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8月13日国家种业科技成果产权交易平台启动，12月2日，农业部在中国农科院举办种业科技成果确权推介交易活动，4
家试点单位开展种业权益比例改革试点工作后，完成了9笔交易，成交额超过3000万元。越来越多的新品种和新技术通过产权交
易平台这个“月老”，走出“深闺大院”，找到了“如意郎君”。本期业界聚焦带您走进国家种业科技成果产权交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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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
实施种业提升工程

日前，宁夏回族自治区农牧厅、财政厅
决定，今年实施种业提升工程，投入资金
1000 万元。

主要目标是建设农作物新品种展示示范
园区 27 个，遴选推介 62 个农作物主推品种。
主要农作物优新品种推广率达到80%，良种覆
盖率达到92%以上；一方面，通过加强新品种
引育试验示范管理，提升品种展示示范园区建
设质量，加快优势种子生产基地建设；另一方
面，通过强化种子质量监管，支持种子企业做
大做强，稳步推进现代种业发展，为自治区农
业增效和农民持续增收作出新贡献。

根据当地实际情况，今年，自治区将审定
一批农作物新品种，退出一批失去推广价值
的品种。进行引进小麦、水稻、玉米、大豆、油
料、杂粮等各类农作物品种区域试验20组300
个品种100个试验点次，生产试验5组15个品
种 30 个试验点次；落实国家水稻、小麦、玉米
等各类农作物区域试验18组200个品种40个
试验点次，生产试验 6 组 20 个品种 18 个试验
点次。

在六盘山区，投入资金支持企业建立小杂
粮种子基地，引进扩繁优质小杂粮种子；支持
企业调购经营优质杂粮种子。

实施种子市场准入制度。按照法定条件
公开、公正办理证照的要求，依法审核种子生
产经营许可证、种子进出口申请材料，核查企
业的种子生产经营条件，严把企业和种子的市
场准入关口。以粮食生产大县、国家级玉米制
种基地和违法事件高发区为重点，以品种、企
业、市场、基地为突破口，严查种子生产经营资
质、质量、标签、档案、品种审定授权及种子案
件等内容，依法处理各种违法违规行为，维护
种子市场公平竞争的环境。

本报记者 张国凤

河南镇平
小麦良种产业化助农增收

“过去种的是普通小麦产量有限，现在田
里种的是全县推广的新品种小麦产量高。仅
去年，我种的12亩小麦亩产达700多公斤，收
入达3万余元。”2月28日，家住河南省南阳市
镇平县张林镇李寨村的农民刘志敏看着绿油
油的麦苗，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镇平县小麦种植面积在85万亩左右，是全
市重要的粮食生产核心区。近年来，镇平县县
委政府把小麦良种繁育作为调整农业结构和
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在不断扩大小麦良
种繁育面积的同时，积极实现农民增产增收致
富的产业化之路。他们以万亩示范方、千亩
示范田及百亩示范户为基地，以提高小麦集
中供种、集中管理、集中收购为中心，以优质
化、专用化、市场化为导向，以试验、示范、推
广为手段，实行区域化种植、规模化生产、产
业化经营、市场化运作，通过“育、繁、推”一条
龙的现代化农业良种生产和经营，使广大农
民增产增收致富。年过六旬的杨营镇李家营
村的李宏民深有体会地说，“自己种了一辈子
的地都没有像现在这样的，产量高，亩达通常
达 700 公斤左右。价格好，高于市场价 0.3 元
被订单收购外，剩余口粮也均被周边乡镇农
民作为种粮抢购一空。现如今，又会有谁能
说种粮食不挣钱呢？”

在创建小麦良种繁育基地过程中，该县充
分发挥自身优势，县农业局种子技术服务站经
过深入调研，决定把小麦良种繁育作为农业结
构调整和增加农民收入的有益尝试。他们着
重以河南天民种业有限公司为龙头，通过“公
司+农户”的生产模式，在全县重点示范农田里
重点推广“兰考198”系列小麦品种，采取订单
农业的形式，让农民无后顾之忧。在推广过程
中，强化宣传，积极引导，让广大群众认识区域
化种植、规模化生产带来的好处。与此同时，
对种植面积实施统一耕种施肥，统一浇灌，协
同县植保站统一做好病虫害、化学除草，统一
机械化收割、晾晒和储藏，确保种子质量。去
年小麦收割季节，在千亩示范田小麦亩产达
1703斤，着实让农民朋友看到了希望。今年全
县共落实小麦供种60万斤左右，为全县粮食增
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刘理政 郭彪

