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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现代种业发展实践与展望 

王仁杯  阮晓亮  王敏  曹国勋  吴卫成 

( 1． 浙江省种子管理总站，浙江 杭州 310020; 2．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科研合

作处，浙江 杭州 310021) 

【摘 要】对近年来浙江省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实践与探索进行总结，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提出下一步

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总体思路、奋斗目标，旨在为加快推进我国种业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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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安天下，种铸基石”。2011 年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国发〔2011〕8号)将农作物种业确立为

国家战略性基础性核心产业，全国种业自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浙江人多地少，人均耕地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

加快发展现代种业，对稳定 “米袋子”，促进农业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委省政府正确研判，采取一系

列政策举措，使全省农作物品种选育创新能力显著提升、种子企业群体结构逐步优化、种业合作交流加快推进，种业发展为全

省农业现代化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但是，浙江种业仍未走出 “散小弱” 的总体格局，突破性的品种不多，种业企业商业化

育种体系尚未构建，与发达国家和国内种业发达省份的差距依然不小，与率先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要求仍有差距，迫切需要

加快发展步伐。作者就近年来浙江省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实践与探索进行了总结，分析了当前种业发展存在的问题，梳

理了下一步发展思路和奋斗目标，旨在为加快推进我国现代种业发展提供一定参考和借鉴。 

1 发展实践 

1. 1 创新机制，大力推进农作物优良品种选育 

浙江省农作物育种科研力量雄厚、育种手段先进。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结合实际，大胆创新，先后启动实施 “8812” 

“9410” “0406”水稻育种攻关计划、农业新品种选育协作攻关 ( 12 个领域)等，科研育种单位将传统育种技术和生物工程

等育种新技术新方法有机结合，育成了一大批优质高产多抗的农作物新品种。2005 年以来，全省自主育成农作物品种 603 个 

( 其中 2005 年至今列农业部超级稻品种累计 18 个) ，水稻方面初步形成了中浙优系列、甬优系列、秀水系列优势品种，油

菜方面 “双低双高” 品种选育全国领先，瓜菜方面育成了一批各具特色的优势品种、出口替代品种、设施专用品种。2013 年

全省水稻主导品种覆盖率达 70 % ，优良品种创造了全国杂交水稻高产历史新纪录 ( 2012 年攻关田产量 15. 214 t·hm－ 2) 、

2011 和 2013 年 2 年获全国早稻平均单产冠军，为实现“千斤粮万元钱” 农作制度创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浙江省粮食

产量从 2005 年 5. 38 t·hm－ 2提高到 2013 年 5. 85 t·hm－ 2( 增幅 8. 7% ) 、瓜菜产业产值从 2005 年 192. 9 亿元

增加到 2013 年超 400 亿元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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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实施现代种业发展工程，提升种业物质装备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浙江省开始组织实施种子工程，加大农作物良种繁育基地建设、种子企业科研育种基地建设、种

质资源保护开发利用，不断提升全省种业发展的物质装备和发展后劲。2011 年将原种子工程更名为现代种业发展工程，省财政

每年安排现代种业发展工程专项资金，用于种业基础设施的建设，着力提升全省种业发展的物资装备。据统计，至 2013 年底，

全省种子企业在省内外建立水稻、玉米、大豆、大小麦、棉花、油菜、蔬菜、西甜瓜等作物制繁种基地近 1. 33 万 hm2，除本

省外，制繁种基地遍布国内新疆、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安徽、福建、江西、河南、湖南、广东、

