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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致辞

2020年是不平凡的一年，是中国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

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这一年，全院认真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

议精神，以习近平总书记贺信指示精神为引领，努力克服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坚持科研防疫“两不误、两手抓、两手硬”，坚

决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科技创新实现重大突破，

成果转化力度持续增强，人才结构不断优化，研究生教育和

人才培养水平再上新台阶，平台布局更加完善，支撑保障能力不断提高，国际影响

力显著提升。这一系列的努力与成绩，无不彰显着国家队的使命与担当、光荣与梦

想。

2020年，全院共新增主持各级各类课题2312项，合同总经费15.2亿元。“玉米

优异种质资源规模化挖掘与创新利用”等7项成果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占

当年农业领域授奖总数的28%。全年发表论文7202篇，其中SCI/EI收录4179篇，

影响因子10以上的高水平论文49篇。8项基础研究获得重大科学发现。34人次入

选各类国家级人才计划。全院成果转化收入达12.2亿元，再创历史新高。科技助力

帮扶贫困县全部摘帽，支撑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开创性启动国际农业科学计

划，首批实施作物分子设计育种、跨境作物重大病虫害监控和智慧农业3个国际农

业科学计划项目，国际合作进入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新阶段。我院国际合作引领

作用日趋显著，国际影响力继续快速提升。

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各界和国际友人的长期支持及帮助。我院

将继续坚持以开放包容、互学互鉴的精神为指引，与各界朋友携手合作，在合作中

追求共赢，开创农业事业发展新未来。

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 

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



翟餓⢪ㄐ
中国农业科学 国 中 农业科 国

农业科学 学 农业 农业科学

农 国 科

中国农业科学 中 国 于农业

农 农业科 方 于农业科 国

定 农业科 国

现 农业 民 学

科 科 于 国农业 农 中

科学

国农业科 科 科 平

国农业科 国 安 农业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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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科学
明

任 部
任 农业农 部 部 张

国 科学 举
国

科学 国 明
国 科学
现

 
中国农业科学

应
部 部 应

㣐✲雵2020
中国农业科学

强 科

强

中国农业科学 科

应 任
农业农 部

中国农科 唐华俊 张
国 （ ）李金

中国农业科学
科 应

任

中国农业科学 于 科
任

科 任 科
科 任

科
国 现

小
国 农业科 国

农业农 部 部 张

达  

1月 2月 3月

农业农 部 部

中 农业
国 农业 农业 中

小 中国农业科学
业科 科 兴

农业农 部 部 张 中国农业科
学
 

中国农业科学 孙坦
国 华

方 强中 农业科

农业农 部部

强 科学
高
 
中国农业科学 启 科

现 佳
举 中国农科 张

明

中国农业科学 王
陈 科学

农业 科学

中国农业科学 学
举 方

农业科
 

中国科
鹏 中国农业科学

中 中 国
华 中国农业科学

强 科学

中国农业科学 科

纪 国
高 纪

7月 8月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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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科学

国 （ ）

中国农业 方
农

业高 农业农 部部
国 农

农业农 部 部 于
现

中国农业科学
科 科

科 任
小

农业农 部 部 张
国 强

国 定
利 国

国 业

国 农 （ ） 中国农业
科学 举

方
农业农 部

中国农科 唐华俊
文 亚农 部部 亚

国

国
举 中国农业科学

国农业科

中国农业科学 国
（ ） 举 中国

农业 《中国农业 业
》 《 》

 

中国农业 中国
农业科学 农业 农业

中国农业
农业农 部

部

中国农业科学
科

平
中国农业科学

科 农业农
部 中国农科 唐华俊

张

4月 5月 6月

国
举 中国农业科学

张金 国

农业农 部 部 中国农
业科学

科

中国农业科学 金 平
国 红

 
方 中

中国 农
举

中国农
业农 科

高峰
举
《

中国农业科学
》《 农业

》 《 中国农业科 文 利
》

 
中国农业科学 科

科 部
科

任

国
举 科 中

华 张 强
志

国

中国农业科学
强 军

强
举

中 安
中 农业 时

 
海 农业 中国农

业科学 海 农业 中
农业 版

国农业

中国农业科学
强 科

兴
时

中 农 任 农业农 部部 唐
于中国农业科学 国

时强 学
平 中

国 安

强农业 利
业

中国 中国 中
国 中国

10月 11月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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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发展成就

