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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种业发展的措施、成效与建议 

郑有川 

（中国水稻研究所） 

【摘 要】通过调研分析浙江省种业发展现状，详细介绍浙江省大力实施现代种业发展工程的部署和采取的有效

措施，在 12 个农业产业领域全面启动实施农业新品种选育重大科技专项，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同时为下一步种

业发展提出了建议，将推动浙江种业发展以及全国种业发展提供一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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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业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核心产业，是保障粮食安全、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和现代农业产业的核心。浙江省委、省政府

十分重视现代种业的发展，为加快浙江种业核心竞争力，2011年浙江省农业科技大会作出了大力实施现代种业发展工程的部署，

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种业的意见》，浙江省财政大幅度增加种业科研投入，在 12 个产业领域全面启动实施农业新品种选

育重大科技专项(以下简称专项)，专项实施以来，通过组织协同创新、加强联合攻关，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加快推动了浙江种

业发展。 

1  浙江省种业现状及存在问题 

1.1  育繁推一体化体系尚不完善   

一是浙江省缺乏强有力的统一协调机构。浙江省水稻育种计划(简称 0406计划)实施成效明显，关键在于有专门协调机构、

有专项经费、有定期考核制度。近年来，全省种业育繁推工作缺乏像 0406计划那样强有力的统一协调机构，导致了育种与推广

相分离的被动局面。二是龙头企业带动弱，种业产业化水平低。浙江省农作物类持证企业和非持证种业经营户共有 3764家，平

均年销售额不到 11万元，而进入全国种业五十强行列的浙江勿忘农公司年销售额还不到 1亿元。这种经营规模偏小、市场竞争

力弱的种业主体，是难以承载良种繁育推广重任的。三是缺乏互惠互利良性合作利益机制。育种科研与种子经营单位利益联结

机制不紧密，种业知识产权保护难度大，育种人员积极性难以调动。另外，杂交水稻等制种基地逐年萎缩，由于制种比较效益

差，农民积极性不高，若种子提价，种粮农民又承受不了，陷入两难境地。如不引起高度重视予以解决，将影响水稻等种业发

展，而且必将影响到水稻和主要农产品生产
[1]
。 

1.2  种子种苗工程投入明显不足   

一是省级种子种苗的专项资金多年没有增长，有的建设资金还在减少，如省财政安排水稻育种协作组科研经费 650 万元，

专家年人均科研经费仅 5 万元。投入不足，降低了科研单位良种选育和创新能力，也影响到原种场、良种场和种苗场的建设，

削弱了种苗生产和供应能力，使浙江省部分农作物和水产名特优品种供求矛盾更加突出。二是浙江省一部分农作物区试站在省

级或国家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后，缺少后续经费保障，有的区试站运行难以为继。三是浙江省至今还没有设立种质资源收集、保

护和开发专项经费，影响了工作的开展。 

1.3  种业监管工作有待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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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各类种子种苗分属农业、林业、水产等部门，种子种苗管理机构设置五花八门，部门内部执法力量分散，如农业系统