广西、海南、重庆、四川、云南、陕西、甘肃等 21个省( 市、区)，常年生产农作物种子数量约 4万 t。 

1. 3 启动创新平台建设，加快科研育种成果转化 

在继续抓好粮油作物新品种展示示范体系建设的基础上，2009 年浙江省启动 “1 + 10 + 100” 瓜菜种业创新平台体系建

设 ( 即建设一个省级核心创新园、10 个地级综合创新平台、100 个县级创新平台) 。目前全省已经建成省级 ( 萧山) 现代农

业核心创新园、宁波、绍兴、湖州、金华、衢州等 5 个综合创新平台和 30 余个县级特色瓜菜种业创新平台。每年省市县三级

种子管理机构分工合作，科学制定计划、合理布局，严格规范地组织开展新品种展示示范，使瓜菜新品种在育成审定以后通过

这个平台得到快速推广应用。据统计，2009 年至今瓜菜种业创新平台成功助推浙江省瓜菜产业每年实现 30 亿 ～ 40 亿元的

产值递增。 

1. 4 加大改革扶持力度，推进企业群体结构优化 

“十一五” 以来，根据国务院有关文件精神，浙江省制定出台了一系列加快推动种子企业发展的重要举措，2006 年开始

全面推进种子管理体制改革，采取改制、注销、划转国资委等途径使省市县三级农业主管部门与其所属的种子企业全面脱钩。

2012 年制定出台了 《关于加快发展现代种业的意见》( 下称 《意见》) ，进一步激发了种子企业加快发展的活力。至 2013 年

底，全省持证农作物种业企业 103 家，较 2007 年减 8 家，其中部级发证 3家，省级发证 20 家，市 ( 地) 级发证 41 家，

县级发证 39 家; 国有企业 21 家、有限责任 ( 股份)公司 68 家、私营企业等 14 家，种子企业市场遍布全国和部分亚洲国

家。销售额前 10 位的企业年销售额占比达 72. 1% ，比 2007 年增加了 6. 3 个百分点 ( 图 1) 。全省有 6 家企业获评全

国种业行业企业信用等级 A 级以上，勿忘农种业公司列 2013 年度全国种业骨干企业第 39 位，2014 年有 8 家种业企业入选

首批省级育繁推一体化农作物种业企业培育名单，其中有 3 家民营企业。 

1. 5 举办种业博览会，强化种业合作交流 

2009 年以来，浙江省以 “创新、发展、合作、共赢”为主题，突出以会场展销和田间展示相结合的办会模式，连续成功

举办 5 届瓜菜种业交流会( 2012 年升格为种博会) 。5 届种博会共展示瓜菜新品种 4 000 多个，发布适宜浙江种植的优良瓜

菜品种 230 多个，目前浙江 80% 的瓜菜新品种推广通过种博会。通过这些瓜菜新品种的辐射示范、推广种植，全省瓜菜产值

从 2009 年的 240 亿元增加到 2013 年的 400 多亿元，种博会已成为浙江瓜菜种业的第 1 大盛会、全国瓜菜种业界的知名盛

会，有力地促进浙江省种业的对外合作交流。 



 

 3 

 

1. 6 强化种业监管，大力营造良好种业发展环境 

根据 《种子法》 有关规定，浙江省先后颁布实施 《浙江省实施 ＜ 种子法 ＞ 办法》 和 《意见》，在全国率先开展非

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率先出台省级种子贮备管理办法，率先开展种子市场应急供种储备，率先构建以种子市场观测点为核心

的种子市场供需预测预警体系，大力组织开展种子执法年活动。当前浙江省种子法律法规办法、品种区试展示示范体系、种子

质量监管体系、种业供需预测预警体系和种质资源保护开发利用体系、种子储备体系等种业支撑体系逐步健全，种业监管服务

能力不断提升，为促进全省农作物品种结构优化，为种子质量安全、良种有效供应和市场平稳有序提供有力保障，为种子企业

发展营造了良好环境。 

2 问题与展望 

2. 1 问题 

一是良种培育创新水平不高。 “十一五”期间浙江省虽自主育成了一大批农作物品种，但突破性品种不多，年推广面积上 

6. 67 万 hm2的更少。二是种子种苗企业主体不优。2013 年全省持证种子企业年销售额合计不到 10 亿元，仅为全国种业销售

总额的 1% 左右，全省尚无 1 家种业公司上市。三是种子种苗生产基础不稳。目前全省种植业种子种苗商品生产基地主要由企

业以租用或协议利用农民土地建立，良种基地落实难、稳定难、管理难、改善也难，难以标准化、规模化发展，导致种子种苗

生产基础不稳。四是种业管理技术支撑不强。目前全省各级种子监管技术和手段仍然难以适应快速发展的现代农作物种业需要，

种质资源保护管理还正在起步，缺失征集技术与有效的实物共享交流机制和手段，难以适应种子监管需要。 

2. 2 展望 

针对浙江省种业发展存在的问题，2012 年浙江省根据国发 8 号文件精神，先后制定了 《意见》和 《浙江省现代农作物

种业发展的 “十二五” 发展规划》，提出了下一步种业发展的总体思路和奋斗目标，描绘了 下 一 步 种 业 发 展 的 蓝 图。

根 据《意见》，浙江省将以实施现代种业发展工程为抓手，加强政策支持和引导，深化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推进种业资源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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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利用和优化配置，大力培育现代种业主体，强化市场监管，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科技为依托、产学研融合、育繁推一体

化的现代种业体系，增强种业科技创新能力、企业竞争能力、供种保障能力和市场监管能力，全面提升种业发展水平。 

根据 《意见》，未来 5 年，浙江省将着力打造 3 ～ 5 家育种创新能力强、生产技术先进、市场营销能力强、产业链完整

的大型现代种业集团和 20 家左右区域性、专业性种业龙头骨干企业; 力争选育 180 个左右新品种 ( 系) ，其中 100 个以上

成为生产主导品种并具有新品种保护权和生产技术标准，20 个成为具有良好应用前景和自主知识产权的突破性优良品种; 建设 

3. 33 万 hm2 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种子种苗生产基地; 建立职责明确、手段先进、监管有力的种子管理体系; 种子种苗商

品化率和主导品种覆盖率均达 70% 以上。 

3 小结 

纵观我国种业发展历程，各省均具有十分相似的历史背景、体制机制、基础条件和科技创新水平，存在的问题也具有共性，

解决问题的方法可以相互借鉴参考。作者通过对浙江省近年来种业发展实践经验总结和问题剖析，并依据有关政策意见，梳理

了今后一个阶段的发展思路、目标任务，将对加快推进我国各省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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