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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种业创新发展对提高农业生产力、促进农业现代化、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开展常

州市种业创新发展现场走访及座谈的基础上，总结了常州市在种业创新方面的举措和成就，评估了常州

市种业创新发展现状，分析现有的问题和不足，最后为常州市种业创新发展提出对策建议，以期更好地

推动常州市种业创新协调发展，并希望可以为其他地区提供可借鉴的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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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eed industry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enhancing agric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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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al productivity, promoting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driving 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Based on field visits and discussions conducted in Changzhou City, this paper sum-
marizes the initiatives and achievements of Changzhou in seed industry innovation. It assesses the 
current state of Changzhou’s seed industry innovation, analyzes existing issues and shortcomings, 
and finally proposes strategic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Changzhou’s 
seed industry. These suggestions aim to better facilitate the coordinated and innovative develop-
ment of Changzhou’s seed industry and hope to offer a reference model for other regions. 

 
Keywords 
Seed Industry Innovation, Current Status, Suggestions, Changzhou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种业是指通过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培育、繁殖和推广各种农作物品种，提高农业生产力和产品质量的

一项重要工作。作为农业的基础和先导，种业决定了农产品的数量、质量以及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种业的发展关系到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收入增长以及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在当前全球种业创新的研

究趋势中，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的紧密融合正推动着种业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国际上，如美国、以色列

[1]和荷兰[2]等国家通过结合转基因技术、精准灌溉、高效温室技术以及自动化和机械化手段，显著提高

了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同时也优化了资源的高效利用。相比之下，中国虽起步较晚，但正迅速追赶，

特别是在水稻育种领域的育种机器人[3]和信息化管理系统[4]的应用方面取得显著进展。种业创新的重要

意义不仅体现在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还涉及到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高农民收入和推

动科技进步等多个层面。它不仅是国家科技实力的象征，也是全球农业共同发展的必由之路，对于每个

国家来说都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近年来，中央高度重视种业安全，把种业安全提升到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打一场种业翻身

仗”成为从中央高层领导到地方政府的共识。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坚决

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2021 年 12 月，中央经济会议提到了要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2022 年中

央一号文件提到要全面实施种业振兴方案，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和江苏省委一号文件都强调了“种业振

兴”。种业目前正受到来自各方前所未有的重视，打好“种业翻身仗”正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展开。 
近十年来，在现代种业发展上，常州作为江苏唯一没有农业大学、大院、大所(综合性农业科研院所)

的地级市，逐步构建了市场主导、政府支持、人才支撑的育繁、保护、推广一体的特色种业创新发展体

系，是江苏唯一新品种培育实现农牧渔产业全覆盖的地级市，为全市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提供了

关键支撑。“十四五”期间，常州围绕优势领域，进一步聚焦种业创新中心建设，支持以企业为主体、

以市场为导向的育繁、保护、推广一体的特色种业创新发展体系建设，向着“种业创新强市”目标稳步

迈进。在今年全省入选农业农村部国家种业阵型的 11 家企业中，常州立华牧业和诺亚方舟成功上榜国家

“破难题、补短板、强优势”国家种业阵型企业，入选数量居全省第一。全市牵头 3 个江苏省种业振兴

“揭榜挂帅”项目，种业创新发展优势进一步彰显。对常州市种业创新发展进行调研，不仅有助于该市

进一步增强和巩固其种业领域的领先地位，还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发展种业的可行路径和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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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常州市种业创新发展现状 

2.1. 作物种质资源收集保护快速增长 

丰富的种质资源是育种材料的重要来源。常州的种业企业非常重视种质资源，这是确保种子质量和

提高农作物产量的基础。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采用常规育种结合分子技术方法，广泛引进国内外优质种

子资源进行种质资源创制工作。每年在江苏、海南两地穿梭鉴定种植育种创新材料 10 万多份，应用分子

技术进行抗性基因、高产基因、优良食味基因等检测和定位，年使用育种经费约 200 万元。持续加强种

质资源收集工作，建设分子技术与常规育种协作体系，与中科院遗传所、南京农业大学、扬州大学等上

游科研院所的深度合作，搭建开放、共享、共赢的平台，加快水稻分子育种技术手段的引进和吸收，加

强水稻基因层面机理的理解和运用。升级分子育种和稻米品质分析实验室，建立高标准的科研平台，实

现生物育种技术与常规选育技术的相互融合。上下游各自发挥自身优势，建立好分子技术和常规育种协

作体系，促进技术升级，选育出有真正有突破性的水稻新品种。 
通过与高校合作，企业可以获取更为丰富和多样的种质资源，这有助于他们在未来的育种中有更多

的选择和创新的可能性。江苏诺亚方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通过自主收集和国内外合作等形式进行种质资

