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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业知识产权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 

我国的知识产权制度起步较晚，新中国成⽴后，于 1982 年颁布《中华⼈民共和

国商标法》1984 年颁布《中华⼈民共和国专利法》。⽬前与农业知识产权相关的国际

规定主要有《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我国于 1999 年加⼊），《与贸易相关的知

识产权协议》等。我国出台的与农业知识产权相关的规定有《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

（1997 年 10 ⽉ 1 ⽇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2005 年 6 ⽉ 7 ⽇）《地理标志

产品保护⼯作细则》（2009 年 5 ⽉ 21 ⽇）等。2010 年以后，我国陆续出台了农业知

识产权的相关政策：《农业知识产权战略纲要（2010-2020 年）》《关于进⼀步加强农业

知识产权⼯作的意见》《关于提升⾼等学校专利质量促进转化运⽤的若⼲意见》《⾼

校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建设实施办法》《关于公布⾸批⾼校国家知识产权信息服务

中⼼名单的通知》《关于公布第⼆批⾼校国家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名单的通知》等。

下⾯对以上部分相关政策进⾏梳理和分析。 

（一）《农业知识产权战略纲要（2010-2020 年）》1 

2010 年，农业部出台了《农业知识产权战略纲要（2010-2020 年）》。 

1.农业知识产权现存问题。该⽂件序⾔部分指出，“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有

待完善，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制度刚刚起步，农业⽣物遗传资源权属管理制度尚未

建⽴，农业知识产权创造、保护和转化能⼒不强，中介服务体系发展缓慢，专业⼈

才短缺，知识产权意识薄弱，侵权现象时有发⽣，知识产权对农业发展的促进作⽤

                                                        
1 农业部. 农业知识产权战略纲要[EB/OL].[2010-06-11]. 
http://www.kjs.moa.gov.cn/gzdt/201904/t20190418_6184531.htm 



尚未得到充分发挥。” 

2.战略⽬标。⽂件提出了“到 2020 年，把我国农业知识产权创造、运⽤、保护和

管理能⼒提升到新的⽔平，政策法规基本完善，管理体系基本健全，公共服务和技

术⽀撑能⼒显著增强，知识产权意识深⼊⼈⼼，中介服务机构和⼈才队伍建设适应

形势发展需要，农业领域⾃主知识产权拥有量跨⼊世界先进⾏列，知识产权对建设

中国特⾊农业现代化的⽀撑作⽤显著。”的战略⽬标。 

3.知识产权⼈才培养和知识产权⽂化建设。在“保障措施”的第三条，提出要“加

快⼈才培养，对知识产权管理、服务及相关⼯作⼈员实施分类培训，推进农业知识

产权专业⼈员对外交流。⿎励⾼校开设农业知识产权课程，加快知识产权⼈才培养。

建⽴知识产权⼈才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第五条，加速培育知识产权⽂化，“……推

进⾯向企业、科研院所的知识产权意识普及，增强全社会知识产权认识，培育尊重

知识、崇尚创新、诚信守法的知识产权⽂化，营造有利于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

⽤的良好社会氛围。” 

4.⼩结。《农业知识产权战略纲要（2010-2020 年）》提到专业⼈才短缺、知识产

权意识薄弱、加快⼈才培养、⼈才队伍建设、⼈才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科研院所

知识产权意识普及、知识产权⽂化等内容，多次强调知识产权⼈才的重要性，并且

把⼈才队伍建设放在了战略⽬标中，可见知识产权⼈才培养任务之重，知识产权⼈

才对全社会知识产权⽂化建设起到了⾮常重要的作⽤。 

（二）《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知识产权工作的意见》2 

2013 年，为深⼊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提升农业领域的专利、商标、版权、

                                                        
2 农业部. 农业部  科技部  知识产权局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知识产权工作的意见》的通知[EB/OL]. 
[2013-02-20]. http://www.moa.gov.cn/nybgb/2013/derq/201712/t20171219_6111683.htm 



植物新品种权以及农产品地理标志等农业知识产权创造、运⽤、保护和管理能⼒，

农业部、科技部、知识产权局联合制定了《关于进⼀步加强农业知识产权⼯作的意

见》。 

1.总体⽬标。《意见》的总体⽬标指出：农业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和规章制度基本

