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邯郸市种业发展调研及思考
刘　欢　关秋菊　郜江晶

（河北省邯郸市种子监督检验站，邯郸 056002）

摘要：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只有种业安全得到保障，粮食安全才能得到保障。当前邯郸市种子企业经营主体多元化，研

发实力和加工能力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企业规模偏小，创新能力不强，种子供需结构性矛盾突出，种业市场监管缺位等种

种问题限制了邯郸种业的发展，从鼓励企业优化升级、增加科研投入、培育优势品种等方面提出对策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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邯郸市是农业大市，常年粮食种植面积 73.3 
万 hm²，据 2018 年统计数字显示，全市小麦种植面

积 37.4 万 hm²，玉米种植面积 39 万 hm²，花生种植

面积 2.8 万 hm²，主要粮油作物面积居全省第一，粮

油作物种子需求量也位居全省首位。2018 年以来，

邯郸市种业系统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下决

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重要指示精神，围绕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需求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启动实

施种子质量年活动，种业发展环境不断优化，创新步

伐加快提速，推进现代种业发展继续保持良好势头。

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还存在很多问题和矛盾。

1　邯郸市种业发展现状
1.1　种子经营主体多元　自 2000 年 12 月 1 日《种

子法》实施以来，邯郸市种子产业形成多种所有制

形式并存的状况。据 2018 年统计数字显示，全市种

子销售门店 2200 余家，持证种子企业 66 家，其中经

营农作物杂交种子及其亲本种子的企业 8 家，经营

主要农作物常规种子的企业 19 家，经营非主要农作

物种子企业 38 家。种业主体呈现出明显多元化的

特征，有改制的股份制种子公司，也有新兴的民营种

子公司等。

1.2　种子研发实力增强　种子研发实力不断增强，

品种选育成效显著。新《种子法》和《植物新品种保

护条例》的实施，有力地推动了植物新品种的选育

和应用，促进了种业科技创新以及企业自主研发新

品种的积极性，新品种推广速度明显加快，良种覆盖

率显著提升，企业逐步成为育种创新的主体。据统

计，截至目前，企业拥有自主产权品种 68 个，其中小

麦 29 个、玉米 34 个、棉花 5 个。

1.3　种子加工能力提高　种子生产加工能力不断

提高，种子质量控制得到加强。拥有种子生产基地

6700hm2，其中玉米制种基地 2700hm2，小麦种子繁

育基地 4000hm2。多个企业承担省、部级小麦、玉米

品种试验，国家棉花品种展示，大学教学实习基地及

建议增加品种真实性和纯度分子检测方法，增加活

力和重要作物严重病害的检测方法。推进各作物

SSR 和 SNP 分子标记技术鉴定作物品种真实性和

纯度的技术规程，对现有存在问题的分子检测技术

标准开展修订，实现所有审定、登记作物都有品种真

实性、品种纯度分子检测标准，以便尽快完成 DNA
指纹数据库的构建，为市场监管执法和品种管理提

供依据。推进种薯种苗检测标准制修订，建议以审

定和登记作物为重点，逐步研究和制定针对种薯种

苗质量指标的检测标准。研制一批田间检验与小区

种植鉴定技术规范，开展田间小区种植鉴定相关程

序标准的制定，加强主要农作物和重要经济作物过

程控制，为开展种子质量监督抽查和种子认证工作

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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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教学基地，商业化育种试验站，邯郸特色产业试

验站等项目。商品种子生产能力达到 3.5 万 t 以上，

种子加工能力达到 10 万 t 以上，种子包衣应用面积

达到 46.7 万 hm2 以上，拥有河北南部最大的棉花种

子泡沫酸脱绒加工厂，10t/h 棉花种子加工流水线 1
条，年加工棉花种子 5000t。年种子质量检验能力

3000 份，种子质量抽检合格率逐年提高。

2　种业发展存在问题
2.1　种子企业多小散弱　邯郸市现有农作物种子

企业多数存在产销规模不大、辐射区域不广、市场占

有率不高、品牌影响力不强的问题。全市目前只有

1 家企业注册资本 1 个亿，销售额超亿元的公司（河

北沃土种业股份有限公司，2016 年 8 月 8 日正式在

新三板挂牌上市，是河北省种子行业第 1 家上市公

司）。绝大多数种子企业主要服务邯郸本地市场，没

有走出河北和华北区域，缺乏大区域级别和国家级

别的种业品牌。

2.2　种业科技创新能力不强　缺乏种业创新团队

和领军人才，专业技术人员少。种业科技创新基础

平台很少，设施装备落后，多数种子企业主要依靠科

研院所的平台延伸和技术依托。育种的少，扩繁的

多，个别企业拥有自有品种权，多数企业依靠扩繁他

人品种。

2.3　品种供需结构性矛盾突出　近 2 年审定品种

数量大幅增加，为农民提供了多样选择，但部分品种

同质化严重，不适应节肥节水节药、机械化生产、轻

简化栽培的绿色发展要求。农民选择品种难度增加，

品种使用风险加大。

2.4　种业市场监管缺位　随着种子供求形势深刻

变化，供大于求的矛盾日益突出，市场竞争日趋激

烈，在利益驱动之下，各种套牌侵权、无证经营及品

种真实性等问题层出不穷。与此同时，相应职能

部门及执法队伍人员的能力、素质、手段和业务经

费等适应不了监管需要，种子案件查处工作不能

及时有效地展开，极大地扰乱了种业市场的正常 
运行 [1]。

3　对策和建议
3.1　鼓励种子企业优化升级　加速告别企业“多小

散弱”。经验表明，企业强则种业兴，只有培育一批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种业“航空母舰”，才能全面提升

现代种业发展水平 [2]。支持大型企业通过并购、参

股等方式进入种业；鼓励种子企业间的兼并重组，尤

其是鼓励大型优势种子企业整合种业资源，优化资

源配置，提升内生动力、发展活力和竞争实力，培育

具有核心竞争力和较强市场竞争力的“育繁推一体

化”种子企业，以适应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和构建现代农业生产体系的时代要求 [3]。

3.2　培育特色品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抓紧

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品种”。作为农业“芯

片”，种业的创新是引领现代农业发展的第一源动

力，推动种业持续创新是现代种业发展的核心任务。

随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绿色、高质、高

效品种更有市场竞争力。在以后的品种选育环节，

要重视绿色发展理念，加快抗病抗逆、节水省肥的资

源集约型品种选育。

3.3　实施种业发展保障工程　种业发展是一项系

统工程，需要充分的条件保障。一是要加强组织领

导，科学制定种业发展规划，明确种业发展目标和重

点任务，优化配置种业发展资源。二是要强化政策

支持，在现有政策的基础上，同时整合财税、信贷等

政策措施，加大对引进种业创新人才、育种基础设施

建设、培育新品种的支持。增加信贷投入，逐步建立

以企业投入为主体、政府投入为引导、金融信贷和风

险投资为重要支撑的多元化、多渠道、多层次的现代

种业投入机制。

3.4　强化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　种子市场秩序问

题是制约种业发展的关键障碍性因素。只有加强市

场监管，才能营造公平、规范、法治的良好市场秩序

和环境，推动种业市场形成良性竞争的运行机制，形

成诚信企业发展壮大，失信企业寸步难行的信用机

制，让信用成为种子市场经济的“硬通货”，让种子

行业在不断合作和良性竞争中累积更多实力，为优

质、有潜力种子企业的健康快速成长腾出发展空间，

推动种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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