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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中央种业振兴行动部
署和种子法要求，农业农村部深入开
展全国种业监管执法年活动，强化种
业知识产权保护，严厉打击假冒伪
劣、套牌侵权等违法行为，全面净化
种业市场环境。农业农村部从司法案
例、品种复审案例及省级监管执法案
例400余件中，综合考虑案例的指导
性、代表性和社会影响力等因素，遴
选出2024年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十
大典型案例，其中司法案例4件、复
审案例3件、行政执法案例3件，现
予以公布。

一、水稻“五山丝苗”品种权侵
权与许可合同纠纷案

2021年安徽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与某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湖南
某种业公司因“五山丝苗”品种权侵
权与品种权许可合同纠纷互诉。在安
徽省高级人民法院调解下，双方签订
和解协议，并于2023年11月27日分
别撤诉。

本案被业界称为“中国种业知识
产权第一大案”，诉讼双方作为种业
龙头企业，案情复杂，争议巨大，社
会关注度较高。在人民法院的积极调
解下，努力促成双方和解撤诉，彻底
解决宿怨，实现双方共赢发展。

二、玉米“登海605”品种权侵
权纠纷案

山东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因河南
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刘某侵害

“登海 605”品种权向河南省郑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21 年河
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侵
权行为系刘某个人行为，不支持其
要求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停止侵权的
主张，酌情判决刘某赔偿经济损失6
万元和1万元合理支出。原告不服，
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22 年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刘某为河南某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构
成共同侵权，且侵权情节恶劣，适
用惩罚性赔偿，判决刘某、河南某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连带承担赔偿及
维权合理开支60万元。

本案重点阐释了实际控制人与法
人构成共同侵权并应承担连带赔偿责
任的问题，强化对侵权企业实际控制
人的法律责任追究，侵权行为情节恶
劣的施以三倍惩罚性赔偿，切实提高
侵权代价，有力促进净化种业市场环
境。

三、玉米“利合328”品种权侵
权纠纷案

恒基利某种业有限公司因内蒙古
瑞某种业有限公司等侵害“利合
328”品种权向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
特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21年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
院判决被告赔偿损失及维权的合理开
支合计20万元。原被告均不服，向
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
院对权利人的赔偿请求予以全额支
持，判决被告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合
理开支共计100万元。

本案明确对于明知特定亲本组合
系用于生产授权杂交种仍予以销售
的，属于帮助他人实施侵害杂交种品
种权的行为，应当承担侵权连带责

任。判决向前延伸了杂交种品种权的
维权环节，体现了全链条保护植物新
品种权、切实加大保护力度的司法态
度。

四、辣椒“奥黛丽”品种权侵权
纠纷案

某种苗北京公司因赤峰某农业科
技公司和盘山县某农资经销店侵害品
种权纠纷向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
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21年内蒙
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判
决二被告赔偿损失及合理开支20万
元。原被告均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
提起上诉。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将双
方在协议中约定的200万元作为确定
赔偿数额的重要参考，判决赤峰某农
业科技公司赔偿损失200万元，合理
开支1万元，盘山县某农资经销店对
上述损失及合理开支中的20万元承
担连带责任。

本案明确侵权人与品种权人就未
来可能发生的侵权的损害赔偿达成事
前约定，在后续侵权纠纷中可以作为
确定侵权赔偿数额的重要参考。这一
裁判规则，不仅有利于破解侵权赔偿
举证难题，切实加大对权利人合法权
益的保护，而且有利于促进种子企业
诚信经营和善意履约。

五、西葫芦“鲁葫1号”品种更
名复审案

2022年请求人山东某蔬菜种业集
团有限公司向农业农村部植物新品种
复审委员会请求对“鲁葫1号”进行
品种更名，理由主要是该品种名称与
同类注册商标近似，品种名称涉及商
标侵权。2023年复审委员会经审理驳
回请求人的更名请求。

本案作为复审典型案例，明确了
品种名称使用在先，且早于相关商标
注册时间成为该植物品种的通用名
称，不会构成商标侵权，为权利人规
范使用品种名称提供了指引。

六、大豆“浙鲜9号”驳回品种
权申请复审案

2021年某省农业科学院以在抗性
上具备特异性为由，向农业农村部植
物新品种复审委员会提出撤销“浙鲜
9号”品种权申请驳回决定的复审请
求。2023年复审委员会认为，请求人
举证期间未提交能够支持存在抗性的
证据，维持驳回“浙鲜9号”品种权
申请的决定。

本案作为复审典型案例，进一步
明确了复审请求人应尽的举证义务。
申请人主张品种具备测试标准未涵盖
的特异性状的，应当在指定期限内提
供证据予以证明，逾期未提供的将视
为复审理由不成立。

七、玉米“DF617”宣告品种权
无效复审案

2020年请求人安徽海某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以不具备新颖性和特异性为
由，向农业农村部植物新品种复审委
员会提出宣告“DF617”品种权无效
的请求，认为“DF617”和其公司在
先申请品种权的玉米新品种“海玉
617”属于同一品种。2022年复审委
员会依法宣告“DF617”品种权无
效。

本案作为复审典型案例，明确了

一个品种只能授予一个品种权，申请
在先的品种应当被授予品种权，对于
申请在后而先获得授权的品种，应当
依法宣告品种权无效。

八、玉米“丹玉405”品种权侵
权行政执法案

2022年山东省平度市综合行政执
法局接到群众举报后，对吕某良销售
掺混“丹玉405”种子的侵权行为进
行了认定，并及时作出没收其违法种
子等处罚。经查其所销售的种子来自
山东省莱州市程郭镇李某顺，李某顺
随后与权利人达成和解协议，赔偿权
利人5万元。