健全，财政农业科研项⽬实现从⽴项到成果运⽤的知识产权全程管理。知识产权代

理、法律、信息、咨询、评估等服务在农业领域得到发展，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和技

术⽀撑能⼒基本满⾜农业知识产权事业发展需要。农业知识产权交易与运⽤规范有

序，以知识产权为纽带的产学研⽤协作机制基本健全。农业科技创新能⼒进⼀步增

强，到 2015 年主要农业科技研发单位研发⼈员每百⼈年申请发明专利和植物新品种

权达到 12 件。 

2.主要任务。⽂件的主要任务部分多次提到⼈才培养的内容。第⼆条，强化知识

产权管理。“完善评价体系，切实将知识产权的拥有量和实施效益纳⼊科研⼈员绩效

和职称考核指标体系。健全职务技术成果管理运⽤和利益分配机制，调动单位与研

发⼈员知识产权创造和运⽤的积极性。”第三条，培育农业领域知识产权服务业， “加

强职业培训，培养专门⼈才，提⾼农业知识产权涉外事务处理能⼒，⽀持农业企事

业单位、农民专业合作社申请境外知识产权” “提⾼权利⼈主动保护、⾃我维权意识。” 

3.⼩结。该⽂件提出了农业科技研发单位研发⼈员的申请专利和植物新品种的

期望量化值，并计划通过完善评价体系来调动研发⼈员的积极性，保障其合理利益。 

（三）《关于提升高等学校专利质量促进转化运用的若干意见》

3 

                                                        
3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教育部 国家知识产权局 科技部关于提升高等学校专利质量促进转化运用的
若干意见[EB/OL]. [2013-02-20].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2/21/content_5481750.htm. 



1.⽬标。该⽂件针对⾼校的专利转化⽽制定。⽂件提出，“到 2022 年，涵盖专利

导航与布局、专利申请与维护、专利转化运⽤等内容的⾼校知识产权全流程管理体

系更加完善，并与⾼校科技创新体系、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体系有机融合。到 2025 年，

⾼校专利质量明显提升，专利运营能⼒显著增强，部分⾼校专利授权率和实施率达

到世界⼀流⾼校⽔平。” 

2.法律意识。“⿎励⾼校围绕优势特⾊学科，强化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国家重⼤经

济领域有关产业的知识产权布局，加强国际专利的申请。”“⾼校要提⾼科研⼈员从事

创新创业的法律风险意识，引导科研⼈员依法开展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活动，切实保

障⾼校合法权益。未经单位允许，任何⼈不得利⽤职务科技成果从事创办企业等⾏

为。涉密职务科技成果的披露要严格遵守保密有关规定。” 

3.加快专业化⼈才队伍建设。“⽀持⾼校设⽴技术转移及知识产权运营相关课程，

加强知识产权相关专业、学科建设，引育结合打造知识产权管理与技术转移的专业

⼈才队伍，推动专业化⼈才队伍建设。⿎励⾼校组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作专家委

员会，引⼊技术经理⼈全程参与⾼校发明披露、价值评估、专利申请与维护、技术

推⼴、对接谈判等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全过程，促进专利转化运⽤。” 

4.⼩结。该⽂件和前两个⽂件有明显不同，主要内容是对⾼校专利权⼈和发明⼈

的义务和责任进⾏详细规定，尤其强调的保密责任。除此之外，还明确⾼校专利权

⼈如何对职务发明和⾮职务发明的专利进⾏合理规定，保障发明⼈权益。同时，⽂

件也提到了加快专业化⼈才队伍建设，包括课程、专业、学科建设。 

（四）《高校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建设实施办法》4 

                                                        
4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 高校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建设实施办法[EB/OL]. [2018-01-07]. 
http://www.gov.cn/xinwen/2018-01/07/5254106/files/bae57dfbbb1c4d67bbc15a93b9c2cf4e.pdf 



《⾼校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建设实施办法》是为了推进⾼校知识产权信息服

务中⼼建设，完善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络，提升⾼校创新能⼒， ⽀撑⾼校“双

⼀流”建设⽽于 2018 年制定。对⾼校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的建设和运⾏、遴选和

