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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种子法》规定引种实行备案制度，由于有关法律法规对引种备案的规定比较简单，由此引发了对如何开展引种

备案的不同意见，笔者结合学习和工作实践，对引种备案材料省级农业主管部门有无审查责任、有无品种的市场准入问题、谁

是引种者、由谁承担抗病性试验等提出一些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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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引种备案工作的几点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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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种子管理总站，石家庄 050031）

能满足需要，选育宣传推广工作还需进一步加强。

3.2　加大农机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扶持力 
度　玉米籽粒机收，新型的经营主体是关键。要认

真落实吉林省农委、省财政厅《2016 年全程机械化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机装备建设实施方案》，尽快培

育一批有实力、懂经营、会管理的农机合作社等新型

生产经营主体。通过他们的示范带动，促进玉米籽

粒机收与烘干实用技术的推广和应用。

3.3　加大土地确权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的工作力 
度　玉米籽粒机收，适度的经营规模是前提。各地

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办和国办印发的《关于完善农村

土地所有权承包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优化土地

资源配置，引导土地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集中，促进

适度规模经营快速发展，为玉米籽粒机收创造条件。

3.4　加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机械烘干能力建设力 
度　机收籽粒后如果无法烘干，不但不能节本增效，

还会带来重大损失。因此建议政府在组织好粮食收

储企业与籽粒机收主体搞好对接的同时，还应当加

大粮食烘干设施的购置补贴比例，鼓励农机专业合

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自建烘干塔，一社一塔，以

解除机收籽粒的后顾之忧。

3.5　加大农艺与农机深度融合和农机手的培训力 
度　要宣传引导农民因地制宜选择机收粒玉米品

种；要改进耕作制度，做到垄距与割台相匹配；要引

导农民连片种植，提高播种质量，克服缺苗断垄现

象；要改进机具的容忍度，加强售后服务和机手的作

业培训，提高收获质量和收获效率。

 （收稿日期：2016-11-18）

新《种子法》规定通过省级审定的农作物品种，

其他省属于同一适宜生态区的地域引种农作物品种

的，引种者应当将引种的品种和区域报所在省农业

主管部门备案。新《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规

定省级农业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同一适宜生态区省际

间品种试验数据共享互认机制，开展引种备案，省级

农业主管部门及时发布引种备案公告，即农作物品

种引种实行备案制度。法律法规对引种备案的规定

比较简单，由此引发了对如何开展引种备案的不同

意见，笔者结合学习和工作实践，谈一些个人看法。

1　 省级农业主管部门对引种备案材料有无

审查责任？
首先答案是肯定的，省级农业主管部门对引种

备案材料有审查责任。省级农业主管部门接受引种

备案材料后，就要发布引种备案公告。党政机关公

告适用于向国内外宣布重要事项或者法定事项。引

种备案公告是省级农业主管部门就引种备案事项发

布的正式公文，自然要对其行文负责任。同时，省级

农业主管部门主管全省种子工作，负有种子市场监

管职责，每年都会主动开展市场检查，查处违法行

为，处理举报案件，对于报送到手里的材料自然也要

审查。如果农业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对承办材料中

的问题视而不见，就涉嫌渎职；如果对存在引种备案

材料不全、引种区域超越适宜种植区域等问题的引

种备案予以公告，进而引发品种安全性、适应性等纠

纷，省级农业主管部门难辞其咎，有可能成为附带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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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甚至被追责。当然省级农业主管部门的审查只是

简单的形式审查（书面审查）而非实质审查，更不是

审批，即将发现的问题告知引种者，提醒引种者补充

修订备案材料，引种者对备案材料的真实性和品种

的真实性、安全性及适应性负责。

2　有无品种的市场准入问题？
答案是无。《种子法》规定了 2 类市场准入：一

是企业准入，即生产经营许可；二是品种准入，即主

要农作物品种审定（还有列入目录的非主要农作物

品种登记）。新《种子法》将省际间同一适宜生态区

主要农作物引种由原来的省级农业主管部门同意修

改为备案，新《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规定建立

同一适宜生态区省际间品种试验数据共享互认机

制，体现的都是放开的思想，目的是打破省际间品种

推广的市场壁垒，因此，笔者认为不存在审定品种在

省际间同一适宜生态区的市场准入问题。当然，引

种备案也是品种进入市场的一种管理方式。

3　谁是引种者？
对此争议很大，主要有 2 种意见，一种意见认

为谁都可以引种，一种意见认为具有相应作物种子

生产经营资质的企业才能引种。引种是为了推广

种植、生产经营，《种子法》规定销售的种子应当加

工包装（不能加工包装的除外）、附有标签，《农作物

种子标签和使用说明管理办法》规定引种备案种子

的标签上须加注引种备案公告文号，以此推理，引

种者应该是具有相应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资质的企

业（生产经营类型为 A、B、C、E、F、G），只有他

们才能够加工包装种子，在包装物表面印制、粘贴

标签。如果说谁都可以引种，比如专门经营不再分

装的包装种子的门市部（零售商），他不具备加工

包装种子资质，取得了引种备案公告号也不能上包

装、附标签，引种备案与他没有直接利害关系，因而

对于生产经营没有实际意义；如果这家门市部（零

售商）私自上包装、附标签，那就违反了种子生产经

营许可制度；如果这家门市部（零售商）取得了引种

备案公告号，委托一家具有相应作物种子生产经营

资质的企业加工包装附有包含引种备案公告号的

标签，就会出现张三备案、李四借用备案公告号的

问题，而这家具有资质的企业未引种备案，同样违

法。并且，由于《种子法》规定种子生产经营者对标

注内容的真实性和种子质量负责，《主要农作物品

种审定办法》规定引种者对引种品种的真实性、安

全性及适应性负责，如果张三备案而不包装经营，

李四借用备案公告号包装经营质量合格种子，一旦

发生品种安全性、适应性纠纷，张三可能以无种子

生产经营行为推卸责任，而李四可能以种子质量合

格，引种品种的安全性及适应性应由法定的责任 
人——引种者负责推卸责任，将会出现责任认定和

谁赔偿的问题和困难。

客观地说，主要农作物引种备案制度已经打破

同一适宜生态区省际间品种推广的市场壁垒，拥有

品种单位可以方便地在拟引种省办理引种备案，其

简化程序、促进优良品种推广的本意和制度设计已

经实现，今后的关键是省级农业主管部门本着高效

便民的原则履职尽责、抓好落实。如果再允许借用

备案公告号，将给日后的市场管理、案件查处、纠纷

调解、赔偿责任确定带来困难，不利于规范种子市场

秩序，从制度设计上来看似乎没有必要。

4　由谁承担抗病性试验？
《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第四十一条规定：

引种者应当在拟引种区域开展不少于 1 年的抗病性

试验。对于参加审定的品种，抗逆性鉴定由品种审

定委员会指定的鉴定机构承担。如果同一适宜生态

区的 2 个省指定同一家鉴定机构承担抗病性鉴定，

那么，在拟引种区域内再由同一家鉴定机构鉴定抗

病性显然是重复的，增加了引种者负担，在此情况

下，由引种者或其委托的其他单位承担抗病性试验

是合理的。如果同一适宜生态区的 2 个省指定的抗

病性鉴定机构不是同一家，并且，拟引种区域病害

较重或病害种类不同，那么，在拟引种区域委托所在

省指定的鉴定机构鉴定抗病性是一种稳妥可靠的做

法，更能体现引种者对品种安全性负责的态度，减少

由此产生的赔偿行为，当然，这不能成为否认有能力

的引种者自己开展抗病性鉴定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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