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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种业振兴：发展历程、关键问题与机制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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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种业振兴是重要的民生工程，是全方位夯实我国粮食安全根基的重要内容之一。全面推进种业振兴有利

于提高我国种源自主创新能力、市场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为实现种业强国目标奠定坚实基础。本文基于我国

种业发展历程的系统梳理，分析当前我国种业发展面临的关键问题，从种业体系建设与机制创新角度提出了相

关优化措施与实施路径。结果表明，经过多年发展，我国种业发展成效显著，正从群众化、专业化和产业化向

现代化转变。但是仍然存在种业全要素生产率低、品种自主创新能力低、育种基础设施落后等内在压力；商业

化育种体系尚未建立、财政金融扶持政策不健全、国际种企竞争和资本渗透等外在压力。研究表明，要继续深

化体制机制改革，构建涉及政府、企业、科研单位、金融机构等多个主体协同推进的，育种研发、生产、推广、

销售、服务等全产业链条的，政产学研用，育繁推服一体化体系。因此，提出要加大种业振兴扶持力度、加强

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开展育种创新、优化繁育基地、加快种业企业阵型构建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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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vitalization of China’s seed industry: Development process, main problems,  

and mechanism construction
CHONG Cong1, GUO Yu-xi1, YUE Xi-ming2

（1. Research Center for Rural Economy, Ministry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Affairs, Beijing 100810, China; 2. School of 
Financ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The revitalization of China’s seed industry is an important project for people’s livelihood, and i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guarantee food security in China. Based on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China’s seed industry, this paper identified the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facing the revitalization of China’s seed 
industry and put forward some related optimization measures and implementation metho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ed industry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mechanism innovation. Results show that after many years of development, 
China’s seed industry has achieved some remarkable results, changing from mass, special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to modernization. However, there still exist some problems, including low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seeds, low 
independent innovation ability of varieties, outdated breeding infrastructure and other internal pressures. In addition, 
the commercial breeding system has not been established in China, financial support policy is not perfect, and foreign 
seed enterprises and capital competition impose some external pressures. The research also shows that we should 
continue to deepen the reform of the system and mechanism and build a whole-industry integration system involving 
the government, enterprises,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other subjects, such as breedin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duction, promotion, sales, service, etc. Therefore, this paper suggests: strengthening 
the revitalization of the seed industry, enhancing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germplasm resources, carrying 
out breeding innovation, optimizing the facilities of breeding bases, and accelerating the formation of seed industry 
enterprises.
Key words ：revitalization of the seed industry; grain security; germplasm resources; breeding innovation; whole 
industrial 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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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优则粮丰，粮安则民安。种子是农业的“芯

片”，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重要工具 [1]，也是落实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关键体现。党的十八

大以来，我国种业快速发展，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

高，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带动了

粮食的持续丰收。到 2022 年，我国农作物自主选

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 95%，畜禽核心种源自给率超

过 75%。但是，由种业大国向种业强国转变过程中，

我国种业仍然还有一些关键问题没有解决，主要表

现在种质资源保护利用不足、育种创新水平不高、

企业影响力和竞争力不强、市场环境有待优化、外

资外企渗透等问题，亟需破难题、补短板、强优势

和控风险，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全面推进种业振兴

行动。党和国家一直以来高度关注种业发展。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打好种业翻身仗 ；2022 年中

央一号文件、党的二十大报告、2023 年中央一号文

件均明确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其中，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对种质资源保护、生物育种等提出

了明确要求和目标，至此，拉开了全面推进种业振

兴，实现种业高质量发展的序幕。深入实施种业振

兴，加快种业强国建设，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以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具有重要意义。

