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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制度实施进展、 

面临技术挑战与建议
史梦雅　陈应志　孙海艳　李荣德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北京 100125）

摘要：介绍了品种登记制度实施的总体概况，总结了在制度实施过程中面临的技术挑战并提出对策建议，以期从宏观上了

解和把握品种登记发展趋势，为品种管理制度创新提供技术服务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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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种业先行。一直以来，党中央、国务

院高度重视种业发展，不断深化种业改革，完善法律

制度，创新管理方式，现代种业稳步前行。2016 年

新修订的《种子法》规定国家对部分非主要农作物

实行品种登记制度，这是一项重要的管理制度创新，

是贯彻落实中央“放管服”改革精神的具体体现 [1]。

自 2017 年 5 月 1 日登记工作启动实施，至今逾 2 年

时间，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为推进种业绿色发展

注入了创新活力。

1　品种登记总体概况
2017 年 5 月 1 日品种登记制度实施以来，登记

工作全面铺开、稳步推进，取得成效。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登记申请量超过 2.5 万个，农业农村部共

发布品种登记公告 25 批，登记品种 14958 个（表 1）；
公告撤销品种登记 3 批，撤销品种 6 个；登记变更公

告 8 批，变更登记品种 627 个。

1.1　品种登记总量大，年度间有差异　农业农村部

2017 年发布了品种登记公告 5 批，共登记品种 1428
个，2018 年则发布了登记公告 15 批，登记品种 9634
个，2019 年截至 9 月发布了登记公告 5 批，登记品

种 3896 个。可以看出，2018 年是登记品种数量最

多的一年，体现了申请者依法登记的积极性，2019
年 5 月随着《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关于加强非主

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实施，对

老品种申请登记条件进行规范，品种登记申请数量

有所下降。

表 1　品种登记公告品种数

公告批次 公告品种数 公告号 公告年份 公告日期

一 40 2560 2017 8月2日

二 322 2566 2017 9月3日

三 287 2588 2017 9月30日

四 309 2612 2017 11月28日

五 470 2624 2017 12月20日

六 412 2642 2018 1月18日

七 434 2650 2018 2月6日

八 338 2654 2018 3月4日

九 520 3 2018 4月11日

十 455 4 2018 4月11日

十一 1094 12 2018 4月23日

十二 592 26 2018 5月20日

十三 548 32 2018 6月2日

十四 581 38 2018 6月28日

十五 780 46 2018 7月21日

十六 825 60 2018 8月30日

十七 791 66 2018 9月17日

十八 628 83 2018 11月2日

十九 904 93 2018 11月29日

二十 732 117 2018 12月26日

二十一 974 133 2019 1月29日

二十二 707 157 2019 4月12日

二十三 411 178 2019 5月31日

二十四 469 182 2019 6月13日

二十五 1335 209 2019 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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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登记品种种类多，作物间差距大　品种登记总

体数量可观，但在作物种类上存在较大不平衡：8 种

蔬菜作物登记品种 9945 个，约占登记数量的 66% ；4
种油料作物 3161 个，约占登记数量的 21% ；7 种粮

食作物 1325 个，约占登记数量的 9% ；而糖料、果树、

茶树、橡胶树 10 种作物共 521 个品种，只占登记总

数的 3%。从登记品种来看，辣椒品种数量最多 2464
个，其次是西瓜、向日葵、大白菜、番茄和甜瓜，分别为

1971 个、1652 个、1565 个、1309 个 和 1181 个，登

记数量均超过 1000 个，6 种作物加起来占登记总数的

67%。而目前仍有豌豆、苹果等 13 种作物登记品种

数量不足 100 个，作物间存在较大差距（表 2）。

表 2　登记作物品种数量

作物种类 品种数量 作物种类 品种数量

辣椒 2464 大麦（青稞） 121
西瓜 1971 豌豆 82
向日葵 1652 苹果 72
大白菜 1565 桃 71
番茄 1309 蚕豆 57
甜瓜 1181 甘蔗 55
黄瓜 963 葡萄 55
油菜 804 柑橘 39
花生 675 梨 35
结球甘蓝 475 亚麻（胡麻） 30
高粱 405 茶树 25
谷子 327 茎瘤芥 17
马铃薯 201 香蕉 14
甜菜 148 橡胶 7
甘薯 132 总计 14952