中国农业科学 科

业

科研实力迈上新台阶。 国

科学 现 农 学 农 强

利

方 达

国

农

国 科学 金

国 科

国农业

部

中 国 利

文

中 文

《 》《科学》

《 》 国

高 平 文

文 高 文 国

中

人才队伍建设取得新进展。

强

海

国

士

任现 农业 业 国

高 农科英 达

士 学 国农 高

中国农业科学院科学家领衔的

番茄风味品质研究成果在《科

学》（Science）上以封面文章

形式发表

科技成果为粮食安全和脱贫攻坚提供新动能。

科

强

科 石 强

业 明 利

农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四次人才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中国农业科学院科技扶贫桦川项目

棉花所在新疆莎车县开展田间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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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基础设施支撑能力达到新高度。

国

西部中 中

方 中

平 科 平

农业 科 平

达 中 国

农 国 农

现 农业 业

中 农业农 部

定 科

部 科

科 方

国 科

国际合作构建新格局。 国

部 科 学 部 国

金 国

国 国

华 部 国

平 中 海

国 农 （ ）

卫 （ ） 国

科 部 国 科

举 国 农科 高

国 农业科学

农业科

应 国

科技创新形成新生态。 科

业 科 任

学科 科

中国农业科学院西部农业研究中心成立

中国农业科学院科技创新工程全面推进期绩效任务书签订

第六届国际农科院院长高层研讨会（GLAST-2019）在成都

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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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引领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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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成果摘要

高水平论文

科 文 中 文

高 平 文

国家重大科技计划

中国农业科学 科 （ ）

中 （

） 国

科学 金

中

国

重大成果培育

国 中 明

科 农业

部 中

科

成果转化与推广

中 定（ ）

中国 定

国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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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科研进展

2020年重大科学发现

揭示了雪貂、猫、犬及其他家养畜禽对

SARS-CoV-2的易感性（哈尔滨兽医研究

所步志高团队）

国 现

定

（ ）  

于

中 清

现

雪

科学

中

应

编辑

高

高 编辑 高 编辑

高 安 现

编辑

应

SARS-coronavirus 2对不同动

物的易感性分析

合理设计的胞嘧啶碱基编辑器可在保持高

靶向活性的同时降低DNA和RNA的非靶向效

应（深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左二伟研究团队）

编辑 于

（ ）

（ ）

中 （ ） 现

强

学

应 述

各突变体在21个靶位点的编辑效率

成功设计出快速、准确的长片段组装专门程

序（深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阮珏研究团队）

学 方

学

方

金石
wtdbg2算法的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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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实现杂合二倍体马铃薯的单倍型分辨基

因组分析（深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黄三文研究

团队）

国

利

现

达

达

中 小时

方

于  

（ ）

时 现

定

2个有害基因型- 白化基因（ws1）

和株型基因（pa1）在相反的单体型

上紧密连锁

现代玉米育种过程中的全基因组选择和遗

传改良（生物技术研究所王海洋研究团队）

纪 利

现 中

中 时 现

中

明 中 中

利

定

定

现代玉米育种过程中的玉米株型性状改良

wtdbg2算法的概要

首次从植物病原真菌鉴定出一个三组分的

单链DNA病毒（植物保护研究所郭立华研究

团队）

小

（  ） 定

（

） 明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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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

