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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吉林省玉米种业发展的思考
王　冰

（吉林省辽源市农业科学院，辽源 136200）

摘要：吉林省是农业大省，玉米种植大省，玉米种业的发展关系到吉林省的玉米产业和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加快吉林省玉

米种业高质量发展，总结分析了吉林省玉米种业发展现状，找出了发展中的不足和问题，提出了有效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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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玉米种植面积达 367 万 hm²，约占全国

玉米种植面积的 14.3%。近年来，随着吉林省将农

产品作为重要产业给予发展，吉林省玉米深加工企

业不断增加，玉米生产发展迅速，已成为吉林省农业

生产的重要产品。加快玉米种业的发展是推进吉林

省玉米生产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对农业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

1　吉林省玉米种业基本情况
1.1　玉米种业的基础　吉林省位于中国东北地区

的中部 [1]，土壤肥沃，土地平坦，与同纬度的美国玉

米带、乌克兰玉米带是世界“三大黄金玉米带”。吉

林省处于我国温带的最北部 [2]，接近亚寒带，属于温

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交替明显；大多地区年平均

气温为 3~5℃，有效积温为 2400~3000℃，年活动积

温平均为 2700~3600℃，全年日照为 2200~3000h，
年降水量为 550~910mm，多集中分布在 5-9 月份，

无霜期为 120~160d，可以满足一季作物生长的需

要。土壤以黑土、黑钙土、淡黑钙土、冲击土和草甸

土等肥力较高的土壤为主。夏季雨热同步，气候温

热多雨，昼夜温差大，光、热、风资源丰富，降水和气

温与玉米生长同步，非常适合玉米的生长，在全国玉

米生产中占有重要位置。2012-2018 年吉林省通过

省审玉米品种 328 个，在玉米品种审定单位的区域

结构上，以省内单位为主，占 78.1%；省外单位为辅，

占 20.4% ；国外单位占 1.5%，形成了以本省企事业

单位为主导，省外单位为补充的选育格局。在选育

单位性质上，企业占 87.2%，科研院校占 12.8%，玉

米种子企业的研发能力不断提升，成为吉林省玉米

品种选育的主体。

1.2　玉米种业的发展现状　目前，吉林省正逐渐打

破玉米品种以先玉 335 为代表的国外品种为主的格

局，先玉 335 的种植面积由 2013 年的 63 万 hm2 下

降到 2017 年的 24.1 万 hm2，下降率达 61.8% ；国内

代表品种京科 968、翔玉 998 已跃居 2017 年种植面

积前两位，上升率极为显著。吉林省玉米品种自供

率和对农业生产的贡献率显著增强，确立了国内自

育品种的主体地位。

2　吉林省玉米种业存在的问题
2.1　玉米品种竞争能力仍不强　推进玉米产业发

展，玉米良种是根本。吉林省玉米种业在东北地区

的整体实力是较强的，但从全国范围看，发展仍不

强。目前，吉林省还没有 1 家上市种业公司，没有像

登海种业、垦丰种业等大的玉米种业集团，而发展态

势较好的鸿翔种业也仅在玉米种子销量上挤进全国

前五，吉农高新、平安种业等老牌种业发展较慢。种

子企业与吉林省玉米种子年销售总量超 11.5 万 t 的
需求量仍存在产量、质量上的供给不足。

2.2　玉米育种创新机制有待完善　种子企业不能

较好地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市场经济的变化反

应不灵敏，农业科研单位组织分散、课题分散和资金

分散，各自为战，研究简单，难以取得种业科技成果

的重大突破。科研与生产仍存在“两张皮”问题，科

研优势无法有效转化为技术优势、品种优势和产业

优势，虽然玉米品种逐年增多，但能为吉林省农业生

产服务的大品种并不多。很多种子企业科技创新仍

处于模仿、追赶的初级阶段，不能支持种业科技高投

入需求。缺少“吉林品牌”和“吉林品质”的支持，发

展形势严峻。

2.3　玉米种业育种方向单一　吉林省的农业生产

中仍以推广种植普通玉米为主，种子企业及育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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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将普通玉米的选育作为主要研究方向，而对特用

