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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种子企业在品种权运用中注意的一些问题 

——以江苏金土地种业有限公司为例 

詹存钰 

（江苏里下河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   扬州   225007） 

 

摘要：文章以江苏金土地种业有限公司为例，阐述了农业种子企业在经营发展中要注重优势

品种的利用与资源储备、品种权保护意识的培养、品种权的保护和运用以及品种权利维护。

通过经验介绍，以期对农业种子企业的发展提供一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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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是种子企业赖以生存的基础，品种权能否高效运用则关乎种子企业兴盛与衰弱。在

种子市场硝烟弥漫的今天，能否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种子企业

是否拥有优良的品种，能否做好品种权的保护和运用。江苏金土地种业有限公司依托江苏里

下河地区农科所培育的优良品种资源，积极做好品种权保护和运用，实现销售业绩逐年上升，

市场份额不断扩大，公司的实力也逐渐增强，成为江苏省种业协会常务理事单位，2008 年

被江苏省科技厅授予首批江苏省农业科技型企业，是江苏省工商局和种子协会联合认定的行

业诚信企业。 

 

一、挖掘优良种源，保证发展后劲 

品种是种子企业安身立命之本。种子企业保证充足的品种资源和储备，无外乎以下几种

途径：自己成立研发部门，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种；委托科研单位开展新品种研发；

与品种研发单位签订品种权转让或品种权实施许可合同，通过资金购置而获得。 

江苏金土地种业有限公司依托江苏里下河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培育的“扬稻系列、扬麦

系列、扬油系列” 品种的优势，全权负责上述品种的权利保护和运用，长期与江苏、安徽、

河南、湖北、江西、四川等 58 家种子企业开展协作，市场拓展态势良好，销售网络遍及长

江中下游、淮河以南地区。 

江苏里下河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培育的品种在全国影响具大。 

（一）、扬麦系列品种 

历年来共培育扬麦品种 25 个，获得各级奖励 19 项，其中“扬麦 5 号”、“扬麦 158”

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在建国以来长江中下游麦区的 6 次品种更新中，扬麦系列品种有四

次成为主栽品种，目前仍是该麦区种植面积 大的品种，年推广面积 100 万 hm
2
以上

[1]
。 

育成的优质弱筋小麦扬麦 13、15 和扬辐麦 2 号，已成为江苏省弱筋小麦适宜地区的主

体品种被广泛种植。其中扬麦 13 在 2003 年全国优质小麦鉴评会上，获糕点评分第一，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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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对照美国软红冬；2004-2008 年连续 5a 被列为全国农业主导品种，也是目前我国种植面 

积 大的弱筋小麦品种，已累计种植 160 万公项，增产粮食 4.48 亿 kg，增加经济效益 10.9

亿元。2008 年获江苏省科技进步二等奖。扬麦 13、15 和扬辐麦 2 号的育成，为长江下游弱

筋小麦产业带建设提供了品种保障，其大面积推广应用，推动了江苏省弱筋小麦的标准化种

植、订单化生产和产业化进程。 

育成的抗白粉病新品种扬麦 10、11、12， 13、18 和 19，在生产上大面积应用，有效

地抑制了小麦白粉病的危害，减少了农药的使用量，为无公害农产品的生产作出了有益的贡

献。 

育成的中筋小麦新品种扬麦 11、16，目前是江苏淮南麦区中筋类小麦的主体品种，在

江苏、安徽、上海、浙江、河南、湖北等地广泛种植，并被列入江苏和安徽良种推广补贴计

划。其中扬麦 11 是江苏省种植面积 大的小麦品种，年种植面积超过 33.3 万公项，累计种

植 217.6 万公项，增产粮食 9.8 亿 kg，增加经济效益 13.7 亿元，已成为继扬麦 158 后江苏

省新一轮品种更换的主体品种之一， 2005 年获江苏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在近几年江苏省小麦良种补贴政府招标采购中，扬麦系列品种覆盖率均稳定占红麦面积

的 80%左右，为该区域小麦产业的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以扬麦为代表的江苏红皮小

