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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种业发展调研报告
田　龙　韩媛芬　丁维汉

（陕西省西安市种子管理站，西安 710054）

摘要：农作物种业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核心产业，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农业现代化、增强农业综合竞争力具有重

要意义。为全面掌握西安市种业发展状况，加快推进西安市现代种业发展，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种业专项调研，针对西安市种

业发展现状、取得的成绩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 4 点具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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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是农业科学技术进步的主要载体，也是改

善农作物品质，提高农作物产量，提升农业生产能

力和整体经济效益，实现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自

2000 年《种子法》颁布实施以来，在省级有关部门和

领导的高度重视下，西安市种业有了长足发展，对省

内乃至全国农业生产、农产品有效供给和促进农民

增收作出了重要贡献。

1　西安市种业发展现状
1.1　种子管理机构建设情况　全市现有市、县（区）

两级种子管理机构 10 个，农业综合执法大队 1 个，

在职管理人员 176 人，其中技术岗位 82 人、管理岗

位 17 人、工勤岗位 58 人。持有执法证的 76 人，具

有种子检验资质的 38 人。

1.2　种子市场经营情况　全市现有种子从业人员

2000 多人，持证种子企业 37 家（持陕西省农业厅颁

发的 B 证企业 6 家，持西安市农业农村局和县区农

业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非主要农作物生产经营企业

31 家），占全省持证企业的 37.8% ；种子经营门店

778 个；全市现有集种子、农药、化肥、农膜为一体的

交易市场 2 个。

低、技术力量薄弱、脱毒种薯推广率不高等问题，提

出了以下几点建议。

4.1　提高认识　各级干部要充分认识马铃薯在保

障粮食安全、增加农民收入、精准脱贫和优化产业结

构上的作用，加大资金和项目支持，加强监督管理，

加强良种良法推广和种薯监管，推进马铃薯生产机

械化，建设规范化、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加强产品

营销，做好品牌建设。同时，引进民营资本进入山西

省马铃薯产业领域，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对地方经

济发展和农民就业、增收贡献突出的马铃薯生产、加

工、销售企业及合作社、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等市场

主体给予奖励 [2-3]。

4.2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利用高标准农田建设项

目，改造种植田地，建设绿色高产高效示范园区，挖

掘马铃薯最高产量、最大产值、最好质量潜力。调整

加工产业结构，做好污染设施的补贴建设。加快全

省试管苗扩繁建设，提高马铃薯原原种生产能力。

重点完善以晋西北为主的原种繁殖基地建设，配套

建设大型马铃薯恒温储藏窖，降低贮藏期间的烂薯

问题。力争早日建成山西省马铃薯种薯质量检测中

心，加强对全省脱毒种薯生产的质量检测。

4.3　品牌打造　培育发展一批专门从事马铃薯经

销的公司、合作社和运销大户，改善马铃薯贮藏、包

装、运输条件和技术，对外销鲜薯进行分级包装、精

包装，通过岚县土豆花节、中国（山西）特色农产品

交易博览会、中国马铃薯大会等宣传，把山西马铃薯

品牌推介出去。支持申报马铃薯有机、无公害、绿色

产品，支持申请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和注册马铃薯产

品商标，打响山西马铃薯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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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情况　西安市从事科研育种

