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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系杂交品种转让合同交付亲本问题研究 

黄勇    李博文 

【摘要】 三系杂交品种转让合同的标的是该特定杂交组合的配制权、销售权，杂交品

种亲本的品种权并不转让。用三系法配制杂交种只需要不育系和恢复系繁殖材料，保持系只

是在选育不育系和繁殖不育系过程中起关键作用。因此，转让方需要每年向受让方提供不育

系和恢复系繁殖材料，以供受让方配制杂交种所需。杂交品种转让及独占许可使用中，受让

人、独占许可使用人享有对标的品种的独占权利，杂交品种权人自己不得生产销售该杂交品

种、也不授权他人生产销售。而在一般许可中，品种权人不仅自己有权生产销售品种，而且

还有权将该品种许可第三人生产销售；独家许可中，品种权人自己有权生产销售该品种，但

不得再许可第三方生产销售。可见，只要转让方自己不生产销售该杂交品种，也不再许可第

三方生产销售，受让方对该杂交品种的独占权利就完全能够实现。目前种业界三系杂交品种

交易习惯是：三系品种保持系亲本由育种家控制，转让方并不向受让方提供保持系繁殖材料，

而只是每年根据制种需要为受让方繁育不育系和恢复系。总之，三系杂交品种转让合同转让

方有义务为受让方提供制种所需的不育系和恢复系繁殖材料，而没有义务提供亲本保持系，

受让方无权要求转让方提供亲本保持系，除非当事人在品种转让合同中有相反约定。 

【关键词】 三系杂交   亲本    保持系    交易习惯 

【Abstact】  The contract  target  of  triple-line plant variety includes the right of 

production and selling for hybrid seed. Production for the hybrid seed needs propagating materials 

of sterile and restorers. The maintainer –lines plays a key role in the process of selecting and 

multiplying for sterile propagating materials. The assignor undertakes obligation for providing 

propagating materials of sterile and restorers to the assignee every year. With the customs of seed 

trade, the restorers materials is controlled by the breeder. Providing restorers materials is not legal 

obligation of the assignor. 

【Key Words】 Triple-line Hybrid; Parents; Maintainer-lines; Customs of trade 

一、案情简介 

   甲种业公司经过多年的努力选育出油菜细胞质不育系 TA、保持系 TB、恢复系 TC，并

用 TA 作母本、TC 作父本配制出三系杂交油菜组合“川油一号”。2005 年，甲公司与乙种

业公司签订《品种转让协议书》约定：甲公司将“川油一号”油菜品种所有权转让给乙公司，

转让后乙公司独占享有“川油一号”品种所有权和经营开发权；品种转让费 120 万元；甲公

司应及时向乙公司提供本品种亲本种子及相关技术服务资料。协议生效后，乙公司按约向甲

公司支付了全部转让费，2007 年甲公司向乙公司提供了“川油一号”不育系和恢复系两个

亲本，乙公司利用甲公司提供的不育系和恢复系亲本配制出“川油一号”杂交油菜种并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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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上销售。2008 年乙公司起诉甲公司称：“川油一号”为三系杂交油菜，甲公司应向其提

供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三个亲本，而甲公司未向其提供保持系亲本，致使其无法自行连

续生产“川油一号”杂交油菜，其受让“川油一号”品种经营开发权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

