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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的现状与对策建议
孙旭生　于旭红　林　倩　李安东

（山东省烟台市种子管理站，烟台 264001）

摘要：通过对烟台市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现状的梳理，指出了当前登记工作中存在录入信息与纸质材料不一致、登记后

的监管问题、登记信息共享机制缺乏技术平台支撑、品种展示工作不到位等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探索和简化对申报材料

的要求、加快登记进度、开发登记查询端口、列支专项经费开展展示监管等建议对策，以期规范品种登记，提高非主要农作物品

种在种植结构中的比重，进一步促进农民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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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5 月 1 日，《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办

法》正式颁布实施，为了搞好辖区内的非主要农作

物品种登记工作，规范非主要农作物种子的生产经

营行为，受省种子管理站委托，烟台市种子管理站积

极做好辖区内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申请材料的初

审工作，结合登记工作的开展，将当前登记现状梳理 
如下。

1　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现状
非主要农作物种植面积扩大，品种登记数量不

断增加。近年来，蔬菜和果树等非主要农作物产业

在烟台市获得长足发展。截至 2017 年底，蔬菜播种

面积约占粮食作物种植面积的 20%，并有持续扩大

的趋势。果树（苹果、桃、樱桃）的种植面积约占粮

食作物种植面积的 60%，非主要农作物的产量和产

值均已超过粮食作物，成为烟台市第一大类农产品，

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果蔬业已成为部分

县市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从投入产

出比等经济效益指标看，苹果、大樱桃、蔬菜等非主

要农作物产业的发展，对实现农民人均收入到 2020
年比 2010 年翻一番的目标，具有决定性的地位和 
作用。

《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办法》正式实施后，市

种子管理站高度重视，组织各县市区种子管理部门

和有关种子企业进行了专题培训，广泛宣传发动，

强化工作衔接，积极做好服务指导和登记申请材料

的初审工作。从登记的情况看，品种选育单位申请

登记的积极性较高。截至目前，已整理上报各类登

记材料 155 份，已取得农业农村部正式公告的有 43
个，正在公示的有 56 个，登记通过率极高，主要涉

及苹果、大白菜、甘薯、花生、葡萄、梨、西红柿、桃等

8 种非主要农作物。可以看出，非主要农作物品种

登记难度不大，管理部门放宽品种准入渠道的力度

不小 [1]。从全国情况看，截至 8 月 31 日，全国品种

登记申请量达到 15442 个。其中，通过省级审查的

14622 个，通过全国农技中心复核的有 12511 个，样

品检测合格入库 10685 个，公示品种 9423 个，已经

通过农业农村部公告的达到了 7179 个。这些公告

品种涉及粮、油、糖、果、菜、茶 7 大类全覆盖 29 种登

记作物。

2　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录入信息与纸质材料不一致　非主要农作物

涉及的作物种类多，需要登记的品种数量大，初审工

作量繁杂。市县两级种子管理部门是登记的初审单

位，却不能掌握和跟踪相关材料的报送进度和一致

性。纸质材料上报到省站后通知申请单位在线提交，

纸质材料和提交后的电子版材料是否一致，市县两

级看不到，增加了省站的比对难度。比如：在申请表

中生态适宜区的填写问题上，有的单位纸质材料按

照要求写至省级行政区划，电子版却罗列了不同生 
态区。

2.2　后登记时代的监管问题　品种登记是非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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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和跟踪，主要包含品种书面材料及标准样品的真

实性确认、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的鉴评及产业化等问

题 [2]。2000 年以来，大多数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的管

理相对无序，近 18 年的市场化发展，也带来诸如种

子质量缺乏监管、一品多名等市场乱象。《非主要农

作物品种登记办法》实施后将上述工作纳入正常的

种业系统监管，但目前经费缺口较大，需加强经费支

持，才能实现有职能、有经费、能干事、干好事的良性

循环 [3]。

2.3　登记进度慢　随着登记工作的开展，登记数量

渐多，省级种子管理部门短时间内受理的数量骤增，

登记材料如出现需要修改或补充的情况，省站在线

驳回后，很多登记单位不能及时组织人员进行快速

反应。在登记过程中出现了材料等人和材料堆积的

情况。

2.4　登记信息共享机制缺乏技术平台支撑　非主

要农作物登记涉及 7 类 29 种作物，农业农村部已正

式公告了 5818 份登记作物品种，大批登记材料依

然走在路上。在日常监管中，审查一个品种的登记

信息时需要方便快捷的查询方式，以提高工作效率。

目前，登记和公告信息还是以网站文件的形式发布，

不便于查询。

2.5　品种展示工作不到位　非主要农作物品种展

示评价工作既能为强化登记工作的事中、事后监管

提供有力抓手，也能为各地农业主管部门在开展产

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筛选出适宜的作物和品种。

2018 年全国农技推广中心已开展部分非主要农作

物种植展示工作，但是由于展示点不多、展示作物种

类不全、距离远不便于观摩等原因，难以对烟台市的

非主要农作物产业发展起到实质性的推动作用。因

缺乏相关经费支持，烟台市非主要农作物品种展示

评价工作也没有开展。放任自流不加强事中、事后

监管，势必会导致良莠不齐的登记品种充斥市场，给

非主要农作物生产用种安全带来隐患。

3　对策建议
3.1　探索和简化对申报材料的要求　目前的申请

类别虽然分为新申请、已销售、已审定三类，但在实

际的登记过程中全部受理的是已销售和已审定两类

申请。以提交推广应用证明为例：在已销售的申报

材料中要求申请者开具销售发票或者推广应用证

明，一方面是为了证明这个品种是老品种，另一方面

是证明有一定的推广面积。在不同生态区的不同省

份开具推广应用证明，周期长、费用高。建议进一步

明确登记品种的适宜区域包括不同生态区的，在推

广应用过程中产生的一切后果应由申请者负责。通

过责任追究，倒逼企业开展多年多点的试验，尽最大

可能评价品种的风险性及适应性。

3.2　重视登记工作，加快登记进度　登记申请单位

或个人要高度重视登记工作，设置专人跟进登记进

度，及时对驳回材料进行核对修改，抓住主管部门放

宽登记门槛的有利时机，登记和储备品种。

3.3　依托公共服务平台，开发登记查询端口　目前

种业大数据平台虽然也有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查

询功能，但是仅为机械的连线全国农技推广网和种

子管理局登记公示网页，不能实现输入名称或登记

号快速查询功能。建议依托已建成的种业大数据平

台，开发便捷的登记查询端口，便于种子管理部门对

非主要农作物的日常监管。

3.4　列支专项经费，重视展示监管　随着登记作物

种类和品种的增多，不同作物类别的大批品种进入

登记环节，即将迎来大批公告品种，开展登记作物品

种种植展示评价工作显得尤为迫切。品种的田间表

现是不是符合申请者的材料描述，是不是适宜当地

推广利用，需要田间展示环节加以辅助验证。以市

场需求为导向，通过分区多点种植，根据品种展示综

合性状表现，筛选出一批优良特色非主要农作物新

品种，进行集中推介，为产业结构转型选种用种提供

现实依据。建议设立专项经费，开展非主要农作物

品种展示评价工作，强化展示监管职能，让登记制度

更加完善。

参考文献

[1] 谈宏斌．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元年登记情况浅析．种子世界，

2018（6）：6-7

[2] 孙海艳，陈应志，史梦雅，李荣德．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管理．中

国种业，2018（4）：31-33

[3] 马运粮，李延峰，雒峰，陈晓．河南省品种登记工作进展及存在问

题．河南农业，2017（34）：55

（收稿日期：2018-1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