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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国是农耕文明古国，几千年来，农民发现驯化，保种留种，选种换种，根据自然禀

赋，文化特性，应对气候变化、需求变化，不断筛选和优化品种，农民的选留换种实

践和传统知识及文化习俗交织融合，积淀传承形成了在地农民种子系统，这是传统的

非正式的系统，主要通过乡土交流机制在社区层面运作的，在种子的选择，交换、保

留和管理方面依赖传统知识和乡土扩散机制。这些系统在农户和社区种子安全方面起

着重要作用，并且可以与农作物种质资源的保护，增强和利用联系在一起，发挥作

用。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强调 「农民种子系统对于全球粮食系统的社会生态适应能

力至关重要。大多数农业生物多样性通过农民的种子系统得到积极维护。这种多样性

使我们的全球食品系统能够适应和应对环境及其他变化」。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民和农村仍是社会的主要构成，中国也是农家种和农作物品种资

源大国。农家种兼有种质资源和作物品种的双重特性，农民种子系统的复杂性、多样

性、在地性和活态性决定了其韧性和适应性，在传承中华农耕文明、保障粮食安全，

滋养百姓生计，持续创新应对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背景 

近 30 年来，我国小农和农民种子系统为农业生产稳定发展、粮食连续增产和农民持续

增收做出了重大贡献，尤其是近 10 年气候变化加剧，农民种子系统在保障山区主粮和

传统食品作物方面起着越加重要的应对作用。然而，在全球化的趋势下，农民种子系

统遭遇了种子商业化和垄断的持续排挤和颠覆，同时未得到足够的政策支持。其多样

性和系统性急剧减少丧失的风险加大，我国在地农家品种资源流失程度非常严峻，农

民耕种的农家种种类与数量显著减少，尤其是三大主粮作物，水稻从原先 4.6 万个减

少到 1000 多种，小麦从 1.3 万余个减少到 600 种，玉米则从 1 万多种减少至 150 多个

（朱有勇，2014），随之丧失的是相关的传统知识和农耕文化。同时出现的危机是育

种种质基础也越趋窄化，影响了三大主粮单产的提升（张世煌，2015）。 

 
可喜的是，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的意见（国办发〔2019〕

56 号）首次明确了农业种质资源保护的基础性、公益性、战略性、长期性定位，同时

明确了国家种子系统的构建及其作用，提出了面临的挑战和危机。《意见》更是首次

明确提出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的政府主导 多元参与的原则，强调了创新体制机

制，构建多层次收集保护、多元化开发利用和多渠道政策支持的新格局。 

 
结合近年政府出台的系列支持小农和农家种保护法律法规，如，2016 年修订执行的

《种子法》第三十七条款允许在当地集贸市场自行出售和串换农民个人自繁自用的剩

余常规种子。农民通过农民种子系统的基本实践和权益获得了法律保障。接着，农业

部 2016 年针对 《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中长期发展规划》进一步开展了第

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同时实施了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制度，出台

了《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办法》，发布了第一批非主要农作物目录和品种登记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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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还开展了对《粮食与农业遗传资源管理大纲》的修订工作。这一系列政策认可，

