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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纠

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

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

为正确处理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

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有关规定，结

合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的审判经验和

实际情况，就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规定

如下：

为正确处理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

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

民共和国种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北

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决定》

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专利

等知识产权案件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决定》

等有关规定，结合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

件的审判经验和实际情况，就具体应用法律

的若干问题规定如下：

第一条 植物新品种权所有人（以下称品种

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认为植物新品种权受

到侵犯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前款所称利害关系人，包括植物新品种

实施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品种权财产权利

的合法继承人等。

独占实施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可以单独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排他实施许可合同的

被许可人可以和品种权人共同起诉，也可以

在品种权人不起诉时，自行提起诉讼；普通

实施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经品种权人明确授

权，可以提起诉讼。

第一条 植物新品种权所有人（以下称品种

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认为植物新品种权受

到侵害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前款所称利害关系人，包括植物新品种

实施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品种权财产权利

的合法继承人等。

独占实施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可以单独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排他实施许可合同的

被许可人可以和品种权人共同起诉，也可以

在品种权人不起诉时，自行提起诉讼；普通

实施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经品种权人明确授

权，可以提起诉讼。

第二条 未经品种权人许可，为商业目的生

产或销售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或者为商业

目的将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

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

为侵犯植物新品种权。

被控侵权物的特征、特性与授权品种的

第二条 未经品种权人许可，生产、繁殖或

者销售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或者为商业目

的将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

一品种的繁殖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

侵害植物新品种权。

被诉侵权物的特征、特性与授权品种的



特征、特性相同，或者特征、特性的不同是

因非遗传变异所致的，人民法院一般应当认

定被控侵权物属于商业目的生产或者销售授

权品种的繁殖材料。

被控侵权人重复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

为亲本与其他亲本另行繁殖的，人民法院一

般应当认定属于商业目的将授权品种的繁殖

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

特征、特性相同，或者特征、特性的不同是

因非遗传变异所致的，人民法院一般应当认

定被诉侵权物属于生产、繁殖或者销售授权

品种的繁殖材料。

被诉侵权人重复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

为亲本与其他亲本另行繁殖的，人民法院一

般应当认定属于为商业目的将授权品种的繁

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

料。

第三条 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涉及的

专门性问题需要鉴定的，由双方当事人协商

确定的有鉴定资格的鉴定机构、鉴定人鉴定；

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指定的有鉴定资格

的鉴定机构、鉴定人鉴定。

没有前款规定的鉴定机构、鉴定人的，

由具有相应品种检测技术水平的专业机构、

专业人员鉴定。

第三条 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涉及的

专门性问题需要鉴定的，由双方当事人协商

确定的有鉴定资格的鉴定机构、鉴定人鉴定；

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指定的有鉴定资格

的鉴定机构、鉴定人鉴定。

没有前款规定的鉴定机构、鉴定人的，

由具有相应品种检测技术水平的专业机构、

专业人员鉴定。

第四条 对于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涉

及的专门性问题可以采取田间观察检测、基

因指纹图谱检测等方法鉴定。

对采取前款规定方法作出的鉴定结论，

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质证，认定其证明力。

第四条 对于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涉

及的专门性问题可以采取田间观察检测、基

因指纹图谱检测等方法鉴定。

对采取前款规定方法作出的鉴定意见，

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质证，认定其证明力。

第五条 品种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向人民法

院提起侵犯植物新品种权诉讼时，同时提出

先行停止侵犯植物新品种权行为或者保全证

据请求的，人民法院经审查可以先行作出裁

定。

人民法院采取证据保全措施时，可以根

据案件具体情况，邀请有关专业技术人员按

照相应的技术规程协助取证。

第五条 品种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向人民法

院提起侵害植物新品种权诉讼前，可以提出

行为保全或者证据保全请求，人民法院经审

查作出裁定。

人民法院采取证据保全措施时，可以根

据案件具体情况，邀请有关专业技术人员按

照相应的技术规程协助取证。

第六条 人民法院审理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纠

纷案件，应当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

的规定，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判决侵权人承

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人民法院可以根据被侵权人的请求，按

照被侵权人因侵权所受损失或者侵权人因侵

权所得利益确定赔偿数额。被侵权人请求按

照植物新品种实施许可费确定赔偿数额的，

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植物新品种实施许可的种

类、时间、范围等因素，参照该植物新品种

实施许可费合理确定赔偿数额。

依照前款规定难以确定赔偿数额的，人

民法院可以综合考虑侵权的性质、期间、后

果，植物新品种实施许可费的数额，植物新

第六条 人民法院审理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

纷案件，应当依照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九条、

第一千一百八十五条、种子法第七十三条的

规定，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判决侵权人承担

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请求，按照

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因

侵权所得利益确定赔偿数额。权利人的损失

或者侵权人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的，可以参

照该植物新品种权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

定。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

支应当另行计算。

依照前款规定难以确定赔偿数额的，人

民法院可以综合考虑侵权的性质、期间、后



品种实施许可的种类、时间、范围及被侵权

人调查、制止侵权所支付的合理费用等因素，

在 50 万元以下确定赔偿数额。

果，植物新品种权许可使用费的数额，植物

新品种实施许可的种类、时间、范围及权利

人调查、制止侵权所支付的合理费用等因素，

在 300 万元以下确定赔偿数额。

故意侵害他人植物新品种权，情节严重

的，可以按照第二款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三

倍以下确定赔偿数额。

第七条 被侵权人和侵权人均同意将侵权物

折价抵扣被侵权人所受损失的，人民法院应

当准许。被侵权人或者侵权人不同意折价抵

扣的，人民法院依照当事人的请求，责令侵

权人对侵权物作消灭活性等使其不能再被用

作繁殖材料的处理。

侵权物正处于生长期或者销毁侵权物将

导致重大不利后果的，人民法院可以不采取

责令销毁侵权物的方法，但法律、行政法规

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七条 权利人和侵权人均同意将侵权物折

价抵扣权利人所受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准

许。权利人或者侵权人不同意折价抵扣的，

人民法院依照当事人的请求，责令侵权人对

侵权物作消灭活性等使其不能再被用作繁殖

材料的处理。

侵权物正处于生长期或者销毁侵权物将

导致重大不利后果的，人民法院可以不采取

责令销毁侵权物的方法，而判令其支付相应

的合理费用。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

除外。

第八条 以农业或者林业种植为业的个人、

农村承包经营户接受他人委托代为繁殖侵犯

品种权的繁殖材料，不知道代繁物是侵犯品

种权的繁殖材料并说明委托人的，不承担赔

偿责任。

第八条 以农业或者林业种植为业的个人、

农村承包经营户接受他人委托代为繁殖侵犯

品种权的繁殖材料，不知道代繁物是侵害品

种权的繁殖材料并说明委托人的，不承担赔

偿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