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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种质资源 服务科技创新
专家解读《浙江省农作物种质资源开放共享办法》

种植业是农业农村经济的基础产

业，是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有效供

给的战略产业。近日，农业农村部制

定印发的《“十四五”全国种植业发展

规划》（简称《规划》），紧紧围绕确保粮

食等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这一首要任

务，统筹保数量、保多样、保质量，以全

面推进种植业高质量发展为基本要求

核心，提出了“十四五”种植业发展的

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发展目标。

立足资源禀赋
调整优化种植结构

《规划》系统总结了“十三五”种植

业发展成就，分析研判“十四五”时期

种植业发展面临外部内部的挑战和机

遇，提出要把握好政策环境不断优化、

市场驱动更加强劲、科技支撑能力不

断提升等机遇，加快促进种植业全面

转型升级，开启我国现代种植业发展

新征程。到2025年，全国种植业现代

化取得重大进展，粮食等重要农产品

供给保障能力明显提升，绿色优质农

产品供给明显增加，生产方式绿色转

型取得明显进展，种植业质量效益和

竞争力不断增强。

在保供能力上，区域布局更加合

理，品质结构更加优化，供给体系适配

性明显增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

提升，确保总产量保持在1.3万亿斤以

上，跨上1.4万亿斤台阶，守住谷物基

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底线。油料力

争新增面积2500万亩以上，棉花、糖料

保持合理自给水平。蔬菜、水果、茶叶

等稳定发展，安全均衡供应水平明显

提高。

在质量效益上，现代种植体系基本

建立，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

标准化生产取得明显成效。物质技术

装备条件持续改善，规模化经营、社会

化服务、标准化生产、数字化管理水平

明显提高，产业价值链结构持续优化，

种植业产品质量安全水平进一步提升，

生产效益偏低的状况显著改善。

在绿色发展上，耕地、水等农业资

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以资源环境承

载力为基准的种植业生产制度初步建

立。化肥化学农药减量化取得新成

效，节水农业发展取得新进展，病虫害

统防统治和绿色防控大面积推广应

用，种植业生产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实

现新进步。

《规划》重点明确了粮食、油料、棉

花、糖料、蔬菜、水果和特色作物等 7

个主要产业的发展思路、目标定位、重

点区域和主要措施。到2025年，粮食

播种面积稳定在 17.5 亿亩以上，其中

谷物面积稳定在14亿亩以上、口粮稳

定在 8 亿亩以上；油料作物播种面积

达到2.2亿亩以上；棉花播种面积稳定

在4800万亩左右；全国糖料种植面积

稳定在2300万亩左右，总产量1.2亿吨

以上；全国蔬菜播种面积稳定在 3 亿

亩以上，水果种植面积稳定在1.5亿亩

以上、产量2.0亿吨以上。

在区域布局方面，《规划》对东北、

华北、长江中下游、华南、西南、西北及

青藏等主要区域的耕作制度、种植结

构做了科学部署，为推进“十四五”种

植业内部作物间、区域间统筹协调发

展提供目标，指明方向。

聚焦重点作物
明确七大任务

据介绍，《规划》围绕保障粮食等重

要农产品供给和种植业发展转型升级，

聚焦粮棉油糖果菜茶等重点作物，明确

七大任务，即巩固提升粮食生产能力、

提高大豆和油料综合产能、提升棉糖等

重要农产品保障水平、促进果菜茶多样

化发展、推动绿色高质量发展、增强防

灾减灾能力、提高全产业链发展质量，

提出了23项重点工作举措。

巩固提升粮食生产能力包括夯实

生产基础、推进种业振兴、创新技术装

备等；提高大豆和油料综合产能包括

建设高标准生产基地、提升生产技术

水平、强化产业综合开发等；提升棉糖

等重要农产品保障水平包括建设生产

保护区、推进品种更新换代、推进全程

机械化生产等；促进果菜茶多样化发

展包括优化结构布局、发展特色产业、

提升质量效益等；推动绿色高质量发

展包括推进化肥绿色增效、推进绿色

防控与统防统治融合、推进节水增产

增效、构建绿色种植制度等；增强防灾

减灾能力包括推进科学防灾减灾、加

强农作物重大病虫疫情防控等；提高

全产业链发展质量包括推动规模化经

营、推动产业化开发、推进信息化管

理、推进市场化运营、推进农药产业高

质量发展等。

有关专家表示，《规划》具有很强

的指导性和引领性。要积极引导整个

行业认识了解“十四五”期间种植业发

展的目标任务，积极参与各项重点工

作的开展。各地要加强组织领导、强

化政策投入、增强科技支撑、健全法治

保障、广泛宣传引导，凝聚促进种植业

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如期实现

2025年种植业目标任务。

据全国农技推广中心

《“十四五”全国种植业发展规划》提出

加快促进种植业全面转型升级

