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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剽窃 (Bio-piracy) 是加拿大的ETC集团首次提出：指未加补偿的商

业化利用发展中国家的生物资源或者相关的传统知识,以及为基于这
些知识或者资源的所谓“发明”申请专利的行为。

• 生物剽窃一般是指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研究机构以及其他有关生物
产业的机构凭借其在资金和生物技术上的优势，未经资源拥有国及土
著和地方社区的许可和同意，利用这些国家丰富的遗传资源和相关传
统知识，在物种、粮食、医药、化妆品等领域进行研究和用于商业开
发，进而利用西方现行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对已开发的技术申报专
利，完全不考虑资源提供国/者的利益而独自获利的行为。

• Bio-piracy is an increasingly serious problem for China and many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rich in biodiversity．

1.生物剽窃的内涵



生物剽窃的两种形式：

（1）完全将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拿来或者经过生物技
术的简单处理（没有任何科学上的创新），据为已有。
如印度香米生物剽窃案例

（2）利用生物技术深层次创新、发展原有的遗传资源和相
关传统知识,具有相当强的隐蔽性。

如全球食品巨头雀巢公司于2010年11
月对原产于东亚的传统植物黑种草---black 
seed （Nigella sativa）申请了国际专利
(WO2010133574), 。黑种草种子中的百里
香醌具有防止食物过敏的功效，可通过服
用种子这种天然食物治疗胃部不适与腹泻
，而该种子广布世界各地，无需被当做药
物或食品添加剂进行严格的监管审查，具
有相当强的隐蔽性。



 第三世界网络（Third World Net，TWN）

 国际遗传资源保护行动联盟（GRAIN）

 科学与发展网络（Science and Development.Net，SciDev.Net)

 侵蚀、技术与集中集团（Action group on Erosion, Technology and 

Concentration，ETC Group）

 反生物剽窃联盟（Coalition Against Biopiracy）

 国家知识产权局网（http://www.ipr.gov.cn/）

 2006年，美国埃德蒙研究所（Edmonds Institute）和非洲生物安全研究
中心（African Centre for Biosafety）共同发表《Out of Africa: Mysteries 

of Access and Benefit Sharing》——36个生物剽窃案例

2. 国内外生物剽窃现状

从应用领域、剽窃对象、专利/剽窃机构、具体用
途、来源国、有无惠益分享证据六个方面———

108 个生物剽窃案例

（1）数据来源

http://www.ipr.gov.cn/


表1  国内外近30年来生物剽窃案例汇总表
Table 1  A list of bio-piracy cases in recent 30 years











（1）应用领域囊括化妆品、医药、粮食、农业、园艺、工业及

商业等多了领域，在108个案例中，医药领域所占份额最

高，达54%；粮食、农业和园艺及化妆品领域其次，各占20%

和19%；工商业及其他占7%。

2.2  结果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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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物剽窃的对象不仅包括陆生动植物和微生物，还包

括海洋动植物，以及人类基因、传统工艺等各个方面。

其中植物所占比例最高，82%；微生物其次，占10%；动

物资源、海洋资源、人类基因及传统工艺各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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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物剽窃的机构包括跨国公司、大学、研究所、政府部门及私人。

108个案例中，其中跨国公司参与的生物剽窃案例占66%，如美国雅芳、德

国科宁、德国舒倍、美国孟山都、杜邦及瑞士先正达等。大学参与的生物

剽窃案例占17%，研究所参与的生物剽窃案例占9%，政府部门及私人参与的

生物剽窃案例各占4%和3%。

108个生物剽窃案例中，美国参与的案例有64个，占到半数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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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生物剽窃资源的原产地：108个生物剽窃案例中，44%的案例发生

在非洲，38%在亚洲，15%在美洲，4%在太平洋地区，4%遍布世界各

地。可见，非洲和亚洲是受生物剽窃危害最严重的国家。

此外，对于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和IBM开展的土著人民基因计划、

以及谷歌提供可在线搜索的人类基因数据库来说，全世界人民的人

体基因都是他们的遗传资源获取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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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惠益分享情况：108个案例中，只查到6个案例具有
惠益分享证据，其余案例都没有惠益分享协议证据和相关
资料，有些即使签订了惠益分享协议，却没什么实质性内
容。

（6）中国生物剽窃情况：108个案例中，12个案例发生在
中国。其利用对象都是中国的传统农作物和药用植物遗传
资源，包括大豆、高粱、苦瓜、青蒿、银杏、三尖杉、喜
树、括楼、胡椒、旱莲草、东方泽泻、五月茶等，主要用
于培育高产作物品种、开发生物燃料、医药及护肤品等。
这些案例都没有惠益分享信息。

这些案例大部分都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或大学，
通过开发非洲、亚洲等国的植物和微生物遗传资源并进行
专利，并应用在医药、化妆品等领域而获取巨额利润，而
且没有惠益分享的行为。



3. 案例分析
（1）化妆品—美国雅芳专利16种亚洲传统食/药用植物

①专利刺激皮肤产生MAGP-1蛋白的五月茶
（Antidesma bunius）——印尼食用其五彩果

实，菲律宾和泰国食用和酿酒；
②专利刺激皮肤产生脂肪的魔芋
（Amorphophallus campanulatus）——食用和治
疗皮肤病传统用法；
③东亚及印度广泛种植的木田菁（Sesbania 

grandiflora）——泰国食用叶子，花用来煮汤，

作为印度草药和东亚传统医药用来治疗皮肤
病。
④旱莲草（Eclipta prostrata）——中国赤脚医
生治疗多种疾病，印度治疗皮肤病。

此外，雅芳还申请其中5种植物研发最新系列

产品“青春之泉”并进行销售。

没有任何惠益分享信息。

五月茶果实 木田菁叶子

旱莲草



（2）医药—美国罗格斯大学专利非洲传统药用植物

肉豆蔻树（Pycnanthus angolensis）提取物kombo 
butter，传统药用价值被土著居民所熟知。
•2006年，抗氧化性和消炎效果申请专利。
2012年，神经保护制剂，治疗老年痴呆症、中风等

