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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天津农作物种业国际推广策略
研究

董 泽 程宝乐
天津农学院 天津 300384

摘� 要：2021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了《种业振兴行动方案》，旨在推进民族种业振兴。
国际化是中国种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天津市作为我国北方的重要育种地区，探索种业国际推广模式已迫在眉睫。“一

带一路”倡议为天津种业走出国门提供了现实条件。研究在充分调研天津农作物种业国际推广现状的基础上，提出天

津农作物种业“研、产、销”一体化国际推广模式，实现内外统筹、协同联动；推动天津优势种业走向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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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中国天津种业振兴大会于3月18日在国家会展
中心（天津）召开，推进天津种业国际合作交流与推广

势在必行。种业国际合作与推广有利于天津种业振兴，

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和维护粮食安全。*

1 研究背景

种业的发展将直接带动国家的农业经济增长，是中

国具有战略意义的基础性产业。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

展，中国种业已初步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科研体系和良种

繁育推广体系，培养了一支稳定、优秀的良种科研推广

和生产经营队伍，建设了一定规模的种子生产、加工、

储藏、检验、营销等基础设施，制定了一批逐步与国际

接轨的管理法规和标准，开展了国内外种子贸易和技术

交流[1]。在种业科技创新过程中，无论是种质资源保护与

利用、植物品种权申请与授权、还是作物品种审定与登

记等各方面都保持快速增长。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

展中国家，农作物品种类型多、研发人员规模大、研发

体系全，基本上可以根据不同国家的种业发展需求开展

合作，其合作范围和合作潜力巨大。

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是以农业为主的发

展中国家，农业产值在这些国家的总产值中占有较大比

重，甚至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如亚洲的巴基斯坦、

老挝、柬埔寨、尼泊尔等国的农业产值占GDP比重已达
到或接近20%，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
吉斯斯坦等国的农业产值占GDP比重已超过15%，非洲
的肯尼亚、卢旺达、利比里亚、尼日尔和埃塞俄比亚等

国的农业产值占GDP比重达到或超过1/3。[2]这些国家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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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充裕的农业资源、良好的农业生产气候条件，农业土

地面积占全国土地比重和人均耕地面积位居全球前列，

但由于农业基础设施条件差、农业科技投入少、生产技

术水平落后，农业生产水平偏低，农业国际合作需求较

大。例如在非洲，从事农业研发的机构仅400多家，农技
推广人员数量少，学历不高，难以满足农业生产过程中

农户对技术的需求。随着经济的发展，广大发展中国家迫

切希望提升自身农业科技水平，尤其是种业科技水平。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中国种业科技“走出

去”，积极开展对外合作，参与全球化种业竞争、加快

解决世界粮食安全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促进了中国

与周边国家的农业科技交流，推动农业国际合作，为天

津种业走出国门，提供了现实条件。研究在充分调研天

津种业国际合作现状的基础上，探索种业一体化国际推

广模式，以达到内外统筹、协同联动的目的，为天津乡

村全面振兴与维护粮食安全问题做出贡献。

2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本研究从天津种业发展现状出发，采用问卷调查与

实地走访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以下方面开展工作：通

过对种业国际合作现状的分析，探索种业一体化国际推

广路径，助力天津乡村全面振兴。

研究通过对天津蓟县、宝坻区、津南区等地区，以

及相关科研机构和农业高校进行实地走访考察，以访谈

或问卷的形式，了解农作物种业育种、制种技术的国际

交流与合作现状，掌握当前天津种业国际化发展的一手

资料，了解天津种业国际合作现状与存在的问题。研究

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展开：

(1)农作物种业技术的国际化程度，种子的海外市场
份额占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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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农作物种业研发投入情况，规模化种子繁育情况；
(3)制约农作物种业国际化的瓶颈；
(4)本地推动农作物种业“走出去”的相关政策和配

套服务。

3 天津农作物种业发展历程

建国74年以来，天津种业稳步发展，种业质量逐渐
提高，蔬菜逐渐走出国门，相当规模和水平的生产基地

建成。1949-1971期间，天津粮食以稻谷类为主要产物，
占粮食总产量30%-40%之间。1972年，由于天气影响，
水田改为旱田，稻谷产量下降到5%。以后，天津确立了
以种植小麦、玉米为主体地位的粮食作物结构。

1978-1998年，种业发展迅速，迎来全面繁荣时期。
1978年起，天津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八九十
年代初期，全面改革了农产品统派购制度，放开了粮食

生产和销售市场。1981年，天津响应中央“在决不放松
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方针指导下，天津种植

业结构逐步向“两高一优”方向发展。1984年天津市实
施“菜篮子”工程后，蔬菜面积和产量逐年增加。到

1998年蔬菜播种面积129.6万亩，比1949年增加108.5万
亩，年均增长3.8%。在种物中，以棉花和油料发展最为
迅速，平均总产量增至1.08万吨和3.85万吨，是改革前棉
花、油料平均总产的3倍和8倍。

1999-2009年，农业现代种植蓬勃发展。2007年，
天津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出台了《关于推进城乡

一体化发展战略，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施意

见》，坚持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现代农

业和都市型农业，对种业的现代化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2009年至今，天津种业国际化趋势明显。在近几年
时间里，天津国际水稻研究院揭牌成立。天津水稻产

