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民日报记者朱隽、郁静娴报道

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
新品种保护条例》（以下简称 《条
例》）将于2025年6月1日起施行。
日前，司法部、农业农村部负责人就
《条例》有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记者：《条例》的修订背景是什么？
答：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

种业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
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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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
于1997年公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
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建立植物
新品种保护制度。2015年修订的种
子法对植物新品种保护作了专章规
定。2021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
通过关于修改种子法的决定，主要
对关于植物新品种保护的规定作了
修改，进一步提高了植物新品种保
护水平。为贯彻落实新修改的种子
法，有必要修订现行《条例》。

记者：修订《条例》的总体思路
是什么？

答：修订 《条例》 遵循以下总
体思路：一是坚持党对植物新品种
保护工作的领导，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关于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和
加强知识产权法治保障的决策部署，
加强植物新品种保护，促进种业创新
发展。二是贯彻落实修改后的种子
法，进一步细化、完善相关制度。三
是与相关国际条约做好衔接。

记者：《条例》在提高保护水平
方面作了哪些规定？

答：为了加强品种权保护，激
励育种创新，《条例》从以下方面完
善了相关制度。

细化、扩展品种权权利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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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扩展到为繁殖而进
行处理、许诺销售、进口、出口、
储存，将品种权效力延及授权品种
的实质性派生品种、与授权品种相
比不具备明显区别的品种、为商业
目的重复使用授权品种进行生产或
者繁殖的另一品种。

对实施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作
出安排。明确国家分步实施实质性
派生品种制度，国务院农业农村、
林业草原主管部门以目录形式确定
具体实施范围，报国务院批准后公
布施行。

明确权利归属约定优先。规定
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
成的育种，单位与完成育种的个
人对品种权的申请权有约定的从
其约定。

延长品种权保护期限。将木
本、藤本植物的保护期限由20年延长
到25年，其他植物由15年延长到20
年。

记者：《条例》在严格品种权授
予条件方面作了哪些规定？

答：为了规范品种权申请，提
升授权质量，《条例》从以下方面完
善了相关制度。

一是规定对违反法律，危害社
会公共利益、生态环境的植物新品
种，不授予品种权。

二是规定除销售、推广行为丧
失新颖性外，经省级人民政府农业
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依据播种
面积确认已经形成事实扩散的，以
及农作物品种已审定或者登记2年以
上未申请植物新品种权的，视为已
丧失新颖性。

三是加强对授权品种的名称管
理，增加不得用于品种命名的情
形，并明确授权品种名称不符合命
名规定的，责令更名，拒不更名
的，宣告品种权无效。

记者：《条例》在完善品种权申
请、授权程序方面作了哪些规定？

答：为了提高品种权的授权效
率、便利当事人，《条例》从以下方
面完善了申请、授权程序。

缩短初步审查期限。将品种权
初步审查期限由 6 个月修改为 3 个
月，情况复杂的可以延长3个月。

增加权利恢复制度。规定当事
人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而
延误本条例规定或者国务院农业农
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指定的期
限，导致其权利丧失的，可以向主
管部门说明理由，请求恢复其权利。

强化向境外申请品种权管理。
将向境外申请品种权的登记部门由
省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林业草原
主管部门调整为国务院农业农村、
林业草原主管部门，并要求向境外
提供繁殖材料应当遵守种子法关于
向境外提供种质资源的规定。

记者：《条例》施行后，需要重点
做好哪些工作？

答：农业农村部将和有关部门
共同做好《条例》的贯彻实施工作。

一是加大宣传解读力度。针对
《条例》专业性比较强的特点，采取
多种形式做好种子法及《条例》的解
读、宣传和培训工作，帮助指导科研
育种单位、种子企业、相关管理机构
和从业者学习掌握《条例》内容。

二是抓紧完善配套制度。统筹
推进 《条例》 配套部门规章制度制
修订工作，进一步增强植物新品种
保护法律制度体系的系统性、整体
性、协同性。

三是切实抓好贯彻实施工作。
认真落实种子法及 《条例》 规定，
提升种业监管执法能力和水平，依
法严格查处假冒侵权等违法违规行
为，营造保护创新、激励创新的良
好环境。

加强品种权保护 激励育种创新
司法部、农业农村部负责人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修订答记者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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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1.品种权。又叫育种者权利，对完
成育种的单位或者个人授权，是知识
产权的一种。类似于房产证，是你拥
有该品种权利的证明，后续他人要利
用该品种，例如生产、销售等商业化
行为，需要经过你的许可。

2.繁殖材料。植物可以用于繁殖的
部分，一般是种子，也有一些作物不
需要种子，用枝条扦插也能繁殖。

3.收获材料。将种子种下去后，长
出的所有植株，或者部分植株，都可
以称为收获材料。例如种植了一株番
茄，番茄果实是收获材料，茎、叶等
也都是收获材料。

4. 实质性派生品种。对一个品种
进行改良后获得的另一个品种，二者
非常相似，但又有明显区别。例如，
对A品种通过转基因的方法导入抗病
基因，获得了具有抗病性的B品种，B
品种就是A的实质性派生品种。

5.与授权品种相比不具备明显区别
的品种。实践中存在两个育种者独立
开展育种工作，培育出相同品种的可
能性。例如，育种者1培育了品种A，
先申请了A的品种权，育种者2培育
了B品种，但经过鉴定，A和B没有
明显区别，即认为是同一品种。按照
同一个品种只能授予一次品种权的原
则，由于育种者1已经先于育种者2申
请了品种权，则育种者2不能再对品种
B申请品种权。

6.为商业目的重复使用授权品种进
行生产或者繁殖的另一品种。以玉米为
例，利用亲本A和亲本B杂交，获得的
第一代子代C，即为杂交种。实践中，
玉米主要是将杂交种进行商业化应用，
因此生产杂交种的过程，需要多次重复
利用两个亲本A和B。此时，如A为授
权品种，在生产C的过程中需要反复用
A，则需要经过A品种权人的许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