的企、事业单位及个人共 25 家、育种人员 129 人（事

业单位 2 家，27 人；企业 21 家，100 人；个人育种者 2
人），其中高级职称 26 人、中级职称 41 人，中、高级职

称占比为52%，研究方向为小麦、玉米、花卉、草莓、蔬

菜、食用菌育种等。在科研经费投入方面，2015-2019
年全市育种科研投入累计 3400 多万元，其中 2015 年

780 多万元、2016 年 770 多万元、2017 年 640 多万元、

2018 年 660 多万元、2019 年 600 多万元。

全市在海南进行加代育种单位 10 家，科研人员

50 多人，年南繁面积 8.6hm2 左右。建有固定育种基

地 3 个，分别是西安市与秦龙公司合建的南繁育种

基地，西安市鑫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南繁基地，西

安市户县润丰种苗有限责任公司的南繁基地；其他

企业在陕西省南繁育种基地或在海南临时租地进行

育种工作。

1.4　区域试验站（点）建设情况　全市种子管理部

门建有农作物品种区域试验站及示范点 8 个，面积

约 23hm2，承担着省、市级及本辖区的新品种示范展

示工作。企业建有试验站 7 个，面积约 33hm2，为本

企业发挥新品种的示范展示功能。此外，还有 3 家

企业承担国家、省级小麦和玉米联合体区域试验工

作（阎良区农业新品种试验站、西安大地种苗有限

公司、西安鑫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1.5　种子繁育及供种保障情况

1.5.1　优化种子生产基地布局　西安市种子企业

因地制宜、综合考量，优化种子生产优势区域布

局，建立相对稳定的种子生产基地。2019 年全市

辖区内小麦繁种面积 2600hm2，省外基地繁种面积

3000hm2，玉米繁种面积约 400hm2。加上企业库存，

繁种量在满足本辖区生产用种的同时，部分品种可

向辖区外供种。

1.5.2　健全种子供需监测预警和储备制度　西安市

每年都进行农作物种子春季供需形势调查，强化各

区县种子供需信息的监测、采集，及时将相关种情上

报省种子管理部门，确保农作物种子供种安全。落

实国家救灾备荒种子储备计划，确立西安鑫丰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为国家救灾备荒种子储备计划

企业，确保用种安全。

2　西安种业发展取得的主要成效
2.1　农作物科研育种成果丰硕　据统计，2000 年至

今，全市引进、育成、推广各类作物品种 110 多个。

育成玉米品种 33个，累计推广面积 650万 hm2 左右，

户单 1 号、户单 4 号等玉米品种在全国年推广面积

达 80 万 hm2 以上。陕西秦龙绿色种业有限公司先

后选育玉米品种 25 个，全国累计推广面积 620hm2

左右，秦龙 14 玉米品种全国累计推广 140 万 hm2 左

右，荣获陕西省科学技术一等奖。育成小麦品种 26
个，阎良新品种试验站选育的小麦品种阎麦 8911，
在黄淮海地区累计推广 66 万 hm2 左右，先后荣获陕

西省科学技术三等奖、中国杨凌农业博览会后稷奖，

新选育的阎麦9710及阎麦2037推广面积逐年增大。

西安鑫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新选育的秦鑫 106-5
小麦品种正在加速推广。育成番茄及樱桃番茄品

种 32 个，其中早丰、早魁、宝冠、毛粉系列、金鹏系列

番茄品种成为省内乃至全国不同时期的主栽品种。

西安金鹏种苗有限公司选育的金鹏系列番茄品种，

在 2010 年前，高峰期在全国的年推广面积 53 万 ~ 
60 万 hm2，占粉红保护地的 50%~70%，2014 年以来，

每年推广面积 7000hm2，占国内市场的 5%，先后获

西安市临潼区科学技术奖 4 项奖项。西安市农业技

术推广中心先后选育了花椰菜品种雪冠 65，番茄、

甜瓜及西瓜等 10 多个新品种，多次荣获国家、省市

农业及科技奖励。此外，石榴、猕猴桃等也选育出了

一批优良品种，为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农民增收、振

兴农村经济发挥了助推作用。

2.2　良种供应能力稳步提高　目前，西安市已初步

形成了小麦、瓜菜良种基地近 3333hm2，年产良种

5000 万 kg。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达到 96% 以上。

小麦、玉米等主要农作物和瓜菜种子实现了精选加

工、商品化包装和标牌销售，农作物种子年用种量在

4000 万 kg 以上。

2.3　试验示范服务体系成效显著　一是作物新品

种引进、试验、示范、推广能力稳步提高。先后建立

了西安市农作物新品种示范园和西安市农作物新品

种试验站，并在 7 个涵盖全市涉农区县建立较为稳

定的农作物试验示范点，全市年引进试验示范主小

麦、玉米新品种 200 多个，为不同生态区筛选适宜栽

培的品种 20 多个。筛选出西农 979、西农 3517、秦
龙 14、秦龙 18 等优良品种，成为当前的主栽品种之

一。2016-2018 年，全市年推广小麦优良品种近 60
个，推广种植面积 15 万 hm2 左右，年推广玉米优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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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近 50 个，推广种植面积 13 万 hm2 左右；2009-
2016 年连续承担市“菜篮子”工程项目，开展了瓜

