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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印发《种业发展三年行动方案
（2020—2022 年）》的通知

内政办发〔2020〕40 号

各盟行政公署、市人民政府，自治区各有关委、办、厅、局，各
有关事业单位：

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现将《种业发展三年行动方案
（2020-2022 年）》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2020 年 12 月 6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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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业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 年）

为全面增强农牧业、林草业核心竞争力和综合生产能力，加

快推进现代种业高质量发展，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

会精神，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以发展壮大种业为目标，

强化农牧业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加快推进技术创新、品种创新、

体制机制创新，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加强市场监管和服务，构建

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人才为根本，区域协同合作、产学

研深度融合、育繁推一体化发展的现代种业体系，为推进自治区

经济社会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基础支撑。

（二）基本原则。

1.坚持统筹兼顾、合理布局。统筹农作物、畜禽、林草种业

协调发展，重点强化资源保护、育种创新能力，聚焦奶牛、肉牛、

肉羊、绒毛用羊、玉米、马铃薯、向日葵、饲草、乡土树种、乡

土草种等区域优势特色物种，兼顾其他物种，系统布局，有序推

进。

2.坚持问题导向、重点突破。强化薄弱环节，着力改善种业

基础设施条件，解决体制机制中的关键问题，择优支持种业领域

相关企业、科研院所、高校等力量，围绕重点领域开展联合攻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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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突破种业发展的关键技术瓶颈，补齐种业发展短板，夯实种

业发展基础。

3.坚持政府引导、多元投入。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两方面作

用，各级人民政府重点支持基础性、公益性项目建设。充分发挥

重点项目的引领作用，吸引社会资本投入，强化金融支持，构建

多元化投入机制，创新种业投资管理机制。

4.坚持优化提升、完善体系。创新体制机制，推动产学研结

合、育繁推一体化，推进种业企业做专做强。全面加强资源保护、

育种创新、品种测试和种业生产体系化建设，加快构建现代种业

体系，整体提升种业发展水平。

（三）发展目标。

到 2022 年，全区现代种业发展取得突出成效，种质资源保护

能力明显增强，培育一批市场竞争力强的新品种及配套系。形成

以育种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育繁推一体化的种业发展机

制，基本建成与现代农牧业、林草业相适应的良种繁育体系。

1.农作物种业。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稳定在 98%以上，培

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适宜我区种植的优质新品种 15 个以上，良

种繁育基地面积稳定在 100 万亩以上，自主选育品种覆盖率提升

5 个百分点。

2.畜禽种业。良种化率达到 95%以上，国家级核心育种场达

到 13 家以上，国内排名前 100 名以内的荷斯坦和西门塔尔优秀种

公牛均稳定在 30 头以上，良种肉羊年供种能力保持在 20 万只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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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3.林草种业。林木良种使用率达到 65%，选育优良乡土树种

（品种）30 个以上，驯化选育生态保护修复急需的乡土草种（品

种）30 个以上，建设 6 万亩林草良种基地和 13 万亩林草采种基

地。建立 20 个饲草基础种子生产基地，培育饲草新品种 10 个以

上。

二、重点工作

（一）加强种质资源保护。

1.开展种质资源普查行动。配合开展全国第三次农作物和第

一次林草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工作，收集农作物及饲草种质资源

1800 份以上，乡土树种和乡土草种资源 6000 份以上，对全区农

林草植物种质资源开展系统性收集保护，强化鉴定评价，建立全

区农林草植物种质资源保护名录。组织开展全区畜禽种质资源调

查行动，建立全区畜禽遗传资源名录。（自治区农牧厅、林草局，

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按职责分工负责，各盟行政公署、市人民政

府负责落实。以下各项任务均需各盟行政公署、市人民政府落实，

不再列出）

2.加大遗传资源保护力度。支持建立敖鲁古雅驯鹿、河套大

耳猪等濒危品种保种场。支持双峰驼、蒙古马、蒙古牛、蒙古羊、

绒山羊等地方品种保种工作。加大五角枫、蒙椴、梭梭、半日花、

沙冬青、羊草、黄花苜蓿等特色濒危物种群落保护力度，支持乡

土树种草种资源库和资源圃建设。采取活体保护和遗传物质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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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结合的方式，确保我区优势特色物种遗传资源应保尽保。（自

治区农牧厅、林草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3.完善动植物资源库建设。建立完善自治区级动植物资源库，

