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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管理条例农作物种子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规定，制定本实施细

则。 

 

 

第二条 农作物种子包括粮、棉、油、麻、桑、茶、糖、烟、果菜、药、花卉、

牧草、绿肥及其他种用的籽粒、果实和根、茎、苗、芽等繁殖材料。 

 

 

第三条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种子选育、生产、经营、使用和管理工作

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实施细则。 

 

 

第四条 农作物种子实行以计划供应为主，使用者选留为辅，逐步实现品种布局

区域化、种子生产专业化、加工机械化、质量标准化，定期更新更换生产用种。 

 

 

第五条 种子类别分为育种家种子、原种、良种。 

 

 

    育种家种子：指育种家育成的遗传性状稳定的品种或亲本的最初一批种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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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种：指用育种家种子繁殖的第一代至第三代或按原种生产技术规程生

产的达到原种质量标准的种子。 

 

 

    良种：指用常规种原种繁殖的第一代至第三代和杂交种达到良种质量标

准的种子。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的农业主管部门管理本行政区域内农作物种子工作，其执

行机构是县级以上农业主管部门设置的种子管理机构。 

 

 

第七条 种子管理机构的主要职责是： 

 

 

（一） 贯彻执行国家有关种子法规和方针、政策； 

 

 

（二） 制定并组织实施种子发展建设规划； 

 

 

（三） 负责种子计划、生产、经营和品种及种子质量的管理； 

 

 

（四） 签发和管理《种子生产许可证》、《种子经营许可证》、《种子质量合格证》； 

 

 

（五） 会同有关部门查处违法生产、经营种子的单位和个人； 

 

 

（六） 培训种子技术和管理人员。 

 

 

    种子管理人员在执行公务时，应持有《中国种子管理员证》和佩戴《中

国种子管理》胸章。县级农业主管部门可根据需要，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聘请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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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种子管理员，接受种子管理机构委托行使种子检查、监督职能。 

 

 

第八条 各级农业部门的种子公司是种子生产经营的主渠道，负责按计划生产供

应良种。 

 

 

第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积极扶持种子事业发展，在资金、贷款、税收及化肥、

柴油等物质供应上给予优惠。 

 

 

第十条 国营原（良）种场是国家种子生产的主要基地，应坚持以繁殖原（良）

种为主。各级农业主管部门要给予扶持。任何单位不得侵犯国营原（良）种场的

土地和国家资产。 

 

 

第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对在品种资源引进、新品种选育、区域试验、种子生

产、加工、检验、检疫、经营、管理、推广等各项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

个人给予精神、物质奖励。 

 

 

第二章 种质资源管理 

 

 

第十二条 农作物种质资源均属国家财富、受国家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

害国家规定保护的种质资源。 

 

 

第十三条 农作物种质资源的范围，包括本细则第二条所指的繁殖材料和近缘野

生植物以及人工创造的各种植物遗传材料。 

 

 

第十四条 国家有计划搜集、整理、鉴定、保存和利用农作物种质资源，具体工

作由农业部授权中国农业科学院品种资源研究所（下称中国农科院品资所）组织

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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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作物种质资源的管理工作由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农业主管部门授权的有关单位负责。 

 

 

第十五条 农作物种质资源实行长期、中期两级保存制度。长期保存由中国农科

院品资所负责，中期保存由中国农科院有关作物专业所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农科院负责。 

 

 

第十六条 农作物种质资源的对外交换和试验研究用的少量种子的国外引进，由

中国农科院品资所统一归口管理。 

 

 

第十七条 国家鼓励有关单位或个人，积极从国外引进农作物种质资源，引进后

必须将作物种类，品种原文名称，来源地，原产地，引入时间以及有关资料，报

中国农科院品资所统一登记、译名和编目，同时附适量种子供鉴定、保存。利用

其资源要征得引进单位或个人同意，具体办法另行制定。 

 

 

第十八条 为了防止国外危险性病、虫、杂草传入我国，任何引种单位或个人，

必须严格按照植物检疫部门的有关规定，办理国外引种申报、审批、报检手续，

并进行隔离检疫试种。 

 

 

第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向国外提供（包括交换、出售）种质资源，应按国家

作物种质资源分类管理办法办理报批手续。 

 

 

第三章 品种选育与审定 

 

 

第二十条 农作物新品种（包括杂交组合）的选育，由县以上人民政府农业主管

部门会同有关主管部门根据国家统一规划，组织有关科研、教学和生产单位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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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鼓励集体和个人选育农作物新品种。 

