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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转基因水稻已获国家安全证书,向商业化生产迈出了重要一步。在转基因水稻的产业化中,

相关的知识产权问题乃是众多法律问题中的基础性问题,与转基因水稻相关的专利检索则是我国制定相应的知

识产权战略的基础性数据。采用专利检索的方法,在对相应检索范围进行框定,检索数据进行筛选、整理与分析

的基础上,得出相应的结论,并从如何应对国外专利策略、提高国内专利申请水平、加强各方主体的职能与合作、

保护农民权益等角度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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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科学技术已成为第

一生产力,知识产权也成为世界各国进行国家合作

和国际竞争的重要砝码。农业对于一个国家的基础

性地位则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逐步加大了其在农业

领域的科技创新,转基因技术作为现代农业生物技

术的核心,在缓解资源约束、保障食物安全、保护生

态环境、拓展农业功能等方面已显现出巨大潜力[1],
农业技术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越来越受到各个国家

的重视。而水稻作为农业基础中的基础,与其相关

的知识产权的保护则成为一个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市场竞争激烈的当今社会中,
专利可以说是技术信息的最有效载体。改革开放

20余年来,我国的专利事业取得长足的进展,在专

利产业化方面也有所促进。但是,与市场经济发达

国家,甚至与新兴工业化国家相比,则还存在相当大

的差距,在某些指标上还有差距拉大的趋势[2]。同

时,专利技术只有走向市场,形成产业,才能体现其

价值[3]。
因此,通过对专利申请的国别、专利申请的权利

要求、申请专利技术内容、申请专利技术的年度变化

等进行分析,可以充分了解专利申请者的技术研发

动向和市场发展动向,甚至可以推断出该国家的整

体专利战略发展方向。如此,便可为我国经营者进

行经营决策时提供最有力的技术情报支持,以提高

我国企业及相关单位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此

外,我国在制定相关知识产权战略时,也可以此为依

据,在分析出的国外相关研究的薄弱环节及国家自

身发展需要处加大投资和研发力度,抢占发展先机,
提高国家的整体国际竞争力。在转基因水稻领域,
我国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与其他的发达国家

相比仍有许多亟待改善之处,而进行转基因水稻专

利检索正可以发现此种不足,为国家的下一步研究、
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一、数据来源

本文通过专利检索获取数据,此次转基因水稻

专利检索,是委托北京恒和顿科技有限公司进行的。
该公司依据给定的转基因水稻专利检索关键词(转
基因水稻、水稻 、稻、抗病稻、高产稻、优质稻、转基

因、基因、位点、标记、克隆、遗传、培育、水稻育种、育
种、抗病、高产、优质)及逻辑式,利用最新版本的

HIT-恒库检索软件,在中国国家专利局专利数据

库、欧洲专利数据库及美国专利数据库中进行相关

专利检索。检索起始时间为1980年1月1日,截止

时间为2008年12月31日。在中国国家专利局专

利数据库中检索,初检数据包括1365件专利,经人

工筛选后建成转基因水稻技术中文数据库,包含专

利883件。在欧洲专利数据库及美国专利数据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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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初检数据库包含专利3776件(同族8349
件),经人工筛选后建成转基因水稻技术英文数据库

