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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网上看到一则由水稻种子发芽率低引

发的产品质量损害赔偿纠纷案，此案由货值金额 55
元人民币的 2.5kg 水稻种子发芽率低引发，从 2007
年 4 月 18 日购买种子，到 2009 年 8 月 31 日终审判

决，历时 2 年多，投拆人花费差旅费 7000 多元。仅

仅因为货值 55 元人民币的 2.5kg 水稻种子发芽率

低，为什么会引发出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消

耗？面对种子经营者和使用者产生种子质量纠纷，

基层种子管理工作应该做些什么？

1　案件概况
案件发生在湖南省慈利县，原告周某于 2007 年

4 月 18 日在被告何某处购买了Ⅱ优 177 杂交水稻

种 2.5kg，付种子款人民币 55 元，以育种后稻种仅部

分破胸为由，向何某反映稻种存在质量问题，何某于

4 月 30 日再次卖给周某 2.5kg 已破胸的Ⅱ优 177 稻

种，收取 50 元人民币，3 天后，周某又以仅少数杂交

稻秧露出水面、秧苗全未长根为由，与何某再次发生

纠纷，并要求退赔种子款人民币 105 元未果。为赶

上插秧季节，原告周某遂到慈利县江垭镇农科站补

种，当季秧苗长势很好，但周某称因延误季节致当季

稻谷减产 350 余 kg。
就此问题，周某首先向慈利县法院起诉，2008

年 10 月 18 日慈利县人民法院作出（2008）慈民一

初字第 710 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周某的诉讼请求，案

件受理费由原告周某负担。周某不服，遂向湖南省

张家界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中院于 2009 年 2
月 20 日作出（2009）张中民一终字第 16 号民事裁

定书，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慈利县法院于 2009 年

5 月 17 日作出（2009）慈民一重字第 11 号判决，周

某仍然不服，向张家界中院提起上诉，中院于 2009
年 8 月 31 日作出（2009）张中民一终字第 98 号民

事判决书，为终审判决，主要内容为：被上诉人何某

返还上诉人周某购买Ⅱ优 177 杂交水稻种子款 105
元；驳回上诉人周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包括：近三年

因常年上访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8000 余元、误工 400
余天损失 24000 元、差旅费 7000 多元，共计 39105
元的经济损失赔偿请求）。

2　小事件为何演变为案件
此案件起于货值 55 元人民币的 2.5kg 水稻种

子发芽率低这样一个小事件，作为种子管理者、经营

者、使用者随时都可能遇上的事情，为何会对薄公

堂，并且耗时 2 年多、花费差旅费 7000 多元？对于

事件本身来说，何某第 2 次卖给周某的是已破胸的

稻种，本身已说明种子发芽率不存在质量问题，田间

出苗率低确实是周某种植技术等方面的原因造成，

对此，种子销售人员何某有没有对周某进行技术指

导，找出种子出苗率低的原因？在无法与周某进行

直接沟通的情况下，有没有寻求专业人员的帮助，以

达成调解？作为种子管理机关或者当地基层组织，

如果及时进行调解，是否可以阻止事态扩大，造成一

一则产品质量赔偿纠纷案引发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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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种子生产、经营、使用过程中，因质量及非质量问题引发的纠纷随处可见，本文从一则种子质量纠纷案，联想到种子

质量纠纷的解决方式，讨论了做好种子纠纷调解的意义，以及做好种子纠纷调解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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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不必要的损失呢？