麦品质独特，弱筋小麦逐步取代进口，中筋小麦成为全国面粉企业的抢购品种。虽然国家收

购保护价红麦比白麦低，但市场调出价却明显高于白麦。因此，扬麦系列品种的育成，有力

地促进了我国长江下游弱筋小麦优势产业带的建设。同时，扬麦系列品种已成为长江中下游

麦区重要的种质资源，为其他育种家创新品种提供了难得的亲本材料，如镇江地区农科所利

用我所育成的抗白粉病种质 99G59 育成了镇 05185
[2,3]

。 

（二）、扬稻系列品种 

育成扬稻系列品种 41 个，获得各级奖励 23 项。其中“扬稻 2 号”获国家星火一等奖，

“扬稻 6 号”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扬稻 6 号、丰优香占、扬两优 6 号、K 优 818、扬辐粳 7 号、8 号等品种分别被列入国

家重点推广计划、国家成果转化资金和江苏省科技成果转化等项目。扬粳 9538、扬辐粳 8

号等品种一度成为江苏省粳稻主栽品种。丰优香占、扬两优 6号被列为全国南方稻区主推品

种，其中扬两优 6 号推广面积位列全国两系杂交稻推广面积前三名。 

 “扬稻 6 号” 的育成，解决了水稻品种高产与优质、多抗结合的难题，是我国水稻辐

射育种 3 个代表品种之一
[4]
。列入科技部重点推广项目，成为高产优质主栽品种。同时，扬

稻 6 号已成为目前我国两系杂交籼稻中应用范围 广、面积 大、效果 好的骨干恢复系，

用其配制的超级稻两优培九、扬两优 6 号、丰两优 1 号和红莲优 6 号等杂交组合，在全国大

面积推广应用。据农业部统计，2000～2007 年以扬稻 6 号配制的两系杂交籼稻的种植面积

达 713.3 万 hm2，占同期全国两系杂交籼稻种植面积的 57%。2007 年全国推广面积在前 5 位

的两系杂交稻品种中，有 4 个品种的父本来源于扬稻 6 号。扬稻 6 号作为骨干恢复系在杂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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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中的应用，推进了长江中下游杂交籼稻主体品种的新一轮更新，推动了我国两系杂交籼

稻的快速发展
[5]
。 

（三）、扬油系列品种 

先后育成扬油系列品种 8 个，获得各级奖励 5 项。其中扬油 4 号、扬油 6号被列为全国

重点推广新品种。特别是近年来育成的扬优 8号，其丰产性、广适性可与目前的当家品种秦

优 7 号媲美，经多点示范，受到生产上的一致好评。今年秋播将进入大面积推广。 

 

二、抢抓保护时机、注重保护意识 

一个品种的育成需要 8-10 年的时间，如何抓住申请品种权保护的时机，需要育种家和

品种经营者共同思考。 

自 1999 年国家颁布实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2000 年,“扬”字头的品种开始进行

品种权申请，扬稻 6 号是第一个获得授权的品种，到目前为止，共有 39 个品种申请了品种

权保护，其中 28 个品种已获得植物新品种权授权，11 个品种已获植物新品种权保护申请公

告。在获得植物新品种权的品种中，水稻品种 16 个（包括 5个恢复系），小麦品种 9个，油

菜品种 3 个；已获植物新品种权保护申请公告的品种中水稻 5 个，小麦 4 个，大麦 1 个，油

菜 1 个。申请保护的品种占 2000 年以来育成品种的 85%。 

由于江苏金土地种业有限公司是江苏里下河地区农科所的控股企业，江苏里下河地区农

科所育成的品种全部由江苏金土地种业有限公司负责市场运作。当一个品种在区试中有较好

表现被提升进入生产试验时，种业公司同步开展布点示范，如果示范结果非常满意，种业公

司将提请品种育成单位及品种培育人共同商讨品种权的申报事宜，这样品种一经审定，品种

也能如期取得权利保护。如水稻品种“丰优香占”，2001 年申请品种权，2002 年通过江苏省

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名；小麦品种“扬麦 15”，2003 年申请品种权保护，2004 年通过国家