学界对种子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对种业发

展的探索也从未停止，为种业振兴奠定了很好的基

础。在种业发展问题上，一方面，从我国种业自身

发展来看，主要存在种质资源保护不足、优质品

种缺少自主知识产权、商业化育种体系不健全等问 
题 [2-5] ；另一方面，受外来品种、资本等渗透，种

子贸易竞争能力弱等影响，我国种业发展仍然存在

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低等问题 [6-8]，并且，与种业

强国以寡头企业为主体，以生物技术、人工智能和

大数据为育种技术且种质资源全球布局的现代化发

展格局相比，我国育种模式和种质资源还需要进一

步完善 [9]。已有研究认为种业发展的核心是体制机

制创新，Pray [10] 研究了我国与其他国家在育种模式

上的区别与联系。陈军亚 [11] 认为应该通过适当的

模式和机制实现与现代农业的有效衔接，如“企业

+ 农户的模式”，企业将现代生产要素带入到生产领

域，农户负责提高生产经营活力，应构建两者的“利

益共享、风险共担”机制。毛长青等 [12] 提出构建

协同创新和商业化育种体系，形成“创新—转化—

产品—创新”的良性循环模式。李万君等 [13] 利用

湖北省 8 家种企数据分析表明，统一供种体制对种

子公司的销售量有正向影响，但原市场占有率比较

高的种企参与统一供种的意愿并不强烈。在种业发

展具体举措上，很多学者认为打好“种业翻身仗”，

育种技术创新是核心，应该加强基础性、前沿性和

重大关键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 [14-15]，并且将技术优

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16]。还有学者提出要提高研发、

开发、推广等全链条现代化水平 [17] ；提高财政对企

业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 [18-20]，加大种业金融、人才

等方面的扶持政策 [21-23]。已有研究从种业发展存在

的问题、改进措施等角度对种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

思路和建议。但对种业发展历程的划分存在差异，

从体制机制改革的角度，聚焦政府、企业、金融机

构等多主体协同发展的研究相对较少。

已有研究普遍认同我国已经成为一个种业大

国，但并不是种业强国，主要原因在于仍然存在一

些“卡脖子”问题阻碍了种业的高质量发展。亟需

找到这些阻碍种业高质量发展存在的短板弱项，提

出解决这些问题思路和举措。本文在系统梳理我国

种业发展历程基础上，从内生动力和外在压力两个

层面，分析了种业发展面临的关键问题，鉴于体制

机制在种业振兴中的重要作用，提出未来改革创新

思路，为深入推进种业振兴行动，实现种业强国提

供政策建议。

1  种业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种业快速发展，并取得了巨

大的成就。本部分根据我国种业发展的内容和特点，

梳理出种业发展经历了种子农户繁育、专业化、产

业化和现代化发展的四个阶段，并据此刻画了发展

历程（图 1）。2021 年以来，我国更是进入到全面

推进种业现代化发展阶段，种企的主体作用越来越

突出，育种技术创新越来越重要，产业全链条现代

化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

1.1  种子农户繁育阶段（1949—1977 年）

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种子发展主要

是通过“户户留种”“四自一辅”模式，特点是良

种选育主要由农户来完成，农业部门负责收集良种

后的培育和推广。1950 年农业部的良种普及方案提

出发动农民群众普及良种，最后形成“家家种田、

户户留种”的群众化繁育良种。一是农业部门建立

了种子专职管理机构，负责粮、棉、油料等种子管

理工作。各省、市、县成立种子局、种子站，逐步

形成种子管理和良种推广体系。二是制定良种繁育

推广制度，如下发《关于农作物种子调剂必须建立

责任制度的通知》。三是加强良种繁育和引进。积

极支持科学家自主开展良种培育，并通过建立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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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场进行种子繁育推广，1956 年已建立 2 000 多全

