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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与
«名古屋议定书»比较研究

徐　 靖ꎬ银森录ꎬ李俊生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环境基准与风险评估国家重点实验室ꎬ北京 １０００１２)

　 　 摘要:«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简称«条约»)与«生物多样性公约关于遗传资源获取和公平公正地分享由

遗传资源利用产生惠益的名古屋议定书»(简称«议定书»)是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领域两个重要的国际法律文书ꎬ建立

了各自的获取和惠益分享机制ꎮ 由于担忧两个法律文书之间存在监管重叠ꎬ以及对我国遗传资源的保护和利用现状不够了

解ꎬ我国均未加入ꎮ 本文从目标、范围、获取和惠益分享框架和模式及受益者等 ４ 个方面比较了«条约»和«议定书»的差异ꎬ结
合我国遗传资源的保护和利用现状ꎬ就是否加入«条约»与«议定书»提出了以下建议:(１)两个国际法律文书均应加入ꎻ(２)在

履行«条约»时ꎬ需要加强作物野生近缘种的保护ꎬ防止资源流失ꎻ(３)在履行«议定书»时ꎬ监测和评估我国遗传资源应用能

力ꎬ并适时提出修订«议定书»条款的要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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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期 徐　 靖等:«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与«名古屋议定书»比较研究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简称

«条约»)与«生物多样性公约关于遗传资源获取和

公平公正地分享由遗传资源利用产生惠益的名古屋

议定书»(简称«议定书»)是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

享领域两个重要的国际法律文书ꎬ建立了各有特色

的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机制ꎮ 我国尚未加入

«条约»ꎬ也未签署和核准«议定书»ꎮ 有关部门在考

虑加入以上文书时存在以下考虑:一是担忧两个法

律文书之间存在监管重叠ꎬ尤其担心«议定书»对

«条约»的国内履约工作造成干扰ꎮ 二是对我国遗

传资源的保护和利用现状不够了解ꎮ 加入国际条约

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国家现有利益ꎬ并争取获得更大

的潜在利益ꎬ开展«条约»和«议定书»的比较研究ꎬ
对于回答是否需要加入的问题有一定帮助ꎮ 本文将

比较两个国际法律文书ꎬ并结合我国遗传资源保护

和利用现状ꎬ提出相应建议ꎮ

１　 背景

«条约»与«议定书»均是针对遗传资源获取和

惠益分享问题而订立的国际法律文书ꎮ ２００１ 年ꎬ联
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大会第 ３１ 次会议通过了«条
约»ꎮ ２００４ 年ꎬ经缔约方签约生效ꎮ «条约»文本分

