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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 日，2023 中国种子大会暨南

繁硅谷论坛在三亚开幕。在大会主论

坛上，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三批人民法

院种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2021 年 9 月和 2022 年 3 月，最高人

民法院已分别发布第一批和第二批人

民法院种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

例各 10 件，经过严格筛选，今年再次确

定第三批典型案例共 15 件，其中民事

案例 13 件，行政案例 1 件，刑事案例 1

件。案例所涉植物品种涵盖面较广，既

有关系国家粮食安全的小麦、水稻、玉

米等主要粮食作物，也有西葫芦、猕猴

桃、柑橘等果蔬。

此次发布的案例主要呈现以下特

点：

一是保持高压态势，严厉打击涉种

子犯罪和严重侵权行为。在被告人魏

某华销售伪劣种子案中，判处被告人有

期徒刑 4年 6个月，并处罚金，依法严惩

销售伪劣种子的坑农害农行为。在

“YA8201”玉米植物新品种侵权案和

“扬麦 25”小麦植物新品种侵权案中，

对于租借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共同

侵权行为和销售“白皮袋”种子的侵权

行为从高适用惩罚性赔偿，并判令种子

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出借方承担连带责

任，使侵权人得不偿失，让权利人理直

气壮。在“郑麦 113”小麦植物新品种

侵权案中，以当事人明确约定的再次侵

权的赔偿数额确定损害赔偿，有效遏制

重复侵权、恶意侵权。

二是切实加强保护，充分维护品种

权人合法权益。在“强硕 68”玉米植物

新品种权无效行政案中，依法认定育种

者在申请日之前委托他人制种而交付

繁殖材料并约定回购的行为不构成销

售，不会导致申请品种丧失新颖性，依

法保障确有创新性的育种成果获得品

种权保护，有效激励育种创新。在“裕

丰 303”玉米植物新品种侵权案中，明

确侵权繁殖材料被灭活处理后侵权人

仍应承担赔偿损失责任，充分弥补权利

人因市场挤占而遭受的损失。在“都蜜

5 号”甜瓜植物新品种临时保护期使用

费案中，判决支持品种权人关于赔偿维

权合理开支请求，为品种权人维权提供

充分保障。在“彩甜糯 6 号”杂交玉米

亲本植物新品种侵权案中，判令重复使

用授权品种繁殖材料生产另一品种繁

殖材料的生产者停止销售行为，有效延

伸品种权保护环节，为权利人提供全链

条保护。

三是突出问题导向，有效破解实

践中存在的维权难题。在“中柑所 5

号”柑橘植物新品种侵权案中，面对无

性繁殖品种通常并无保存标准样品的

现实难题，以该品种授权审查中现场

考察指向的母树和通过母树扩繁的个

体作为确定授权品种保护范围的繁殖

材料，有效解决对照样品的确定和来

源问题。在“鲁丽”苹果植物新品种侵

权案中，进一步细化判断种植无性繁

殖品种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的考量因

素，有效破解种植行为的侵权定性问

题。在“希森 6 号”马铃薯植物新品种

侵权案中，积极探索被诉侵权物既是

繁殖材料又是收获材料时客体性质的

认定问题。在“彩甜糯 6 号”杂交玉米

亲本植物新品种侵权案中，结合育种

遗传规律适时转移举证责任，推定被

诉杂交玉米品种与授权品种之间的亲

子关系，解决侵权事实认定难问题。

在“鲁葫 1 号”西葫芦植物新品种侵权

案中，根据被诉侵权人在产品包装上

使用的名称与授权品种名称相同，推

定两者为同一品种，用好司法解释相

关规定，简化案件事实认定难题。

四是强化系统思维，推动构建种业

大保护格局。在杂交玉米植物新品种

亲本“W68”技术秘密侵权案中，明确玉

米自交系亲本作为商业秘密的保护条

件，丰富育种创新成果的多元法律保护

手段。在“杨氏金红 1 号”猕猴桃植物

新品种侵权案中，在依法维护品种权人

合法利益的前提下，综合考虑资源利

用、乡村扶贫等多种因素，鼓励以支付

足额许可使用费代替铲除、灭活等停止

侵害措施，实现多方共赢。在“伟科

609”玉米植物新品种侵权案中，以行政

机关查扣的被诉侵权样品作为待测样

品进行鉴定，实现行政执法与司法保护

的有效衔接。

第三批人民法院种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发布

全链条保障品种权 推动构建种业大保护格局
◎本报记者 王祝华

到 2027 年，重庆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企业在 2022

年基础上实现“双倍增”，分别超过 1.28万家、8.6万家。3

月 31 日，《重庆市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企业“双倍增”

