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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业信息

福建省系统推进
种业竞争力提升

近日，福建省政府出台《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
作物种业发展的实施意见》，以提升福建省农作物
品种创新能力、企业竞争能力、市场监管能力和供
种保障能力。

据了解，2018—2020年，福建省级财政每年将
安排5000万元，专项用于实施种业创新与产业化
工程，重点实施优质专用良种重大科研育种攻关、
良种繁育与产业化开发以及种业公共服务平台建
设。对列入国家级“育繁推一体化”种子企业和福
建省级重点种子企业的企业，福建省级财政每年
将分别给予100万元和50万元的补贴资金，扶持
企业开展品种选育。

根据《意见》，福建省将提高供种保障和调控
能力、加快种业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尽快建立10
万亩杂交水稻制种基地，年生产能力超过1600万
公斤；建设一批粮油、蔬菜、果树、茶树、食用菌、中
药材等种子（苗）繁殖基地；按照“分级储备，分级
负责”的原则，完善救灾备荒种子储备制度；进一
步完善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建设，扶持新建农作物
种子生产基地24个；建设5个区域性种子质量监
督检测中心和20个省级农作物品种试验站。

预计到2020年，福建省将形成运行高效的育
种新机制，培育出3个国家级的“育繁推一体化”
种业集团和10个省级重点种子企业。

何璐 严顺龙

四川省优质稻种子
销量占比超七成

近日，笔者从四川省农业厅获悉，今年四川省
“两杂”种子有效供种 1.1亿公斤，同比增长 3.7%。
其中：杂交水稻有效供种 6745 万公斤，同比增长
1%；杂交玉米有效供种 5144 万公斤，同比增长
7.3%，“两杂”种子数量充足。

据四川省 21 个市州零售种子市场监测统
计，今年四川省优质稻种子销售量占比达 75%以
上，较去年提高 12 个百分点，带动种子价格略有
上涨。杂交水稻种子平均零售价 65.1 元/公斤，
涨幅为 6.4%；杂交玉米种子平均零售价 31.82 元/
公斤，涨幅 2.3%。在全省部级种子企业监督抽查
中，“两杂”种子样品合格率 98.3%，有效保证了用
种安全。 庞峰伟 李淼

新疆昌吉
着力提升制种产业化水平

近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州榆树沟镇
前进村种植户赵学莲的制种玉米地里，昌农种业
的技术人员现场给她做技术指导。赵学莲种植制
种玉米已经有六七年了，通过企业的跟踪指导服
务，她的收入也有了保障。“公司给我们提供全程
服务和技术指导，实行规模化管理，同时采取订单
合同，效益明显提高了。”赵学莲说。近年来，昌农
种业不断推进“公司+基地+农户”和“产学研结
合”等发展模式，引进大型玉米种子专用收割机等
机械，实现制种玉米从种植到产出全程机械化，提
升制种产业化水平。

这两天，新疆华西种业有限公司的科研技术人
员正在对新研发的玉米品种的性能进行综合分析
比对。“目前试验的新品种田间抗病性非常突出，抗
病能力和抗倒性均优于先玉335，未来将成为我们
在西北晚熟区的主要推广品种。”公司副总经理李
晓梅说。据了解，华西种业每年投入的科研资金占
到销售收入的3%以上，自主研发培育并通过国家
和省级审定的玉米新品种达13个，公司品种已进入
全国10个省级地区销售。

目前，昌吉州拥有种子企业 102 家，其中亿
元以上企业 5 家，全州优质制种玉米、优质制种
瓜菜、优质制种小麦等面积达 20 万亩，种子年交
易额突破 50 亿，每年直接为农民带来 4 亿多元的
效益。 谷雨

□□ 左力

近日，河南省唐河县源潭镇振群家庭农场种植
的“濮麦9号”等良种小麦正等待收割。“好品种带来
好收益，我这里的小麦一斤要比普通品种多卖一毛
多钱，单凭这些就能多赚不少钱呢！”农场理事长乔
振群说。

作为“中原粮仓”核心产区的唐河县，近年来立
足于“藏粮于技”“藏粮于种”，把良种推广作为小麦
增产、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以提高小麦集中供种率
和整体化水平为中心，以优质化、专用化、市场化为
导向，以试验、示范、推广为手段，采取科技服务与政
策激励相结合，实行区域化种植、规模化生产、产业
化经营、市场化运作，逐步建立健全了小麦良种产业
化长效机制，确保了全县小麦生产的优质高产高效。