甲公司抗辩称：乙公司受让的仅为“川油一号”的所有权及经营开发权，但三个亲本的品种

权并没有转让，甲公司只需根据乙公司制种计划向乙公司提供不育系和恢复系作为制种亲本。

保持系不是制种亲本，只是在繁育不育系过程中使用，因此甲公司无法定义务向乙公司交付

“川油一号”保持系亲本。同时由于三系油菜育种过程中保持系的作用非常重要，普通育种

人员一旦拥有了某个优良的保持系，很容易选配出其他新的品种，甲公司为了保护自己的核

心知识产权，坚持不向乙公司提供保持系亲本也是合情合理的。本案的一、二审法院都驳回

了乙公司的诉讼请求，支持甲公司的主张。法院判决认为：由于合同本身并没有明确约定甲

公司应当向乙公司提供两个还是三个亲本，甲公司通过每年向乙公司提供不育系和恢复系亲

本用于乙公司配制“川油一号”，同时保证自己不生产、销售或许可第三人生产、销售“川

油一号”种子，就能够使乙公司受让“川油一号”品种所有权及经营权的合同目的得以实现。

而且根据种子行业的交易习惯，在三系杂交作物品种转让和许可使用中，保持系亲本都是不

向受让人和被许可人提供的，而是掌握在育种家手中。  

  二、法理精析 

    （一）三系杂交品种育种、配制的过程及三系杂交品种的特征      

1、三系杂交品种育种、配制的过程简介    

三系杂交育种法在我国主要用于水稻和油菜杂交品种的选育和配制，是指利用雄性不育

系、保持系和恢复系三系配套配制出具有优良杂种性状优势新品种的过程，两系法与三系法

主要不同是两系法只需不育系和恢复系两个亲本杂交，而不需要保持系。三系杂法根据育种

和杂交种配制不同流程可分为三个阶段：亲本选育、亲本繁育、配制杂交种。 

（1）亲本选育 

雄性不育系和保持系的选育：选育雄性不育系首先要获得能稳定遗传的雄性不育株，其

次是有能把雄性不育株的不育特性传递下去的保持材料，然后通过测交和连续成对回交，完

成全部核置换之后就可育成三系雄性不育系及其相应的同型保持系。雄性不育株一般可以通

过两种方式获得，一种方式是可以通过大田自然群体中寻找，如袁隆平从洞庭早籼、矮脚南

特等籼稻品种中发现的水稻 C 系统不育材料；不育系另一种选育方式是通过远缘杂交产生，

就是用两个遗传距离较大的亲本（尤其是一些地理远距离品种间）杂交和连续回交选育出的

优良不育系品种的方法。 保持系的选育可以采取测交筛选和人工制保法进行。在测交筛选

中，育种家获得雄性不育株后，选用掌握的国内外育成的大量优良品种与之杂交，从中筛选

出具有良好保持能力的材料用作配套保持系。当获得不育系植株后，先用成对测交方法筛选

出良好保持能力的保持系，然后再用保持系与不育系回交多代，就能选育出农艺性状较为一

致的不育系。随着杂交育种水平的提高，对不育系的选择要求也越来越高，需要不育系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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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良性状也越来越多。因此，仅仅从现有的常规品种中测交筛选已很难达到选育新的不育

系的要求，而必须运用人工制保法对不育系进行改良，才有可能培育出高质量的不育系。 

恢复系的选育：三系育种恢复系选育一般采用测交筛选、杂交选育、辐射诱变等方式育

成。通过广泛测交筛选方法是我国当前选育恢复系的常用方法，但随着育种水平的提高，从

现有的常规品种中选择恢复系的难度越来越大，还必须用杂交法以创造新的恢复系。杂交选

育恢复系又分为一次杂交和复式杂交，一次杂交是指用两个品种杂交培育新恢复系，复式杂

交法，是指将 3 个以上亲本的优良性状、抗性以及恢复基因通过多次杂交综合一起，成为一

个全新的多抗、强优恢复系。辐射诱变选育恢复系，是指运用辐射使原恢复系品种发生基因

突变，从而使原恢复系的个别性状得到改良，以培育出新的优良的恢复系。 

以上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三个亲本的选育过程，是三系杂交育种的关键环节，通常

由在科研院所及大型种业公司内部科研机构中从事育种研究的育种家完成，其选育出的少量

亲本原种通常也是由育种家保存，因此又称作育种家种子。 

（2）亲本繁育 

亲本繁育，是指利用育种家提供的少量原种繁育出用于大规模配制杂交种的亲本种子的

过程。由于配制杂交种需要用不育系作母本、恢复系作父本，因此亲本繁育主要是指繁育不

育系和恢复系。由于不育系自交不结实，保持系和恢复系自交结实，因此，制种田所需父本

恢复系可由恢复系原种自我繁殖而成，而制种田所需母本不育系需要用不育系原种和保持系

原种杂交形成，用于繁育不育系所需保持系可由保持系原种自我繁殖而成。由于恢复系和保

持系的自我繁育不涉及异交栽培，与普通作物的栽培和管理技术差不多，只是要进行去杂保

纯。由于不育系自交不结实，依赖于与保持系异交才能结实，因此不育系繁育方法不同于普

通作物栽培，必须采取异交栽培方式。 

（3）配制杂交种 

杂交油菜、杂交水稻等杂交作物就是利用杂交一代的杂种优势，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