确保珍稀、濒危、特有资源与特色地方品种不丧失。支持完善畜

禽遗传资源库建设，每年至少对 6 个地方品种进行遗传资源保护，

制作 900 枚达标胚胎。支持建立农作物种质资源中期库，并配套

建设资源圃、隔离带及相关基础设施，资源保存总量达到 2.3 万

份以上。完善草种质资源中期库、草品种资源中心库、乡土草种

质资源库建设，完善林木种质资源设施保存库建设，保存林草种

质资源 3 万份以上。（自治区农牧厅、林草局，内蒙古农牧业科

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推进品种创新发展。

4.开展品种培育品系改良。提升马铃薯种业自主创新能力，

以生产加工和市场需求为导向，选育综合性状优良、抗病抗逆、

适宜我区种植、具有重大推广应用价值的优质新品种 3-5 个。以

密植、高产、抗倒伏、脱水快、宜机收为培育重点，选育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有市场竞争力的优质玉米新品种 5 个以上。以优质、

高产、绿色为选育重点，培育谷子、高粱、小麦、水稻、大豆等

优质新品种 10 个以上。以抗列当新品种培育为突破重点，打造向

日葵种业冠军企业，增加优良示范推广品种 3 个以上。培育番茄、

青尖椒等优质蔬菜新品种 10 个以上。以提高结实率、生物量，降

低落粒裂甲为重点，培育文冠果、塞外红、羊草、扁蓿豆等优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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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草品种 10 个以上。全面实施畜禽遗传改良计划，提升自主育种

能力，开展奶牛、肉牛全基因组选择育种，核心种源自给率达到

60%以上。持续选育提高蒙古羊、蒙古马、三河牛等优势特色地

方品种。（自治区农牧厅、林草局，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按职责

分工负责）

5.建立联合育种攻关机制。聚焦重点产业领域，以提升核心

种源自给率、培育自主品种为目标，整合农牧业、科技资源，推

进体制机制创新，促进产学研紧密结合，围绕奶牛、肉牛、肉羊、

绒山羊、玉米、马铃薯、大豆、向日葵、饲草、乡土树种、乡土

草种等自治区优势特色物种，整合优势力量构建联合创新团队。

开展自治区种业技术创新中心建设，支持建设玉米、肉牛、设施

蔬菜、草业、马铃薯种业技术创新中心。加强资源开放共享，形

成高水平“产学研用”相结合的研发团队，合力提升我区种业创

新能力和供给水平。（自治区农牧厅、科技厅、林草局按职责分

工负责）

6.实施优良品种奖励机制。组织开展优良品种奖励政策实施

及绩效评估工作，对区内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马铃薯、玉米、小

麦、水稻、大豆、杂粮杂豆、饲草等品种年推广面积或系列品种

累计推广面积达到规定要求的优良品种给予一次性奖励。对完成

年度排名种公牛企业、供种能力达到规定要求的育种企业给予一

次性奖励。（自治区农牧厅、林草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7.提升种业基础研究能力。围绕我区优势特色产业，发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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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研究领域优势，加强种质资源开发和培育

的基础性研究。逐步建立我区重要农作物、草食家畜和林草品种

基因图谱，通过生物育种技术对育种材料进行改良和创制，开展

种质资源特异基因发掘及利用，应用转基因和基因编辑育种技术

研究，打好种业科技创新基础。推进内蒙古大学草原家畜种质创

新与繁育基地项目建设，提升草原家畜种质资源原始创新能力。

（自治区农牧厅、科技厅、林草局，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内蒙

古大学按职责分工负责）

8.完善南繁科研基地建设。统筹协调南繁科研育种工作，提

升南繁基地科研、生产、管理和服务水平。完善南繁基地科研条

件，改造提升基地高标准农田建设、育种实验设施建设，购置专

业化病虫害统防统治设备，加快建设种子加代扩繁、公共实验平

台。积极组织开展育种技术培训、种质资源交流、应急制种服务、

成果转化等活动，为科研单位、种子企业开展育种加代和繁种制

种等提供支撑。（自治区农牧厅负责）

（三）加快种业基地建设。

9.推进良种繁育基地建设。（自治区农牧厅、林草局，内蒙古

农牧业科学院按职责分工负责）

（1）马铃薯。发挥牙克石市、四子王旗、察哈尔右翼前旗三

个国家级马铃薯良繁基地示范引领作用，推进马铃薯良种繁育基

地建设，支持乌兰察布市、呼伦贝尔市、锡林郭勒盟、包头市扶

持 3-4 家马铃薯育繁推一体化企业。马铃薯原原种（微型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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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能力稳定在 25 亿粒以上，支持 40 万亩以上的原种扩繁，满足

