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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油菜科技创新体系现状及发展建议 

廖 星， 王汉中 

(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 ，武汉 430062) 

摘 要：通过分析我国油菜科研布局、科研队伍、科研经费、研发基地、仪器设备、成果产出等方面的现状，指 

出我国油菜科技创新体系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就今后我国油菜科研体系的建设提出了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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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 Status of Rapese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System in China and Suggestion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LIAO Xing，WANG Han-zhong 

(Oil Crops Research Institute，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Wuhan 430062，China) 

Abstract：Rapeseed research distribution，scientific teams funds for research activities，R&D bases，equipment and 

apparatuses，and research achievements in China were analyzed in this paper．Main problems existing in Chinese 

rapese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system were pointed out．Suggestions for future construction of rapeseed 

scientific research system in China were also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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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世界油菜生产大国，种植面积和总产 

量均占世界的 30％左右；同时，油菜也是我国种 

植面积超过 650万公顷的第五大作物。油菜的种 

植生产，不仅直接关系到近 1亿农民的增收、我国 

种植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同时也与人民生活水 

平提高、膳食结构改善以及保障国家食物安全有 

重要关系。但是，当前我国油菜种植面积连续两 

年下滑，食用油价格急涨，国内油料生产与供给形 

势严峻，为此，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于2007年9月 

19日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促进油料 

生产的发展工作，提出了“加强科技支撑能力建 

设”等促进油料生产发展的意见，明确了“十一五 

“末全国油料总产量增幅力争达到 14％左右的目 

标 J。目前，菜油占国产植物油的 50％以上，油 

菜作为我国最重要的、具有传统优势的油料作物， 

就其科研创新体系的建设摸清家底，探明问题，提 

出建议，对进一步提升我国油菜科研创新能力、推 

动油菜生产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油菜科技创新体系的基本现状 

1．1 油菜科研布局 

自1960年成立了全国性油料作物专业研究 

所以后，部分省(市、区)农科院也相继成立了油 

料作物的专业研究机构，部分农业院校逐步形成 

了一支以油料作物教育与科研为一体的专业技术 

力量，为油菜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 

撑。目前，根据研究方向的不同，全国油菜科研单 

位可以简单归纳为四类。一是以应用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并重的科研单位，如中国农 

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及部分大学和少数省级 

农科院；二是以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为主的科研 

单位，如一些省级农业科学院以及少数地区级研 

究所；三是以试验发展为主的科研单位，如全国油 

菜主产区的大部分地区级研究所；四是以基础或 

应用基础研究为主的科研单位，如中国科学院的 
一 些研究所及少数综合性大学等。可以说 ，前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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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科研单位是支撑我国不同生态区域油菜生产发 

展的中坚力量，它们分别分布于长江下游、长江中 

游、长江上游、黄淮流域(河南、陕西)和西北地区 

等不同生态类型的油菜主产区。 

1．2 油菜科研队伍 

初步统计，全国油菜科研队伍中，硕士或副高 

以上科研人员的总人数为 313人，其中，长江下 

游、长江中游、长江上游、黄淮流域和西北地区分 

别为68人、111人、82人、31人和 21人，比例分 

别为21．7％、35．5％、26．2％、9．9％和6．7％。 

从队伍结构来看，全国油菜科研队伍45岁以 

下的总人数为207人，占全国油菜科研队伍的比 

例为66．1％；其中，长江下游、长江中游、长江上 

游、黄淮流域和西北地区的比例分别为 20．8％、 

38．2％、24．6％、10．1％和6．3％。博士学历的总 

人数为 93人，占全 国油菜科研队伍 的比例为 

29．7％；其中，长江下游、长江中游、长江上游、黄 

淮流域 和 西北 地 区 的 比例 分 别 为 21．5％、 

52．7％、17．2％、5．4％和 3．2％。正高级职称 的 

总人数为 97人，占全国油菜科研队伍的比例为 

31．0％；其中，长江下游、长江中游、长江上游、黄 

淮流域 和 西北 地 区 的 比例分 别 为 20．6％、 

35．1％、25．8％ 、10．3％和 8．2％。 

从专业结构来看，全国油菜科研队伍从事遗 

传育种(资源)、栽培(土肥、植保)、检测(加工) 

