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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加快种业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

为现代种业发展增加新动能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刘 瑾

我国瞄准种业科研体制

顽疾，组织开展了国家良种重

大科研联合攻关，从 2014 年

开始启动并逐步扩大种业人

才发展和科研成果权益改革

试点，取得了显著成效。我国

农作物品种自主能力大幅提

高，净资产1亿元以上的种子

企业比5年前翻了1倍——

“三夏”时节，农事正忙。良种在促
进粮食增产方面具有十分关键的作
用。近年来，我国如何通过种业科技创
新和体制机制创新，提高农作物品种自
主能力，保障粮食安全？记者采访了农
业农村部的相关负责人。

良种联合攻关取得突破

种业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核心产
业。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加
快发展现代种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高标准建设国家南繁育种基地。“一粒
种子可以改变世界，一个品种可以成就
一个产业，谁拥有了突破性的创新品
种，谁就拥有了种业竞争的主动权。”农
业农村部副部长余欣荣表示。

我国瞄准种业科研体制顽疾，组织
开展了国家良种重大科研联合攻关。
余欣荣表示，从这几年的实践来看，开
展良种重大科研联合攻关顺应了现代
种业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时代潮流，取得
了显著成效。

2014年以来，农业农村部先后组织
开展了水稻、小麦、玉米、大豆四大作物
的国家良种重大科研联合攻关，并在优
质水稻、节水抗病小麦、机收籽粒玉米、
高产高蛋白大豆品种选育上都取得了
新的突破。

余欣荣介绍说，我国推出了一批绿
色优质的专用品种，选拔优质抗病虫水
稻、节水抗旱抗病小麦、机收籽粒玉米、
优质高产大豆品种共 144 个，授权品种
369 个，不仅符合农业绿色化、优质化、
特色化、品牌化发展要求，而且有助于
农业生产方式转变。同时，我国鉴定筛
选绿色优异种质、育种新材料 1500 多
份，拓宽了育种的基础。尤其是选拔出
小麦抗赤霉病资源，对解决小麦赤霉病
这一世界性难题意义重大。

此外，种业基础理论与育种技术创
新取得了新的进展，种业理论突破加快
推进。“这些攻关成果以往至少需要7到
8 年时间，现在我国的品种创新效率提
高了1倍。”余欣荣说。

“经过近4年努力，我们探索形成了
可复制、可推广的良种攻关新模式、新
机制和新经验。”余欣荣表示，下一步，
将不断深化良种重大科研联合攻关，为
国家种业和农业现代化发挥更大的

作用。

科技体制改革加快

长期以来，我国种业科技创新一
直面临着许多深层次障碍，比如科研
与生产存在“两张皮”现象，科研成
果转化率偏低、科技人才流动不畅。

“从 2014 年开始，我国启动并逐步
扩大种业人才发展和科研成果权益改
革试点，重点在健全激励机制、加速成
果转化、促进人才流动、深化产学研结
合等方面进行了改革和探索。”余欣荣
表示，当前科研人员创新积极性明显提
高。初步统计，这 4 年来，122 家试点单
位确权的种业成果达 5000 多件，比试
点前增加了 50%以上；其中植物新品种
确权800多件，是试点前的1.2倍。

据透露，国家种业成果公开交易
平 台 建 立 后 ， 完 成 各 类 交 易 200 多
项，交易额约 3.3 亿元。截至目前，试
点单位成果交易已近 1400 件、交易额
达 10 亿元，分别是试点前的 1.6 倍和
1.8 倍。如中国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
学等试点单位积极将重大突破性成果

作价入股到企业，有力地推动了科技
成果转化。

此外，科企人才和技术合作明显
增强。据初步统计，试点单位到企业
兼职的科研人员达 700 多人，辞职到
种子企业的有 30 多人，一大批科研人
员成为企业的科研领军人才。同时，
国外高层次人才引进步伐也在加快，
提升了我国分子育种水平。

余欣荣表示，下一步，农业农村部
将继续深入推进种业人才发展和科研
成果权益改革，健全种业领域科研人员
分配政策，推进种业人才分类评价，深
入推进科企合作，等等。通过全面改
革，为现代种业发展增加新动能。