为引言、一般性条款、农民权利、获取和惠益分享多

边系统、支持部分、财务规定及组织机构条款等 ７ 个

部分ꎬ共 ３５ 条ꎬ其中ꎬ获取和惠益分享多边系统、农
民权利及可持续利用等是«条约»的重要基础ꎮ «条
约»还包括 ２ 个附件ꎬ附件一列举了多边系统中包

括的作物ꎬ附件二则对«条约»的仲裁和争议调解进

行了规定ꎮ 自 ２００６ 年起ꎬ«条约»管理机构已先后

召开 ４ 次会议ꎬ指导«条约»的履行ꎮ
«议定书» 是 «生物多样性公约» (简称 «公

约»)附属的一个国际法律文书ꎮ «公约»的 ３ 大目

标是生物多样性保护、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组

分及公平公正地分享因遗传资源获取和利用产生

的惠益ꎮ «议定书»的订立就是为了实现«公约»
第 ３ 项目标ꎮ «议定书»有 ３６ 条及 １ 个附件ꎬ核心

内容分为遵守、公平公正的惠益分享、遗传资源的

获取、术语、范围、特殊考虑和与遗传资源相关的

传统知识等 ７ 个方面ꎮ 目前ꎬ«议定书»先后召开

了 ２ 次政府间委员会议ꎬ就如何推动«议定书»的

生效进行了讨论ꎮ
«条约» 和«公约» 保持着长期持久的密切关

系[１]ꎮ １９８３ 年联合国粮农组织通过了«国际植物遗

传资源约定»ꎮ １９９２ 年 ６ 月 １ 日ꎬ«公约»在内罗毕

通过ꎮ 同时ꎬ内罗毕会议呼吁寻找办法ꎬ解决获取并

非根据«公约»取得的非原生境收集品的问题ꎬ以及

农民权利问题ꎮ １９９４ 年ꎬ联合国粮农组织响应了这

一呼吁ꎬ开始了修订«国际植物遗传资源约定»的国

际谈判进程ꎮ 为实现协调一致ꎬ«条约»管理机构与

«公约»秘书处之间开展了密切的交流与合作ꎬ并参

与了«公约»及«议定书»相关议题谈判进程ꎮ ２０１０
年ꎬ«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 １０ 次会议通过

的«议定书»[２￣３]前言中缔约方承认包括联合国粮农组

织等其他国际组织在获取和惠益分享方面开展的工

作ꎬ并认识到«条约»应与«议定书»以相互支持的方式

开展工作ꎮ

２　 比较分析

２ １　 目标

«条约» 第一部分(引言) 第 １ 条规定了 «条

约»的宗旨ꎮ 其第 １ 款规定:本«条约»的宗旨与

«生物多样性公约»相一致ꎬ即为可持续农业和粮

食安全而保存并可持续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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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 第 ２ 款规定:上述宗旨将通过本«条约»
与粮农组织和«生物多样性公约»密切联系而得以

实现[４] ꎮ
«公约»第 １ 条(目标)规定:本公约的目标是

按照本公约有关条款从事保护生物多样性、持续

利用其组成部分以及公平合理分享由利用遗传资

源而产生的惠益ꎻ实施手段包括遗传资源的适当

取得及有关技术的适当转让ꎬ但需顾及对这些资

源和技术的一切权利ꎬ以及提供适当资金ꎮ
作为«公约»下属的议定书ꎬ«议定书»第 １ 条

(目标)载明:本议定书的目标是公正和公平地分享

利用遗传资源所产生的惠益ꎬ包括通过适当获取遗

传资源和适当转让相关的技术ꎬ同时亦顾及对于这

些资源和技术的所有权利ꎬ并提供适当的资金ꎬ从而

对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可持续地利用其组成部分做出

贡献[５]ꎮ
可以看出ꎬ«条约»与«公约»及«议定书»的目

标之间各有侧重(图 １)ꎮ «条约»专门针对用于农

业和粮食生产用途的遗传资源ꎬ关注 ３ 点:(１)实现

农业可持续发展并保护粮食安全ꎻ(２)可持续利用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ꎻ(３)公平合理地分享利

用这些资源而产生的惠益ꎮ «公约»是一项综合性

的国际法律文书ꎬ关注 ３ 点:(１)生态系统、物种及

遗传多样性的保护ꎻ(２)这些生物多样性组成部分

７９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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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持续利用ꎻ(３)公平公正分享由利用遗传资源

而产生的惠益ꎮ 而«议定书»则通过制订细则ꎬ进一

步推动公正和公平地分享利用遗传资源所产生的惠

益这一目标ꎮ 笔者认为«条约»侧重点在保障粮食

安全ꎬ«公约»侧重点在防止生物多样性丧失ꎬ而«议
定书»则专注于促进遗传资源开发利用所获利益的

公平、公正分享ꎮ

图 １　 «条约»、«公约»及其«议定书»目标的比较

Ｆｉｇ.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ｙꎬ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ꎬ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２ ２　 范围

