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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违法案件货值金额的确定
冯　猛

（江苏省盐城市农业行政执法支队，盐城 224002）

摘要：种子违法案件货值金额应依据标价计算，没有标价的，按照市场同类种子的中间价计算，无法确定的，委托相关估价

机构确定；数量包括已经销售的和未销售的。特殊情况下，种子已经全部销售的，实际销售总额为货值金额。货值金额的计算

与具体违法行为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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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以下简

称新《种子法》）加大了对违法生产经营种子行为的

处罚力度，将违法生产经营种子行为的处罚依据由

“违法所得”改为“货值金额”，加大了违法者的违法

成本。然而，笔者也发现，新《种子法》实施以来，各

地查处的种子违法案件数量呈急剧下降态势，有的

执法机构甚至一年未办理种子违法案件。究其原

因，固然有新《种子法》实施产生的震慑力，但是，也

有“货值金额”为处罚依据加大案件处罚额产生的

负面影响，原本按照“违法所得”处罚几百几千就能

够了结的案件，现在变成几万几十万的罚款额，执法

人员担心案件罚款额度太大执行不了。同时，新《种

子法》实施一年来，有关部门并没有对货值金额如

何计算予以明确，执法人员对如何适用心里没底。

新《种子法》不仅将处罚依据改为“货值金额”，

还增加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使得种子违法案件的

货值金额计算更加复杂。同时，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一百四十九条及

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达到一定数额货值金额的案

件，要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否则构成“渎职”。因此，

准确计算种子违法案件的货值金额十分重要。

笔者根据近年来参加省、市农业行政处罚案卷

评查发现的典型案例，结合其他涉及到“货值金额”

问题的农资违法案件（如兽药）办理实践，提出种子

违法案件货值金额的确定方法，以供从事种子执法

的同仁参考。

1　典型案例
2016 年 3 月，A 县 B 种子店经营的“× 号水

稻种子”经 A 县农委抽样检测，发芽率不合格，B 种

子店对检验结果无异议，当事人构成经营劣种子违

法行为。经执法人员调查，当事人 B 种子店共购

进同批次种子 5000kg，已经按照 6 元 /kg 价格销售

2500kg，剩余 2000kg 在抽检后转商处理，还有 500kg
用于自家承包田使用。当事人销售该种子时没有标

价，但有较为完整的进销存台帐，可以清楚反映该批

种子的来源去向及销售情况。

执法人员在讨论适用货值金额确定对当事人

的罚款数额时，出现不同意见：有的认为应当按照当

事人购进价格计算，理由是新修订的《种子法》没有

对“货值金额”如何计算予以明确，应当按照有利于

当事人的原则，以进价为货值金额计算依据；有的认

为应当参照其他农资法律法规如《兽药管理条例》

对货值金额的规定，以标价或者市场同类产品中间

价为货值金额的计算依据；有的认为转商处理的种

子已经不再是种子，不能再作为计算货值金额的数

量依据；有的认为当事人自己家承包田使用的种子

不应该计算在货值金额内。

笔者认为，对种子违法案件的货值金额计算，

应当根据违法行为的性质及案件具体情况，参考有

关司法解释，合理确定具体种子违法案件的货值 
金额。

2　种子违法案件货值金额的确定依据
2.1　货值金额的概念　货值，是指货物的价值。货

值金额是货物以货币计算的总价值，计算依据包含

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单件货物的价格，二是货物的总

数量，货值金额就是单件货物的价格乘以货物的总

数量。种子违法案件的货值金额当然是当事人种子

违法活动中涉案种子价格乘以涉案种子总数量后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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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金额。