业三个方面有所突破：第一在育种方面做到“两超一

简”，即超高产、超优质、轻简化；第二，在天津水稻

产业结构上力争实现“三个类型”全覆盖，即在全市推

广超优质、超高产水稻和杂交粳稻制种；三是继续提高

天津水稻品种在全国的推广面积力。天津近六十年多年

来的种业发展综合生产能力增强，经济效益大幅提升，

结构调整明显优化并且现代化种植取得显著成效。

4 天津农作物种业国际推广案例分析

天津的花椰菜种子引入巴基斯坦种植。生长周期

长、产量低、种子常年依靠进口，成为巴基斯坦农业种

业发展的核心因素。为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天津天

隆公司在天津市农业农村委的指导下，将优质的天津培

育出的的花椰菜种子出口巴基斯坦，以解决当地花椰菜

种植问题。在此基础上，天津与巴基斯坦的合作由花椰

菜拓展到黄瓜、甘蓝、西瓜、甜瓜、辣椒等更广泛品种

的合作[3]。基于在巴基斯坦的成功，以巴基斯坦为中心将

花椰菜种子推广给更多的南亚国家，比如印度、孟加拉

国，为中巴走廊建设贡献力量。

天津农垦集团保加利亚公司积极响应“一带一路”

倡议，响应国家农业“走出去”号召。发挥中国与保加

利亚及中东欧优质农产品互通共享的桥头堡作用，成为

中东欧合作中的重要枢纽。保加利亚水稻单产量低，水

稻耕地面积减少[4]。天津农垦集团保加利亚公司引进国

内先进技术，引入中国自主研发的大棚技术、旱育秧技

术、水稻插秧机等机械设备。将中国特有的35个水稻品
种在225亩稻田进行试验，通过旱育秧技术以及机械插秧
技术，是水稻生长期延长30-50天，吸引了大量周围的农
场主进行交流与合作，为扩大保加利亚的水稻种植面积

打下基础，为树立中国企业水稻自主品牌奠定了坚实基

础。在蔬菜方面，天农津垦集团保加利亚公司利用公司

所处地日照充足，光照充足等气候特点，引进大量中国

特色的菜种比如中国的大蒜、上海青以及黄金菜进行试

种，丰富保加利亚的菜种品种。下一步基于良好谷子品

质，进行谷子种业、谷子规模化种植、谷子及秸秆饲料

化、小米深加工产品的一系列程序设计，并逐步将产业

扩散到更多的欧洲国家，为中国种业“走出去”打下坚

实基础。

5 天津农作物种业国际推广的优势

由天津市农业农村委编制的《天津市农业农村国际

合作“十四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指出，预

期在2025年，天津将建立四十个具有城市级别的高质量
农业国际交易发展基地。同时，将着重推广其在农产品优

势上的产品。围绕着优质农产品例如蔬菜、水果、坚果、

海鲜等，发展成为一个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基地。

天津地理位置优越。天津市毗邻渤海，连接华北、

西北和东北区域，不仅是我国北部多个省份及直辖市与

外部交流的关键路径，同时还是全国最大规模的港口城

市。此外，天津市也成为中蒙俄经济发展路线的主要节

点、海上丝路支撑点、“一带一路”交叉点、亚洲欧洲

大陆桥最接近的东端起始站，起到联通国内国际、南北

呼应、东西贯通的关键桥梁作用。

天津具有较好的育种基础优势。当前，天津市拥

有各类黄瓜种质资源 3000 多份，各类大白菜资源 1188 
份，萝卜资源 552 份，苤蓝资源 180 份，甜瓜种质资
源 708 份[5]；杂交粳稻和优质稻育种居国际领先水平，

“十三五”以来，全市育成国审杂交粳稻品种 16 个，
居全国第一位。为推动天津种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在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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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取得胜利，必须坚持种业国际协同

创新，并突出天津特色，推动天津的小站稻、黄瓜、菜

花、大白菜、青萝卜等农作物良种走出国门。作为我国

北方重要育种地区，探索支撑本市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

的种业一体化国际推广模式已迫在眉睫。

6 天津农作物种业“一体化”国际推广策略

在建设国际化合作基地的基础上，积极开拓国际市

场、优化利用国际资源，构建“研、产、销”一体化种

业国际推广模式。首先加强基地质量，制定印发《天

津市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基地2022—2025年行动方
案》，以高质量农业国际化贸易发展基地为建设准则，

提高农产品出口质量的保障。其次提高贸易质量，积极

开拓国际市场。鼓励企业面向欧盟、日韩、东盟等国家

重点方向推动农业生产与国际化接轨。再其次培养人才

骨干力量，坚持市场导向、企业主体和政府引导有机结

合，加大对企业的帮扶和协调支持力度。支持鼓励天津

本地企业积极发展更多海外渠道，稳步发展国际化合

作。用好媒体资源。积极向国内外主流媒体推送新闻线

索，利用媒体讲好天津故事、中国故事，天津花椰菜品

种走向“一带一路”的情况受到新华社、天津日报，取

得良好社会反响。

努力扩大合作效果。坚持境外桥头堡和境内大本营

同步发力，持续深化滨海新区农业对外开放合作试验区

建设，增强境内外项目联动效应，带动饲料用粮、油

料、优良种畜等紧缺农产品国际贸易和优势种子出口，

为天津市现代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效支撑。加强

对涉农区的工作指导和督促考核，将相关内容纳入全市

乡村振兴绩效考核，调动各涉农区推动农业国际合作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倾心为企服务。我们需要制定农业外

部合作的主要企业列表，有效进行运营调度，适时协助

解决企业经营和生产所遇到的问题，以此推动企业的健

康成长。

7 结语

农作物种业国际化是天津农业现代化、专业化的重

要推动力， 是抢占新一轮国际竞争制高点的重要抓手。

研究有助于整合农业资源，加强农业科技合作，促进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技术交流和农业资源互补。研究

有同时，助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

家引进中国新品种、新农资、新设备、新技术，提高农

业综合生产能力，提高资源利用率，保障其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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