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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种业改革发展中的植物新品种保护
温　雯　陈　红　杨　扬　堵苑苑　孙　鑫　邓　伟　崔野韩

（农业农村部科技发展中心，北京 100122）

知识产权保护是激励创新的基本手段，是发展

经济和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条件之一。植物新品种

是种业知识产权的核心，保护植物新品种对鼓励育

种创新、促进种业发展、提高国际竞争力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早在 19 世纪的欧洲，人们就开始意识到

系统的植物育种工作对社会所带来的潜在利益，并

开始探索建立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1930 年，美国

颁布了世界上最早的《植物专利法》。经过近一个

世纪的发展，完善的植物新品种保护体系使美国、荷

兰、法国等种业强国牢牢占据农业竞争优势，其植物

新品种权数量在全球遥遥领先，种子出口量占据世

界种子出口总额的半壁江山。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

起步较晚，与种业改革发展的进程相辅相成。

1　植物新品种保护是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
1978 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各行各业，“对

内改革，对外开放”成为主旋律，农业主管部门制定了

“四化一供”方针，种子商品化程度和良种覆盖率显著

提高，种子产业逐渐形成。但“以县为单位组织统一

供种”的模式凭借的是政府的超高组织能力，农民选

择余地较少，市场化程度低，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更是

无从谈起。我国 1985 年实施的《专利法》把动植物

品种排除在外，植物育种者的知识产权保护尚处于空

白。此时，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UPOV）已成立

近 20 年，美国颁布《植物专利法》已经近半个世纪。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发展，国家开启科技体制改革，减拨研究机构事

业费，推动成果转化反哺科研，农业科研单位面临到

市场中“找饭吃”的困境。同时需要广开经费来源，

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源投入农业科研，特别是育种创

新。若对知识产权不给予保护，其生存和发展将面

临严重挑战。保护植物新品种，不仅是影响到科研

单位生存和发展的大事，而且是关系到农业持续发

展的大事。另一方面，我国为争取早日恢复关贸总

协定的缔约国地位，需要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以满足《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的

要求——“应通过专利或某种有效的专门制度或两

者结合对植物新品种提供保护”。内忧外迫之下，农

作物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引起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视。

1997 年 3 月 20 日，我国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

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建立

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1999 年 4 月 23 日，我国加入

UPOV，同日开始受理国内外植物新品种保护申请。

2　植物新品种保护与种业改革发展密切相关
2.1　植物新品种保护是品种创新的“动力源”　

2000 年，《种子法》的颁布将种子生产经营权从政府

手中转交给市场，打破了区域分割和行业垄断的格

局，种子市场进入自由竞争时代，一批以民营企业为

主的多元化市场主体产生。但此时的育种资源和人

才仍然集中在科研机构，种子企业多为贸易型企业，

极少具备研发能力。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恰恰建立

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种业创新体系和运

行机制，植物新品种权成为科企合作的桥梁和纽带，

推动了种业要素资源依法有序流动，保障了种业科

技成果的有效转化。科研人员育种积极性提高，品

种权年申请量猛增，2000-2005 年期间年均增长率

超过 50%（图 1），农大 108、郑单 958、两优培九、扬

两优 6 号等突破性品种不断被选育。

2013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种业体制改

革提高创新能力的意见》（国办发〔2013〕109 号）

发布；2014 年，原农业部开启种业科研成果权益改

革试点工作和良种重大科研协作攻关，植物新品种

作为协作攻关、成果权益分享、转移转化的重要载体

和衡量指标，进一步得到重视，科研人员育种创新和

成果转化的积极性进一步被激发。品种权年申请量

再次呈现猛增趋势，2013-2017 年 5 年的申请量超

过前 14年的申请总量，年均增长率超过 30%（图 1）。
年申请量在 2017 年达到 3842 件，跃居 UPOV 成员

第 1 位，总申请量超过 2 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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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我国农业植物新品种权年申请量

2.2　植物新品种保护是企业发展的“定心丸”　2011
年，《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

见》（国发〔2011〕8 号）发布，确立了企业在商业化

育种、成果转化与应用等方面的主体地位。植物新

品种保护通过保障育种者权益，建立了合理的利益

回馈机制，国内种子企业投资育种的信心和积极性

不断增强，企业新品种权年申请量开始超过科研机

构（图 2），年均增长 20% 以上。育种创新能力的增

强推动了企业价值提升，国内某民营蔬菜企业 2011

年创立伊始，没有品种，市值仅为实注资本 500 万元。

该企业以定向育种和自主知识产权为发展战略，到

2017 年已经申请保护、测试的品种达 100 多个，目前

B 轮融资正在进行中，估值达到 2~3 个亿。随着实力

的增强，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也逐渐加快，先后有 20 多

家国内企业在国外设立了研发中心（站）。隆平高科

先后并购天津德瑞特、广西恒茂、湖北惠民、河北巡

天、三瑞农科等企业，又联合中信以 11 亿美元收购陶

氏巴西玉米种子业务，进入全球种业十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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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国内科研单机构和企业农业植物新品种权年申请量

2.3　植物新品种保护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护伞”　