3　种子质量纠纷的解决途径
3.1　协商和解　争议发生后，种子经营者、使用者

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通过友好协商，自行解决。此

方式灵活、简单、快速、高效。

3.2　调解　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在第三方参与下，

通过说服疏导，促进双方互相谅解，以解决争议的一

种方式。种子管理部门常常在种子纠纷中充当调解

员的角色。此方式程序便利，处理灵活，也有利于维

系双方当事人的关系。

3.3　行政申诉　种子使用者与经营者发生争议，协

商得不到解决，直接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投诉，请求

对经营者的违法行为给予制裁，对损失给予赔偿的

一种方式。申诉是高效、快速、简便的争议处理方法。

3.4　仲裁　双方当事人在纠纷发生之前或发生之

后，签订书面协议，自愿将纠纷提交双方所同意的第

三者予以裁决，以解决纠纷的一种方式。此方式比

诉讼简单快捷，节省费用，有利于保守双方的秘密，

维护商业信誉。

3.5　诉讼　是通过司法程序解决纠纷的方式。此

方式具有强制性，但所需时间长、费用高、程序复杂、

举证要求较高。

由此可见，种子质量纠纷的解决途径有多种，

诉讼是最费时、费财、费力的一种方式。很多损失较

小、涉及范围较窄、责任容易划分的种子质量纠纷，

都是通过协商和解、调解的方式解决的。种子管理

部门作为从事种子行政管理的机关，虽然《中华人

民共和国种子法》（以下简称《种子法》）并没有赋

予其进行种子纠纷调解的义务，但是，作为种子生产

经营的专门管理机关，对种子行业的政策法规很熟

悉，并且具有权威性，同时，又懂得农业生产技术，深

受种子经营者和使用者信任，承担了大部分种子纠

纷调解工作。

4　做好种子质量纠纷调解的重大意义
4.1　防止损失扩大　及时调解、处理种子质量纠

纷，受损农作物可以采取补种、改种措施的，指导种

子使用者补种、改种；可以用技术手段进行生产补救

的，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可以防止损失扩大。

4.2　切实保护种子经营者、使用者的合法权益　做

好纠纷调解工作，帮助种子经营者、使用者明确法律

规定的双方权益，分析造成损失的原因，让双方明确

各自对于生产损失应当承担的责任，减少不必要的

人力、财力、物力浪费。

4.3　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及时介入

种子纠纷处理，可以将纠纷遏制在源头，矛盾化解在

萌芽状态，避免将矛盾激化为群体性事件，影响社会

稳定。

5　怎样做好种子质量纠纷调解工作
5.1　增强责任感　时刻以服务“三农”为己任，把种

子质量纠纷调解工作作为预防群体性事件、维护农村

社会稳定的头等大事来抓，在种子纠纷双方当事人请

求调解的情况下，积极进行调解，绝不推诿拖延。

5.2　加强种子经营者、使用者的培训　利用各种方

式、各种机会加强种子经营者和使用者的培训，一方

面加强种子相关法律法规的培训，让经营者和使用

者明确各自的权利和义务，更好地利用法律武器来

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加强农业技术知识培

训，减少因气候环境、栽培管理不当及病虫害等非种

子质量问题造成损失从而产生的纠纷。同时，要求

种子经营者增强服务意识，加强生产技术指导，做好

售后服务工作，从而减少种子使用纠纷。

5.3　种子纠纷调解早介入、早处置　农业生产季节

性很强，种子纠纷一旦发生，早介入便于在第一时间

掌握第一手资料，一是可以准确定性造成损失的原

因，分清双方责任；二是可以及时采取生产补救措

施，能补种的及时补种，能改种的及时改种，能技术

补救的也及时采取措施，尽量把损失降到最低，有利

于纠纷调解工作的开展；三是及时做好解释、疏导工

作，可以安抚纠纷双方的情绪，避免矛盾激化，有利

于纠纷调解工作的顺利开展。

5.4　种子纠纷调解要合法、公正，保护弱势群体合

法权益　种子纠纷调解要以《种子法》及相关配套

法规为基础，对损失原因的鉴定要科学、公正，处理

方式要灵活，注意保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比如

上述案例，周某从何某处购买水稻种子发芽率低，首

先为了不误农时，应该要求周某及时补种（为了防

止补种仍然发芽率低，建议不再使用同一批次种子

补种），同时做好双方思想疏导工作，让双方本着互

谅互让的原则来协商解决，技术上可进行种子发芽

试验，分清种子发芽率低是不是种子质量问题，如果

是种子质量造成发芽率低，何某赔偿周某种子款、肥

料款及适当金额的误工补助；如果不是种子质量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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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菜、生姜是云南省曲靖市罗平县优势传统特

色产业，种植面积、单产、总产量居全省第一。常年

种植油菜 5.34 万 hm2，总产量 14 万 t，素有“滇东油

库”之称 [1] ；生姜种植 1.2 万 hm2，总产量 3000 万 t。
生姜种植时间为每年 4月中旬，11月下旬开始收获；

油菜种植时间为每年 10 月上旬，次年 4 月下旬开

始收获。由于生姜收获受市场价格的影响比较大，

往往推迟油菜种植时间，对油菜产量影响较大。探

讨大春种植生姜、小春种植油菜的生产模式（生姜 +
油菜），用云油杂 12 号和云油杂 15 号品种，采取油

菜移栽和直播的方式，解决大小春茬口矛盾，提高单

位面积产量、产值，为油菜、生姜产业的发展提供理

论依据。2016-2017 年由云南省罗平县种子管理站

组织开展示范研究工作。

1　示范地选择
试验地选择在罗平县大水井乡小鸡登村下以

孔也自然村，移栽和直播用地均选择村民承包地，

移栽地面积 0.395hm2，直播地面积 0.245hm2。海

拔 1400m、年平均气温 15.1℃，年平均降雨量为

1744m，年相对湿度 82%。示范地土地平整，土质为

壤土，肥力中上，前作生姜，后作油菜，无灌溉条件，

距县城 18km，交通方便。

2　生姜种植过程及效益分析
2.1　种植过程　2016 年 4 月 20 日油菜收获后及

时翻耕整地待种，购买块状饱满肥大，色泽新鲜

靓丽，无霉烂或病变迹象的“罗平小黄姜”优质姜

种。2016 年 4 月 25 日分墒种植，墒宽 3m，墒沟宽

0.3m，沟深 0.3m。种植密度 135000 塘 /hm2，播种量

3750kg/hm2。施足底肥，每 hm2 施农家肥 15000kg、
尿素 150kg、磷肥 600kg、钾肥 225kg，整地时均匀撒

施后翻犁施入。出苗前开展芽前化学除草 1 次，出

生姜-油菜生产模式在云南罗平县的示范效果解析
张美玲 1　雷丽仙 1　雷元宽 1　蔡改良 2

（1 云南省曲靖市罗平县种子管理站，罗平 655800；2 云南省曲靖市罗平县大水井乡农业技术推广站，罗平 655800）

摘要：通过对云南省曲靖市罗平县的生姜 - 油菜生产模式示范的探索，进行效益分析，在不影响生姜产量产值的基础上，

采取移栽和直播技术，筛选出适合生姜地种植油菜的最佳方法，并总结出姜地直播油菜主要技术，即播种期在当年 10 月下旬

或 11 月上旬为最佳，品种选择早熟品种，配方施肥，芽前化学除草，病虫害防治等技术，达到姜油双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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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因为种子货值仅 55 元，介于何某销售给周某种

子已经有利润收入，而周某确属损失方，又是弱势群

体，可建议何某多体谅对方的损失和难处，本着人道

主义精神，支援周某部分或全部补种种子款。

6　结语
虽然《种子法》没有赋予种子管理机关进行种

子纠纷调解的义务，但是，我们以服务“三农”为己

任，在法律法规框架内，充分利用自己的专业能力，

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为种子经营者、使用者搭建

互谅互让的桥梁，做好服务、协调工作，可以为种子

经营者、使用者双方减少很多不必要的损失，避免很

多类似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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