源收集。近五年，公司新增了河蟹诺亚 1 号、诺亚 2 号、美洲鲥和小龙虾等重要种质资源。公司建有专

门的保种养殖池塘，用于优质亲本的繁育与长期保存，采用暂养系统进行短期保存。并定期采用表型、

基因型相结合等方式对持有的种质资源进行评价。溧阳市天目湖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开展桑品种种质资源

基因库的建设，收集了全国各地 100 多个桑品种，为全省的桑品种选育提供了一个服务平台。 

2.2. 品种改良与育种技术广泛应用，生物育种技术具有潜力 

育种技术主要包括杂交育种、分子标记辅助育种、转基因育种、基因编辑育种、基因组选择育种和

设计育种等。杂交育种一直是主流的育种技术，它能够有效地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5]。多年以来，

通过选育，常州市成功研发了多种适应各种气候和土壤的农作物品种。这些品种不仅提高了农作物的产

量，还有助于抵御疾病和害虫。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通过杂培育出“武粳”、“武育粳”、“武运粳”、

“武香粳”等系列优质高产水稻新品种。诺亚方舟利用种质资源进行遗传改良，通过杂交育种等方法，

已经取得了一些实际成果。以 2004 年和 2005 年在长江干流江苏仪征段分别收集挑选的中华绒螯蟹野生

亲蟹 689 只和 567 只为基础群体，以生长速度为目标性状，采用群体选育技术，奇数年和偶数年分别进

行，经连续 5 代选育而成诺亚 1 号品种。在相同养殖条件下，与未经选育的长江水系野生中华绒螯蟹相

比，奇数年成蟹生产速度平均提高 19.9%，偶数年成蟹生长速度平均提高 20.7%。 
随着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探索分子标记辅助技术等现代育种工具。这些技术可以帮助

企业更精确地选择和培育所需的品种。武进水稻所以常规粳稻育种为主，结合分子技术辅助，联合分子

技术公司(华智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进行创新材料的稻瘟病抗性基因检测，提高所育品种的抗性。稻瘟病

抗性指数由 4.5~6.5 向 3.0~5.0 的提升，能减少生产用药，促进绿色生产。针对肥料使用过多和生产环节

污染环境等问题，武进水稻所还展氮高效和光身稻品种选育两个方面工作。选育氮肥高效利用品种，能

有效减少氮肥使用，减少土壤压力，保护生态环境。选育光身稻品种，稻谷籽粒无稃毛，能大量减少水

稻收割时的粉尘，促进水稻清洁生产。截至到 2022 年，共培育了 100 个水稻新品种，累计推广应用 4.3
亿多亩次，增产稻谷达 120 多亿公斤，增加社会经济效益 200 多亿元。溧阳市天目湖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采用杂交育种模式，和苏州大学、江苏科技大学等高校开展产学研合作，采用分子标记辅助技术开展桑

品种的选育，已选育了一个果叶两用桑新品种。 
基因编辑技术、基因组选择等现代生物育种技术在种业中的应用日益广泛。这些技术大大缩短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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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改良的时间，并提高了育种的精确性[6]。未米生物(江苏)有限公司通过发展精准育种技术，破解基因

密码，赋能我国粮食安全。目前，未米生物已在玉米、水稻、大豆和棉花等十余种作物上开发了多项具

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递送技术、精准编辑技术和工具酶系统，高通量创制了核心突变体资源，并成功

服务了 300 多家国内外科研单位及多家国内育种企业。公司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开发了抗锈病、耐密值、

增产、矮杆、调节花期、脱水加快等各种性状，为生物育种提供独立知识产权的新产品。此外，公司还

结合大数据及自主研发的全基因组高通量编辑技术，创制了新一代玉米突变体资源库，突变体材料被广

泛使用到育种种质资源创新和重要基因克隆研究中，显著缩短优异种质创制时间，提高重要功能基因克

隆效率。虽然现代育种技术在常州应用不多，但其具有巨大的潜力，可能会在未来改变种业的面貌。 

2.3. 与科研单位合作密切，品种引育与种植技术加速创新 

与科研单位合作是农业种植技术和品种改良的重要途径，尤其对于那些缺乏自身研发能力的企业来

说，通过与农业科研院所和高校的紧密合作，确保了常州农企能够持续接触到前沿的研究和技术，从而

加速创新的步伐，有效地提高其技术水平和市场竞争力。江苏立华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与扬州大学共同承