种子管理机构分散在综合执法、农技推广、政策法规等部门，协调难，影响了执法监督职能的发挥。二是检测检验体系较弱。

有的农作物区试站和种子质量检测检验机构的设备陈旧、人员老化、技术支持弱化问题突出，难以适应种子监管需要。三是种

子法配套规章有待于完善。浙江省林木种苗、水稻秧苗、西瓜种苗、桑茶果种苗、畜牧和水产种苗等生产经营监管制度尚有缺

失，特别是绿化大苗参照林木和农业水果种苗管理既不科学，也难以操作。 

2  主要做法 

2.1  建立了育种攻关协作组   

借鉴 0406 水稻育种协作组 20 多年成功的实践经验，集聚整合全省育种科研力量和资源
[2]
，2010 年，组建了粮食和十大农

业主导产业等 12个领域的多学科跨单位育种协作攻关组。全省有 294家单位参加协作组，其中高校 20家、省市科研院所 46家、

种业相关企业 116家、技术推广中心(站)70家、种子种苗站和林场 42家；参加协作组人员 1546人，其中博士 358人、硕士 344

人；正高 227 人、副高 481 人。协作组实行首席专家负责制，首席专家经协作组成员民主推荐产生。首席专家履行对协作组的

管理，带领团队出品种、出成果、出人才。按照“整合、共享、协作、创新”的要求，各协作组均建立了统一规划、合理分工、

资源共享、绩效挂钩的协作攻关机制，组织开展联合育种攻关研究。 

2.2  建立了动态管理考评制度   

科技厅和财政厅联合印发了《农业新品种选育重大科技专项总体实施方案》，要求各协作组加强内部管理，建立定期报告制

度，实行开放竞争机制。按照分级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科技厅负责做好协作组的指导管理工作，并会同财政厅和农口部门

对各专项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考核评价，到“十二五”期末，对专项实施和协作组进行验收及绩效评价，以育种攻关绩效

作为各领域专项资金安排和调整的依据。建立了协作组首席专家会议交流制度，提出育种专项经费规范管理的意见。各协作组

均制定了绩效考评与经费安排相挂钩的管理办法，在项目经费分配中引入竞争择优机制，推行“定额资助先启动，依据成果后

补助”的办法
[3]
。 

2.3  积极探索商业化育种机制   

12个协作组共吸收 70多家种业企业参与，重点支持培育一批具有育种能力、市场占有率较高、经营规模较大的“育繁推一

体化”的种业企业。支持企业整合育种力量和资源，充分利用公益性研究成果，按照市场化、产业化育种模式开展品种研发，

增加育种科研投入，牵头组织实施商业化育种项目，逐步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商业化育种机制。部分项目由种业企业牵头实施，

探索商业化育种的模式和机制。如畜牧领域有一半重点项目由企业牵头实施，花卉、食用菌和中药材领域有 28%的项目由企业牵

头实施。通过组建协作组，初步构建了产学研结合、育繁推一体的协同创新模式。 

3  成效初显 

3.1  自主育成一批新品种   

专项实施以来，种植业领域(水稻、旱粮、蔬菜、果品、茶叶)共选育通过省级以上审定新品种(组合)55 个，其中国家审定

8 个、本省审定 38 个、外省审定 9 个。省级以上审定水稻新品种(组合)34 个(次)，在农业部新确认的 12 个超级稻品种中，浙

江省专项育成品种占 4 个。高蛋白大豆新品种浙春 4 号通过国家品种审定，为国审品种蛋白质含量最高，同时具有抗病毒病、

抗倒伏、落叶性好和不易裂荚等优点。超高产甘薯新品种浙薯 259通过国家品种鉴定，该品种较对照增产 33.4%，甘薯浙紫薯 1

号获得植物新品种保护授权，油菜、大麦、小麦、甘薯、玉米等多个品种进入区试。审定蔬菜新品种 10个，包括番茄、黄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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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瓜、茭白、茄子、长豇豆、松花菜、青花菜和雪菜等。西兰花新品种浙 361和菜用大豆新品种浙农 0912、浙农 0816有望部分