2.2　货物价格计算的理论依据　根据马克思主义

经济学观点，价值是价格的基础，价格是价值的表现

形式，决定商品价值的终极因素是一般劳动的凝结

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就是说，在一般货物上，既

有劳动者的个别劳动，也反映社会必要劳动。个别

劳动就是劳动者对自己创造的商品的自我认可，表

现为销售该商品时的要价（如标价），而社会必要劳

动就是社会大多数人生产该商品需要花费的劳动，

表现为同类商品公允的价格（如市场中间价），有的

时候，劳动者的要价高于公允价格，有的时候又会

低。因此，一般商品的货值金额通常反映个别劳动

的成果，以标价计算，在没有标价的情况下，按照公

允价格计算。

在种子违法案件中，当事人违法的个别劳动所

创造的价值并没有达到同类合法种子的公允价格，

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观点，当事人在销售该违法

种子时，标注的价格应低于同类合法种子的公允价

格。但事实并非如此，当事人通常将非法种子的价

格标成同类合法种子的公允价格，冒充合法种子销

售，其内心追求和希望获得等同于合法种子的价值。

因此，在评价当事人违法行为，计算当事人违法生产

经营种子的货值金额时，理所当然的要以当事人销

售违法种子时的标价为依据。

当然，有的当事人尽管在生产经营种子时没有

标价，但其内心追求和希望的仍然是违法种子卖得

合法种子的价钱，实际交易中其要价也是参照同类

种子市场价格，此种情况下应按照市场同类种子的

中间价格（公允价格）计算货值金额。

通常情况下，当事人销售非法种子的实际成交

价格要低于标价，也低于同类合法种子的公允价格，

为严厉打击违法生产经营种子行为，原则上不建议

适用实际成交价格作为种子违法案件货值金额的价

格计算依据。但考虑到当前农业执法强制手段弱、

取证难及种子经营大多实施区域独家经销的特点，

难以获得同一地区种子市场同类种子的中间价格，

在没有标价且本地市场没有同类种子的情况下，应

允许按当事人的种子销售价格计算货值金额。

2.3　计算货值金额价格的法律依据　新修订的《种

子法》有 7 条的法律责任涉及到“货值金额”，分别

是第七十三条第五款的侵犯新品种权、第六款的假

冒授权品种，第七十五条第一款的生产经营假种子，

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的生产经营劣种子，第七十七条

的非法生产经营，第七十九条的非法生产经营，第

八十三条的非法采种，第八十四条的非法收购。这

些条款有的涉及知识产权，有的涉及伪劣产品，有的

涉及非法经营，相对应的刑事责任有生产销售伪劣

产品罪、非法经营罪以及知识产权犯罪，而在认定这

些犯罪时，有相应货值金额的司法解释。

新《种子法》虽然没有明确货值金额的计算方

法，但有关货值金额的违法行为大多可以构成刑事

责任。从国家机器的角度，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都

是对当事人违法行为的评价，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

基于此，笔者认为，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办理种子违法

案件，可以参照司法解释对相关犯罪货值金额认定

的规定。

具体而言，对于可能成立生产、销售伪劣商品

罪和生产销售伪劣种子罪的违法行为，可以参照

“两高”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

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三款规定确定种

子违法案件货值金额价格计算依据，即按照违法生

产、销售的种子的标价计算，没有标价的，按照同类

合格种子的市场中间价格计算；货值金额难以确定

的，按照国家计划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公安部1997年4月22日联合发布的《扣押、

追缴、没收物品估价管理办法》的规定，委托指定的

估价机构确定 [1]。

对于可能构成知识产权犯罪和非法经营罪的

违法行为，笔者认为可以参照“两高” 关于办理侵犯

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来确定这一类种子违法案件货

值金额的价格计算依据。该款内容为：非法经营数

额是指行为人在实施侵犯知识产权行为过程中，制

造、储存、运输、销售侵权产品的价值。已销售的侵

权产品的价值，按照实际销售的价格计算，制造、储

存、运输和未销售的侵权产品的价值，按照标价或者

已经查清的侵权产品的实际销售平均价格计算。侵

权产品没有标价或者无法查清其实际销售价格的，

按照被侵权产品的市场中间价格计算 [2-3]。

比较上述 2 个司法解释，从严厉打击违法行为、

有效规范市场角度来看，参照第 1 个解释较为合理。

但在当前种子生产经营活动中，明码标价销售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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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少，同类合格种子的市场中间价格难以取得。

