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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的技术要落到优秀的企业中，才能融
合、开发、创新，培育出优良的品种。我国种业振兴
行动也对科企合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在今年4月中国
种子协会出具的《农作物种业科企合作研究报告》中提
出种业科企合作的目标任务，到2025年基本形成以企
业为主体、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商业化育种体系；力争
到2030年，先正达、隆平高科等4至5家企业进入世界
种业前十强。

推进科企合作已成为各方共识，纵观既有的合作模
式，有简单交易合作模式，企业向科研单位或个人购买
品种或自交系；有企业经费投入模式，企业与科研单位
签协议，定期投入资金，品种成果由企业优先购买或收
益分享；有科研单位办企业股改模式，科研人员和科研
单位都在企业持股；有科研单位或科研人员参股模式；
有共同承担政府项目模式；有企业建立研究院模式；有
共同建设育种基地模式；有生物育种委托模式等。相比
之下，企业“揭榜挂帅”模式有何特别之处？

“种业研发周期长、复杂程度高、成果转化周期较
慢，不可能每个企业都能建立独立完整的研发体系，需
要外部的合作。然而目前我国种业科技人才主要还是
集中在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双方合作中对长期利益与
短期利益的合理把握，对知识产权归属和成果共享分配
的安排难以平衡。”夏勉透露，海南企业“揭榜挂帅”模式
创新推出“企业出题、院所出智、利益共享、成果反馈”的
合作形式，实验室与发榜企业1:1出资，项目知识产权由
企业与揭榜单位共同所有，企业拥有独家商业化开发
权，项目成果商业化后将根据对最终产品的贡献程度向
相应项目知识产权所有权人分享利益。实验室作为中
间人，为双方合作提供担保，增强企业和科研人员间的
互信，一定程度上解决职务发明知识产权界定不清、成
果转化通道不畅等难题。

中种集团5月收种、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
7月收种、海大7月收种、中国水稻研究所5月收种……
中种集团“揭榜挂帅”项目助理郭思漪正在逐一收集参
与项目的8个团队的种子采收情况，为2000份新材料创
制做准备。

“8个团队分散在三亚、陵水、广州等地，受不同管理
水平、天气差异的影响，各自的材料收获情况也不同，去
年因部分团队送材料不及时、检测结果汇总慢，导致项
目错过了一个播种季，今年要加强调度把进度抢回来。”
周华说，多团队作战对“帅”才的协调管理能力提出更高
要求，当前该团队通过引入项目助理、设定目标进度、组
建网上工作平台、月度调度等机制，探索推进多团队聚
而“融”、人员众而“合”，实现科研资源“攥指成拳”。

“企业‘揭榜挂帅’作为新模式，调动全国各地的科
研资源，我们也在协同各方不断推进相关制度的创新和
完善，进一步优化发榜课题的产业化方向，下一步将牵
手实验室围绕海南所需开展第二批项目，更好地整合

‘育繁推一体化’各环节的育种力量和资源，赋能种业高
质量发展。”陈欣说。

“科技创新包含了从基础研究到成果商业化的全过
程，我们结合‘揭榜挂帅’等模式，推出‘先投后股’等创
新型经费支持模式，营造‘科学家敢干、资本敢投、企业
敢闯、政府敢支持’的良好产业氛围，助推科技成果转化
成现实生产力、转变为新质生产力。”三亚崖州湾科技城
管理局副局长李丕学表示。 （本报三亚5月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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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前沿 深度剖析自贸港观察

4月24日，“玉米抗双斑萤叶甲性状开发及应用”项
目牵头人、中国农科院研究员张杰正带领两个团队针对
目标菌株开展基因挖掘，以期能在9月获得相关基因研
究数据。

“这在国际上是个全新的课题，没有可借鉴的经验。”
张杰说，当前双斑萤叶甲已成为危害玉米生长的新害虫，
企业在生产中急需有效的方法防治虫害。企业“揭榜挂
帅”在立项阶段就面向市场所需提出题目，科研团队抢先
获悉市场化的科研方向，发挥所长回应生产所需，加速科
研推动产业升级的步伐。

