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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东 省 科 学 技 术 厅
山 东 省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
山 东 省 教 育 厅
山 东 省 财 政 厅
山 东 省 自 然 资 源 厅
山 东 省 农 业 农 村 厅
山 东 省 海 洋 局
山 东 省 畜 牧 兽 医 局

鲁科字〔2024〕138号

山东省科学技术厅等 8部门关于印发
《山东省生物育种产业科技创新行动计划

（2025—2027年）》的通知

各市人民政府，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

属机构，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

经省政府同意，现将《山东省生物育种产业科技创新行动计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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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2025—2027年）》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山东省科学技术厅 山东省发展和 山东省教育厅

改革委员会

山东省财政厅 山东省自然资源厅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

山东省海洋局 山东省畜牧兽医局

2024年 12月 6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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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生物育种产业科技创新行动计划
（2025—2027年）

为抢抓“生物育种 4.0”战略机遇，加快提升全省生物育种

科技创新能力，引领生物育种未来产业快速发展，特制定本行动

计划。

一、主要目标

以推动生物育种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设种业科

技强省为总目标，构建以前沿探索、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创新应

用为主体的生物育种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努力打造世界生物育

种前沿技术创新、国家种业关键应用技术集成、黄淮海区域重大

新品种供给、育种领军企业集聚的创新高地，树立大农业观、大

食物观，科技赋能粮食产能提升和农产品有效供给，推动全省生

物育种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农业现代化大产业发展。力争到

2027 年，全省生物育种综合创新能力显著提升，原创基础理论

取得重大进展，突破一批生物育种“卡脖子”技术，创新集成生

物技术（BT）、信息技术（IT）、智能技术（AT）的智能设计

育种技术体系，培育一批市场竞争力强的重大动植物新品种（种

质），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协同、“育繁推

一体化”的商业化育种模式，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实现我省生

物种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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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质创新利用取得突破。精准鉴定评价粮经作物、家畜、

水产等种质资源 10000份以上，挖掘具有重要育种价值的关键基

因 70个以上，解析主要经济性状形成的遗传基础与调控机制，

构建展现基因间相互作用关系的表达数据调控网络 30个以上，

创制综合性状优良的新种质（种群）100份以上。

——育种技术水平显著提升。开发基于不同物种高通量表型

精准鉴定、全基因组选择等技术 7个以上，建立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生物育种核心技术 5个以上，开发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智能

技术融合的模型和平台 5 个以上。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小

麦、玉米、大豆等智能作物育种装备 3套以上，生物育种速度较

传统育种提高 2—3倍。

——重大品种创新实现跨越。取得转基因玉米、大豆生产应

用安全证书 7项以上，培育主要粮经蔬菜果品、家畜、水产等重

大突破性新品种（系、配套系）30个以上。

——生物育种产业大幅跃升。培育国内领先的种业创新团队

15个以上，引进生物育种关键领域高端人才 10人以上。国家种

业阵型、“育繁推一体化”种业企业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培育“育

繁推一体化”种业企业 2家。

二、重点任务

聚焦国家种业振兴战略部署和世界生物育种科技前沿，坚持

农林牧渔并举，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

链，一体化推进生物育种重大基础理论创新、关键共性技术攻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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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性新品种培育、科技成果转化等全产业链布局，组织实施五

大行动，为培育种业新质生产力提供支撑和坚强保障。

（一）实施种质资源保护利用行动

1. 种质资源精准鉴定与关键基因挖掘。研发智能化、高通

量、动态无损测量的种质资源表型鉴定技术及装备，建设一批营

养、加工等性状测试平台，开发低成本、高通量基因分型技术，

构建基因型—表型预测模型，发掘具有重要育种价值的关键基

因，解析不同地理群体遗传与资源特征。

2. 生物资源安全管理与引进利用。加强种质资源的保存保

护，保存粮经作物、家畜、水产等种质资源 50000份以上，建设

生物资源数据库，规范生物资源分级分类应用，研究生物安全预

警技术，完善生物资源信息预警体系，保障全省生物资源安全和

动态稳定。加强生物物种资源对外交流合作，支持种业企业引进

优异种质资源，推进生物种质资源安全高效交流。

（二）实施前沿技术引领创新行动

1. 基因编辑技术研发。研发不受基因型和物种限制的高效

植物遗传转化及多基因协同编辑新技术，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植物基因编辑系统。创新高效多位点编辑、精准基因替换等基

因编辑技术，构建基于家畜原始生殖细胞、多能干细胞的新型编

辑体系。研发不依赖于显微注射的新型外源大分子递送、编辑体

高效筛选等基因编辑衍生新技术，构建水产高通量基因编辑技术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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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现代高效育种技术研发。深入开展转基因、基因组选择