参照后一个解释，对于已销售的种子，按照实际销售

的价格计算货值金额，种植、采收、干燥、清选、分级、

包衣、包装、标识、贮藏和未销售的种子，按照标价或

者已经查清的违法生产经营的种子的实际销售平均

价格计算货值金额，相对于当前农业执法队伍现状，

可能是容易操作和可接受的方法。

2.4　计算货值金额的数量依据　一般情况下，在没

有特定化之前，当事人经营的种子属于种类物，因

此，货值金额计算的数量应当包含违法行为涉及的

全部货物的总量，即如果没有特定化，违法行为中的

每一粒种子均为违法产品。就种子违法案件来说，

货值金额的数量应当是当事人在具体的违法生产经

营种子过程中生产经营的种子的全部，根据前述劳

动价值论，确定的依据就看违法产品是否存在于违

法行为中，即违法产品是否为当事人劳动的产物，尽

管该劳动的结果是负面的。 

3　不同情形种子违法案件货值金额的确定
种子违法案件货值金额的确定主要有两方面

的内容，一是价格计算依据，二是数量计算依据，而

每种依据的确定，又离不开具体违法情形。

3.1　种子违法案件货值金额的价格计算

3.1.1　按照标价计算的情形　在确定货值金额的价

格计算依据时，执法人员首先应查清当事人是否对

违法生产经营的种子进行标价，如有，则按照标价计

算货值金额。要注意的是，标价并不仅仅是当事人

用商品标价签明码标出来的价格，在执法实务中，当

事人在某一个种子包装袋上简便写的价格、用硬纸

板标注的价格、邀约中的价格、购销合同中写明的价

格均可构成标价，当然该类“标价”作为证据最好有

当事人的陈述或者证人证言进行补强。

3.1.2　按照市场中间价格计算的情形　如果没有标

价或者无法查清实际销售价格的侵犯知识产权案

件，应当按照同类种子的市场中间价格计算货值金

额。市场中间价格的取证是难点，执法人员应注意

两方面内容：一是时间要素，该中间价格应当是一段

时间内的平均价格，最好是与当事人生产经营种子

的时间同步；二是价格要素，要取得一定时间内市场

不同销售主体在不同时间段的多个销售价格，进行

分析取中间价格或者平均价格。在实务中可以调取

本地市场同类种子销售商的种子经营档案，从中选

取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取中间值或者平均值，也可以

通过获得同类种子的标价进行平均，或通过询问 3
个以上同类种子的经销商和用户获取公允价格作为

市场中间价。

3.1.3　按照实际销售价格计算的情形　正如前述，

为严厉打击种子违法行为，不建议按照实际销售价

格计算货值金额。一是实际销售价格往往低于标价

和公允价格，不利于形成严厉打击种子违法行为的

高压态势；二是实务中一旦以实际销售价格为货值

金额计算依据，当事人容易做假账欺骗执法人员，逃

避处罚；三是容易产生执法漏洞，给个别执法人员和

当事人串通留下空子，影响执法威信。但是，对于侵

犯知识产权的种子违法行为，前述“两高”关于非法

经营数额是指“行为人在实施侵犯知识产权行为过

程中，制造、储存、运输、销售侵权产品的价值”的规

定，实质上与《种子法》的货值金额是一致的，对于

侵犯知识产权的种子违法案件，非法经营数额就是

货值金额，因此，对这一类案件，货值金额还是按照

实际销售价格计算为宜。

3.1.4　委托指定的估价机构确定　有的时候，当事

人销售未经审定的种子或者假种子，没有标价，没有

台账，市场上也没有同类种子，一旦被查处，有的当

事人还与购买者串通，谎称做试验没有收钱，导致执

法人员难以确定货值金额。这种情形应当委托当地

的价格评估机构进行评估以确定货值金额。

3.2　种子违法案件货值金额的数量计算

3.2.1　一般情形下货值金额的数量计算　正如前

述，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种子属于种类物，个体之间

无特殊区分，只要没有违法阻却事由，当事人的行

为只要构成违法生产经营行为，无论是销售的，还

是尚未销售的，所有涉案种子均要被认定为违法行

为的产物，货值金额的数量为所有涉案种子。如本

文案例货值金额应以 5000kg 计算数量。再如 C 县

农委查处一起无证生产经营种子行为，当事人无证

生产并包装标识了 5 万 kg 种子，销售 500kg，剩余 
4.5 万 kg 自用，该县农委认定当事人无证生产经营

种子 500kg 并依此予以处罚。本案中该县农委的做

法是错误的，当事人无证将种子经过种植、采收、干

燥、清选、分级、包衣、包装、标识、贮藏，完成了除销

售外的种子生产经营行为的各环节，除非当事人属

于法律规定无需取得生产经营许可的主体，无论该



学法用法36 2017年第５期

种子最终用途如何，当事人已然构成无证生产经营

5 万 kg 种子的违法行为。

