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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特色种业发展新趋势
王兵海　徐亚会

（河北省种子总站，石家庄 050031）

摘要：近年来，河北省把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作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的重要支

撑力量，在特色种业发展上取得明显成效。通过总结梳理河北种业发展新形势，对河北种业发展面临的新问题进行了分析，提

出了推动河北种业特色发展的对策建议，为新时期河北种业发展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关键词：河北；特色种业；新形势；发展

国以农为本，农以种为先。发展现代农业，必

须率先创新发展种业。种业已经成为国家基础性、

战略性核心产业，是农业科技进步的重要标志。河

北省把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作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举措 [1]，加快科技创

新，推动传统种业向现代种业发展转变，在特色种业

发展上取得明显成效。推动新时期河北种业发展，

需要进一步总结前期经验，摸索出河北特色种业创

新发展的新规律。

1　河北农作物种业新形势
1.1　特色品种数量不断增加　河北省先后建成小

麦、玉米、谷子、马铃薯、棉花等 9 个国家农作物改

良中心（分中心），特色节水小麦、强筋小麦、杂交谷

子、马铃薯、甜糯玉米、“双高”大豆、甘蓝以及部分

瓜菜等特色育种发展迅速，位居全国前列。其中，

节水小麦品种推广再创佳绩，育成节水小麦品种 80
个，6 年累计推广面积达到 218.1 万 hm2，占小麦种

植面积的 94.5%，实现节水超过 1636 亿 L，走出了一

条政策引导、生态改善、农民受益、种业发展的成功

之路。优质强筋小麦育种全国领先，在全国最早开

展优质强筋小麦品种选育，培育出全国第一个可替

代进口的强筋小麦品种师栾 02-1；目前，从事强筋

小麦育种的单位达到 10 家以上，通过省级以上审定

的品种达到 56 个，种植面积 24 万 hm2，占全省小麦

种植面积的 10%。河北巡天杂交谷子全国首创，15
个谷子杂交种成功应用于生产，每 667m2 最高产量

为 810kg，创造了世界谷子单产的最高纪录，现已在

全国 14 个省（区）累计种植推广达到 133.3 万 hm2， 
并走出国门推广到非洲。

1.2　供种保障能力稳步提高　全省年生产种子 5
亿 kg 左右，种子质量合格率、优良品种覆盖率均稳

定在 98% 以上，生产用种自育率达到 86%，其中小

麦达到 90% 以上。蔬菜用种正由种子向种苗快速

转变，百万株以上的种苗育苗场发展到 175 家，其中

年育苗量 1 亿株以上的达到 50 家，年育苗总量达到

100 亿株，覆盖面积 27 万 hm2。依照生态类型建设

主要农作物和特色农作物标准化良种生产基地，在

冀中、冀南建设优质小麦繁种基地；在冀北、冀南建

设谷子制种基地；在太行山沿线适宜区建设甘蓝种

子生产基地；在坝上地区建设马铃薯种薯繁育基地。

目前，标准化、规模化的农作物良种繁育基地 85 个，

繁种面积 2667hm2，确保了供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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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种子企业实力不断增强　据统计，2019 年全省

取得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企业 403 家，年销售收入

达到 38 亿元，年利润 4.6 亿元。以企业为核心的良

种育繁推一体化格局正在形成，全省种子企业年科

研投入超过 1.4 亿元，企业在省级审定品种中占比

达 60% 以上。巡天种业与张家口市农业科学院、河

北省农林科学院谷子研究所与东昌种业等种业权益

改革试点工作取得显著进展，科企合作持续深入，连

接纽带不断加强。三北种业、国欣总会、雪川农业、

河北巡天 4 家企业进入全国种业 50 强，入围企业整

体数量居全国第 3 位。省内实行“生产经营相结合、

有效区域为全国”种子企业达到 8 家。20 家企业的

中国种子行业信用评价达到 A 级以上，其中 8 家达

到 AAA 级。

1.4　品种试验能力显著提升　全省建立 16 个玉米

品种试验联合体、8 个小麦品种试验联合体、1 个

棉花品种试验联合体，4 个玉米绿色通道试验，设立

15 个特殊类型品种试验。在全省不同生产类型区

建设小麦、玉米、棉花、大豆、水稻等主要农作物新品

种区域试验站 94 个，每年测试主要农作物品种达到

1000 个以上，有效缓解了优势作物品种参试难的问

题。协调省内 75 家单位在海南国家南繁核心区建

成近 93.3hm2 新品种繁育、加代、鉴定基地，为加快

育种进程、提高育种效果提供了有效保障。

2　河北种业发展面临的新问题
通过多年的努力，河北现代农作物种业相比过

去取得了长足进展，但受项目资金投入、市场规模、

品种选育周期等方面的限制，面对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新要求，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