«条约»对其管辖范围做了相对清晰的界定ꎮ
对于遗传资源的种类ꎬ其第 １１ 条第 １ 款规定ꎬ获取

和惠益分享多边系统应包含本条约附录 Ｉ 中按粮食

安全和相互依存两个标准列出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

传资源ꎮ «条约»附录 Ｉ 列入了 ６４ 种( 属)作物ꎬ均
属于公有领域的遗传资源ꎬ但不包括大豆、花生和油

棕榈等[６]ꎮ
«公约»与«议定书»无法为其管辖下的遗传资

源制订名录ꎮ 因此ꎬ«议定书»采用援引«公约»条款

的方法进行了表述ꎬ其第 ３ 条规定:本议定书适用于

«公约»第 １５ 条范围内的遗传资源和利用此种资源

所产生的惠益ꎮ 本议定书还适用于与«公约»范围

内的与遗传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和利用此种知识所

产生的惠益ꎮ «公约»第 １５ 条限定ꎬ缔约方提供的

遗传资源仅限于遗传资源原产国或按照«公约»规

定合法取得资源的提供国所提供的遗传资源ꎮ 而

«议定书»的同一条款已限定传统知识的范围(与遗

传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ꎮ
需要注意的是ꎬ不具备遗传功能单元的衍生物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ｓ)利用也要受«议定书»的管辖ꎮ «议定

书»第 ２ 条第 ｃ、ｄ、ｅ 款采用“利用遗传资源”、“生物

技术”及“衍生物”等一整套术语的形式ꎬ将衍生物

纳入管辖范围:(１) “利用遗传资源”是指对遗传资

源的遗传和(或)生物化学组成进行研究和开发ꎬ包
括通过应用«公约»第 ２ 条定义的生物技术ꎻ(２)«公
约»第 ２ 条所定义的“生物技术”是指使用生物系

统、活生物体或其衍生物的任何技术应用ꎬ以制作或

改进特定用途的产品或工艺过程ꎻ(３) “衍生物”是
指由生物或遗传资源的遗传表达或新陈代谢产生

的、自然生成的生物化学化合物ꎬ即使其不具备遗传

功能单元ꎮ 结合此前研究[２￣３]ꎬ笔者认为«议定书»
最为关注的管辖对象并非具有遗传功能单元的遗传

材料ꎬ而是对生物制造业ꎬ尤其是制药业至关重要的

各类衍生物ꎮ 目前 ９０％ 以上的生物药物、化妆品、
保健品及其他生物制品的开发ꎬ都应属于“遗传资

源利用”的范围[２]ꎮ 大量的惠益分享将由利用这些

生物化合物得来[７]ꎮ

图 ２　 «条约»与«议定书»管辖遗传资源范围的比较

Ｆｉｇ. 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ｓｃｏｐ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２ ３　 获取和惠益分享框架和模式

«条约»的获取和惠益分享多边系统偏重于便

利遗传资源的获取ꎮ 其惠益分享框架结构相对简

单ꎬ以降低获取成本ꎮ 缔约方须为获取者的获取要

求提供便利ꎬ能否获取应取决于遗传资源对粮食安

全的重要性(第 １２ 条第 ３ 款(ａ)项)ꎬ而非缔约方政

府的决策ꎮ 缔约方应迅速提供获取机会ꎬ提供方式

以无偿为主ꎬ且无需跟踪遗传资源(第 １２ 条第 ３ 款

(ｂ)项)ꎮ 利益的分享形式以非货币性为主ꎬ主要包

括促进信息共享ꎬ便利技术的获取和加强提供国能

力建设等ꎮ 在商业化情况下ꎬ获取者从所获利益中

按一定比例向管理机构设立的信托基金帐户支付费

用ꎬ支付的比例、形式和方式由管理机构按商业惯例

确定ꎬ目前此比例为 １ １％ [６]ꎮ
«议定书»立足于公平公正地分享惠益ꎬ其获取

和利益分享系统相对严苛ꎮ 承认国家对遗传资源拥

有主权ꎬ强调获取和惠益分享的双边性ꎬ其关键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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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先知情同意(ＰＩＣꎬｐｒｉ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 ｃｏｎｓｅｎｔ)的取得与

