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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推进种业振兴 打造农业科技自主创新高地
《广东省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十四五”规划》全面推进科技助农强农

实施粤强种芯工程，
加强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

本文素材来源《广东省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十四五”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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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提出，实施粤强
种芯工程，加强种质资源保
护利用，加大种源“卡脖子”
核心技术攻关，培育突破性
新品种，提升种业科研创新
水平，做大做强优势特色种
业企业，高标准建设现代种
业基地，推动广东省现代种
业高质量发展走在全国前
列。

加强农业种质资源保护
与利用。制定农业种质资源
保护与利用中长期发展规
划，科学谋划种质资源收集、
保存、鉴定、评价、开发利用
与共享。组织开展新一轮种
质资源普查工作，持续开展
农作物、畜禽、水产及农业微
生物种质资源的普查和系统
性收集，全面摸清全省种质
资源种类、数量、分布和主要
性状等，实现应收尽收、应保
尽保，加强资源的整理、登
记、保存与入库。健全种质

资源保护体系，新建、改扩建
一 批 农 作 物 种 质 资 源 库
（圃），推动建设国家畜禽种
质资源保护与利用分中心和
畜禽资源地方品种区域保护
中心、大型水产资源原种保
护基地、农业微生物种质资
源保护华南区域中心等，提
高种质资源保存能力。加强
种质

资源鉴定评价和共享，
加强重要性状种质资源深度
鉴评和优异、抗逆、高效基因
挖掘，开展畜禽遗传资源鉴
定评价、农业微生物种质资
源功能和质量安全评价、地
方品种提纯复壮与创新利
用，构建全省种质资源数字
化共享平台，提升种质资源
开发利用水平。

启动核心种源科技攻
关。提升广东（深圳）现代生
物育种创新中心、广东南亚
热带种业创新中心等平台建

设水平，加快打造广州、深圳
国际种业硅谷（中心）。整合
广州、深圳生物育种优势，联
合优势科研单位、种业企业
以及金融资本、知识产权机
构，高水平组建大湾区生物
育种产业创新中心。建立全
省智能化品种性能测试体
系，以大型表型鉴定平台、分
子育种平台等为重点，引导
建立科企深度融合的实体化
创新联合体或新型研发机
构。依托国家、省级重大科
研平台和企业创新平台，实
施“现代种业”重大专项，集
中攻克关键品种种源“卡脖
子”问题，开展优质稻、蔬菜、
甘蔗、特色水果、南药、生猪、
家禽、优势水产、食用菌

和高效农业微生物等良
种科研联合攻关，实施畜禽
水产遗传改良计划，培育一
批具有重大应用前景的突破
性新品种。

日前，《广东省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十四五”规划》（粤府〔2021〕56号）正式
印发。广东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扎实推
进传统农业、农村、农民向现代精细农业、精美农村、精勤农民转变，在《广东省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设立“全面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章进行部署，将《广东省推进农业农村
现代化“十四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列为省“十四五”重点专项规划，并作为
今后一个时期指导全省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行动纲领和编制全省农业农村相关
规划的主要依据。

其中，《规划》提出，创新驱动发展，全面推进科技助农强农。发挥农业关键
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集中资源、集中力量、集中突破，着力打造自主
创新高地，积极推进种业振兴，加快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和推广应用，促进农业科
技自立自强，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硬核支撑。

深化种业管理改革，
构建“育繁推”一体化种业体系

《规划》提出，构建“育繁
推”一体化种业体系。整合
现有优势企业和科研力量，
支持广东种业集团发展，着
力打造种业资本运作、种业
科技创新及成果转化和种业
产业交易信息化（大数据）等
三大平台，形成高端人才汇
聚，集种业科研创新、成果转
化于一体的产学研相结合的
种业创新共同体。培育优势
特色种业龙头企业，支持符
合条件的种业龙头企业创建
国家级和省级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重点实验室、种业研究
院等创新平台，加大研发投
入，加快构建企业商业化育
种体系，提高企业自主创新
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建设一

批国家或省级高标准智能化
种子基地、特色农作物和畜
禽水产良种繁育基地，加大
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建设力
度，支持广州公猪和淡水鱼、
茂名荔枝和罗非鱼、湛江对
虾、云浮畜禽和南药以及清
远麻鸡、雷州半岛二线南繁
等重大基地建设。支持建设
5 个以上以种业为主导产业
的国家、省级现代农业产业
园，依托国家、省级农业科技
园区建设一批特色鲜明、功
能完备、富有活力的重要农
作物、畜禽、水产等种业试验
示范和成果孵化基地，加速
种业科技成果转化落地。