替代进口品种，成为潜力后备品种。梨新品种翠玉、葡萄新品种玉手指通过浙江省品种审定。翠玉梨外观优、品质好，耐贮性

明显优于翠冠。 

特种经济作物领域(竹木、花卉、食用菌、中药材)共选育通过省级以上审定新品种(组合)53个，其中本省审定 38个。完成

蝴蝶兰国际登录新品种 2 个，获得植物新品种保护和专利授权 47 项，1 个凤梨新品种通过省审定。松树新品种马尾松、秀珍菇

杭秀 1号通过新品种审定。中药材浙贝母 2号、杭白菊金菊 3号和铁皮石斛仙斛 3号新品系基本定型。 

3.2  示范推广一批新品种   

一是籼粳型杂交稻甬优 12 创 2项全国水稻高产纪录，2012年甬优 12百亩片平均单产 963.65kg，创全国水稻百亩示范方高

产纪录，最高田块 1.196 亩单产 1014.3kg，创我国水稻主产区最高纪录。二是水稻自育品种牢固占据生产主导地位，专项育成

新品种 2012 年在省内外推广 3974 万亩，其中本省 1282 万亩；天优华占、国稻 7 号、中浙优 1 号、中嘉早 17、中早 39 和秀水

134 等 6 个品种入选农业部遴选的水稻主导品种，其中中嘉早 17 成为全国推广双季早稻第二大品种。三是竹木自育品种推广有

亮点，油茶新品种推广占新发展面积的 95%，育成珍贵树种、速生树种和木本粮油树种推广近 1.27 万亩；四是食用菌自育品种

省内外推广“双推进”，省内推广新品种 27 个、27.95 万亩，覆盖率 40%以上；省外推广新品种 13 个、15.85 万亩，覆盖率约

10%。此外，推广旱粮自育新品种 365.6万亩，繁育桑树新品种种苗 1.5亿株，推广饲养家蚕新品种 17万盒。 

3.3  取得一批创新成果   

专项实施以来，获得各类成果奖 14项。其中，针对长江中下游稻区早稻米品质差的技术难题，培育了中鉴 100、中鉴 99-38、

湘早籼 31号、中优早 5号等一批优质早籼品种，累计推广 8175.2万亩，农民增收 18.26亿元，并带动了稻米加工企业的发展，

创造了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浙粳 22 自 2007 年起连续 6 年被列为全省主导品种，为浙江省粮食稳定增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至 2011 年，省内外累计推广 586.8 万亩，其中本省 415.3 万亩，创经济效益 5.4 亿元，“高产优质多抗晚粳稻新品种浙粳 22

的育成与应用”获得省科学技术一等奖。此外，完成“优质高产夏秋菜用大豆衢鲜 2 号新品种选育与应用”、“甘薯优异种质

创新及应用”、“特色鲜食玉米品种选育及高效栽培技术研究与示范”、“松花菜小孢子培养高效育种技术及其应用”和“优

质多抗黄瓜新品种选育及育种技术研究”等项目，育成一批新品种并示范推广。 

3.4  种业基础培育和创新方法研究取得进展   

种质资源基地建设初具规模。浙江省具有丰富的动植物种质资源，各协作组十分重视种质资源的收集、保护与开发利用，

加强种质资源圃、资源库建设，在省内外建立制种、种苗基地 109 个累计 16800 多亩。以“浙八味”药材为核心的中药材种质

资源圃群构建已具雏形；初步建立了我国瓠瓜主要种质资源的农艺性状信息数据库。 

种质材料创制与育种方法研究取得新突破。一是筛选、创制获得 2694份优质特异育种材料。茶叶协作组创制高香高产型、

高茶氨酸、高儿茶素优质茶树材料共 30多份；蚕桑协作组筛选出适于轻型收获的桑树材料 6份。二是发掘、克隆获取一批重要

性状的功能基因。蚕桑协作组参加完成桑树基因组的初步测定；食用菌协作组克隆了与双孢蘑菇褐病相关的功能基因 6 个；中

药材协作组筛选铁皮石斛抗寒性相关基因 11个；三是分子育种、细胞育种、转基因等前沿技术研究达到新水平。旱粮协作组构

建开发了一批与油菜含油量、千粒重；小麦光周期、大麦赤霉病条纹病抗性、大麦耐镉性、大豆病毒病抗性等相关的分子标记

并进行基因初步定位。在花卉领域，建立分子标记辅助育种和基于功能基因的中国兰花定向分子育种，利用转基因进行分子育

种，已获得红掌株系 1个、凤梨株系 7个。 

种业企业培育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一是大力培育种业龙头企业。以浙江勿忘农种业、浙江农科种业、浙江森禾种业、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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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国稻高科技种业等企业为代表，扶持 3～5家育种能力强、生产加工技术先进、市场营销网络健全、技术服务到位、育繁推广

一体化的大型现代种业集团，发展成为浙江省现代种业的核心力量。二是注重培育行业或区域骨干种业企业。扶持 10家以上在

某一领域育种科研达到国内领先、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品种的行业骨干种业企业，成为具有特色优质的种业发展骨干力量。三是