平台当“月老”，成果不愁“嫁”
——访国家种业科技成果产权交易中心

3月2日，记者来到位于中国农业
科学院新主楼北侧的国家种业科技成
果产权交易中心。“很多优秀品种和新
技术没法进入市场完成转让，最大的
障碍就是交易成本问题。”中心主任宋
敏告诉记者，“交易成本是个综合问
题，主要包括信息成本、谈判成本和履
约成本。”

我国几十年来科研院所和高校的
育种研发体系在取得了很多成果的同
时也培养了很多育种家和育种材料，
育种研发的大部分技术、材料以及很
多品种还掌握在科研院所及高校手
中。平台的搭建给这些科研成果一个
展示的舞台，也为新技术、好品种走向
市场、造福农民提供了一个桥梁，平台
也为育种家们提供了更加明确的研究
方向。

降低信息成本——
众里寻“种”千百度，蓦然

回首，好品种挂在交易平台处

目前我国与种业相关的科研机
构、高校及有研发能力的企业数量众
多，不断推出的新品种和新技术数量
也很庞大，将这些信息有效的收集整
理在一起是个纷繁复杂的工作。种企
所需要的品种和技术，与科研机构所
能提供的科研成果，需要一个规范的
平台进行交流。“就单个品种而言，品
种审定及保护情况、品种口碑、育种家
的资料等信息的收集就已经很复杂
了。”宋敏说，“与收集信息相比，核实

信息更困难。”平台通过与农业部及各
大科研院所、高校的对接，在降低寻找
信息成本的同时，更从信息源头确保
其真实性,降低信息甄别成本。

除了出让方用户可以发布出让意
向外，企业也可以发布受让意向。针对
不同经营范围的企业，平台还会通过电
子邮件、微信、QQ等手段，进行有针对
性的信息推送，确保信息与用户高效匹
配。国家种业科技成果产权交易平台
这个“月老”，让红线牵的更准更快。

降低谈判成本——
不要车、不要房，只要你

表现优良

在交易双方有了出让和受让意向
后，就进入了洽谈对接阶段。“平台在
交易双方谈判时会提供标准合同样本
及协议框架。”宋敏告诉记者，“在遵循

‘游戏规则’的同时，让谈判变得更省
时、更省事。”除此之外，平台首期培训
的67位种业科研成果经纪人也已经开
始挂牌服务了。这些经纪人都是熟知
种业行情的“圈内人”，他们可以接受
交易双方的委托,为交易双方磋商谈判
提供专业技术和法律支撑。

平台给予品种和技术一个展示的
舞台，对它们感兴趣的企业需要充分
竞争才能摘得“花魁”，与出让方签约，
交易双方在平台上充分竞争，更多的
买方参与交易竞争，最大化地发现品
种和技术的价值。同样，如果某个品
种或某项技术不能适应市场需求，必

定乏人问津。“长久而言，公平竞争机
制，让企业与新品种新技术一起优胜
劣汰。”宋敏说，“优质资源必定会凸现
出来，整个行业也将良性发展。”

降低履约成本——
不怕“夫妻闹矛盾”，不怕

“第三者”侵权

交易双方签订协议后，最重要的
就是履约，而这也是种业科研成果交
易中变数最大、最容易出问题的环
节。平台为用户建立了交易保证金
支付、交付技术资料和权属证明资
料、交易价款支付等通道，此外，平台
配备专业律师、品种权申请代理人和
专利申请代理人，可协助交易双方到
有关部门办理登记或备案手续，完成
产权交割。