国性的示范农场。“户户留种”是在我国农业生产

力水平较低、农业技术落后情况下的选择，虽然有

利于降低良种选育成本，扩大良种规模，但也存在

推广时间慢、单产低等问题，又因为社会主义改造

基本完成，这种方式已经不适应良种繁育和推广。

1958 年全国种子会议提出了“四自一辅”方针，

优点是提高了农民繁育种子的积极性，种子可以集

中管理、统一调种。1962 年为进一步加强种子工作，

中央下发文件明确良种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地位 ；

生产队用自己的“种子田”繁育良种 ；规范原有的

示范农场、种子站 ；建立科研机构培育优良品种，

示范农场繁殖良种，种子站推广良种机制。1972 年

国务院在批转农林部《关于当前种子工作的报告》

肯定了“四自一辅”的重要性。提出建立完善良种

体系，一方面，鼓励开展群众选育良种工作，不断

提高种子质量 ；另一方面，建立县、公社、生产队

三级繁育推广体系。

整体来讲，新中国成立以来实行的“户户留

种”“四自一辅”，提高了当时的粮食生产力，并在

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良种的繁育和推广。但是受农业

生产条件的影响，育种方式主要是生产队或农户自

己选种，基本上种粮不分，种子单产较低，亟需提

升种子专业化繁育水平。

1.2  种子专业化发展阶段（1978—1994 年）

为解决农户留种存在的质量低、专业化不足的

问题，1978 年农林部在《关于加强种子工作的报告》

中提出“四化一供”方案，即种子生产专业化、加

工机械化、质量标准化和品种布局区域化，县级统

一供种，实现育种从农户繁育向专业化方向转变。

这一时期的主要举措有 ：一是加强种子经营管理。

1978 年农林部在种子局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种子公

司，这是全国第一家种子企业，负责种子的生产经

营。到 1993 年，全国各级国有种子公司约 2 700 家。

又先后在浙江、湖南等省市建立种子生产基地，以

及国家种子资源库，良种的生产、管理和经营等环

节进入到专业化发展阶段。二是开展种业国际交流

合作。中国种子公司于 1988 年正式加入国际种子

贸易协会，积极开展种子进出口工作，从加拿大、

比利时等国家引进大麦品种，同时推动国内农作物

种子出口。三是初步建立种子管理法规体系。1989
年印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管理条例》，对种

质资源管理、选育与审定、生产经营、检验与检疫、

贮存等做了具体规定。此后，国家、地方法律法规

与制度相继出台，为种子发展提供了法制保障。

“四化一供”阶段，我国种子生产建立了一套

较为完善的引进、繁育和推广体系。“四化”也符

合现代种子产业的要求，说明当时已经具备了产业

化发展的基础。但种子行业整体框架仍未打破计划

经济体制的限制，普遍存在政事企不分、地方保护、

种子杂乱等问题。此外，统一供种的低效率限制了

产业发展，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

1.3  种业产业化发展阶段（1995—2010 年）

1995 年全国种子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创建种子工

程，种子发展进入到产业化和市场化阶段。十四届

五中全会提出从国家战略层面实施种子工程，加快

良种引繁推工作。1996 年为贯彻落实十四届五中全

会精神，国家明确“九五”时期要加强科研体制机

制改革，推进农业产业化。把实施种子工程作为依

靠科技进步发展农业的一件大事，简称“九五”种

子工程。即以强化种子加工包装设施建设为突破口，

实现种子加工包装标牌商品化，通过提高种子商品

化率带动良种选育、种子引繁、生产经营管理体系

建设，建立适应市场的种子产业化新体系。这一时

图 1　我国种业的发展历程
Fig. 1　Development history of China’s seed industry

户户留种 
四自一辅 

群众化 

四化一供 

专业化 

产业化 

种子工程 
现代化 

育繁推（服）一体 

194—1977年 1978—1994 年 1995—2010 年 2011 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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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主要工作有 ：一是建立健全种业管理机构。1995
年农业部成立了种子工作领导小组和种子产业化实

