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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推进种子行业信用体系建设
孙立华

（中国种子协会，北京 100020）

信用，《牛津法律大辞典》解释为“得到或提高

服务后并不立即而是允诺在将来给付报酬的做法”，

是一种经济学意义上的概念，是一种交易规则，即花

明天的钱，享受今天的商品或服务。《辞海》解释为

“遵守诺言、实践成约，从而取得别人的信任”，是一

种道德品格，要求人们遵守承诺、履约践诺，即通常

所说的诚信。后一种意义上的信用，也是一种行为

规则，要求人们在社会交往中，依约行事，涉及到经

济、行政、司法、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是一种社会意义

上的信用。

我国的信用体系建设是一种社会综合治理手

段，强调政务、商务、社会、司法诚信，并对各领域提

出了具体要求。中国种子协会正在开展的种业信用

建设，是我国信用体系建设的组成部分，强调种业企

业要依法依规、诚实从事种业的生产和经营，积极履

行社会责任，旨在引导企业规范经营、正当竞争，以

净化种业市场、强大种业企业，是一种行业自我管理

的方式。

1　推进种业信用建设的意义
1.1　信用建设有利于维护种业市场秩序　现代市

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信用决定着企业的交易对象，也

决定着企业用何种方式开展经营。市场主体的诚信

度高，企业用于调查交易对象、防范交易风险的费用

就低，企业就能集中精力进行产品研发、提高企业核

心竞争力。因此，推行信用建设，有利于促进种业企

业完善企业内部管理、规范经营、诚信经营，降低交

易成本、防范经济风险，净化种业市场环境，形成良

好的种业市场秩序。

1.2　信用建设是法治建设的要求　信用不仅是一

种道德要求，也是法律要求。《民法总则》第七条规

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

持诚实，恪守承诺。”《种子法》第五十一条规定：“种

子生产经营者依法自愿成立种子行业协会，加强行

业自律管理，维护成员合法权益，为成员和行业发展

提供信息交流、技术培训、信用建设、市场营销和咨

询等服务。”推进信用建设，是自觉履行法律义务，

有利于提高种业企业的法治意识，净化法治环境，为

建设法治国家贡献力量。

1.3　信用建设是种业创新的保障　我国种业处

于不断开放的时期，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再到

2018 年放宽外资准入限制，从业主体日益多样化，

竞争也日益激烈。在这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期，推

进信用建设，有利于企业将更多精力投入到产品创

新、提升竞争力中，也有利于树立良好的口碑，从而

真正做大做强，走向世界。

1.4　信用建设是种业管理的重要手段　种业信用

评价的评判要素，包括种业企业的制度建设、管理能

力、科研投入、信用记录、财务状况 5 部分，涵盖了种

业企业的内部管理、生产、销售各个环节，推进信用

建设能够引导企业规范发展。信用评价正面结果可

以激励企业继续进行信用建设；负面结果从反面督

促企业诚信经营，从而为主管部门进行种业管理提

供抓手，为行业自律提供手段。

2　种业信用建设取得的成绩
中国种子协会开展信用建设工作较早，在 2011

年就被商务部和国资委认定为信用评价参与协会；

2017 年被发改委确定为五十家信用建设示范协会

商会之一。自 2011 年至今，中国种子协会已开展了

8 次信用评价工作，累计评审企业约 800 家次。信

用评价工作获得会员认可，取得了初步成效。

2.1　建立了完善的信用建设工作体系　协会组建

信用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设置信用建设部门，配置信

用评价专职工作人员，为信用评价工作的顺利进行

提供了保障。

2.2　完善了信用评价办法　为了更好地突出种业

行业特点，适应种业企业现状，2018 年 3 月协会修

改了《中国种子协会行业信用评价管理办法》，规定

了申请信用评价的条件、程序，完善了《评价指标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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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要素及等级判定标准》，调整了各部分要素的分值

