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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贸港观察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
集聚种业创新企业3100多家

去年南繁种业产值突破120亿元
同比增长50%

“南繁硅谷”

充分发挥资源和政策优势，培育壮大种业新质生产力

海南种业不断向“新”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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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达100多斤的鞍带石斑种鱼、
小巧玲珑的“手指柠檬”、在海南成功
培育的“紫钻”无花果……12月5日至
8日举行的第27届冬交会上，各种“新
奇特优”农产品纷纷亮相，呈现出海南
种业领域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蓬勃态
势。

在同期举行的2024年亚洲种子
大会上，来自52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
多名业界代表齐聚三亚，共商合作与
发展。“这里的水稻和瓜果令人印象深
刻。”来自印度种子公司的杰西卡·阿
尔伯特说，海南的优质水稻品种可以
提供更多、更优的合作方案。

海南种业不断向“新”！近年来，
海南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依托“三
度一色”（温度、深度、纬度、绿色）优
势，充分把握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机
遇，不断培育发展具有自身特色的新
质生产力，“向种图强”迈出坚实步伐。

科技创新活力迸发——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海南光热

条件适合农作物生长，全国主要农作
物品种中超70%都经过南繁培育，南
繁是名副其实的育种“加速器”。

近年来，海南加快建设服务全国
的“南繁硅谷”。自《国家南繁科研育
种基地（海南）建设规划（2015—
2025年）》印发以来，南繁基地建设取
得明显成效，26.8万亩南繁保护区全
部建成高标准农田，5000余亩生物
育种专区投入运行，8.8万平方米南
繁配套服务区具备“拎包入住”条件，
为生物育种研究试验提供有力设施
保障。

多个重大种业科研平台加快建
设。热带作物生物育种全国重点实验
室、基因编辑创新利用重点实验室等
重大科创平台落户三亚；国家耐盐碱
水稻技术创新中心在三亚建成全国首
个室外大田条件下周年全时、多盐度、
规模化耐盐碱水稻专业化科研试验基
地；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中
国农业大学等多家国内顶级的科研机
构和涉农高校入驻三亚崖州湾科技
城，实现由南繁季节性生产向常年开
展南繁科研育种工作转变。

如今，“南繁硅谷”已建成全国数
量最多、空间最大、体系最全的生物育
种创新平台，成为种业产业链科技创
新标杆。

产业“焕新”壮大集群——
依托科研力量，海南推动南繁产

业从单纯育种向种业全产业链升级，
加快培育南繁种业现代产业集群。

一批种业科技创新市场经营主体
正加速汇聚。中国种子集团2021年
落户崖州湾科技城后，带动了南繁育
种基地数字化升级项目、荃银五星种
业有限公司、先正达生物育种产业培
训中心、MAP中化现代农业海南分公
司等9家种业相关优势产业主体入
驻，围绕科研创新、产业生态和行业赋
能等方面发挥各自优势，融通带动种
业产业链上中下游协同发展。

中国种子集团加快布局，是南繁
现代种业产业体系加快构建的缩影。
以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为载体，海南持
续引进国内外优质种业企业及其关联
产业的企业、研发团队，从前端育种研
发到后端成果转化，集聚各类主体积
极打通创新链和产业链。

目前，三亚崖州湾科技城集聚种
业创新企业3100多家；去年南繁种业
产值突破120亿元，同比增长50%。

制度“护新”激发动能——
种业“芯”动力澎湃，离不开自贸

港政策制度的“保驾护航”。
我国首部支持促进种业发展的

地方性法规《海南自由贸易港促进种
业发展若干规定》出台，围绕种质资
源保护利用、育种创新、境外引种通
关便利等领域加大创新实践；制定
《海南省支持种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
施》，重点围绕种质资源引进和保护
利用、品种选育、成果转化、经营主
体、科技研发、金融支持等领域给予
资金支持。

通过设立海南自由贸易港农业植
物新品种审查协作中心（以下简称海
南审协中心）、中国（三亚）知识产权保
护中心、海南自贸港知识产权法院崖
州湾科技城知识产权特区审判庭，基
本形成专利、商标、版权、地理标志、植
物新品种“五合一”的行政管理体制，
为种业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

其中，海南审协中心挂牌运行以
来，协同农业农村部科技发展中
心将农业植物新品种权受理
时间由1个月压缩至3
个工作日、初审时间由6
个月压缩为3个月，受理
审查效率提升50%以上。截至今年9
月，已完成7800余件植物新品种权受
理审查，约占全国受理量的1/4。

此外，印发《进境农业植物品种隔
离检疫与DUS测试同步开展试点方
案》，打造进境植物品种快速保护和产
业化利用的便捷通道，支持境外品种
在隔离检疫期间，同步开展品种保护
相关的田间测试，加速优异
品种的商业化推广。通过推

进热带果蔬规模化种植，目
前全省推广带动种植热带优异果
蔬30余万亩，占全省水果种植面积
的10%以上。

（本报海口12月16日讯）

“DCS组学技术平台可以识别与
农业性状和育种相关的功能基因，研
究水稻从种子到种子的全生命周期；
全球首创的集成微磁珠编码的精细
分型设备能够实现对基因位点的大
规模、高通量分析，帮助育种专家高效
获取植物基因型信息；智能化大数据
育种系统探索建立植物基因型与表型
之间的对应关系，更好地指导生物育
种实现育种目标。”12月16日，华大生
命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方晓东向记者透
露了近期该企业参与种业CRO（南繁
种业合同研究组织）市场所推出的“硬
科技”。