菜新品种引进试验示范工作，为全市蔬菜生产提供

了一大批可推广的“名、特、优、新”瓜菜新品种。二

是发挥示范带动作用，组织全市种子管理部门在小

麦、玉米品种特征特性表现明显生长期进行观摩

考察，结合试验示范结果，认真研究品种布局指导 
意见。

3　种业发展面临的问题
3.1　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粮食种植面积日益减少　

粮食种植成本增大、效益低，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

加上城镇化建设用地扩大，粮食种植面积逐年减小。

西安市小麦种植面积从 2010 年前后的 20 万 hm2 左

右，下降到 2018 年的 15 万 hm2 左右，玉米种植面积

从 2010 年前后的 19 万 hm2 左右，下降到 2018 年的

12.5 万 hm2 左右。粮食种植面积的日益减少，导致

粮食产量下降；面积减少用种量也相应减少，种子企

业效益下滑，挫伤了企业科技创新的积极性。

3.2　新品种审定数量多，单个品种推广面积小　近

年来，由于拓宽了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渠道，新品种

审定数量呈现井喷式增加，导致品种创新能力差，有

突破性的品种少，一些品种推广速度慢、面积小 [1]。

有的品种刚通过审定，还未上量生产进行推广，就已

退出市场。

3.3　基层专业技术人员力量薄弱，试验示范水平不

高　品种试验示范是一项繁琐而艰辛的工作，涉及

田间调查记载、数据分析，专业技术要求强，基层种

子管理部门缺乏专业技术人员，全市承试专业技术

人员占比 15% 左右，有的区县承试专业技术人员

占比不足 10%，使试验示范工作的规范性和科学性 
降低。

3.4　企业经营收益下降，科研投入逐年下降　随着

种子行业垄断经营的打破，品种趋同化加剧，种子市

场竞争日趋激烈，种子企业的经营收益随之下降，为

保证生存，企业科研投入呈逐年下降趋势，如以玉米

育种为主的陕西秦龙绿色种业有限公司 2015-2016
年研发投入 120 万元左右，2018-2019 年研发投入

下降到 70 万元左右。

4　加快种业发展的措施与建议
4.1　完善惠农政策，持续提升粮食生产引导力　惠

农政策是促进粮食生产的强大引擎。目前，农业仍

是国民经济中的薄弱环节，因此要加大对粮食区地

方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要进一步完善种粮直补、

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农机购置补贴等政策，探

索实施植保补贴和粮食生产各类保险政策，奖励在

粮食生产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先进单位和个人，营造

全社会重粮抓粮的浓厚氛围。

4.2　严把品种审定关，让好品种脱颖而出　各级作

物品种审定部门在品种审定过程中，要严控审定农

作物品种数量和质量，要加强品种试验管理，严格执

行主要农作物品种区域试验、生产试验程序和标准，

提高审定品种的质量，让优良品种能够脱颖而出，服

务社会生产。

4.3　重视试验示范工作，激发试验示范人员热情　

提高对试验示范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各级种子工作

部门要重视试验示范工作，加强试验示范园区专业

技术人员配备及试验示范工作经费的投入，保证试

验示范工作的顺利开展。品种试验示范是一项繁琐

而艰辛的工作，承试人员长期在田间工作，环境较

差而且任务重，热爱此项工作的人较少。因此，要

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保障工作经费及承试工作人

员待遇，结合培训、学习和奖励提高区试专业队伍的

业务能力，激发承试人员工作热情，充分调动工作积 
极性 [2]。

4.4　政府加大良种科技创新的扶持力度　新品种

研发周期长、投入大，通常一个新品种从开始选育到

通过审定并推向市场至少需要 5 年以上的时间，需

要大量资金、技术和人力投入。审定是否具有商业

推广价值仍有较大不确定性，研发前期企业承担风

险大。因此政府要整合育种科研资源，加大对科研

机构的扶持力度，鼓励其做好基础性的研究工作。

同时，对有研发能力的育种企业予以资金和政策上

的扶持，鼓励企业培育出更多有突破性的优质高产

新品种，切实提升西安市农作物品种的科技创新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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