共同商定条件(ｍｕｔｕａｌｌｙ ａｇｒｅｅｄ ｔｅｒｍｓ)的签订[２ꎬ８]ꎮ
惠益分享形式取决于提供者和使用者的谈判结果ꎬ
但缔约方政府有权参与并否决结果ꎮ 与«条约»相

比ꎬ«议定书»还建立了监测和追踪机制ꎬ使用国需

建立检查点监测遗传资源的利用ꎬ并向缔约方报告

监测信息ꎬ以便使缔约方能够对使用者的行为进行

监管ꎮ

图 ３　 «条约»确定的惠益分享结构框架

Ｆｉｇ. ３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ｈａｒｉｎｇ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ｃｏｎｆｉｒｍ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ｙ

图 ４　 «议定书»确定的惠益分享结构框架

Ｆｉｇ. ４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ｈａｒｉｎｇ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ｃｏｎｆｉｒｍ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２ ４　 受益者

«条约»多边利益分享机制的利益相关方主要

有以下几个:缔约方政府及自然人和法人ꎮ 自然人

和法人又可分为以下几种:持有遗传资源并受缔约

方政府管理的独立法人机构、持有遗传资源的商业

机构及非政府组织(«条约»第 １１ 条第 ２、３ 款)ꎮ 根

据第 １１ 条第 ５ 款ꎬ国际农业研究中心等持有附录 Ｉ
载明遗传资源的国际机构也属于利益相关方ꎮ 此

外ꎬ农民也是«条约»多边利益分享机制的重要利益

相关方ꎮ «条约»第 ９ 条第 ２ 款(ｂ)项明确农民有公

平参与分享因利用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而产生

利益的权利ꎮ 国家作为法律上的农民权的权利主

体ꎬ代表农民行使权利并承担义务ꎻ生物多样性中心

的农民ꎬ则作为农民权的事实主体[９]ꎮ
«议定书»的利益相关方有以下几个:缔约方政

府(遗传资源原产国ꎬ依照«公约»规定合法获取了

资源的提供国、使用国)ꎬ遗传资源提供者及使用者

(包括持有遗传资源并受缔约方政府管理的独立法

人机构、持有遗传资源的商业机构、学术机构及非政

府组织)ꎮ 另外土著和地方社区也是重要的利益相

关方ꎮ
但并非所有利益相关方均为受益方ꎮ 结合前文

获取和惠益分享框架分析ꎬ«条约»强调便利遗传资

源获取ꎬ受益方应是遗传资源的获取者ꎮ 获取国政

府和育种者显然是最大的受益者ꎮ 由于国家代表农

民行使权力并承担义务ꎬ农民所能获取的利益是间

接的ꎮ «议定书»强调分享利益ꎮ «议定书»规定ꎬ只
有原产国的遗传资源或根据 ＣＢＤ 合法获得的遗传

资源才有资格分享惠益ꎬ并且可以要求分享这些收

集遗传资源嗣后的应用和商业化所产生的惠益[２]ꎮ
遗传资源原产国或依照«公约»规定合法获取了资

源的提供国管辖范围内的遗传资源提供者可能代表

缔约方成为受益方ꎮ

３　 结果

通过比较ꎬ可得到以下 ５ 点结论ꎮ (１)制定目

的:«条约»目的在于以保障粮食安全名义ꎬ便利获

取活动ꎬ«议定书»则维护遗传资源原产国和已合法

获取资源的遗传资源提供国利益ꎬ但最终大体上维

持了资源提供国和使用国的平衡[３]ꎮ (２)管辖范

围:«条约»限于农业和植物遗传资源ꎬ«议定书»则
为其他类型的遗传资源ꎬ并包括其衍生产物ꎬ二者有

所联系ꎬ但并不冲突ꎮ (３)框架设计:«条约»提出了

