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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引领现代种业技术变革

　　粮安天下，种筑基石，种业可谓是农业的“芯片”。近年来，我国种业新品种研发能力不断增强，但科研与

生产“两张皮”问题依然突出。为此，种业要坚持科技创新与体制创新，激励科研人员积极性，推动产学研紧密

结合，引领现代种业技术变革

　　翻开农作物育种领域论文数量排行榜，中国居于榜首，超过美国、日本等国家。中国种业论文数量世界第

一，占全球作物育种领域全部论文量的20%。但“论文强国”为何没能造就“种业强国”？

　　近年来，我国不断增强新品种的研发能力，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然而，国内种企的科研能力依

然较弱，种业创新面临的“两张皮”问题亟待加快解决。

　　促进产学研用协同创新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当前正值春耕用种的旺季。在江西赣州定南县岭北镇大屋村，乐风农机合作社的

水稻种植基地里，水稻秧苗一片绿色，微风过后泛起绿浪。合作社的种粮大户李金明行走在田间，不时弯腰小心

翼翼地查看长势。“种地先要选好种。如今，县里实施优质稻米工程，今年我用的品种，便于机械插秧，不仅产

量稳定，而且抗性强。”

　　“我国农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种子改良史。”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桃林说，以矮化育种、杂种优势利用等为

代表，每一次种子上的突破，都给农业带来了革命性变化，推动了农业主导品种的更新换代。截至目前，全国选

育农作物品种4万多个，申请植物新品种保护达到2.7万个，授权品种超过1.1万个。据统计，2018年品种权申请

量4854件，位居世界第一。

　　从外部看，种业创新的动力在增加。全球种业正面临新一轮科技革命，以基因编辑为代表的生物技术、以人

工智能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等新技术革命迅速推进。张桃林认为，我国种业要坚持科技创新与体制创新，推动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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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按市场规则优化配置，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引领现代种业技术变革。

　　种业已成为农业先进科技的载体，创新注定是种业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种子协会顾问组组长李立秋说，谈

种业就必须讲创新，种业是典型的高科技领域，小小的一粒种子蕴藏了大量的科技信息。培育一个新品种，经过

育种、审定、推广，最快要8年才能上市，有些甚至是几代育种人努力的结果。只有创新的体制机制跟上步伐，

种业的进程才能加快。

　　我国种业为何突破性大，品种却不多？答案就在“两个80%”——我国80%的种业科技人员集中在科研单

位，而80%的种子企业缺乏自主创新能力。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育种队伍和论文成果，但这些成果不少却在发

过论文、评完职称后束之高阁，成为“铁皮柜里的成果”。与此同时，市场在苦苦寻觅新品种。产学研流通不

畅，科研与生产存在“两张皮”问题。

　　“科技成果如何转化为竞争力？不能只靠企业，也要靠科研院所；企业需要科研院所插上科技翅膀。”中国

工程院院士、南京农业大学教授盖钧镒说，要大力推动院所高校的育种技术、种质创新等基础性、公益性育种研

究；支持企业的应用性研究及其商业化运作，双轮驱动种业科技创新体系。通过产学研紧密结合，促进科研院所

和种业企业联合攻关。

　　推动创新资源流动起来

　　“科研单位要着力提升种业基础性公益性服务能力和水平，夯实种业创新基础，为企业创新育种提供不竭的

科技源泉。”中国工程院院士、沈阳农业大学教授陈温福说，围绕这个目标，科研单位一方面做加法，加强其基

础性、前沿性、公益性研究；一方面做减法，把商业性、竞争性领域的事情交给企业。

　　首先是切实保护品种权。此前，业内一度流行“育种不如买种，买种不如偷种”的说法。一个玉米新品种需

要15年才能收回成本。创新如此之难，但套牌却很简单，只要从地里拿走一根玉米棒子就可以私繁滥制。“如果

不能加强对品种权的保护，就没人愿意投入搞育种了。”李立秋说，要加强新品种保护，鼓励种业原始创新。

　　更重要的是让科研院所的资源“活”起来。2014年，国家在4家中央科研单位启动种业权益改革。“赋权、

让利”是这项改革的核心，划定科研人员对新品种权的权益比例不低于40%，对育种材料的比例不低于60%，大

大高于当时“不低于20%”的最低限，极大调动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目前，全国已有122家单位参与到改革试

点中，改革成果几乎覆盖了所有作物类型。

　　“种业权益改革调动了科研人员的创新积极性，也引导科研成果更接地气。”中国农科院副院长万建民介

绍，农科院作物所是首批4家试点单位之一，在具体权益比例上探索按照资金来源分类实施。比如，由国家财政

资金支持取得的成果，个人所占比例是50%，而由个人出资取得的成果，个人占比可高达70%。同时规定，科研

人员享有的知识产权相关权益，不因工作单位和岗位变动而丧失。

　　从2016年开始，四川省每年投入4800万元，支持10家种子企业牵头良种攻关项目，并鼓励30余家企业参与

协同攻关。“通过权益改革，科研院所将成果转化收益的70%至90%用于奖励科研成果完成人、支撑团队及相关

人员。目前，全省到企业兼职的种业科研人员有大约200名，有10余名科技人员创办了种子企业。”四川省农业

农村厅党组成员肖小余介绍。

　　释放商业化育种活力

　　“种业竞争的关键在于科技水平，种业企业首先必须是科技领先型企业。目前实质性科技领先的种业企业屈

指可数，这种状况不改变，中国的种业将失去竞争的机会。”盖钧镒说。

　　隆平高科种业研究院院长杨远柱介绍，公司经过10多年的创新，选育出“隆两优”和“晶两优”等优质抗病

水稻品种。他认为，品种的成功源自企业育种方向决策委员会的建立。在这个机构中，研发人员仅占三分之一，

更多的是直接面向市场的生产、销售人员。

　　育种方向确定后，如何育种是关键。“我们把育种分成若干段，不育系研发组只选育不育系，恢复系研发组

只选育恢复系，抗性鉴定与筛选组的只研究病虫害抗性，专业分工、规模化选育，使小概率的偶然事件变成必然

结果。”杨远柱说，商业化育种体系不再是育种家的单打独斗，而是专业分工、资源共享的育种新体系。隆平高

科一年新配制水稻组合3万余个，玉米组合8万余个，这是以往课题组式育种规模的上百倍。



分享到：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闫琪）

　　荃银高科是我国知名的育种企业。公司成立时，拿出35%的期权股聚合了一批水稻专家及青年人才，同时与

院所高校开展合作，实现了企业快速发展。上市后，公司与安徽省农科院在全国率先实施科企合作，共建“分子

育种联合实验室”。公司副总经理张从合介绍，目前，荃银高科杂交水稻应用研究在全国种子企业中位居第二

位，年均研发费用约占销售收入的5%。已选育并通过审定杂交水稻品种114个，其中国审品种60个。

　　如何将基础研究成果与应用研究有效结合？在农业农村部支持下，荃银高科牵头专家团队组建“6+1”国家

水稻商业化分子育种技术创新联盟，探索科企合作新模式。如今，联盟已实现实体化运作，成立农作物分子育种

技术公司，领跑杂交水稻技术创新。

　　实现种业强国目标，要构建以大型种业集团为龙头、以专业化种子企业为支撑、以服务型种子企业为配套的

企业集群。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司长张延秋告诉记者，2018年主要农作物国审品种中，企业审定品种占

77%，企业在品种审定中的主体地位凸显。

　　盖钧镒建议，推动规模化企业成立种业科技基金，用以开展研发、合作和种业人才培养。今后政府对种子企

业的评价，关键要评价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引导企业建立自己的创新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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