保护和支持了农家种，农民和农民种子系统的实践和作用。但是，关于《种子法》第

三十七条款和《意见》的具体实施，尚缺少系统结合多元参与的创新机制，尤其是缺

乏动员农民参与，构建多层次保护利用和合力创新的平台和相应的支持政策，需要进

一步探索、完善和落实。 

 
本建议希望，从现阶段我国的发展需求和农家种即是种质资源又是耕作种子的双重特

性考虑，农民作为不可替代的基础社会力量的参与，农民种子系统作为长期战略保护

机制在国家保护和利用农业种质资源中应该得到更多的支持和加强。唯此方能建成系

统完整、科学高效的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体系，发挥农业种质资源的三大

关键作用，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作用，农业科技创新的源头作用和传承中华农

耕文明的载体作用。 

 
本建议是基于近 20 年来，中国科学院地理所在不同阶段通过多元多层面跨界平台，联

合中国农科院作物所，西南四省农科院，云南农业大学和中国农业大学人文学院的专

家和团队，与内蒙敖汉旗，河北涉县农业遗产地地方政府及全国社会生态农业联盟及

北京农夫市集等机构合作，在全国西南、华北、华东多省市的传统村落和农业文化遗

产地开展的农家种在地保护和利用，农民参与式生态选育种的试点探索和研究积累的

实地经验，机制和做法。 

 
分析 

一． 农民和农民种子系统在完整体系建设中不可替代的优势和意义 

1. 农家种作为作物品种和种质资源的双重特性和农民种子系统的在地性和本土化

决定了其源头性和自主性是三农可持续发展，保障国家种子和粮食安全，应对全球化

危机的战略基础。 

 
2. 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完整体系应当是国家系统和农民种子系统

的有机结合和互补。农家种和地方品种是农耕文明的根基和源头，农民种子系统是在

复杂多样的自然环境活态保存利用，不断进化应对千年积累形成的，和当地的多元生

态文化环境、农民的生计、社会经济条件、气候变化息息相关。这是国家基因库和保

种场，保护区和种质圃无法完全替代的。 

 
3. 农民种子系统确保作物种质资源不断经历自然和人工选择和进化。作物种质资

源在不断经历自然和人工选择，进化出适应人类需要、抵御不良环境变化、抵抗病虫

害的各种优良特性，并通过当地的农民种子系统加以传播，同时促进在地和库中基因

的流动和利用，科学和传统知识的交流互动创新，是应对气候变化，市场经济变动，

社会稳定的保障。 

 
4. 农家品种和农民种子系统是世代相传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中国具有近万年农

耕文明史，培育和保护了大量作物农家品种，创造了传播这些品种的和相关知识的农

民种子系统，成为现代生态文明和乡村振兴的根和源，是传承中华农耕文明的活态载

体，在保障粮食安全，滋养百姓生计，持续创新应对发展方面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5. 农民是作物种质资源的守护者和传承者。支持农民通过农民种子系统参与到保

护和利用种子资源，是对 2.6 亿农民作为世代相传的保种人和耕作者的贡献和权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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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认可和保护，农民的主体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大多数农民的农耕生计依然基于自

己的种子系统。  

 
二．发现：危机和机会 

    研究发现近 30 年种子政策对农家种兼有的种质资源和耕作种子的双重特性和农民种

子系统在种子资源在地保护和利用方面的认识不够支持不足，目前危机和机会并存： 

 
1. 地方品种和传统品种丢失严重，在地作物种质资源多样性锐减。总的状况是，

各种农作物 品种间和品种内多样性都呈快速缩减和下降趋势。三大主粮作物尤其明

显，农家种快速消失，杂交种数量多且杂，地区差异明显加大。育种种质基础也越趋

窄化，影响三大主粮单产提升。 

 
2. 农民种子系统在弱化，农家种兼有的种质资源特性及农民参与作物种质资源保

护的作用被忽视。在标准化广适性的杂交种和商业产业冲击下，三大主粮和主要杂粮

在地种子资源消失很快，随之消失的是相关的传统知识和乡土文化和民间智慧，危及

整个传统农耕文化系统。 

 
3. 农民种子系统在农业种子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方面仍发挥着重大作用。农民

种子系统在西部山区的三大主粮农家种及全国各地的民生作物如大豆，小米，豆类，

马铃薯，杂粮，蔬菜的自留种的保种选育交换等仍起主要作用。 

 
4. 农业发展趋于多元化，农民种子系统何去何从。三大农业类型雏形初现，全国

多元形态并存。消费者和社会对健康农产品需求增长很快，区域互补的食品供需和发

展模式逐渐形成，西部偏远地区依存的特优农产品和大城市周边生态产品受欢迎、农

业生产类型分化形成多样化的优质生态种子需求，以下为各区域在农业种子资源保护

和利用的特性及存在的问题： 

4.1. 产业农业模式以东北，华北华中三大主粮主产区为典型区域，面临的问题是如

何应对作物和品种的单一化同质化及保障种子质量？农户保存的少量珍希农家种通过

什么样的途径和方法可以得以延续？ 

4.2. 新兴农业模式以东部沿海地区和大城市近郊为典型区域，健康食品要求高，有

机生态农业发展很快，有机和生态种子需求大？可以利用农家种和传统知识选育生产

优质可靠的生态种子满足需求，传承利用。 

4.3. 传统农业模式主要分布于西南和西北贫困山区，生态文化多样，农家种品种资

源丰富，但消失很快，农民种子系统仍起主要作用，但受到商业化杂交种和劳动力外

出的冲击。如何实现保护农业文化遗产和可持续利用农家种质资源结合？保护乡土智

慧，传统知识，增值农特产品，改善农户生计相结合？ 

     
面对危机和机会，政府应该秉持国家种子系统和农民种子系统合作互补的倡导和做

法，支持完整种子体系建设支撑多样性的健康和可持续食物系统。目前，在种子法和

《意见》指导下，国家政策如何进一步加强种子资源的基础性和公益性，认可和发挥

农民和农民种子系统在种子资源的在地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主体角色和作用是支持完

整种子体系建设的的关键。 

 
建议 

政策和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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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的目标是加强种子保护和利用的基础性和公益性，在《种子法》和意见的指导