担的“鸡遗传资源评价、种质创新与产业化应用”项目，在鸡资源新品种培育(雪山鸡)方面取得了重大研

究发现，已经育成新配套系雪山鸡，企业取得了重大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江苏省农科院与溧阳中

南化工有限公司通过产学研用结合，应用现代生物技术，承担的“小麦镰刀菌毒素污染风险形成机制及

管控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在小麦独特防病增产、降毒效果方面获得显著成果，保了小麦丰产优质；

江苏立华食品有限公司和省农科院共同参与的“禽肉工业化加工共性关键技术及其产业应用”项目成果

中的多靶点抗菌保鲜技术，为整个冰鲜销售链争取到更多时间。此三项涉农项目也均获得了江苏省科学

技术奖一等奖。 
试种与推广新品种不仅可以验证品种的实际效果，还可以提高农民对新品种的认知和接受度。常州

笙绿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与扬州大学、南京农业大学、江苏省农科院等多家院所签订长期产学研合作协议，

与省农科院合作获得了“江苏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推广示范基地”，“江苏省农作物品种展示评价

基地”等多项荣誉。近几年该基地主要展示国内外多家企业及科研单位育成的芋头、鲜食玉米、番茄、

辣椒、青菜等八类蔬菜品种 50 余个，并筛选出“桂芋 2 号”芋头、“凤珠”番茄等多个适合本地推广的

优良品种。在产品生产上，遵照无公害农产品及绿色食品生产要求，拒绝转基因及激素应用，严格控制

农药及化肥投入量，积极采用秸秆生物反应堆技术、调生健植控病技术、设施蔬菜水旱轮作技术等生态

技术促进植物健康生长，确保产品优质安全。常州祝庄园艺有限公司引入水肥一体化、精准农业等先进

栽培技术，提高种植效率和产品质量。目前公司拥有 9 个智能温室都配备全自动智能温控系统，可自动

化调控温室内温、光、湿、肥、水、气等花卉生长需要的环境因子，精确控制不同天气、温度情况下的

温室环境，达到最理想的植物生长环境。 

3. 问题与挑战 

3.1. 农业种质资源开发利用程度较低 

种质资源的收集、鉴定、创新及利用对于保持生物多样性、促进可持续农业发展以及保障食品安全

都至关重要。无论是进行杂交配种，还是基因编辑，都需要尽可能地收集自然界里的不同种子作为实验

基础。近年来常州企业逐渐认识的种质资源的重要性，并在种质资源收集、鉴定等工作方面采取了多种

措施。由于缺乏先进的高通量测序、生物信息学分析等现代技术手段，这限制了农业企业在快速识别、

保护和利用种质资源方面的能力。即使有些种质资源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鉴定，但在数据解读、功能基因

挖掘以及生物学意义上的深入分析上投入不够，限制了种质资源的深度利用。相较于种质资源的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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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种质创新的资源投入普遍也较少，尤其是在原创性技术研发上，如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等领域的

应用研究，进一步导致突破性种质资源发掘创新不够，种质资源研究重收集保存、轻创新发掘利用现象

严重。同时，受资源保护单位对资源共享的社会价值认识不够、信息不对称和共享机制不完善等影响，

农业种质资源征集未能实现应征尽征、共享利用，农业种质资源利用率相对较低[7]。 

3.2. 传统育种优势明显，生物育种技术成熟度低 

目前常州市科研单位及农企的育种主要依靠常规选育手段，选育出了以武粳、诺亚 1 号等在国内处

于领先水平以及广受市场欢迎的品种，武进水稻所等少数育种团队采用了分子标记辅助选择，在水稻、

桑叶等育种方面取得了初步进展，极少数团队开展了分子设计育种的研究，基因工程方面的研究领域仍

处于起步阶段。 
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育种的手段比较单一，育种效率较低，还是以传统的常规育种技术为主，