的问题。

2.1　种业集中度低　据分析，河北省现有种子企业

403 家，注册资本在 500 万元以下的占 44.7%，超过

亿元的仅有 12 家；销售额超过亿元的有 7 家，其余

种子企业的销售总额为 26.61 亿元，平均销售额不

足 700 万元；中国种业骨干企业 50 强仅有 4 家。种

业企业中，大部分为销售型种子企业，具备品种研发

能力的企业数量较少。

2.2　特色专用品种少　从当前育成的品种看，主要

以粮食类、高产高水肥品种为主，具备较高的经济价

值，适宜机械化、轻简化栽培，肥水高效利用的特色、

专用品种还比较少，难以满足农业高质量发展和市

场对优质特色化农产品的需求。

2.3　育种手段比较单一　目前，大多数企业和科研

单位的育种方法仍以常规育种方法为主，具备较强实

力，能够运用分子技术等现代育种手段开展育种的科

研单位和企业占比较低。从生产实践看，审定、登记

的新品种数量明显增加，但突破性品种仍然偏少。

3　推动河北特色种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3.1　打造特色种业龙头企业　积极引导社会资本、

专业团队参与河北省企业投资管理，推动省内种企

兼并重组，支持具备条件的种子企业上市融资，借力

资本市场实现快速发展。充分利用好财政投入，鼓

励引导企业及社会资金投入，争取更多国家项目，重

点扶持企业完善品种研发条件、繁育与示范基地、生

产设备等基础条件，全面提升种企基础设施水平。

借鉴外省做法，争取税务部门对省以上“育繁推一

体化”种子企业免除企业所得税及土地使用税等税

收。推动种子企业延伸产业链条，以产业链视角明

晰种业定位，把种业做成联接上下游的核心产业，以

强筋小麦开发、谷草转化、青贮玉米打包和马铃薯产

品研发等为重点，努力构建与种植全程机械化服务、

粮经饲综合利用、农产品深加工等交叉融合的现代

种业产业体系。

3.2　推进特色种业做优做精　建立以企业商业化

育种为主体、以农业科研院所基础性公益性研究为

支撑，产学研用协同融合的现代种业科技创新体系，

坚持目标导向，针对不同地区资源禀赋、区位特点、

产业优势和市场需求，以特色小麦、鲜食玉米、高油

酸花生、马铃薯、谷子、甘薯、双高大豆、食用菌、中药

材、瓜菜种苗等 10 种优势作物品种发展为重点，加

强特色种质资源收集利用和现代育种技术创新应

用，打造全国一流、行业领先的特色种业。以提升影

响力为目标，着力培育一批市场信誉度高、影响力大

的优质品牌，把特色农作物种业做成带动农民增收

的大产业。

3.3　突出种业创新能力建设　创新现代种业科研

方式，支持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重点开展育种理论、

共性技术、种质资源挖掘创制等基础性研究和常规

作物育种等公益性研究。发挥品种审定和登记引领

作用，引导科研单位在品种选育上向高产稳产、绿色

优质、特色品种方向发展，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完善育种设施，促进种业资源整合，培养和集聚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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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市级农业科研单位种业体系建设的实践与思考

——以淮安市农业科学研究院为例

周红军
（江苏省淮安市农业科学研究院，淮安 223001）

摘要：阐述了淮安市农业科学研究院通过确立长远发展战略、深化内部改革、加速研发力度、加强基地建设、实施品牌战略

和人才战略等措施加强种业体系建设方面的情况，提出农业科研院所种业体系建设必须依靠自身品质资源、科研成果和人才

优势，围绕自育核心品种，实行育繁推一体化经营，提高种业整体技术水平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农业科研单位；种业体系；实践；思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以下简称《种子

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的

颁布实施，使农业科研单位依托自身优势迈步走向

市场，具有科研优势的科研院所既搞科研育种又搞

种子经营，给农业科研育种单位大力开展科研育种

工作创造了千载难逢的契机。如何在体制改革中立

足市场、抢抓机遇、积极发挥自身优势，建设有特色

的地市级农业科研单位种业体系是当前农业科研单

位值得思考的问题。

1　总体目标
按照现代农业的发展思路和根本要求，紧紧

围绕产业结构调整总体目标，以农业增产、农民增

收为中心任务，以基础性研究开发与商业化育种

相结合的科技创新机制为支撑，提高农业综合生

产能力，增强农产品的竞争力，做大做强种子产业，

确保自身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增

强地市级农业科研单位发展后劲，促进地方经济 
发展。

种业科技领军和育种攻关团队，做好主导品种、搭配

品种、储备品种和特色品种规划。深入推进种业权

益改革，加快成果转化，激发科研人员创新活力。充

分发挥企业在聚集资源、培育品种、拓展市场、延伸

服务中的核心作用，构建以产业为主导、科技为支

撑、企业为主体、育繁推有机结合的现代农作物种业

体系 [2]。加强海南南繁基地建设，为育种和质量鉴

定创造条件。

3.4　提升种业管理服务能力　加强技术支撑体系

建设，增加特殊用途、特殊地区等特色农作物品种试

验，规范品种试验、品种测试、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

构建特色作物品种 DNA 指纹数据库，提升质量检验

检测能力，推进质量认证工作。加强救灾备荒种子储

备建设，健全种子储备动用机制 [3]，形成适应全省种

子安全需求的新型救灾备荒种子储备体系，保障农

业用种安全。加大优质、节水等绿色农作物品种的

审定力度，加强种子市场监督检查，实行检打联动、

部门联动、区域联动，严厉查处套牌侵权、未审先推、

制售假劣种子、无证生产经营等违法行为，扎实推进

植物新品种保护工作。保护种业创新环境。加强种

子管理队伍建设，建立健全种子管理体系，提升管理

人员素质，努力培养一批“懂业务、善管理、爱种业”

的管理人才，为河北种业发展提供有力人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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