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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
净化种业市场环境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

司 法 建 议 书

青中法建〔2024〕14 号

寿光市农业农村局：

寿光市是全国著名的“中国蔬菜之乡”“全国蔬菜品种

基地”，在蔬菜种植中各类新品种、新产品、新技术不断得

到推广应用，推动寿光及周边地区的蔬菜产业始终站在农业

最前沿，引领农业新潮流。青岛知识产权法庭跨域管辖包括

潍坊市在内的胶东半岛 6 市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近

年来，从办理的涉植物新品种案件情况看，潍坊市特别是寿

光地区涉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呈现出一定的多发、高

发态势。自 2020 年以来，青岛知识产权法庭管辖区域共受

理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 58 件，其中涉及潍坊辖区的

有 36 件，涉及寿光市的有 18 件，对当地蔬菜产业的健康发

展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对此，青岛知识产权法庭成立专门

调研组，到寿光市种业生产繁殖企业、种植户、销售商代表

等处走访调研、发放调查问卷，结合对案件情况的分析，发

现寿光市种业发展过程中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育苗企业

及个人数量众多，规范化管理程度有待提升。寿光市蔬菜品

种已由发展前期的育苗为主到如今主要以育种研发为主的

发展阶段。大型种业公司从事制种育种研发，其将种子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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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经销商，自身不从事育苗工作，购买蔬菜种子的大部分经

销商都有自己的育苗场或者合作苗场。据统计，寿光地区从

事种苗生产的单位和个人多达 400 家，行业人员众多，从业

门槛不高，规范化管理程度有待提升。二是缺乏种苗追溯备

案管理，品种权人的利益得不到切实保障。经营蔬菜种子需

要建立较为完备的生产经营档案确保种子来源合法，但种苗

尚未建立追溯备案管理制度，且种苗不易包装、保藏及固定

的特点，使得在种苗上明确表明商品来源的路径有限。现实

中很多经销商，打着植物新品种权的名义，实际销售的是假

冒品种权人的种苗，或是在正品种苗中掺杂一部分假冒或侵

权的种苗销售给二级经销商或是农户。侵权种苗进入市场后，

普通农户无法从种苗表面进行辨识，即使出现质量问题或假

冒品种权，也维权困难，极大损害品种权人及普通农户的利

益。三是种苗来源缺乏有效规制，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高

发。我国目前对种苗生产及销售还未建立起规范化市场准入

机制，经销商从大型种子企业购买种子后，往往自行或委托

合作苗场培育后，直接向二级经销商或者农户销售种苗。因

此，二级经销商或者农户无法通过标准化的索证索票等凭证

查验所购种苗的合法来源，存在较大的购买到假冒侵权蔬菜

品种苗的风险。且由于该行业具有育种制种周期长、销售环

节短的特点，实践中往往发生侵权行为还未被品种权人发现，

侵权交易早已完成的现象，无论是固定侵权证据还是计算损

害赔偿都困难重重。

为做深做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建设“既要抓末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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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已病，更要抓前端，治未病”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

央、省委和上级法院关于大力加强种业保护的部署要求，结

合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的审判实践，现就如何提升农

户蔬菜品种的知识产权维权意识，进一步净化种业市场环境，

有效防范植物新品种权侵权诉讼风险等，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引导种企加大自身管理，切实维护自身品种权利

益。一是与经销商签订《品种代理合同》《种子销售协议》

等，并出具销售发票，建立经销商公示制度，向农户公示种

企对外合法授权的经销商明细，并对规模较大经销商收取一

定数额的保证金，一旦发生查证属实的失信或是侵权纠纷，

将该经销商从公示名单剔除，并对保证金予以没收，净化种

苗市场环境。另外，在调研中发现，某大型种企对销售商实

行品种代理制，而非区域代理制。经销商只需要实施正常的

采购流程，签订合同，出具发票，封存样品即可，该公司会

在上述合同中添加种企对品种权负全责的相应保证条款，一

旦发生侵权纠纷，即经销商可以封样，并采取微信、视频、

照片等方式保留采购证据，证明其销售品种的合法来源。二

是种企对销售的种子建立进销货台账，并制作与采购数量相

对应的种苗标签及二维码，随种子销售时交付给销售商或是

农户，销售商或是农户培育出种苗后自行将上述标签及二维

码等粘贴在种苗外包装上，使购买者能够自动识别种苗来源，

做到自行核实品种权来源。另外，对于重点品种，有的种企

会在育苗期回收已经使用过的种子外包装袋，避免侵权人收

购废弃包装袋用以冒充，将侵权种子向不知情的种植户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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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用于证明自己合法来源，逃避侵权赔偿责任。三是种企