行动计划（2023—2027 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解读

新闻发布会举行，该行动计划将分阶段实施，加快培育高

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企业。

提出四项重点任务

“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发展，对引领支撑现代化新重

庆建设具有重要意义。”重庆市科技局局长明炬介绍，近

年来，重庆市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企业发展势头良好，

2022年高新技术企业达 6348家，较 2017年增长 3.1倍，复

合增长率 25.8%；科技型企业达 42989 家，较 2017 年增长

5.3倍，复合增长率 44.9%。不过，与先进省市相比仍然差

距较大，迫切需要实施《行动计划》，促进重庆市高新技术

企业和科技型企业快速成长。

3 月 30 日，重庆市政府办公厅正式印发《行动计

划》。计划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到 2025 年，全市高新技

术企业突破 1 万家、科技型企业超过 6.7 万家；第二阶段

到 2027 年，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企业在 2022 年基础上

实现“双倍增”，分别超过 1.28万家、8.6万家。

对此，重庆提出了四个方面的重点任务。首先是明

确发展路径。在“孵、育、引、壮”四字上下功夫，构建科技

企业“微成长、小升高、高变强”梯次型、全周期引育体系。

其次是突出企业主体。重在“建平台、强研发、促协

同”，提升企业科技创新能力。

第三，在打造科创载体上，发挥西部（重庆）科学

城、两江协同创新区等科创核心承载区引领作用，突出

经开区、工业园区等各类园区的主战场地位，激发高校

院所创新创业带动效应，强化各类孵化载体服务功能，

多措并举、综合集聚，主动担当、力争上游，推动科技企

业集群发展。

最后，将强化服务支撑。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提升科

技服务能级，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构

建全社会创新创业生态，加快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企

业蓬勃发展。

全市一盘棋助力“双倍增”

“重庆市现有高校 75 所，各类在校生 130 万余人、科

技活动人员近 3万人，拥有国家级科研平台 43个、省部级

科研平台 500余个。”重庆市教委一级巡视员邓睿介绍。

为助推《行动计划》的实施，重庆市教委将联合市人

力社保局、市科技局等市级部门协同引导高校不断提高创新创业效能。将结合

重庆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调整学科专业布局，加强高校科研平台建设、加强校企

合作、推进大学科技园建设，促进高校科技成果与企业科技创新需求精准对接。

“2022 年重庆市新增市级专精特新企业 1579 家，累计达到 2484 家；去年新

增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137 家，在西部地区排名第一，累计已达到 255

家。”重庆市经济信息委副主任王春水介绍，他们将全面推动人才链、创新链、

产业链、资金链、政策链耦合互动，打造科技型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生成生态

体系。

作为以“一城多园”模式合作共建西部科学城的重要平台，两江协同创新区

正着力构建明月湖协同创新体系，持续推动科研成果在重庆转化落地。截至目

前，依托落户两江协同创新区的 50家新型研发机构已累计孵化新企业 197家。

两江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李洁表示，两江新区积极推进中小企业

集结、骨干企业攀升、领军企业登峰 3大行动，大力引育优质创新主体，构建科技

型企业全生命周期培育链条。到 2027 年，新区科技型企业将达到 8000 家以上，

高新技术企业将达到 1800家，在 2022年基础上实现“双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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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雍 黎

K强信心强信心 开新局开新局

科技日报长春4月 2日电 （记者

杨仑）2 日，记者从中车长春轨道客车

股份有限公司获悉，我国首套高温超

导电动悬浮全要素试验系统在吉林长

春完成首次悬浮运行。

这标志着，我国在高温超导电动

悬浮领域实现重要技术突破，行业内

部分院士、专家共同见证了此次悬浮

运行试验。

超导电动磁浮交通系统由车辆、

轨道、牵引供电、运行通信等系统构

成，适用于高速、超高速和低真空管道

等运用场景，运用速度可达 600km/h

及以上，被认为是当前世界轨道交通

技术的“制高点”之一。

“我们采用被动悬浮方式，无须主

动控制，系统简洁，可靠性高，提速空

间大；同时车辆设有走行装置，应急运

行能力强，安全性高。”中车长春轨道

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兼磁浮

研究所所长于青松告诉记者。

未来，超导电动磁浮交通系统可

以成为超大城市、发达经济圈之间快速

运输通道的重要选择，也为优化国土空

间布局、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为我国综

合立体交通网建设提供重要支撑。

据了解，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

有限公司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致

力于磁浮列车的研发与制造，并于近

年建设了 200 米全要素高温超导磁浮

交通试验线，自主研制了可全断电运

行的车载高温超导磁体、电动悬浮原

理样车、高强度无磁轨道等系统，突破

了多系统耦合动力学、悬浮力匹配等

多项技术，为超导电动磁浮的发展及

应用提供技术支撑。

高温超导电动悬浮技术取得进展

4 月 2 日，内蒙古鄂尔多斯
市康巴什区第四届中小学生劳
动技能大赛“未来工匠大比拼”
活动在康巴什区青少年发展中
心举行，来自当地 9 所小学的
100名“小工匠”在创意设计、木
材加工等环节中感受劳动之美，
学习工匠精神。图为学生在康
巴什区青少年发展中心制作创
意木制作品。