等关键共性育种技术研发。开发新一代植物远缘杂交育种技术，

创新植物杂种优势固定、双单倍体育种、植物从头驯化和再驯化

新技术。研发家畜体细胞克隆、体外性控胚胎生产、性腺类器官、

干细胞体外育种等技术。完善水产性别控制、倍性育种、表观调

控育种等技术，建立现代高效育种技术。

3. 智能设计育种技术体系构建。研发人工智能图像识别等

算法和分子模块聚合育种，获取表型和环境大数据，融合基因和

遗传组学大数据，通过对遗传变异、多组学、种质资源等数据的

组合，开发基于特征表征、多模态融合的新算法和模型，在主要

粮经作物、家畜、水产等重点领域建立 BT—IT—AT融合的智能

设计育种技术体系。

（三）实施突破性新品种培育行动

1. 粮经蔬菜果品新品种培育。培育高产、优质、节水、抗

逆、抗除草剂、绿色、高效、宜机械化粮经作物突破性新品种，

重点培育高产优质小麦、耐密抗倒玉米、高产高油大豆、宜机收

抗除草剂棉花、优质蔬菜、大果抗裂软籽石榴等新品种 10个以

上。

2. 林草花卉新品种培育。培育具有高产、优质、高抗林草

花卉突破性新品种，重点培育高值高质花卉、速生用材林木、高

抗生态林草等新品种 6个以上。

3. 家畜新品种（种质）培育。培育快长、抗病、优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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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家畜突破性新品种（种质），重点培育耐热高繁奶牛、快长高

繁羊、抗病高繁高饲料利用率猪、德州驴等新品种（种质）4个

以上。

4. 水产新品种（种质）培育。培育速生、多抗、广适、适

合深远海和陆基工厂化养殖的水产突破性新品种（种质），重点

培育抗病耐高温大西洋鲑、虹鳟、半滑舌鳎、石斑鱼，速生耐高

温牡蛎、扇贝、鲍，高营养品质刺参等新品种（种质）10 个以

上。

（四）实施种业创新体系优化行动

1. 生物种业创新平台体系建设。高水平建设小麦育种全国

重点实验室、海水养殖生物育种与可持续产出全国重点实验室、

国家盐碱地综合利用创新中心等高能级创新平台，支持符合相关

规定的育种企业牵头建设省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等省级创

新平台，打造国家级、省部级一体化的生物种业创新平台体系。

2. 生物种业高端人才队伍引育。坚持引育并举，通过“一

事一议”、泰山系列人才等人才计划，重点引进基因编辑、人工

智能、大数据分析、合成生物学等生物育种关键领域高端人才。

强化双一流学科和相关团队建设，充分发挥高校、科研院所在人

才培养中的作用，培育国内领先的种业创新团队 15个以上，为

生物育种产业创新发展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统筹好原始创新人

才、高技能人才、应用型人才建设，鼓励企科深度合作，联合培

养一批熟悉产业的博士、博士后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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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生物种业领域体制机制创新。加强省级相关主管部门协

商交流，统筹协调政策制定、计划组织实施等工作，强化总体设

计，建立“技术突破、品种创制、市场模式、产业发展”全链条

体系化种业创新机制，基础类、公益类项目由高校院所牵头，市

场化程度高的项目由龙头企业牵头，打造产业整体竞争优势。依

托山东科技大市场，加强供需对接、成果评估交易、融资路演和

中介服务，完善生物育种技术转移服务体系，提高转化效率。

（五）实施种业产业提升行动

1. 领军企业培育。重点扶持一批科技含量高、市场潜力大、

产业带动能力强的生物育种科技领军企业，强化政策、人才、技

术、资金等多方面支持，加大科技计划对育种领军企业的支持力

度。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深化与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加

快基因编辑、智能设计育种等前沿技术在育种领域的应用，促进

科技成果落地。

2. 产业集群打造。立足地区资源禀赋和产业特色优势，鼓

励从事生物育种研究、开发、生产和销售的企业、科研机构和相

关服务机构，通过资源共享、技术协作和市场联动，优化资源配

置，推动全省在济南、青岛、烟台等市布局作物、家畜、水产等

育种产业集群创新发展。

3. 科技金融助力。鼓励科技金融向科技型种业企业倾斜，

加快形成以生物育种产业投资为重点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优化

科融信综合服务平台，综合采取贷款贴息、保费补贴、风险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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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财政支持方式，鼓励金融机构丰富产品、优化服务，引导风险

投资基金加大对种业科技创新投入力度，为生物育种企业提供融

资便利。强化科技、财政、金融政策协同，通过“拨投贷”联动

机制，引导金融、产业、社会资本参与生物育种技术创新与产业

化落地。

三、重点举措

（一）加强组织协调。在省委科技委领导下，加强生物育种

科技创新，强化政策协同联动，发挥科技界、产业界、经济界专

家作用，做好生物育种领域科技发展战略、重大任务、重大创新

及产业化发展方向的布局。（牵头单位：省科技厅；配合单位：

省教育厅、省财政厅、省自然资源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海洋局、

省畜牧局）

（二）统筹要素保障。加强规划任务与科技资源配置的有效

衔接，支持企业积极争取牵头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育种有关项

目。优化省级科技创新发展资金配置，布局生物育种产业领域科

技示范工程，在省自然科学基金中设立生物育种前沿研究专项，

省农业良种工程中加大对生物育种的支持力度。发挥现有创投基

金作用，给予生物育种产业创新创业金融支持。强化生物育种产

业建设发展用地、用海、用工等要素保障。（牵头单位：省科技

厅；配合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省自然资源厅、省农

业农村厅、省海洋局）

（三）强化政策支持。聚焦生物育种产业发展，支持 40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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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以下青年科技人才在重大项目中“挑大梁”“当主角”，形成

老中青有机结合的人才队伍。从研发、市场、金融、组织机构等

层面强化政策创新，重点加强生物安全、科技金融、成果转化、

知识产权保护、人才引育等政策供给，建立完善生物育种产业政

策体系。（牵头单位：省科技厅；配合单位：省教育厅、省财政

厅、省农业农村厅）

山东省科学技术厅办公室 2024年 12月 6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