和应用基础研究的比例，分别为45．7％、20．1％、 

13．4％和 20．8％ 。 

从油菜不同生态区域科研队伍的内部结构情 

况(表 1)可以看出，长江流域油菜科研队伍的学 

历和年轻化的程度较高，且专业结构较为平衡；西 

北地区的学历程度最低，从事应用基础研究的人 

员比例明显偏低。 

另外，我国不同生态区油菜的科研队伍规模 

与油菜的生产规模 表现出较好的相关性。油 

菜科研队伍(硕士或副高以上)与油菜播种面积 

显著相关，相关系数 r=0．98。可以说，我国油菜 

科研队伍的布局与油菜生产的实际情况较为吻 

合，不同生态区油菜的科研创新能力有力地支撑 

着该区域油菜生产的发展。 

表 1 油菜不同生态区域科研队伍的内部结构情况 

Table 1 The Organization of research group in different rapeseed production areas 

主要指功能基因组、基因工程研究方向 

Mainly refers to functional genomics and genetic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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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油菜科研经费投入 

根据 1996年以后的统计学分析，“十五”期 

间全国油菜科研经费总投人为16 157万元，是“九 

五”的 4．2倍，“十一五”以后继续呈现较快增长 

的趋势。“十五”期间油菜的科技投入中中央财 

政占69．5％，其中长江中游是科技经费投入的重 

点地区，占全国科研投入的68．4％，长江下游、长 

江上游、黄淮流域和西北地区分别占 8．8％、 

17．9％、2．9％和 1．9％。从经费投入的专业分布 

来看，“十五”期间全国科研经费的69．7％都投入 

于油菜的产前研究(遗传育种、种质资源及其相 

关的应用基础)，这种比例在长江中游相对较低； 

全国科研经费的9．7％和 20．6％分别投入于油菜 

的产中研究(栽培、土肥、植保)和产后研究(检 

测、加工)(见表2)。 

1．4 油菜产业研发基地建设 

据 1992年以来的不完全统计，全国油菜产业 

研发基地建设的总投资在 2亿以上。其 中，“十 

五”以后的投资 占70％ 以上，中央财政投资 占 

80％以上。随着国家科技投入的增加，近几年中 

央财政向全国油菜产业研发基地建设的投入呈现 

出快速增长之势。但是，研发基地的投入都是建 

设投资，基本上没有运行费的投入，日常运行主要 

依靠研发基地挂靠单位的科研项目费和科技创收 

费来维持运行。 

表 2 全国油菜科研经费投入情况(万元】 

Table 2 Funds for rapeseed research in China(ten thousands yuan) 

1．4．1 遗传改良重点开放实验室 农业部油料 

作物遗传改良重点开放实验室是油菜应用基础研 

究的重要基地，于 1996年批复并挂牌运行，中央 

财政没有专门的建设经费投入，只是在开始运行 

的前四年每年投入了lO万元的运行费，其余经费 

由挂靠单位自筹解决。除此之外，一些优势油菜 

科研单位也建设以多作物为研究对象的国家和省 

(市)遗传改良重点开放实验室，如“国家作物遗 

传改良重点开放实验室”等，均是我国油菜应用 

基础研究的重要阵地。 

1．4．2 国家作物改良中心、分中心 改良中心 

(分中心)是国家种子工程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油料作物改良中心于 1996年批复立项并开 

始建设，挂靠在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 

截止到2006年，在陕西、江苏、湖北、湖南、四川和 

青海等油菜生态代表性产区分别建设了6个油菜 

改良分中心，总建设投资 6 568万元。“十五”以 

前，中央财政长期没有作物改良中心运行费的预 

算开支，但进入“十一五”，这一情况发生了改变， 

2006年中央财政给国家油料作物改良中心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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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首批运行费 180万元。 