玉米研究推广的较少。当前，吉林省正大力调整农

业种植结构，以改变单一种植普通玉米为主的局面；

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普通玉米使用也由食

用变成饲料添加等、玉米加工酒精等产品，普通玉米

升值空间受到一定限制，发展特用玉米的时机已经

到来。

2.4　制种基地的管理有待加强　近年来，人们看到

吉林省种子市场潜力巨大，就盲目扩张制种面积，但

由于开展育种的农民缺乏相应的科学技术，单纯地

想通过面积来增加产量，只顾短期效益，造成了吉林

省制种基地面积迅速扩大。盲目扩大种植面积，造

成了耕地面积的紧张，有的种子企业和农民选择了

土地质量差的地块，加上落后的管理方式及制种方

法，造成玉米品种品质下降，影响了玉米品种的质

量。由于土地资源的紧张，造成大规模成片种植地

块的减少，也不便于集中生产管理，再加上，农村存

在着青壮年劳动力缺乏，严重削弱了农民种植的积

极性。

2.5　玉米栽培技术粗犷　玉米的高产稳产，不仅需

要适宜当地种植的良种，也需要高产栽培技术。吉

林省农民在玉米栽培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有种植

密度偏大、施肥方式不科学或一次施肥量过大，既造

成了肥料的浪费也污染了环境，这些问题制约了吉

林省玉米的进一步高产稳产。

3　对吉林省玉米种业存在问题的解决对策
3.1　完善育种政策环境　强化顶层设计，做好整体

规划，充分利用玉米种业发展补助资金，支持吉林省

育种单位和企业进行品种选育、生产、示范推广、种

质资源保护、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等。进一步加大

政策扶持力度，支持引导资源整合，加快推进科技

创新资源向骨干企业集聚。积极整合各类涉种项

目，重点扶持一批国家级或省级“育繁推一体化”种

子企业，推动种子企业提档升级。引导社会资本进

入种子产业，支持具备条件的种子企业进入资本市

场，推动种子企业做大做强。进一步扩大种业科研

权益比例试点范围，推动科研成果向企业转化，促进

科技人员向企业流动；提高企业创新积极性，提升企

业选育品种自主创新能力；引导企业整合科技资源

与成果，加大投入，加快突破性优良品种选育，提升

种业竞争力，营造吉林省玉米种子产业的良好发展 

环境。

3.2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加大对玉米育种基地设

施的投入，加强选育品种、品种检测和试验等基础设

施建设，提升吉林省育种基地的整体基础条件。进

一步完善规模化、标准化的种子基地建设 [3]，鼓励企

业建立商业化的育种基地，购置先进的玉米种子生

产、加工、包装、检验、仓储、运输设备，改善工程化研

究、品种试验和应用推广条件。

3.3　强化品牌意识　在保证玉米种业产品质量的

基础上，实施种业品牌战略，建立统一的吉林省农业

种业精品品牌管理机制，尤其是保护品牌和推广品

牌，充分发挥品牌的无形价值，不断强化品牌意识，

逐步实现吉林省玉米种业产品从“品牌”到“名牌” 
“精品” “企业品牌”的跨越，以“企业品牌”拉动市

场需求，打造更多玉米种业品牌，推动玉米种子销售

更快地占领市场，从而真正实现名牌效应。加强监

督检测措施，清理整顿种子市场，严厉打击种子侵权

和制售假劣种子行为，为树立吉林省种业的整体品

牌做好保驾护航。

3.4　加大科技创新力度　为加快吉林省玉米种业

的整体实力，应充分发挥科技引领和支撑的作用。

引导种业企业持续加大科技投入力度，提升育种水

平，加快企业的科技创新发展，引导种业企业加强

与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等科研机构开展“产

学研”合作，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借助顶级科研院所

的研发优势，形成科技优势，提高企业核心竞争能

力。加强种业现代生物技术、信息智能化技术的应

用。在育种创新方面，要改变传统的人工组配的育

种方式，注重应用生物组学、基因编辑、智能信息等

新技术，开展定向精准育种，提高品种研发效率和 
水平。

3.5　完善种业售后服务体系建设　建立科学完善

的售后服务体系，将极大提升种子品牌和企业形象，

有利于种业与农户的相互沟通，提高种子企业软实

力。借鉴先锋等跨国种子企业始终坚持以农户为中

心的理念，加大培训力度，提高种子企业员工的整体

素质和服务意识，形成种子质量是企业发展的生命，

服务是企业发展的灵魂的理念。利用互联网、大数

据等新技术，改变行业生产经营模式，提高效率 [4]。

树立“卖种子就是卖服务” 的思想，更好地服务农