小花风车子Kinkéliba（Combretum micranthum）常被

用做茶叶或药物采集，具有治疗感冒和减肥等传统
医药用途。
2012年，罗格斯大学对其提取方法和治疗糖尿病的
医药用途申请了专利。

罗格斯大学虽然承认kinkéliba在非洲广泛的传统医药

用途，但却没提及治疗糖尿病这一药效。
上网搜索就能查到kinkéliba是治疗糖尿病的传统药物
2006年，《糖尿病与新陈代谢》（Diabetes & 

Metabolism）期刊上一篇关于糖尿病传统疗法的研究表

明这不仅事实，而且普遍存在。

有惠益分享协议，但无实质性内容，无法实现。

肉豆蔻果实

小花风车子



（3）粮食——美国Rice Tec种子公司剽窃印度香米

印度香米 (Basmati Rice)——皇冠的珠宝，千百

年来只在印度与巴基斯坦和尼泊尔交界处种植，以
细长的形状和浓郁的香味而闻名，印度农民一直种
植，智慧结晶。仅是1997/1998年度印度香米就出口
了逾四亿美元。

1997年，美国Rice Tec种子公司获得其品种特
质和培育方法等方面的20多项专利
(Texmati/Kaomati)大米，市场出售以取代印度农民
种植了几千年的印度香米。

2000年7月，印度政府向美国专利局提交一份抗
议，要求美国专利局重新审查该专利。2001年3月27

日，成功撤销十几项专利，仅存3项专利。但印度育
种专家认为美国其实是从后门允许了Rice Tec对
Basmati“盗窃”。因为专利保护已经覆盖了印度香

米。如果该专利已成定局，也就是说印度的努力有
可能付诸东流，保不住千年种植的大米。



• 1956年，德国科学家在中国东北的农业研究站

采集了七株高粱的种子。20世纪80年代末，英

国研究人员鉴定出含有Nr481基因并将其带入到

英国的John Innes中心。2003年或2004年，德州

农工大学获得了Nr481。2006年，农工大学的研

究人员成功将该高粱与其他同属品种杂交。

2008年7月，他们申请包括Nr481基因的用途，

以及与其他远缘物种（特别具有C4光合作用的

植物，如甘蔗、粟、玉米等）的杂交种的专

利。专利号WO2010011935和US 20100064382。

• 2009年，德州农工大学在美国国防部和壳牌公

司的资助，称可利用高粱的Nr481基因获得高

产、优质、适应性强、耐寒的新型能源作物，

这将繁荣美国生物燃料产业，极大保障其能源

安全。

高粱 (Sorghum bicolor)

（4）工商业——中国高粱富足了德克萨斯州的农业燃料业



生物剽窃的特点

（1）没有来源披露：雅芳、罗格斯大学及Rice Tec公司都没

有对传统植物及传统知识进行来源披露，德州农工大学也

无视或漠视Nr481的来源，含糊其辞将Nr481指代为野生起

源。

（2）没有进行惠益分享——没有事先知情同意和共同商定条

件，没有获得提供方签发的许可证。雅芳、Rice Tec和德

州农工大学都没有任何ABS协议；罗格斯大学虽然有ABS协

议，但无法实现。



应对措施

(1) ABS立法

(2) ABS机制 (3) 专职部门

4. 我国应对生物剽窃的措施

获取与惠益分享
(Access and Benefit Sharing, ABS)



（1）制定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ABS法律法规

• 原因

① 没有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ABS专门法律

② 现行涉及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管理的法律不适用

• 措施

① 尊重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管理体制，征求各部门意见

② 依据《生物多样性公约》和《名古屋议定书》的核心思想

③ 参照国外相关立法内容和实施情况

④ 结合我国实际现状

（印度2002年《国家生物多样性法》，南非2004年《生物多样性法》）



（2）规范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ABS制度和程序

来源披露制度——首要条件

• 我国2008年第3次修订的《专利法》第26条，首次明确提出遗传资源的
来源披露制度，但还缺乏具体的实施细则和相应的配套法律规范。因
此，通过建立ABS规范可进一步完善具体实施办法。

事先知情同意(PIC)和共同商定条件(MAT)——必要条件

• 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所有者、持有者的事先知情同意，并与其开
发者、使用者进行共同商定，决定惠益分享的具体内容和方法。



（3）成立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保护和管理机构

• 原因

• 目前没有负责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保护和管理的专职机构，仅为
了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而建立了一些协调机制和工作组，如：

① 2003年成立的生物物种资源保护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② 1993年成立的中国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工作协调组

③ 2010年成立的生物多样性十年(2011-2020年)中国国家委员会等。

• 措施

① 成立专职机构（印度生物多样性国家管理局-2002年）

② 指派相关机构（巴西环境署—2005年）



①加快建立我国传统知识数字图书馆

——印度利用TKDL成功阻止中国专利药用薄荷

和穿心莲用于H5N1禽流感药物

①公众教育，提高保护意识

②完善知识产权制度

③提高生物技术水平

……

（４）其他建议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