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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界山区县农作物种子市场存在的问题及管理对策
程时军　陈新保　马国生　谈云昌　孙延阳

（湖北省阳新县种子管理局，435200）

摘要：省界山区县生态条件复杂，农作物品种多、乱、杂，代销户多，交通不便。作为种子管理部门，要求专业精通、服务意

识强，不光要保障农民的经济效益，更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为现代农业的发展保驾护航。本文主要分析基层县镇种子市场存

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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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种子是农业生产链的源头，是农业生产

中最基本、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

的基础。农作物种子不同于普通商品，是具有二次

生命的特殊商品，受地理条件、气候环境、土地状况

和生产水平的影响较大。作为种子管理部门，为现

代农业的创新发展保驾护航是基本职责。在省界多

生态山区县，国营种子公司退出市场行为后，如何

面对市场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特别是 2015 年 11
月 4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以下简称《种子

法》）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七次会议修订后，放宽了品种准入要求和市场准

入要求，放开了种子生产销售区域 [1] ；进一步开放

的市场环境，加强县、镇级种子管理十分必要。本文

以湖北省阳新县种子市场管理的实践为例，列出了

其在农作物种子市场存在的问题和关于加强市场监

管的对策，为省界山区基层种子市场管理提供参考。

1　 农作物种子市场的现状与市场化过程中

的主要问题
1.1　特殊的地理环境　阳新县地处鄂东南长江中

游南岸，东临长江，南与江西九江接壤，西穿鄂南赣

北山区与湖南岳阳为邻。境内海拔 8.7~862.7m，落

差 854m ；含长江在内的 6 大水系遍布全境，江河湖

泊之滨有狭长小平原；幕阜山脉向长江冲积平原过

渡地带，不完整山间盆地导致丘陵岗地与山沟梯田

交错起伏，是典型的省界多生态山区县 [2]。

1.2　农作物种子经营市场化过程　2000 年《种子

法》颁布实施后，种子产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国

营县级种子公司为主体的“育繁推一体化”格局被

彻底打破。大的格局上国家级大农业集团公司、股

份制民营公司逐步走向新的历史舞台。从市场需求

看，迫切需要品种更新换代；从经营主体需求看，迫

切需要全程化服务；从资源配置看，企业创新主体地

位突显 [3]。2002 年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率

先推行的区域代理制度，各大公司争先效仿，或地市

级、或县级发展了众多的代理商；2003 年德农正成

种业有限公司提出并初步实施终端经销商制度，直

接做到乡镇代理，推动了基层县镇种业市场化的进

程。2016 年新《种子法》正式实施后，开放的经营环

境成为种业新常态。截止到 2016 年底，阳新县级代

销商已经发展到 11 户；乡镇级代销商多达 102 户，

比《种子法》实施前增加了 82 户，净增 410%。

1.3　目前农作物种子市场存在的主要问题

1.3.1　代销网点众多引起经营秩序混乱　全县 20
个镇、区从 2004 年县种子公司公有制彻底退出市场

时，进入本县的农作物品种以水稻和玉米（以下简

称“二杂”）供应商由 15 家增加到目前的 78 家；所

委托的县级经销户由 3 户增加到 11 户；代销户平均

每个乡镇由 1 户增加到 5 户。因此，为了争夺销售

市场，有的种子公司不择手段搞“拉郎配”，乱委托、

乱设点等现象十分严重。

1.3.2　品种多、乱、杂现象引起农民购种难　以“二

杂”种子为例，2003 年进入本县种子市场的杂交水

稻仅有 25 个品种，杂交玉米有 15 个品种；而现在仅

杂交水稻品种就有 145 个，杂交玉米品种有 48 个。

由于品种多、乱、杂，农民购种时究竟选择哪个品种，

很难做出决定，高产高抗优质的品种无法大面积集

中推广，也不利于主要农业项目产业化的发展。如

阳新县种子公司申报审定的中九优 288 在 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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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 10 万 kg、2004 年推广 15 万 kg，而 2016 年单