包含英文专利2197件(同族5431件)。

  二、转基因水稻专利申请的现状分析

在转基因水稻的研发上,通过科学家的数年辛

勤劳作,取得了巨大成就。通过此次专利检索,对世

界及我国范围内的转基因水稻技术发展现状及专利

申请状况均进行了较为详尽的了解,在对相应数据

进行进一步分类的基础上,我们从以下6个方面进

行了整理和分析。

1.不同年度转基因水稻专利申请分布情况

转基因水稻技术领域共公布相关专利2197
件,图1显示了专利的历年申请情况。从该领域技

术的总体发展进程来看,相关技术的历年专利申请

数量呈上升趋势,表现出该领域技术的发展速度逐

渐加快。在2006年后专利的申请量呈现下降趋势

的主要原因是,专利的申请和公布需要一定的时间,
该阶段申请的专利部分尚未公布。从历年专利量的

具体信息而言,该技术的发展大致可分为3个阶段,

1980-1985年为初级发展阶段,1986-1997年为平

稳发展阶段,1998年至今为迅速发展阶段。

图1 转基因水稻不同年份申请量分布

  1980-1985年是该技术的初级发展阶段,相关

专利的申请数量相对较少,相关专利的申请时间相

对分散。该阶段每年公布的相关专利都在10件左

右,数量相对稳定,其中1980年和1984年的申请量

最多达到19件。

1986-1997年是该技术的平稳发展阶段,随着

生物技术的发展,转基因水稻技术逐渐得到关注,这
主要体现在,每年的专利申请量在第一个阶段低于

20件的基础上增加到了50件左右,并一直在50件

左右上下波动。该阶段持续了12年,且每年都有申

请提出,申请的数量也相对平稳。

1998年至今是该领域技术迅速发展的阶段,表
现在该阶段的历年专利申请量迅速增加。此前

1997年的专利申请量仅有55件,到1998年增加到

了92件,几乎翻了一番。2001年专利的申请量达

到151件实现了该阶段的又一个飞跃,此后的3年,
专利每年的申请量相对比较稳定,2004年件数稍有

回落,直到2005年专利的申请达到峰值212件。虽

然从2006年开始每年的专利申请量逐渐减少,但由

于是对申请量的统计,而近期申请的专利得不到及

时公布,所以该数据与实际的专利申请量还存在一

定的差距。
目前,世界粮食安全形势依然严峻,转基因水稻

是满足世界人口日益增长的粮食需求的重要出路。
综上可知,随着转基因水稻技术的迅速发展,技术日

渐成熟,并为其进一步商业化做好充分准备。近几

年,国内的转基因水稻技术与其他国家相比发展尤

为迅速,主要是以浙江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南京农

业大学以及各研究院所,对水稻的各种耐受性基因,
以及育种相关基因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可

喜的成果。随着农业技术的发展,转基因水稻的发

展空间会逐渐增加,可以预测未来转基因水稻领域

技术的专利还将逐渐增加,技术的发展速度也将进

一步加快。

2.转基因水稻专利申请国家分布情况

转基因水稻技术领域的2197件专利是在世界

24个国家和地区优先申请的,而其5431件同族专

利则已经在51国家和地区申请了专利保护。
通过对此次专利检索的数据整理发现,在专利

申请总量上,日本、美国和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居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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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3位,其中日本申请专利959件占转基因水稻领

域专利总量的44%,中国申请785件占专利总量的

36%,而美国仅有199件专利提出申请,占总件数的

9%。由此可知,美国虽然在该领域的研发起步最

早,同族专利布局广泛,但其专利的产出数量远低于

日本和中国。此外,转基因水稻的相关专利在韩国

有97件专利提出申请,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也有

27件专利得到公布,可见直接通过专利合作协定

(PCT)申请的该领域的专利较少。
总的来看,日本和我国在该领域数量上的领先

地位不可动摇,这也与日本和我国对水稻需求的国

情紧密相关。

3.不同年度转基因水稻专利申请国别情况

表1显示了转基因水稻专利在日本、中国和美

国等8个国家和地区在1980-2008年间,历年专利

申请的分布情况。
表1 不同国家和组织转基因水稻专利申请情况

年份198019811982198319841985198619871988198919901991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1999200020012002200320042005200620072008
JP 16 16 8 8 18 14 18 39 38 49 33 38 34 32 39 44 34 32 50 41 51 43 54 48 43 57 32 24 5
CN 2 2 6 1 9 1 10 7 7 10 5 7 21 13 28 72 52 60 52 112103 90 70
US 1 1 1 1 1 1 2 3 6 2 2 5 7 5 9 7 15 15 14 17 22 11 22 13 12 4
KR 1 1 1 2 4 8 11 18 12 14 8 12 3 2
WO 1 4 1 5 5 1 4 1 3 2
GB 1 1 1 1 1 2 1 4 2 2 1 1
AU 1 2 2 2 1 1 1 1 1 1
IN 1 2 2 1 1 2 1

