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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地域辽阔，东西跨度大，总面积

118.3 万 km2，全区有可耕地面积 800 万 hm2，年实际

耕种面积超过 667万 hm2，是国家级玉米、高油大豆、

优质春小麦、马铃薯、向日葵、甜菜、瓜菜作物以及杂

粮杂豆生产基地。种植业与养殖业的快速发展带动

了对农作物种子的旺盛需求，农作物种子商品化率

与市场规模持续增长。近年来，全区年均需要各类

杂交作物种子超过 1 亿 kg，马铃薯脱毒种薯超过 10
亿 kg，各类农作物种子市场总价值近 50 亿元，种子

市场规模居全国前 10 位。

内蒙古自治区气候类型属典型的中温带大陆

性季风气候，具有光温资源适宜、生态区域多样、地

形地貌丰富的特点，区域横跨“三北”（中国东北、

西北、华北），发展种子贸易区位优势得天独厚，是国

家传统的玉米杂交种子和马铃薯脱毒种薯生产基

地。各类农作物年均制种面积 5.33 万 ~6.67 万 hm2，

年度商品种子供应量稳定在 1.5 亿 kg 以上，马铃薯

脱毒种薯供应量超过 18 亿 kg，供种地区涉及全国

的 20 余个省、市、自治区。

自治区党委、政府一直非常重视种子工作。内

蒙古自治区作为少数民族地区，享有优惠的民族自

治政策，能够使地方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在种业发

展的不同历史时期，根据自治区实际情况和种业发

展状况，制订更加贴近实际的行业政策和法规，促进

种业的发展。40 年间，在政策扶持、行业监管、企业

自律与发展下，内蒙古自治区现代种业得到了快速

发展，先后经历了起步形成、转型变革、市场化推进、

创新驱动与产业化发展 4 个阶段。

1　种业发展回顾
1.1　起步形成（1979-1995 年）　自治区种业市场

正式起步，种子的商品属性日益得到体现。自治区

在 1994 年放宽了对杂交玉米种子经营的管制，随着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和农村商品经济的发

展，农民科学种田的意识不断增强、对良种的需求

内蒙古自治区农作物种业发展四十年的回顾、成就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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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加大，乡镇一级种子交易非常活跃。全区玉米

杂交种子经营量在这一时期迅猛增长，1979 年全区

各级国有种子公司 82 家，玉米杂交种子经营量为

1700 万 kg ；到 1995 年，全区 87 家国有种子公司的

玉米杂交种子经营量达到 7393 万 kg。围绕良种繁

育基地、种子检验和种子加工仓储设施，国家、自治

区两级对种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开始加大。由于

种子管理和经营还没有实现机构的分设，削弱了种

子部门的管理功能，管理体制不顺、监管不力等问题

比较突出；种子经营企业服务、质量意识淡薄；乱引、

乱繁、无证经营、以次充好、以假冒真等坑农害农行

为时有发生。

1.2　转型变革（1996-2000 年）　1996 年全区范围

内的种子管理体制改革正式推进。1996 年 1 月，内

蒙古自治区种子管理站与内蒙古自治区种子公司正

式实施机构、职能以及人、财、物的完全分开。1997
年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公布行政执法

机构的通知》（内政办字〔2006〕59 号）文件，明确

将内蒙古自治区种子管理站界定为“由行政机关委

托，依据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行使行政处罚权的

执法机构。”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

全区种子管理体系建设初具规模。截至 2000 年，全

区实现了 1 个自治区级、7 个盟市级、28 个旗县级

种子管理机构的站司分设，自治区种业管理工作进

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玉米种子由行政区域的自

给性生产经营开始向社会化、市场化转变。

1.3　市场化推进（2001-2010 年）　《中华人民共和

国种子法》的颁布实施，将种子产业制度提升至法

律高度，大大加快了种子产业化进程，企业改组改制

掀起新一轮高潮。2006年，国办40号文件下发以来，

自治区又相继有 17 家经营杂交玉米种子的国有公

司完成了脱钩，4 个旗县新成立了种子管理站。自

治区品种选育和推广水平明显提升，良种保障能力

显著提高，种子市场化步伐进一步加快，到 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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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种子企业杂交玉米种子的经营量达到 8600 多