一品种推广最多的也才 1.5 万 kg，算上因种植模式

改变导致的实际用种量的增加，单一品种的规模化

不及当年 1/10。
1.3.3　经营不规范导致违法行为频发　一是经营资

质不规范。主要表现在交通不便的山区偏远镇村，

一些蔬菜种子经销户、肥料农药经销户，甚至副食

店、五金店、百货店也在销售主要农作物种子，和执

法部门捉迷藏、打游击。二是经营品种不规范。主

要表现在未审先推、推广应当停止推广的退化品种、

包装不规范、经营档案不规范这 4 个方面。

1.3.4　经营人员专业素质低难以保证优质服务　在

县级市场，县种子公司公有制退出市场后，财政编制

内具备中、高级专业的技术人员调往农业局各处从

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导致个体代销户迅速发展，技

术服务型推广蜕变成营销型推广。在乡镇市场，目

前农业技术服务中心参与种子经营的仅 2 户，占比

不到 2%，而绝大多数是供销公司、生产资料公司等

解体单位的职工和家属以及其他单位退休的干部、

职工甚至农民，他们没有相关的专业技术职称，虽

然每年参加培训，但是专业基础太差，售前、售中和

售后服务不能到位，更不能适应种子产业化经营的 
发展。

1.3.5　档案不健全存在隐藏问题难处理的隐患　按

照 2015 年《种子法》修正本规定，种子生产经营者

应当建立和保存包括种子来源、产地、数量、质量、销

售去向、销售日期和有关责任人员等内容的生产经

营档案，保证可追溯。但有的代销户所做的流水账

只是作为经营结算的补充记忆，而不是保证质量追

溯的经营档案；有的代销户则将经营档案散乱放置；

甚至有的代销户将所有农资进行混合记账，查找起

来非常困难。

1.3.6　市场管理点、线容易查，面上不好找　至

2016 年，阳新县土地流转发展的种植业大户已有

758 户，分布在全县 20 个镇场区，他们所需种子多

数不经过代销网点柜台销售，而是由代销户直接送

到种植户家里，避开了种子管理部门的检查。一旦

出现种子质量问题，为了逃避处罚，经常私了完事，

结果是代销户无利益，农民受损失。

1.3.7　地域差异省界多生态实情与法规的冲突　阳

新县地处我国双季稻的北界，西高东低，同时具备湖

北省平原、丘陵岗地和山地 3 种地域结构 [4]，江河湖

泊小平原水稻适宜品种与江汉大平原相同；山地、丘

陵岗地适宜玉米品种与鄂西、鄂北二高山相同；山沟

梯田更与赣东北、湘东北、皖西南的水稻品种相同。

省界地区多生态实情导致购种方式由农民外购表现

较好的品种，引发经营户自发去邻省采购以保持市

场份额，发展到特意去寻觅独家代销品种，存在发生

种子事故的隐患。

2　农作物种子管理的对策和建议
2.1　强化法律意识，提高服务意识，充分认识监管

模式的变化　《种子法》实施以前，各地的监管基本

是行政指令性或行政指导性 2 种。笔者 1989 年参

加工作，到 2001 年目睹因私调种被撤职的乡镇农

技推广站站长多达 10 位，1993-2001 年曾走访全县

300 多个村调查乡镇农技推广站私调不规范的种子

情况，目的是用行政手段进行管理。现在是彻底的

依法行政，头悬利剑，对违法行为程序必须完善，执

法必须到位，并引导他们合法规范经营，服务好合法

经销户，让他们无后顾之忧。

2.2　顺应发展趋势，共同提高管理人员和经营人员

的综合素质

2.2.1　强化基层种子管理工作人员的培训　种子管

理工作是一项专业技术性较强的工作，这就要求种

子管理工作者，既要有一定的专业理论素养，又要有

一定的种子工作实践经验，还应掌握相关的法律知

识和一定的政策水平。因此，要建立健全种子执法

管理机构，着力提高工作人员素质，加强工作人员的

专业技术知识、法律知识的更新培训，使工作人员了

解农作物品种的特征特性、栽培技术和注意事项；掌

握法律法规的修正并准确解读依法行政；同时健全

完善各项规章制度，规范工作人员执法行为。只有

通过加强工作队伍建设，才能促进种子行政执法工

作的顺利开展。

2.2.2　加强各级种子经营业主和从业人员的培训　

此前种子管理局开展的各类培训，都是种子经营业

主参加者居多，从业人员没有全部参加。虽然县农

作物种子经营全面推行就业准入和执证上岗制度，

凡本辖区内从事种子经营人员必须经农业局组织的

业务技术培训，经考试合格，并取得相应的合格证书

后，方可从事种子经营活动；但是在实际的经营活动

中，部分业主当“甩手老板”，呼朋唤友找人顶替，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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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代销点劝告无效的要坚决取缔。