 

 

第二十一条 农作物品种审定实行国家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两级审定制度。 

 

 

第二十二条 农业部设立的全国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负责协调指导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农作物品种审定工作，审定跨省推广的新品种，以及需由国家审定

的品种。 

 

 

第二十三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或农业主管部门设立的农作物品种

审定委员会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农作物品种审定工作。 

 

 

    省、自治区、直辖市审定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可委托省辖市（地、州、

盟）农作物品种审定组织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品种审定工作。 

 

 

    第二十四条  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由农业行政、种子部门、农业科学

院（所）农业院校和有关单位推荐的专业人员组成。 

 

 

    全国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委员由农业部任命，省级农作物品种审定委

员会由省级人民政府或农业主管部门任命。 

 

 

第二十五条 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的任务： 

 

 

（一） 贯彻执行有关农作物品种审定工作的规章、制度、办法； 

 

 

（二） 领导和组织新品种区域试验、生产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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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审定新品种； 

 

 

（四） 对已推广的品种和新品种的示范、繁育、推广工作提出建议； 

 

 

（五） 办理品种审定工作的有关事宜。 

 

 

第二十六条 农作物品种审定工作所需经费列入同级农业事业费预算。 

 

 

第二十七条 报审品种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 主要遗传性状必须稳定一致，与其他品种有明显的区别； 

 

 

（二） 需经连续 2～3 年的区域试验和 1～2 年的生产试验（两项试验可交叉进

行）； 

 

 

（三） 产量水平要求高于当地同类型的主要推广品种原种的５％，并经统计分

析增产显著。 

 

 

    产量虽与当地同类型的主要推广品种的原种相近，但在品质、成熟期、

抗病（虫）性、抗逆性等有一项乃至多项性状表现突出。 

 

 

第二十八条 报审外省已审定的引进品种，应附外省有关审定资料，并进行不少

于两年的生产试验。 

 

 

第二十九条 报审品种应附有选育（引种）经过报告，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报告，

栽培技术要点，抗病（虫）性鉴定，品质分析报告，以及植株（籽粒）照片。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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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种应提供亲本资料及制种技术资料。 

 

 

    抗性鉴定和品质分析报告，应由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认可的专业单位

签署。 

 

 

第三十条 对未具备组织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条件的某些农作物或特需品种，报

审时应附有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指定场所进行性状鉴定和多点品种比较试验报

告。 

 

 

第三十一条 报审程序为选育（引进）单位或个人提出申请，品种审定委员会审

定。向全国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报请审定的品种，选育（引进）单位或个人提

出申请后，需由本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和国家区域试验组织单位签署推荐意

见。 

 

 

第三十二条 经审定通过的品种，由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发给品种审定合格证

书。 

 

 

    审定合格的新品种由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议定名，编号登记，并由

农业主管部门公布。 

 

 

第三十三条 未经审定或审定未通过的品种不得经营、生产推广、报奖和广告。 

 

 

第三十四条 审定未通过的品种，如选育单位或个人有异议时，可进一步提供有

关材料，向原审定委员会申请复审一次。 

 

 

第三十五条 凡报审手续符合要求，材料齐全者，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应于收

到申请后的 1年内完成审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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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条 审定通过的品种在生产利用过程中，如发现有不可克服的弱点，农

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应提出停止推广建议，并由农业主管部门发布公告。 

 

 

第三十七条 参加区域试验、生产试验的品种，申请单位应交纳试验补助费用，

其费用标准由同级农业主管部门会同物价部门制定。 

 

 

第三十八条 农作物新品种（亲本）和种子生产技术实行有偿转让，具体办法按

国家有关技术转让规定办理。 

 

 

第四章 种子生产 

 

 

第三十九条 种子生产实行计划管理。 

 

 

    商品常规种子的生产，纳入县以上各级种子管理机构的计划。 

 

 

    杂交种子的生产计划，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主管部门根据各地计

划统一制定。凡出省繁殖制种需经双方省级种子管理机构批准。 

 

 

    商品种子生产应签订预约合同。 

 

 

第四十条 生产商品种子实行《种子生产许可证》制度。 

 

 

    凡从事农作物种子生产的单位和个人均需向所在地县级以上的种子管理

机构申请办理《种子生产许可证》，按照指定的作物种类、产地和规模生产。许可

证有效期为种子的一个生产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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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条 生产商品种子应具备的条件： 

 

 

