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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稻麦良补种子供种服务规范（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项目背景和意义

水稻和小麦是我市第一和第二大粮食作物，为提高优质种源有效供给能力，

推动全市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苏州市在持续实施水稻良种补贴项目的基础上，

进一步实施小麦良种补贴。通过良种补贴项目的实施，我市稻麦良种覆盖率达到

96%以上，对优化品种布局、提高粮食产能、促进品质提升、推动产业化发挥出

财政杠杆撬动作用。但是项目实施以来，种业企业在供种服务上十分依赖于政府

部门的工作支持，种业企业与种子使用者之间不能建立良好的联系，企业缺乏自

主服务意识，不能直接掌握用种者的购种需求，不利于形成市场为导向的选种用

种机制。为推动种业企业更好的参与苏州市稻麦良补种子供种服务，了解市场需

求，提高服务质量，亟需制定《苏州市稻麦良补种子供种服务规范》。通过本标

准的编制和实施，能够引导种业企业深入了解种子使用者的购种意愿，有效提高

全市良补种子的供种质量和服务水平，能够为政府加强监管提供依据，满足良种

补贴项目的管理要求。

二、项目来源

苏州市农业农村局提出了《苏州市稻麦良补种子供种服务规范》团体标准的

制定任务，得到了江苏省农学会的批准。

三、编制过程主要工作过程

1、成立起草组。

苏州市种子管理站与江苏中江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为起草单位，成立了标准起

草组。

表1 标准主要起草人分工表

姓名
主要工作方

向

专业技术职

务
本标准起草工作分工

朱正斌 良种测试 高级农艺师
制定标准框架和主要技术

内容

曹敏旭
小麦良种补

贴
高级农艺师 小麦良补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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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建明
水稻良种补

贴

推广研究员
水稻良补调研

凌兆凤
种子生产经

营

推广研究员
修改和校对

邹 鑫 品种布局 农艺师 编制标准文本

戴华军
水稻种子质

量
高级农艺师 意见汇总

仲开泰
小麦种子质

量
助理农艺师 收集整理相关数据

沈雪林 良种推广 推广研究员 修改、校对和统稿

2、收集、分析资料和调研。

工作组成员收集了良种补贴方面的政策、相关农业法律法规，查阅了相关文

献资料，并进行资料的分析研究，组织了必要的调研，了解我市在良补种子供种

服务方面的问题。

根据资料研究结果和调研情况，认为在我市制定和实施《苏州市稻麦良补种

子供种服务规范》是非常必要的。

3、制定计划并实施。

截止目前，已完成标准草案起草，进入定向征求意见阶段。详细进展如下：

2021年9月，项目会议确定了项目总体框架，进行了工作分工；

2021年10月-11月，查阅和分析相关资料，咨询专家和深入调研；

2021年12月20日，项目组会议确定了标准草案；

2021年1-3月，起草组多次征求专家意见，反复论证修改；

2022年4月1日-12日，提交团体标准立项申请书、标准草案、编制说明及其

论证材料，4月12日通过专家立项评审，发布立项公告；

2022年4月12日起，进一步完善标准草案、编制说明及其论证材料；

2022年5月12日，提交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开始着手向有关科研单位、

种业企业等单位定向征求意见。

四、编制原则

本标准编制原则是以保证适用为前提，力求表述言简意赅、通俗易懂，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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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标准的科学性、实用性、可操作性和协调统一性。

五、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主要技术内容包括稻麦良补种子供种服务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服务内

容、质量评价、监督与投诉。本标准适用于种业企业在苏州市内开展稻麦良补种

子供种服务的质量管理，亦可作为种子使用者对供种企业供种服务能力评价的依

据。

本标准主要指标是依据苏州市连续十八年实施水稻良种补贴项目的经验总

结，并进行了相关验证。

六、引用标准

GB 4404.1-2008 粮食作物种子 第1部分：禾谷类

GB 20464-2006 农作物种子标签通则：

七、国内同类标准制修订情况及与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关系

本标准符合国家法律法规，没有相应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江苏省内也没

相关地方标准。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

无。

九、对本标准实施的建议

1、组织措施。

成立标准贯宣小组，专门负责标准的贯彻宣传方案制定与督促。

2、技术措施。

对供种企业开展培训，加强工作指导。

3、实施日期。

自标准发布日期起。

十、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