施小组，落实职能职责。二是开展种子管理法制化、

种子经营市场化。2000 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种

子法》，我国种业全面开启了种子市场化进程，并

以市场化推动种子产业化。三是推动种子引繁推一

体化体系建设。促进种业科研体制的创新和生产经

营体系的完善。四是完善种子繁育基础设施。农作

物种质资源库、国家级原种场、四级种子检测中心

等相继投入使用，提高了良种生产保供和贮存能力。

种子工程的实施，实现了由种子发展向种业发

展的转变，种子生产经营由单一主体向多元主体转

变，推动了育种体系优化提升，提高了种子企业的

市场竞争力。但是我国种业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

种子市场化时间短，国内种企数量多、规模小、产

业化水平低、育种创新能力弱，育种政策和设施不

健全，以及国外种业巨头的严重威胁，亟需建立现

代育种体系，提高种业创新能力。

1.4  种业现代化发展阶段（2011 年至今）

2011 年国家提出要构建以产业为主导、企业

为主体、基地为依托、产学研相结合、育繁推一体

化的现代农作物种业体系，突出强调了企业的主体

作用。至此，我国进入种业现代化发展阶段。党的

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种子工作，2020 年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总

书记多次强调要下决心把民族种业搞上去。主要工

作有 ：一是完善法律法规，如 2013 年修订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颁布了《全国现代农作物

种业发展规划（2012—2020 年）》。二是深入推进体

制改革，《关于深化种业体制改革提高创新能力的

意见》中明确提出，要注重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构建商业化的育种体系，推动科研体制、审定制度

等改革。三是扶优扶强企业竞争力。与上一阶段明

显不同的是，强调通过深化体制改革，提高了种企

的创新能力。虽然我国种业现代化成效显著，但中

央多次提出打好种业翻身仗，说明当前我国种业还

不够强大，还有很多“卡脖子”问题尚未解决，严

重影响了种业现代化进程。

当前，我国种业现代化发展进入到全面推进阶

段。2021 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种

业振兴行动方案》，把种源安全提升到国家安全的

高度，集中力量破难题、补短板、强优势、控风

险，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2021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均提出了

要“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为深入贯彻落实种

业振兴行动，2021 年我国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种子法》正式落地，进一步提高种业知识产权保

护力度，严厉打击侵权行为，法律的出台提高了市

场竞争的公平性。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全面

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方案。目前主要规划是 ：编制印

发《“十四五”全国现代种业发展规划》《“十四五” 
现代种业提升工程建设规划》；加快推进农业种质

资源普查收集，强化精准鉴定评价 ；加快实施良种

核心技术攻关，推进种业领域创新平台和育种重大

项目建设 ；开展种业企业扶优行动，强化阵型企业

的主体和引领作用。实现种质资源保护、育种创新、

良种繁育、推广服务等全产业链条优化提升。

2  种业振兴面临的关键问题

与种业强国相比，我国种业在很多方面均相对

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种业发展主要存在有种业全

要素生产率低、育种创新能力低、基础设施落后等

内在压力，以及商业化育种体系尚未建立、扶持政

策不健全、国际种企竞争和资本渗透等外在压力。

在全面推进种业振兴新时期，应该直面这些关键问

题，找到战胜它们的具体方法和举措，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 [24]。

2.1  种业发展内生发展动力不足

1）种质资源保护利用不足。主要表现在 ：第

一，种业结构问题突出，农作物尤其是粮食作物育

种技术领先，畜牧业育种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呈

现出明显的“橄榄型”结构。位于顶部的是口粮种子，

如水稻、小麦两大口粮作物品种自给率达到 100%。

位于腰部的是玉米、大豆、生猪、肉牛和大部分蔬

菜种子，有很多品种需要进口。位于底部的是几乎

全部需要依赖进口的种子，如高端蔬菜种子严重依

赖进口，80% 以上的甜菜种子、向日葵高端种子来

自国外市场。此外，白羽肉鸡的国产化仍然处于起

步阶段，有数据显示，目前种鸡主要被国际家禽业

巨头德国的安伟捷公司和美国全球最大肉品加工企

业旗下的科宝公司垄断。其中，安伟捷公司占全球

70% 的市场，科宝公司占 20%。从国内市场来看，

虽然我国自主培育的三个品种打破了种源完全依赖

进口的局面，但市场占有率仅为 15% 左右。第二，

国内外种质优质资源挖掘不够。影响粮食产量最核

心的两大因素就是种子和耕地，在耕地面积和质量

一定的情况下，种子品质直接影响粮食产量。近年

来，我国粮食单产稳步提升，但是增速有所放缓（图

2）。虽然小麦、水稻等主要粮食作物的种源可控，

单产在世界上也处于领先水平，但仍有许多重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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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与世界先进水平存在差距。一方面，对于国内品

