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立宜蘭大學植物新品種權管理作業準則 
107 年 5 月 14 日 106 學年度第 3 次專利及技術移轉權益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07 年 5 月 15 日 106 學年度第 19 次行政會議通過 
108 年 2 月 12 日 107 學年度第 11 次行政會議通過 

108 年 4 月 9 日 107 學年度第 2 次專利及技術移轉權益委員會議追認通過 
111 年 12 月 13 日 111 學年度第 2 次專利及技術移轉權益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12 年 4 月 11 日 111 學年度第 12 次行政會議通過 
 

一、國立宜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妥善管理及運用本校教師執行研究計畫所育成或發現

之植物新品種之相關權利，以促進品種改良，特依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植物品種及種苗

法」規定，訂定「國立宜蘭大學植物新品種權管理作業準則」(以下簡稱本準則)。 

二、 本準則用辭定義 

(一) 品種：指最低植物分類群內之植物群體，其性狀由單一基因型或若干基因型組合所

表現，能以至少一個性狀與任何其他植物群體區別，經指定繁殖方法下其主要性狀

維持不變者。 

(二) 育種者：指育成品種或發現並開發品種之工作者。 

(三) 種苗：指植物體之全部或部分可供繁殖或栽培之用者。 

(四) 銷售：指以一定價格出售或實物交換之行為。 

(五) 推廣：指將種苗介紹、供應他人採用之行為。 

三、 申請新品種權條件 

(一) 植物種類:為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種子植物、蕨類及其他特定植物。 

(二) 具新穎性: 指一品種在申請日之前，經品種申請權人自行或同意銷售或推廣其種苗

或收穫材料，在國內未超過一年；在國外，木本或多年生藤本植物未超過六年，其

他物種未超過四年者。 

(三) 具可區別性: 指一品種可用一個以上之性狀，和申請日之前已於國內或國外流通或

已取得品種權之品種加以區別，且該性狀可加以辨認和敘述者。 

(四) 具一致性: 指一品種特性除可預期之自然變異外，個體間表現一致者。 

(五) 具穩定性: 指一品種在指定之繁殖方法下，經重覆繁殖或一特定繁殖週期後，其主

要性狀能維持不變者。 

四、植物新品種權申請程序 

(一) 植物新品種權歸屬於本校者，育種者應填具本校「研究成果植物新品種權申請表」、

「研究成果植物新品種權申請說明書」、「植物新品種權益分配同意書」及檢送相

關附件，向研究發展處提出申請。 

(二) 申請案須通過本校專利及技術移轉權益委員會審查後，得由研究發展處委任事務

所或專業代理人代為申請登記新品種權。 

五、申請費用 

(一) 由本校提出申請之申請費、證書費、品種權年費和委辦費用，由本校支付百分之八

十及育種者支付百分之二十。 



(二) 育種者支付額，得以結餘款再運用計畫支付。 

六、品種權之維護 

(一) 歸屬本校之品種權，由學校及育種者共同維護七年。 

(二) 第八年起本校將終止維護，公告讓與，或由育種者自行負擔維護費用。讓與程序

相關費用由本校全額支付。 

七、本校植物新品種申請權、植物新品種權之歸屬及授權所產生之利益分配，依據本校「研

究發展成果及技術移轉管理辦法」辦理。 

八、本準則未盡事宜，依其他相關法令規範辦理。 

九、本準則經專利及技術移轉權益委員會議及行政會議通過後施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