确认、考核和监督做了详细的规定和解释，对⾼校知识产权信息⼯作有可操作性的

指导意义。 

（五）《关于公布首批高校国家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名单的通

知》5《关于公布第⼆批⾼校国家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名单的通知》6 

2019 年和 2020 年，国家知识产权局、教育部联合开展了⾼校国家知识产权信息

服务中⼼遴选⼯作，共遴选了两批 60 所⾼校（见表 1）。⾼校国家知识产权信息服务

中⼼的任务是“要发挥⾼校的信息资源和⼈才资源优势，为知识产权的创造、运⽤、

保护、管理提供全流程服务，不断完善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体系，丰富知识产权

信息服务内容，促进⾼校协同创新和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和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其中，60 所⾼校中，农林院校有东北林业⼤学、华南农业

⼤学、南京农业⼤学、内蒙古农业⼤学、西北农林科技⼤学、中国农业⼤学六所，

占⾼校总数的 10%。 

表 1. ⾼校国家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所属⾼校名单 

序号 学校名 序号 学校名 序号 学校名 

 第⼀批 21 郑州⼤学 41 南京农业⼤学 

1 北京⼤学 22 中国海洋⼤学 42 内蒙古农业⼤学 

2 北京交通⼤学 23 中⼭⼤学 43 青岛⼤学 

3 北京科技⼤学  第⼆批 44 ⼭东⼤学 

4 重庆⼤学 24 北京⼯业⼤学 45 ⼭东科技⼤学 

5 ⼤连理⼯⼤学 25 北京化⼯⼤学 46 深圳⼤学 

                                                        
5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首批高校国家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名单公布[EB/OL]. [2019-03-19]. 
http://www.gov.cn/fuwu/2019-03/19/content_5374900.htm 
6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 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公布第二批高校国家知识产权信
息服务中心名单的通知[EB/OL]. [2020-07-06]. http://www.gov.cn/fuwu/2019-03/19/content_5374900.htm 



6 电⼦科技⼤学 26 北京理⼯⼤学 47 ⽯河⼦⼤学 

7 东北林业⼤学 27 北京中医药⼤学 48 四川⼤学 

8 东北师范⼤学 28 东南⼤学 49 太原理⼯⼤学 

9 ⼴西⼤学 29 福州⼤学 50 天津科技⼤学 

10 哈尔滨⼯业⼤学 30 复旦⼤学 51 武汉⼤学 

11 河北⼯业⼤学 31 贵州医科⼤学 52 武汉理⼯⼤学 

12 华南理⼯⼤学 32 河南⼤学 53 西北农林科技⼤学 

13 华中科技⼤学 33 湖南⼤学 54 燕⼭⼤学 

14 南京⼯业⼤学 34 华北电⼒⼤学 55 云南⼤学 

15 宁波⼤学 35 华东理⼯⼤学 56 浙江⼤学 

16 清华⼤学 36 华南农业⼤学 57 中国矿业⼤学 

17 上海交通⼤学 37 江南⼤学 58 中国农业⼤学 

18 同济⼤学 38 江苏科技⼤学 59 中国⽯油⼤学（华东） 

19 西安交通⼤学 39 南昌⼤学 60 中南⼤学 

20 湘潭⼤学 40 南京⼤学   

 