1

 注:JP-日本、CN-中国、US-美国、KR-韩国、WO-世界知识产权组织、GB-英国、AU-澳大利亚、IN-印度。

  日本在转基因水稻领域历年的专利的申请量一

直呈现稳定而缓慢的增长趋势,在1986年之前每年

的专利申请量都维持在10件左右,到1987年迅速

增加到了39件,在1987-1997年的11年间每年专

利的申请量都在30~40件之间变化,数量相对稳定。
此后,从1998年开始专利的年申请量突破50件。

中国从1986年开始有2件专利提出申请。中

国在 该 领 域 的 研 究 发 展 大 体 分 为2个 阶 段,从

1986-1999年为第1阶段,2000-2008年为第2阶

段。在第1个阶段的发展过程中年专利申请量较低

保持在10件左右,仅1998年达到21件,为该阶段

的年申请量最大值。进入第2阶段后专利申请量开

始快速增长,在2001年,专利的申请量从2000年的

28件飞速增加到72件,此后3年专利的申请量虽

然稍有回落,但到2005年专利申请量达到历年来的

最大值112件,至于2006年后的申请量的回落与专

利申请到公布之间的时间差有关。
美国是转基因水稻技术的始发地,早在1977年

就已有专利提出申请,但是在1980-2008年的29
年间,历年专利的申请量并不多,在1998年之前仅

1997年专利申请量最多达到9件,且到1999年专

利申请量首次突破10件,此后年专利申请量基本保

持在10件以上,最大申请量出现在2003年和2005
年,分别有22件专利提出申请。

很多国家转基因技术的发展经过了20世纪80
年代到90年代末的起步阶段后,已经进入了快速发

展阶段。国际社会试图通过转基因技术的快速发展

来共同应对粮食短缺带来的危机。

4.转基因水稻专利申请件数前五名机构的年度

分布情况

转基因水稻技术领域申请量排行前五位的五名

申请人的历年专利申请情况如表2。
表2 转基因水稻专利申请量前五名的年度分布

年份 19801983198619871988198919901991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1999200020012002200320042005200620072008
浙江大学 1 48 5 4 3 8 2 8 5
三井公司 1 1 2 3 5 3 7 3 5 5 6 3 8 3 6 7 1 2 1
华中农业大学 2 2 2 4 1 7 10 8 8 12
独立行政法人农业
生物资源研究所 1 2 1 9 4 11 4 11 7 3 2

日本烟草株式会社 1 2 2 1 5 2 4 4 3 4 3 6 2 1 1 1

  从表2可知,排在首位的申请人———浙江大学

从2000年开始有1件专利产出后,在2001年的一

年时间内连续申请了48件该领域的专利,从2002
年至今每年都有专利提出,数量保持在5件左右。

而日本三井公司是表2所列五位申请人中研究起步

最早的企业,该申请人在转基因水稻的相关专利早

在1980年就已有专利提出申请,此后从1986年开

始,直到2000年的15年间,三井公司每年都有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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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利提出申请。但是三井公司从2001年开始,转
基因方面专利申请锐减,仅2003年申请2件和