现代的分子育种手段与传统育种技术还未能紧密结合。依靠传统的育种手段如选种和杂交，虽然经过长

期实践证明了其有效性，但这些方法在时间和精确性上都有限制。育种周期长，且难以应对复杂性状的

改良。分子育种等现代技术，如分子标记辅助选择(MAS)、基因组选择(GS)等，能够提高选择的准确性

和效率，但仅在南京农业大学、扬州大学以及省农科院等立项应用，在实际应用中与传统育种技术的结

合还不够紧密，部分原因可能是对这些技术的理解和应用能力有限。要缩短育种周期，提高新品种的研

发效率，需要更广泛地应用诸如基因编辑技术(如 CRISPR/Cas9)等更为先进的育种方法。当前，国外一流

种业巨头已进人智能设计育种 4.0时代，我国基本处于表型选择 2.0时代到分子育种 3.0时代的过渡阶段。

从整体来说，我市的育种技术还停留在育种 2.0 阶段。技术水平上的滞后严重影响了该市种业创新发展

的速度和效率。 
二是掌握先进育种技术的人才严重缺乏。由于大部分企业没有科研育种人员或缺少有经验的科研育

种人才，急需从科研院所引进科研育种人才，而科研院所专业人才对到企业从事商业化育种心存顾忌。

一是种业企业种质资源缺乏，基础材料薄弱，成功选育品种的不确定性加大；二是担心品种选育的不确

定性影响收入；三是即使企业愿意高价聘人才，科研人员担心事业单位身份在推进单位分类改革中被裁

掉，不愿意放弃目前事业单位的身份。另外，育种条件艰苦，工作量繁重，再加上工资少、待遇低，进

一步加剧人才断层现象。目前活跃在育种、种子繁育和推广第一线的专家多为 60～70 岁，既懂田间常规

育种又会室内分子育种技术且会经营的 30～45 岁中青年人才缺乏，严重制约了种业的可持续发展。掌握

现代育种技术的专业人才稀缺，这也限制了新技术的研发和应用。育种人才培养的滞后，使得育种工作

不能有效跟进科技发展的步伐。现有的教育体系可能未能与行业需求紧密对接，导致人才供不应求，特

别是在高端育种技术人才的培养上。 
三是研究平台还需建立和完善。高水平的育种研究需要先进的实验室设施和田间试验站，但这些平

台的建设目前尚不充分，影响了育种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创新需要相应的技术支持，包括基因组编辑实

验室、高通量测序平台等，这些都是现代育种不可或缺的技术平台。研究平台的建立和完善也需要行业、

学界和研究机构的紧密合作，目前这种跨界合作的机制尚需加强。 

3.3. 大多数种业企业竞争能力较弱，尚未发挥创新主体作用 

常州市有实力的龙头企业数量少。由于体制机制等原因，目前生物育种研究以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

为主，资金、人才等创新要素也多向这些单位流动。科研单位建有研发平台，科研人员集中，而企业自

有的研发人员少，大都与科研单位合作研发，缺乏研发平台硬件建设。企业作为生物育种的主体却往往

缺少政府资金的支持，人才流通渠道也并不畅通，致使种业相关企业在整合种植资源、集成技术、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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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和资金方面乏力。除立华牧业、诺亚方舟等龙头企业有一定的科研能力外，常州市多数企业普遍规

模较小，受到规模与技术条件的限制，难以开展周期长、投入多、难度大、风险高的育种研发活动，无

法适应现代生物育种技术的应用及产业化推广。这类企业主要靠购买产权品种或新品种推广维持生存，

经营产品较为单一，盈利能力和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弱，规模小、缺乏发展壮大的核心竞争力，企业发展

后劲不足。 

4. 常州市种业创新发展对策建议 

4.1. 加大种质资源投入 

加大对农作物、水产养殖种质资源和畜禽遗传资源普查的财政支持力度，持续做好调查、收集和保

护工作。开展种质资源普查收集，提升保护能力。建议成立一个中心专注于种质资源的收集和保存，应

用最新科技手段来确保资源的长期安全和可持续管理。针对常州市实际情况，全面执行一项农业资源的

详尽普查和收集工作，以此构建和完善一套综合性的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体系。建议制定一套农业种质资

源的登记系统，保障产权同时，把企业和个人保存的种质资源纳入到统一的管理框架中。这样不仅能够

优化现有资源的整合使用，而且还能通过创建一个常州市的农业种质资源共享平台来促进数据信息的集

中管理和共享，从而为品种改良、科学研究、政策决策、人才培养、农业生产及种业发展等提供一系列

公共服务。 
强化鉴定评价，提高利用效率。科学的鉴定与评价是农作物种质资源得到有效开发利用的前提条件。

建议以省级农业科研机构或市农业推广站为支撑，建立专门的种质资源鉴定评价和基因挖掘平台，并发

展一套全面的种质资源鉴定评价体系。利用现代分子生物学和育种技术，对收集的种质资源进行准确的

基因型鉴定和评价，涵盖农艺特性、病虫抗性、逆境耐受能力和营养品质等方面的特征。鼓励种业企业

开展种质资源鉴定和利用，参与地方特色品种开发，实现以用促保，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创新优势、产业

