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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育种是粮食安全的核心，建设“种业硅谷”还需两方面努力 

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打好种业翻身仗。农业育种事关“饭碗能否掌握在自己手里”。实

现种源自主可控和提升基地建设水平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政策推动育种行业提质升级，南繁基

地引领国内种业创新。 

一、实现种源自主可控，提升基地建设水平，打好种业翻身仗 

农业农村部发布关于落实好党中央、国务院2021年农业农村重点工作部署的实施意见，要求打

好种业翻身仗。实现种源自主可控、提升基地建设水平被提上战略新高度。农业农村部在实施意见

中关于现代种业的部署具体可分为六方面：1）加快种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自主培育突破性优良

品种；2）提高国家畜禽核心育种场（站）、南繁基地、制种大县和区域性良种繁育基地建设水平；

3）加快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支持种业龙头企业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4）加大力度支持制种大县

发展，积极推动南繁硅谷建设；5）建设好国家农作物种质库和海洋渔业生物种质资源库；6）加强

种业市场监管整治。 

农业育种事关“饭碗能否掌握在自己手里”，育种科技保障粮食安全。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

示，2020年粮食产量达到1.34万亿斤，连续6年产量超过1.3万亿斤，中国粮食安全完全有保障，为

粮价宏观调控奠定基础。在粮食供求关系紧平衡的状态下，土壤污染、部分粮食产区功能退化、种

粮成本攀升、跨国粮商在粮食市场流通渗透率高四因素制约长期农业增产增效。种子是农业生产的

先决条件，种子质量直接关系到农作物产量、质量、安全。实现种源自主可控的关键在于加快攻关

基因编辑、干细胞育种、合成生物学等“卡脖子”技术。同时，国家号召加大良种繁育基地保护力

度、提升建设水平，增强农作物供种保障能力。 

二、政策推动育种行业提质升级，南繁基地引领国内种业创新 

围绕“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新品选育/基地建设-平台建设-资源利用”，顶层设计推动生物育

种行业政产学研合作。农作物精准设计育种的遗传理论体系中，主要农作物优异种质资源形成与

演化规律研究是“十三五”期间重点研究项目，为提升主粮作物育种自主创新能力强化理论基础。

对于部分农业依赖海外引种现状，实现种源自主可控的关键在于加快攻关基因编辑、干细胞育种、

合成生物学等“卡脖子”技术。基因编辑技术可以加速植物驯化选择，创制优良等位基因资源，也

为主要作物基因的再利用提供新思路。干细胞技术或成畜牧育种新方向，取决于技术体系成熟度和

监管部门许可。合成生物学在提高植物生长和农业产量的合成代谢、减少农业肥料使用、提高农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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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营养价值等方面潜力巨大。农业农村部号召加快建设国家畜禽核心育种场（站）、南繁基地、制

种大县和区域性良种繁育基地，提升硬件基础设施承载力对发展现代种业起到保障性作用。国家农

作物种质库和海洋渔业生物种质资源库是种质资源安全保存的顶层战略，守住种质资源的底线。 

南繁基地被誉为“育种天堂”和“天然温室”，是国内种业创新的前沿阵地。南繁指的是利

用海南冬春季满足种植物周期生长繁殖的独特气候条件和生物资源，从9月至翌年5月开展农作物品

种选育加代、适应性观察、种子鉴定评估等活动。南繁基地对气候条件有一定要求：冬季1月份平

均气温不能低于20摄氏度。独特的热带气候能将育种周期缩短三分之一至一半，南繁基地是农业科

研的加速器和种子的常备库。国家对南繁基地实行用途管制、永久保护。鉴于南繁基地的自然环境

优势、地缘优势、政策优势，隆平高科、海南农垦集团、神农基因、丰乐种业等国内领先的育种企

业集聚于此。鉴于相似的自然环境，在南繁基地培育出来的种子也能较好地适应东南亚地区，南繁

基地也是国内种子企业面向海外市场的研发中心和高技术产业基地。 

三、将海南南繁基地打造成中国的“种业硅谷”还需两方面努力 

两方面因素制约海南南繁基地建设成世界级种业集群：一是责任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二是科

研体制机制与市场转化之间的矛盾。现代种业是粮食安全的根基，不仅是经济利益，更关乎国家

安全，与产业活动中各方短期经济利益可能有一定的冲突。海南南繁基地不仅是“育种天堂”和“天

然温室”，更是国内种业的“出海口”和“中转站”。育种企业的发展模式不同，利益诉求也不同，

企业微观个体的经济利益仍占主导，合作交流不是特别紧密，产业协同效应偏弱，一定程度上制约

了海南南繁基地成为世界级种业集群。海南南繁基地的又一角色定位是中国的“种业硅谷”，科研

体制机制的问题可能是制约南繁基地做大做强的另一个原因。科研院所在南繁基地设有科研站，科

研人员并非扎根在南繁，做完加代繁育可能就离开了，科研的长久性难以维持。南繁基地主要承载

的是种子的前期研究，种子品种的申报在别的地方，科研成果并非直接就地转化。 

整合育种基地和科研资源是海南南繁基地两项中长期任务。南繁基地的建设用地与其他性质

的用地存在一定挤出现象，用地指标合理安排存在难度。《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海南)建设规划

(2015-2025年)》（简称“南繁规划”）指出“五统一”，以省为单位，统筹考虑现状和发展要求，

统一拿地、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运行和统一管理，让南繁基地建设更加合理有序。统筹力量，

合理规划，建设规模大实力强的南繁基地，营造集约化的育种环境，“五统一”或许可以逐渐改变

各省企业、科研单位各自为战的情况。规划建设科研设施、合理制定公共设施开放运营机制和利益

分配机制是整合科研资源的三方面任务。“南繁规划”要求，高标准完善建设好南繁公共实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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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建设南繁公共实验室、生物安全检测室、南繁管理信息系统；完善建设种子检验检测中心、

植物检疫隔离场和染病种苗处理中心等公共试验服务和执法管理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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