明

于

强 中

平

中

明

MAPK依赖的激素信号可塑性有助于昆虫

宿主克服苏云金芽孢杆菌(Bt)毒素作用（蔬菜

花卉研究所张友军研究团队）

军

明

小 中 中

达 金

应 现

应

A：病毒基因组结构；B：病毒粒子的透射电镜观

察；C：菌落形态比较；D：不同菌株的致病力比较

FgGMTV1的分子特性和生物学功能分析

应

中

平

现
昆虫激素激活MAPK信号途径

介导小菜蛾Bt Cry1Ac毒素抗

性分子机制

茶树的分布和进化

攻克龙井茶树品种复杂基因组组装难题并揭

示茶树起源演化规律（茶叶研究所杨亚军研究

团队）

高

高 小

 利

明

中

强 强于

定

A：茶树群体的主成分分析；B：

茶树的系统发育树；C：茶树群

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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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热高产优质小麦新品种中麦895大面积

推广应用（作物科学研究所何中虎研究团队）

高 黄 小

小 高 小

中

现 国 中

黄 高

明

应

中 （ ）

2020年十大科技进展

中麦895灌浆后期长势

转基因大豆用草甘膦除草效果显著优于常规药剂除草

创制耐草甘膦除草剂转基因大豆新种质中

黄6106（作物科学研究所邱丽娟研究团队）

中国 豆 中 高

豆

定 豆 利

高 豆 中黄

黄 应 安 中黄

应 中国 国 明

利 中黄

豆 业 应

农业 科

农业农 部 农业科

志

破解重要蔬菜害虫对杀虫剂的抗性机制（蔬

菜花卉研究所张友军研究团队）

国

明

现

学

小

于 农 业

高

MAPK激活烟粉虱转录因子CREB

导致P450介导的吡虫啉抗性的分

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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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克优质鸡蛋生产的营养调控关键技术（饲

料研究所齐广海研究团队）

时 应

清

豆

清

国 定

黄 高

定

农业农 部

中国农业农

蛋壳、蛋清品质调控及定制鸡蛋

攻克龙井茶树复杂基因组组装难题，揭示茶

树起源演化规律（茶叶研究所杨亚军研究团队）

利

高 高

高 国

于

现 中

‘龙井43’基因组的特性和质量

a：‘龙井43’基因组全景图；b：全基因组的Hi- C互作

热图；c：遗传图谱和组装基因组的共线性

高精度数字土壤九大图层

首次创建覆盖我国全域的高精度数字土壤（

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张维理研究团队）

方 应 中 科学

学 科学

学方 达方

方 高 国

高 应 于

农

国 业 农民  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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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猪瘟弱毒疫苗临床试验证明该疫苗在田间具有良好安全性和有效性（哈尔滨兽医研究所步志

高研究团队）

农业农 部 中国农业科学

安 （ ）

高 中 农业农 部 方 利 安

明 安 业 应 定

在生物安全实验室评价非洲猪瘟弱毒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

团队在贵州省剑河县开展农村厕所改造示范

典型地区农村厕所改造关键技术与模式取得重要突破（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监测研究所郑向群研

究团队）

国 农 现 国农

农 农

农 利 平 国

应 国 国农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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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创制新药，改变我国球虫防治耐药无药可用的局面（上海兽医研究所薛飞群研究团队）

国 学 利 安 高

高 平 时

定 方 国 于延

利 国 国 学 于

国 方 利 国 明 利

国 明 利（ ）

新兽药注册证书

整体去秸障高质机播技术显著提升秸秆还田播种质量（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胡志超

研究团队）

整体去秸障与精细覆盖还田机播技术与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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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战略举措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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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任 方

梳理提出“十四五”我院使命清单和任务清

单。 国 安 业安 安

兴 中国农科

清 任 清

科 现科

全面推进“院-所-团队”三级任务管理模式。

《中国农业科学 科 科 任

（ ）》

任 启 于 科

任 科 任 启

任 部

任 《中国农业科学 于

强 任 》 国

科 任

定 学科方 任 定 任

任 强 任

优化科研团队组建程序和首席年龄结构。

学科

方 定

任

强

做好绩效管理工作。

《中国农业科学 科

》 定

方 明 方

部 部

强化引领作用，多项工作取得重大突破。

平

科 现

科 任 明 高

华

国 金 强

小 中 高 平 达

黄 高 纪

高 方 达

国

业

《 》 志 安

利

国 安

定

学 方

农业 时 应

农业科技创新工程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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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
工程

