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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知识产权已经成为了全球种业竞争的核心要素，如何

迅速提高我国种业企业自主知识产权创造力， 是决定我国种业

能否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 本文以经农业

部批准设立的 268 家“育繁推一体化”种子企业为对象，通过调

查分析这些主要种业企业的专利、 品种权等知识产权申请和拥

有情况，弄清我国种业企业的知识产权创造力现状，提出如何提

高我国种业企业知识产权创造力和核心竞争力的措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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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6 月 5 日国务院发布的《国家知识产权战

略大纲》明确提出：推动企业成为知识产权创造和运用

的主体， 知识产权将是决定种子企业市场竞争力的核

心要素。 因此， 我国种业企业的知识产权创造能力如

何，将成为决定我国民族种业竞争成败的关键。本文主

要以经农业部批准设立的 268 家“育繁推一体化”种子

企业为对象，通过调查分析这些主要种业公司的专利、
品种权等知识产权申请和拥有情况， 弄清我国种业企

业的知识产权创造力现状， 据此提出如何提高我国种

业企业知识产权创造力和核心竞争力的措施建议。

1 我国种业企业知识产权申请和拥有量

构成种业企业竞争要素的知识产权包括专利、品

种权、商标、著作权等多种类型，本文重点以最为核心

的专利和品种权为对象进行分析。
1.1 品种权 品种权是现代种业发展的决定性要素，
种业企业已成为我国品种权申请的重要主体， 截止到

2010 年 6 月 30 日， 我国种业企业的品种权申请量占

到了国内总申请量的 33.2%，授权量占到了 32.9%（表

1），向国外的品种权申请授权量也在不断增加。但是总

体来看， 科研单位作为新品种选育和品种权申请的主

体格局还并没有改变[1]，来自企业的品种权申请仅相当

于科研院所的一半（表 1）。
按照 8700 家种业企业基数计算，平均 4 家种业企

业才有 1 件品种权申请，8 家企业拥有 1 件品种权，由

此可见， 大量的种业企业并不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

种。 在农业部批准设立的 268 家“繁育推一体化”种子

企业中，只有 103 家（38.4%）申请了品种权，多数“育繁

推一体化”企业实际上并不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种。
在申请品种权的 103 家“育繁推一体化”企业中，平均

每家企业的申请量约 8 件，授权量 5 件。 与之相比较，
目前全国有 450 多家科研单位从事种子研究工作[2]，平

均一个科研单位的品种权申请 10 件。 从平均的品种权

申请量来看， 即使是排列前 100 位的种业企业都还没

有达到科研单位的平均水平。
和拥有近 3 万件专利的孟山都等国际种业跨国公

司比较， 我国任何一家科研单位和企业都还不能达到

其国际市场竞争实力，不仅如此，随着国外跨国公司的

快速进入， 我国科研单位和企业也在丧失国内市场竞

争优势。 截止 2010 年 6 月底，国外在我国的品种权总

申请量（393 件）占到了我国总申请量的 6%，其中，跨

国种业公司在我国申请的玉米品种权的 60%被孟 山

都占有，30%被杜邦先锋占有；跨国种业公司在我国申

请的花卉品种权几乎全部被荷兰跨国公司所垄断。
1.2 专利 通过对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数据库中 IPC
分类号含有 A01（涉及农业、林业、畜牧业、狩猎、诱捕、
捕鱼）的全部专利检索结果表明，从 1985 年到 2009 年

的 25 年间，我国共受理涉农发明专利 38785 件。 受理

国内申请（不含港澳台地区）25756 件，其中科研单位

申请 10372 件，农业企业申请 4082 件，其余为个人申

请； 受理共来自 58 个国家和地区的国外申请 12715
件， 其中国外科研单 位申请 865 件， 国 外公司申请

11057 件，其余为个人申请量。
在农业企业中，种业企业占有很大的比重，我们通

过对农业部批准设立的 268 家种业企业进行专利检索

发现 1，有 72 家申请了专利，共申请 292 件专利，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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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专利 75 件，占 25.7%；实用新型 22 件，占 7.5%；
产品包装袋外观设计 195 件，占 66.8%。 少量企业如中

种集团，在国外申请了 6 件专利。
在 72 家申请专利的种业企业中，申请发明专利有

29 家，平均每家拥有量不到 3 件，最多的山东登海种

业股份有限公司和北京金色农华种业科技有限公司分

别拥有 9 件。和农业科研单位比较，中国农业科学院有

158 项育种专利申请， 比中国种业 268 家企业的发明

专利申请总量还多。 显然种业企业拥有的专利量还非

常有限， 农业科研单位还是我国育种专利的主要申请

来源。在种业企业申请的 75 件发明专利中，有 51 件还

处于审查中，15 件无权，而有权的专利仅有 9 件，种业

企业的专利拥有量还几乎是空白。
和跨国公司比较，国内比较大的丰乐种业、登海种

业、敦煌种业、隆平高科和万向德农等 5 家种业上市公

司 2009 年在研发上的投入为 4400 万元, 不到孟山都

公司 2008 年研发投入 9.8 亿美元的 1%。 高研发投入

高知识产权产出。 在农作物育种和农业转基因技术领

域，我国共受理农业发明专利 4204 件，其中国外在我

国 申 请 1884 件 ， 占 44.8%， 国 内 申 请 2320 件 ，占

55.2%。 在来自国外的专利申请中，育种方法专利 661
件 ， 占 35.2% ； 农 业 转 基 因 技 术 专 利 1223 件 ，占

64.8%； 来自国内的专利申请中， 育种方法专利 1780
件，占 76.72%，农业转基因专利仅 540 件，占 23.28%。
也就是说，来自国内的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育种技术，
来自国外的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农业转基因技术，在