1.3　登记品种数量多，新老品种相差大　在登记公

告的品种中，按照新培育品种申报的有 591 个，按照

原审定品种申报的有 1916 个，按照已销售品种申报

的有 12445 个，其中，原审定和已销售的老品种总数

14361 个，占登记总数的 96%，新选育品种登记数只

占登记总数的 4%，这也符合登记制度设计的初衷，

把老品种尽快纳入到管理中。目前申请登记的品种，

新选育品种的比例有明显提高。

2　做好品种登记技术服务工作面临的挑战
2.1　品种登记信息化建设的挑战　在登记制度设立

之初建立的全国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信息平台，实

现了品种登记许可信息化管理。当前如何统筹利用

资源、提升服务水平对信息化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

一是登记业务数据精准度分析不足。登记作物种类

和数量繁多，农艺性状、适宜区域等各不相同，当前系

统迅速提取有效信息的能力不足。应在品种信息数

据分类提取的基础上，重点谋划聚类分析功能，以便

从全局掌握登记信息，为市场多样化品种需求提供支

撑保障。二是业务系统间融合贯通不够。在强化登

记系统自身业务板块的同时，必须确保系统整合和数

据融通。尝试打通品种 DUS 测试和保护、品种审定、

品种登记、生产经营备案等系统之间的屏障，共享信

息资源，例如探讨把品种保护系统中近似品种筛选功

能链接到品种登记系统里的可行性，方便登记申请者

在进行 DUS 自主测试时筛选近似品种。

2.2　“一品多名”等侵权登记的挑战　由于品种登记

事前不设“门槛”，采取“谁登记、谁负责”的原则，部

分企业诚信意识缺失，追求个人利益，一些市场化程

度较高的作物可能存在“冒名登记、重复登记”等现

象，扰乱了市场秩序，损害了育种者权益。针对行业

内专家普遍反映的“一品多名”等侵权登记行为，在

严格品种登记审查、严肃处理登记异议的基础上，统

筹管理品种标准样品并尽快构建 DNA 指纹库、启用

DNA指纹技术辅助品种特异性鉴定是迫在眉睫之举。

加快 SNP 检测技术标准的建立，出台品种真实性鉴定

标准，从源头上控制同质品种登记，真正实现“一个品

种，一个名称，一个编号，一份样品”的目标，是健全种

业管理技术支撑体系的重要内容和使命任务。

2.3　登记品种推广应用的挑战　截至 2019 年 9 月

底，登记品种公告数量超过 1.5 万个，这些纷繁复杂、

眼花缭乱的登记品种，给农民选种用种提出了新的

挑战。面对品种管理制度改革后农作物品种“井喷”

的新形势，如何有效解决品种供需对接和供求矛盾、

破除科研与推广“两张皮”，建立品种选育与推广联

接机制，值得深入思考。据统计，目前登记品种和市

场上主推品种之间还存在差距，如西瓜、大白菜等登

记品种数量遥遥领先的作物，目前仍分别有 20%、

30% 左右的主栽品种没有登记；而果树、橡胶树等

登记数量少的作物，更是大多数主导品种均尚未登 
记 [2]。加快品种推广应用步伐，要以品种发展研究为

抓手，密切跟踪品种最新选育进展，掌握选育推广的

主流品种类型，并根据产业特色和消费需求，研究创

设品种推广措施，为出好品种、用好品种铺路架桥。

3　对品种登记工作的意见建议
3.1　深入推进品种登记体系建设，加强省级责任落

实　品种登记是贯彻落实国务院“放管服”改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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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国际视角下的我国粮食需求预测
郑盼盼　侯军岐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经管学院中国信息化与乡村振兴研究院，北京 100192）

摘要：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我国粮食需求量也对农业生产和粮食供给提出了严峻的要求。近些年，虽然通过各方努力，我

国粮食产量从 2009 年的 5.18 亿 t，逐渐增长到 2017 年的 6.42 亿 t，但仍无法满足国内的需求，粮食安全保障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

升。通过 2001-2017 年的数据对我国近年来的主要粮食进口额进行时间序列模型分析，指出我国粮食对外贸易超出安全范围，粮

食供给结构失衡，尤其是大豆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严重影响我国粮食安全，并基于此预测结果，给出了几点政策性的建议。

关键词：粮食需求；时间序列模型；粮食对外贸易进口依存度；粮食安全

粮食安全在维护经济平稳发展和社会稳定中发

挥着重大作用。近年来，我国粮食供不应求，粮食进

口量和贸易额逐年增加，对外贸易依存度也一直高

居不下，对我国粮食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因此，为了

能够有效地调节我国粮食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

对未来粮食进口需求的预测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

目前相关学者提出了多种基于统计学原理的

粮食需求预测模型。孙宝民 [1] 采用基于 3 次指数

基金项目：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研究基地重点项目（17JDGLA037）；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科研水平提高重点研究培育项目

（BX5211823509）；北京市教委重点项目：北京种业企业并

购整合风险管理研究

重要措施，一定要统筹谋划顶层制度设计，深入推进

品种登记体系建设，保障品种登记工作扎实有力向

前推进。按照登记制度“放彻底、管到位、服好务”

的原则目标，创新工作方式方法，放开登记试验并下

放管理权限，严格审查登记材料、管好品种异议和种

业市场，做好登记许可、品种验证、展示评价三项服

务工作。各省要在登记展示示范、信息服务等方面

担当作为，发挥技术优势，做好管理支撑。同时，加

强品种登记制度的宣传贯彻力度，采取多种形式宣

传品种登记的法律规定，真正使登记制度落到实处，

服务于民。

3.2　加大种子市场执法检查力度，创造公平正义发

展环境　在农作物种子市场执法检查中，组建专门

队伍，开展应登记未登记品种的专项执法检查以及

登记品种种业市场专项检查，严厉打击套牌侵权、违

法销售、无证生产等违法行为，建立有力的市场监管

机制，营造公平、公正的种业市场环境。针对已经登

记的品种，建立健全符合性验证、安全性评价、真实

性鉴定三大体系，鼓励并组织条件成熟的省份启动

登记品种验证试验，检验申请文件或种子样品的真

实性，形成震慑效力，促进种子企业诚信登记和生产

经营。

3.3　加快特色优质品种挖掘利用，助推农业供给侧

结构改革　按照农业绿色高效发展要求，建立健全

农作物品种展示评价体系，按区域分作物设立国家、

省、县三级品种展示示范基地，构建全国统一的品种

应用评价信息平台，引导用种主体看禾选种 [3]。深

入挖掘登记品种生产应用与商业开发价值，分区分

类评价推介一批适宜机械化、绿色生态、优质专用、

高产高效的新品种，促进品种更新换代。同时，密切

跟踪掌握国外品种生产应用情况，建立风险预警机

制，强化引进吸收利用，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保障我

国种业安全，为助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乡

村振兴战略贡献种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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