新华社发（王正摄）

“小工匠”

比技能

“基于多传感器融合反馈，它能感

知环境信息，生成导航指令，实现自主

驾驶、建图。”天目山实验室绿色民机智

能设计中心科研人员屠展介绍，团队研

制的陆空两栖智能无人机，还可自主对

接—分离，充分利用陆、空子系统性能，

实现 1+1>2。

3月 30日至 31日，首届天目山论坛

暨“百千万”科技成果对接活动在浙江

杭州举行。天目山实验室发布陆空两

栖智能无人机、高强耐热铸造铝合金及

其制备关键技术、长航时大型扑翼飞行

器等 5 项科研成果和首批启动项目，并

与多家平台、金融机构、企业签订合作

协议。

“推进科技成果转化机制重塑”是

浙江省“315”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工程的

内容之一。不久前，《浙江省开展科技

成果转化“双百千万”专项行动方案》印

发，提出要组织百家高校院所和新型研

发机构，开展百场科技成果转化校地合

作、主题论坛和开放日等活动；组织千

名青年人才入企结对和技术转移专家

助企帮扶，实施千次产学研深度合作；

组织万家科技型企业开展万项科技成

果转化应用。

作为浙江十大省实验室之一的天

目山实验室，于去年 6 月挂牌成立，致

力于实现航空领域核心技术创新并形

成航空科技引领能力，从而构建全球航

空领域的创新源头和人才高地。这次

活动期间，天目山实验室科技成果转化

中心成立，将成为“双百千万”专项行动

的具体载体。

浙江海虹控股集团董事长陈海贤

介绍，公司与天目山实验室此次签约，

后续将联合共建孵化中心。在项目产

业化过程中，实验室提供基础研究，企

业提供中试的平台，双方有望在碳纤维

复合材料关键技术方面取得率先突破。

活动期间，结合天目山实验室首批

启动项目涉及的领域，与会院士、专家

围绕绿色民机智能设计，高性能航空材

料与先进制造，智能飞行管理与机载能

量综合等主题进行探讨。

中 国 工 程 院 院 士 吴 光 辉 作 题 为

《“双碳”背景下民机发展展望》的主题

报告时介绍，可持续生物燃料、电能、氢

能是航空领域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碳减

排的可行途径，也是全球航空业的趋势

选择。采用新型布局形式、新结构、新

材料，也可提升飞机气动与结构效率，

降低燃油消耗，减少排放。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天目山实验

室高性能航空材料与先进制造中心发

布的高强耐热铸造铝合金及其制备关

键技术，适用于汽车发动机、航空发动

机轻量化发展需求，正在寻求产业化

合作。

“将科技成果实现产业化，涉及发布、

验证、评估、交易、登记、政策、投融资、知

识产权等全链条的服务。”杭州技术转移

转化中心总经理杨更生说，业内普遍认

为，很多城市并不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

服务机构和人员，而是需要一批真正业务

精、能力强的高水平服务机构和人才，需

要敢闯、敢干的精神，以重塑服务体系，加

快推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浙江省开展科技成果转化“双百千

万”专项行动方案》明确，要鼓励支持社

会化技术转移机构，加强技术转移和成

果转化人才培养和能力提升；建立常态

化重大科技成果发布制度；打造“双百

千万”行动战略力量开放日品牌，统一标

识和资源库，高校院所、省实验室、省技

术创新中心、省级新型研发机构、科技领

军企业等战略力量，要深化与地方部门、

园区平台、产业集群等交流合作。

“类似此次活动，浙江今后还会系

统性组织举办战略力量开放日活动，旨

在加快推进省实验室、省技术创新中心

等战略力量发挥更好的辐射带动作

用。”浙江省科技厅成果处相关负责人

表示。

浙江：专项行动助推航空技术成果“飞向蓝天”
◎洪恒飞 项淑倩

本报记者 江 耘

4 月 1 日，在 2023 年海洋命运共同

体建设高端论坛“校长分论坛”上，多位

船海领域高校校长就当前时代背景下，

如何推动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促进海

洋装备技术与可持续发展，让科技创新

赋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等话题展开

深入探讨。

当前，世界经济向海发展的趋势日

益显现，蓝色经济的引擎功能不断增

强。如何以建设海洋强国战略为导向，

将我国已有的海洋资源优势转化为实

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动能，成为摆在

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战略课题和挑战。

“海洋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在海洋领域的延伸和实用，也是

对传统全球海洋治理理念的超越和发

展，更是对全球海洋治理体系的完善和

发展。”哈尔滨工程大学校长姚郁表示，

如何建设海洋命运共同体，需要服务海

