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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创新驱动 推动南京现代种业高质量发展 

——基于合肥市种业发展考察的思考 

杜娟 王国君 

江苏省南京市农业农村局 

种业位于农业产业链最上游，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核心产业，属于“高精尖”产业，农业要高质量发展，离

不开现代种业引领。为推进南京市现代种业发展，我们主动对标找差，赴合肥市考察现代种业发展的先进经验。 

合肥种业是国家三大种业发展基地之一，种业资源禀赋和产业发展有着较好的基础。近年来，合肥市不断加强

种业政策支持和引导，坚持自主创新与引进开发相结合、政府主导与企业主体相结合、扶优扶强与公平竞争相结合，

充分发挥市场在种业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强化市场监管，提高种业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市场竞争能力，加

快构建以产业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科技为依托、产学研相结合、育繁推一体化的现代种业体系，全面提升合肥市

种业发展水平，努力打造“中国种业之都”。目前，全市持证种业企业 106家，其中农业部颁证的企业 8家，国家

级育繁推一体化企业 4家；全国上市的 8家种业企业中合肥市有 2家。 

合肥现代种业发展特点 

种业是合肥现代农业的支柱产业、战略性核心产业。合肥市在创新种业发展体制机制、建设优势种业研发基地、健全种业

管理体系、提高优良品种的自主研发能力和覆盖能力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 

政策资金引导，种业发展环境好。近年来，合肥紧紧围绕“中国种业之都”定位，打政策体系创新、资金扶持组合拳，连

续出台了《关于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投资发展现代农业的意见》《关于深化种业体制改革加快种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合肥市促

进现代农业发展政策》，并将现代种业作为引导社会资本投资发展现代农业的 8大重点领域之一，在扶持种业企业重组、做大做

强、开展研发创新、项目建设、融资、人才培养、开拓国际市场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 

种业企业影响力大，企业集群式发展。种业企业国内影响力大。合肥拥有一批领军型种业企业，上市公司数量位居全国第 2

位。拥有农业部颁证的种业企业 8 家，国家级“育繁推”一体化企业 4 家，居全国第 2 位，种业综合排名居全国第 3 位。合肥

种业在杂交水稻种子、杂交玉米种子、小麦种子、杂交西瓜种子、蔬菜种子等方面在全国具有较大影响力。踊跃开拓海外市场。

荃银高科海外业务排名全国第 2，在东南亚国家新审定杂交水稻品种多达 18个，在孟加拉成功种出全球第一块热带雨季杂交稻。

丰乐种业的丰乐西（甜）瓜种子、蔬菜种子和绿肥种子在亚洲市场具有很强的市场竞争力，并拓展到非洲、美洲等地。种业企

业集群式发展。合肥精心打造种业企业和科研机构发展集群的“种子产业园”，占地 2500亩，用于种业科研育种和试验、新品

种引进示范展示、种子生产加工和种子仓贮交易。目前，一期工程基地建设完成，已有 10多家种业企业和科研单位签约入驻，

共建设种子科研基地 1000亩。 

种业创新力活跃，抢占产业制高点。种业企业自主创新力强。企业通过建立自主研发机构、组建股份制研发机构、主动与

科研院所开展技术合作等方式，逐步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商业化育种创新体系。同时加大研发投入，为科研创新打下坚实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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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丰乐种业配备国内最先进的试验检测设备 200 多套，投资 1.2 亿元建设国家企业技术中心，目前该公司已拥有国家级研发

平台 2 个、省级研发平台 3 个，被认定为首批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首批农业部“育繁推一体化”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科企

产业联盟成果显著。依托国家科技创新型试点城市平台，支持和鼓励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华东分中心、国家水稻改

良中心合肥分中心、安徽省农科院、安农大等农业科研机构和种业企业打破界限，建立以市场为导向、资本为纽带、利益共享

的产学研技术创新联盟，推动成立了“安徽水稻、油菜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中国科学院生物产业科技创新联盟”等种业