（六）小结 

2010 年以来，我国农业知识产权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不管是各项⽂件的出

台，还是农业院校建⽴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这些重要举措推动了农业知识产权

发展的进程。《农业知识产权战略纲要（2010-2020 年）》提出“⿎励⾼校开设农业知识

产权课程，加快知识产权⼈才培养”，这为农业类⾼校开展知识产权教学、科研提供

了有⼒的政策⽀撑。国家知识产权局和教育部遴选的⾼校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中，

10%是农业类⾼校，体现出农业知识产权⼯作的重要性。《关于进⼀步加强农业知识

产权⼯作的意见》主要提出应当完善评审机制，让研发⼈员的合理利益得到保障，

充分调动其积极性。 



二、文献综述 

新时期是基于四个⽅⾯来说，⼀我国⽬前处于专利数量世界领先的地位，⼆是

从 2018 年开始我国⼀直处于与美国知识产权谈判的重要阶段，三是我国已经有了第

⼀部牵头的知识产权国际条约《视听表演北京条约》，四是我国专利法和著作权法进

⾏了新的修订。在这种国际和国内背景下，我国的知识产权事业⾯临新的机遇和挑

战。 

农业知识产权可以看作是是知识产权在农业领域的应⽤，主要包括植物新品种、

农产品地理标志、涉农专利、商标、版权等。孟祥东认为，在国家农业科技创新过

程中，农业知识产权占据重要的地位，其作为⽆形资产，只有在转让或使⽤中才能

真正实现其具有的价值7。许多省份都开展了农业知识产权保护的研究，⽐如⽢肃8、

河南9、湖北10、辽宁11等。卢喆（2019）认为我国农业知识产权保护存在农户意识淡

薄，知识产权法律陈旧，知识产权专业⼈才匮乏，知识产权制度还不够健全等问题，

并提出应打造知识产权专业⼈才队伍，设⽴专门机构，健全农业知识产权保护体制

等措施12。刘娜（2021）提出植物新品种保护的⼀些问题，⽐如保护制度亟需健全，

商业修饰性育种⾏为需要更严格的限制，⽬前的知识产权⾏政管理部门之间的职权

划分僵硬，植物遗传资源惠益共享分配失衡等，同时提出应以专门⽴法来完善新品

种保护制度，以制度创新来引领育种体制创新，构建"⼆合⼀"综合⾏政管理体制，平

                                                        
7 孟祥东.辽宁农业知识产权评估体系建设思考[J].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2(05):558-562. 
8 赵华.甘肃农业知识产权现状及对策研究[J].知识经济,2011,(01):98-99. 
9 秦元元.河南省农业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问题探讨[J].安徽农业科学,2011,39(34):21447-21449. 
10 王瑢.湖北省农业知识产权保护研究[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11. 
11 孟祥东,吕杰,马云启.论知识产权保护是农业院校科技创新的“防火墙”[A].中共沈阳市委员会、沈阳市人民政府.
科学发展与社会责任（B卷）——第五届沈阳科学学术年会文集[C].中共沈阳市委员会、沈阳市人民政府:沈阳市
科学技术协会,2008:3 
12 卢喆.“一带一路”视角下我国农业知识产权保护的现存问题及对策研究[J].法制博览,2019,(22):112-113. 



衡育种者和遗传资源提供者的利益等建议13。 

⽬前我国已有⾼校开展了知识产权⼈才培养⽅⾯的研究。康建辉等（2008）通过

研究北京⼤学等北京⾼校和上海知识产权学院等上海⾼校的知识产权⼈才培养模式，

对陕西⾼校提出建议14。钱江（2012）研究了浙江省内⾼校的知识产权学位教育以浙

江⼤学⾼层次知识产权专门⼈才培养为龙头，中国计量学院、杭州师范⼤学、浙江

⼯业⼤学、浙江⼯商⼤学培养中、⾼层次⼈才为重要基⽯的格局已经形成15。然⽽，

⽬前我国针对农业院校知识产权⼈才培养的研究较少，农林等专业开设知识产权课

程的也较少，除此之外，知识产权转化的管理⼈才也较为缺乏。李秀丽（2012）提出

农林院校知识产权⼈才培养应当采取选择本校优势学科，依托农林经济管理或者法

学专业开展知识产权⽅向的双专业双学位教育的模式开展知识产权⼈才培养16。龚

伟（2014）认为当前培养模式的定位，应当是以研究⽣为主的中⾼级层次和职业化的

教育，并且应当在教学内容、师资队伍、培养平台等要素上，体现农业知识产权综

合性和实务性的导向作⽤17。 

 

三、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本研究主要采⽤⽂献法和⽂献计量法两种计量⽅法。通过⽂献法对农业知识产

权政策、研究论⽂等进⾏整理和分析，了解我国农业知识产权社会环境。通过⽂献

计量学⽅法，对⼏所典型农业院校的专利情况进⾏分析。 

                                                        
13 刘娜.“一带一路”农业合作背景下植物新品种保护探析[J].中国种业,2021,(04):1-7. 
14 康建辉,马燕.陕西高校知识产权人才培养模式研究[J].特区经济,2008(07):214-216. 
15 钱江.浙江省高校知识产权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现状及思考[J].现代物业(中旬刊),2012,11(12):25-27. 
16 李秀丽.农林院校知识产权人才培养模式的建构与探索[J].管理观察,2012,(9):94-95. 
17 龚伟.农业知识产权教育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J].河北农业大学学报(农林教育版),2014,16(05):40-43+47. 