优化团队建设

科 任

任

部 任

定 学科方 任

提出“十四五”使命
清单和任务清单

清

任 清

推进“院-所-团队”
三级任务管理模式

做好绩效管理工作 方

部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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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紫

平 科 海

西 兴

科 定 《 于

》

强 业 强

强 业 强

方 明

部

现 农业 中国农

科 任

兴

业

农

科

兴科

强 科

兴

乡村振兴和科技扶贫支撑计划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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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农业科 兴农 兴

农 部

科

民

应 任

现

兴 现 农业

一是联盟制度建设逐步完善。

定《国 农业科 》

于 农业农 部 二是

联盟运行管理进一步加强。 国 农业科

方

定 定

三是机制探

索持续深入。

联盟发挥组织优势推进农业生产

国家农业科技创新联盟

农业 农业 业 现

农业 业 业

学 四是发挥联盟优势推进春耕生产。

季

业

时 时

现

国家农业科技创新联盟

制度建设

机制创新

运行管理

组织优势

《国 农业科
》

方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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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农业 高

农

农

业

业 业

定

方 明 任

业平

农 平

业 达 国

农业

（ ） 国

兴

高 国  

绿色发展技术集成模式研究与示范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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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工程

青年人才工程规划（2017—2030）

（ ） 中

国农业科学 启

强 方

明 学科

农 任

达

科

达

农科英才特殊支持政策

高

高 科

海 农业科 举 《农科英

》 （

） 科

《中国农业科学 英

方 （ ）》 《中国农业科学

英 方 （ ）》

（ ）

举 文 方

科学

科 军

英

农科英 中

军 英

英 英

顶端人才

领军人才A类

领军人才B类

领军人才C类

青年英才

科 （ . ）          （ . ）

科 （ . ）           （ . ）

科 （ . ）           （ . ）

科 （ . ）            （ . ）

科 （ . ）            （ .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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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英才计划

英 中国农业科学 启

高 高 高强 科

国 海 高

海

英

海 国

高 平 学科

高层次人才柔性引进

国 高 农业科

现 农业 《中国

农业科学 高 》

于 科

方

博士后工作

中国农业科学 士 科 于

现 学 学 农学 学 学

科 学 学 学

农 农业 学

学 学 农业 学 士

士

学 国

士 （ 中 ）

士 高达 国农 高 科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四次人才工作会议

培育工程 引进工程

青年英才计划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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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科 高

国 （

） 举 中国 农业

《中国农业 业 （ ）》

农业 国

农业 业

《中国农业 》

国农业 平

举

中国农业农 科 高峰

农业 《 中国农

业科学 》 国农业科

平 科学

《 农业 》

农业 学科

《 中国农业科 文 利

》 国 农业科 文

国 农业 利 《 中国 农

业 》 国 农 业

国 于中 平 现

华 民

方

农业科

农业科 兴

智库建设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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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保障能力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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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当年财政
拨款35.83亿元

75.04亿元

2020年全院
总收入

人员构成

年度经费

专业
技术人员
6127人

正高级1376人

占22.45%

副高级2046人 

占33.39%

中级及以下

2705人

占44.15%

博士学位3111人

硕士学位1709人

专业技术人员

管理人员 工勤技能人员

博士学位566人 技术一级岗位13人
硕士学位491人 技术二级岗位155人

(研究生以上学历占64.69%) (大专以上学历135人，占20.24%)

年龄在45岁以下816人,

占49.94%

年龄在45岁以下46人,

占6.9%

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

国家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入选者

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入选者

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人员

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科技部“创新人才推进计划”
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重点领域创新团队