问：《办法》出台的背景是什么？

答：农业种质资源是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与重要农产品供给的战略性

资源，是农业科技原始创新与现代种

业发展的物质基础。推进种质资源

保护开发和共享利用，是打好种业翻

身仗的重要保障。2015年颁布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对农作物种质

资源保护利用提出了新要求。2019

年修订的《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

和国种子法〉办法》明确：种质资源开

放共享的具体办法，由省农业农村、

林业主管部门制定。2019年12月，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农业种质

资源保护与利用的意见》，提出力争

到2035年建成系统完整、科学高效的

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体系。制

定种质资源共享利用办法是推进种

质资源系统保护，加快有序开发利用

的重要制度保障。

问：制定《办法》的政策依据有哪

些？

答：近年来，国家、省里先后出台

了一系列支持现代种业发展的政策文

件，制定《办法》的政策依据有：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

（二）《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

国种子法〉办法》；

（三）《农作物种质资源管理办

法》；

（四）《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农

业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的意见》；

（五）《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等 9 部

门关于加强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

的实施意见》。

问：《办法》所称的种质资源包括

哪些？

答：《办法》所称农作物种质资源，

是指具有实际或潜在利用价值的携带

农作物遗传信息的载体，包括各类农

作物的栽培种、野生种的繁殖材料，以

及利用上述繁殖材料人工创造和自然

变异的各种遗传材料，其形态包括植

株、根、茎、叶、芽、花、果实、籽粒等组

织器官，细胞、基因、DNA 等遗传物

质。

种质资源开放共享是指省级种质

资源保护单位对外提供植株、根、茎、

叶、芽、花、果实、籽粒等组织器官的活

动。可供开放共享的种质资源是指列

入省开放共享目录的种质资源，未列

入共享目录的不得开放共享。

问：《办法》有哪些主要内容？

答：《办法》共 23 条，主要内容包

括适用范围、部门职责、共享目录、申

请人资格、申请程序、知识产权等。

（一）适用范围和可供开放共享种

质资源的定义。在本省行政区域内的

省级种质资源保护单位从事种质资源

开放共享活动，适用本《办法》。可供

开放共享的种质资源是指保存于省级

种质资源保护单位且列入省适宜开放

共享目录清单的实物资源。

（二）部门职责。省农业农村厅负

责全省农作物种质资源开放共享的组

织协调，省种子管理站负责开放共享

利用的审核管理，省级种质资源保护

单位承担种质资源开放共享的具体实

施工作。申请人应遵守有关承诺，每

年12月底前上报资源利用情况。

（三）共享目录制定发布。省农业

农村厅根据种质资源类别、保存数量、

特征特性和鉴定评价等情况，定期或

不定期编制并发布开放共享种质资源

目录。

（四）申请对象和申请程序。省

内从事科研和育种工作或具有一定

科研力量的单位和个人，因科研和育

种需要，可以提出申请。申请人向省

种子管理站提出申请，提交开放共享

申请表，并作出资源利用承诺，申请

人凭申请表到有关省级种质资源保

护单位提取资源，省级种质资源保护

单位凭申请表向申请人提供种质资

源，并做好共享利用资源的建档及跟

踪记录。

（五）知识产权保护。获取的种质

资源不得直接申请品种审定、品种登

记、新品种权及其他知识产权，并禁止

向第三方转让。对享有知识产权或有

相关约定的种质资源，实行有条件共

享。鼓励利用开放共享的种质资源开

展种质创制。

（六）支持和保障措施。省农业农

村厅建立资源数据库和网络化信息平

台，组织开展资源普查收集和资源登

记汇交，做好展示交流等以扩充库

容。鼓励单位和个人提交捐赠自有种

质资源，在同等条件下，向省级种质资

源保护单位提交或捐赠种质资源数量

较多的申请人，具有优先申请开放共

享权。对不遵守种质资源开放共享承

诺的，不再核定其提出的共享利用申

请。

省种子管理站供稿

为规范农作物种质资源开放共享，促进种质资源保护利用，更好服务种业科技创新，确保种

业安全，近日，省农业农村厅发布了《浙江省农作物种质资源开放共享办法（试行）》（以下简称

《办法》）。这是我省首个专门聚焦农业种质资源利用领域的重要文件，对促进种质资源保护、利

用、创新具有重要意义。《办法》自2022年2月4日起实施。

《办法》有哪些内容？如何实现共享？近日，省种子管理站相关专家对《办法》进行了详细解

读。

我省保存的我省保存的““义乌白皮丝瓜义乌白皮丝瓜””种质资源种质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