种，优质种源因缺乏保护利用导致品种数目减少，

品种质量下降。我国是大豆的原产国，野生大豆资

源丰富，但由于对其保护和研究不足，并未开发出

优良的大豆品种，而来自美国、巴西的大豆种子占

据国内较多市场份额。有数据显示，美国大豆单产

为 3.45 t/hm2，而我国大豆单产仅有 1.95 t/hm2 左右，

显然国外的大豆品种会更受欢迎。另一方面，对于

外来品种，存在良种引进和挖掘力度不够问题。我

国玉米品种多、突破性品种少，玉米单产不到世界

先进水平的 60%。虽然引进了国外优质玉米种子，

但 2019 年美国玉米良种贡献率为 65%，而我国的

良种贡献率仅为 45%。与种业强国相比，我国对外

来优质资源的转化利用和深度挖掘还远远不够。

2）缺乏有影响力的龙头企业。随着我国种业

产业的不断发展，国内种子企业对外资企业的竞争

力不断增强，所占市场份额不断增长。但与世界种

业巨头相比，我国的种企仍然存在集中度低、规模

小等问题。通过对《中国种业发展趋势分析与投资

前景研究报告（2022—2029 年）》中的国内外种企

数据研究发现 ：2021 年国内种企排名前五的分别为

隆平高科、先正达中国、北大荒、垦丰种业和大华

种业，市场份额分别为 4%、3%、2%、2% 和 1%，

排名前五名的企业仅占国内市场份额的 12%，说明

国内种企数量多、规模小、缺少龙头企业的特点 ；

2021 年排名前五的国际种企巨头分别为拜耳、科

迪华、先正达、巴斯夫和威马，市场份额分别为

20%、16%、7%、5% 和 3%，排名前五巨头企业占

全球份额的 51%，且拜耳和科迪华具有垄断优势。

3）育种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主要表现在：第一，

育种技术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目前很多种业强国

已经开始进入 4.0 智能育种阶段，而我国种业整体

还处于 2.0 或 3.0 时代，现代生物育种技术应用与

发达国家还存在明显差距，且竞争能力不强。如转

基因技术相对落后、生物技术满足不了国家发展需

求等。第二，国内种企研发投入普遍偏低。数据显

示，我国农作物种企年研发投入为 40 亿元，仅为

德国拜耳的一半。国内大部分种子企业的研发投入

占销售收入的比例普遍低于 3%，而国际公认标准

为 5%，美国的孟山都公司甚至高达 15%。研发投

入少，必然造成品种科技含量不足，不利于种业创

新和提升竞争力。第三，现有科研体制阻碍了种业

创新发展。当前企业的商业化育种体系与高校科研

院所的公益性基础研究体系没有发挥“1+1”大于 2
的作用。如高校和科研院所进行育种，企业进行经

营推广的体制，往往存在种子市场需求与供给不符

的现象，即种业产业某些环节出现衔接问题。

4）种子繁育基础设施落后。我国农业类型多 
样，有的地方种质资源多，有的地方科研能力强，

有的是制种大省，有的是用种大省，不同的需求对

种子繁育、贮存设施的要求不同，实际存在繁育基

地资源不匹配、错配，以及重复建设等问题。与发

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繁育基地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