诸多便利获取要求ꎬ淡化了缔约方对遗传资源的主

权诉求ꎬ弱化了缔约方对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的实

际控制ꎬ«议定书»虽也设置便利获取要求ꎬ但承认

了缔约方政府的知情权ꎬ并提出了具有一定约束力

的监测机制ꎮ (４)利益分享模式:«条约»的利益分

享以非货币性惠益为主ꎬ包括信息共享ꎬ技术转让和

能力建设等ꎬ对于货币性惠益ꎬ迄今为止«条约»技

术处并未收到根据«标准材料转让协定»给付的约

束性付款ꎬ自愿性付款也仅有 １１９０ 美元[１０]ꎬ效果还

不明显[６]ꎮ «议定书»利益分享模式更加强调了双

边性质ꎬ强调利益相关方通过谈判协商确定惠益分

享种类和支付方式ꎬ这为发展中国家获取更多实质

性利益提供了可能ꎮ (５)受益者:«条约»倾向于维

护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获取者利益ꎬ«议定书»则倾

向于维护遗传资源提供者利益ꎮ

４　 我国遗传资源保护与利用现状

我国既是农业大国ꎬ也是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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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１２ 个国家之一[１１]ꎮ 有关部门就是否加入«条约»
和«议定书»正进行研究ꎮ 除以上分析以外ꎬ是否加

入两个国际文书的决策还应结合中国的遗传资源保

护和利用现状进行判断ꎮ
我国在农作物品种遗传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方面

已有相当成就ꎮ 我国是全球八大农作物起源中心之

一[１２]ꎮ 我国的遗传资源保护体系也已建立ꎬ长期保

存植物遗传资源 ３９７０６７ 万份ꎬ培育了大量植物新品

种并应用于生产[１３]ꎮ 但目前遗传资源的基因水平

研究滞后于育种需求ꎮ 尽管在基因型鉴定方面也开

展了部分工作ꎬ但涉及的作物种类及其资源数量极

为有限ꎬ对库存遗传资源的基因多样性水平、新基因

数量、功能和利用价值等缺乏系统、深入研究ꎬ也就

很难为育种家和基础理论研究者提供针对性资

源[１４]ꎮ 国外引种我国的植物遗传资源很多情况下

被作为育种材料ꎬ产生了很好的效益ꎬ且一些种类也

被用于相关专利的申请[１５]ꎮ 此外ꎬ我国的作物野生

近缘种的保护也有待加强ꎮ 虽然近年来开始重视农

业野生植物原生境的保护ꎬ在两广、云南及海南建立

了很多野生稻原生境保护点ꎻ在东北、华北等建立了

一些野生大豆原生境保护点[１６]ꎬ但仍有一些重要的

作物野生近缘种ꎬ如野生稻、野生大豆等的多个野生

种群消失[１７]ꎮ
我国还有大量其他类别的遗传资源ꎬ仅高等植

物就有 ３４０００ 余种[１１￣１２]ꎬ现有 １１１４６ 种药用植物ꎬ临
床常用的植物药材有 ７００ 多种ꎬ其中 ３００ 多种以人

工栽培为主ꎬ传统中药材的 ８０％ 为野生资源[１８]ꎮ
微生物也是我国重要的遗传资源ꎬ我国已报道真核

微生物(菌物)约 １４７００ 种ꎬ而真菌中有药用菌 ４７３
种、食用菌 ９６６ 个分类单元[１９]ꎮ 但我国由于技术能

力限制ꎬ还不能对本国遗传资源进行充分开发ꎬ对药

用植物有效成分缺乏深度研究致使我国的中医药产

业处于低效益状态[１８]ꎮ 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统计ꎬ
在生物技术领域ꎬ美国拥有全球专利的 ５９％ ꎬ欧洲