2005年的1件。由此可以看出该公司在进入21世

纪以来已转移研究重点,在该领域相关技术研发的

投入几近终止。华中农业大学在该领域的专利是从

1999年开始提出,研发的起步也相对较晚。但就国

内该领域的专利而言,华中农业大学首条转基因水

稻相关专利的提出要比浙江大学早1年。而日本的

独立行政法人农业生物资源研究所是从1998年开

始有专利提出申请,此后到2003年和2005年达到

年申请量的峰值11件。日本烟草公司(JAPAN
TOBACCOINC)从1987有该领域的专利产出以

来,一直到2007年仍只有1件专利提出申请,但专

利申请的时间比较分散,且历年的专利申请量都很

少,仅在2002年最多达到6件。

5.在中国申请转基因水稻专利的国外申请人

情况

在中国申请转基因水稻的专利共计883件,其
中有98件为国外申请人申请。表3为在中国申请

专利的国外申请人前5位国家的情况。

6.在中国申请转基因水稻专利的国内申请人

情况

国内申请人申请专利785件,表4为在中国申

请专利的国内申请人前10位省份的情况。
表3 在中国转基因水稻专利国外申请人情况

国家 专利量 已获准专利件数 申请人性质及相关专利件数
日本 57 14 公司22件,科研机构32件,公司和科研机构合作2件,公司和个人合作1件
美国 9 3 公司4件,科研机构5件
韩国 4 1 科研机构2件,科研机构和公司合作1件,个人1件
瑞士 5 2 公司5件
德国 4 1 公司4件

表4 在中国转基因水稻专利国内申请人情况

省市 专利量 已获准专利件数 申请人性质及相关专利件数
浙江 137 21 科研机构123件,个人11件,科研机构和个人合作1件,公司和科研机构合作1件
北京 124 49 科研机构104件,公司15件,个人5件
湖北 92 36 科研单位85件,公司4件,个人5件,公司和科研单位合作1件
江苏 85 29 科研机构75件,个人7件,科研机构和公司合作3件
湖南 60 17 科研机构29件,公司7件,个人21件,科研机构和公司合作3件
上海 50 11 科研机构49件,公司1件
四川 39 26 科研机构27件,公司1件,个人11件
广东 39 15 科研机构31件,个人3件,科研机构和个人合作4件,公司和科研机构合作1件
安徽 34 15 科研机构25件,个人9件
辽宁 20 4 科研机构12个人申请8件

  三、转基因水稻专利检索相关数据
分析

  1.中日美3国转基因水稻专利申请情况比较

分析

从转基因水稻专利申请起始年份的角度分析,
中国最早的转基因水稻领域的专利申请至少要比日

本和美国晚6年。从前文转基因水稻专利申请国家

分布情况的分析中已提到:日本、中国和美国转基因

水稻专利的申请量居世界前3位,其中,日本申请

959件,中国申请785件,美国申请199件。由此可

以看出,虽然我国的转基因水稻研究及专利申请要

晚于日本和美国,但近几年取得的成就也是相当突

出的,这与国家的政策调整和支持是分不开的。
从研发者组成来看,中国的研发者主要是大学

和研究所等科研机构,日本和美国的研发力量则主

要是企业和个人,但大学和研究所等研发机构也同

样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技术要素上看,日本

和美国的研究重点主要为抗病基因、抗虫基因、抗除

草剂基因和品质性状改良基因,在抗逆基因技术上

发展不快。而中国的研发力量则主要集中在抗病基

因、抗逆基因和丰产性状改良上,在抗逆基因和抗虫

基因申请的专利件数较少,还没有出现抗除草剂基

因专利。但在花色等与生理生长有关基因,药用蛋

白、抗体、疫苗等基因、特异性启动因子、转录因子

等,不育基因、花粉特异表达不育方面有较多的专

利。通过对以上两点的分析,可以看出,日本和美国

两个国家在转基因水稻研究方面已形成了公司、大
学及研究所等科研机构和个人的三位一体的研究体

系;而且在研究范围上,这两个国家几乎已涉及到现

有专利成果的所有领域,这也是国家政策引导及各

研究者较强的专利保护意识是分不开的。

51



  华 中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总91期)