委托制种时，为防止丢种或是受托方违反区域或是约定的规

模及数量制种，根据繁种数量预估所需亲本数量，限量提供，

提供母本种子和父本花粉，而不是同时提供父母本种子。如

寿光某种业公司，其亲本种子数量就直接决定杂交种的上限，

对重要的茄科类杂交种（例如番茄，甜辣椒），可以采取只

让被委托单位和制种农户种植父本，由品种权人即种企提供

冷冻花粉来进行种子生产。品种权人应该建立更有效的自我

防范风险机制，避免蔬菜品种亲本流失。四是采取科学的经

销管理体系来避免串货的发生。种企应当平衡好各区域种子

销售价格，将价格控制在合理的利润空间内，加大自身约束

和行业规范，实现自我管理和提升，避免种子串货的发生。

五是建议种企对“一带一路”走出去发展尽快树立目标，明

确自身对“一带一路”市场的需求，制定符合种企自身特点

的发展路径，如对抗病性评估、持续科研创新引领需求、参

与国际竞争能力的判断等。在做好充分调研的前提下，走出

去的步子可以迈得更大些，切实掌握国外品种权保护及育种

方面的政策及制度，将自主研发的优质蔬菜品种引出国门，

尤其是生产出洁净健康的好种子，获得更大发展。

第二，行政主管部门加大对蔬菜品种权的全流程监管。

一是对农作物尤其是蔬菜品种权种苗管理应落实好生产经

营许可证制度。《山东省农作物种苗管理办法》已于 2023 年

12 月 10 日起试行，系全国首个规范种苗的地方性规章。该

办法对规范农作物种苗的生产经营许可和管理活动具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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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尤其是首次规定从事农作物种苗生产经

营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依法办理生产经营许可证。对种苗

实施强制性的生产经营许可证制度开全国之先河，对全国种

苗行业的有序发展起到示范作用，应切实落到实处。二是建

立蔬菜种苗索证索票备案制度，全流程留痕管理。对于种苗

生产经营单位，应建立规范的种苗生产、包装、销售流通等

环节的原始记载或者索证索票台账备案制度，为种苗生产经

营建立个性化档案，确保种苗来源清晰，流向清楚，从种子

到种苗实现全流程留痕管理。三是加强种苗的分类监管，建

立品种标签明示制度。要求种苗生产经营者建立品种标签明

示制度，对销售的种苗附有标签和使用说明，标签和使用说

明标注的内容应当与销售的种苗相符，种苗生产经营者负责

标签和使用说明的制作和粘贴。例如，调研中发现有的种业

企业，对其出售的种子培育后的种苗，会制作专门的带二维

码的专用穴盘，当农户在收到苗后，可以按照其宣传介绍的

方法，先核对穴盘颜色，再扫二维码，最终确认种苗是否系

真正来源于该种业企业的正品种子。四是建立完善种苗安全

追溯体系，打造蔬菜品种权大数据平台。尽快打造蔬菜品种

权大数据平台，实现品种权种子、种苗来源追溯以及销售商、

菜农各环节的全面查询，快速有效进行引导。同时创新智慧

监管与联合执法新模式，全方位推动种子市场监管。依托市

镇村三级网格，将种子种苗企业纳入网格化监管系统。切实

打击种子种苗侵权和假冒伪劣行为，规范种子种苗行业市场

经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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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积极发挥行业协会的引领作用，倡导种企诚信经

营、良性发展。指导行业协会定期举办植物新品种权保护法

治培训，引导行业规范经营，树立行业标兵，推广经验做法，

营造蔬菜种业的良好法治氛围。对于守法经营的种企或者销

售商，予以定期向社会公示，引导农户到正规企业或者销售

商处购买来源合法的种苗，实现对品种权人利益及种植农户

利益的双保护。

以上建议，请予以研究处理。并请于收到本建议书之日

起 30 天内将相关工作情况函告我院。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4 年 11 月 27 日

抄送：青岛市委依法治市办、潍坊市农业农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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