种业CRO是科技服务业的新型
业态，有效推动“一手包办育种”向

“育种研发流程外包服务”转变，可
有效提高育种效率。海南在全国首
创该模式，有力推动南繁事业与产业
并举，为今年全省种业产值突破120
亿元奠定基础，切实支撑“南繁硅
谷”建设创新提效。

种业CRO，为现代农业发展安
上“加速器”。育种单位在南繁用地
共享服务平台“一站式”线上看地、

选地、租地，节约80%的选地时间和
近一半的差旅费；隆平生物多基因
分子叠加技术可将玉米生物育种中
目标性状回交转育时间从传统的3
年至6年缩短至1.5年至 2年；电子
加速诱变育种实验室1小时处理种
子，次日即可播种，90天后收获新
材料，比传统育种方法至少压缩一
半时间……

种业CRO，为种业现代产业链
聚链成群提供“黏合剂”。中种集
团、国投种业、大北农、九圣禾、舜丰
等一批种业龙头企业抢滩入驻三亚
崖州湾科技城，协同区域快速建成
16个种业CRO服务平台，短短3年
间构建形成实验室育种、田间育制
种、辅助检测测试与知识产权保护等
全新的产业业态，基本形成从种质资
源创制到农业植物品种权推广交易
的全链条种业服务市场。

种业CRO，为种业振兴提供了
“金钥匙”。育种材料第三方存证、
育种材料惠益分享、全球动植物种质
资源引进中转基地隔离圃考核互认、
进境种质资源边隔离边使用监管模
式等制度的探索开展、先行先试，赋
能推动解决种业“卡脖子”问题，端
牢中国饭碗。

“明年海南种业产值有望达到
200亿元，种业CRO作为创新型业
态，全新的商业模式、行业规范和产
业配套将有力支撑海南未来产业做
大做强，海南将继续挖掘种业CRO
发展潜力，激发种业市场活力。”省
农业农村厅有关负责人表示。

（本报三亚12月16日电）

国家耐盐碱水稻技
术创新中心正式运作，成为
我国 19个国家技术创新中
心之一，也是农业领域唯一
的国家技术创新中心

国家精准设计育种
中心等 18个国家热带农业
科学中心规划项目建设有
序推进

据初步统计，目前全
省共有涉农科研机构 27
家、院士工作站57个、重点
实验室 63 个、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 30 个、国际科技合
作基地17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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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业CRO
（南繁种业合同研究组织）

海南在全国首创的新型业态

有效推动“一手包办育种”

向“育种研发流程外包服务”转变

大大提高育种效率

一线走访

政策点击

《海南自由贸易港促进种业发展若干规定》

围绕种质资源保护利用、育种创新、境外
引种通关便利等领域加大创新实践

《海南省支持种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

重点围绕种质资源引进和保护利
用、品种选育、成果转化、经营
主体、科技研发、金融支持
等领域给予资金支持

中种集团、国投种业、舜丰
生物、华大基因、隆平生物等一批
龙头企业在三亚崖州湾科技城设
立总部或分支机构，累计注册种
业企业3000余家，认定南繁种业
CRO企业15家，建立公共服务
平台、孵化器共享试验平台 16
个，搭建基础研究和应用型平台
36个

中国种子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晨海水产有限公司、海南（潭
牛）文昌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天
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分
别成功获批农业农村部水稻玉米
生物育种重点实验室、热带海水
鱼种质创新与利用重点实验室、
文昌鸡育种与养殖重点实验室、
天然橡胶加工重点实验室

南繁种业产值从2021年
的80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12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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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召开的全国“科技
三会”上，海南多项成果获奖，其
中《耐寒抗风高产橡胶树品种培
育及其应用》获得国家科学技术
进步奖二等奖，《猪基因组选种选
配技术体系创建及应用》项目获
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华南”系列木薯新品种占
海南主栽区种植面积的95%以
上，“华南5号”“华南205”等木
薯新品种在柬埔寨、刚果（布）等
东南亚和非洲国家推广面积累计
1000多万亩

选育出高抗和高耐枯萎病
的“中热1号”“热科2号”“宝岛
蕉”等香蕉新品种，在我国大面积
推广应用

选育的油棕品种“热油6
号”是我国首个年亩产油量超过
200千克的可供大面积推广使用
的油棕优良品种

全省已推广带动种植热带
优异果蔬30余万亩，占全省水果
种植面积10%以上，平均亩产增
收2万元以上，年可新增产值30
多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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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数据截至2024年9月26日）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彬 整理

知识产权保护

专利、商标、版权、
地理标志、植物新品种

“五合一”行政管理体制
为种业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

海南审协中心

向种
图强

农业植物新品种权受理时间
由1个月压缩至3个工作日
初审时间由6个月压缩为3个月

受理审查效率提升50%以上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黄媛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