2.3　加强宣传，潜移默化，良性引导，净化种子市场

2.3.1　广泛利用网络、电视、报纸、短信等现代化宣

传工具　随时掌握种子市场经营动态，认真搞好种

子市场检查，重点宣传法律法规、优良品种、品种是

否审定、是否退化停止推广，种子质量是否达到国家

标准等各项指标，坚决杜绝假劣种子流入市场。

2.3.2　利用重大节日和大型活动进行宣传　比如

“3.15”期间和“放心农资下乡”活动中，用传统手段

发放宣传单、技术手册、法规手册的形式与农民面对

面的交流指导。

2.3.3　利用宣传车深入广大镇区，进村入户　广播

宣传种子法律法规和适应当地推广的优良品种，让

农民自觉购买放心种，不放过任何一个死角，让假劣

种子无滋生的土壤。

2.3.4　密切联系种植大户，及时了解他们的情况　

除了提供必要的法律和技术服务外，更重要的是防

患于未然，避免较大的经济损失。

2.4　精心布局本地区的品种展示点和优质高产品

种示范片　一是基层种子管理部门要根据省局的要

求，在全省展示品种清单和当地代销户新推广品种

中筛选适合本地区的品种进行展示和示范，专人负

责，规范操作，办成高规格、高标准的点片，真正筛选

出引导有利种业发展方向的优良新品种和有利当地

增产增收的优良新品种。

二是对各县级经营户试种品种要加强管理，具

体到什么品种，由哪家公司提供，是否参加省和国家

级区试，表现怎样，数量多少，布局的具体位置都要

登记造册，跟踪管理。

三是要组织代销户和农民代表观摩学习，明辨

优劣，为筛选出来的品种推广提供有力的证明，不要

盲目跟风。

2.5　市场监管规范化，监管内容具体化　一是进行

证照的重新清理登记。由代销户填写种子经营备案

登记表，经审核证照和经销手续是否齐全后，再发给

种子经营备案登记证。

二是限制经销点的委托单位。原则上一个种子

经销点只能接受 2~3 个委托单位的委托，考虑种子

品种的多样性问题，最多不超过 5 个委托单位，从源

头上制止一点多家代销和品种多乱杂现象的发生。

三是在市场检查中，如发现经销点未接受某委

托单位的委托却在销售其种子，或经营的种子超过

5 个委托单位的，一律以超范围经营进行处罚。

四是加强种子批次抽检。在种子销售季节，种

子管理部门应对进入市场的所有品种进行常态化

的质量抽检，凡抽检不合格的种子，立即停止销售，

一律责令退回或强制扣押；造成损失的首先处罚代

销商，再由代销商向委托经营单位索赔，并向社会 
曝光。

五是加强经营档案的规范管理。种子管理部门

应经常性地检查各代销点的经营档案是否按《种子

法》的规定制作，如制作不规范或未建立经营档案

的，均应按《种子法》的规定进行处罚；并按照省局

的要求进行网络备案，以适应大数据时代“互联网 +
种业”的远程统计分析与决策管理的需要。

2.6　代销户诚信评级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诚信是

社会最普遍也是最基本的伦理价值需要，尤其是经

济活动中需要诚信。一是对“3.15”种业失信黑名单

供种企业的品种严格把关，加强监管力度；二是对本

地代销商的经营情况进行综合评估打分，逐步建立

完善的诚信等级；三是对长期合法规范的代销商提

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

2.7　多点示范、多年种植后才能推广新品种　针对

阳新县丘陵岗地、山地与山谷梯田复杂的生态环境，

同一生态区省份审定的品种，要加强规范引导，按照

省级引种规定进行引种备案后方可推广。

2.8　运用网络化的工具及时沟通和联络　分别建

立本地种业 QQ 群和微信群，第一时间传递最新的

法律法规和省、市上级管理部门的文件精神；传递最

新的种业资讯，及时对售前、售中、售后服务加强业

务指导；传递农民的种植需求，加强管理者、经营者

和种植者的联系。

2.9　积极发挥种子行业协会的功能和作用　种业

协会作为种子管理部门联系种业的桥梁和纽带，既