当交易双方中的任何一方权利受
到侵犯，或发现侵权行为，都可向平台
申请维权救助，平台的专业律师和其他
在平台上注册的法律专家都可为用户
提供维权救助服务，此外，平台的交易
统计功能可为用户提供相关交易证明。

“履行中的催款、销售量或者推广
面积核算等等。”宋敏说，“因为涉及利
益，在没有第三方监督的情况下，很容
易出现‘扯皮’。”交易平台会作为第三
方，通过收取交易保证金等担保方式，
督促交易合同履行。同时，平台还联
合中国种业知识产权联盟聘请了专业
律师，对解决交易双方履约中出现的
问题提供法律帮助。

资料图

图说

业界聚焦·产权交易平台

新品种与好企业新品种与好企业““情定情定””平台平台
——江西红一种业买断“广两优7217”品种使用权

新品种和新技术在国家种业
科技成果产权交易平台上交易，对
于育种家、科研人员等研发方的好
处，不言而喻。好品种和好技术可
以在平台上充分展示，在全面考量
受让企业的综合实力后，以一个交
易双方都能满意的形式和价格，

“嫁”出去。
就企业而言，在平台上进行的

公开交易，获得更多机会的同时，
也面临着更多的竞争。优秀的品
种和技术，往往会吸引更多更有实
力的竞争对手。有些企业老总表
示，通过平台进行的交易，企业需
要付出的更多。然而，企业得到的
回报也是要远大于线下交易。

每个女孩都希望自己能有一
个梦幻般的婚礼，每个品种和技术
也都应该光明正大的走出实验
室。确权交易平台在交易双方完
成交易价款和材料交付后，可以开
具出交易凭证，证明此次交易是公
开透明的，其价格制定是有依据
的。如此一来，就不用担心被扣上

“国有资产流失”的帽子了，而交易
双方在审计上也规避了一定风险。

每一个优秀的品种和技术都
是宝贵的资源，公平公开的竞争环
境可以让资源更合理的分配。市
场需要什么技术、爱好什么品种，
就开发什么技术、培育什么品种。
科研成果的好坏也要由市场来评
价，被市场认可的就是好品种好技
术，而育种家也可以通过市场的动
向来决定育种方向和科研角度。
这种倒逼资源合理配置的模式，可
以促进种业进行深度分工和协作，
这也正是种业深化体制改革的重
要组成部分。从远而言，整个种业
的大环境将越来越好，资源分配也
将越来越合理。

未来的种业，将进入一个品
种打天下的新常态，企业应及时
转变观念，抓住新品种和新技术
的核心竞争力，而科研单位也要
与企业建立联系，洞悉市场行情，
把握市场脉搏。国家种业科技成
果产权交易平台，既是品种和技
术大放异彩展示自己的舞台，也
是企业招兵买马、提升自身实力
的点将台，更是育种家研究成果
大比拼的擂台。

竞争机制
倒逼资源合理配置

评说

2014 年 8 月，国家种业科技成果
产权交易平台启动后，中国水稻研究
所很快就将“广两优7217”这一水稻品
种挂到平台网站上，并且提交了出让
意向，开始“招贤纳婿”。同年11月，敏
锐的江西红一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在平台网站上了解到，“广两优7217”
很适合在江西、湖南等双季稻区作晚
稻种植，在区试中，产量、米质表现得
都比对照组好，公司判断该品种有望
在双季稻区大面积推广。经过研究，
红一种业果断决定通过平台提交受让
意向书，并与出让方协商签订了独占
实施许可协议，买断该品种使用权。

同年 12 月 2 日，红一种业与中国
水稻所在种业科技成果确权推介交易
活动中正式签约，“广两优7217”也以
280万元的价格成功“觅得良配”。“‘广
两优7217’，这个品种具有熟期早、产
量高、米质优、抗性好等优点，拥有很
好的产业化前景。”江西红一种业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友建告诉记
者，“该品种投放市场，可以提高公司
产品竞争力，提升品牌效益，产生可观
的经济效益。”

在交易双方的接洽及交易的完成
中，如果说平台是新品种或技术成果
的“红娘”，那么专家就是新品种的“娘
家人”，专家作为具有专业知识的新品
种培育者，其在对交易方资质的选择、
交易方技术实力的甄别中发挥了重要
的作用。此外，产权交易平台上的任
何成果交易完成前都需要专家同意，
可以说专家在品种和技术交易中发挥