1．4．3 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 农业部油料及 

制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是全国农业质量检验 

体系建设的组成部分，也是全国油菜生产与质量 

监测惟一的专门机构，中心于 1990年批复开始建 

设，到目前为止，中央财政条件设施建设经费投入 

已超过 2 000万元(含 目前在建预算)。除此之 

外，全国其他从事油菜科研的一些重点单位围绕 

油菜品种选育工作的需要也建设有油菜质检实 

验室。 

1．4．4 转基因环境安全检测与监测中心 国家 

油菜转基因环境安全检测与监测中心于 2005年 

正式开始建设，中央财政投入 334万元，计划于 

2007年底之前由农业部组织专家进行验收。除 

此之外 ，全国其他从事油菜科研的少数重点单位 

也开展油菜环境安全检测的实验室工作，但没有 

建设专门的转基因油菜的环境检测基地。 

1．4．5 国家原原种扩繁基地 自1992年开始批 

复建设，截止到 2006年，共建设国家原原种(油 

菜)扩繁基地 12个，分别分布于全国不同生态区 

域的油菜主产区，包括长江下游的上海、浙江、江 

苏和安徽各 1个，长江中游的湖北2个、湖南 1 

个，长江上游的四川、贵州各 1个，黄淮流域的陕 

西 1个，西北地区的青海、新疆各 1个，总建设投 

资2 087万元，中央财政没有运行费预算开支。 

1．4．6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国家油菜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由科学技术部代表中央财政于2003年 

投资500万元开始建设，中心运行同时挂靠华中 

农业大学和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除 

此之外，在武汉、重庆、贵州等地也建有其他不同 

计划渠道的油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十五”以来 

的建设总投资达 2 000多万元。 

1．4．7 其他基地建设 其他有关油菜科研创新 

的基地建设有两种现象：一是投资计划渠道繁杂， 

各部委、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和国际合作等均有投 

资建设；二是授牌重于建设，基地的很大一部分只 

授牌，而没有基本建设投资，但对基地可以适度倾 

斜科技项目的投入，如油菜的引智基地(湖北2 

个)、农产品加工中心油菜分中心(湖北、安徽各 1 

个)等。 

1．5 科研大中型仪器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油菜专业研究工作 

中尚在使用的大型仪器(10万元以上)有218台 

套，其中超大型仪器(30万元以上)有 80台套(表 

3)。全国近 5年新购置的超大型仪器数量明显 

增加，占全国超大型仪器数量的55％。长江中游 

油菜科研单位的仪器条件较为良好，大型仪器占 

全国大型仪器总量的45．9％。但是，近5年其他 

生态区域油菜科研单位仪器的购置速度在加快， 

科研硬环境在不断完善。 

表 3 全国油菜科研的大中型仪器情况(台套) 

Table 3 Number of large apparatuses used in rapeseed research in China 

长江中游 

Middle reaches of Yangtze River 

长江下游 

Lower reaches of Yangtze River 

长江上游 

Up reaches of Yangtze River 

黄淮流域 
Yellow River and Huai River valley 

西北地区 

Northwest area 

合计 Total 

¨ 2 7 2 

m 7 

4  5  ●  ●  

5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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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科研成果 