纵观我省推出的企业“揭榜挂帅”项目，实用、好用的
市场化导向十分明显。

“中种集团企业‘揭榜挂帅’项目联合国内优势科研
院校的67个团队，围绕4大核心作物开展合作，研究方向
聚焦市场关注的高辣椒素、西瓜热带种植、水稻谷饲兼用、
耐盐碱大豆等多个重点方向，目前共申请专利8项、受理
品种权8个、已审定品种6个。”中种集团战略与政府事务
总监张晓强说，中种集团持续探索搭建“揭榜挂帅”科企合
作平台，力争解决种业长期存在的企业创新能力不足、主
体支撑作用不够和产业链本身的研发投入和产业化之间
不畅等问题。

三亚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院长岳震表示，时空组学
是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近年来一项突破性、革命性的技
术，该院借此与国内多个团队主要围绕水稻、大豆等作物
进行5个项目的科研攻关，力争首次绘制水稻全生育期多
器官的单细胞基因表达时空图谱、开发“基因测序、大数据
分析”为一体的基因测序组学平台等，为产业化育种提供
有力的底层基因组学工具。

近日举行的企业“揭榜挂帅”项目阶段性评估会上，
参会评委大部分来自产业界，各位“帅”才逐一汇报项目进
展，重点报告项目的市场应用前景，部分项目研究方向将
做出调整。

“应用导向，用得上、有影响是项目唯一的考核指标。”
海南省种业实验室产业促进部负责人夏勉说，企业“揭榜
挂帅”项目启动时，揭榜团队当场签署协议，与合作企业、
实验室对“里程碑”考核要求、经费拨付方式、奖惩措施和
成果归属等进行约定，明确实验室对入榜项目进行过程管
理与验收，实行资金拨付与任务完成质量、时间节点相结
合的动态调整、唯成果兑奖的管理机制。

“我们正在探索以‘项目需求企业化、项目管理闸门化、
成果产出锁定化、创新激励市场化’为核心的创新型产学研
深度融合机制，构建产业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的种业创新
生态。”陈欣透露，中种集团高度重视对企业“揭榜挂帅”项
目的过程管理，定期对项目开展中间评估，如果在项目实施
过程中，由于外部环境变化或者原有技术路线落后，需要改
变研究内容甚至终止项目，可以通过闸门评估及时调整，由
此确保项目研究方向始终围绕企业需求和产业导向。

“项目对科研人员的奖励不在科研经费，而在科研成
果的转化中。”夏勉说，与传统科研事前管理不同，企业“揭
榜挂帅”项目创新的“大包干财务制度”，更重视事中、事后
的管理，科研人员提出科研需求，项目发榜方给出经费额
度，确保科研人员有充足的经费安心科研；实际使用过程
中，专业人员进行相关性审查，确保每一分钱都花在产业
上。同时，项目有明确的知识产权归属及其商业化约定，
确保项目成果第一时间可以产业化，有效解决了科研和产
业“两张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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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4日，中国农业科学院国家南繁研究院试验田
内，一排排玉米实验材料迎阳生长。抚摸着其中一株玉
米的茎杆，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徐妙
云道出了其中的特色：“这株玉米株高仅有1.5米，比传
统玉米矮不少，它的茎秆也更坚硬，地下的冠根抓地的
夹角也比普通玉米更大，这些都有助于它抗倒伏，更适
合密植、抗逆的市场需求。”

地里的这些玉米新材料是徐妙云团队在“揭榜挂
帅”项目“玉米抗倒伏基因挖掘及种质创新”的科研成果
之一。从立项到成果产出仅用了一年，比传统流程缩短
了至少2至3年的时间，为何这么快？

“首先目标明确很重要，传统科研课题方向都是研
究人员从资料、网络等搜索资讯来确定，科研目标不容
易聚焦，基础性研究到产业化应用成果少，应用性成果
转化慢。‘揭榜挂帅’项目企业出题、院所出智，科研目标
非常明确，项目同步匹配了‘一对一’的甘特图，让科研
人员在总体目标的指导下非常清晰每个节点的中心工
作。”徐妙云说。

“整个项目由3个团队通力合作，我们主要研究抗根
倒，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团队研究抗茎倒，
中种团队搭建CRO平台加快分子鉴定等测试工作、提
供优良材料等资源，大家围绕目标各自发挥比较优势。”
徐妙云认为，多团队协同，大家定期探讨及时修正研究
方法和思路，确保劲往一处使，推动成果加快产出。

“‘揭榜挂帅’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优势。”带领
8个团队开展“重要热带种质资源收集利用及杂交稻新
品种选育”的“揭榜挂帅”项目，中种集团水稻产品测评
总监周华透露，通过发挥多家团队的各自优势，最终鉴
定材料已应用于亲本创制和相关试验中，弄清了热带和
华南稻区主要育种材料和杂交水稻亲本的遗传组成，为
种业杂种优势设计育种提供了理论基础和育种方向；筛
选了一批潜在的抗白叶枯病的材料，19个优秀品种参加
各级区域试验，今年有望审定4个新品种。