万 kg，种子市场价值达 30 多亿元。

1.4　创新驱动与产业化发展（2011 年至今）　2011
年 4 月 10 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

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国发〔2011〕8 号），2013
年 12 月 20 日，国务院办公厅又下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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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发〔2013〕109 号），自治区现代种业发展迎来了

难得的历史机遇，进入创新驱动与产业化发展的新

阶段。围绕 2 个《意见》的贯彻落实，自治区各级地

方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都把种业发展作为确保农业

品种种植安全、种子供应数量安全、种子供应质量安

全的大事来抓，制定促进种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落

实各项扶持政策，积极引导育种资源、技术、人才等

要素向优势企业流动。自治区农牧业厅积极整合统

筹项目资金，切实加强了以企业为核心的商业化育

种能力建设，品种选育和推广水平明显提升，区内

企业玉米自有产权品种市场占有率达到 25% 以上。

全区建设了一批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机械化的

玉米、马铃薯、小麦及蔬菜种子生产基地，良种保障

能力进一步增强。2015 年投资建设的位于海南省

乐东县占地面积 34.98hm2 的自治区南繁育种基地

投入使用，打造了内蒙古自治区优良品种南繁加代

科技创新平台，为自治区现代种业创新服务发展提

供了有力支撑。

2　种业发展成就
2.1　机构不断完善，监管服务能力增强　到 2017
年，全区共设立各级种子管理机构 89 个（包括 1 个

省级、12 个盟市级、76 个旗县级），管理人员总数

达 1806 人。全区建成了以 1 个省级检验中心、7
个盟市级检验中心为架构的农作物种子质量监督检

测网络，通过强化监管与服务，为种业发展创造了良

好环境。

2.2　区域试验基地稳定，品种管理工作规范　全区

建成覆盖 11 个生态区域的农作物品种试验网络，及

时为优质绿色品种审定提供科学依据。

2.3　种业整体质量提升，结构进一步优化　截至

2017 年底，全区共有持证种子企业 193 家，年销售

收入达到20多亿元。其中，杂交玉米种子企业45家，

主要农作物常规种子企业 38 家，非主要农作物种子

企业 38 家，蔬菜花卉种子企业 15 家，马铃薯脱毒

种薯企业 57 家。主要农作物常规与杂交种子生产

经营企业形成 700t/h 的种子精选、加工、包装能力，

5300t/ 批的籽粒烘干能力；马铃薯脱毒种薯生产经

营企业形成 100 万 t 的种薯贮存能力，建成组织培

养室 5 万 m2，网室 85 万 m2。

2.4　种业科研投入增加，企业创新能力增强　

2015-2018 年自治区政府总计投入 2200 万元，在海

南省乐东县建成了 34.98hm2 的自治区南繁育种基

地，为自治区种业科技创新搭建了综合性服务平台。

种子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日益凸显，科研投入不

断增加，杂交玉米种子生产经营企业平均育种科研

投入达到利润的 8% 左右。2017 年区内自有知识

产权玉米品种种植面积占全区玉米种植总面积的

39% 以上，向日葵达到 55%、高粱达到 40%、谷子超

过 75%，种业科技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品种更新换

代步伐加快。

2.5　良种繁育基地稳定，供应保障能力提升　目

前，自治区已经形成了体现作物优势、自然优势、

区域优势的稳定良种繁育基地，基地面积保持在 
6.67 万 hm2 以上。

3　存在的问题
本区农作物种业发展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

仍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发展的质量及效益与国家

对现代种业发展的要求仍存在较大差距，发展的规

模及速度与本区是国家重要的农作物种子销售市场

和种子生产基地的地位还不相适应。突出表现为：

一是缺乏自治区专项资金推动自治区现代农作物种

业发展。尚未出台能有效减轻种子企业负担的减税

政策，发展的政策效应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二是种

子企业、科研机构、农业高校等各类创新主体协同创

新的机制尚未建立。种质资源精准鉴定与创新利用，

常规作物、区域特色作物挖掘利用亟待加强；杂交作

物育种方法、技术和模式落后，绿色优质特色主导品

种的选育推广工作不能满足新形势下对优化农作物

品种结构及功能的新要求。三是全球化的市场与价

格竞争、多样化和不确定性的市场需求，给种子企业

带来经营环境不断变化的挑战。市场存在结构性供

过于求和供给不足并存的问题。企业多、小、散的局

面没有得到根本性转变，企业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

力不强，品牌建设滞后，影响了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四是现代种业发展的基础条件和装备水平有待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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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各地揭开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序幕，1978 年国务院国发〔 1978 〕 97 号文件对种