了重要的作用。
记者从中国水稻所了解到，这笔

交易按单位∶成果完成人=50%∶50%
比例进行确权及分配，交易完成后
专家可以直接获得交易金额的 50%
的收益，除此之外，专家通过转让该
品种，还能获得相应业绩点从而获
得业绩点奖励。将种业科技成果确
权 交 易 的 收 益 向 课 题 组 与 专 家 倾
斜，提高专家的收入，激励了科研人
员的工作积极性，提高了科研人员
创新积极性。

“科研成果的研发目的就在于应
用与推广。”中国水稻研究所成果转化
与服务处处长倪建平说，“特别是作为
国家级的水稻研究所，基础研究必须

‘顶天’，应用成果必须‘立地’，将论文
写在大地上，将成果撒在田野里，让收
获留在百姓家，使满意填满农民心
间。”该品种交易后，将大大加快其进
入推广应用的步伐，通过市场化运作
直接进入农业生产第一线，对于提高
粮食单产和品质，提高稻米市场竞争
力、促进农民增收、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体现了中国
水稻研究所对水稻种子产业上游育种
的研究与布局及对中下游产业化的引
领示范作用。

“平台大大拓展了目前的交易模
式，使得整个成果交易过程公开化、程
序化、规范化，大大提升了交易过程的
透明度，提高了交易结果的公信力，确
保交易公平与公正，具有很好的示范
效应。”中国水稻研究所所长、国家水

稻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程式华
说，“目前我所已通过这种交易方式转
让了品种和专利技术，我们相信其它
技术也可通过平台进行交易双方的对
接、洽谈及最终成交。”

通过产权交易平台达成的交易有
很多种，如独占许可、排他许可、普通
许可、全权转让、合作开发、作价入股
等。“在未来，作价入股应该是一个很
好的方向。”国家种业科技成果产权交
易中心主任宋敏讲到，“‘一锤子买卖’
的风险，对于交易双方而言都很大。
一个品种的价格卖低了，出让育种方
不划算，价格估高了，受让企业不合
适。”根据品种的推广面积和销售情
况，进行分成是更有利于均摊风险的
分配方式，品种越受欢迎，市场反越响
好，研发单位的收益就越高，科研人员
的收入也会随之提高。

截至目前，在国家种业科技成果
产权交易平台上已经有 11 笔交易完
成签约，还有36个品种的品种权和35
个专利技术正在平台挂牌出让，随着
平台的不断完善和推广，会有更多的
种业成果挂牌和实现交易。平台作
为我国首家种业相关的国家级中介
机构，其重要性和权威性是毋庸置疑
的。平台对于种业科技成果交易过
程的公开化和规范化起到了推动作
用，随着种业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
未来平台的操作将更加人性化、成果
价值评估也会更加合理、更多的科技
成果将登陆平台、越来越多的企业也
将关注平台。 本栏目文字由本报记者 王澎 采写

日前，长沙芙蓉区水稻博物馆文物征集
小组获赠一批由中国水稻研究所捐赠的珍贵
水稻种子和相关书籍。

这批种子是由博物馆特聘专家汤圣祥研
究员从中国水稻研究所国家水稻种质资源中
期库调拨的，包括原丰旱（编号为 2200，下
同）、广陆矮4号（2450）、南特号（2844）、IR26

号（5005）、明恢63（18075）、空育131（33705）、
老来青（44007）几个重要品种。书籍有《中国
水稻遗传育种与品种系谱》（1986-2005）、《中
国常规稻品种图志》、《水稻新品种测试原理
与方法》、《水稻知识大全》（第三版）等。

获赠的珍贵水稻种子和书籍，便于征集
人员全面了解和掌握稻作文物征集的范围、
特征，为即将开展的实地征集、文物调拨等工
作提供了相关线索。图为中国水稻研究所捐
赠的珍贵水稻种子。 魏聪

隆平水稻博物馆获赠珍贵稻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