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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针对种子市场中知识产权侵权这一问题，从基础理论与实践模式研究两个层次上进行了一定的探
索，以建立植物新品种权保护为核心，以借助商标权、专利权、商业秘密保护等其他知识产权权利保
护为补充的多层次、多渠道的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模式为目的，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特别是在商业
秘密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组织建设方面进行了一定的开拓性研究。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种业知识产权保护研究>>

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概述  第一节  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涉及的农业知识    一、育种的概念和特
征    二、育种的主要类型和方式    三、转基因植物育种    四、种子的生产  第二节  种业知识产权的范围
和特点    一、种子产业的概念    二、知识产权的概念及划分    三、种业知识产权的范围及体系    四、种
业知识产权的特点  第三节  知识产权保护对世界种业发展的影响    一、知识产权保护刺激了社会对种
业的投入    二、知识产权保护逐步使科技创新成为企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三、知识产权保护带动了
种业上、下游产业的整合  第四节  种业不同阶段的保护关键点    一、育种阶段有关新品种的保护    二
、种子生产和经营阶段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第二章  利用新品种权对种业的保护  第一节  植物新品种权保
护的发展和现状    一、世界植物新品种权保护历史和现状    二、我国植物新品种权保护历史和现状    
三、植物新品种保护发展分析  第二节  与植物新品种保护相关的法律体系    一、国际公约    二、我国
现行保护植物新品种的相关法律    三、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的主要内容  第三节  植物新品种
权相关法律问题    一、法律与农业对品种含义规定上的差异    二、植物新品种的概念    三、品种权的
新颖性    四、品种权的权利结构    五、品种权保护的主要制约因素    六、品种权发展趋势的探讨  第四
节  利用植物新品种权保护的实务操作    一、品种权的取得    二、品种权的使用和转让    三、品种权的
保护    四、品种权案件的类型以及诉讼所涉及的法院第三章  利用专利权对种业的保护  第一节  专利法
律制度的基本内容和基本原理    一、专利法律制度概述    二、专利法律制度基本原理  第二节  利用专
利权对种业的保护    一、专利中的“技术方案”与“植物新品种”之间的差异    二、专利权的内容与
植物新品种特点的冲突    三、专利权保护植物新品种的法律问题  第三节  利用专利权对基因和微生物
进行保护    一、专利法中“生物材料”的概念及范围    二、生物材料中可申请专利的具体事项    三、
对生物材料说明书公开方式和程度的要求  第四节  专利制度保护植物新品种的分析和作用  第五节  利
用专利保护种业知识产权的操作步骤    一、概述    二、专利申请的基本程序和要求    三、专利权的终
止和无效    四、专利权的行使、转让和保护第四章  利用商业秘密对种业的保护  第一节  对商业秘密含
义的解析    一、德国对商业秘密概念的规定    二、美国法律中对商业秘密概念的规定    三、Trips协议
中有关商业秘密的规定    四、我国法律中对商业秘密概念的规定    五、商业秘密应有的基本含义  第二
节  商业秘密法律制度的内在原理    一、商业秘密一般特征和使用范围    二、商业秘密法律制度的一般
表现形式    三、商业秘密法律应该确认的事项和确认的方式    四、商业秘密所有人应有的权利内容    
五、世界主要国家保护商业秘密的法律形式  第三节  种子行业中所涉及的商业秘密内容    一、育种过
程中的商业秘密    二、种子生产过程中的商业秘密    三、种子销售环节的商业秘密  第四节  种子行业
中侵犯商业秘密的主要方式及对策    一、我国种子企业保护商业秘密的现状    二、当前侵犯商业秘密
的主要形式    三、种子企业泄密的主要形式    四、种子行业单位应该掌握的基本材料和知识  第五节  
种子行业保护商业秘密应该采取的对策及基本措施    一、制定单位应该具有的商业秘密的名录    二、
商业秘密数据库的建立    三、制定和颁布保护商业秘密的规章制度    四、签订保密条款    五、签订限
制竞业的合同  第六节  对商业秘密的经营利用    一、许可使用    二、投资人股    三、转让  第七节  利用
商业秘密对种业知识产权保护的操作    一、制定单位应该具有的商业秘密的名录    二、对单位所有商
业秘密数据库的建立    三、对已经建立的数据库的管理与使用    四、制定和颁布保护商业秘密的规章
制度    五、与单位职工签订保密条款    六、与单位职工签订限制竞业的合同第五章  利用其他法律制度
对种业的保护  第一节  利用商标制度对种业的保护    一、商标的法律特征和使用范围    二、对商标的
经营和管理  第二节  利用商标权保护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操作    一、商标基本制度    二、商标申请注册
的操作步骤    三、保护商标的一般步骤操作  第三节  利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植物新品种    一、我国
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所规定的主体问题    二、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所规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类型    三
、在种业知识产权保护中可能发生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四、利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种业知识产权的
主要方式  第四节  利用地理标志保护植物新品种    一、地理标志的概述    二、利用地理标志对种业知
识产权的保护第六章  种业知识产权保护组织  第一节  种业知识产权保护组织的社会定位    一、国内外
种业知识产权保护组织现状    二、种业知识产权保护组织的社会定位  第二节  种业知识产权保护组织
的特征    一、种业知识产权保护组织的一般特点    二、植物新品种保护组织的组织形式附录1  国际植
物新品种保护公约（1978年文本）附录2  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1991年文本）附录3  中华人民共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种业知识产权保护研究>>

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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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概述　　知识产权对于国家经济发展和增强国际竞争力有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保护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文明和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
种子是农业生产的基本生产资料，是农业科技的载体，也是农业单产提高和品质改良的根本内因。
因此，种子产业关系到农业的发展，甚至影响国计民生。
加强种子行业知识产权保护和利用，对于鼓励科学研究，促进科技创新，推动我国农业和国民经济发
展具有深远意义。
　　自1980年我国加人世界知识产权保护组织以来，知识产权保护意识逐步得到加强，法律体系逐步
建立。
l997年我国颁布了《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1999年正式加入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UPOV）。
2001年加入WT0以后，按照《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的要求，成员国必须对植物
新品种给予保护，这进一步推动了我国种业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自1999年农业部和国家林业局正式受理和授予植物新品种权以来，植物新品种权的数量快速增长
，极大地推动了我国育种工作以及种业的发展。
但同时，我国种业知识产权的保护时间比较短、相关的法律理论研究尚不完善、保护机制不健全、企
业知识产权保护的模式比较单一，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我国种业的创新和发展。
　　第一节 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涉及的农业知识　　育种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从大的方面划分，可
以分为动物遗传育种和植物遗传育种两个方面，本书只探讨与植物遗传育种相关的问题。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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