企业竞争力显著提高

“我国种子企业已成为市场主体，
净资产1亿元以上的种子企业比5年前
翻了 1 倍。”农业农村部种子管理局局
长张延秋介绍，目前我国种子企业科
研人员比重大幅增加，骨干企业年研
发投入达到了销售额的 7.2%。同时，
农作物品种自主能力大幅提高，自主

选育品种占比面积达 95%以上，占绝
对主导地位。

尽管我国种业发展很快，但和国外
先进水平相比差距还很大。当前，世界
种业正经历着以“生物技术+信息化”为
特征的第四次科技革命，特别是国际种
业巨头纷纷强强联合、抱团发展，掀起
了新一轮的重组浪潮，并不断加大研发
投入，领先优势进一步扩大。

张延秋表示，在科技竞争日趋激
烈的背景下，我国距离打造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种业航母”，还有很长的一
段路要走。尽管竞争形势依然严峻、
任务依然艰巨，但我国种业也正面临
着新一轮发展机遇。

“现代种业发展的政策环境更加有
利，也具备了良好基础，种业新一轮
科技革命正在兴起，我们要发挥集中
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张延秋表
示，下一步我国将出台更加积极有力
的开放政策和知识产权保护措施，集
聚全球创新资源要素，统筹利用好

“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使种业在开
放中竞争，在竞争中发展，加快提升
国际竞争力。

近日，经济日报记者在内蒙古海神京蒙煤炭有限公
司京蒙煤矿看到，该煤矿主井、副井已全部封闭。只有
残存的黑色粉末，提示这里曾经是年产 60 万吨的煤矿。

“与南方煤矿相比，这个矿规模并不小，但是我们还是毅
然关掉了。”该煤矿原副总经理欧阳孝告诉记者。

京蒙煤矿是内蒙古第一批关闭的井工煤矿。在鄂尔
多斯东胜区酸刺沟露天煤矿，即使剩余资源储量还有673
万吨，同样进入了退出序列。目前，该煤矿复垦工作全
面展开。排土场的坡体上，工人们正在安置绿化沙障。

据介绍，2016年至2017年，内蒙古共退出煤炭产能
1410 万吨，完成“十三五”期间退出任务的 82.5%。
2018年确定退出22处、产能1110万吨。3年内将总计退
出地方煤矿 57 处、产能 2520 万吨，有望提前两年完成

“十三五”期间全区地方煤矿退出任务。
围绕去产能目标，内蒙古确定了关闭相对落后产能

的实施方案。2016年完成了10处煤矿、330万吨产能退
出任务。2017年完成退出16处煤矿、810万吨产能退出
任务。此外，还完成了9处、产能270万吨采矿证过期的
在籍煤矿关闭工作。后两年，将继续推进规模小、装备
相对落后、安全保障差的煤矿退出。到2020年，除保障
部分偏远农牧区居民生活用煤外，60万吨以下煤矿将全
部退出市场。

在大力去产能同时，内蒙古加快实施煤矿技术改
造、整合重组，煤矿规模化水平、产业集中度大幅提
升。目前，全区年产 30 万吨以下的煤矿已全部退出市
场，120万吨及以上煤矿产能占87%，1000万吨及以上
煤矿产能占38%，单矿平均年产规模238万吨，是全国的
4倍多。采煤机械化程度97%，比全国高17个百分点。全
区已形成 2 个亿吨级、5 个 5000 万吨级、8 个千万吨级
矿区。

据测算，2015 年内蒙古煤炭行业实现利润 329 亿
元，行业亏损面达 36%。2017 年实现利润 800 多亿元，
比2015年增长144%，行业亏损面降到17%，全区煤炭行
业基本实现了脱困发展。

同时，内蒙古“挖煤卖煤、挖土卖土”的粗放型资
源开发方式正在改变。作为鄂尔多斯最具产业比较优势
的煤化工园区，大路工业园区布局了煤制油、煤制烯
烃、煤制天然气、煤制乙二醇、煤制二甲醚等五大示范
工程。全力推动煤化工产业向精细化学品和高端化工产
品方向发展，建设现代煤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2016 年以来，内蒙古煤炭上下游企业联合重组 39
起，涉及资产2410亿元，盘活投资420亿元，控制新增
产能 1 亿吨。目前，内蒙古煤化工、煤电一体化比重达
90%，煤电铝一体化比重达70%。