“十五”以来 ，油菜科研工作获得国家科学技 

术奖励成果共有1O项(表4)，其中8项成果均由 

长江中游科研单位主持完成。从专业上来看，遗 

传育种有8项，检测、加工 1项，专业分布极为单 
一

。 200-2—2006年全国通过审定的油菜品种有 

68个，其中由长江中游科研单位主持育成的有 29 

个，占总数的42．6％，长江下游、长江上游、黄淮 

流域和西北地区科研单位主持育成的油菜品种分 

别占19．1％、20．6％、16．2％和1．4％。在油菜新 

品种选育工作中，地区级研究所选育的国审品种 

占20．6％。 

2 油菜科研创新体系建设的主要问题 

2．1 科技投入总量不足 

根据2001—2005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 

公报，按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计算 ，每年人均支出 

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为 14．6万 

元 ，而“十五”期间我国油菜科研经费总投入每 

年人均仅为5．2万元，说明全国油料产业科研投 

入的比重远远低于其他产业的比重。科技投入总 

量的不足极大程度上影响了油菜科技创新能力的 

进一步提高，“十五”以来全国油菜科研工作虽然 

表4 “十五”以来全国油菜国家成果奖励情况 

Table 4 Achievements awarded by central government since 2001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6期 廖 星等：我国油菜科技创新体系现状及发展建议 33 

获得了 10项国家科学技术成果奖励，但都是二等 

奖的成果奖励，难于形成更大的技术突破。同时， 

产前成果多，油菜新品种选育类成果占 80％；产 

后(检测、加工)成果少，占20％；产中(栽培、土 

肥、植保)成果更少，没有一项国家级奖励成果。 

2．2 计划管理有待规范 

我国油菜科研领域中获取课题的各种计划渠 

道众多、代表中央财政的投资部门较多，但是一些 

科研计划的稳定性差。科研人员为了保证科研经 

费的稳定增长，一方面要夯实已有的科技计划支 

持，另一方面要寻找新的科技计划支持，很大程度 

上分散了科研人员的工作精力。在基地建设方 

面，原则上是谁投资谁管理，但由于存在重挂牌、 

轻建设，或重建设、轻运行的现象，科研基地的管 

理主线不明确，基地名称(牌子)满天飞，没有运 

行费用后续管理就不了了之，基地运行就如同空 

中楼阁、无米之炊，基地建设就无法形成科学和高 

效的运行机制。“十五”以前油菜研发基地的日 

常运行只能依靠研发基地挂靠单位竞争性科研项 

目费和科技创收费来维持运行，不利于科研队伍 

的稳定和创新能力的提升。 

2．3 专业结构有待完善 

全国不同生态区油菜科研队伍中从事遗传育 

种(资源)研究的比例均在40％以上，全国平均水 

平为45．7％，由于农业生产有不同的生态适应性 

和特殊性，从事油菜产中研究(栽培、土肥、植保) 

的科研队伍明显偏弱，比例仅为 20．1％，“十五” 