拥有 １９％ ꎬ日本拥有 １７％ ꎬ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

中国家仅为 ５％ ꎻ在药物领域ꎬ美国拥有全球专利的

５１％ ꎬ欧洲为 ３３％ ꎬ日本占 １２％ ꎬ其他国家仅为

４％ [２０]ꎮ 在对美国专利局、欧洲专利局关于 ２６ 种中

药植物相关专利查询中发现ꎬ２６ 种植物被申请了不

同数量的专利ꎬ专利权多数属国外公司ꎬ且没有惠益

分享信息[１５]ꎮ
以上这些材料表明ꎬ我国目前仍是遗传资源提

供国ꎬ距离转变为遗传资源使用国还有差距ꎮ 无论

是农作物还是其他类型的遗传资源ꎬ我国的利用能

力都还十分有限ꎬ虽然已经收集、整理和保存了大量

的遗传资源ꎬ但由于限于资金和技术能力ꎬ这些资源

尚不能转化为如知识产权等实际利益ꎮ 而另一方

面ꎬ我国拥有丰富的遗传资源ꎬ与其他国家相比ꎬ我
国的遗传资源不仅数量丰富ꎬ还具有独特性ꎬ这是其

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ꎮ 但我国面临着较为严峻的遗

传资源保护形势ꎬ虽然保护工作取得了不少成绩ꎬ但
流失和丧失的情况仍未得到遏制ꎬ应当获得的惠益

也并未得到分享ꎮ 这决定了我国加入«条约»和«议
定书»的根本利益所在:一方面要通过参与国际规

则ꎬ扩大获取他国资源ꎻ另一方面要加强本国资源的

保护ꎬ防止流失和丧失ꎬ并以资源为筹码ꎬ换取遗传

资源利用技术ꎮ

５　 建议

综合以上考虑ꎬ笔者建议应当考虑同时加入

«条约»与«议定书»ꎮ 首先ꎬ«条约»与«议定书»之

间互有联系ꎬ但两个法律文书的制订目的不同ꎬ管辖

范围互相补充ꎬ且最终须以协调一致的方式予以实

施ꎮ 有了这些前提条件ꎬ国内有关履约工作应当不

会互相干扰和影响ꎮ
其次ꎬ我国对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已有一定的

利用能力ꎬ加入«条约»能够带来一定好处ꎬ有助于

便利我国对他国农业和植物遗传资源的获取ꎬ扩
大对外交流与交换ꎬ通过«条约»获取和利益分享

多边系统取得更多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ꎬ
用于作物新品种的研发和培育ꎮ 但在国内履行

时ꎬ应采取措施ꎬ加强我国作物野生近缘种的保

护ꎬ防止资源的丧失ꎮ 另外ꎬ对野生稻、野生大豆

等我国特有的野生近缘种ꎬ需阻止这些资源列入

«条约»附录 Ｉꎬ或由国内出台法律政策ꎬ明确这些野

生近缘种的获取和惠益分享须依照«议定书»规定

实施ꎬ以防止资源流失ꎮ
最后ꎬ针对我国遗传资源丰富ꎬ流失和丧失情况

严重ꎬ利用能力薄弱ꎬ在生物药物、化妆品、保健品及

其他生物制品等领域研发能力薄弱的现状ꎬ应尽快

加入«议定书»ꎬ这有利于我国加强对各类遗传资源

的保护ꎬ提高其他国家获取我国遗传资源的成本ꎬ遏
制非法获取ꎬ通过谈判方式ꎬ要求使用者分享技术和

资金等方面的利益ꎮ 但是要注意对我国遗传资源的

应用能力有长期监测和掌握ꎬ待应用能力提高到一

定程度ꎬ就需要利用对«议定书»实施成效进行评估

与审查的时机ꎬ向缔约方会议提出修订有关条款的

建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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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０４３１ － ８７０６３１３７ꎬ手机:１３９４４００３１３７　 　 　 　 Ｅ￣ｍａｉｌ:ｙｍｋｘ＠ ｃｊａａｓ. ｃｏｍꎮ

１０１１


	植物遗传2013年第6期_部分114
	植物遗传2013年第6期_部分115
	植物遗传2013年第6期_部分116
	植物遗传2013年第6期_部分117
	植物遗传2013年第6期_部分118
	植物遗传2013年第6期_部分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