根据农业部《农作物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

的规定，种子生产经营指种植、采收、干燥、清选、分

级、包衣、包装、标识、贮藏、销售，生产指种植、采收。

查处种子生产经营违法行为，不能仅着眼于销售的

实现而忽视前面诸环节。在执法实践中，有的执法

人员认为只有种子进入销售领域才是经营，这种理

解是不全面的，只要当事人的行为属于种植、采收、

干燥、清选、分级、包衣、包装、标识、贮藏、销售中的

任一行为，就构成生产经营种子的行为，且行为一旦

完成就不可逆。如在种植环节发现当事人生产的是

假种子，那么无论后面环节当事人是否实施，已然构

成生产假种子行为，后续无论何种行为，在种植阶段

发现的种子均构成货值和违法所得，即使转商；再如

当事人在分级阶段被发现是无证生产经营，因两证

合一，无证行为为自始行为，则该批所有种子无论当

事人后续如何处理，均为无证种子。

3.2.2　转商种子是否包含在货值金额　在执法实务

中，经常出现种子转商的情形。货值金额是否包括

转商的种子，笔者认为，应根据行为性质具体分析，

只要种子是违法行为的产物，无论什么时间，在哪一

个环节转商，均应当是违法行为的货值金额。以本

文案例而言，当事人在抽检后将 2000kg 的劣种子转

商，有观点认为这个时候该 2000kg 已经不是种子而

是粮食了，不应当再按照种子来定性。这种观点是

欠妥的，当事人经营该“× 号水稻种子”的行为包含

购买、储存、销售等环节，只要在其中一个环节构成

劣种子，当事人就构成经营劣种子的行为，实现销售

并不是构成经营行为的唯一条件，转商后的 2000kg
劣种子虽然不再是种子，但在转商之前当事人购买、

储存这批种子已经构成经营劣种子行为，这 2000kg
当然是当事人违法经营劣种子行为中劣种子的组成

部分。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应当没收的种子如假种

子，当事人并没有处置的权力，应当没收的种子属于

国家而不是当事人的。在没有被没收之前，当事人

只是代替国家临时保管，当事人对这些应当被没收

的种子进行转商处理属于新的违法行为。即使从当

事人的善意角度可以理解为提存行为，也是针对违

法种子作出的行为，该种子属于违法种子的性质没

有变化，故这些种子仍然要计入货值金额，转商收入

属于违法所得。

当然，不是违法行为的产物而转商的行为，不

属于违法，如合法生产企业对生产的种子经自检不

合格而转商。

3.2.3　自己使用的种子是否包含在货值金额　极少

情况下，会出现当事人自用种子的情形。该类种子

是否作为违法行为的货值金额，要根据实际情况确

定，从本质上讲，该情形存在交易行为，交易双方为

当事人及当事人家庭，交易金额为购货成本。当事

人在购进种子后，对自用的种子进行特定化处理，如

购进时在合同中注明、单独购进、存放在特定场所、

在包装上做明显区分记号等，不应计算入货值金额；

如与销售的种子一起存放，客户无法区分，或者先销

售，等下一批进货再补的，则应计算入货值金额。

如前述 C 县农委查处的案例，当事人在种植、

采收、干燥、清选、分级、包衣、包装、标识、贮藏的各

环节没有对自用的 4.5 万 kg 的种子特定化，无法分

清哪些个体属于当事人自用；正因为没有特定化，客

户在购买 500kg 的种子时，5 万 kg 中的每一粒都可

能是购买者的购买对象，故每一粒都进入了销售环

节，仅仅是没有出现每一粒被销售的结果，但每一粒

都有可能被销售出去。

3.2.4　退回的种子是否包含在货值金额　当事人在

执法机关抽检后，告知上一级供应商，应供应商要求

退回未销售的剩余种子，后检测结果为不合格，这些

退回的种子要不要计入货值金额？当然要。因为抽

检时被退回的种子，处于当事人经营行为中，状态为

未销售的种子，性质为不合格种子。

实践中，如果当事人购进种子后，在购销双方

约定的验货期限内且购货方尚未销售的，自检不合

格而退回的，此时合同尚在履行中，退回的种子不计

入货值金额。但是，如果在上述期限内购货方已经

开始销售后自检不合格而退回的，退回的种子应计

入货值金额，因购货方已经开始销售，根据民法，说

明当事人已经认可种子质量，放弃验货权利，接受全

部种子。

3.2.5　关于检验报告的溯及力问题　实务中经常出

现执法机关抽检后不合格的情况，此时检验报告是

否对抽样时已经销售的种子具有效力，要根据检验

项目的性质具体分析。如为假种子，因假种子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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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杂交方式对白肋烟烟碱转化率的影响

