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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南国都市报3月 18日讯（记者 易

帆）企业是种业发展的主体，是种业市场

的晴雨表。如何建立企科合作的“朋友

圈”，答好联合育种的“攻关题”？3月18

日，在2024中国种子（南繁硅谷）大会种

业新型创新体系暨企科合作专题报告会

上，种子企业、专家齐聚一堂，共同探讨

种业新型创新体系建立、企科合作之路。

“我们院所和企业共同选育的玉米

新品种‘科河669’获得大会评选的十大

高产玉米品种之一，经测产，平均亩产

能达到1300公斤，实现了玉米高产。”

会上，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建生分享了

他参与的企科合作项目的成果。有了企

业力量加入，中国农业大学将品种的测

试、审定等工作交由企业负责，极大提

高了育种的效率，一批受农民朋友欢迎

的良种也逐步推广种植。

当下种业发展步入新赛道，要提高

中国种子的国际竞争力，与会企业、专

家均认为企科合作的模式要创新。

“企业站在市场最前端，他们了解市

场的痛点，定制的育种目标更贴近市

场。”李建生说，他建议要打通种业新型

创新体系的科技服务链条，让企业、院

所能精准高效地找到科技服务合作伙

伴，完善种业科技服务的链条。此外，李

建生还建议建立合作过程的信用体系。

作为龙头企业之一，目前中种集团

与国内多个科研院所开展合作揭榜挂帅

项目，在企科合作方面不断加强。“科技

创新是种企的生命力，希望政策上对企

科合作给与支持，破除科研人员进入企

业的壁垒。”中国种子集团总经理宋伟波

说，企业在技术、人才方面存在局限性，

企业应该跟院所建立长效合作机制，发

挥各自的长处，由种企出题，院所出智，

实现共赢。

中国水稻研究所成果转化与服务处

处长李春生认为，种业新型创新体系应

该是开放性的，加强与国外种企的交流

与合作。他建议应对“种源自主可控”做

好顶层设计，在攥紧种源的同时，推动良

种“引进来”“走出去”。

国家玉米种业技术创新中心首席科

学家谢旗建议，细化揭榜挂帅科技项目

的考核，建立相应的淘汰制，提高科技助

力产业的成效。

种企出题院所出智
企业及专家探讨种业新型创新体系

南国都市报3月18日讯(记者符彩
云) 3月18日，2024中国种子（南繁硅

谷）大会——种业服务专题报告会上，

来自种业全行业各领域的专家、企业代

表齐聚一堂，围绕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种业基金、南繁CRO服务、大数据等

内容开展深入交流，为推动种业高质量

发展贡献真知灼见。

据了解，种业CRO（全面放开合同

研究组织）模式，就是在商业化育种环

境下，将种业技术链各环节进行专业化

行业细分，以委托合同形式开展专业、

安全、高通量、数字化外包服务所形成

的商业化种业全产业链技术服务模式。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于2021年在全国率

先启动种业CRO模式探索与产业培育

工作，在全国率先培育形成可覆盖育种

全环节技术服务的种业CRO业态。

3月17日，智慧南繁CRO综合服

务平台在三亚正式启动。智慧南繁

CRO综合服务平台整合崖州湾科技城

现有载体，将联通三亚、乐东、陵水三

地的南繁服务资源并线上集中展示，实

现南繁服务信息资源集聚化、平台化、

统一化，面向南繁单位和团队提供选

地、劳务、农机、检验检测、仪器设备

等“一站式”线上选购预约CRO服务

功能，有效推动南繁种业高质量发展。

在探索种业CRO模式方面，海南农

垦南繁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带来了企业实

践。海南农垦南繁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有

关负责人在报告中指出，近年来，该企业

聚焦种业研发和种业CRO模式，构建集

科研、生产、销售、服务、保障于一体的南

繁种业“五大体系”发展战略，为各育种单

位和相关科研单位提供育制种全过程、成

果转化、后勤保障等多种服务，探索开展

“耕、种、管、收、储、运、销”服务模式，以高

水平服务推动种业高质量发展。此外，该

集团依托数智化加快建设南繁产业创新

服务平台，用科技赋能农业，打造满足“育

繁推服”的综合创新服务系统。

知识产权是企业之间竞争的核心武

器，与会专家认为，目前，我国部分地

区存在种子市场乱象，如假冒伪劣种

子、侵权种子等种子市场监管不到位的

问题。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是全面

保护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方案、推进种业

现代化的关键举措。在主旨报告中，最

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北京澜商律

师事务所、凤凰公证理事会、海南国际

知识产权交易所等单位通过理论结合实

际案例，为如何下好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一盘棋”分享见解。

现代种业发展基金全力助推种业振

兴，与会嘉宾指出要推动种业企业借力资

本市场加快发展。与此同时，金融服务将

为企业发展注入活水，中国大地保险农险

承保处处长朱成表示，“2022年，我国种

业保险保费收入约4亿元，约占农业保险

保费的千分之四。由于种业在粮食安全

中的特殊重要地位，种业保险越发受到各

级政府和保险公司的重视。未来，保险标

将从主粮作物向经济作物、从种植业向养

殖业逐渐拓展，保险产品覆盖面将从生产

环节向‘育繁推’全程延伸。”

种业服务论坛：“融资”+“融智”

为种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三亚市崖州区国家现代农业（种业）产业园。记者沙晓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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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种子贸易商Amar在国家现代种业
产业园察看西红柿长势。 记者易帆摄

“海南好吃玉米”金奖品种农科玉2号。
记者沙晓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