子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全国各地种子管理机构和种子公司迅速得以恢复和重建。品种审定工作是种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河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工作经过 40 年的发展，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品种审定机制，审定和引进各类农作物品种 2592 个，这

些品种对促进河南农业生产上台阶、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改善人民生活质量发挥了重大作用。通过回顾发展历程以及建章立

制过程，思考品种审定的未来，达到改革创新、绿色发展、提升现代种业之目的。

关键词：品种审定；回顾；成就；现状；思考

回顾历程完善审定机制　改革创新发展现代种业
周新保　冉午玲　谢军保　刘诗慧

（河南省种子管理站，郑州 450046）

1　回顾历史，不断完善品种审定机制
品种审定工作经过 40 年的发展，形成了一套

较为完整的审定管理机制，引导了品种的选育方向，

审定了一批适宜河南省种植的品种，对促进河南农

业生产发展、保障国家粮食供应安全、改善人民生活

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建章立制上有 3 个鲜明的 
特征。

1.1　审定法律地位的确立　1979 年 11 月经省人民

政府批准，成立了河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

1980 年河南省人民政府发布了《河南省农作物品种

审定暂行规定》（豫政〔 1980 〕 180 号），指出“经

审定合格的品种，发给品种审定合格证书，并确定其

适应推广地区，再由种子部门加速繁殖、推广”。“对

目前生产上已使用的品种，要分期分批进行审查，对

升，供种保障能力需要进一步提高。已建成的农作

物种子繁育基地存在规划建设标准低，规模化、标准

化、信息化、智能化水平低，区域性特色作物与种苗

繁育基地规划建设滞后。五是种业监管重点由事前

向事中、事后转变，对完善种子管理机构和优化人员

素质提出了新要求。专业农场、种植大户、合作社等

新型经营主体的出现带来种子销售方式的变革，订

单农业、直销、网上销售给监管工作带来新课题。基

层种子管理机构建设弱化，职责不清、经费缺乏、人

员老化成为普遍问题。市场监管工作日趋复杂艰巨，

种业管理体系亟待加强。

4　发展展望
一是加强资源保护开发利用。建设完善农作物

种质资源库和种质资源圃，积极开展常规作物、区域

特色作物种质资源普查、收集、整理、精准鉴定与创

新利用。深度挖掘野生种、农家种等资源，扶持科研

单位公益性、基础性研究。二是推动科技创新。整

合种业发展社会资源，推动科企学联合攻关、联合创

新，推进自治区种业科技成果转化和人才合理流动，

建立完善激励有效、约束有力的利益联结和协同创

新机制。三是优化种业发展环境。理顺种子管理机

构各项职能职责，增强监管力量，加大监管力度，严

厉打击各种违法行为，加大对遵纪守法、创业创新、

服务社会的企业支持力度，优化种业发展环境。四

是提升品种管理水平。完善品种试验与抗性鉴定网

络和评价标准体系，引导育种者选育绿色优质、高抗

低耗、专用特用、适宜机收优良品种。推进农作物种

子质量检测体系建设，加快开展种子活力检测工作，

积极开展品种跟踪评价工作，形成合理的退出机制，

为农民选种用种提供服务。五是加强良种繁育基地

建设。按照“政府扶持，社会协同”的原则，积极争

取、整合项目资金，建设稳定的玉米、小麦、大豆、马

铃薯、向日葵、常规水稻、高粱、常规谷子、杂豆、荞麦

及蔬菜种子（苗）生产基地，提升供种保障能力。六

是提升种业聚集度。推进种子产业园、种业科技园和

种业特色小镇建设，创新建设模式，整合县域种业发

展资源，形成区域发展整体优势，提升种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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