400 万亩的生产用种和一级种薯扩繁需要。打造智能化制种监管

控制体系，提升优质种薯生产能力和脱毒种薯质量水平，对入库

种薯、种薯田的检测达到 100%，保障马铃薯生产用种有效供给。

（2）玉米。推进玉米育繁推一体化示范项目，支持通辽市、

赤峰市、巴彦淖尔市培育 1-2 家玉米育繁推一体化企业，以松山

区国家玉米制种大县为依托，建成集中稳定的杂交玉米良种生产

基地 10 万亩以上。

（3）杂粮杂豆。推进杂粮杂豆良种繁育基地建设，支持呼和

浩特市、乌兰察布市、赤峰市、通辽市等杂粮杂豆优势产区，重

点扶持 5-6 家杂粮杂豆龙头企业，建成杂粮杂豆种子生产基地 3

万亩以上，提高优质杂粮杂豆供种能力。

（4）小麦、水稻、大豆。推进小麦、水稻、大豆良种生产基

地建设，支持巴彦淖尔市、乌兰察布市、赤峰市、兴安盟、呼伦

贝尔市等地区建成小麦、水稻、大豆良种生产基地 30 万亩以上。

发挥鄂伦春自治旗和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国家区域性大豆

良繁基地示范引领作用，开展大豆提纯扩繁行动，提高良种大豆

供种能力。

（5）蔬菜。推进蔬菜良种繁育基地建设，支持包头市、巴彦

淖尔市、赤峰市建成蔬菜种子生产基地 1 万亩以上，提高蔬菜生

产供种能力。

（6）饲草和生态用草。推进优质饲草生产基地建设，在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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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辽河流域和高寒地区建立豆科、禾本科饲草人工制种基地 20

万亩，建立集中稳定的国产优势苜蓿种子生产基地 3 个，优质饲

草展示区 5 个，苜蓿种子保留田面积达到 10 万亩以上，满足 70%

以上新增苜蓿面积用种需求。支持建设冰草、羊草、杂花苜蓿、

沙打旺等生态用草种良种基地 5 万亩，采种基地 10 万亩。

（7）林木良种。推进林木良种基地、采种基地和保障性苗圃

建设，支持赤峰市、鄂尔多斯市、巴彦淖尔市、阿拉善盟建设文

冠果、柠条锦鸡儿、叉子圆柏良种基地 1 万亩，支持呼伦贝尔市、

兴安盟、通辽市、赤峰市、阿拉善盟建设小叶锦鸡儿、山杏、五

角枫、蒙古栎、杨柴、花棒等采种基地 3 万亩，支持建设自治区

保障性苗圃 1 万亩。主要造林树种良种供给率达到 70%以上。支

持建设林草种子应急储备库 4 处，建设种苗交易市场 3 处。

10.加强畜禽种源基地建设。（自治区农牧厅，内蒙古农牧业

科学院按职责分工负责）

（1）奶牛。实施奶牛遗传改良计划，完善核心育种场建设，

力争在荷斯坦奶牛核心育种场培育的国际、国内排名百名以内的

优秀种公牛保持在 30 头以上。通过自繁自育、引进高品质奶牛、

采取性控技术等措施持续提高繁殖率和单产，提升优质奶源基地

规模和生产能力，奶牛种业产销保持在全国占有率第一位置。

（2）肉牛。实施肉牛种业提升行动，培育 5 家国家级肉牛核

心育种场，在西门塔尔牛核心育种场培育的国内排名百名以内的

优秀种公牛保持在 30 头以上，具有后裔测定的三河牛采精种公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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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在 60 头以上。

