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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原住民和当地社区 (IPLC) 因为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 (DSI)的特性而无法从获取和惠

益分享 (ABS)中受益，因此需要一个有力且包容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GBF）来提供参考

和具体执行意见。本文将讲述目前原住民面临的问题以及理想情况下帮助 ABS 落实的生物

多样性公约国际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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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和惠益分享 (ABS) 是指获取遗传资源的方式，以及如何在使用资源的人民或国家（用

户）与提供资源的人民或国家（提供者）之间分享其使用所产生的惠益。如今，来自 DNA 或

RNA 的数据可以以数字方式存储。这被称为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 (DSI)。 DSI 用户有责任

与提供者分享遗传资源带来的利益。用户是一个多元化的群体，会寻求从基础研究到开发新

产品所需遗传资源，这包括植物园、制药、农业和化妆品行业的研究人员、收藏家和学术机

构。获取与惠益分享最终能否实现, 首先要保证提供者的持续性，即遗传资源本身的持续供

应；随后就要确认当前制度是否能保证提供者受益-提供更多数据-吸引更多用户的良性循

环。

目前的问题在于，在共享 DSI 时，提供者一方的利益常被忽视。当原住民和当地社区作为提

供者时，他们土地和水域未从数据的生命周期中受益，甚至会因为数据采集而受到损失和侵

害，这对于形成良性循环来说尤其有害。

与最近在该地区定居、占领或殖民的群体相比，原住民和地方社区 (IPLC) 通常是来自特定

地区原住民的后裔并认同他们的族裔群体。1从理论上讲，IPLC 授予对这些资源的访问权，

以公平分享使用这些资源所产生的利益。

然而，由于其性质，这些平台往往无法确认数据原始来源，更不要说回馈社区。例如，Gen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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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来自西非各国的信息数字化，并将其称为“开放访问”数据库，对其用户没有任何要求。一

家美国公司 Regeneron 使用 GenBank 中的 DSI，最后获得了价值超过 4 亿美元的用于治疗埃

博拉病毒 REGN-EB3 的订单。2

如果公司在物理上追踪菌株，它就有义务签署合同并向原始国家提供免费疫苗等福利。但由

于 DSI 的开放获取，公司完全回避了利益共享的要求，因此无法完成良性循环。

自《名古屋议定书》于 2014 年生效以来，实物样本采集和上传框架（从样本、元数据收集

处理到知识传播和能力建设）已经建立并得到实施。 DSI 的目前问题是，DSI 可以被转换为

实物产品和利益，却可以绕开协议。

值得注意的是，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CBD）工作组会议上提出的解决方案之一是

使用零知识证明和密码累加等密码工具来保证可追溯性（提供从用户到提供者的可靠系统），

而无需放弃开放访问和免费共享。但即使有了这些工具，问题仍然存在：原住民和当地社区

和研究人员之间可以根据《名古屋议定书》达成相互协议，但在当前框架下无法管理第三方

样品转移。

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考虑两个方面。首先，对于用户和提供者而言，在编纂合同协议之前，用

户和提供者应明确讨论、相互理解以下概念：样本访问、使用/再使用、第三方转让、知识

产权以及要共享的货币/非货币利益，更需要考虑到遗传资源的货币和文化价值。

其次，为了补全我们现有的利益共享体系，CBD 及其最新框架需要解决 ABS 和用户便利性

之间的平衡。

因此，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等组织在日内瓦工作组会议之前签署了一封公

开信，呼吁建立一个涉及开放获取 DSI 和多边利益共享方法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GBF），

让相关协议的签订有国际框架可做参考，乃至有法律效力参与。

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理想版本应该包括以下涉及原住民的内容：

1.对于 DSI 的合理定义，及对当地资源的保护。

原住民作为传统知识和遗传资源的当地提供者，应当为其传统知识的提供获得反馈。

具体措施包括：

a.保护传统知识及其他形式的知识以防止生物盗用；

b.承认土著和地方社区对其与遗传有关的传统知识（associated Traditional Knowledge 即 aTK）

的权利资源及相关知识产权；

c. 对传统知识的合理估价和增值

d. 保护、振兴和传播电子化的传统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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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开放访问

任何未来的利益分享系统都必须保证开放数据访问。在保证当地原住民权益的情况下，开放

获取才能实现高效和广泛的知识传播和能力建设。

3.多边系统

《名古屋议定书》中的双边 ABS 机制在研究人员物理收集遗传资源并对其遗传信息进行排

序以进行研发时。在这种情况下，提供国可以在获取和惠益分享合同中规范 DSI 的使用，

包括与用户就公平和公正地分享利益达成协议。

通常，DSI 会上传到国际数据库供其他用户访问，但数据库不允许上传随附的 ABS 合同。

即使数据库允许科学家下载数百个序列的做法，完整的基因组或其他大数据集几乎不可能同

时遵守潜在的数十或数百份合同。因此，应当建立一个在国际框架下的，涵盖所有 DSI 数

据库的多边系统，方便数据提供者得益。

4.

不涉及超过当前框架及国际公约的内容。

DSI 数据系统非常复杂，即使对于专家用户或者科学附属机构也是如此。要实现惠益分享，

政策框架和执行要求必须简单。如果在复杂的技术体系之上增加一个复杂的监管体系，那么

这个框架注定无法在 2030 年前成型。

5.

协调多方利益。

在此前的生物多样性公约 GBF 工作组会议上，非洲集团提出“发达国家使用从遗传资源数字

序列盈利的 1%，建立专项基金，反哺发展中国家和社区”的利益协调手段。此协调方式可能

能够在 2022 年 12 月蒙特利尔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BD COP15）第

二阶段会议得到落实。

6.

保证生物多样性知识传播。

任何机制都需要有效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CBD 三大目标中的前两个目标）。

在维护当地原住民利益的同时，该框架应激励和奖励生物多样性知识的传播。

7.

公平

该框架应公平对待所有用户和提供者，尤其是当地原住民，并通过在全球范围内平等地促进

访问和合规性来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

笔者希望能够在 CBD COP15 第二阶段会议（蒙特利尔会议）上见到民间组织推动 DSI 相关

内容的成果，并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及人本解决方案的落实做出贡献。维护原住民的利益，



就是在推动信息传播和研究发展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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