下，支持和强化国家种子系统和农民种子系统的互动和合作，将两大种子系统和三大

相关利益群体之间协同创新的潜能释放出，建设多元共存，合力创新，传承发展的科

学高效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完整体系 

 
具体实现以下两个保护和利用方面的目标： 

1）加强和完善农民种子系统，保障传统农家种质安全 

2） 合力创新 绿色转型：激发种业多元创新，奠定生态农业基础保障食物安全 

 
两个层面具体建议： 

(一). 政策层面 

    政策支持加强农民种子系统作为多样化生态农业发展基石的角色。公共研究回归公

益本色，发挥基础和公共研究功能，支持农民种子系统和满足企业对科研成果的需

求，支持科研和企业转型应对从增量到提质、从单一到多元的需求，从只为产业化农

业服务转向为绿色循环生态农业和健康食物体系服务。具体为： 

1. 针对我国不同地域资源禀赋和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因地制宜地制订相关的种质

保护和利用政策。政策应该响应农业转变方式，以多元化种业政策回应农业发展多元

需求。如西南生物多样性丰富地区同时也是贫困集中区，用生态补偿，气候应对和扶

贫等政策支持农户和公共研究部门合作保护和利用传统品种，改善农户生计，加强生

物多样性保护。 

2. 支持农民、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等农业经营主体参与当地品种改良和生态选

育种和小规模种子生产。借鉴欧盟国家老品种保护和有机种子选育和生产结合的规章

制度和做法，探索适合中国多元生态农业需求的生态种子规章制度和生产模式，如参

与当地品种改良和生态选育种和小规模种子生产，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城市多元消费需

求，尤其在东部沿海地区和大城市周边应侧重考虑此类政策。 

3. 基于西南，江苏和内蒙已有的惠益分享经验，鼓励科研单位、种子企业与农民

合作社进一步探索在地品种资源惠益分享方式，分工合作，互补互助，构建一个包含

科研机、企业，农民和社会组织等多方合作和协同发展的平台，结合国家品种资源惠

益分享法律法规，建立利益分享机制，形成保护传统农家品种及种质资源利用的合

力。 

 
(二). 试点层面 

    面对种质资源快速消失的巨大挑战和日益增长的健康食品和生态种子需求，建议启

动为期两年的政策试点，结合近年国家支持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和生态农业的理念和

做法及国家品种资源惠益分享探索研究，依托已有的成功案例和经验从三方面实地尝

试，以期对以上三方面建议落实的机制和方法有所探索，总结和推进，具体如下； 

1. 在云南，广西，江苏，内蒙和河北一些有基础和意愿的 20 个农业文化遗产地和

传统村落，探索社区组织协调农户，科研和企业合作； 

1.1. 开展传统农家品种搜集登记，注册和整理，与国家第四次资源普查和搜集相结

合; 

1.2. 建立健全社区种子库（短期）和管理规章，与国家和省的中期和长期基因库和

相结合、链接互动，交流更新; 

1.3. 开展参与式田间保种鉴定，提纯复壮和品种选育，和科研前育种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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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利用地理标识对传统特色小品种资源进行注册和原生境保护，国家给予适当的

生态补偿，用于这些特色品种资源的生产性保护; 

1.5. 培育气候智慧型特色小品种产业化经营模式，培育唯一性特色产品，把资源的

唯一性、地域和气候的适应性、地域的农业文化充分融合到品牌价值中去，开发特色

资源环境型农民老品种（品系）的价值链，以特色、唯一、环境、本土农业文化为加

持; 

 
2. 基于已有试点，在河北，江苏，内蒙，广西和北京周边的 20 个村落和遗产地，

支持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有机生态农场等农业经营主体和农业科研机构合作利用

传统品种结合外来优良种质，开展有机生态种子选育和生产，支持配套的因地制宜多

种模式共存互补的绿色生态农业生产，优先启动针对新兴健康农业急需的蔬菜、大

豆，小米，水稻等 

2.1. 基于已有试点，根据各地生态农业经营主体对生态种子的需求，与生产主体和

作物选育种，土壤，微生物，病虫害防治等各行生态农业专家共同探索，支持配套的

因地制宜多种模式共存互补的绿色生态农业生产; 

2.2. 探索、总结不同作物的生态种子选育和生产模式及技术支持标准和规章制度，

为绿色种业和农业做贡献; 

2.3. 通过农民种子网络与全国农夫市集网络开展生产者和消费者群体交流互动活动

鼓励公众参与，倡导绿色健康产品，同步开展对消费者和儿童的种子和相关传统饮食

文化和自然知识及科普教育 

 
3. 根据西南和内蒙的现有案例，探索参与式保种和选育种和地理标识方面的品种

资源惠益分享机制和办法 

3.1. 广西农科院和 11 个村就 2006 年就老品种保护和参与式选育种的惠益分享约定

的跟进和探索推进; 

3.2. 云南哈尼梯田和内蒙敖汉农业文化遗产地获地理标识，在原生境保护的传统特

色小品种资源的注册，生态补偿，及生产和开发的惠益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