基于杂合体在遗传上的基因分离规律，杂交种在 F1 代之后各代将发生性状分离，F1 代的杂

种优势将在以后各代中无法得到保持，因而必须年年用雄性不育系与恢复系进行杂交制种，

为生产上提供具有杂种优势的 F1 代杂交种种源。三系杂交制种，就是在生产上用雄性不育

系作母本、恢复系作父本杂交，配制 F1 代杂交种。 

杂交品种配制可以由品种权人自己完成，并用于销售，杂交品种品种权人也可以将配制、

销售等权利转让给他人，还可以在一定期限内授权他人配制、销售该杂交品种。 

2、三系杂交品种的特征 

《GB/T16620—1996》将杂交种定义为“由基因型不同的亲本交配所产生的子代”，根

据这一定义及三系杂交育种过程，可以知三系杂交品种有如下几个特征； 

（1）杂交种 F1 代基因型为杂合体。杂交种的基因型为杂合体 Aa 型，而不是纯合体

AA 或 aa，由于基因分离规律决定了，杂合体将在下一代发生性状分离，因此杂交种只好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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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一代，其收获材料已发生性状分离，已无杂种优势，故此每年必须用亲本配制杂交种以便

用于大田种植。 

（2）配制三系杂交种只需要不育系和恢复系两个亲本。由于杂交种只能种植一代，因

此每年必须用亲本配制杂交种用于农民大田栽种。根据三系杂交育种、制种流程，杂交种亲

本的繁育和杂交种的配制是两个不同的过程，杂交种亲本繁育需要不育系、保持系和恢复系

三个亲本，由于不育系自交不结实，必须用不育系和保持系杂交才能繁育不育系；而配制杂

交种只需要不育系和恢复系两个亲本杂交即可。 

（3）三系杂交种本身并不具有性状的一致性和稳定性，其 F1 代经种植后的收获材料

无法作为大田用种，每年都必须用亲本配制杂交种用于大田种植。可见三系杂交品种依赖于

其亲本的品种权，配制、销售杂交组合的权利，是该杂交组合亲本品种权权能的具体体现。

杂交种基因的杂合性决定了其一旦繁育就会发生性状分离，因此用杂交种是无法生产出杂交

种的，必须要用不育系和恢复系两个亲本才能生产出杂交种。因此杂交种的生产完全依赖于

亲本品种，《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第六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品种权人许可，不得

为商业目的将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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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利用一品

种配制另一品种属于品种权人的权利之一，配制特定组合的杂交种是亲本品种权应有的范围。 

（二）三系杂交组合转让对亲本品种权利的影响      

1、杂交品种亲本品种权具体内容 

三系杂交育种法中，用于培育杂交品种的不育系、恢复系、保持系三个亲本符合特异性、

一致性、稳定性的要求，符合法律法规关于植物品种的界定，如果其培育人申请品种保护，

则杂交品种的亲本培育人对亲本品种享有品种权。关于品种权的范围 UPOV 公约 1991 文本

与 UPOV1978 文本存在一定差异，UPOV1978 文本第 5.1 条规定生产、销售、许诺销售授权

品种的繁殖材料需征得育种家同意，第 5.3 条还规定若为另一品种的商业生产，重复使用该

品种时，也须取得育种家之准许。UPOV1991 文本将品种权扩大到平行进出口，以及包括利

用授权品种繁殖所获得的收获材料上。我国加入的 UPOV 公约 1978 文本，《植物新品种保

护条例》第六条“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品种权所有人许可，不得为商业目的生产或者

销售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不得为商业目的将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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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我国杂交种亲本的品种权范围包括为商业目的生产、销售该品种

的繁殖材料、利用该品种繁殖材料配制其他品种（如杂交种），由于植物品种必须有一定的

名称才能申请品种保护，因此品种权人还拥有对品种进行适当命名的权利。 

2、三系杂交组合转让对亲本品种权的影响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发现杂交种子亲本的品种权是一个涵盖生产、销售品种繁殖材料以及

用品种繁殖材料配制其他品种等权利内容的权利束，亲本品种权利人可以将其中一项或多项

品种权利转让给其他单位或个人，甚至有权将全部品种权利转让给他人。在三系杂交品种转

让中，亲本品种权人转让的只是用亲本配制该特定杂交组合的权利，转让后亲本品种权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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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自己生产、销售该特定杂交组合，也不得许可他人生产、销售该杂交组合。杂交品种转让