由于优质产能显著增加，内蒙古煤炭保供能力明显
增强。两年来，内蒙古按照国家部署，有序释放优质产
能，有效保障了东北三省的煤炭供应。今年年初，煤炭
价格上涨超预期，内蒙古部分煤炭企业以低于市场价供
应煤炭，对平抑全国煤炭价格发挥了重要作用。

产销规模趋于平稳 结构优化拉高均价

消费升级拉动冰箱业推陈出新
本报记者 周 雷

受消费升级影响，冰箱业产销规模趋于平稳的同时，产品结构优化带动了均价提

升，更新换代和结构升级成为冰箱行业发展的主旋律。针对面膜、茶叶、药品等新的储

存需求开发新产品，为冰箱行业提供了新的发展路径

在不久前举办的全球人工智能产品应用博览会上，新
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年度报
告2017》显示，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成熟和各类应
用场景加速落地，2018年我国人工智能市场规模有望达
到339亿元，增速有望达到56.3%。

近年来，在国家政策和市场力量的共同推动下，我国
人工智能市场扩展迅速。2017年，人工智能市场规模突
破200亿元。与此同时，专利申请数持续增长，核心技术
不断取得新突破。2015年，人工智能研究进入高速发展
阶段，相关专利申请数达到28022项，增速达46%。

同时，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实现稳步增长，投资
频次明显加快。2017年，我国人工智能领域投资金额达
582亿元，单笔融资平均额约1.65亿元，较2016年单笔
融资平均额增长0.72亿元。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轮次整体偏
早期，主要集中在种子轮、天使轮和A轮之前。从投资
细分领域看，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智能机器人是
投资频次最高的领域。从各细分领域投资金额占全部投资
额比重来看，自然语言处理、自动驾驶、计算机视觉为投
资金额占比最高的领域，达到70%。

从区域发展特点看，以北京为主体，广州、深圳为
两翼，长三角 （上海、江苏、浙江） 抱团发展的产业格
局逐步显现。这 3 个区域也是我国人工智能企业的主要
集中地，集聚了我国 88%的人工智能企业。其中，北京
人工智能企业数量占比最高，达到 38%，人工智能企业
集聚态势明显；广东占比超过20%，人工智能企业发展
活跃；长三角地区占比为29%，抱团优势较为明显。

企业的集聚，也带动了资本的集聚。2016 年，这 3
个地区人工智能企业的融资总额占全国人工智能融资总额
的91.44%。其中，北京占比过半，是国内人工智能主要

“吸金地”；广东占比超过四分之一，明显高于长三角地区
的12.55%。总的来看，长三角地区的人工智能企业虽然
数量多，但企业的单体实力还比较弱，未来仍需努力营造
更为优越的创业和融资环境，吸引更多创业企业集聚。

日前，河北
省张家口市塞北
管理区农民在使
用机械设备播种
胡萝卜。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本报讯 记者刘成报道：袁隆平海
水稻团队——青岛海水稻研究发展中心
和袁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近日在青岛共
同启动了海水稻田间选育工作。据悉，
这是我国首次在五大类型盐碱地上同时
进行耐盐碱水稻的区试和盐碱地稻作改
良的产业示范，标志着海水稻项目进入
了产业化示范推广阶段。

“通过海水稻的区试测试和配套盐
碱地稻作改良示范技术体系，来检验海
水稻材料在不同盐碱地条件下的田间表
现、产量、口感和成本。同时，项目应
用了物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基于
农业4.0模式的智慧农业解决方案，实

现了农业产值和土地利用效能的提
升。”青岛海水稻研究发展中心副主任
张国栋说。

据介绍，这次将利用青岛海水稻研
究发展中心独创的“四维改良法”土壤
技术进行稻作改良拓荒，在2年至3年
内把盐碱地转化为良田，另一部分将开
展耐盐碱水稻品种审定试验工作。

