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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种业企业知识产权创造能力
及其对策研究

作者：任静 苏颖异
中国农科院农业知识产权研究中心

一、背景

知识产权已经成为了全球种业竞争的核心要素

随着农业全球化发展，跨国种业集团正大举进入我国种
业市场，利用知识产权将自身的研发优势转化为市场竞
争优势，抓紧抢占资源和市场，不断挤压国内种子企业
的生存和发展空间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我国种业企业虽然逐渐成为国内种业知识产权创造和运
用的主体，但是知识产权的创造力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面对这种国际和国内形势，提高我国种业企业自主知识
产权创造力和核心竞争力是决定国内种业能否在激烈的
国际竞争中利于不败之地的关键

二、我国种业企业知识产权申请和拥有量

（一）品种权

单位性质 申请 比例（%） 授权

科研院所 4016 60.8 1942

表1 国内品种权申请授权表（截止到2010年6月30日）

品种权是现代种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种业企业已成为我国品种权申请
的重要主体，从表中可以看出，到2010年6月底，我国种业企业的品种权的
申请量占33.2%，仅相当于科研院所的一半。

企业 2189 33.2 1017

其他 395 6.0 129

合计 6600 100 3088

以农业部批准设立的268家种子企业为例，只有103家
（38.4%）申请了品种权，平均每家企业的申请量约8件，
授权量5件。而且多数企业也实际上并不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品种。权的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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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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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 跨国种业公司在我国主要作物的品种权分布
作 物 玉米 水稻 百合 菊 马铃薯

总申请量 61 9 33 65 13

1
申请人 孟山都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
本田技研工业株

式会社

荷兰迈克百
合育种权利

公司

荷兰菲德
斯金砧育
种公司

法国吉
美柯帕

公司

申请量 37 8 12 23 5
比例 60.7% 88.9% 36.4% 35.4% 38.5%

申请人 杜邦先锋 今井隆 范赞藤花卉
种球公司

荷兰徳丽
公司

荷兰农
业（马
铃薯）

2
种球公司 公司 集团公

司
申请量 18 1 6 10 3

比例 29.5% 11.1% 18.2% 15.4% 23.1%

3

申请人 德国KWS种子
股份有限公司 ---- 其他（全部

为荷兰公司）

其他（荷
兰公司2个；
韩国公司1

个）

其他
（全部
为荷兰
公司）

申请量 6 ---- 15 10 5

比例 9.8% ---- 45.5%
荷兰

:13.7%;韩
国:1.5%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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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2010年6月底，共有14个国家的单位和个人（公司
占66%，科研单位占28%，个人占6%）在我国申请了22种
作物的品种权，总申请量（393件）占到了我国总申请量
的6%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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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专利

1985-2009年，我国
共受理涉农发明专

利38785件

国内（不含港澳台）
25756件：

科研单位：10372件
农业企业：4082件

个人：11302件

国外12715件：
科研单位：865件
国外公司：11057件

个人：793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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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建
立
的268

家

2

家
申
请
了
专

92

件
。
其
中29

家

5

件
发
明
专
利

在29家种业企业申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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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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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种 有 常有 ，农
业科研单位还是我国育种专利的主要申请来源。

与跨国公司相比，差距更大:

农作物育种与农业转基因技术领域发明专利

育种方法：661件，占35.2%
农业转基因技术：1223件，占64.8%

国外1884件，占44.8%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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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种方法：1780件，占76.7%
农业转基因技术：540件，占23.3%

国内2320件，占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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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我国转基因作物育种专利申请人排行榜
排序 申请人 申请量

1 孟山都技术有限公司（Monsanto） 75
2 巴斯夫植物科学有限公司（BASF） 74
3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62
4 中国农业大学 55
5 华中农业大学 52
6 先正达参与股份公司（Syngenta） 45
7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 41
8 先锋高级育种国际公司(pioneer) 41
9 上海交通大学 37
10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34
11 浙江大学 33
12 杜邦公司(dupont) 29
13 克罗普迪塞恩股份有限公司（Cropdesign） 28
14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28
15 诺瓦提斯公司(Novartis) 25
16 复旦大学 21
17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20
18 拜耳生物科学公司(Bayer) 20
19 农业经济有限责任公司(Agrinomics) 18
20 曾尼卡农业化学有限公司(Zeneca) 18

合计 756

国外公司申请373件，占49%，主要集中在孟山都，先
正达，杜邦，拜耳等国际大公司

国内申请383件，占51%，主要被科研院校如中科院、
中国农科院、中国农业大学申请。中国农科 中国农 学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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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内科研院校在
专利竞争方面的差距尤为突出。

三、我国种业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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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主要是科研院所向企业转让
品种权，而且主要集中在玉米，水稻和小麦这三种大田作
物

序
号

企业 申请量 授权量 与科研院所合作
受让的
申请权

受让的
品种权

科研院 所 企业 科研院 所 企业
1 北京金色农华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53 25 1 0 0 1 0

2
吉林吉农高新技术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 42 39 0 7 0 18 0

3 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14 10 0 1 0 1 0
4 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146 95 0 17 0 7 0
5 湖北省种子集团有限公司 9 6 1 0 1 0 0

6
海南神农大丰种业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21 16 0 1 1 0 0

7 北京中农种业有限责任公司 1 0 0 1 0 0 0

8 北京中农大康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5 4 1 0 0 0 0

9 北京银土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2 1 1 0 0 0 0

10 中种集团 12 7 2 0 1 0 0

11 辽宁铁研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2 0 2 0 0 0 0

12 安徽隆平高科种业有限公司 13 6 0 0 1 0 1

13 农友种苗（中国）有限公司 2 1 0 0 1 0 0

14 山东洲元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9 9 0 0 2 0 6

15 河南敦煌种业新科种子有限公司 3 1 10 0 0 0 0

16 湖南隆平种业有限公司 37 34 0 1 0 0 0
17 德农正成种业有限公司 9 7 1 1 0 0 0

18 四川西南科联种业有限责任公司 1 1 1 0 0 0 0

19 四川川单种业有限责任公司 1 1 1 0 0 0 0

合计 382 263 12 28 9 2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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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稻占3.8%，杂交稻占15.9%，冬小麦
占5.0%，玉米占24.1%，

其中268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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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种业企业知识产权创造能力的问题与建议

种业企业知识产权创造能力分散，很难形成与跨
国公司竞争的制衡力量问题之一

种业企业知识产权的质量不高 发明专利申请问题
问题之 二

问题之三

种业企业知识产权的质量不高，发明专利申请
量和拥有量微乎其微，企业品种推广面积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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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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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加快培育“育繁推一体化”的大型种业集团

其次，加大品种原始创新的支持力度

最后，加强种业知识产权联盟成员间的协调统一

政策建议政策建议政策建议政策建议
谢谢!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