（3）肉羊。实施肉羊种业提升行动，培育 6 家以上国家级肉

羊核心育种场。提高本土品种选育度，鼓励牧区繁育和选育提高

乌珠穆沁羊、苏尼特羊、呼伦贝尔羊等地方良种羊。半农半牧区

及农区以培育品种和国外引进品种本土化繁育选育提高为主。重

点选育的地方品种主要肉用性能提高 10%以上。育成品种主要肉

用性能比亲本平均提高 12%以上。产羔率牧区达到 120%以上、农

区达到 150%以上。支持中西部地区建立 1-2 处奶羊种羊场，推动

奶羊产业发展。

（4）生猪。实施生猪种业提升行动，培育 2 家国家级生猪核

心育种场，支持开展自主品种培育，确保生猪品种实现自给，重

点培育“育繁推”一体化企业 3 家以上。

（四）着力发展现代种业。

11.培育现代种业企业。加快培育壮大一批育种创新能力强、

市场占有率高、经营规模大、产业链长的种业企业，提升种业企

业的整体发展水平。突出企业的市场主体作用，提高种业企业在

育种、成果转化、市场开发等方面能力，力争培育 5 家市场竞争

能力强的育繁推一体化现代化种业龙头企业。支持企业通过兼并

重组、吸引社会资本、上市融资等方式做长做深产业链，鼓励种

业企业开展国际国内交流合作，实施种业品牌战略，打造知名种

业企业。（自治区农牧厅、林草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12.加快科技成果推广转化。坚持集群发展，优化种业资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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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配置，加快种业科技成果转化。以种业创新园区、创新基地和

创新平台建设为重点，汇聚区内外种业创新成果，聚焦转移转化、

试验示范、交流交易等环节，推动创新成果转化，提升种业价值

链。发挥各级农牧和林草技术推广服务体系优势、队伍优势，加

快对先进技术的推广应用，在优质品种普及利用的实践创新上取

得突破，建立产学研用合作机制，加快成果转化落地。强化社会

化服务组织建设，加强配种站建设，推广良种良法直接到户。（自

治区农牧厅、科技厅、林草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提升种业服务能力。

13.强化种业市场监管。严格种业市场准入条件和标准，依法

核发生产经营许可证，强化行政许可后续监管。加强市场监管，

健全良种质量监督检查机制，严厉打击未审先推、无证生产、套

牌侵权和制售假劣种子、种苗、种畜禽等违法行为，营造良好市

场环境。落实“双随机、一公开”要求，强化检打联动，坚持分

级负责，压实属地监管责任。明确监管重点，量化工作目标，加

大违法行为处罚力度。对重点地区、关键物种、重要环节、重要

案件进行监督抽查，依法公开监管信息。加强畜禽种质质量监管，

加大对假冒伪劣种畜、冻精、胚胎的查处力度。（自治区农牧厅、

公安厅、林草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14.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加大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

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在春秋关键时节开展种子市

场专项检查，切实保障品种权人合法权益。强化品种审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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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审查受理流程，在主要农作物的新品种审定环节和非主要农

作物的登记环节，对亲本进行严格鉴定和审查，严把准入关口。

积极做好维权案件处理工作，提升办案质量与效率，开展重点作

物、重点品种维权试点，加强与司法部门维权合作，探索植物新

品种权保护的有效方式。（自治区农牧厅、公安厅、林草局按职

责分工负责）

15.建立品种评价体系。配套完善全区承担试验任务的 70 多

个试验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对河套—土默川平原、西辽河流

域、大兴安岭沿麓、阴山北麓 4 个综合区域试验站的建设。分区

域规划建设玉米、向日葵、大豆、小麦抗性鉴定站。配套完善草

品种区域试验站 5 个，开展草品种区域试验、评价鉴定和新品种

展示工作。建设 20 个新品种展示示范点，5 个跟踪评价及信息数

据收集中心。逐步建立以知识产权保护为核心，品种特异性鉴定

准入、跟踪评价与示范推广有机结合的新型品种评价管理机制。

（自治区农牧厅、林草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16.提高认证检测水平。开展种子质量认证试点示范工作，强

化企业对生产过程的管理和产品质量的可追溯性，提高企业质量

意识，将认证制度转化为企业自觉行为。结合各地区优势作物品

种升级，扩建农作物种子质量检验中心。在全区粮食主产区新建

旗县级种子质量标准化检验室。建设自治区级林木种子质量监督

检验中心 1 处、盟市级林木种子质量监督检验站 12 处、旗县级林

木种子质量监督检验站 55 处，建设自治区级草种质量监督检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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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1 处、盟市级草种质量监督检验站 12 处，建设林草种子质量认

证追溯中心 1 处。保障农林牧业生产用种安全、质量安全、供给

安全。（自治区农牧厅、林草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充分发挥自治区现代种业提升工作领