都相对落后，企业参与繁育基地建设体制机制尚未

建立，创新中心与繁育基地的协同效应尚未体现，

亟需制定扶持政策，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优化相关

配置。

2.2  种业发展外部压力大且扶持作用有限

1）商业化育种体系尚未完全建立。一方面，

我国种业研发、生产、推广等链条割裂，品种和技

术资源集中在高校和科研院所，繁育、生产和销售

集中在企业，品种研发与产品生产“两张皮”现象

非常普遍。这种割裂不利于企业与高校和科研院所

联合创新攻关。另一方面，尚未形成以市场为导向

的、育繁推一体化的高效创新体系。主要是由于市

场化竞争机制不健全，企业在全链条的主体作用难

以发挥作用造成的。近年来，国家加强了对企业育

种创新的支持，但针对企业推广和服务环节的扶持

还有待增加。

2）国家种业发展创新的扶持政策有限。第一，

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不健全。近年来，套牌种子、假

种子等情况层出不穷，品种侵权行为屡禁不止。虽

然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但仍然

存在处罚力度低、违法成本低、收益大等问题，对

违法行为震慑不足，扰乱了市场经营秩序，也间接

抑制了种子企业的创新投入。第二，资金支持体制

机制不健全。种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需要大量的

图 2　中国粮食单产变动情况
Fig. 2　Changes in grain yield per unit area in China

数据来源 ：作者根据相关报告数据整理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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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投入，但又存在着投资风险高、周期长、收益

不确定等特点，现有的融资担保方式、金融保险产

品等对种业发展并不友好，难以保证对种业长期稳

定的支持。第三，人才保障和激励措施不足。我国

育种专家人数世界第一，科研成果丰富。但育种专

家普遍缺乏安全感，缺乏有效的成果分享机制，且

在企业和科研机构的双向流通存在体制障碍，严重

影响了人才创新的积极性。

3）来自国外种业市场的竞争压力较大。近年

来，由于我国种业市场大，吸引了大量外资进入国

内市场，并在种子研发和生产等环节不断渗透。这

种压力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一些国外优质种质资源

进入国内市场，挤压国内种企市场份额。2001 年以

来，随着国内市场放开，美国先锋、孟山都、杜邦、

德国拜耳等国际种业巨头先后进入国内市场 [25]。如

美国先锋的“先玉 335”玉米种子按粒卖、按粒种，

而我国的玉米种子是按袋卖，每个穴要种好几粒种

子，“先玉 335”单位面积用种粮不到国内品种的一

半，而且品质好、卖价高，容易得到农民的认可。

到 2012 年，以“先玉 335”为代表的国外种子已经

占领吉林玉米种子市场的 70%，占领东北玉米种子

市场的一半，使得国内种子企业受到严重冲击。二

是国外种业巨头对优质品种采取技术垄断。到 2021
年底前，白羽肉鸡的繁育仍然是国内畜禽种业的痛

点和难点，只能引进不能留种扩繁的祖代鸡，甚至

在进口种鸡的合同中仍有不能开展育种的限制性条

款，导致白羽种鸡育种的国产化进程缓慢。

3  种业振兴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思路

改革是农业强国建设的重要驱动力之一。体制

机制改革创新是打好种业振兴战的关键，是提升科

技创新水平、推动现代农业转型升级、加快建设种

业强国的有效手段。基于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有关要

求，根据我国种业发展的实际情况，从注重发挥制

度优势、强化企业主体地位、提高品种创新能力等

角度出发，提出了种业振兴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思路

（图 3）。

3.1  体制创新

深入开展体制改革，建立政府牵头推动，强化

企业为主体，高校与科研院所创新攻关，金融机构

与社会资本积极参与的“政产学研用，育繁推服一

体化”的体制。

1）政府牵头推动种业振兴。政府要发挥在法

律法规与政策制定、制度保障、加强监管三个层面

的优势，建立种业管理体系。进一步加强机构建设，

提高种业管理水平 ；修改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促进

种业法制化 ；加强市场监管，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力

度 ；加大财政补贴力度，制定人才、土地、金融、

税收优惠等种业激励措施，引导更多资源要素向种

业创新领域聚集。

2）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充分发挥企业在品种

研发、生产、推广、销售和服务各个环节的主体作

用，构建商业化育种体系。从提升企业竞争力角度，

集中力量构建“破难题、补短板、强优势、控风险”