优势。 

4.2. 强化企业创新主导地位，提升种企核心竞争力 

充分发挥种业企业作为研究开发投入、技术创新活动和创新成果应用主体的作用，引导企业加大科

技投入尤其是研发投入。针对育种研发投入和加工生产设备购置上能够有一定的政策补贴予以扶持。强

化种业科技创新研发平台的建设，鼓励有条件的企业设立种业科技创新院士工作站、联合实验室、企业

技术研发中心等研发平台，引进专业育种高端人才，推广分子标记、基因编辑、全基因组选择、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抢占种业创新制高点。同时，充分利用自身优势，深化与科研院所的合作，并建

立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使科研院所的育种人才、种质资源、育种技术和育种经验转移到企业，快

速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政府创新生物育种多元化投入机制，持续稳定增加财政资金支持力度，鼓励

和支持政策性银行提高种业贷款规模，引导风险投资基金加大对种业科技创新投入。财政支持向民营种

业企业倾斜，通过先建后补、金贷财补以及实行品种审定后或推广后补助政策等形式，提高民营种业企

业研发实力。 
加强种业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建设。采取培养和引进相结合模式加强种业人才建设，提升农作物种业

人才素质[8]。培养一批具有较强创新能力的人才队伍，加快农业领域科技领军人才的培养，加强科技特

派员的服务队伍建设，提高科技人员技术创新水平。鼓励种业企业科技人员承担重大科技项目，以项目

为载体，培养一批高素质的农业科技创新人才。促进种业科技人才资源合理向企业流动，加强兼职研发

人员的人事管理、薪酬管理等制度创新，促进种业创新人才在企业与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之间合理流动。

支持企业引进国内外高层次人才和领军人物，支持企业选派人员到高等院校进修和培训。支持企业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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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专业院校联合培养本科、硕士等专业技术人才，优先在企业就业，扩充企业的技术力量。对种子企业

科研、生产、检验、营销、管理等人员进行定期培训，加强对制种农民技术培训，培养制种能手和制种

大户。制定相关政策，督促企业重视对研发人员的有效激励，稳定和不断壮大企业创新团队，确保种业

科技创新的可持续发展。 

4.3. 强化政策引导，加强种业发展保障 

创建跨区域合作框架，与周边地区的农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签订合作协议，共享资源和成果。成立联

合研发中心，邀请外部专家团队参与本地项目，共同解决农业科技难题。出台税收优惠、科研资助等具

有吸引力的政策，鼓励外地高校和科研机构在常州设立分支机构或研发平台。为促成高校和科研机构与

本地企业的合作项目提供补贴和奖励。支持和鼓励本地农业企业与外地高校、科研院所共同申报国家或

省级科研项目。提供项目申报的咨询和服务支持，降低申报门槛。通过设立奖学金、访问学者、实习生

等项目，促进人才在常州市农业企业和外部学术机构之间的流动。组织定期的技术培训和学术交流活动，

增强双方了解和沟通。鼓励农业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同开发市场化项目，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的

产品和服务。对于能够实现产业化的科研成果给予额外的市场推广支持。对成功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

应用的合作项目，给予一定比例的成果转化奖励[9]。 

5. 结语 

常州市在面对种业创新发展的挑战时，展现了其独特的机遇和优势。通过实施上述策略，常州市不

仅加强了种质资源的投入和利用，提升了企业的创新能力，还深化了与外部科研机构的合作，共同推进

了农业向更高效、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这一进步体现在几个关键方面： 
1) 市场主导与政府支持的融合：常州市成功构建了一个由市场主导、政府支持和人才支撑的综合种

业发展体系，这与以往重点依赖于单一方面的传统模式相比，展示了一个更加均衡和全面的发展策略。 
2) 专注于特色种业创新：相较于传统的、泛泛的种业发展模式，常州市聚焦于特色种业创新，例如

在水稻育种等特定领域取得显著成就，并实现了农牧渔产业的全覆盖。 
3) 全面提升技术应用：在技术层面，常州市不仅提升了传统育种方法，还积极采用现代育种技术，

如基因编辑和全基因组选择等，大大提高了育种的效率和精确性。 
4) 人才和科研机构的深度整合：通过与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紧密合作，常州市加速了科研成果的

转化应用，这在传统种业发展中是一个明显的提升。 
5) 政策创新和支持：政府在提供资金支持、人才培养、科研项目申报等方面的政策创新和支持，为

企业和科研机构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总体来说，常州市在种业创新上的努力和成就，不仅为其自身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也为其他地

区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和模式。预期在未来，常州市将在种业创新的道路上持续前行，实现在国内外

种业竞争中的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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