期间油菜产中研究的经费投入比例仅占全国油菜 

科研总经费的8．0％。由此造成产中研究的创新 

性成果缺乏，不能满足油菜生产发展的实际需要， 

这与我国作为世界油菜第一生产大国的地位是不 

相适应的。近十几年来，油菜产业的科技创新惟 

遗传育种专业一枝独秀，但是，我国油菜产业持续 

健康的发展不是仅靠单一某个专业领域的创新成 

果就能满足需求的，最后还是要根据产业不同环 

节的技术需求依靠多专业的协同攻关。 

2．4 科研力量有待凝聚 

全国不同生态区油菜科研队伍的学历高低存 

在一定的差距，西北、黄淮科研队伍的博士学历比 

例较低，分别为 14．3％和 16．1％，长江中游油菜 

科研队伍博士学历的比例较高，为 44．1％，但这 

种差距主要是由于不同生态区科研单位的科研目 

标定位所决定的。油菜科研工作存在区域的特殊 

性，但同时更有共性，长期以来，不同区域油菜科 

研单位由于缺乏有机的协作，在人、财、物的建设 

上都力求大而全，不能有效地发挥全国油菜科研 

资源的整体效益，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现象严重， 

为此有必要规范不同区域、不同层次研究单位的 

科研 目标定位，遵循个体有限目标有限建设、整体 

无限目标资源共享的原则，集成全国油菜力量协 

同科研，全面提升全国油菜科研创新的整体能力 

和水平。 

3 油菜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发展建议 

3．1 加速体系建设，进一步增加科技投入 

随着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 

食用植物油的市场需求愈显旺盛，既要解决量的 

安全，又要面临质的提高，在有限土地资源挖潜的 

基础上更多的是要依靠科技进步，在加速油菜科 

研新体系建设的基础上增加科技投入。建立油菜 

科技创新体系，一是要充分利用全国油菜科技创 

新体系的现有平台，规划和制定国家、区域和试验 

站三级科研目标定位的科研创新格局；二是要从 

政策上逐步引导并形成国家公益性或优势科研单 

位在国家油菜科研重大专项组织实施过程中的学 

术牵头地位；三是要建立由全国油菜不同专业权 

威组成的专家参议协调机制，逐步降低政府事业 

职能，减少无序竞争。增加科技投入，就是要争取 

在短时期内达到2006年全国研究与试验发展人 

员人均支出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 

20万元／人年的水平。 

3．2 加强部门协调，建立长期稳定的科研专项 

规范投资才能做到科学运行、科学管理。科 

技计划要长期稳定，不能因为粮食生产问题严重 

就取消已有的一切油料科技计划，尽量避免坠人 

解决新问题出现老问题、解决老问题出现新问题 

的工作怪圈；基地建设也不能是短期行为，不能因 

为一个新计划就推翻老计划，基于油菜在国民经 

济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应强化油菜产前、前中和产 

后不同环节已建专业创新基地的建设，提升油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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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工作的专业化创新能力。为了避免投资计划 

的重复或雷同，要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一是要围 

绕中央财政公益性基本建设的主线，制定相配套 

的维修、更新和Et常运行的财政投人计划，保证已 

建基地的科学高效运行；二是要建立长期稳定的、 

围绕油菜产业不同环节关键技术需求形成重大技 

术突破的油菜科研重大专项，保证全国油菜科研 

创新能力持续稳定的提高。 

3．3 强化财政引导，推动学科结构的平衡发展 

长期以来，油菜科技创新工作基本上均以竞 

争性项目加以维持，结果是强者恒强，弱者恒弱， 

油菜产业某些薄弱的专业学科队伍得不到有效扶 

持，生产上某些关键技术改进显得越来越迫切。 

尤其是在面对油菜冬闲田开发、劳动力转移、油菜 

生态区域性特点强、产中(栽培、土肥、植保)专业 

队伍薄弱等新的生产和技术问题上，更有必要完 

善科研投人环境，调整科研财政投人的专业结构 

分布，加强财政投人的政策引导，立足长远，推动 

专业学科队伍的平衡发展。在我国油菜科技创新 

史上，“油菜花而不实硼肥施用技术”、“油菜高产 

秋发栽培技术”等产中技术曾为我国油菜生产的 

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这与当时油菜科技 

的投人结构和队伍结构是分不开的。围绕新时期 

油菜生产的技术需求，推动油菜专业学科结构的 

平衡发展，是全面提升油菜产业科技创新能力的 

必要举措。 

3．4 创新拨款机制，加强科研队伍的有机协调 

树立全国油菜科研工作一盘棋的思想，创新 

拨款机制是关键。根据上述建立国家油菜科研新 

体系的设想，明确国家公益性牵头科研单位作为 

中央财政的直接预算单位，国家油菜科研重大专 

项计划(如行业专项、改良中心等)的经费可以首 

先拨付到国家公益性或优势牵头科研单位，然后 

由其拨付到区域性科研牵头单位。通过创新拨款 

机制，可以充分激活中央财政的调控能力，通过财 

政手段来明确、定位全国不同区域油菜科研单位 

主要的、长期的和有限的科研工作目标，在此基础 

上建立相应的交流、考评和激励机制。拨款机制 

的创新，对于有效整合全国油菜科研资源，实现公 

共资源的共享，避免中央投人重复浪费，发挥国家 

油菜财政投人的效益，有效协调全国油菜科研力 

量，针对不同区域、不同环节的技术需求进行协同 

攻关，进一步加速油菜产业的发展有着战略性的 

意义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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