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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种业
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2023年4月10日至13日，习近
平总书记在广东调研时强调，种业是
现代农业、渔业发展的基础，要把这
项工作做精做好。5月11日，在河北
沧州考察时指出，加强适宜盐碱地作
物品种开发推广。7 月 25 日至 27
日，在四川考察时强调，要抓住种子
和耕地两个要害，加强良种和良田的
配套。9月6日至8日，在黑龙江考
察时强调，推进现代种业提升工程。
10月12日，在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
带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加强农
业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实施生物育种
重大项目，提高种业企业自主创新能
力。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要求，为深
入推进种业振兴提供了根本遵循。

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
202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
议分别对深入实施种业振
兴行动作出部署安排

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深
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对完成种质资
源普查、全面实施生物育种重大项目
等提出明确要求。2023年底召开的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要支持农业
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加快推进种业振
兴行动。这体现了推进种业振兴行动
是当前农业农村工作的重点之一，进
一步明确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着
力点，对推进种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纲
举目张的重要意义。

全国人大常委会对种子法
贯彻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
查

2023年 5月至11月，全国人大

常委会对种子法贯彻实施情况开展
执法检查。执法检查报告显示，我
国种业整体上是安全的，种子法的
贯彻实施有力促进了种业振兴，为
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
给、推进农业强国建设奠定了坚实
基础。报告还对进一步贯彻实施种
子法提出了意见建议。执法检查有
助于督促各地、各部门运用法治方
式推动种业发展，进一步夯实种业
振兴的法治基础，不断提高依法治
种、依法兴种水平。

全国农业种质资源普查
完成

2023 年底，全国农业种质资源
普查各项任务如期完成、圆满收官。
普查覆盖了全国 2323 个农业县、
62.5 万个行政村、92万余家水产养
殖场户，通过全方位摸排、拉网式普
查，新收集农业种质资源 53 万余
份，新发现畜禽遗传资源51个，同
步对濒危种质资源开展抢救性收集保
护，发布了具有潜在利用价值的农作
物、畜禽、水产优异种质资源 80
个，全面摸清了资源种类、数量、分
布、特征特性等家底，做到了应查尽
查、应收尽收、应保尽保，打牢了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和育种创新的资源基
础。

我国首批51个转基因玉
米、大豆品种通过审定

2023年底，我国首批51个转基
因玉米、大豆品种通过审定，在有
序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上迈出
了关键一步。此次审定的品种均表
现出良好的抗虫、耐除草剂特性，可
有效减少虫害产量损失、降低种植成
本。随着我国转基因玉米大豆审定品
种的陆续推广应用，将为实现种业科
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提供有

力支撑，更好服务于粮食稳定安全
供给、农业强国建设。

《国家南繁硅谷建设规划
（2023—2030年）》印发

2023年 12月，农业农村部、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自然
资源部、海关总署印发《国家南繁硅
谷建设规划(2023—2030年)》。规划
的印发，为国家南繁硅谷建设划定了

“路线图”，有利于推动形成南繁种业
发展新格局，为促进种业科研创新要
素聚集，加速重大优良品种培育，保
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提
供强有力的引擎。

我国自主培育的白羽肉
鸡、华西牛品种市场占有
率稳步提升

2023 年，国产白羽肉鸡品种市
场占有率提升到25.1%，北京市华都
峪口禽业有限责任公司自主培育的

“京红1号”高产蛋鸡、“沃德188”
快大型白羽肉鸡父母代种鸡首次实
现出口。华西牛冻精全国市场占有
率达到17.8%。自主培育品种产业化
推广势头良好，对进一步提振行业
信心、促进畜禽种业高质量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启动实施农作物种子认证
制度

2023年 8月 31日市场监管总局
联合农业农村部印发 《关于开展
农 作 物 种 子 认 证 工 作 的 实 施 意
见》。出台认证目录、规划和配套
技术规范，这标志着国家统一推
行的农作物种子认证制度正式启
动，有利于发挥质量认证对提升

种子质量水平、增强企业竞争力
的作用，加快推动农作物种业高
质量发展。

种业监管执法深入推进

2023 年，农业农村部联合公检
法等有关方面持续严厉打击假冒伪
劣、套牌侵权等违法行为，扎实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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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验等专项整治。修订国家级大豆品
种审定标准，对查实的16个绿色通
道、50个联合体进行清退和限期整
改；撤销向日葵、甜瓜、黄瓜等登
记品种 912 个，基本完成向日葵

“仿种子”清理任务；联合公安部、
最高人民检察院等挂牌督办一批种
子违法案件。形成了打假护权合
力，有利于净化种业市场，激励保
护种业原始创新，营造种业振兴良好
环境。

种业振兴企业骨干力量加
快培育

2023 年，全国种业企业发展工
作呈现“一优化三提升”的良好局
面，种业振兴骨干力量加快培育。发
展格局不断优化。国家种业企业阵型
初步构建，支持政策向阵型企业集
聚，企业投资并购步伐加快。创新能
力不断提升。企业科研投入持续增
长，农作物种业企业国家审定品种占
比超 7 成，申请新品种权占比近 6
成。供种保障能力不断提升。优势农
作物企业积极参与县企共建，商品种
子抽检合格率稳定在98.5%以上；畜
禽核心育种场标准化、自动化、智能
化水平持续提高。国际影响力不断提
升。先正达、隆平高科稳居全球种业
前十强，北京峪口禽业稳居世界蛋鸡
育种前三强。

来源：农民日报

在3月17日开幕的2024中国种
子（南繁硅谷） 大会上，最高人民
法院副院长陶凯元表示，近年来我
国不断加强育种创新司法保护力
度，以及涉种子犯罪的刑事惩处力
度。2023年，全国法院新收植物新
品种一审案件619件，较2022年增
长近40%。

据陶凯元介绍，2023年，最高

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新收植物新
品种案件 180 件，审结 166 件，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6.1% 和 100% 。 其
中，85%以上的案件为侵害植物新
品 种 纠 纷 ， 品 种 权 人 胜 诉 率 达
90%。

“知识产权保护是种业振兴和繁
荣的重要保障。”陶凯元说，过去
一年，我国法院持续提升涉种子案

件审判绩效，加大涉种子犯罪的刑
事惩处力度，不断优化种业司法保
护机制，以提高侵权代价，努力解
决“赔偿低”“举证难”等问题。
同时，通过发布农资打假典型案
例，从严整治假冒伪劣市场乱象。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指导各地法院
结合本地种业知识产权特点，发挥
专门法院和专业法庭的特色优势，

探索合适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模
式。

2024 中国种子 （南繁硅谷）
大会首日，最高人民法院还发布
了第四批人民法院种业知识产权
司法保护典型案例，以发挥典型
案例指引作用，加强种业知识产
权保护。

来源：新华社

“2023年中国种业十件大事”发布
2023年是种业振兴“三年打基础”的第三年，是实施“十四五”种业发展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五大行动落实

落地，取得了阶段性成效，涌现了一批标志性成果。为了扩大社会影响，增进社会共识，凝聚社会力量，推进种业振兴

进程，在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的指导下，在全面梳理2023年我国种业发展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政策举措、工作进展

和科研成果的基础上，聚焦社会公众、主流媒体广泛关注的重要事件，后经中国种子协会组织理事单位投票以及相关会

议讨论，最终确定了2023年中国种业十件大事。

最高法：持续加大涉种子犯罪刑事惩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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