“根据对气候条件、土壤成分和墒情的分析，我们
对多个小麦品种进行试种，因地制宜筛选出了郑麦
9023、西农 979、新麦 21、兰考 198等一批新型高产优
良品种，通过多年的跟踪种植，已完全适应唐河气候
特点，耐旱耐涝、产量稳定、增产较高、品质上乘，被选
为‘当家品种’。”唐河县农业部门负责人李万忠说。

为了培育适合本地的小麦品种，唐河县创建了1
个小麦绿色高产高效百亩试验区、10 个万亩示范
区。百亩试验区设在桐寨铺镇赵冢村，重点开展了

优质高产高效小麦新品种在引进、展示、测土配方施
肥、绿色高产栽培模式、病虫害绿色防控等技术方面
的试验和示范。每个万亩示范区设立1个1000亩核
心区和1个9000亩辐射区，示范区涵盖桐寨铺、桐河
等10个乡镇，向项目区发放小麦良种46.1万公斤，配
方肥326吨，农药3131公斤，培训农民1.2万余人次。
试验区安排了12个优质高产高效小麦新品种展示，4
个主推品种对比，4种小麦施肥技术模式试验示范，5
种小麦绿色高产高效病虫害防治技术试验示范。

品种换代的效益十分可观，一系列优良品种的
引进，在粮农中产生了联动效应。唐河县小麦种植
面积由最初的170万亩增加到200多万亩，产量也由
最初的10亿多斤攀升至20亿斤以上，农民们彻底抛
弃了退化严重的自留种和表现平平的普通种子。更
为重要的是，品种带来的巨大效益，让粮农们“粮种
要良”的观念根深蒂固，全县的小麦良种覆盖率由原
来的 40%提高到 100%，制种小麦种植面积达 10 万
亩，稳产、高产、抗病品种占据主导地位，使小麦卖相
好、市场俏、效益增。

金种子拉长产业链，优质良好的小麦种子使唐
河围绕小麦深加工的产业链转动起来。如今，南阳
曹氏百川现代特色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河南明日
今天面粉有限公司等加工企业与种植户开展订单生
产，示范区优质小麦实现订单全覆盖。

河南唐河：
小麦良种覆盖率达100%

安徽庐江“台创园”
良种技术带动农民致富

坐落在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台湾农民创业园里的台湾农友种苗合肥研发基地，以大棚蔬园艺
蔬菜作物种子的研究、改良、开发和产销为重点，先后开发优良品种近600个，其中西瓜“金兰”“宝
冠”“凤兰”；番茄“朱丽”“娇女”等不少品种都得到了国内和国外的市场认可。在此基础上，台创园
组织当地100多名有技能的农村妇女开展人工授粉等技术培训，以增加农民收入。图为近日，在农
友种苗的制种大棚里，技术人员正在观察凉晒种子质量。 周跃东 摄

江苏省今年将继续开展
“互联网+种业”行动

近日，江苏省种业协会联合北京爱种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在镇江市共同召开“2018‘互联网+种
业’江苏行动推动促进会”。“‘互联网+种业’是现
阶段种业营销模式根本性、革命性的创新，江苏种
业各方应该提高对互联网的认识，主动创新营销
管理模式，适应信息化时代的要求。”江苏省种子
管理站站长何金龙表示。

据了解，今年江苏省将重点在六个方面推进
“互联网+种业”建设。一是加强试点示范工作，规
划出重点推进区域；二是从蔬菜等经济价值高、易
于运输、适宜区域广、受众多的特色作物种子上寻
求突破；三是鼓励有实力的骨干企业在利用现有
平台的基础上自主研发信息化建设；四是深化种
子企业和爱种网的合作机制；五是完善网上示范
田以及网上溯源系统建设；六是继续扩大宣传，增
强网上购种对农民的吸引力。 蒋红云

随着我国种业兼并重组步伐的加速，种子
企业的数量在不断减少，规模变大，以及研发
技术的引入，公司商业化育种体系的建立变得
日益迫切。根据笔者在国内外种子公司的科
研及管理经验，与行业内同仁就商业化育种的
体系与运营以玉米为例进行如下探讨。