洋领域的政产学研商各方紧扣建设愿

景与任务，深化服务支撑全球海洋事业

发展的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开放合作

以及文化交流，不断扩大海洋领域的文

化圈、科技圈、朋友圈。

海洋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来自科

技创新，它可为海洋经济的新旧动能转

换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在厦

门大学副校长周大旺看来，要解决我国

海洋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需牢牢抓住

科技对产业的赋能效应，充分重视科技

链与产业链的耦合互促机制，设计并打

造可引领、赋能、服务海洋产业的科技

创新链。

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奚立峰表示，

当前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移动通信等

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突破应用，数字

化、新材料等先进制造技术推动船海行

业转型，各高校需要建设“大海洋”学科

交叉融合体系，在落实国家重大科技创

新任务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推动重大

科技成果转化，高效赋能海洋经济内涵

式发展。

海洋科技的进步离不开国际合作

与交流。中国海洋大学副校长刘勇认

为，加强国际科技合作，既是深刻总结

国内外历史经验的必然选择，也是深度

把握世界科技变革规律的必由之路。

海洋领域各高校需积极主动融入全球

海洋科技创新网络，在实施重大战略、

共享重大设施、牵头重大计划中推动国

际合作，在开放合作中不断提升自身科

技创新能力，做好加强国际海洋科技创

新合作的积极倡导者和主动实践者。

海洋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

了重要的资源，合理开发利用海洋是解

决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等全球性挑战的

关键。武汉理工大学副校长吴超仲表

示，共建海洋生态是海洋命运共同体建

设的核心要务，高校应以服务经济社会

发展为目标，聚焦深海领域，发挥船海工

程在维护自然生态平衡、减缓和适应气

候变化等领域拥有的独特优势，推动海

洋生态保护在全球海洋生态建设中发挥

更大作用，为海洋共同体贡献科技力量。

在国家“双碳”目标的驱动下，海洋

可再生能源开发和绿色智能船舶已成

为我国未来船海工程领域发展的重要

支点。姚郁表示，哈尔滨工程大学以创

新技术为引领，紧密结合行业需求，加

大基础研究原始创新能力，围绕国家的

绿色、低碳和智能化革命，推动绿色低

碳、人工智能等科研问题的研究，支撑

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

高校校长共话“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
◎本报记者 李丽云 何 亮 科技日报讯 （记者叶青）3 月 31

日，广州实验室举办“单药 3CL靶向新

冠病毒感染治疗药物来瑞特韦片研发

研讨会”。记者从会上获悉，3 月 23

日，国家药监局公布新冠病毒感染治

疗药物来瑞特韦片获批附条件上市，

用于治疗新冠轻中症成年患者。

广州实验室研究员、广州呼研院

副院长杨子峰介绍，在广州实验室的

牵头组织下，广州医科大学附一院、广

州呼研院、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

学研究中心等高效有序推进临床前及

临床研究，广东众生睿创公司加紧协

调产业转化，并得到三亚中心医院等

全国科研和临床单位大力支持。

“国家、省市相关管理部门聚焦国

家战略需要和新药研制短板，靠前指

导服务，协调资源解决实际困难。在

各方共同努力下，来瑞特韦片实现无

须联用利托那韦的关键突破，满足人

民的新冠治疗需求，有效服务我国‘保

健康、防重症’疫情防控目标。”杨子峰

表示。

会议认为来瑞特韦片作为我国

自主研发新药的成功范例，临床试验

取得显著疗效，患者人群单药使用 3

天后，病毒载量较安慰剂组相比平均

降低近 90%，抗病毒效果与辉瑞 Pax-

lovid 效果相当，有效避免了因联用利

托那韦产生的毒副作用，并解决了传

统药物研发模式瓶颈，实现研发上市

“加速度”。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表示，来

瑞特韦片将为新冠治疗提供重要保

障，研究团队通过大协作，实现了单药

给药方案的重要突破，丰富了我国药

物储备，也为全球抗击新冠疫情提供

了更多的中国治疗方案。

钟南山院士：

来瑞特韦片为新冠治疗提供新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