共受理的 1763 件农业转基因技术专利中，来自国外的

申请占 70%，跨国公司在我国农业转基因技术领域的

技术竞争优势非常明显。以孟山都为例，孟山都在我国

的农业转基因技术的专利申请量最多， 拥有 61 件，主

要集中在高品质性状基因、 抗除草剂基因和抗虫基因

等功能基因和转化事件等核心技术领域； 来自国内的

申请占 30%，其中种业企业申请量（50 件）占农业转基

因技术专利总量的 2.8%，而且农业部评定的 268 家种

业企业只有 4 家企业申请了 5 件农业转基 因技术专

利， 可见我国种业企业与跨国种业集团在专利竞争方

面的差距尤为突出。

2 我国种业企业的知识产权创造能力分析

由于申请权和知识产权转移等引起的主体变更，
种业企业的品种权、 专利的申请量和拥有量并不能完

全反映种业企业的知识产权创造力。
截止到 2010 年 3 月，我国签订申请权与品种权转

让协议的品种达到了 183 种（表 2、表 3），其中主要是

科研院所向企业转让品种权。 在农业 部批准设 立的

268 家种业企业中，有 19 家企业与科研单位或公司进

行了品种权的合作申请和转让， 其中山东登海种业股

份有限公司申请的 146 件品种权中，有 24 件是从莱州

农业科学院受让的品种申请权或品种权， 吉林吉农高

新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品种权的 40%是从吉林省

农科院购买的， 也就是说在企业的品种权申请和拥有

量中有一部分是来自于科研单位培育的品种。
种业企业的 知识产权创 造能力不仅 体现在其创

造的知识产权数量， 还体现为创造的知识产权 的质

量。 通常品种的推广面积是衡量品种质量 的重要指

标。 通过统计 2008 年水稻、玉米、冬小麦推广面积前

50 位的作物品种发现， 我国种业企业培育的作物品

种推广面积所占份额很少（表 4），常规稻占 3.8%，杂

1 268 家种业企业的专利检索日期截止到 2010 年 3 月底，由于这 268 家

企业的专利申请和授权量并没有增加很大的比例，所以这里并不影响分

析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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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稻 占 15.9%，冬 小 麦 占 5.0%，玉 米 占 21.2%，其 中

268 家“育繁 推一体化”种 业 企 业 培 育 的 作 物 品 种 推

广 面 积 ：常 规 稻 占 1.5%，杂 交 稻 占 2.4%，冬 小 麦 占

4.1%，玉米占 12.6%；其余全部 被科研院所 和跨国种

业集团占有。

3 建议

通过我国种业企业知识产权创造能力分析表明，我

国种业企业中已经涌现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创造能

力的企业，尤其是在品种权创造方面具有了一定的实力。
但是， 也看出我国种业企业在知识产权创造方面还存在

以下不足。首先，企业还没有成为种业行业的知识产权创

造主体，科研单位还是育种专利、品种权创造的主力军；
其次，种业企业知识产权创造能力分散[3]，大多数种业企

业都不拥有专利、品种权，拥有知识产权的少量企业也是

零散的拥有几件，很难形成与跨国公司竞争的制衡力量；
第三，企业创造的知识产权的质量还不高，种业企业的发

明专利申请量和拥有量都还微乎其微[4]，在申请和取得的

品种权中，推广面较大的品种也还十分罕见。 为此，需要

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 迅速提升种业企业的育种创新能

力，推动种业企业成为知识产权的创造主体。
3.1 加快培育“育繁推一体化”的大型种业集团 提

高种子生产经营准入标准，促进种子企业之间、种子企

业与研发单位之间的兼并重组，最大限度地整合资源，
推进品种选育和推广，走上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

体的发展道路。
3.2 加大品种原始创新的支持力度 完善公共投资

项目的知识产权分享机制， 引导优势科研单位加强育

种理论方法、分子技术、品种检测技术、种子生产加工

和检验技术等基础性研究， 持续为企业的商业育种提

供理论、方法和育种材料，克服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

挤出效应，发挥公共投资的基础带动功效，激励和带动

社会资源投入育种创新。
3.3 加快组建种业知识产权联盟 针对我国育种科

技创新资源主要分布在科教单位、 企业创新能力较弱

的现状，以国家项目为基础，建立协调一致的种业知识

产权联盟，完善以知识产权为纽带的利益分享机制，协

调各单位以及各环节之间的关系， 实现联盟内知识产

权的协同创造、集中管理、统一运用，联盟对外的协调

统一，最大限度地凝聚资源形成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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