及顺序，使信用评价更能考察种业企业的信用建设

状况。这两个文件为公平、公正地开展种子行业信

用评价工作奠定了基础。

2.3　壮大了信用企业队伍　目前信用等级在有效

期内的会员企业共有 400 多家，达到会员企业的

50% 以上。

2.4　获得政府支持　中国种子协会的信用评价工

作得到信用建设有关主管部门的认可，曾作为信用

建设典型单位在发改委组织的会议上作经验报告，

获得种业主管部门的认可与支持，为信用评价工作

的开展提供保障。

3　信用建设存在的问题
3.1　法律体系不完备　目前全国没有专门规范信

用建设的法律法规，也没有行业主管部门的行政规

章，信用评价主体开展信用评价工作没有法律规定

的信用信息范围、征集程序、结果应用等有关内容作

指导，各行业协会基本是各自为政，各行业信用建设

的工作形式、内容、标准均有不同，难以实现评价结

果的相互认可，进而达到“诚信联合奖励，失信联合

惩戒”的目的。

3.2　评价标准尚不完善　《中国种子协会行业信用

评价管理办法》仅对申请信用评价相关事宜做出规

定，但并未对信用修复、纠错机制做出规定；《评价指

标所含要素及等级判定标准》并不能适应所有类型

的会员企业，评价要素和标准仍需细化。

3.3　评价成果应用范围有待扩大　种业信用评价

结果多见于协会内部的奖励、企业自身宣传，部分行

政审批、许可对信用等级高的企业会有加分或者规

定某一信用等级为必须达到的门槛，但尚未实现与

其他行业的互认互信，比如在银行贷款方面的应用

较少，评价结果的创造性应用有待提高。

3.4　企业参与信用建设积极性不高　种业市场

“偷、套、仿、冒”现象比较严重，这不仅是不尊重他

人知识产权，而且是侵权行为，也是不诚信的行为。

企业对此认识不足，或者有认识但抵不住经济利益

的诱惑，因此不愿意参与信用建设。因为信用建设

要求依法依规经营、尊重和保护他人知识产权、积极

履行法律义务、主动履行法院判决和行政机关决定

等方面，若是参与，则对自身的行为有了约束，因此

参与信用建设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足。

4　推进种业行业信用建设的途径
4.1　建立健全信用建设法律体系　建立健全信用

法律法规体系，为开展信用建设工作提供依据。立

法工作是一项需要长期积累的工作，难以短期内实

现。因此，可以由种业主管部门总结种业信用评价

工作的经验，结合目前种业信用评价中存在的问题，

制定部门规章，确定种业信用评价工作征集信息的

范围、程序、判定标准、结果应用、信用修复、纠错机

制，个人隐私与商业秘密的确认和保护，规范种业信

用评价工作，保护公民与企业的合法权益。

4.2　创建信用评价品牌　要树立信用评价品牌，获

得社会和会员的高度认可，吸引会员进行信用建设。

这就需要严格按照制定的标准和程序，客观公正地

评价；建立抽查制度，对有效期内的信用企业，不定

期地抽查，核实企业提交的信用评价材料，了解企业

信用建设的现状，督促信用企业继续进行信用建设。

使种业信用评价经得起推敲、经得起考验，使种业信

用企业为成为中国种子协会的信用会员而自豪。

4.3　创造性地应用信用结果　要创造性地扩大信

用评价结果的应用范围，目前已出现“信易贷”、“信

易租”、“信易行”、“信易游”、“信易批”等“信易 +”
项目，信用评价结果与社会管理紧密结合。种业信

用评价结果要扩大应用范围，利用种业黑红名单数

据库，与其他行业协会商会达成“守信联合激励，失

信联合惩戒”协议，使守信者处处方便，失信者寸步

难行，激励企业主动参与到信用建设中来。

4.4　提高企业诚信意识　建立完善的信用法律体

系，对守信者的奖励、失信者的惩戒，均是外在约束，

而企业诚信意识的提高，才是进行种业信用建设的

内在动力。因此，要充分利用协会网站和公众号、新

闻媒体、各种协会活动，抓住每一个机会，宣传国家

对信用建设的态度、政策措施、守信者可获得的便

利、失信者将受到的惩戒，提高企业的信用意识。

种业是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核心产业，种业

信用建设工作是种业健康发展的支撑和保障。进

行种业信用建设，任重而道远，需要我们一步一个

脚印，以“抓铁有痕，踏石有印”的韧劲，做好这份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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