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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实施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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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简要叙述了《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的目标和内容以及自生效以来取得的新进展。包括供资战略的实

施、履约进展、方便获得和利益分享多边系统建设以及促进履约的计划和措施等，以期为我国植物遗传资源工作者和政府有

关部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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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objectives and contents and implementation progress on the International Treaty on Plant Genet-

ic Resources for Food and Agriculture was reviewed hear which includes the impIementation of funding strategy，

progress on compliance to the Treaty，implementation of the Multilateral System of Access and Benefit—sharing and

the work programme in the future et a1．as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information for the related scientists and offi—

cial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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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是最重要的自然资

源，是作物改良、生物技术研究和当地农业生产的重

要原材料。这些遗传资源中蕴含着丰富的多样性，

是适应气候变化带来的逆境胁迫、抵御病虫害侵袭

和满足营养和粮食安全所需要的特性和基因来源。

认识到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重要作用，各国

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开展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

源收集和保护。通过各种方式，已经保存了740多

万份各类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为全球农业可

持续发展和粮食安全提供了保障⋯。我国非常重

视作物种质资源收集和保护工作，通过多机构共同

努力，目前已收集保护各类作物种质资源39．2万

份呤⋯，成为世界第二大收集品H’。如何促进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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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的有效利用以及公平公正分享其利益，成为各

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关注的焦点[51。《粮食和农业

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哺1的通过和实施，为这些

资源的安全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提供了国际性法

律保障。

1《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

约》概况

1．1发展历程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以下简

称《国际条约》)是由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制定并

通过的有关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保护与可持续

利用的国际法律文件，现有缔约方127个，美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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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国、俄罗斯、泰国、阿根廷等国家尚未加入《国

际条约》。

《国际条约》谈判始于1996年，于2001年11月

在联合国粮农组织第31次大会上获得通过，并于

2004年6月29日正式生效。中国政府参加了《国

际条约》的历次谈判，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积

极参与讨论，加强沟通与合作，坚持我方利益，尤其

是未把大豆纳入首批共享清单。从《国际条约》整

体看，基本体现了发展中国家利益。

为促进《国际条约》的落实，在FAO成立了《国

际条约》管理机构，由所有缔约方组成。负责制定

和监督《国际条约》实施计划，管理和落实融资战

略，协调与《生物多样性公约》等国际公约和国际组

织的关系。管理机构已经召开了4次缔约方大会，

最近一次会议于201 1年3月14—18日在印度尼西

亚巴里省萨巴登市召开。中国政府代表团以观察员

身份参加了历次缔约方大会。

《国际条约》是专门针对粮农植物遗传资源的

保护和可持续利用问题的第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

的国际协议，它代表了国际社会对促进获取和利

益分享、保障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一种

共同努力和承诺。《国际条约》是一个独立的国际

性公约，原则上与《生物多样性公约》相关规定保

持一致，承认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家主权，

保护农民权利，促进方便获取和利益分享的多边

体系建立。

1．2主要目标与内容

《国际条约》的宗旨保持与《生物多样性公约》

相一致，即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

资源以及公平合理地分享利用这些资源而产生的利

益，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保障粮食安全。《国际条

约》的目标是建立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方便获

取的多边体系，各缔约方应将其隶属公共领域的遗

传资源(不受知识产权保护的资源)纳入多边体

系，供其他缔约方获取使用，以加强其植物育种和

农业可持续发展，保障粮食安全。《国际条约》附

录I列入了64种(属)作物，不包括大豆、花生、油

棕榈等。

《国际条约》的核心制度包括：(1)加强粮食和

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保存、考察、收集、特性鉴定、评

价和编目；(2)促进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

可持续利用；(3)促进国家承诺与国际合作；(4)

落实农民权利；(5)建立获取与利益分享多

边体系。

《国际条约》的保障措施包括：(1)成立了管理

机构，协调相关行动和计划，特别是落实《全球行动

计划》；(2)加强和发挥国际农业研究中心以及地区

和作物协作网在资源保护中的作用，建立全球信息

系统；(3)建立融资机制，更重要的是建立特别基

金，用于促进获取和利益分享。

2《国际条约》实施的主要进展

2．1供资战略

“供资战略”主要是开发各种资金渠道，为实施

《国际条约》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同时应透明、高

效地利用这些资金资源，促进植物遗传资源的保护

和可持续利用。到2014年，“供资战略”筹款目标

是1．16亿美元。主要资金来源包括产品销售的利

益反馈、国际基金、缔约方、私人机构、非缔约方自愿

捐款等。挪威政府承诺将其管辖的每年0．1％的种

子销售收入纳入本项基金。加拿大因利用多边体系

的黑小麦资源产生了效益，向该基金反馈了1190美

元。目前已经筹集资金1000万美元，主要捐助国包

括两班牙、意大利、澳大利亚、爱尔兰等，另外联合国

开发计划署(UNDP)计划注资1000万美元。利用

该项基金，已设立了第一期11个项目，开展植物遗

传资源的繁殖更新、鉴定评价和安全保存等活动，受

益国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缔约方。
· 在管理机构第四次缔约方大会上，就资金筹措