本案是基层农业行政执法部门通
过群众举报积极快速查处侵权行为的
典型案例。从接到侵权举报到完成侵
权认定处理仅用20天时间，充分体
现了农业行政执法在快速高效制止侵
权行为上的独到优势。同时本案也表
明即便在侵权种子中掺混其他品种的
种子，通过真实性鉴定仍然能够判定
是否存在侵权种子，为该类案件的鉴
定提供了借鉴经验，让侵权行为无处
遁形。

九、水稻“晶4155s”品种权侵
权行政执法案

2021年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农业
农村局接到水稻“晶4155s”品种权
人书面投诉，称湖北荆某种业科技有
限公司未经许可利用“晶4155s”作
为亲本繁育杂交水稻种子，涉嫌侵害
其品种权。经调查，长汀县农业农村
局确认湖北荆某种业科技有限公司存
在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的违法事实，鉴
于其积极主动配合调查，初次违法且
制备的种子没有流入市场，没收该批
次种子3115.6公斤，罚款3.5万元。

本案是关于基层农业行政执法机
关在制种源头快速查处侵权行为的典
型案例。执法机关依据制种基地备案
信息及时掌握被控侵权品种制种情
况，快速锁定侵权主体，有效维护了
品种权人合法权益。此外，本案鉴定
机构利用该亲本组配的杂交种现有分
子指纹推断出该亲本指纹，与被控侵
权品种进行对比，节省了提取标准样
品时间并快速举证，在当事人无异
议、不要求复检的情况下，认定了侵
权事实，为农业行政执法机关迅速处
理侵权行为提供了支持。

十、西瓜“京美 10K02”品种
权侵权行政执法案

2023年天津市农业农村委收到农
业农村部转办的举报线索，某北京种
业公司举报天津市某蔬菜研究有限公
司、山东省青州市某种业公司、辽宁
省新民市某种子商行及河北省保定市
某华田农业未经许可生产、销售“京
美10K02”，涉嫌侵权。经山东、辽
宁、河北等省相关部门协同调查，天
津市农业农村委认定天津市某蔬菜研
究有限公司侵权成立，没收违法所得
1.18万元，罚款6.5万元。

本案通过农业农村部举报热线获
得侵权违法线索，转省级农业农村部
门查办，三省协同调查确定侵权事
实，并对侵权行为进行制止和处罚，
对行政执法部门跨区域协同开展品种
权维权执法具有指导意义。

□农民日报记者祖袆袆报道

2024年，是中国加入国际植物新
品种保护联盟（UPOV）25周年。自我
国1999年正式实施植物新品种保护
制度，开始受理审查农业植物新品种
权的申请，至今已走过了25年历程。

从2015年《种子法》增设“植物新
品种保护”专章，健全了植物新品种相
关法律，到2022年新修改《种子法》实
施，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我国植物
新品种保护水平已经提升到新的高度。

据了解，近年来，我国植物新品
种权受理审查测试能力不断提升。目
前全国建成了由1个测试中心、27个
分中心和6个测试站组成的品种测
试技术体系，2023年测试量达到2.1
万件。截至2023年，我国植物新品种
权申请量超过7万件，其中2023年
受理申请14278件，同比增长27%，
年申请量连续七年位居世界第一。

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是激励育种
创新的动力源泉，也是严格品种管理
的重要内容。2021年，中央深改委第
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种业振兴行动
方案》，将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作为
严格品种管理、净化市场环境的重要
举措，做出明确部署。农业农村部种业
管理司有关负责人介绍，三年多来，各
级农业农村部门协同联动开展“两个
通道”试验专项整治和“仿种子”清理，
探索推进审定、登记和保护品种全生
命周期管理，推出了一批适应生产需
求的优良新品种。

在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方面，为严打假冒伪劣、套牌侵权违
法行为，农业农村部门联合公检法等
部门单位打出一套组合拳：推动出台
新修改《种子法》，扩展植物新品种保
护的范围和环节，建立实质性派生品
种制度；与最高人民法院签署种业知
识产权保护合作备忘录，出台侵权纠
纷案件审理最新司法解释，健全侵权
损害赔偿制度。联合公检法、国家知识
产权局等出台印发涉种子刑事审判、
保护种业知识产权、打击假冒伪劣套
牌侵权等指导意见，持续加大涉种子
案件打击力度；连续4年开展种业监
管执法年活动，2024年首次开展网络
售种专项检查。同时，先后构建玉米、
水稻等34种作物DNA检测数据库，
推出全国统一的品种分子指纹公共平
台，为打假护权提供了技术“利器”。

伴随着有关方面一系列政策法
规的出台落地，近年来种业行业打假
维权意识明显增强，激励保护创新氛
围持续向好。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
法庭审判长罗霞对近年维权典型案
例进行了分析解读。她介绍说，随着
植物新品种权事业不断发展，纠纷案
件涉及作物类型愈加多样，不仅包括
玉米、小麦、水稻等主要农作物，柑
橘、猕猴桃、苹果、梨、凤梨、红掌、山
茶等经济、观赏类作物品种权纠纷也
显著增多。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
庭始终坚持严格保护的司法理念，通
过司法审判，提高侵权代价，努力解
决“赔偿低”“举证难”等问题，确保品
种权人的利益得到充分保护。

我国植物新品种
保护水平
提升新高度

农业农村部从400余件案例中遴选发布

植物新品种保护十大典型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