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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李菊丹所著的《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研究》内容简介：植新品种／植物创新的保护制度，由于各
种错综复杂的历史原因，美国和欧洲发展出两种各有特色的保护模式，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及TRIPs协议的缔结和实施，在植物品种／植物创新保护的问题上，又增加了不少可能影响植物品种
保护的国际力量。
本书系统地讨论了美国植物品种保护制度、欧盟植物品种保护制度以及植物品种保护的国际法律框架
，尤其关注美国和欧盟立法选择的原因、特点及其实践运行情况，以及有可能影响各国植物品种／植
物保护制度的国际力量及其原因，从而为中国的植物品种／植物创新的保护制度的完善与发展提供借
鉴。
本书分为四编对上述问题展开讨论。

第一编为“美国植物品种保护制度研究”。
分别以1930年《植物专利法》、1970年《植物品种保护法》以及1952年修订的《专利法》为对象，探
讨美国植物品种保护制度的形成原因以及这些制度在实践中的运行情况，尤其是这三种权利的授权要
件、保护范围及其例外，以及侵权认定等具体问题，从而考察这三种制度的相互协调问题。

第二编为“欧盟植物品种保护制度研究”。
首先考察欧洲对植物育种保护方式的选择历史，探究欧洲当时缔结UPOV公约，采用育种者权保护植
物新品种的原因及其背后推动力量，然后以欧共体植物品种保护规则(2100／94)
和欧盟生物技术发明保护指令(98／44)为线索，考察欧盟现行植物品种保护制度的运行情况，讨论欧
盟植物新品种的授权条件、保护范围及其例外以及侵权认定等具体问题，尤其关注欧盟植物新品种保
护与生物技术发明保护之问的协调问题。

《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研究》的第三部分为“植物品种保护国际法律框架研究”。
讨论UPOV公约的缔结和修订、育种者权保护的发展趋势、
TRIPs协议所确立的植物品种保护最低标准，还讨论《生物多样性公约》、《粮食与农业植物遗传资
源国际公约》所确定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机制与植物品种保护之间的关系，以及wIPO关于遗传资
源获取与惠益分享机制和知识产权保护关系的讨论，与安第斯共同体和非洲联盟等地区的制度安排。

第四部分为“中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研究”。
首先考察中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整体概况，然后围绕中国加入UPOV
1991文本的可行性以及欧美及国际植物品种保护实践对中国的启示等问题展开讨论。
作者认为，中国未来的植物新品种保护仍应以品种权保护制度为主，专利制度必然会随着生物技术在
植物育种领域的广泛运用而参与到植物育种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中，遗传资源的获取与惠益分享机制
也将在植物新品种权保护制度中得到贯彻。

结束语为“植物新品种保护的过去与未来”。
简要地叙述植物品种保护制度的整个历史及其作用于其中的各种力量及其利益，从而得出“品种权、
专利和植物遗传资源的惠益分享机制将共同作用于未来的植物品种／植物创新保护”这一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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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李菊丹所著的《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研究》使用典型案例解读相关法律的基本含义及适用，通过
标志性案例鲜活展现美国和欧盟的植物品种保护历程，深刻分析育种技术的发展对植物品种保护制度
演化的影响，从而揭示未来植物品种保护的发展趋势。
本书可作为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学习者和研究人员的参考用书，也适合从事植物新品种保护实务工
作和相关立法工作的人员阅读，从中体会植物品种保护制度的过去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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