张国栋告诉记者，目前该中心已联
合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中心与国内
18 家研究机构或企业，联合成立了耐
盐碱水稻区试联合体，建立区试工作
组，确定中早粳晚熟组、黄淮粳稻组和
南方沿海籼稻组三大区试试验组别。

“品种审定后，就能筛选出真正适合并
高产的耐盐碱水稻品种，并在我国的盐
碱地上种植。”海水稻研发中心执行主
任刘佳音说。

据悉，在我国的 15 亿亩盐碱地
中，约有 3 亿亩具备改造为农田的潜
力。通过推广种植“海水稻”，让亿
亩荒滩变粮仓，一直是中国工程院院
士、“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一大
期待。去年，青岛海水稻研究发展中
心采用千分之六盐度的海水，对 300
多个耐盐碱杂交水稻材料实施了全生
育 周 期 灌 溉 ， 亩 产 均 在 400 千 克
以上。

青岛启动海水稻田间选育

5 月 23 日，由中国家用电器协会等
指导、中国家电网主办的“2018 中国冰
箱行业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与会人
士认为，随着冰箱产销规模趋于平稳，紧
抓消费升级机遇，加快产品更新换代和
结构升级成为行业发展主旋律。

今年以来，冰箱销售延续了量稳额
升态势。数据显示，1 月份至 4 月份，国
内冰箱市场零售量为 920 万台，同比下
降 3.2%，零售额为 281 亿元，同比增长
5.0%。其中，线上市场冰箱零售量为
335万台，同比增长19.3%；零售额71亿
元，同比增长 43%。预计今年冰箱市场

零售量将达3396万台，同比增长0.6%，
零售额将达978亿元，同比增长4.1%。

TCL白家电事业部总经理王显举认
为，销量变化不大而销售额出现增长势
头，主要是消费升级红利下产品结构优
化带动均价提升，企业应抓住终端市场
变化带来的机遇。

数据显示，2017年一季度前五名品
牌的市场占有率为 72.6%，2018 年一季
度的这一数据为77.6%。奥维云网副总
裁郭梅德表示，在综合成本持续上升、跨
界品牌抢食蛋糕的情况下，主流企业规
模优势和高端市场竞争优势凸显。

“决赛阶段比拼的是企业的综合实
力，研发、创新、营销与供应链整合能力
缺一不可。”中国家用电器协会副理事长
王雷指出，冰箱企业要提高产品力和附
加值，通过差异化的功能和设计来满足
消费者不同的需求偏好。

中国家电网总编吕盛华表示，随着
产销规模趋于平稳，更新换代和结构升
级将成为冰箱行业发展的主旋律；品牌
集中度将进一步提升，产品形态将进一
步演变，新的渠道形式也在酝酿中。

近几年，健康保鲜、大容量、智能、风
冷、变频、美观的中高端冰箱产品持续走

俏。郭梅德介绍，现在风冷、变频技术配
置逐渐饱和，大容量冰箱结构格局趋于
稳定，比较引人注目的是门体创新。多
门产品不断对温区进行调整，对开逐渐
向“三门对开”“四门对开”发展，主动帮
助消费者进行分区管理，以满足日益增
长的精细化存储需求。

“冰箱储物早已不再局限于鱼肉果
蔬，面膜、茶叶、药品等新的存储需求为
冰箱业提供了新的发展路径。”多位企业
负责人认为，分区储鲜逐渐成为消费者
选购产品的重要决策因素，同时也将成
为中高端冰箱产品标配功能。

冰箱企业纷纷创新升级保鲜技术。
“智能技术和保鲜技术的融合，有助于大
幅提升保鲜系统运作效率和控制精准
度。”美的冰箱国内营销公司市场部部长
陈亚飞认为，冰箱智能化交互体验有待
完善，智能与保鲜在技术应用层面的结
合则是提升冰箱整体保鲜水平和使用体
验的重要路径。

三大区域集聚近九成企业

人工智能市场将保持高增速
本报记者 林火灿

3年内退出2520万吨

内蒙古有望提前完成煤炭去产能
本报记者 陈 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