2.国外申请人在我国进行转基因水稻专利申请

的情况分析

通过对专利检索所得的具体数据列表进行整理

分析后可发现,虽然日本、美国、韩国、瑞士、德国、比
利时、英国、印度、新加坡、泰国、法国、以色列、澳大

利亚等国在我国都进行了与转基因水稻相关的专利

申请,但截止到2008年12月31日,只有日本、美
国、韩国、瑞士、德国、比利时、英国、印度、法国等国

进行的专利申请获得了授权。与第一部分的分析结

果相同,这些国家在我国进行转基因水稻专利申请

的中坚力量主要为公司企业。另外,对这些国家在

我国申请的与转基因水稻相关的专利权的权利状态

进行分析,也可以得到其在进行与此相关的专利布

局以及专利管理中的策略选择。
由于日本在我国进行相关专利申请的件数最

多,因此将其选为研究对象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日

本在我国进行了57件的专利申请,只有14件获得

了专利授权。在余下的43件中,有2件处于公布阶

段,7件进入了实质审查,而其他的34件专利权权

利完全不存在的专利申请中,有25件申请是因为被

视为撤回或放弃而丧失取得专利权的能力,有8件

则是因为未及时缴纳年费而使得专利权权利终止,
只有1件是被专利行政部门驳回。对这14件获得

专利授权专利权权利内容与25件被视为撤回或放

弃的专利申请的权利内容进行比较,并对比日本在

世界范围内进行的与转基因水稻相关的专利申请后

发现,在这25件专利申请中,大多数并不是日本擅

长研究的领域,余下专利申请的权利内容则与已获

专利授权的权利内容基本相同,可进行相互替代,这
与日本本国的政策导向以及日本企业自身的策略选

择是密不可分的。

3.国内申请人在我国进行转基因水稻专利申请

的情况分析

在我国进行与转基因水稻相关的专利申请的

785个国内专利申请中,有188件专利申请已获授

权,65件专利申请处于公开阶段,247件专利申请已

进入实质审查,88件已获授权的专利权因未缴年费

而终止,137件专利申请因被视为撤回而没有获得

专利授权,而只有2件专利申请未获专利授权则是

因为申请人的自动撤回,均为个人作为权利人的专

利申请,此外,被驳回的专利申请仅有58件。
对已获授权的188件专利进行分析后发现,有

78件为大学申请,69件为各研究所等科研机构申

请,18件为个人申请,12件为公司等企业申请;另
外,在这些已获授权的专利中还有大学与研究所合

作申请5件,个人与研究所合作申请3件,大学与公

司合作申请2件,研究所与公司合作申请1件。即

在188件已获授权专利中,大多数为大学和研究所

等科研机构申请,公司及个人的申请只占少数,这表

明在我国大学和研究所等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而
公司在科研储备及创新能力上依然较为落后。

而对88件因未缴年费而终止权利的专利分析,
可以看到其中有30件曾为研究所等科研单位所拥

有,27件则曾为大学拥有,21件曾为个人拥有,只有

1件曾为公司所拥有,另外,有3件为大学与研究所

共同拥有,3件为研究所与公司共同拥有,2件为不

同的研究所共同拥有,1件则曾为个人与公司共同

拥有。同时,对137件被视为撤销的专利申请进行

分析后,可得以下数据。在这137件专利申请中,有

53件是各个大学申请,47件是研究所等科研单位申

请,29件是个人申请,只有4件是公司申请。此外,

1件是由两个公司共同申请,1件是由公司与研究所

共同申请,1件是个人与公司共同申请,还有1件是

两个研究所共同申请。在这两类数据中,大学、研究

所及个人申请的专利依然占有多数,而公司申请的

专利则占有很少的比例,甚至只有1件。这表明虽

然公司在科研能力上不及大学及研究所,但出于经

济利益等因素的考量,公司在知识产权管理以及知

识产权转化上却要比大学及研究所出色。

  四、结论与建议

1.加强我国转基因水稻自主知识产权建设

在世界范围内,我国是转基因水稻专利申请量

第二的国家,而通过对上文国内申请人在我国进行

转基因水稻专利申请情况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对

转基因水稻的研发一直都是相当重视并进行了相当

大的投入,因此,在技术上也取得了相应的显著进

步,这表明我国在转基因水稻领域已经拥有了相当

数量的自主知识产权。此外,分析248件处于公开

阶段的专利申请以及65件处于实质审查阶段的专

利申请,可发现其基本集中于我国转基因水稻研发

的薄弱环节,这表明通过相应的政策引导我国科研

者已对本国转基因水稻研发情况进行了相当程度的

了解,并在为弥补不足及促进我国转基因水稻产业

化进行着技术研发和准备。
从整体水平看,我国在转基因作物研究技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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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进展与国际上基本同步,在发展中国家中居领