深化种业管理改革。深
入推进全省品种审定和登记

管理改革，提高主要农作物
品种审定标准，建立品种身
份证制度，从严审定，解决同
质化问题。贯彻落实《种子
法》，推动建立实质性

派生品种制度，开展种
业知识产权专项整治行动，
加强新品种知识产权保护，
完善新品种权行政与司法协
同保护机制，激发种业原始
创新活力。落实属地主体责
任，构建“属地为主、部门协
同、区域联动、社会参与”的
监管格局，形成“行业主管+
综合执法+行业协会”三位一
体的种业市场监管机制，为
种业发展营造创新驱动、质
量引领、健康有序的良好秩
序。

强化农业战略科技力量，
建成农业创新平台体系

《规划》提出，对接广深港澳
科技创新走廊建设，实施农业科
技创新工程，强化农业科技战略
力量，激发高新技术人才创新活
力，健全科技创新体系，推动实现
农业关键核心技术安全、自主、可
控。

强化农业战略科技力量。加
快构建以国家和省实验室为引领
的农业战略科技力量，优化提升
技术创新中心等创新基地，建成
农业领域结构合理、运行高效的
创新平台体系。高标准支持深圳
打造农业科技创新先行示范区，
锚定“生物农业、智慧农业、绿色
农业”三大方向，搭建突破型、引
领型、平台型的一体化大型农业
综合性研究基地，建设具有较大
国际影响力的大科学设施和装置
等公共设施，开展现代农业基础

理论研究和产业共性关键技术研
发、标准制定、国际合作、产业发
展战略研究。加快岭南现代农业
科学与技术省实验室建设，围绕
丝苗米、特色水果、南药、农业微
生物等岭南优势特色产业转型升
级重大需求，以“核心+基地+网
络”方式带动全省各级农业实验
室体系优化升级。建设广州国家
现代农业产业科技创新中心，搭
建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实验室平
台，打造成为助推“农业硅谷”和
区域经济增长极的加速器和孵化
器。围绕提升农业科研机构自主
创新能力，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条件下农业关键核心技术
攻关新型举国体制“广东路径”，
协同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及关
联性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推动

“卡脖子”问题成体系解决。

激发科技人才创新活力，
加强农业科技协同创新

激发科技人才创新活力。培
育壮大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加强
51 个省级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
系创新团队建设，培育一批农业
领域科学大师、战略专家、领军新
秀和紧缺人才。健全农业科研立
项、成果评价、成果转化机制，推
动科技成果转化内部管理与奖励
制度，探索完善绩效工资总量核
定办法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允
许科技成果转化转让收益用于科
研团队（个人）的激励部分、单位
承担的各类财政资助科研项目的
间接费用于科研人员的绩效支出
部分暂不列入单位绩效工资总量
调控管理，科技人员报酬及项目
结余经费奖励支出不纳入单位绩
效工资总量管理。完善科技人员
兼职兼薪、分享股权期权、领办创
办企业、成果权益分配等激励办
法，优化科研人员兼职取薪、离岗
创业、工资待遇等政策。先行实
施“揭牌挂帅”和经费使用“包干
制”等，实行横向科研课题经费给
予科技人员的报酬及结余经费可
以全部奖励项目组，激发科技人
才创新活力。

加强农业科技协同创新。深
化农业科技体制改革，科学配置
科技资源，促进整合共享，破解条
块分割、资源分散、分工不明、协
作不力等问题，推动实现项目、基
地、人才、资金一体化配置，建立
跨学科、跨部门、跨区域、跨单位
联合技术攻关与科研创新体制，
提升农业科研创新与产业化应用
的整体效率。围绕产业链部署创
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加
快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
向、产学研用相结合的协同创新
体系，鼓励农业高等院校、科研院
所与农业科技企业共建科研平
台、共促科研创新、共享科研成
果，支持符合条件的农业科技型
龙头企业按规定认定为高新技术
企业，支持有产业主导能力和雄
厚科研基础的农业高新

技术企业作为实施主体承担
省部级、国家级科研创新和成果
转化应用项目，开展农业“卡脖
子”和颠覆性技术攻关，加快培育
一批应用科技型中小企业，有效
破解科技与产业“两张皮”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