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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1世纪，随着全球经济活动从物质经济转向知识经济，知识正在成为经济发展的主推力量，科学技术
成为生产力的第一要素。
知识的创新、传播与应用等各环节之间的紧密衔接和循环运行，构成知识经济的基本发展模式。
首先创新是知识经济的灵魂，没有创新，就没有科学的进步，也就没有知识经济发展的动力。
同时知识的传播与应用又是知识经济得以确定和发展的重要环节，知识的价值取决于其传播的深度与
广度。
在知识经济的条件下，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也就是各国、各民族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竞争。
贫国和富国、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差别不仅在于资本，而且在于知识。
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创新能力，必将在越来越激烈、越来越残酷的国际竞争中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在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日益减少、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环境中，无论是从维护人类与大自然的和
谐关系的角度上考虑，还是从提高我国综合国力的角度上考虑，我们都必须尽快占领高新技术领域的
“制高点”。
为此，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就明确提出：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把增强自
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大力提高原始
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
”知识产品作为人类脑力活动的结果，大多属于人类创造性劳动的成果。
如果对其劳动成果缺乏有效保护，让知识的创造者、传播者和投资者得不到合理的回报，不仅会挫伤
知识创造者的积极性，阻碍知识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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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介绍农业知识产权与农业知识产权制度、基本概念、国内外保护制度、授权条件和程序、农
业知识产权的维权保护、农业知识产权中介服务、信息分析、文化培育以及保护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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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为了加强对遗传资源的保护与管理，维护国家、企事业单位以及科技人员的合法权益，促进农
业、林业和医药生产，保护遗传资源的合理利用，我国政府相继颁布了一系列涉及遗传资源保护和利
用的政策法规。
在1998年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暂行办法颁布前，我国关于遗传资源保护方面有所涉及的法律主要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等。
其中为了与以上法律配套，国务院先后又颁布了一系列行政法规，主要有：《野生药材资源保护条例
》、《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种畜禽管理条例》、《野
生植物保护条例》、《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
但是这些法律法规对于遗传资源的保护效力并不是很高。
在1998年颁布了《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暂行办法》之后，我国政府又相继颁布了一些法律法规，主要有
：农业部颁布的《进出口农作物种子（苗）管理暂行办法》、《种畜禽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农作
物种子生产经营管理暂行办法》等，这些法规的保护效力要相对高一点。
他们对遗传资源的管理和保护措施，对遗传资源拥有者的权力和利益以及遗传资源的对外交流与合作
都作出了相关的规定。
在我国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代表审议通过《专利法修订草案》第5条新增的第2款规定，“对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获取或者利用遗传资源，并依赖该遗传资源完成的发明创造，不授予专利
权”；第26条新增的第5款规定，“依赖遗传资源完成的发明创造，申请人应当在专利申请文件中说明
该遗传资源的直接来源和原始来源；申请人无法说明原始来源的，应当陈述理由”。
这些条款将与相关法律法规相互配合，成为我国遗传资源保护的重要法律保障。
专利法中强化遗传资源保护意义有三：①有利于鼓励和促进遗传资源方面的发明创造和科学技术的发
展，进而有利于保护生物多样性；②在专利申请文件或者相关文件中标明遗传资源的出处，有助于限
制非法获取他国遗传资源的生物海盗行为和保障利用遗传资源的后续利益分享；③知识产权保护能够
促使和便利有关遗传资源生物技术的实施和商业化，进而能够从物质方面保障利益分享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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