（一） 有一定规模的生产种子的基地，并具备繁制良种的隔离、栽培条件； 

 

 

（二） 有熟悉种子生产技术的专业人员； 

 

 

（三） 生产的种子的品种应是审定通过的品种； 

 

 

（四） 生产的种子应纳入当地种子管理机构的计划。 

 

 

第四十二条 生产出口种子的单位凭出口繁种合同，向所在省级种子管理机构申

请《种子生产许可证》。 

 

 

第四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有计划地建设种子生产基地，实行专业化生产。种

子基地应按计划承担种子生产任务。 

 

 

第四十四条 各级农业种子部门在农村建立的特约种子生产基地的粮油定购任

务，按照收购的种子数量，由县以上人民政府核减。 

 

 

    国营原（良）种场的粮油国家定购任务依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减免。 

 

 

    各级种子部门的种子生产收购计划报同级人民政府下达。种子生产基地

按计划交售种子，国家应供应不低于收购同类产品的挂钩物资。 

 

 

第四十五条 生产商品种子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严格执行种子生产技术规程和种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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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地检疫规程。交售的种子必须达到国家或地方规定的等级标准。 

 

 

    生产商品种子的单位要接受种子管理机构的检查。 

 

 

第四十六条 种子生产基地交售种子时应附有该批种子的田间检验结果单和产地

检疫合格证。 

 

 

第四十七条 国家鼓励乡、村集体经济组织和个人生产自用的常规良种。 

 

 

第五章 种子经营 

 

 

第四十八条 主要农作物杂交种子经营实行计划管理。省内杂交种子经营纳入省

级种子管理机构计划。 

 

 

    省间杂交种子经营计划，由双方分别纳入本省调入调出计划，按购销合

同实行计划管理。农业部种子管理机构组织协调平衡。 

 

 

第四十九条 主要农作物杂交种子由县以上人民政府指定的单位组织经营。被指

定组织经营的单位要承担本行政区域内生产用种和余缺调剂任务。 

 

 

    农作物常规种子实行在县以上种子管理机构计划指导下的多渠道经营。 

 

 

第五十条 经营农作物种子实行《种子经营许可证》制度。 

 

 

    凡从事农作物种子经营的单位和个人均须向所在地县级以上种子管理机

构申请办理《种子经营许可证》，凭证到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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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指定的作物种类和地点经营。 

 

 

第五十一条 经营种子应具备的条件： 

 

 

（一） 具有能正确识别和鉴定所经营种子的种类和质量的技术人员； 

 

 

（二） 具有能正确掌握种子贮藏技术的保管人员； 

 

 

（三） 具有同经营种类、数量相适应的营业场所，贮藏保管设施和检验种子质

量的仪器设备； 

 

 

（四） 具有与经营种子种类和数量相适应的自有资金及独立承担经济（民事）

责任的能力； 

 

 

（五） 具有完善的财务管理制度。 

 

 

第五十二条 经营种子的单位和个人每年到种子管理机构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分

别办理验证。 

 

 

第五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优先保证种子基地的种子收购。凡列入种子生产计

划的生产单位和个人要履行合同，种子经营单位要按合同收购。其他单位和个人

不得到种子生产基地抢购套购种子。 

 

 

第五十四条 经营的种子，应经过精选加工、分级包装，确保种子质量。严禁掺

杂使假，以次充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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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包装种子可以分装，但分装单位必须对种子质量负责。 

 

 

第五十五条 凡进出口商品种子的单位必须定期向同级农业种子管理机构报送进

出口种子作物种类、品种名称、数量、质量和产地等。 

 

 

第五十六条 农作物种子调运计划实行归口管理。调出县境的种子，向当地县级

以上种子管理机构办理准运手续。调出省的种子，向省级种子管理机构办理准运

证明。 

 

 

    交通运输部门凭《种子质量合格证》、《植物检疫证》和准运证明，优先

安排运输。 

 

 

    邮寄出县的种子，必须附有《植物检疫证》。 

 

 

第五十七条 经营农作物种子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接受种子管理和工商、技术监督、

物价、财政、审计等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六章 种子检验和检疫 

 

 

第五十八条 各级农作物种子管理机构的种子检验部门及其委托单位，负责种子

质量检验工作。其任务是贯彻种子检验管理办法及有关种子检验的技术规程；承

担种子质量监督、抽检和仲裁检验；接受生产经营单位的委托检验；组织经验交

流和技术培训。 

 

 

