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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末特刊 

 

现代种业孕育新活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农产品贸易与政策研究室主任  胡冰川 
 

    好种育好苗。种子一直是农业发展的核心助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现代种业发展取得了

明显成效。水稻基因组学研究国际领先,开创了水稻研究从传统遗传图谱向全基因组水平转变的先

河;关键技术瓶颈突破,选育出多个亩产超过 1000 公斤的超级稻新品种;转基因玉米大豆新品种培

育成功,开辟了自主培育转基因抗虫耐除草剂玉米、耐除草剂大豆的道路。随着种业科技创新步伐

加快,一大批标志性重大成果纷纷落地,对农业农村发展释放巨大引领带动作用。 

    传统意义上,人们往往凭借肉眼和经验对种子进行识别和简单区分,将颗粒饱满的留作种子。

如果以平均单产来衡量农业生产水平的话,水稻、小麦的种植早在宋代就已实现历史高峰,明清时

期的人口增长则主要依赖新大陆物种的传入带来的产出增加。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加大科技投入力

度,以杂交水稻为代表的育种技术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粮食产量,支撑了我国人口的快速增长。由此

可见,无论是新大陆物种的引入,还是杂交水稻的育种成功,本质上都是利用新的生物技术改进作物

性状。 

    随着现代育种技术的发展,种业日益成为农业的“财富密码”。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玉米产量

为 1.06 亿吨,当年种用量 184 万吨,2020 年中国玉米产量为 2.61亿吨,玉米种用量为 113万吨。产

量大幅提升,种子用量却快速下降,体现出生物技术进步对农业增产的重要作用。尽管如此,我国农

产品的产量和质量与国际先进水平仍存在差距,究其原因,种业的产业化差距是根源。 

    当前,从技术层面来看,我国不少农作物的育种技术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个别品种甚至处于领

先地位。但从种子的产业化发展角度来看,仍处于探索阶段。“十四五”规划纲要为种业未来发展

提供了系统性的政策保障,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也提出要打好种业翻身仗,对种业发展提出了具体

措施。通过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从而推动我国种业快速发展。

成看到的是,我国种质资源丰富,创新活力强,市场体量大,种业市场的发展空间广阔,通过政策体制

机制的进一步完善,我国种业的未来大有可为。 

    今后,通过不断强化企业主体地位,把种子品种入市权交给企业、评判权交给市场、选择权交

给农民,从而激发种业发展活力、创新动力,最终带动农业的科技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