商业化育种是近10 年来在中国种业流行
的概念。它是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多
学科协作的规范化育种科研平台。它与传统
作坊式育种不同，不过度依赖于育种家个人，
运营高效、安全、可预期、可持续。商业化育种
是我国种业由公益化向市场化，作坊式向规范
化，规模化转变的必经之路。

虽然育种科研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
提高了育种的效率，但是当前育种还不是精准
的科学。在遵循育种基本理论的基础上，保持
适度育种科研规模有利于持续不断的为公司
提供新产品。

国外一些大公司育种的测试规模达到每
年几十万甚至百万个小区。单个育种家主持
的成熟育种项目每年的测试小区应达到2.5～
3万个。育种规模还体现在选育新系的群体组
配及育成新系的数量上。国外大种业中的一
个核心育种家每年组配的育种群体通常在100
个左右，每年定名新系25-40个。

商业化育种需要育种过程流程化。流程
化首先体现在种质资源的循环改良上。杂交
优势群是育种家遵循的基本理念。通过持续
不断的循环改良，使种质资源不断创新，满足
生产对品种的新需求。

流程化同样体现在自交系及杂交种的选育过
程中。包括不同世代自交材料配合力的测定，杂
交种的选育。为保持育种规模的相对稳定，自交
系及杂交种选育过程中应保持合适的选择强度。

分工合作是商业化育种的重要特征，也是
与作坊式育种的显著区别之一。育种团队的分
工有几种形式。各环节的科研人员要保持良好
沟通，信息共享，工作相互配合，做到无缝对接。

近年来国外种子公司在育种中应用比较
成功的技术包括分子育种，单倍体育种等。这
些技术已经成为它们育种体系中的有机组成
部分。分子育种及单倍体育种正在国内越来
越多的种子公司中尝试。基因编辑会在不远
的将来对育种产生重大影响。

持续稳定足够的科研投入是商业化育种
得以正常运转的保障。国外种业巨头的研发
投入长期维持在营业收入的 10%左右。我国
种子公司研发投入稳定达到10%的很少，大多
数在5%以下。

信息化是联系整个研发体系的纽带。信
息化使科研人员得以信息共享，工作高效。大
数据概念的纳入将使信息化在研发中的作用
进一步加强。

我国目前的中小型公司不宜过分追求商
业化育种体系的建立。公司持续的盈利能力
是商业化育种的前提。公司没有持续的盈利
难以支撑商业化育种的正常运转，外靠政府及
项目投资不能保障商业化育种体系的长期运
行。此外，商业化育种体系的运营需要一批具
备现代科学知识及育种经验的人才团队。

商业化育种不宜照搬国外。我国大多数种
子公司实力有限，即使国内50强的公司也不宜
照搬国外模式。可以先做好商业化育种的基础
框架，即首先实现育种的流程化。然后根据自
身的实力，逐渐丰富和完善商业化育种体系。

商业化育种需要企业有坚定的执行力。
对公司经过充分论证，决定要实行的商业化育
种的内容，需要有坚定的执行力。有的育种家
不习惯用自己不熟悉的方式开展育种。需要
领头人具有坚定不移的执行力，同时对育种家
进行不断的辅导。

合作应视为商业化育种的组成部分。我国
的人才，设备，技术多由大专院校拥有，种子企
业人才，设备，技术相对匮乏。展开科企合作可
以有效的增强种子企业的科研实力。种子企业
应把科企合作视为商业化育种的组成部分。

改革不可操之过急
遵循“市场与产业导向、信息与资源共享、

标准与评价统一、分工与协作明确”的原则，隆
平高科已建立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
紧密结合的商业化育种体系，覆盖国内、国际两
个市场，涵盖生物技术、传统育种、品种测试等
三大平台。

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引擎。未来种业的竞
争实质上是研发实力的竞争，谁拥有一流的人
才，谁拥有丰富的种质资源，谁拥有高效的自
主研发体系，谁就拥有种业的未来。企业要成
为技术创新的主体，首先必须成为技术创新投
入的主体，而且企业越是困难的时候越应增加
研发投入，只有通过研发的突破，方可使企业
走出困境。