国家种企阵型，主要包括有龙头企业、特色优势企

业和专业化平台企业。龙头企业最具资本、技术和

人才优势，引领种业发展 ；特色优势企业在经济园

艺作物、畜禽地方品种等领域发挥作用 ；专业化平

台企业在产业链重点环节提供专业化技术或服务。

3）高校与科研院所加强创新攻关。由于我国

品种、技术、人才等资源高度集中在高校和科研院

所，应该明确其在种业科技创新链条中的重要地位，

以高校和科研院所为主体开展基础性公益研究。同

时，加强高校和科研院所与企业开展商业化育种创

图 3　种业振兴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思路
Fig. 3　System and mechanism innovation of the seed industry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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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体系建设，实现基础性研究与商业化育种“双轮

驱动”。

4）金融机构、非农资本积极加入。种业是资

本密集型产业，需要大量资金的长期投入，金融机

构应该发挥金融资本的引导孵化作用，为种业发展

提供资金支持。如创新融资担保方式，加大企业融

资扶持力度 ；制定相关保险政策，推出与种业相关

的金融保险产品，提高种子企业抗风险能力 ；非农

资本作为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应积极投入到育

种技术创新、产业化发展中。

3.2  机制创新

种业振兴机制创新应该从种质资源保护利用，

重点优势企业做大做强，种业创新联合攻关，育种

基础设施水平提升，商业化育种体系完善等方面进

行设计，不断提高种业的内生发展动力和抵御外来

风险的能力。

1）种质资源确权与保护利用机制。从国家战

略高度，打造政府为主导，高校和科研院所、企业

多主体参与的种质资源保护机制，主要目的是增强

对优质品种的保护和挖掘利用。保护机制包括 ：一

是推进第三次全国农作物和畜禽种质资源普查、首

次全国水产种质资源普查，尽快建立畜禽品种“分

子身份证”。地方加快制定“一品一策”保种措施，

保护濒危品种。二是依托高校和科研院所，打造智

能化资源鉴定评价与基因发掘平台，建立全国统筹

分工协作的种质资源鉴定评价体系。三是加强种质

资源库建设，推动农业生物种质资源库项目建设，

提高种质资源的保护力度。四是加强种质资源的国

际交流，有序有效的引进国外优质种质资源，并做

好本土化改良工作。

2）种业企业扶强扶优机制。主要目的是提高

企业在育种研发、生产、推广、销售、服务等全产

业链上的市场竞争力、品种创新能力、良种供给能

力等。为此，扶优机制建设需要明确几点 ：一是要

明确种企扶优在种业振兴中的重要地位 ；二是要明

确企业扶优的范围和对象主要是龙头企业、特色优

势企业和专业化平台企业等阵型企业（国家 2022
年遴选的 276 家扶优企业），促进优势企业做大做强；

三是明确企业扶优主要依靠“三对接”平台，构建

企业与高校和科研院所、金融机构连接体系 ；四是

明确企业扶优的重要手段是发挥制度优势，制定扶

持政策 ；五是明确企业扶优的要求是亲清政商关系，

净化市场环境，促进公平竞争。

3）创新攻关资源共享，成果收益按比例分享

机制。建立高校和科研院所、企业、金融机构三大

主体联合创新攻关、资源成果共享机制，主要目的

是提高育种的科技创新水平，建立健全产学研创新

联合体。创新机制包括 ：一是支持高校和科研单位

与企业开展资源、技术、人才长期战略合作，共用

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实现种业创新的“双轮驱动”；

二是支持金融机构为种企提供丰富的金融和保险产

品，以及充足的资金支持 ；三是建立完善各类主体

按要素和投入分配机制，创新科研成果共享机制。

通过三大主体加强合作，不断打通种业研发、生产、

推广等环节技术壁垒，推动种业向科技密集型和资

本密集型转变。

4）良种繁育贮存基地提升机制。主要目的是

建立国家和地方种业基础设施保障机制，创新企业

参与基地建设模式，增强良种生产保供和贮存能力。

一方面，应加强国家级种子基地建设，如国家级农

作物种质资源库、原种场、种子检测中心、畜禽核

心育种场、良种扩繁推广基地等，不断提升国家级

制种基地保障水平，并积极推动地方根据自身种业

发展需要，建立配套的基础设施，国家对此给予适

当补助。另一方面，建立龙头企业、创新中心与优

势基地结合共建共享机制，实现基地优化和企业做

大做强。

5）种业发展市场化竞争机制。加快市场化改

革进度，提高种企全产业链的市场竞争力和控制力。