方仅仅转让了亲本品种权的部分权能，亲本品种的其他权利并未转让，亲本品种权人仍然享

有生产、销售该亲本品种繁殖材料，及用该亲本配制其他品种权利。由于一个亲本品种可以

用在多个组合中配制多个杂交品种，因此亲本品种权人还可以用该亲本品种配制已转让杂交

组合之外的其他杂交组合。 

（三）三系杂交组合转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具体权利义务 

《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第九条规定“植物新品种的申请权和品种权可以依法转让。转

让申请权和品种权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并向审批机关登记，由审批机关公告”。

但相关法律法规并没有规定品种权转让双方当事人的具体权利义务，根据三系杂交品种转让

合同的特点，三系杂交品种转让双方应当享有如下一些权利和义务： 

1、受让方的义务 

品种权转让合同在性质上属于双务、有偿合同，作为三系杂交品种权的受让方，应当按

照约定向转让方支付一定金额的价款，作为取得三系杂交品种权的对价。作为合同相对方，

转让方有权向受让方收取转让价款。 

2、转让方的义务 

如前所述，在三系杂交品种转让中，转让的是用亲本配制特定杂交组合、并将生产的杂

交种子在市场上进行销售的相关权利。受让方订立转让合同的目的是获得该特定杂交品种的

配制权和销售权，为了实现受让方的合同目的，转让方必须履行下面几方面的义务：第一，

植物品种权与专利权一样，均表现为对再现利用中的相应成果信息的独占支配权，因此，三

系杂交亲本品种权人一经将杂交品种转让，其就负有不得再自己配制、销售该杂交组合的消

极义务，也不能再授权其他单位或个人生产、销售该杂交组合。第二，生产专利产品的专利

方法可以通过有形的形式表达，即某一领域的一般专业技术人员根据公开的专利技术信息就

能够制造出专利产品。植物性状不同是由遗传信息所决定的，植物品种的遗传信息在法律上

相当与专利领域的技术信息。但植物品种不同于专利技术，亲本是品种遗传信息的载体，遗

传信息无法在技术上再现和复制，也即如果没有杂交品种的亲本，即使知道杂交制种技术和

杂交方式也无法生产出杂交种。因此，转让人有义务向受让人提供配制杂交种所需的亲本繁

殖材料。第三，虽然杂交种制种技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属于公共知识，但不同的杂交组合

还有其自身特殊的制种技术方案，因此杂交品种转让方还应当向受让方提供配制杂交品种所

需的特有制种技术方案，如：父母本的播种时间、行比、施肥等。 

在本文所引案例中，双方当事人对受让方支付转让款，转让方向受让方提供制种亲本和

技术方案及保证受让方享有对“川油一号”杂交品种独占生产、销售权等都能达成一致意见，

争议焦点主要集中于转让方除了交付不育系和恢复系亲本外，是否还应当提供保持系亲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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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否交付保持系亲本对转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影响 

1、不交付保持系对受让方的影响 

保持系的在杂交品种选育和配制过程中有两方面的主要作用，一方面，在亲本选育过程

中，用保持系与不育系植株材料杂交，以选育出优良的不育系亲本；另一方面，由于不育系

自交不结实，不能进行自我繁育，必须每年用不育系作母本、保持系作父本，繁育不育系繁

殖材料以满足配制杂交种所需。 

在杂交种配制过程中，并不需要保持系繁殖材料，只需不育系和恢复系杂交便能配制杂

交种。因此，转让方不向受让方提供保持系亲本并不影响受让方享有该杂交品种的配制、销

售权。而且，只要转让方承诺自己不配制、销售或再授权他人配制、销售该杂交组合，受让

方对该杂交品种享有完全所有权的合同目的就能得以实现。 

但是由于不育系不能像恢复系一样自我繁殖，每年都必须用保持系与不育系杂交才能繁

育不育系，用于配制杂交种。如果转让方将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三个亲本都提供给受让

方，受让方每年可以根据自身制种计划繁育制种所需的不育系和恢复系繁殖材料，这样转让

方一次交付一定数量的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亲本，其交付亲本的义务就已履行完毕。如

