流等问题，成为制约小麦

商业化育种发展的重要因素。

3　发展小麦商业化育种的建议
3.1　继续强化公益性育种科研单位的基础研究主

体地位，为商业化育种提供强力保障　鉴于目前公

益性育种科研单位在小麦育种中不可替代的地位，

建议继续强化对其支持。一是加强小麦种质资源收

集、保护与创新利用研究。重点开展地方优良品种、

野生品种和国外优良品种等种质资源的收集、创制、

保存、鉴定、评价、创新及利用研究，丰富种质资源库

的遗传多样性。二是加强小麦育种基础理论研究。

重点开展小麦产量形成、品质改良、生理生态和逆境

胁迫等遗传机理研究，为新品种培育和栽培技术研

究提供理论支撑和战略技术储备。三是加强小麦育

种方法技术研究。如抗性育种方法、DH 技术、分

子标记辅助选择、全基因组分析和基因编辑技术等

基础性、前沿性研究以及抗性鉴定、筛选测试、品质

检测、种子生产加工和质量检验等应用技术研究。

3.2　鼓励开展科企联合攻关，积极促进小麦育种企

业能力提升　一是在现有国家人才政策的基础上制

定人才跨体制流动及其落地执行机制。包括事业单

位身份保留、职称评审、项目和成果申报、社会保险

等，解除教学科研单位育种人才全职或兼职进入企

业的后顾之忧。二是鼓励依托公益性教学科研单位

建设的公共研究平台对企业提供有偿服务。公共研

究平台可为企业有偿提供人员培训、技术支持、技术

培训和研发服务，促进新技术和新方法等的普及，加

快先进适用技术在企业中的应用，提高企业商业化

育种技术水平。三是无偿公开公共财政经费支持的

种质资源材料和育种技术等基础研究成果。公共财

政经费支持的种质资源材料收集、鉴定以及创制形

成的优异新种质资源材料无偿发放给国内育种教学

科研单位和企业，丰富种质资源库的遗传多样性；育

种新技术、新方法以培训的形式进行推广应用，为小

麦商业化育种提供资源材料和技术基础。

3.3　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和市场监管，为小麦商业化

育种保驾护航　一是加速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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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问题导向　开创种子检验事业发展新局面
张力科　晋　芳　刘丰泽　任雪贞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北京 100125）

摘要：种子检验是促进种子质量安全、保障现代农业健康发展的核心手段和关键环节。坚持问题导向，全面分析种子检验

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深入剖析种子检验工作面临的新问题，提出进一步做好种子检验工作的建议，对促进种子检验事业发展、

保障农业生产用种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种子；检验；问题导向；质量；新局面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准确把握我国经

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深刻洞悉历史和时代发

展的规律，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

新战略。其中，强化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是其治

国理政的鲜明特色，对深化改革起到了积极的推动

作用。当前，我国现代农作物种业正处在快速转型

与变革期，一方面政府扶持力度不断加大，利好政策

不断涌现，积累了建设种业强国的强大动能，同时也

面临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前所未有的挑战。种子检验

是促进种子质量安全，保障现代农业健康发展的核

心手段和关键环节。坚持问题导向，深入分析种子

检验工作面临的新形势，准确把握发展中的新问题，

对促进种子检验事业发展、保障农业生产用种安全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种子检验工作面临的新形势
当前，我国正处在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

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期。随着体制改革和

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逐渐深入，生物技术的迅猛发

展，气候异常和生物灾害的频发，种子检验面临的内

外部环境将发生深刻变化，既有良好的机遇，也面临

着严峻的挑战。

1.1　质量监管作物范围由主要农作物为主转向主

要农作物和非主要农作物并重　长期以来，农业生

产以保障粮食供给为首要任务，国家对种子质量监

管的重点也放在玉米、水稻、小麦等主要农作物种子

上，而对非主要农作物种子关注不够，在实践中，非

主要农作物种子存在“一品多名”、“一名多品”等现

象，种子质量水平也显著低于玉米、水稻等主要农作

的立法完整性，切实保障育种人的产权收益。将《植

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由国务院管理条例上升到法律，

将植物新品种权纳入专利保护范畴，实行专门法和专

利法双重保护，延长品种保护年限。二是加快植物新

品种权审查和 DUS 测试进度。品种审定和 DUS 测

试进度尽可能一致，审定的同时获得植物新品种权保

护，让品种及早获得法律保护。三是强化种子管理机

构建设。明确各级种子管理机构的职能，提高监管能

力与手段，特别是县级以下种子市场的监管能力。四

是将种子执法年活动固定下来。加大惩罚力度，对违

法犯罪行为形成威慑力，规范种子市场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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