自2006年起，隆平高科确定构建自主研发体
系，之后，研发投入逐年增加。2011-2016年，累
计投入研发经费7.61亿元；其中2016年达2.23亿
元，占营收9.73%。公司研发管理办法规定：今后
每年提取销售额的10%作为研发基金。持续不断
的高额投入，造就了今天隆平高科完善的研发体
系，齐全的研发设施和较大的研发规模，确保了
新品种的持续产出。

研发模式的创新是确保研究成果持续产出
的基础。要彻底改变过去“家庭作坊式”的小课
题研究模式，建立“工厂化、分段式”育种模式，实
现内部信息与资源高度共享、评价标准高度统
一。

同时，要专业化研发，充分挖掘个人潜能；职
责分明，充分发挥团队作用；组织内避免低水平
重复研究，避免人力、财力、资源的浪费，极大地
提高持续产出能力和培育突破性品种的几率。

打造一支高水平创新团队是商业化育种的
关键。公司要营造“有利于人才引进，有利于人
才成长，有利于激发人才创新”的环境和政策。

“工厂化、分段式”育种创新流程，不再是育种家
的单打独斗，靠的是团队作战。

首先必须有一个以身作则、吃苦耐劳、敢于
创新、不谋私利，敢于担责，不怕吃亏的学术带
头人；其次要有一个踏实肯干、团结协作、开拓
进取、勇于奉献、淡泊名利的骨干团队；有一批
立足岗位、尽职尽责、甘当配角、乐于奉献的团

队成员。
经过19年努力，隆平高科种业科学院水稻研

发团队有108人，平均年龄35岁，有博士4人，硕
士32人，中高级职称36人，是国内规模最大、最
年轻的水稻育种团队。而且基本上是直接从学
校直接招来的，从一开始就完全接受商业化育种
的理念。

前沿技术应用是育种突破的技术关键。育
种实践证明：传统育种技术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
展，其局限性日益凸显。现代分子生物技术在农
业的广泛应用，为我国农作物育种创新带来了新
的机遇与挑战。

2008年，隆平高科成立生物技术实验室，分
子标记辅助选择、全基因组背景选择等技术已广
泛用于水稻资源创新与亲本选育，并取得了突出
进展。利用MAS育种技术育成了华恢3189、华恢
1308、华恢1307等一批抗稻瘟病恢复系，其组合
已通过国审；CRISPR-Cas9技术为隆平高科新种
质创制带来了极大的便利。隆平高科在两用核
不育系、镉低积累、糯稻、香稻、抗病虫、开花期等
资源创制上取得很好的进展。

建立商业化育种激励机制，是提高创新效率
的保障。制定富有竞争力的薪酬体系是稳定研
发队伍的基础。包括薪酬（基本工资+福利）、品
种开发提成、股权激励等。较高的工资福利使研
发人员过得体面，品种提成使研发人员致富，股
权激励使研发队伍长期稳定。

制定商业化育种成果共享机制是充分发挥
团队作用的保障，也是促进资源交流共享的有效
措施。具体措施：团队之间的资源共享按照一定
比例分享开发提成，团队内根据各环节研发人员
所作贡献大小分配。

重视科企合作是加快企业商业化育种的有
效途径。经过国家半个多世纪扶持，目前，科研
院（所、校）拥有十分完善的基础研究条件和丰
富的种质资源，而企业商业化育种起步晚，基础
差，种质资源缺乏。强化科企合作是现阶段加
速企业商业化育种进程的有效途径。隆平高科
高度重视科企合作，体现在育种的方方面面，但
科企合作的前提是企业必须具有很强的自主研
发能力。

再造育种流程是关键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杨远柱

本土商业化育种的现在与未来
大咖论种

齐齐哈尔市富尔农艺有限公司总经理 孙书库

商业化育种商业化育种

【观点观点】

【实践实践】

开栏的话：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种业出现了很多新气
象。在发展主体上，企业的话语权越来越高；在发展方式上，
科企合作、育繁推一体化、互联网+等综合模式相继涌现，传统
单一模式得到升级；同时，经济领域的不少新概念也在与种业
开展融合、新趋势也引来了更多关注。为此，本刊新开设“大
咖论种”栏目，邀请种业大咖们分享关于行业发展、企业建设、
经营模式等方面的理念与见解，共同探讨种业发展方向，将本
栏目办成一个交流思想、碰撞智慧的园地。我们竭诚欢迎关
心种业发展的您积极来稿，期待您的关注与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