    种子生产、经营单位的检验室应配备专职种子检验员和检验仪器设备，

负责本单位种子的自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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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九条 农作物种子的检验方法和技术必须执行《农作物种子检验规程》和

《牧草种子检验规程》等国家标准。 

 

 

第六十条 凡生产、经营和储备的农作物种子必须进行检验。种子质量必须达到

国家或地方规定的质量标准。经营的种子应附有《种子质量合格证》。 

 

 

第六十一条 《种子质量合格证》必须由生产经营单位的持有省、自治区、直辖

市农业厅（局）核发的《种子检验员证》的检验员签发，并加盖种子检验专用章。 

 

 

第六十二条 持证检验员应具备的条件： 

 

 

（一） 具有中专（或相当中专）以上的文化水平； 

 

 

（二） 直接从事种子专职检验技术工作 3年以上； 

 

 

（三） 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主管部门业务考核合格。 

 

 

第六十三条 凡申请委托检验和仲裁检验的单位和个人均需支付检验费用。其收

费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主管部门会同物价部门制定。 

 

 

第六十四条 调出县的种子，由调出单位负责检验，调入单位复检。由于不可抗

力的原因，需调拨达不到国家或地方质量标准的农作物种子时，必须经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批准，种子质量由调入单位检验，调出单位予以协助。 

 

 

第六十五条 各级种子管理机构的种子检验人员依法执行公务时，应当持有省、

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厅（局）核发的由农业部种子管理机构统一制作的《种子检

验员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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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六条 为保护农业生产，防止危险性病虫杂草蔓延，凡从事种子选育、生

产、经营和管理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植物检疫法规和规定。 

 

 

第七章 种子储备 

 

 

第六十七条 国家实行分级储备种子制度。各级人民政府应根据自然灾害发生规

律，确定救灾备荒农作物种子收储数量。国务院农业主管部门负责储备一定数量

的救灾备荒种子。 

 

 

    地方储备救灾备荒种子的部门，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 

 

 

    各生产单位和农户应储备自用的救灾备荒种子。 

 

 

第六十八条 国家储备救灾备荒种子所需的资金由同级财政部门拨款或给予贴息

贷款解决。储备种子产生的政策性亏损，由同级财政部门给予适当补贴。 

 

 

第六十九条 救灾备荒种子储备计划报当地政府批准下达，动用储备种子应报同

级人民政府批准。 

 

 

    各级政府应有计划地建设种子储备库，保证储备计划的落实。 

 

 

第七十条 救灾备荒的种子应分品种储备，加强管理，定期检查保证质量。 

 

 

第八章 罚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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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一条 经营推广未经审定或审定未通过品种的种子，由农业主管部门根据

情节轻重给予警告、没收种子和违法所得。给使用者造成经济损失的，可责令赔

偿直接损失和可得利益损失。 

 

 

第七十二条 未按规定领取《种子生产许可证》生产种子的，由农业主管部门责

令停止生产，可并处违法所得 3 倍以内罚款，但最高不超过 30000 元，没有违法

所得的，可并处 10000 元以下罚款；未按规定领取《种子经营许可证》和《营业

执照》经营种子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规定处罚。 

 

 

第七十三条 销售不符合质量标准的种子，掺杂使假，以次充好的，种子检验员

有权制止其经营活动和扣押种子。 

 

 

第七十四条 在农作物种子生产基地做病虫害接种试验的，农业主管部门有权制

止；造成危害的责令赔偿损失，并可处以 1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的罚款。 

 

 

第七十五条 在区域试验、示范、审定和种子生产、加工、检验、检疫、储藏、

经营、推广、承运、管理工作中，不负责任，弄虚作假者，根据情节轻重，给予

批评教育或行政处分，造成损失的，赔偿经济损失。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追究

刑事责任。 

 

 

第七十六条 伪造篡改检验、检疫等证明的，由当地农业主管部门建议有关部门

给予行政处分，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经济损失，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

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十七条 对无理干涉或妨碍种子管理和检疫检验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

安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

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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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八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 15 日内，

向做出处罚决定的上一级管理机构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复议

决定之日起 15 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的，由作出

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七十九条 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委托种子管理机构实施行政处罚。 

 

 

第九章 附则 

 

 

第八十条 本实施细则中的直接损失是指购种费；可得利益损失是指因种子造成

的该作物产量与前三年平均产量的减产损失部分。 

 

 

第八十一条 本实施细则由农业部负责解释。 

 

 

第八十二条 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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