品种审定。 

在品种权保护意识上，作为品种培育人和经销商都要具备强烈的保护意识。首先，品种

育成单位要在制度上对科技人员进行约束，要求科技人员明确职务育种的品种权应归属于单

位所有，不得私自转让新品种或育种材料，侵占国家和单位利益；也不得将职务育种的品种

权归为已有，自己不推广应用也不同意单位推广应用；更不能对别人的授权品种进行模拟组

合，实施变名侵权。要求参与项目研究的人员必须承担保密义务，保护好培育的品种，防止

品种或中间材料流失、被盗；要求把握时机，对有苗头、有价值或潜在商业价值、易被侵权

的品种及时申请保护，防止一些新品种因丧失了新颖性而无法实行品种权保护等。 

其次，品种营销人员在进行品种（系）或组合材料布点试验的时候，尤其是常规品种（系），

一定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主人翁精神，要像保护自己的财产一样来保护种源，防止品种流失。 

三、做好品种保护，实现效益 大化 

品种权的运作，常采用品种权转让、品种权实施许可、合作开发、自行开发等方式。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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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方式要视种子企业的品种来源而定。 

江苏金土地种业有限公司在品种权运行战略上，紧紧依靠江苏里下河地区农科所的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种优势，将品种权运作贯穿到种子生产与市场销售的全过程。 

(一)、严格控制授权品种的种子生产管理。对于委托生产、自我经营的，公司与种子

生产商签订严格的种子生产合同，明确私自将种源外流的违约责任，严防种子的外流；对于

授权生产、授权经营的，公司与种子经销商签订严格的种子授权许可生产销售合同，明确私

自将生产规模扩大，私自上包装、窜货销售等违约责任，严格控制其生产规模、销售区域，

确保自身品种权益和其他授权经销商应得的利益不受损害。 

对所有委托生产和授权生产的种子都要由公司通过统一设计专用包装袋，并根据委托生

产和授权生产的种子数量严格控制包装物数量的发放；同时，在每只包装袋上加贴专用防伪

标签，强化品种溯源性控制，严格控制种子销售的区域范围
[6]
。 

(二)、严格规范和控制授权品种的种子销售。授权许可销售的，公司与特约经销商签

订严格的种子销售合同，明确超范围经营、窜货销售、低价倾销等违约责任，严格控制其种

子销售的区域范围及其销售价格，防止经销商的主动和被动窜货销售，直接和间接低价倾销

等，确保授权品种的销售政策顺利实施。 

(三)、要加强授权品种的种子生产和种子销售市场监管，严格防范个别生产商和经销

商私自扩大授权生产规模、私上包装、窜货销售、低价倾销等侵权行为的发生。 

 

四、关注市场动向，维护自身权益 

品种权转化为经济效益，离不开扎扎实实、面广量大的维权工作。如果维权工作不到位，

不但会丧失育种单位的既得利益，而且还会像“劣币驱逐良币”那样，动摇守法经营者的信

心。 

在维权方面，一是利用《江苏农业科技报》、《种子种苗》等报刊和给全国有关种子企业

寄发信函等，多次发布了扬麦、扬稻系列品种的维权声明，并通过省内外种子管理站加强了

扬麦、扬稻系列品种的生产许可证发放管理。二是结合稻麦油种子销售及品种权市场运作，

及时与授权经销商沟通，并多次组织人员深入宝应、兴化、南通、盐城、宣城、合肥等省内

外各级销售代理区域，进行了种子市场巡查、监控，发现有侵权和假冒行为，立即派员进行

调查、取证和协调处理工作。三是除及时与相关单位协商处理、并发出相应的侵权处理意见

函外，还针对假冒、窜货等不同侵权行为，请求工商、公安、农业执法和法院等部门协助开

展维权打假行动，有效地抑制了假冒、窜货、侵权等嚣张势头。 

经过多年努力，逐步形成了“取证、委托、调解、诉讼”的品种权维护八字方针。所谓

“取证”，指在密切观察市场动态的基础上，及时搜集侵权行为的证据如包装袋、购物发票

等，如 2006 年，组织人员及时到安徽市场调查、搜集假冒扬麦的各种证据，并借助工商、

公安和农业执法部门的力量，一举查获了假扬麦 20 种子 50000kg，捣毁了制假窝点，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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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假冒扬麦品种的嚣张势头，有力地保护了扬麦品牌。所谓“委托”，指委托有关品种权代

理事务所或购买者与侵权者交涉。所谓“调解”，指发生纠纷立足于调解，尽量不激化矛盾，

力争以 小的维权成本获得 大的效果。所谓“诉讼”，指万不得已时则对簿公堂，用法律

武器来保护自己
[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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