专利数据来源及检索策略：使⽤智慧芽 Patsnap 专利数据库，检索 2002 年⾄今

的东北林业⼤学、华南农业⼤学、南京农业⼤学、内蒙古农业⼤学、西北农林科技

⼤学、中国农业⼤学和⽯河⼦⼤学 2002 年以来的专利数据，申请⼈字段选择的是原

始申请⼈。 

在第四部分典型农林院校专利分析中，检索和分析的专利数据是东北林业⼤学、

华南农业⼤学、南京农业⼤学、内蒙古农业⼤学、西北农林科技⼤学、中国农业⼤

学六所⾼校申请的所有类别专利。 

在第五部分⽯河⼦⼤学农学院知识产权⼈才培养模式中，使⽤的专利数据是限

制在 A01C1/00，A01C14/00，A01C21/00，A01C23/00，A01C3/00，A01C5/00，A01C7/00

七个⼩组以及 A01G ⼩类中。 

四、典型农林院校专利分析 

选择典型农林院校的依据是从国家知识产权局和教育部遴选的两批⾼校知识产

权信息服务中⼼中，选择涉农⾼校，包括：东北林业⼤学、华南农业⼤学、南京农

业⼤学、内蒙古农业⼤学、西北农林科技⼤学和中国农业⼤学。⽯河⼦⼤学设有农

学院，但是其为综合型⼤学，与这些专门的农业类院校有⼀定差异，因此，在本节

中，主要分析上述六所农业类院校，⽽⽯河⼦⼤学农学院放在第四节中进⾏单独分

析和讨论。 

（一）专利申请分析 

表 1 显⽰六所⾼校 A01 ⼤类（国际专利分类法）的专利申请和法律状态的基本

情况。可以看出，中国农业⼤学专利申请量遥遥领先，其次是华南农业⼤学、西北



农林科技⼤学和南京⼤学。 

（二）专利技术分析 

六所⾼校农业领域专利数量最多的分类主要有 A01H4/00（通过组织培养技术的

植物再⽣）、A01P7/04（节肢动物杀⾍剂）、A01H5/00（特征在于其植物部分的被⼦

植物，即有花植物；特征在于除其植物学分类之外的特征的被⼦植物的获取⽅法或

植物再⽣技术）和 A01M7/00（⽤于动物的捕捉、诱捕或惊吓或消灭有害动物或有害

植物⽤的装置为⽬的的液体喷雾设备的专门配置或布置）。 

（三）专利法律状态分析 

专利有效率和专利失效率合起来不到 100%是因为各校⽬前在 A01 ⼤类中，都

有⽬前还处于“审中”状态的专利。专利有效率最⾼的⾼校是华南农业⼤学，其次是中

国农业⼤学、南京农业⼤学和内蒙古⼤学，其中西北农林科技⼤学的专利有效率低

于平均⽔平。 

表 1. 六所⾼校专利情况总览 

序号 学校名 专利申请量 专利数量第⼀的分类 专利有效率 专利失效率 

1 东北林业⼤学 1053 A01H4/00 34% 51.7% 

2 华南农业⼤学 3380 A01P7/04 54.9% 25.3% 

3 南京农业⼤学 2871 A01H5/00 41.7% 34.5% 

4 内蒙古农业⼤学 520 A01H4/00 39.2% 33.5% 

5 西北农林科技⼤学 2990 A01M7/00 21.2% 59.1% 

6 中国农业⼤学 4822 A01H5/00 44.6% 42.2% 

 