中华农业英才奖获得者

农业科研杰出人才

17人

12人

84人

35人

124人

71人

45人

11个

14人

78人

（研究生以上学历占78.65%）

其中，管理人员1634人，占23.67%；专业技术人员6127人（含双肩挑人员1525人），占88.76%；

工勤技能人员667人，占9.66%。

编外聘用人员4450人直属企业（出版社）工作人员69人

截至2020年年底，我院共有从业人员11422人

在编职工6903人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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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科企科产融合发展

平

强 科 现 农业

《中国农业科学 于

科 科 》

方

西

民 平 平 安 延安

民 科

科 平

方

现 农业农 兴

平

平 延安 安 金华 安

科 编 延

安 安 现 农业

中 平

安

兴 业

时 农民 中

中 强 业

业

业 学 学

科 于

科 科

科 业 科

业 业

农业农 《中国农业

科学 科 》

科 举 中国农业

农

业 明

业 中国农科

强 定

科 强

业

中国农业 农

中中国农业

于 金 农

金

农 中国农业科学 科

中国农业科学院与中国农业发展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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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农业科技合作

中国农科

利

国 国

时

学科

启 国 农业科学

慧农业农  

任 国 农业科 国农

科 利时 学 学 利亚

学 国

科

方

国 国

国 国

达

金 方

业 丹 华

强  

方

国 国 科

海 国

平

举

中国

农科 中 国 利亚 国

农业 中

中 农业 中

安

国

科学 国 国

高 平 文 强

农业科

科学 任

峰 国

安 高 中国

中方 张 国

国

业

中国农业科学院与FAO共同在线举办世界蜜蜂日活动

阿联酋驻华大使访问中国农业科学院

中国农业科学院与先正达集团签署合作协议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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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科研布局

国家动物疫病防控高级别生物安全实验

室 国 安

国

国 卫 安 方

国家作物种质库 平

民 业 志

国

业 国

方

国家南繁作物表型研究设施

国 农业科学中

国

定 科

农业基因组学研究中心 安

安 安 国

农业 学中

农业 学 国 高

农业 科 现国 志 国 国 国 科学

志

国家动物疫病防控高级别生物安全实验室

国家作物种质库效果图

国家南繁作物表型研究院效果图

农业基因组学研究中心效果图

已建成的重大科研设施

正在建设的重大科研设施

批复中的重大科研设施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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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科学研究平台： 国 科 国 高 安

国 部 国 农业农 部

农业农 部 业 农业农 部农 安

主要技术创新平台： 国 中 国 国

中 国 中 （ 中 ） 国 农业 业 中

中

主要基础支撑平台： 国 科 平 国 农

国 农 国 科学

国 中 部 中 国 农

业 国 业 国 农 （ ） 中

卫 （ ） 农业 业 亚 国

农业

科技平台建设

国家农业图书馆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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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基地

中国农业科学 科

西 宁夏

（ ） 农

中 部

部

中

金

平方 农

（ ） （ ）

部 科

高 平 文 定

利

举 现

举 农民

（羽）

高 定

《中国农业科学 （ ）》  

《中国农业科学 （ ）》

业 业

科

业

《

方 》 《 》

《农业

知识产权

中国农业科学院与大北农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 周 举

部

业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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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科学

现 学 平

定

《中国农业科学

（

）》 定 《中国 中

国农业科学

》《中国农业科学

》

《中国农业科学 于

强

（ ） 》

文 学科 士

利 农业

学 学 科 定

学 学 学科 士

方 兴

方 学

中国农业科

学 学 志 学金

国 学金

国 学 金 兴

（ ）

现

学

现

中中国科学

士 中国 士

士

研究生教育

中文

（ ） 英文

中 士

学 士 业学

士

中 士

学 士

业学 士

士学 士学

士 业

士 业 业

科  

2020年研究生素质拓展培训

留学生参加社区垃圾分类志愿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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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中 士 士