培育一批种业科技型小企业。发展一批技术力量较强，具有创新能力的种业科技型小企业和种子种苗繁育生产企业。 

4  推进浙江种业发展建议 

4.1  加大扶持，重点培育种业龙头企业   

种业龙头企业是良种选育和创新的重要载体，是产学研结合、育繁推一体化关键环节，在上促科研、下带推广中具有不可

替代的作用。浙江勿忘农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等省级龙头企业不但要立足浙江，更要面向全国、走向世界，充分发挥自身特长和

优势，利用资产重组、控股、参股、兼并、租赁等方式，将本区域内同类种业企业(户)纳入自身的经营体系，做大做强企业。

要对现有种业企业按不同产业分门别类，选出一批基础好、发展潜力大的成长型企业，加以重点扶持培养，扩大企业规模和实

力，以破解浙江省种业企业“低、小、散、弱”的窘境。各地要进一步深化种业体制改革，加强种业的资源整合，针对种业发

展存在的问题，综合运用财政、税收和价格等经济杠杆，制订相应优惠政策措施，如杂交水稻制种基地建设要有专门政策扶持，

以帮助种业企业排忧解难。要鼓励和支持种业企业实施“走出去、引进来”战略，到外省建基地、拓展省外种业市场，通过多

种形式与发达国家的种业企业和国内大型种业企业合作，以提升浙江省种业产业整体水平
[4]
。 

4.2  积极做好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工作   

种质资源是一项战略性资源，其一旦消失，是难以再生的。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是一项“事在当代、功在千秋”的公益事

业。浙江省地理位置优越，动植物多样性特征明显，林木、农作物、畜禽、食用菌和水产等种质资源丰富。要用信息化手段构

建动植物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平台，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工作，并实行资源共享。要充分发挥农业、林业现有种质资源保

护和利用库的作用，做好扩容工作，加快珍稀物种、乡土种苗等嫁接、选育和繁育研究；提高浙江省品种创新水平。要加快浙

江省水产种质基因库建设进程，加强国家茶树改良中心和国家种质杭州茶树圃建设，做好浙江省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林木花卉

资源保护等规划，使各种动植物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做到全覆盖。同时，要创新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机制，鼓励和引导社会力

量特别是企业参与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工作。 

4.3  加强种业监管工作   

种业监管是各级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各地要加强种业管理机构建设，做到有机构、有职责、有人员，依法规范种业监管

工作，实行种子种苗许可证制度，加强种子种苗审定和认定工作，从严执法，坚决打击未经审定(认定)种子种苗经营坑农的行

为，规范种业市场秩序，确保种子种苗质量，保护农民群众利益。要强化现有各类种业检疫检测机构的建设，同时加快浙江省

水产引种基地、农业部海水种质种苗质量安全监督检验中心以及食用菌等检疫检测机构建设，以完善浙江省种业检疫检测体系。

要规范和健全各类种苗疫病防控的制度，逐步推进种子种苗技术标准化
[5]
，促进浙江省种业健康发展。 

4.4  加强领导，为种业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种业不仅要为农业的发展提供重要物质基础，本身也是一个重要产业。基于种业是一项系统工程，环节较多，涉及面广，

全省各级政府要提高认识，加强领导，要围绕着种子种苗工程建设的实施，建立强有力的指挥协调机构，定期研究种子种苗工

程实施中的突出问题，并将其纳入各级政府工作目标考核，继续深化农业科技改革，完善种业科技的立项、申报、评定等政策

和制度，以调动种业科技人员积极性，加快分子育种、转基因、杂种优势利用以及种子早期鉴定和快繁快育等高新技术的应用，

创新一批超级动植物生物育种新种质、新材料和新品种，并加大农业新品种选育自主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要充分利用农业科技



 

 5 

特派员、农村指导员和大学生村官等在推广优良品种的积极作用
[6]
。将全省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与农业科研体系有机结合，以

促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利用。要加快制订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动物防疫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等条例以及林木种子种苗管理、

畜禽管理、食用菌管理、果树苗管理和水产类种苗管理等规章，为种业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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