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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8_82_E7_A7_91_E6_c61_629716.htm 兴起于20世纪中叶的

新科技革命，推动生产力水平、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和劳动生

产效率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到20世纪末，科技发展

更为迅猛，其中生物技术不断取得重大突破，被认为有可能

成为继信息技术之后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作为生

物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生物技术不断推动着农业生产

方式的转变，推动着农业功能的拓展，并在提高人民健康水

平、保障粮食安全、缓解能源压力、改善生态环境以及提高

综合国力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北京肩负着在全

国率先建设创新型城市的历史使命，这要求我们大力发展以

现代生物技术为支撑的籽种产业，进而带动都市型现代农业

的全面提升，创造依靠科技创新带动发展的新经验、新成就

。 现代生物技术 推动籽种研发及产业模式发展 以转基因技术

为代表的基因工程技术的出现，突破了种间的生殖隔离，扩

大了种质资源的范围；以体细胞融合技术为代表的细胞工程

技术的出现，缩短了育种周期，加快了品种的推广速度；以

单核苷酸多态性（SNP）技术为代表的分子标记技术的出现

，增强了选育的针对性、准确性。生物技术育种所带来的拓

展性、针对性、高效性使传统育种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 现

代生物技术手段的广泛应用，大幅提升了育种的效率和育种

的准确性。常规育种需要7~8代才能选出的纯和亲本，现代技

术缩短到2~3代，育种周期为原来的1/4~1/3；育种的准确性

使得优质、专用、多抗等性状的新品种不断出现，如抗虫棉



、抗虫玉米在全球的迅速推广，是有效转入抗虫基因的结果

；抗除草剂棉花、抗除草剂大豆、抗除草剂玉米的广泛种植

，是有效转入抗除草剂基因的结果。农业育种新技术的广泛

应用，推动了传统的“常规育种”向高效的“精确育种”转

变。把城市规划师站点加入收藏夹 现代生物技术的应用，引

发了育种方式的转变，育种效率的提高，以及育种的准确性

和多样性的增强，使得育种活动的规模不断扩大。同时，由

于育种效率的提高，使种业的外延扩大，产生新的业态需求

，如对试验用地的广泛、就近和集中的需求及对市场的新的

促进等，极大地突破了传统种业的范围。这些巨大变化的发

展与积累带动了相关产业及其服务业的发展，培育了新的以

育种为核心的籽种研发产业。 科技创新是根本 籽种产业是核

心 北京发展都市农业，要集中体现带来农民增收的实用性，

进行高新技术应用的示范性和促进城市环境改善的生态性。

满足这样多种要求，只能是高投入、高回报的资源集约型农

业。 全面分析农业的状况，可以看到籽种的发展水平在某种

意义上代表了农业的发展水平；农业设施及装备的先进性、

农业投入品的高效性和安全性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农业的发

达程度；农业科技的水平和对生产的持续推动能力及科学技

术与生产实践结合的紧密程度标志着农业产业的发育状况。

籽种、手段、科技三者中，籽种代表高回报，手段代表高投

入，科技是前二者的保证。只有高回报的农业才可能有高投

入的设施装备及其投入品，高水平的籽种与高投入的设施是

并生的，二者的结合实质是科技水平的集中标志。 北京地区

资源禀赋的突出特点是科技资源多，自然资源少。资源对北

京农业发展的约束，决定了北京的现代农业必须走高端、高



效、高辐射之路。目前在京研究机构保存的农作物种质资源

共计40.18万份。畜禽方面，奶牛胚胎、蛋种鸡、种猪等畜禽

的良繁体系在国内占有绝对优势。国家审定通过的农作物品

种中，首都单位选育的占相当比例，其中一批优秀的新品种

，如玉米新品种“农大108”及利用优良自交系“黄早四”选

育的京科系列品种等在全国占主导地位。扬长避短，北京农

业的唯一出路是以科技创新为手段，以籽种产业的发展带动

循环农业、休闲农业的全面发展，全面实现都市农业目标。 

北京发展籽种产业的新优势 以农业新品种为出发点，广泛凝

聚科技资源，于2005年建立了北京农业育种基础研究创新平

台，集合了56个单位、包括7位院士在内的国内外450名专家

，共同对重大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进行攻关。平台以其具有

的开放性、集成性、高效性的特点，提高了科技条件资源的

使用效率和科技成果的产出率。 目前，平台重点开展小麦、

玉米、蔬菜等新品种的选育，并已培育出抗旱玉米、超高产

二系杂交小麦等一批新成果。 为解决农村科技需求和供给脱

节的问题，依托籽种产业及其相关产业的发展，现已培养了

农村科技协调员7000多名。这支队伍来自农民、植根于农民

、服务农民，以乡土化、市场化、信息化、社会化为特征，

是种业一线的试验员、技术员和推广员，有效地将新思想、

新技能、新信息等传播给农民，并充分及时了解和反馈农业

、农村和农民的科技需求，为种业新品种试验、示范、展示

基地及产业化基地的建设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成为籽种

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 为培育基层组织的科技促进功能，使

科技在京郊扎根，北京市开展创新型乡镇建设，把城市的人

才、科技引入乡镇，提高乡镇依靠科技谋发展的意识和能力



，涌现出一批镇域创新的榜样。经过3年的努力，创新型乡镇

的数量已达35个，占全市乡镇总数的18%。通过开发创新型乡

镇依靠科技谋发展的能力，大力发展籽种农业，计划到2010

年在京郊发展35万亩的小麦、玉米、蔬菜、花卉及果树苗木

展示、制种基地。 北京已经成为全国的种业交易市场，在京

的种业企业数及交易额度占据全国首位。北京种业交易会已

连续成功举办15届，每届参会企业达1000多家。北京年种业

交易额约60亿元，仅作物种子交易额就达35亿元，占全国交

易额的10%以上，其中北京市进出口种子交易额为8000万美元

，超过全国总交易额的40％以上,已成为中国农业籽种进出口

集散地。同时，北京拥有部级发证种业企业28家，占全国

的17.3％；外资企业14家，占全国的20％；有进出口权的企

业10家，占全国的13％。全国10大种业企业北京占2家。 北京

发展籽种产业的措施 深入宣传籽种产业发展的理念。通过深

入调查研究，对籽种产业的发展进行深入的探索，明确种业

同首都创新型城市建设及都市农业发展的必然联系，宣传和

深化以籽种产业带动现代都市农业发展的理念。 深化科技体

制改革，加强种业科技创新。充分发挥科技管理改革和科技

经费的指挥棒作用，积极引导全社会创新资源按市场经济规

律提高配置效率。通过加强北京农业育种基础研究创新平台

运作模式的经验总结，持续推进机制创新，以机制创新推动

技术创新。发挥遍布在京郊的农村科技协调员队伍的作用，

创新农村科技推广模式，推进种业新业态的形成。 促进种业

科技与资源要素的结合，发展总部经济和研发服务业。不断

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满足需求为目标的产学研

结合机制，以国际合作为突破口，通过为种业企业提供高质



量的服务，吸引更多的国内外高水平种业公司在京建立总部

及研发中心，把北京建设成为国内外种业公司研发总部的聚

集地，促进北京研发服务业的发展。 建设北京种业交易中心

，挖掘种业市场潜力。为国内外种业企业来京发展提供展示

、交流及交易平台，整合已有资源，为北京籽种产业的发展

提供条件基础。近期目标是到2010年北京种业交易中心年交

易额可达100亿元。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