开展了广泛的讨论，并最终形成和通过了《实施国

际条约供资战略决议》。该决议包括如下要点。

一是坚持到2014年筹措1．16亿美元的目标

不动摇，并通过广泛开辟资金渠道、加强与其他国

际组织合作、鼓励缔约方、私人机构、非缔约方自

愿捐款等方式，实施供资战略。利益分享基金是

“供资战略”的重要基础，也是支持第二轮优先项

目的资金来源，因此，要求秘书处继续深入发掘潜

在的捐助者，扩大资金来源，并保持资金来源的可

持续性。

二是加强利益分享基金的运作。秘书处要对由

利益分享基金支持的第一轮11个优先项目进行及

时总结，确保项目成果、信息在项目结束后一年内公

布共享。第二轮项目重点围绕应对气候变化、确保

粮食安全的总体目标，开展植物遗传资源保护与评

价。在广泛征集项目建议的基础上，通过专家委员

会公开、公正、透明的评审，提交管理机构第五届会

议审议批准。

三是加强管理机构非直接控制“供资战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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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监测。会议要求秘书处继续收集整理管理机构

非直接控制资金的信息；进一步强调《国际条约》与

《作物多样性信托基金》合作，明确了作物多样性基

金是“供资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是明确了“供资战略”特设咨询委员会职责。

为管理机构和秘书处资金筹措提供咨询建议；为利

益分享基金运行提供咨询建议；为管理机构和秘书

处实施“供资战略”提供咨询建议；向第五届管理机

构大会提交进展报告。

2．2促进履约和处理违约问题的机制

促进履约是《国际条约》有效实施的关键，但不

同缔约方还存在不同立场。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坚持

认为“供资战略”是履约的前提和基础，而发达国家

则认为“供资战略”与促进履约应同步进行，协同实

施。但在促进履约和处理违约问题的基本原则上，

各缔约方的观点基本趋向一致，即简易、高效、便利、

合作、非对抗、非司法、无法律约束力。目前已经制

定了促进履约和处理违约问题的有关措施，要求各

缔约方履行《国际条约》义务，完成履约目标。

第四次管理机构大会经过认真讨论，形成并通

过了关于履约问题的决议，其要点如下。

一是更加明确了履约的宗旨。即促进《国际条

约》各项条款的实施，严格处理违约问题。这些程

序和机制包括监测、提供咨询建议或援助(包括法

律建议和法律援助)，尤其对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

型国家。

二是强化履约机构职能。管理机构第二届大会

于2006年6月16日通过了3／2006号决议，成立了

履约委员会，开始行使其职能。委员会最多由14位

成员组成，每个区域2名代表，由管理机构选举产

生；委员会任何会议的法定人数须由2／3多数成员

出席会议构成；主席和副主席在7大区域中轮流产

生。委员会的职能是在管理机构领导下，促进履约，

处理违约问题。具体职能包括收集有关信息；向缔

约方提供履约的咨询或帮助；处理违约问题；向管理

机构提供缔约方履约或违约的报告。

三是制定了促进履约和处理违约问题的措施。

委员会酌情向缔约方提供咨询意见或帮助，要求或

协助制定完善的履约计划，促使其履行《国际条约》

义务，并向委员会报告；管理机构根据委员会的建

议，向有关缔约方提供法律、财政、技术帮助，促使其

加强能力建设，完成履约目标。

2．3加速实施获取和利益分享多边系统建设

方便获取和利益分享多边系统是《国际条约》

的核心内容，各缔约方可以方便的从该系统中获取

研究和育种所需要的材料，形成的利益应予以公平

合理的分享。各缔约方在交换材料时，都必须签署

《标准材料转让协定》。根据规定，资源获得者如果

利用从多边体系获取的材料培育了新的产品，该产

品实现产业化后的总销售额的1．1％应反馈到由

《国际条约》建立的财务机制，用于发展中国家保护

和开发利用其植物遗传资源之需。《国际条约》基

本建立了资源获取与利益分享的平衡机制。为配合

《国际条约》的实施，制定了标准材料转让协定

(SMTA)，规定了资源获得者、资源接收者的权利和

义务，利益分享的方式和比例等，FAO作为第三方

受益人负责监督实施。

《生物多样性公约》属下的《名古屋议定书》的

通过为获取和利益分享多边系统的实施提供了良好

的国际环境。多边系统的涵盖范围得到了进一步

明确，包括缔约方持有的植物遗传资源、自然人和

法人持有的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机构持有的植物

遗传资源、多边系统接收方有义务提供的植物遗

传资源。

目前，已有近32万份植物遗传资源纳入了多边

系统，包括缔约方89577份(主要是欧盟国家)，自

然人(主要是国际农研中心)172433份，其他机构

57764份，每年通过签署《标准材料转让协定》交流

的植物遗传资源达lO万份。但从利益分享情况看，

进展效果还不明显，也许还需要一定时间。

管理机构第四次会议审议了《获取和利益分享

多边系统实施报告》，总结了过去两年取得的成效

和存在的问题，并力求找到加快该系统实施的有效

措施。会议要求各缔约方采取必要的法律措施或其

他适当措施，通过多边系统向其他缔约方提供获取