一是在品种研发环节，鼓励完善种企与高校和科研

院所联合的商业化育种体系，实现“大规模、高通

量、标准化”创新育种 ；二是在销售环节，鼓励种

企不断创新营销模式，发挥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

技术作用 ；三是在推广环节，加强繁育基地设施建

设，吸收非农资本加入 ；四是在服务环节，支持企

业创新服务模式，不断提高企业服务意识、加强售

后服务。

4  全面推进种业振兴的政策建议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种业发展成效显著，但

与种业强国相比，仍然存在一定差距。在全面推进

种业振兴的新时期，为实现种业高质量发展，本文

提出要继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构建涉及政府、企

业、科研单位、金融机构等多个主体协同推进的，

育种研发、生产、推广、销售、服务等全产业链条的，

政产学研用、育繁推服一体化体系 ；建立健全种质

资源保护利用机制、创新攻关机制、基地优化提升

机制和企业扶优机制。基于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4.1  继续加大种业振兴扶持力度

加快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将种业振兴纳入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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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责任制考核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市场秩序的

监管 [26]，创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推动国家级育

种基地优化，提高繁育推广保障能力 ；研究制定种

业企业在财政、金融、人才、税收优惠等方面的扶

持和激励措施。

4.2  实施种质资源保护利用行动

积极开展农业种质资源普查，重新发现并妥善

保护濒临灭绝种质资源 ；启动农作物、畜禽精准鉴

定，挖掘和利用优异基因 ；组织开展优异种质资源

展示推介与共享利用，提高国际影响力 ；加快推进

种质资源库建设，如福建、安徽、广东等省种质资

源库项目建设，支持四川打造“天府粮仓”，构建

种质资源“一库多圃”保护体系。

4.3  提升育种创新能力

深入开展科研体制机制改革，打通企业与高校

和科研单位在研发和生产等环节壁垒，实现两个主

体育种创新的“双轮驱动”；建立现代生物育种创

新体系，加快推进我国种业从 2.0 时代、3.0 时代向 
4.0 时代转变，重点攻关生物育种、基因编辑和新

一代智能化育种技术 [27-28] ；加快培育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突破性品种，解决科技创新领域的“卡脖子”

问题，如支持辽宁开展玉米、大豆等优势品种关键

核心技术攻关和突破性新品种联合选育 ；推进种业

领域国家重大创新平台建设，加强创新型人才培育，

如支持云南的生物多样性与生物种业国际级创新平

台建设，河南国家种业创新中心开展小麦集成技术

攻关等。

4.4  加强繁育基地和实验室建设

根据地方特色，建立育种基地，如福建“中国

稻种基地”、黑龙江大豆种子基地、甘肃玉米制种

基地、内蒙西门塔尔牛种源基地、新疆优质饲草料

基地等养殖和禽畜种业基地 ；加强繁育基地建设，

上海支持建设高标准良种繁育基地、青海冷凉性农

作物良种繁育基地等 13 个良种繁育基地 ；支持建

立国际级实验中心，如崖州湾实验室杂粮基地建设、

吉林的优质肉牛种业中心建设等。同时要将繁育基

地与实验室建立资源共享机制，提高协同效应。

4.5  加快种业企业阵型构建

深入实施种业企业扶优行动，支持龙头企业、

特色优势企业和专业化平台企业等阵型企业做大做

强 ；提升品种研发、产品开发、技术推广全链条现

代化水平，提高企业竞争力 ；加强企业育种创新引

导，发挥隆平高科等种企的领军作用，加大良种联

合攻关。支持企业通过跨国合并重组等方式，提高

企业国际影响力 ；鼓励金融机构提供多种融资担保

产品为企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制定适宜的保险政

策为种业企业长期发展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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