导小组作用，形成统一领导、分工负责、合力推进的工作机制，

统筹协调种业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及时研究解决种业发展

中遇到的突出问题。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对种业工

作的组织领导，对本地区、本部门种业发展负总责，加强指导监

督，抓好责任落实，确保各项重点任务如期保质保量完成。（自

治区现代种业提升工作领导小组负责）

（二）完善政策支持。财政部门要统筹整合现有专项资金和

政策，加大对种业发展的支持力度，适时考虑将种业发展纳入自

治区现有政府投资基金支持范围，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种业建设发

展。发展改革部门要对符合现行固定资产投资方向的项目给予支

持。科技部门重点支持种业创新工程，强化对种业创新发展的科

技支撑。自然资源管理部门要保障新建、改扩建种质资源库、良

种繁育基地、保种场和核心育种场用地。各有关部门、单位要按

照职责分工梳理任务清单，积极协同配合，落实好各项任务和措

施。（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财政厅、自然资源厅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加强评价考核。强化行动方案评价考核，围绕种业发

展三年行动目标和重点任务，科学制定评价指标体系，并建立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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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通报制度，对盟市、旗县（市、区）和有关部门、单位的工作

推进情况进行考评，定期通报考评结果，保障本方案有效落实。

（自治区现代种业提升工作领导小组负责）

附件：种业发展三年行动方案任务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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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种业发展三年行动方案任务分解

序号 任 务 名 称 2019 年基值 2020 年 2021年 2022年 备 注

1
农作物种质资源收集

(份)
- 700 700 400 当年值

2
乡土树种和乡土草种资

源收集（份）
- 1000 2500 2500 当年值

3
建立畜禽资源保种场

(个)
6 6 7 9 累计值

4
完善种质资源库建设

(个)
3 5 6 7 累计值

5
玉米优质新品种培育

(个)
- 2 2 2 当年值

6
马铃薯优质新品种培育

(个)
- 2 2 2 当年值

7
大豆优质新品种培育

(个)
- 2 2 2 当年值

8
向日葵优质新品种培育

(个)
- 1 2 2 当年值

9
小麦、谷子、高粱新品

种培育(个)
- 2 2 2 当年值

10
优良乡土树种（品种）

选育（个）
111 8 12 10 当年值

11 优良林草品种培育（个） - 3 4 3 当年值

12 饲草新品种培育（个） - 3 4 3 当年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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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任 务 名 称 2019 年基值 2020 年 2021年 2022年 备 注

13
奶牛、肉牛、肉羊、生

猪核心育种场(个)
11 11 13 13 累计值

14
国内百名以内的荷斯坦

优秀种公牛(头)
23 30 30 30 累计值

15
国内百名以内的西门塔

尔优秀种公牛(头)
22 30 30 30 累计值

16
马铃薯原原种生产能力

(亿粒)
20 21 23 25 累计值

17
杂交玉米良种基地(万

亩)
8 8.2 9 10 累计值

18
小麦、水稻、大豆良种

基地(万亩)
30 30 30 30 累计值

19 杂粮杂豆(万亩) 0.7 0.8 1.5 3 累计值

20
豆科、禾本科等优质饲

草人工制种基地（万亩）
5 8 15 20 累计值

21
优质饲草品种推广面积

（万亩）
30 50 80 100 累计值

22
完善林木良种基地建设

（3 处）
34 1 1 1 当年值

23
完善林木采种基地建设

（6 处）
65 2 2 2 当年值

24
优良乡土草种扩繁基地

（万亩）
- 1.6 1.7 1.7 当年值

25
乡土野生草种采种基地

（万亩）
- 2 4 4 当年值

26
建设林草种子应急储备

库（处）
- 1 2 1 当年值

27 建设种苗交易市场（处） - 1 1 1 当年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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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任 务 名 称 2019 年基值 2020 年 2021年 2022年 备 注

28
完善草品种区域试验站

（个）
- 1 2 2 当年值

29
建设草新品种展示示范

点（个）
- 6 7 7 当年值

30

建设草新品种跟踪评价

及信息数据收集中心

（个）

- 1 2 2 当年值

31
建设自治区林草种子质

量监督检验中心（处）
- 1 1 当年值

32
建设盟市级林草种子质

量监督检验站（处）
- 8 8 8 当年值

33
建设旗县级林木种子质

量监督检验站（处）
- 15 20 20 当年值

34
建设林草种子质量认证

追溯中心（处）
- 1 当年值

35
建设种业技术创新中心

(个)
- - - 5 累计值

抄送：自治区党委各部门，内蒙古军区，武警内蒙古总队。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政协办公厅，自治区监委，高级

人民法院，检察院。

各人民团体，新闻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文电处 2020 年 12 月 9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