要维护种业的权益，为种业企业服务，更要配合当地

种子管理局的工作，促进本地种业可持续发展。作

为种子管理的重要补充部门，协会给种子生产企业、

营销企业和产品终极消费者搭建信息沟通、经营合

作、技术交流的平台，营造公平、开放的环境，实现行

业自律，避免恶性竞争，处理好商业性纠纷，更好地

为农民提供优质服务。实践证明，种子管理部门通

过种子协会为会员提供政策咨询、技术培训、信息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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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地区种子户收入的影响因素及对策
吴青军

（青海省尖扎县种子管理站，尖扎 811299）

摘要：通过对尖扎县种子户的生产经营行为的考察，认为户主的民族传统和文化程度、经济能力、组织化程度和种子市

场环境都会影响到种子户的收入。建议完善种子知识传播体系、提高抗风险能力、完善种子市场管理体系以提高种子户收入 

预期。

关键词：影响；种子；收入

种子是最基本的农业生产资料，不可替代。种

子户是生产经营种子的最小单位，其生产经营活动

必然以获取一定经济利益为出发点。通过考察尖扎

县种子户的生产经营行为，可以看出种子生产新技

术、新成果只有被种子户应用于生产中，并获得不低

于社会平均利润水平的经济利益，才会有效地转化

为现实生产力，推动农业发展。

尖扎县地处黄河上游，海拔 1960~4800m，气候

垂直变化明显，坡大沟深，耕地细碎，农牧并举，以

种植业为主。现有种子户 1394 户，5526 人，制种田

153hm2。

1　影响种子户收入的因素
1.1　科学文化素质低，对种子生产新技术的认知能

力差　作为种子生产的基本单位，种子户户主的文

化水平、科学素质对种子生产有直接影响。种子生

产经营与粮食生产经营相比，种子生产经营要投入

更多的资金、劳力、智力、技术，风险更大。这要求种

子生产经营者应具备较高的科学文化素质，才能主

动规避风险，取得效益。

由于尖扎县是一个以藏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

聚居县，大部分农民信仰宗教，宗教影响着农业生

产的方方面面，在诸如播种期、收获期、用药时间等

重大农事活动中都伴随相应的宗教仪式，导致种子

户难以认识到种子生产新技术的作用。目前，全县

1394 户种子户中 40~50 岁的男性大多只上到小学

三年级，这些人正处在家庭核心地位，必然使经验和

传统习惯在种子生产中占主导作用，种子户户主会

不自觉地排斥陌生的新技术或对新技术产生恐惧

感、不信任感，从而影响制种收入；而家庭中文化程

度较高，认知能力较强的青年成员，大部分已完全脱

离农业，转入非农行业，没有脱离的则在大部分时间

从事比较效益较高的其他行业。近 10 年来 1394 户

种子户中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 194 名青年全部脱离

农业生产，留下的 310 名青年均为初中以下文化，这

其中的 187 名女性均为小学文化。留在家中务农的

青年在家中地位较低，影响不了种子生产经营活动

流和协调服务，有效地促进了种子管理工作的健康

发展。

3　结束语
种业生产、经营和管理的发展史就是农业生产

进步的演变史，不管是体制与机制创新，还是法律和

法规修正；不管是部省的顶层设计，还是基层的贯彻

落实；都凝结着几代种业人的智慧结晶和辛勤汗水。

有创新的精神，有务实的态度，有持之以恒、踏石留

印的艰苦创业精神，就能够最后实现“种业强国”这

个梦想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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