先地位。但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们的差距仍然

很大,主要表现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基因很少,因
此转基因作物研发缺乏后劲[4]。虽然我国的转基因

水稻研发取得了长足进步,但通过对以上数据的分

析依然发现一定的问题。如我国转基因水稻的专利

申请仅局限于应用方面,很多领域的研发较浅甚至

并未涉及。如此,不仅会被国外跨国生物公司利用,
制约我国转基因水稻的产业化进程,而且也不利于

我国在转基因水稻领域的技术储备研发,缩小了我

国企业的发展空间,甚至不利于研究机构与企业合

作联盟的建立。因此,国家除了进一步加强转基因

水稻的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外,还应在进行科研资助

时明确提出要获得自主知识产权的导向性要求,并
注重与各转基因大国及跨国生物公司间建立坚实的

伙伴关系,提高我国转基因水稻的国际产业竞争力。
2.重视对国外转基因水稻专利的利用

我国在转基因水稻专利申请量方面虽然位居世

界第二,但在某些技术领域依然薄弱。因此,国家在

加强相应自主创新能力建设的同时,还应当进行以

下2个方面工作:
第一,应进行定期的国内外转基因水稻方面的

专利检索,尤其是在产业化生产批准前。通过这个

工作,一方面可以了解我国及国外转基因水稻的技

术发展状况,在对比中发现我国的不足,另一方面也

可对各国获授权专利情况进行了解,防止我国陷入

他国的专利陷阱。第二,应注重对国外转基因水稻

专利技术的应用。对于国外申请人在我国申请并未

获得授权、在我国申请获得授权但即将到期或过期,
以及并未在我国获授权而在其他国家或地区申请的

专利技术,应当引导育种者加以利用;对于国外申请

人在我国获授权专利技术,育种者可以通过专利法

的交叉许可制度或与专利持有人签订合同等方式对

这方面的技术加以利用;对于无法通过上述方法获

得使用许可而在转基因水稻产业化中不可避免地要

运用的专利技术,国家应适当运用知识产权的强制

许可制度,以保障我国转基因水稻产业化的顺利

进行。
3.充分发挥国家政策的宏观调控作用

与美国和日本相比,我国转基因水稻的研发依

然存在薄弱环节,并未覆盖全部领域。同时,与其他

国家研发机构与生物公司并重的现实不同,我国在转

基因水稻领域存在严重的研发阶段与技术成果转化

阶段脱节的现象。这些情况的发生,与我国的政策导

向为注重研发上的技术储备密切相关。此种政策的

推行,对于加强我国转基因水稻领域的自主知识产权

建设以及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等方面有着重要意义,但
并不利于我国转基因水稻产业化的顺利进行。