（四）小结 

六所⾼校中，中国农业⼤学和华南农业⼤学的专利申请量较多，可以认为这两

所⾼校的农业创新成果较多，研究实⼒较强。在维持专利有效⽅⾯，依然是华南农

业⼤学和中国农业⼤学较为重视，这两所⾼校对维持专利有效也投⼊了更多的资⾦。 

五、石河子大学农学院知识产权人才培养模式 

农学院是⽯河⼦⼤学成⽴最早的学院之⼀，其前⾝是成⽴于 1959 的新疆⽣产建

设兵团农学院，1996 年 6 ⽉四校合并为⽯河⼦⼤学时成⽴⽯河⼦⼤学农学院，现有

农学系、植物保护系、农业资源与环境系、园艺系和林学系 5 个系和棉花研究所、

⼩麦研究所、试验站 3 个教学科研机构。 

学院以培养创新性、应⽤型复合⼈才为⽬标，全⾯推进本科卓越农林⼈才⼯程

和研究⽣创新培育⼯程，现有农学、种⼦科学与⼯程、植物保护、农业资源与环境、

园艺、设施农业科学与⼯程、林学、园林等 8 个本科专业，作物学、植物保护学、

园艺学、农业资源与环境 4 个⼀级学科硕⼠点和作物学、园艺学 2 个⼀级学科博⼠

点，1 个作物学博⼠后流动站。学院有国家级特⾊专业 1 个，国家级教学团队 2 个，

国家级精品课程 2 门，国家级卓越农林⼈才改⾰项⽬ 1 个；有省级精品课程 6 门，

省级实验教学⽰范中⼼ 1 个；有校级教学团队 2 个，校级特⾊专业 2 个，校级⼈才

培养创新试验区 1 个，校级精品及⼀类、⼆类课程 20 门18。 

                                                        
18 石河子大学农学院.学院简介[EB/OL].[2021-03-10].http://nxy.shzu.edu.cn/xyjj/list.htm 



（一）开设的相关课程 

我校有⼀些课程专门教授知识产权，⽐如：政法学院为本院学⽣设置了知识产

权法的课程，经济管理学院有地理标志的教学内容，但是其他学院还没有把这些课

列⼊培养计划。 

1.农学院开设知识产权教学情况。农学院开设的与知识产权有关的课程有两门：

《信息检索与利⽤》（图书馆承担），《创新创业基础》。《信息检索与利⽤》课程重在

提⾼学⽣信息素养，以理论结合实践的⽅式授课，从 1984 年国家提出⾼校要开设⽂

献检索课⾄今已经有 30 多年，现改为混合式学习。本⼈承担农学院部分学科的《信

息检索与利⽤》课程教学，近年来，由于知识产权国际环境出现新的特点，我也提

⾼了专利的检索和利⽤在课程教学内容的⽐例，试图让同学们更多的了解知识产权

知识和法律，能够结合专业特点，带有知识产权意识和创新意识思考和解决学术问

题。 

《创新创业基础》是⽯河⼦⼤学近⼏年⾯向各学院本科⽣开设的公共课，受到

学⽣的欢迎。《创新创业基础》课中，根据不同教师的学科特点，也有涉及知识产权

的内容，对⽂、理、⼯、农、医等不同学科，侧重也有不同。 

2.⼩结。从开课情况来看，知识产权课程的设置远远没有达到《农业知识产权战

略纲要（2010-2020 年）》的要求。农业知识产权是知识产权中⾮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也具有明显的学科交叉性。因此，对涉农专业学⽣的知识产权培养，可以加强植物