李宗平
（湖北省烟草科学研究院 / 中国烟草白肋烟试验站，武汉 430030）

摘要：采用白肋烟 B37 的高烟碱转化品系（HC）和低转化品系（LC）进行正、反杂交试验，分析比较双亲与正、反交 F1 的烟

碱、降烟碱含量及烟碱转化率的平均值、群体分布频率特点和杂种优势的大小。结果表明：低转化材料作母本 F1（正交）烟碱

含量表现出 24.58% 的正向平均优势，降烟碱和烟碱转化率则为 49.79% 和 57.43% 的负向平均优势；以高转化率材料作母本，

F1（反交）表现出同样的趋势，但杂种优势小于正交 F1。为此认为，雄性不育杂交一代优势利用是选育低烟碱转化、低烟草特

有亚硝胺（TSNA）含量新品种的有效方法，其中选择纯合的低烟碱转化品系作杂交母本尤为主要。

关键词：白肋烟；正交；反交；生物碱；转化率；杂种优势

烟草生物碱主要包括烟碱、降烟碱和微量的新烟

碱和假木贼碱。降烟碱，亦称去甲基烟碱，可由烟碱

脱甲基形成，正常情况下降烟碱含量不超过生物碱总

含量的 3.5%。由于降烟碱属仲胺类的降烟碱，在烟叶

调制和陈化过程中代谢比较活跃，极易发生亚硝化反

应生成烟草特有亚硝胺（TSNA）中具有强致癌作用的

N- 亚硝基降烟碱（NNN），从而严重影响到烟叶的安

全性和人类健康。同时降烟碱还易于氧化、酰化反应

生成麦斯明（α- 氧基烟碱）和一系列的酰化降烟碱，

直接改变烟叶和烟气化学成分的组成和含量，对烟叶

基金项目： 湖北省烟草专卖局项目（027Y2011-055）

的香味品质产生不利影响 [1-3]。美国已将降烟碱作为

考核新品种的主要指标，并制定了降烟碱含量不超过

总生物碱 15% 的标准 [1，3]。普通烟草是纯合双隐性基

因型（ctctcscs），不具有烟碱去甲基能力，但在栽培品

种的烟株群体中，一些烟株往往会因为基因突变，形

成烟碱转化能力，导致烟碱含量显著降低，降烟碱含

量大幅增加 [3]。史宏志等 [4] 通过对国内不同烟草类型

降烟碱及烟碱向降烟碱转化研究后认为，白肋烟降烟

碱含量及烟碱转化率较高，问题突出。史宏志等 [5]、李

进平等 [6] 在对白肋烟鄂烟 1 号烟碱向降烟碱转化的

遗传改良研究中发现，母本的 MSB21 和保持系 B21 的

自始行为，检验报告的效力应当达及同批次全部种

子，货值金额计算应包含抽检前已经销售的种子及

抽检时现场未销售种子；如为水分等可能受环境、储

存方式等因素影响的指标不合格，在无法查清不合

格原因的情况下，按照有利于当事人的原则，检验报

告的效力仅达及抽样时样品所代表的种子，即此时

货值金额计算只能是抽样时确认的种子样本基数。

4　有关种子违法案件货值金额的特别问题
新《种子法》第九十一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执法人员在办理

种子违法案件时，应注意货值金额达到刑事立案标

准的应当及时移送司法机关。

与货值金额有关的违法行为有以下 2 种。（1）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伪劣产品尚未销售，货值金

额十五万元以上的；伪劣产品销售金额不满五万元，

但将已销售金额乘以三倍后，与尚未销售的伪劣产

品货值金额合计十五万元以上的。

（2）非法经营罪。个人非法经营数额在五万元

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一万元以上的；单位非

法经营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

十万元以上的；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两年内因

同种非法经营行为受过二次以上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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