2016 年，新《种子法》进一步还权市场，新品种的准入

由主管部门逐步交给企业，这意味着我国种业在市

场化方向改革迈出重要且积极的一步，将更加激发

市场活力，并对市场环境提出更高要求。植物新品

种权作为政府部门核准或认可的权利，政府应该对

侵权假冒的行为进行监管。农业农村部多年来不断

出台相关规定，持续开展农业植物品种权执法专项

检查，还联合公安部、工商管理局开展专项行动，打

击侵犯品种权和制售假劣种子行为。而此次修订的

《种子法》将植物新品种保护列为专章，显著提升了

植物新品种保护的法律地位，还加大了对侵权行为

的惩罚和查处力度，进一步营造公平、透明、有序的

市场环境。良好的营商环境保障了种业的健康持续

发展，也对国外优良品种伸出了橄榄枝。2017 年，在

我国申请品种保护的国外品种占比达到 9.2%，相比

2016 年以前总量占比 6.3% 有了明显提升，说明国外

育种人对我国种业市场环境的信心在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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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深化种业改革发展，植物新品种保护尚需
挖潜
为支撑乡村振兴战略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新时

代农作物种业发展需要继续深化体制改革，全面提

升科技创新能力、企业竞争能力、市场监管能力，其

中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3.1　加快品种更新换代，“动力源”要消除“限速

器”　农业绿色发展和提质增效迫切需要加快农作

物品种的突破创新，但由于缺乏对原始创新强有力

的保护，导致部分育种人急功近利，同质化品种、模

仿品种大量涌现的背后是品种更新换代速率降低的

残酷现实。郑单 958 作为第六代玉米品种的代表面

世已近 20 年，仍然没有突破性品种出现，常规水稻

和杂交水稻主栽品种的更新速度在近 5 年均是历史

最低（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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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八五”至“十二五”期间杂交水稻主栽品种年平均更新率

3.2　推动特色产业发展，“定心丸”要加“强心剂”　

企业是推动产业发展的生力军，其竞争力归根结底

在于掌握的知识产权，而政府的首要职能就是保证

其合法权益受到保障。虽然郑 58 侵权案件判赔近

5000 万元，震动整个种业界，但园艺作物、小作物的

维权之路仍不容乐观，扬州某猕猴桃企业从事猕猴

桃栽培技术与新品种选育已超过 30 年，近年来明星

品种屡遭恶意更名、违法售卖，侵权行为遍布江苏、

四川、河南、山东、浙江，仅河南一个县即违法种植

2000hm2，枝条以 0.5 元 / 枝的价格进行售卖，给育种

人带来巨大损失的同时，也导致市场极度混乱。进

一步加强维权执法刻不容缓。

3.3　应对国际挑战，“保护伞”下要穿“防护衣”　在

对外开放的道路上，我国种业由开放到限制保护，

如今又迎来了开放周期。2018 年 6 月，发改委发布

《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 年

版）》，除小麦和玉米两大作物，其他农作物的种子市

场向外资全面打开，为制度环境、民族企业、本土育

种能力带来巨大挑战。未列入名录的食用菌、中草

药、特色作物等品种是否会被外企攫取殆尽？国内

市场是否会被“洋品种”全面侵占？民族企业是否

拥有足以与外企抗衡的核心、关键技术？加强对自

主知识产权的保护不仅仅是撑开普惠的“保护伞”，

也是民族种业应对国际挑战最关键的“防护衣”。

4　植物新品种保护携手种业改革发展新时代
4.1　以制度创新引领体制机制创新　纵观种业改

革发展历程，制度创新是关键，带来了体制和机制的

创新发展，植物新品种保护也不例外。《植物新品种

保护条例》实施已 20 年，加快修订和完善迫在眉睫，

应重点在全面提高保护水平上下功夫。一是建立实

质性派生品种制度，保护原始创新，引导建立合作共

赢的育种协作机制；二是拓宽权利保护范围，提高维

权取证效率，引导建立提供专业法律服务的维权协

助团队；三是全面开放名录，使所有植物种属都能平

等享有权利保护，引导社会力量投入指南和标准研

制；四是加强证后监管，并建立黑名单制度，引导构

建行业内诚信体系。

4.2　以能力提升保障维权执法效率提升　一是推

进品种特异性、一致性、稳定性（DUS）测试基地建

设，加强测试指南、标准研制和 DNA 分子鉴定技术

研究，提升品种测试和鉴定能力。二是完善品种信

息数据库和标准样品库，加强官方测试和自主测试

的质量管控，提升标准化能力。三是建成品种权审

查、管理、转化交易、维权执法信息全程可追溯平台，

提升信息化服务能力。四是出台维权执法操作规程，

加强执法人员培训，提高基层维权执法能力。

4.3　以新品种保护走出去推动种业走出去　种业

走出去，新品种保护要先行。一是开展植物新品种

保护涉外培训，帮助周边国家建立与实施植物新品

种保护制度，为种业走出去铺平道路；二是积极参与

国际品种权申请平台建设，探索建立 DUS 测试报告

互惠共享、互认机制，为种业走出去架设桥梁；三是

建立植物新品种繁殖材料出口快速审批通道，发布

主要贸易国品种权申请指南，针对企业开展相关培

训，为种业走出去做好服务。

（收稿日期：2018-1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