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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

（修订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修订的必要性

（一）中央有部署。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种业知识

产权保护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下决心把民族种

业搞上去，抓紧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品种，从源头

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今年 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政协联

组会上指出，要健全品种审定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以创新

链建设为抓手推动我国种业高质量发展。2021年 7月，中央

深改委审议通过种业振兴行动方案，明确提出加强知识产权

保护，推行全链条、全流程监管，对假冒伪劣、套牌侵权等

突出问题要重拳出击，让侵权者付出沉重代价，并把《植物

新品种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修订作为市场净化行

动的重要工作内容。这些为修订条例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基

本遵循。

（二）国家有要求。植物新品种权作为种业领域最重要

的知识产权，是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为落实

中央种业振兴决策部署，2021年 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

议通过了修改种子法的决定，修订内容重点扩展了植物新品

种保护的环节和范围，建立了实质性派生品种（EDV）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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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了侵权损害赔偿制度，并明确了 EDV 制度的实施步骤

和办法由国务院规定。根据立法法有关要求，法律规定明确

要求有关国家机关对专门事项作出配套的具体规定的，有关

国家机关应当自法律施行后加快作出规定。条例作为种子法

配套法规亟需修订，进一步细化落实新种子法的要求。

（三）业界有需求。我国 1997 年颁布植物新品种保护

条例，建立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1999年加入国际植物新品

种保护联盟（UPOV），2015 年种子法增设植物新品种保护

专章。目前已发布 19 批农林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名录，截至

2021年全国累计申请植物新品种权 5.8万件，授权 2.2万件。

但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是基于 UPOV 公约 1978年文本，保

护水平不高，特别是对原始创新保护力度不够，多是模仿育

种、修饰改良，品种同质化问题突出，业界期盼借鉴发达国

家普遍使用的 UPOV 公约 1991年文本，提高植物新品种保

护水平。随着我国知识产权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实

施，条例部分条款已不能适应新形势、新要求，迫切需要从

制度上提高植物新品种保护水平，加快推进种业自主创新和

原始创新，实现种源自主可控，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二、修订的总体思路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和种业振兴的决策

部署，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衔接落实新修改种子法，打通植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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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全链条，更大力度加

强植物新品种权保护，提升种业国际交流合作水平，为加快

实现种业振兴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三、修订的主要内容

现行条例共分为八章、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植

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

稿”）为八章、五十一条。其中保留原条款十一条，修改三十

二条，新增八条，删除一条。主要修改内容如下：

（一）对 EDV 制度实施步骤和办法作出规定。与种子

法第二十八条衔接，征求意见稿规定由国务院农业农村、林

业草原主管部门以名录形式发布 EDV实施范围、发布 EDV

判定指南、明确鉴定机构条件和能力、成立专家委员会提供

专业咨询。

（二）扩大保护范围及保护环节。与种子法保持一致，

征求意见稿将保护范围由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延伸到收获

材料，将保护环节由生产、繁殖、销售三个环节扩展到生产、

繁殖、为繁殖进行的种子处理、许诺销售、销售、进口、出

口、储存等八个环节。

（三）延长保护期限。目前国际上多数国家对草本植物

品种保护期限在 25 年左右，借鉴国际通行做法，结合我国

国情种情，征求意见稿对品种权保护期限适当延长，木本、

藤本植物由 20年延长到 25年，其他植物由 15年延长到 20

年，既能体现加大保护力度，也有利于逐步与国际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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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完善侵权假冒案件处理措施。与种子法相衔接，

征求意见稿提高了对侵害植物新品种权行为的罚款数额；规

定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可以采

取五种措施，查处品种权侵权案件和假冒授权品种案件；增

加了侵权人合法来源抗辩条款，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

（二）》相衔接，切实保护种子市场正常交易。

（五）明确权利恢复的情形。征求意见稿增加了当事人

因不可抗力因素、或者有正当理由而超出规定期限导致其权

利丧失的情形下请求恢复其权利的条款，同时还增加了当事

人请求延长规定期限的有关内容。

（六）增加对不诚信行为处罚的规定。为提高申请人的

诚信意识和诚信素质，征求意见稿规定，在申请过程中存在

欺骗、隐瞒、伪造等不诚信行为的，依法纳入信用记录，并

向社会公布；相关申请人和责任人 3年内不得申请品种权，

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七）建立植物新品种保护专业队伍。落实《关于强化

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

年）》中关于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和提高服务水平的精神，

鼓励建立品种权申请、维权咨询、技术鉴定、价值评估和转

化利用等专业队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