果转让方不交付保持系亲本，则其每年都有义务向受让方提供制种所需的不育系和恢复系繁

殖材料。这样品种转让合同就是一个长期履行的合同，而非一次履行合同，双方每年必须根

据制种需要就繁育不育系事项达成新的补充协议。由于转让协议需要长期履行，受让方面临

的风险比较大，其风险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合同履行一定期限后，转让方有可能不向

受让方提供亲本或者提供亲本存在质量问题，这样双方将会陷入长期的纠纷之中；二是，如

果在合同履行过程，转让方因经营不善破产或因其他原因而解散，受让方将无法再从转让方

手中取得不育系和恢复系亲本用于生产杂交种，受让方的利益将严重受损。 

    2、交付保持系对转让方的影响 

    当前三系杂交品种选育过程中，最难的环节、投入成本最大的环节就是不育系的选育，

而且在选育新的不育系时，选择成型的保持能力强的品种作为回交轮回保持系亲本对新不育

系选育的成功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保持系对品种权人选育新的不育系以及配制其他杂交种

有着关键作用，其潜在经济价值非常高，如果转让方将其提供给受让方，对转让方利益的影

响是巨大的。因为：第一，如果将保持系亲本提供给受让方，受让方就可以自行繁育不育系，

用繁育的不育系大量配制其他杂交组合，也可以对保持系的个别性状加以改造后回交选育近

似的不育系。第二，尽管受让方未经转让方许可配制其他杂交组合或选育出其他类似不育系

的行为侵犯了转让方的亲本品种权。但由于这种品种侵权非常隐蔽，只有通过相关专业鉴定，

才能确定是否构成侵权。而且采用大田种植的鉴定方法花费时间很长，DNA 鉴定方法虽能

节约时间、但由于现在我国植物遗传材料库尚未建立，这种鉴定方法在实践上有相当大的难

度。因此，在理论上转让方有权要求受让方承担侵权责任，但在实践操作上会变得非常困难，

维权成本高昂。第三，由于不育系选育非常困难，保持系对新不育系的选育又起着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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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保持系对转让方有非常重要的经济价值，受让方要想获得保持系，必须支付巨额的代

价，非本案中 120 万元品种转让费所能购买的。 

     三、结论 

（一）本案评析 

本案中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的品种转让合同，合同标的为川油一号杂交油菜品种权，即

转让川油一号杂交组合的配制权和销售权。乙公司订立合同的目的，是拥有川油一号杂交品

种的独占配制权和销售权，甲公司有义务保证乙公司合同目的实现。根据植物品种的特征，

甲公司必须向乙公司提供亲本，乙公司才能配制出川油一号杂交种并销售，转让协议也约定

了甲公司应当及时向乙公司提供品种亲本种子。但该转让协议并未明确约定是提供三个亲本

还是两个亲本进行明确约定，属于合同条款约定不明，需要根据合同解释的相关原则进行合

同解释。根据《合同法》第 61、62 条规定的合同解释原则和方法以及学界关于合同解释的

通说，合同条款约定不明的，按照下列原则进行解释：法律法规有规定的从规定、法律法规

没规定从行业惯例、既无法律规定又无行业惯例，根据合同目的解释。 

1、法律、法规相关规定 

《合同法》关于技术转让合同的规定没有涵盖植物品种的转让和许可使用，《植物新品

种保护条例》对此的规定比较粗浅，只是规定品种权人有权转让品种权并应进行登记公告，

而并未规定转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具体权利义务。《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实施细则》也未涉