品种、地理标志、微⽣物资源等农业知识产权课程或教学内容的设置。 



（二）专利分析 

本节内容的 专利数 据为各 ⾼校在专 利分类 号为 A01C1/00，A01C14/00，

A01C21/00，A01C23/00，A01C3/00，A01C5/00，A01C7/00 七个⼩组以及 A01G ⼩类

中的专利数据。这些分类的内容主要是关于作物、园林植物栽培和育种⽅⾯的专利，

因为⽯河⼦⼤学农学院设有这些学科，为了进⾏同⽔平⽐较，做了这样的限定。也

因此本⽂粗略的将⽯河⼦⼤学的这些分类的专利划⼊农学院。 

1.总体情况对⽐分析 

六所农业类⾼校的专利申请量差异较⼤，中国农业⼤学和西北农林科技⼤学数

量最多，平均值为 740 件，⽯河⼦⼤学农学院的专利数低于平均值。六所⾼校专利

数量最多的技术是施肥⽅法（A01C21/00），反映出施肥⽅法是农业类院校普遍关注

的技术。从表 2 中可以看出，我校专利数量最多的专利分类是 A01G7/06，对⽣长中

树⽊或植物的处理，例如防⽌⽊材腐烂、花卉或⽊材的着⾊、延长植物的⽣命。我

校栽培育种技术的专利有效率低于平均⽔平的 41.6%。 

表 2. ⽯河⼦⼤学农学院专利与六所⾼校对⽐分析 

序号 ⾼校名 专利申请量 专利数量第⼀的分类 专利有效率 专利失效率 

1 东北林业⼤学 412 A01G9/02 41.6% 58.4% 

2 华南农业⼤学 695 A01G7/06 66.4% 33.6% 

3 南京农业⼤学 737 A01G7/06 43.3% 28.3% 

4 内蒙古农业⼤学 161 A01G13/02 36.6% 35.4% 

5 西北农林科技⼤学 1010 A01G1/00 21.8% 61.2% 

6 中国农业⼤学 1100 A01G1/00 39.9% 49.3% 

1-6 平均值 740 A01C21/00 41.6% 44.3% 

7 ⽯河⼦⼤学农学院 326 A01G7/06 28.2% 42% 

 

2.申请趋势对⽐分析 



⽯河⼦⼤学农院近⼗年来年来专利申请量有明显的增多，在 2019 年达到最⾼值，

如图 1 所⽰。农业类⾼校申请专利的数量基本是上升趋势，2011 年和 2017 年有所下

降，由于专利的审查周期长，因此 2020 年和 2021 年的数据不能反映真实情况，理

论上⼀些专利还处于审查阶段，因此可以忽略不分析。 

 

 

 

 

 

 

 

 

 

 

 

图 1.⾼校专利申请趋势分析（栽培和育种技术） 

 

3.专利技术分类分析 

（1）总体分类情况分析 

近⼗年，我校作物或园艺植物栽培或育种技术排名前三的专利分类⼩组如图 2

显⽰： 

A01G7/06：对⽣长中树⽊或植物的处理，例如防⽌⽊材腐烂、花卉或⽊材的着

⾊、延长植物的⽣命； 

A01G3/08：园艺专⽤的其他修剪、整枝或⽴⽊打枝⼯具； 

A01G25/02：使⽤多孔管道或带喷头管道安装在地上的花园、⽥地、运动场等浇

⽔装置，例如⽤于滴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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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植物防腐、园艺植物修剪以及滴灌设施的研究受到了较多的关注。 

 

 

 

图 2.2011-2020 年专利技术分布情况 

 