面对此种情况,一方面,我国应对他国转基因水

稻领域的发展进行时刻关注并把握其主要研究方

向,防止其在转基因水稻的技术领域形成专利圈,形
成该领域的垄断地位。另一方面,我国应通过政策

引导等方式使已获授权的专利成果产业化、利润化,
以此来促使各方研究者,甚至是企业对转基因水稻

领域科研开发及申请相关专利保护的重视。首先,
应通过宣传等方式增强企业知识产权申请及保护的

意识,逐渐引导企业加大对转基因技术的研发投入。
其次,鉴于转基因水稻基础产业的性质,国家应注重

对具有较强实力生物公司的培养,通过安全证书审

批、品种权申请、品种审定等程序对从事转基因水稻

产业化生产的企业进行选择和限定。另外,还应注

重对转基因水稻领域社会中间层力量的培养,建立

起表现为行业协会、知识产权中介组织、知识产权代

理机构、知识产权市场价值评估机构等形式的完整

的社会中间层体系,充分发挥社会中间层运行效率

高、适应性与专业性强等特点。

4.建立转基因水稻的知识产权联盟

与其他国家相比,在转基因水稻研发与管理上

我国存在两个极端。一是在785个国内申请人在我

国申请的专利中,大学申请348件,占44.3%,研究

所申请265件,占33.8%;而企业仅申请38件,占
4.8%;科研机构与企业合作研发申请的专利仅为

11件。另一个极端为在因未缴纳年费而终止的88
件授权专利中,大学和研究所申请的为59件,占
67.0%,而企业申请的仅有1件。这反应出我国科

研机构研发能力的突出但科技成果转化的不利,以
及我国企业研究力量的薄弱但知识产权转化及管理

能力的出色。
针对以上问题,我国除了采取各种措施促进大

学及研究所等科研机构相应科技成果的转化,防止

研发资源的浪费,还应当建立知识产权联盟,加强大

学、研究所等科研机构与企业等单位的合作,将科研

机构较强的研发能力与企业较为完善的知识产权管

理结合在一起,发挥各自优势,促进我国国内转基因

水稻科研的长足发展与专利的及时转化。事实上,
在进行数据整理与分析中,我们已发现两例此种合

作开发的实例,即处于实质审查阶段的国家科学和

技术发展局与泰国农业大学的研发项目(公告号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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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1810977、101289694),但此种发展途径在我国

仍为少数,发展速度也过于缓慢,亟需国家尽早进行

此方面的工作。

5.注重转基因水稻产业化中的农民权益保护

通过对检索数据中的各国申请专利的技术构成

进行分析,可发现美国、日本等转基因大国均有一定

程度的终止子技术方面的专利申请,当其被用于转

基因水稻中而相应种子被卖给农民时,农民无法使

用当年收获的水稻作为第二年的种子进行种植,或
必须购买该企业生产的相应药剂等进行激活。这在

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农民的种植成本,同时也是对农

民留种权的剥夺,使得我国植物新品种制度中农民

免责条款名存实亡,而且对我国的粮食主权和粮食

安全造成威胁。
本课题组于2008年7-9月、2009年7-9月

以及2010年7-8月进行了“农民种植转基因水稻”
的问卷调查,通过对相应数据整理分析后发现,农民

在种植水稻时也注重成本与收益间的比较,对水稻

所具品性的要求,除了抗病抗虫外,还希望能够高

产。针对上述情况,国家除了应重视对转基因水稻

等杂交作物研发的同时,还应重视对常规水稻品种

的研发。严格控制国内企业对终止子技术的应用;

在安全证书审批、品种权申请、品种审定过程中加入

转基因检测程序,若进口的他国转基因作物品种中

包含了终止子技术的运用,可做出不予通过审批的

决定。此外,为切实满足农民对水稻品种要具有高

产性状的要求,政府还应当指导建立与某品种转基

因作物相关的专利持有人、安全证书持有人、高产品

种权利持有人之间的合作联盟。即利用已有高产品

种作为亲本,导入已获专利权或安全证书材料,生产

出符合农民需求的转基因作物品种。在处理三方主

体利益分配时可采用三方协定的方式,若无法达成

协议而使该品种无法顺利投产时,当涉及到国家利

益及粮食安全时,可由国家依据强制许可的规定进

行强制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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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eneticallymodifiedrice(GMrice)inChinahasobtainedthenationalsecuritycertificate,

whichmeanstheimportantstepincommercializedproduction.IntheindustrializationofGMrice,rele-
vantissuesofintellectualpropertyarethebasisamongmanyotherlegalproblems,andcorrelativepatent
retrievalofGMriceprovidesthebasicdataforformulatingthestrategyofintellectualproperty.Basedon
theretrievalintherelevantranges,andthroughfiltering,sortingoutandanalyzingretrievaldata,thispa-
perdrewsomecorrespondingconclusions.Finally,thispaperputforwardseveralsuggestionsfrom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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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ications,howtostrengthenthefunctionsandcooperationwiththemainparties,andhowtoprotectthe
rightsandinterestsoffar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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