科研人员先开展科研，再拿研究成果找企业谈合
作，而后科企再协同进行商业化开发，这是传统科研成
果转化的路径。沈荣鑫认为，企业“揭榜挂帅”项目从设
置开始，企业就深度参与，建立创新链条中多元主体参
加、创新与推广相衔接、多重优势互补的分工协作机
制。以他带领开展的“水稻花时调控、柱头外露及高产
基因的挖掘及新种质创制”项目为例，“团队克隆的多个
柱头外露和花时基因，在成果发表前就已交付中种集团
开展育种应用，目前在多个骨干亲本中获得性状改良的
新种质，大大提高了基础性研究到产业化应用的效率”。

“工作是同步开展的，科研人员挖掘目标基因，中种
集团提供分子检测、标记等服务，目标基因回交转育导入
企业的优良材料，验证基因功能的应用效果，再配合科研
人员对新材料进行田间试验。”徐妙云认为，企业“揭榜挂
帅”中“边研究边创制新种子”的密切配合机制，缩短了至
少一半的产业化育种时间，加快了新品种创制的速度。

“相比传统模式，企业‘揭榜挂帅’的科研成果能够
进入企业组织的试验体系中，相当于提供了一个加速
器，进一步加快品种商业化准备的速度。新品种一经审
定，企业马上提供‘实习’机会，科研成果可立即进入中
种集团的商业化测试通道，甚至在审定之前的参试阶
段，中种集团就已经同步开展测试评价工作，这样项目
选育的成果，只要同时满足国家审定和企业开发要求，
即可快速进入商业化阶段，实现科研成果快速转化。”中
种集团科技项目执行部负责人陈欣透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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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榜挂帅”是指由需求方提出具
体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需求、科技行政
部门提供平台发布揭榜任务、促成供需
对接并予以立项，给予一定的经费补
助，加快解决技术难题和转化科技成果
的新型科技项目立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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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企业为主导，
整合院校、企业的创
新资源，企业出题、
院所出智、利益共
享、成果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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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科研项目是科研单位
自己出题、自己答题。“揭榜挂
帅”项目是由产业界结合市场
所需出题，科研单位携手企业
来答题，解决产业和市场“两张
皮”问题，推动“卡脖子”技术攻
关，加快科研成果快速转化，项
目更有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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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一名“帅”才，华南农业大学副教授沈荣鑫迎来科研生涯的新挑战。告别了传统
科研“各自为战”“关起门育种”，他需要带领4个来自不同科研机构和企业的团队围绕“水
稻花时调控、柱头外露及高产基因的挖掘及新种质创制”开展应用研究。

“项目科企合作，针对市场所需的种业‘卡脖子’关键技术难题开展攻关，项目责任人任
‘帅’自行组队，分阶段‘里程碑’式考核，只关注成果企业是否用得上、对市场是否有影响。”沈
荣鑫感叹道，新模式颠覆了传统科研的行为模式和考核模式。

这个被科研人员所热议的科企合作新模式，是我省于
2022年创新推出的企业“揭榜挂帅”项目体系。2023年，这一
模式延伸至中小微企业。中国种子集团（以下简称中种集团）、华大基
因、九圣禾等国内一流种企携手海南省种业实验室，建立以企业为主导，整合
院校、企业的“基础研究—技术创新—品种创制—产业化开发”等为一体的创新资源，
创建集思广益、机会均等、能力优先、结果导向、成果兑现的开放创新模式。

新模式运行以来，有效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海
南日报记者从近日项目的阶段性评估中获悉，揭榜团队在多个方面实现突破，玉
米、水稻、大豆、蔬菜等主要品种创制佳音频传，有力加速培育海南种业新质生产力。

扫一扫看动画

了解海南的

企业“揭榜挂帅”模式

到底有何特别之处

·延伸
执行总监：许世立
动画编导：李国栋
动画文案：周钰
动画制作：张雯旻

图❶ 徐妙云介绍“揭榜挂帅”项目成果。 本报记者 黄媛艳 摄

图❷“揭榜挂帅”项目科研人员在开展室内实验。 本报记者 黄媛艳 摄
图❸ 科研人员在田间进行水稻杂交取粉工作。（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