户，占领吉林玉米种子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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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陕西农作物品种更新换代的思路与建议
张宏军 1，2　刘　冰 2　陈　西 2　李向宏 2　刘佩睿 2

（1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学院，杨凌 712100；2 陕西省种子管理站，西安 710018）

摘要：随着陕西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种植业结构调整、推进绿色发展等提出了新要求，农作物品种迫切需要加快更

新换代的步伐。陕西省种子管理站因地制宜，结合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种植业结构的影响和《陕西省现代农作物种业发

展规划》的布局和要求，提出了推进品种更新换代工作的思路与若干举措。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绿色发展；品种更新换代

优良的农作物品种是农业科技的核心载体，现

代种业是推进农业发展强有力的助推器。近年来，

陕西农作物种业基础地位得到全面加强，种业创新

能力进一步提升。同时也出现了新的问题，一方面

是育成品种逐年增多，但生产上应用范围广、推广面

积大的品种却在减少，现有推广应用品种不适应现

代农业和消费需求的问题逐步显现；另一方面是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新品种推广工作也提出了新

的更高的要求，固有的思维模式和工作机制已不能

适应新的形势。对此，种子管理部门必须改变观念、

创新思维，大力推进品种更新换代，满足人们对美好

生活的需要。针对当前陕西省农作物品种推广中的

主要问题，进行了深入调研，并就有关问题进行了认

真分析和思考，围绕加快陕西省农作物品种更新换

代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

1　明确育种思路和目标
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农业结构调整和绿

色发展为目标。加快新品种更新换代坚持自主选育

品种为主，适当引进品种为辅，通过开展良种科研联

合攻关，加快培育和推广一批适应机械化、轻简化、

优质高产、多抗广适的“绿色”品种，与地方特色品

种合理布局，构建粮食与经济园艺作物相配套、高产

广适多抗品种与优质专用品种合理搭配的品种更新

格局，确保粮食等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与特色产业

发展相协调，形成一批区域性特色优势产业和品牌，

带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1]。具体讲，就是在稳定粮

食安全和农产品供给的前提下，既扎实做好粮棉油、

果菜茶等重点农作物品种的选育，还要做好特色品

种的选育，进一步提高农作物的品质，促进育成品种

安全性、抗逆性、适应性、稳产性和丰产性全部提高，

加快适应机械化品种、优质专用特色品种的选育和

供应 [2]。

2　 积极发挥政府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的主
导作用

2.1　搭建育种创新平台　首先，支持种子企业加强

商业化育种基地基础设施建设，为引进高层次科研

人员创造条件，为科技人员施展才华搭建平台，加快

新品种选育进程 [3] ；其次，加强海南南繁基地等公

益性科研育种平台建设，完善基地功能设施，创新管

理运行机制，增加科研育种平台容量，提高科研管理

服务水平。

2.2　建设优势作物制种基地　农作物制种基地是

保障农作物良种有效供给的基础。推进农作物品种

更新换代应该按照《陕西省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规

划》的布局和要求，切实抓好农作物制种基地的建

设。全面做好陕北杂交玉米和关中小麦等重点制种

基地建设的同时，积极争取农业农村部的支持，适时

启动区域性优势制种基地建设，全面提升陕西省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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