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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0159、民进上海市委

关于发挥本市生物技术优势，构建智能育

种产业链的提案

※背景情况※

当代世界的农业养殖业发展大趋势为种业优先。传统

农业养殖业的种子科技发展已经走出传统行业架构，转由

生物化学、基因科学等当代高科技主导。2023年 11月，

《上海市种子条例》正式实施，明确提出要立足本市，建

设服务全国、面向全球的种业创新中心。然而，当前本市

关于现代种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状况与发展思路，与国际

先进水平相比还有一定差距。

――――――――――――――――――――――

※问题及分析※

1、本市种业科技研发尚未完全走出传统框架。当代世

界种业强国已进入“常规育种+生物技术+信息技术+人工智

能”的智慧育种（4.0）阶段，基因编辑技术等前沿科技推

动了育种向精确化、高效化发展。国内主流作物育种活动

尚处于杂交育种（2.0）阶段，少量并购国外育种科技后的

企业进入了分子育种（3.0）阶段或智慧育种，本市现有的

种业科研与管理也基本停留在传统模式。



第 2页 / 共 4页

2、本市种业科技创新机制建设缺乏依托生物科研优势

的意识。当代生物技术和数字技术引领着种植和养殖业的

育种 4.0阶段，上海是全国生命科学研究重镇，现有生物

医药产业有着长期积淀，具备着生物科技经验与人才储备

的优势，有利于种业科研主动出击，抢占专业制高点。但

目前普遍缺乏对现代种业认识的氛围，社会投入比较有限，

育种行业经济效益相对低下，难以吸引相关领域专业人才

进入。

3、现行农业用地管理政策不利于智慧育种活动推进。

与传统育种科技活动相比，智慧育种的土地需求包括三个

部分，即在传统育种企业的设施和耕作用地基础上，添加

科研建筑用地。因此，智慧育种研发必须调整土地管理政

策。同时，为了保证良种大面积应用时的品质稳定，基地

的良种产量必须大幅度提高，走向企业化经营模式，土地

需求自然也将增加，这是良种产业化发展的基础前提之一。

――――――――――――――――――――――

※建议※

1、及早构建智能种业产业化的发展战略。要关注以合

成生物为代表的生物技术对种业的颠覆性影响，即从传统

农业养殖业的良种培育模式向以“生物经济”为核心的产

业链建设进行战略转型。从生物通用底层技术和建立“生

物经济”为核心的良种产业链建设等维度统筹考虑，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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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发挥本市技术、人才、金融优势的全新发展规划。

2、学习借鉴国际育种中心“荷兰食品谷”的成功做法，

编制“种业→农业→加工处理→食品制造→营销零售”的全过

程管理控制中长期规划，为实现“中国人把饭碗端在自己手

里”的终极目标而持久努力。充分利用本市在生物技术、金

融贸易等领域的能力与优势，制定专门政策，吸引国内外

优秀种业研发组织和相关专业人才来沪，组建与之相适应

的数字技术研发与应用机构，建立相关专业网络与平台，

为从研发到销售的所有企业活动提供全方位的导引。

3、建立与完善智能育种产业链的基础元素保障机制，

包括土地、人员和资金三大元素。一是土地保障机制，在

服务科研、实验、量产等不同阶段，土地需求是一个相对

动态的过程。为此要规划好科研建筑和实验用地的土地安

排，同时为种子的规模化量产规划储备用地，保证产业链

的各使用机构及时获得相应的土地供给。二是人员保障机

制，在产业链开端到实验、量产等不同阶段，专业人员的

需求也是动态变化的过程，为此要有充分的预判。专业科

研、实验人员的基础来源是高等或专业院校，要提前与教

育机构做好对接；量产阶段则需要相应的农业技术工人，

也需要有专业技术教育储备。要未雨绸缪做出安排，如列

入乡村振兴人才培养的序列等。资金需求重心在项目建设

开始阶段，政府投入要有一定的政策倾斜，同时也可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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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资源开放投入渠道，无论是短期的风险投资，还是长期

的权益投资，都要有针对性的给予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