4.⼩结 

农学的栽培或育种⽅⾯的专利申请量呈现上升的趋势，专利申请量低于平均⽔

平，专利有效率低于平均⽔平。专利技术主要集中在 A01G7/06、A01G3/08、

A01G25/02 等分类中。 

（三）石河子大学农学院育种团队 

⽯河⼦⼤学农学院开展棉花、⼩麦、葡萄等农作物种质创新和新品种选育⼯作，

形成了由博⼠、教授为核⼼⾻⼲的农作物育种团队，掌握和创制了⼤量种质资源材

料，育成推⼴了⼀批农作物新品种，为兵团和新疆培养许多育种⼈才。 

1.棉花育种团队。棉花育种团队育出的新陆中 49 号的选育与推⼴，荣获新疆⽣



产建设兵团科技进步“三等奖”。⽬前参加试验品种有：国家区域试验第⼆年：华新

102、华棉 702；国家区域试验第⼀年：华新 103；⾃治区区域试验第⼀年：华彩 106；

⾃治区区域试验品⽐试验：华新 105、华新 L19。 

2.麦类育种团队。⽯河⼦⼤学麦类作物育种⼯作开展已有 50 多年历史，在全疆

范围内也是最早从事麦类作物育种的少数单位之⼀。麦类育种团队春⼩麦新品种：

⽯农 7881、⽯春 1 号、新春 8 号、新春 11 号、新春 19 号、新春 31 号、新春 39 号；

冬⼩麦新品种：津农 6 号、SDWW7、⾦⽯农 1 号；啤酒⼤麦新品种：新啤 1 号、新

啤 2 号、新啤 6 号、新引 D7、新引 D9、新引 D10、⽢啤 4 号，I090M066M；⼩⿊麦

新品种：新⼩⿊麦 1 号、新⼩⿊麦 2 号、新⼩⿊麦 3 号、新⼩⿊麦 4 号、新⼩⿊麦 5

号、⽯⼤ 1 号⼩⿊麦、中饲 237。 

3.葡萄育种团队。葡萄育种团队⽬前已收集和筛选了葡萄抗逆材料、鲜⾷和酿酒

品种 300 多种。 

（四）石河子大学农业知识产权人才培养模式 

从以上对农学院教学、专利、育种团队的分析，可以看出，农学院的知识产权

⼈才培养体系较为全⾯，但是也存在⼀定问题。虽然有《信息检索与利⽤》《创新创

业基础》两个课程涉及知识产权的内容，但是没有植物品种保护、农产品地理标志

等农业知识产权核⼼内容，离⽂件要求的专门的知识产权课程还有差距。专利申请

中，发明专利远远少于实⽤新型专利，这也意味着创新层次还不是很⾼。育种团队

的知识产权成果⾮常丰富，实践性强，对培养学⽣专业⽔平和创新能⼒都提供了很

好的保障。 

我校图书馆从 2008 年就开始开展知识产权宣传和培训，通过⼗⼏年不间断的“世



界知识产权⽇”“中国专利周”的丰富活动，对我校知识产权⽂化培育起到了“润物细⽆

声”的效果，从专利申请趋势中也可见⼀斑。 

因此，可以说⽯河⼦⼤学的农业知识产权⼈才培养模式是多元的，在时间上，

育种团队 50 年以上的积奠，以及多年知识产权⽂化的培育，让同学们在有限的学⽣

⽣涯获得了丰厚的知识和成果；在空间上，不仅是学院和图书馆，还包括团场连队，

不同机构和地域形成⼀个特殊的社会环境，这个特殊的社会环境中的要素在⼈才培

养中共同起作⽤；从学⽣群体的⾓度，本科⽣、研究⽣、在职攻读学位⼈员、教师、

管理⼈员，在不同创新层次上发挥作⽤。 

六、新时期农业院校知识产权人才培养模式探

讨 

前⽂提到过，新时期是基于三个⽅⾯，⼀我国⽬前处于专利数量世界领先的地

位，⼆是我国存在关键技术卡脖⼦现状，三是我国已经有了第⼀部牵头的知识产权

国际条约《视听表演北京条约》，该条约对我国知识产权事业具有重⼤的历史意义。

在这个时期，知识产权⼈才培养的意义尤为重⼤。知识产权⼈才是⾼层次复合⼈才，

国内⼀直⽐较缺乏，⾼校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的成⽴，使得⼈才培养⼯作更加完

善，不仅仅培养知识产权法律⼈才，培养科研⼈员的知识产权素养，还培养知识产

权信息技术⼈才和管理⼈才。 

⾸先，知识产权教学必不可少。仅仅是《信息检索和利⽤》或《创新创业基础》

这样顺带讲⼀点知识产权的课程是不够的，农业相关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国际规定、

国内政策、知识产权⾏政和管理、知识产权检索、知识产权的申请或登记，这些应



是安排较多学时来完成的知识讲授。 

第⼆，⿎励创新⾏为。知识产权伴随创新⽽⽣，应当⿎励学⽣和⽼师进⾏创新

活动，设⽴相应的项⽬，对创新⾏为给予肯定，建⽴合理的创新奖励机制，⿎励成

果转化，落实知识产权相关政策，让学⽣和⽼师切实感受到知识产权价值和意义。 

第三，知识产权⽂化培育。知识产权⽂化培育的意义之⼀在于使整体⽔平提⾼，

因此⾼校知识产权相关部门之间多交流和合作，开展宣传、培训让同学和⽼师了解

更全⾯的知识产权，使他们在进⾏创新活动时，能够结合不同的知识产权内容，保

护创新。 

第四，实践。农学本⾝就是应⽤型学科，因此在⼈才培养过程中，实践是重要

的⼀个环节，在实践中创新。根据农学或林学的不同学科内容和特点，在实践中判

断可保护创新的知识产权类型。实践可以是⽥间、温室、实验室，可以在学校也可

以在知识产权中介机构。如果学⽣或⽼师能够在中介机构亲⾃参与⽇常⼯作，应该

能更直观的学到知识产权的实务⼯作，对打开思维有很⼤帮助。 

第五，加强交流合作。我国东西部经济发展有差异，知识产权环境也不同，东

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合作，有利于削弱这种不平衡。因此，西部学校培养的学⽣如

果能去东部学校交流和学习，对学⽣和学校都是⼤有裨益的。 

基于以上的分析，⾼校农业知识产权⼈才培养应重视在学习知识产权知识和法

律，⿎励创新⾏为，营造知识产权⽂化，紧密结合实践，加强交流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