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种业振兴
种业振兴，是种业行业最深刻的

关键词之一。种业振兴行动实施以
来，连续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对此专
门部署，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专节提
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农业农村
部会同各地各部门集中优势资源聚力
攻坚，在种质资源保护、重大品种和
关键技术创新、企业培育、国家级种
业基地布局建设、知识产权保护等方
面取得了关键性突破和标志性成果。

转基因产业化落地
2023年，我国生物育种产业化迎

来重大突破。一批玉米、大豆转基因
品种通过审定。2023 年 12 月 7 日，
农业农村部发布第732号公告，37个
转基因玉米品种、14 个转基因大豆
品种审定通过。这是我国种业历史上
一大里程碑，意味着这些转基因品种
正式获得商业化的资格，可以在市场
上合法流通和应用。当前，我国生物
育种产业化已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时
间节点。转基因安全评价、主要农作
物品种审定、种子生产经营许可、农
业植物品种命名等规章制度以及相关
的标准规范等不断修改完善，转基因
作物产业化应用的制度体系已经基本
形成。

种企冲刺上市
2023 年，种业资本市场越发活

跃。各部门推出多项举措，帮助解决
种业融资困局。2023年6月16日，中
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

监会、财政部、农业农村部近日联合
发布《关于金融支持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指导意见》，文
件提出，完善重点种业企业融资监测
机制，精准满足国家种业基地和重点
企业融资需求。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
国家种业阵型企业、农业科技创新企
业上市、挂牌融资和再融资。生物育
种领域的科技公司，得到各路资本的
持续关注。

种企集团化发展
过去一年，我国打造了一批种业

集团。2023年9月26日，央企国投集
团40亿元布局成立国投种业，布局生
物育种产业。2023年 6月7日，秋乐
种业公告称，其控股股东名称由“河
南农业高新技术集团有限公司”变更
为“河南种业集团有限公司”。2023
年4月28日，宁夏种业集团有限公司
在银川市贺兰县揭牌成立。四川、河
南等14个省份相继组建种业集团，种
业企业投资并购重组步伐加快。

种企兼并重组
兼并重组，助力种业企业进一步

做大做强、提升市场竞争力。2月27
日，隆平高科公告拟收购福建科力种
业 51%股权。11月 23日，敦煌种业
控股股东从酒泉市政府国资委变更为
酒钢集团。12月8日，四川现代种业
集团收购仲衍种业股份有限公司51%
的股权。从龙头企业到特色企业，兼
并重组正汇聚起各领域发展壮大的强
大合力。

育种创新攻关
种业科技创新是种业发展的关

键。2023年4月，国家育种联合攻关
小麦、玉米、大豆攻关组启动实施实
质性派生品种（EDV）制度试点。有
利于激励四大作物育种原始创新，引
领国内种业创新发展，对推进种业振
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023 年 11
月22日，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审定
通过1304个水稻、玉米、大豆、棉花
新品种。这些品种推广应用将有利于
持续提升我国粮食大面积单产和品质
水平。与此同时，为打击“仿种子”，
农业农村部持续进行登记作物品种

“仿种子”清理工作。

推广优良品种
优良品种的推广应用，是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的关键。2023年，农业农
村部首次发布《国家农作物优良品种
推广目录》，重点推介 10种农作物、
241个优良品种。过去一年，各地农
业农村部门对主导品种进行发布推
介，引导选种用种。2023年，农业农
村部、财政部在全国组织开展重大品
种推广补助试点工作。各地遴选重大
品种进行推广补助，以加快良种的推
广应用和更新换代，调优品种结构，
促进农民增收。

制种产量历史高位
2023 年，全国杂交玉米制种面

积、总产量创近十年最高纪录，杂交
稻制种面积、总产均达历史高位。大
豆方面，2023年大豆种子生产面积持

续增加，全国落实面积639万亩，同
比增加128万亩。棉花、春小麦、春
油菜等春夏播作物种子上，生产面积
与生产数量在合理范围内互有增减。

极端气候
今年以来，极端天气给种业与农

业带来影响。甘肃制种基地在4月-5
月遇到了近10年少有的低温和降雨天
气，部分组合出苗率普遍较往年下降
2-4 个百分点。新疆地区受前期低
温、冷害、大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播
种、收获时间普遍较去年晚半个月。
极端天气下，杂交玉米种子产量创近
十年最高纪录，过程实为不易。不
过，优良品种与技术支撑下，今年我
国粮食产量再创历史新高，总产量
13908亿斤，连续9年保持在1.3万亿
斤以上。

打假维权
过去一年，我国贯彻实施新修改

种子法，加快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
制度，激励保护创新氛围持续向
好。农业农村部联合公检法等有关
方面打击假冒伪劣、套牌侵权，开
展种业监管执法年活动和知识产权
保护、“仿种子”清理、品种审定试
验专项整治，发布典型案例等，种
业打假维权意识明显增强。企业积
极维护合法权益。恒基利马格兰种
业状告金苑种业，目前案件审理
中；河北沃土种业就其品种“沃玉3
号”被侵权一事，在全国多地开展
维权活动。

“国字号”科研院所接连
落户寿光

近日，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寿光蔬菜研发中心植物保护实验
室，工作人员正对样片进行实验。该研发中心由中国农科院与山
东省寿光市政府合作共建，在蔬菜品种选育、高效栽培、绿色植
保、产品质量标准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示范推广了一
大批新品种新技术。

近年来，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华中农业大学、国家
农业信息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农业智能装备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等“国字号”科研院所接连落户寿光，他们充分发挥自身
科技优势，结合寿光市产业发展实际，围绕蔬菜、花卉等领域开
展全产业链技术研究、成果转化、人才培养，不断赋予“寿光模
式”新内涵。 寿光日报记者 高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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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中国种业的10个关键词
过去一年，种业变革浪潮势不可挡，种业企业在劈波斩浪中一往无前。中国转基因在历经几十年研发积累后，品种审定终于落地；种业资本

市场异常活跃，企业上市、挂牌，你方唱罢我登场……我们看到，一面是行业依托从中央到地方对促进种业振兴给予的政策激励不断向前，另一
面是种企们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绝处逢生。中国种业的2023年，记住这十个关键词，回望中国种业这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