机会。各缔约方统一将按照国家法律，在无国家法

律时则按照管理机构制定的标准，获取原生境植物

遗传资源。本次会议通过了《获取和利益分享多边

系统》决议，其要点如下。

一是进一步明确了多边系统植物遗传资源。要

求各缔约方持有的公共领域植物遗传资源(不受知

识产权保护的)、各缔约方自然人和法人持有的植

物遗传资源尽快登记纳入多边系统，供其他缔约方

获取使用。

二是加强《标准材料转让协定》实施。要求各

缔约方按照《标准材料转让协定》交换植物遗传资

源，并通过其国家联络点(National Focal Point)上报

有关信息；要求秘书处收集各缔约方因利用多边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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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植物遗传资源产生的货币和非货币信息。进一步 续发展提供材料和信息支撑，保障粮食安全。

促进多边系统植物遗传资源的交流与交换。

三是强化多边系统和标准材料转让协定特设咨

询委员会职能。要求该委员会继续提供咨询和建

议，对未来两年实施效果和运行程序进行评估，并形

成评估报告，提交第五届管理机构大会审议。

2．4未来工作计划

在未来两年中，要进一步加强“供资战略”的实

施，促进各缔约方切实履行《国际条约》的义务，强

化方便获取和利益分享多边体系建设，促进植物遗

传资源交流与交换，追踪因利用多边体系的资源而

形成产品的利益反馈，实现农民权利。进一步扩大

基金规模，支持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开展植物遗传资

源的保护和开发利用，为全球植物育种和农业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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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全国作物种质资源学术研讨会
暨遗传资源分会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的预备通知

为总结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工作近十年来

取得的进展，推进“十二五”规划实施，制定未来发

展战略，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和中国农

学会遗传资源分会决定于2011年9月召开“全国作

物种质资源学术研讨会暨遗传资源分会第六届会员

代表大会”。会议的主题为“作物种质资源与农业

可持续发展”，会议将邀请有关专家做大会主题报

告。会议期间，进行中国农学会遗传资源分会换届

选举，产生第六届理事会。

l会议时间和地点

2011年9月26—28日在陕西省西安市召开。

2会议内容

2．1会议主题为“作物种质资源与农业可持续

发展”，分主题为“种质资源的收集与保存”、“种

质资源的鉴定评价”和“新基因发掘与种质创

新”。
2．2 围绕大会主题和分主题，拟邀请育种、基础研

究和种质资源研究著名专家做大会学术报告。主题

报告40分钟，其他报告20分钟。拟邀请演讲专家

为：小麦育种——李振声院士；玉米育种——戴景瑞
院士；蔬菜育种——方智远院士；种质资源——董玉
琛院士；种质资源发展战略——刘旭院士；水稻分子
育种——万建民教授；种质创新利用——李立会研
究员。

2．3会议墙报，鼓励提交墙报，展示其科研进展。

2．4选举产生中国农学会第六届理事会。

3 论文征集

论文征集主题、范围：作物种质资源与农业可持

续发展；种质资源的收集与保存；种质资源的鉴定评

价；新基因发掘与种质创新；种质资源的遗传多样性

研究；种质资源精准鉴定评价研究；国外植物种质资

源考察引进与利用。

即日起征集上述主题的研究论文，论文写作格

式请参照《植物遗传资源学报》的撰稿要求，于2011

年9月15日前通过E—mail发给刘根泉同志(1i．

ugenquan@CaRS．net．cn)或陈丽娟同志(chenlijuan@

caas．net．cn)，并注明会议论文。大会将送有关专家

审稿，并择机出版论文集。优秀论文将陆续在《植

物遗传资源学报》发表。

4会务事项

会议日期：2010年9月25—28日

会议日程：9月26—27日学术研讨会(报告15
分钟，交流5分钟)；9月28日上午中国农学会遗传

资源分会第六届理事会；9月28日下午《植物遗传

资源学报》编委座谈会。

参会费用：会务费500元／人。学生代表300元／

人，大会统一安排住宿，会议期间食宿自理。若需单

间，请在回执中注明。

联系地址：100081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12号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联系人：刘根泉010—82109494，传真：010—

82105796；何娟娟82105813：hjj@mail．eaa$．net．cn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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