及品种转让问题。由于关于三系品种转让合同的转让方是否应当交付保持系亲本这一问题，

目前法律法规并没有规定，因此在当事人没明确约定时，只能寻求行业惯例和合同目的对合

同约定不明条款进行解释。 

2、三系杂交品种转让交易惯例 

利用行业惯例解释合同，是指合同当事人未做相反或不同约定时，用于交易习惯来解释

合同内容的方法。交易习惯是在特定行业内得到广泛的、稳定的、重复使用的交易方法。根

据目前我国种业界转让三系杂交品种的惯例，亲本品种权并不转让给受让方，仍由品种权人

拥有，转让方每年根据受让方制种需要为受让方繁育不育系和恢复系繁殖材料，受让方除了

支付杂交品种转让费还应当每年向转让方支付不育系和恢复系亲本繁殖费。可见从行业惯例

看，保持系繁殖材料由品种权人控制，转让方并不向受让方提供保持系亲本。目前这种转让

方式之所以能成为种业界的交易惯例，一方面，随着杂交育种技术的发展，选育新的不育系

非常困难，保持系在不育系选育中起关键作用。因此，品种权人不愿意将保持系繁殖材料提

供给受让方，以防止受让方取得保持系材料后，可以无任何限制的繁殖不育系，并培育新的

不育系或配制其他品种。另一方面，由于保持系和不育系的育种价值如此重要，受让方想要

获得保持系亲本，需要支付高达上千万的转让价款，这是一般中小型种业企业所无法承受的，

即使是大型种业集团，在品种市场推广前景尚不明朗前，其风险也是巨大的。因此，目前这



农业知识产权研究电子杂志·第二卷·第一期 

www.ccipa.org                                                                 8 

种转让费相对较低、亲本由转让方控制的转让方式，对双方当事人都是公平的，能达到双赢

的交易目的。 

3、品种转让合同目的 

目的解释，是指当事人就合同条款理解不一致时，应当采用最有利于合同目的实现的解

释结果。目的解释方法，源自意思自治这一传统民法原理，强调“探寻当事人缔约的真实意

思”。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转让协议的真正目的是受让方乙公司取得川油一号杂交品种独占

生产、销售权。甲公司每年为乙公司繁育其制种所需的不育系、恢复系材料，并保证自己不

生产、销售或许可他人生产、销售川油一号杂交种，就能保证乙公司享有川油一号杂交品种

独占生产销售权，转让方甲公司不提供保持系亲本并不影响乙公司合同目的实现。 

可见，一、二审法院综合种业行业转让品种的交易习惯和双方订立合同的目的，认定转

让方无需向受让方提供保持系亲本，只需每年根据受让方的需求繁育不育系和恢复系，并且

自己不生产、销售或授权他人生产、销售该杂交种子，受让方受让川油一号完全所有权就能

实现，也符合交易习惯。法院的这种认定和判决是完全正确的，能够很好平衡双方当事人的

利益。 

（二）相关建议 

类似本案的植物品种转让合同纠纷在实践中经常发生，之所以出现这类纠纷，一方面因

为目前法律法规对品种转让合同没有具体规定；另一方面是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考虑不周

密，约定不明确，书面合同文本未能表达当事人订立合同时的真实意思。笔者下面提出两个

方面的建议： 

1、相关立法建议 

当前法律法规对杂交品种转让合同的相关内容并没有具体的规定。一方面当事人订立合

同时缺乏具体公正的指引条款做参考，合同条款完全由当事人自己拟定，当事人在确定合同

条款时难免有考虑不周和词不达意，从而导致合同履行过程中纠纷不断发生；另一方面，由

于法律法规对品种转让合同各方的权利义务没有具体规定，给法官审理品转权转让合同纠纷

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尤其是双方当事人就合同约定内容有不同理解，需要法官对合同约定进

行解释时，法官将面临缺乏具体的、可操作判断标准作参考的尴尬。 

因此，从规范品种权转让活动的目的出发，为了减少品种权转让合同纠纷，同时能够为

法院审理品种权转让合同纠纷提供确定的法律依据。立法机构应当在《合同法》技术合同一

章或者在《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中对品种权转让合同的主要内容进行列举性规定，对转让

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进行明确的界定。最高人民法院就审理植物新品种侵权纠纷案件

制定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植物新品种侵权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为了更好的

审理植物新品种合同纠纷，最高人民法院也可以制定专门的司法解释，以利于下级法院更好

的审理品种转让合同纠纷案件。 

2、对当事人的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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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出现纠纷的最主要原因是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对转让方主要的义务即交付亲本的

义务约定不明，如果法律法规对其有相关规定时，在履行合同双方当事人对合同内容理解出

现分歧时，还可援引法律规定对合同进行解释。而目前我国并没有专门规定品种转让合同内

容的法律法规，转让方是否交付保持系都不影响受让方合同目的的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双

方当事人更应当小心缔约，对合同关键条款进行明确约定。本案中由于转让方不会向受让方

提供保持系亲本，受让方必须每年根据制种计划要求转让方为其繁育不育系和恢复系，因此，

品种转让协议实际上是一个长期履行合同，转让方的义务不是一次履行完毕而是需要多次履

行。为了平衡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降低因转让方违约带给受让方的不利影响，支付价款方

式不宜约定成一次支付，建议最好采用国际通行的许可证贸易中“入门费+提成费”的价款

支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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