学

（ 士 士

） 中中国

学金 国

学科 业

业 学 （ 士

士 ） 业 学

中国农业科学

业 士 学

中国 华

学 学金 业 学

文 文平

高

高

宁 学 士

部 利

定 《中国农业

科学 中 学

学 》 中

学 士

业 士 现

业 国 科 学

中国农业科学院留学生获得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主办的“爱上北京的100个理由”

征文一等奖”

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参加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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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
•

4032

附录



院长 党组书记

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党组成员

院 机 关

在京研究所 京外研究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建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农业科学院组织机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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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基因发掘与种质创新、作物分子育种、作物功能
基因组学、作物蛋白组学、作物生物信息学

重大农林病虫害、外来入侵生物、农林转基因生物
安全

国家重大科学工程

序号 平台名称 研究方向 依托单位

1

2

农作物基因资源与基因
改良国家重大科学工程

国家农业生物安全科学
中心

作物科学研究所 
生物技术研究所

植物保护研究所

植物病害成灾机理、监测预警与综合治理、植物虫
害成灾机理、监测预警与综合治理、生物入侵机制
与防控、植保生物功能基因组与基因安全

营养需要与代谢调控、饲料安全与生物学效价评
定、营养与环境、营养与免疫、分子营养

水稻种质改良与创新遗传学、水稻发育生物学、水
稻环境生物学和分子育种

畜禽传染病的分子生物学基础、致病及免疫机制， 
以及预防、诊断或治疗用细胞工程和基因工程制剂

动物和主要人畜共患病的病原功能基因组学、感染
与致病机理、病原生态学、免疫机理、疫病预警和
防治技术基础

棉花基因组学及遗传多样性研究、棉花品质生物学
及功能基因研究、棉花产量生物学及遗传改良研
究、棉花抗逆生物学及环境调控研究

国家重点实验室

序号 实验室名称 研究方向 依托单位

1 
 

2 

3 

4 

5 
 
 

6

植物病虫害生物学国家
重点实验室 

动物营养学国家重点实
验室

水稻生物学国家重点实
验室

兽医生物技术国家重点
实验室

家畜疫病病原生物学国
家重点实验室 

棉花生物学国家重点实
验室

植物保护研究所 
 

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 

中国水稻研究所 

哈尔滨兽医研究所 

兰州兽医研究所 
 

棉花研究所

国际参考实验室

序号 实验室名称 研究方向 依托单位

哈尔滨兽医研究所

农业农村部
沼气科学研究所

哈尔滨兽医研究所  
 

哈尔滨兽医研究所 
 

兰州兽医研究所 

兰州兽医研究所 

哈尔滨兽医研究所 

哈尔滨兽医研究所 

哈尔滨兽医研究所

FAO动物流感参考中心

FAO沼气技术研究培训
参考中心

OIE马传染性贫血参考
实验室 

OIE马流感参考实验室 

OIE口蹄疫参考实验室 

OIE羊泰勒虫病参考实
验室

OIE禽传染性法氏囊病 
参考实验室

OIE禽流感参考实验室 

OIE人兽共患病亚太协
作中心

跨境动物疫病、人畜共患病防控

沼气相关领域的政策研究和技术支撑 

以马传染性贫血等为主的马的重要传染病病原学与致
病机理及诊断、防控技术研究；同时开展以马传染性
贫血为模型的慢病毒免疫机制研究

马流感的诊断、流行病学、病原学研究以及诊断试剂
和防控疫苗的研发

口蹄疫诊断，生态学、分子流行病学、免疫学研究，
防控技术及产品研究

羊泰勒虫病病原鉴定、流行病学、诊断技术和防控策
略研究

禽免疫抑制 

高致病性禽流感诊断、流行病学监测、致病机理和防
控技术

动物疫病防控

1

2 
 

3 
 

4 

5 

6 

7 

8 

9

主要科技平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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