产业联盟,成立院士工作站 2家、博士后工作站 4家，两系杂交水稻育种等创新力居国内领先水平，杂交油菜、瓜类育种在全国

占有重要地位。创新人才培育力度大。出台《关于建设“合肥人才特区”的实施意见》及相关配套文件，在高层次人才引进培

育、创新团队建设、科技成果转化、人才服务、生活补助等方面予以支持，鼓励科研机构或研发人员以技术、资源、人才等形

式入股种业企业，并给予挂职优惠政策。 

加快推动现代种业融合发展，转变种业服务方式。合肥种业从简单种子营销，发展成为种子种苗繁育供应、农机农艺集成

服务和商品化生产，为农户提供全程生产物资服务，实现产业链不断延伸。丰乐公司分别于 2016 年和 2017 年收购湖南农大金

农种业有限公司和湖北丰乐生态肥业有限公司，积极探索种药肥一体化服务模式，为种植户开展从种药肥配方、生产指导、优

质粮食收购到金融支持的全套服务。该模式不仅丰富公司产品，而且优化了资源配置，改善了产品结构，提升了运营效率，增

厚了公司利润。荃银高科积极探索农业社会化服务，与中化农业等深入合作，致力为种植户提供从种到收一条龙服务，为农户

提供优质良种以及育苗插秧、施肥、病虫害防治服务，实行种药肥一体化专业、高效的农业技术服务，帮助农户提升水稻种植

产量与质量，提高经济效益。 

对发展南京市现化种业的启示与建议 

借鉴合肥市种业发展成功经验，以江苏省千亿级现代种业产业规划为指导，加大政策支持，集中科研优势力量进行优质、

绿色品种攻关，强化市场主体培育，转变种业服务方式，加强市场监管，延长种业产业链条，推动南京现代种业高质量发展。 

强化顶层设计，构建种业创新发展的政策体系。制定南京市现代种业产业发展 3 年行动方案，明确种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目

标和具体推进措施。围绕“方案”打造系统、精准的“南京现代种业创新发展政策体系”。一是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每年从财

政支农专项中安排资金，统筹其他资金，逐步增加种业发展投入。二是落实金融支持政策。放大“金陵惠农贷”政策效应，落

实符合条件的种业企业贷款和贴息政策。鼓励担保、保险公司等加大对种业企业的金融服务力度。三是建立种业人才引进培养

激励政策。鼓励科研人员到种业企业任职兼职,完善知识产权入股、参与分红等激励机制；实施引进青年大学生学费补助政策。

四是实施优质食味稻等特色品种种子（秧苗）补贴政策。通过政策引导，推动种业健康、快速高质量发展，为南京种业跨越式

发展营造坚实的政策基础和优质的发展环境。 

创新驱动，引领种业绿色高质量发展。一是鼓励绿色品种创制和特色品种体系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种质、绿色品种、绿色

技术和推广方式创新，引导绿色种业发展。二是构建适合南京的绿色种业发展创新体系。以南京国家现代农业产业科技创新示

范园建设为契机，吸引境内外优秀种业企业落户南京，打造全国一流的绿色种业重大研发平台。强化企业创新主体的作用，鼓

励科企合作，实施绿色高质量品种创制联合攻关。三是加大绿色种业发展保障体系建设。建立与绿色种业发展相适应的财政补

贴补偿机制，实现绿色品种补偿制度与农田保护、耕地保护补偿、生态补偿协调配合。 

做大做强种业企业，提升行业影响力。一是扶持种业企业提档升级。鼓励企业争创国家级、省级育繁推一体化种业企业。

二是支持企业做大做强。鼓励种业企业上市融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鼓励中小种业企业合并重组做大企业规模，着力培育一

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育繁推一体化种业集团。鼓励国有、集体、社会资本通过并购、参股等方式进入现代种业发展。三是鼓励

种业企业开展育种和种业应用技术研究，增强创新能力，提高种业水平。 

完善种业服务体系，强化种业市场监管。加大种业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和宣传，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强化农作物种子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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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坚持种业市场专项整治和日常监管相结合，根据部、省农业部门统一部署要求，组织开展春秋两季种子市场检查；多部

门协同实施好蔬菜种子标签专项治理；打击侵犯品种权和制售假劣种子行为及“白皮袋”种子治理专项行动，确保用种安全。

严格市场监督执法，为种业营造创新驱动、质量引领、健康有序的良好发展环境。 

以种业为引领，促进三产融合发展。一是引导企业延伸产业链。支持种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推动从简单种子营

销发展成为种苗繁育推广、肥药农资供应并配套农机农艺等集成服务，实现产业链延升增值。二是拓展利益机制共赢化。以种

业为引领，鼓励种业企业发展股份合作、订单合同、技术服务等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引导农户、家庭农场参与以种业为引领

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全过程，打造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带动农民增收。三是探索以种业为引领的三产融合发展。鼓励

优势种业企业、园区、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镇街围绕区域农业特点，以特色种业为核心，辐射农业生产、农技服务、农产品初

级与精深加工、流通、电商销售、乡村旅游与农事体验、传统文化、康养等产业，打造三产深度融合的种业园区、特色小镇、

田园综合体，打响区域种业品牌，实现种业新型业态多元化发展，推动种业与乡村产业振兴融合发展，带动城乡双向共生与协

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