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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张小勇

摘要：《遗传资源国际法的实施与续造》是著者张小勇教授2017年出版的《遗传资源

国际法问题研究》一书的“姊妹作”，于2022年12月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本书采

用实证研究、法律逻辑分析以及规则比较分析等研究方法，对《名古屋议定书》和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的实施问题，以及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

洋遗传资源的获取和惠益分享国际法律规则的谈判与构建问题进行深入和细致的介

绍、分析和评述，同时结合中国的现状和实际需求，在充分论证相关理由的基础上，

对中国应当采取的不同应对措施，包括立法、修法、谈判及筹备未来实施等提出切

实可行的建议。随着《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获联合国《生物多样性

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正式通过，本书也将从司法角度，为促进生物遗传资源

多样性保护提供更加独特和全面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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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资源国际法的实施与续造》

前 言

《遗传资源国际法的实施与续

造》是著者2017年出版的《遗传资源

国际法问题研究》（以下简称《研究》）

一书的“姊妹作”。《研究》以《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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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性公约》及其《名古屋议定书》

和《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

约》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历史研究、

比较研究和法解释学等研究方法，梳

理和考察这三份国际条约的缔结背

景，解释和评论它们确立的制度和规

则，回顾和总结它们在实施过程中取

得的相关进展。实际上，《研究》更

多地聚焦于解释和评论这三份国际

条约确立的制度和规则，尤其是关于

遗传资源的获取和惠益分享问题的

规则，而对于这三份国际条约的实施

问题给予的关注并不多，此外，《研

究》也没有分析和阐述中国实施《名

古屋议定书》以及加入和实施《粮食

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所涉

及的有关问题。《研究》还指出，国

际社会针对遗传资源问题进行“造法”

的活动尚未完结，相关国际论坛正在

各自主管领域内推动谈判和构建新

的治理遗传资源问题的国际法律规

则。显然，非常有必要围绕《名古屋

议定书》和《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

源国际条约》的实施以及相关新的遗

传资源国际法律规则的续造问题展

开进一步的研究。

《名古屋议定书》的实施是一个

复杂的进程，会牵涉不同的部门、领

域和利益相关者，其面临的挑战也会

很多，需要不断采取措施应对这些挑

战。虽然中国已于2016年加入《名古

屋议定书》，但尚未制定全面的实施

性法律或法规，后续的立法及其实施

任务颇为艰巨。自2004年《粮食和农

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生效以来，

其实施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也面临

若干严峻的挑战，而且其核心制度的

改革问题将会对未来实施的前景和

成效产生关键的影响。中国还没有加

入《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

约》，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背景下，

研究中国加入该条约的各种问题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根据2022年8月

政府间大会第五次上的最新谈判进

展，联合国大会主持下的关于国家管

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

养护和可持续利用问题的协定的谈

判接近尾声，该协定将对国家管辖范

围以外区域海洋遗传资源的获取和

惠益分享问题作出规定。从2004年联

大设立工作组以来，在大约18年的时

间内各国围绕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

域海洋遗传资源应当适用的法律制

度、获取和惠益分享等问题进行了深

入的讨论和谈判，中国全程参与了这

些讨论和谈判，尽最大程度维护了中

国自身的发展利益。尽管各国在一些

争议性问题上仍存在较大分歧，但距

离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遗传

资源的获取和惠益分享国际法律规

则的出台已经为时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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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背景和发展趋势，本书

以已有的遗传资源国际法的实施和

新的遗传资源国际法的续造问题作

为研究对象，主要运用实证研究、法

律逻辑以及规则比较分析等方法，对

《名古屋议定书》和《粮食和农业植

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的实施以及国

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遗传资源

的获取和惠益分享国际法律规则的

谈判和构建问题进行深入和细致的

介绍、分析及评述，同时结合中国的

实际需求，在充分论证相关理由的基

础上，对中国应当采取的不同应对措

施，包括立法、修法、谈判以及筹备

未来实施等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除了前言，本书共包括四章内容，

其中前三章是关于遗传资源国际法

的实施问题的内容，第四章是关于遗

传资源国际法的续造问题的内容。

第一章为《名古屋议定书》在微

生物领域的实施问题研究。本章改变

了国内外学者通常在采集和开发利

用植物遗传资源的情景下研究获取

和惠益分享问题的做法，而选取微生

物这一特定领域研究《名古屋议定书》

的实施问题。本章首先考察了《名古

屋议定书》采用的“双边路径”对原

地和异地获取微生物遗传资源所产

生的消极影响；其次介绍了世界微生

物菌种保藏联合会为实施获取和惠

益分享要求所发起的倡议，并从四个

关键问题入手解释和评论了该联合

会推出的实施《名古屋议定书》的最

佳做法——TRUST准则；本章最后对

中国如何构建微生物遗传资源的获

取和惠益分享法律规则进行了深入

分析，进而提出了立法建议。

第二章为《名古屋议定书》实施

背景下的病原体共享问题研究。考虑

到新冠肺炎疫情引发了人们对于共

享病原体及其遗传序列数据问题的

高度关注，以及病原体在《名古屋议

定书》的范围之内，本章选择病原体

共享这个具体问题作为研究对象，重

点分析和评述了在《名古屋议定书》

实施背景下病原体共享的不同模式、

面临的挑战以及应对的策略。本章前

两部分梳理了病原体共享多边和双

边模式的产生和正式确立的过程，解

读了《共享流感病毒以及获取疫苗和

其他惠益的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

和《名古屋议定书》关于可能引起人

间大流行的流感病毒及其他病原体

共享和惠益共享的规则；其次指出并

分析了在《名古屋议定书》实施的背

景下病原体共享所面临的三个方面

的挑战；本章最后就如何应对这些挑

战，从国际和国内实施（包括中国的

实施）两个层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第三章为《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

资源国际条约》的实施和改革问题研

究。本章首先概述了《粮食和农业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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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的核心制度—

—获取和惠益分享多边系统的法律

构造，以便为下文的介绍和分析引入

必要的铺垫；其次全面总结了获取和

惠益分享多边系统的实施进展和成

果；本章接着论述了获取和惠益分享

多边系统的改革问题，即加强该系统

运作的背景、措施和最新谈判情况；

本章最后研究了中国加入《粮食和农

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的各种问

题，包括条约的实施对中国的影响、

中国面临的挑战和加入条约的理由、

规避加入条约对中国不利之处的建

议以及为加入和实施条约应采取措

施的建议等。

第四章为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

域海洋遗传资源国际法律规则的谈

判和构建问题研究。本章研究的是一

套新的遗传资源国际法律规则——

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遗传资

源的获取和惠益分享国际法律规则

的谈判和构建问题。本章首先介绍了

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遗传资

源 议 题 提 出 的 背 景 以 及 2004 年 至

2017年之间的国际讨论和预备谈判

的情况；其次对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

域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和可持续利

用的协定案文草案第二部分“海洋遗

传资源，包括惠益分享问题”的各项

要素及其备选案文逐一进行了深入

的解析，揭示了不同国家在这些要素

上存在的分歧；考虑到发达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之间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

区域海洋遗传资源应当适用的法律

制度问题上存在根本分歧，本章基于

法律逻辑分析提出了解决方案，即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三部分

“海洋科学研究”中的相关原则和规

定应当作为适用的法律制度，同时展

开分析了如何构建一套能够促进海

洋科学研究的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

域海洋遗传资源的获取和惠益分享

法律规则；本章最后基于维护中国深

海大洋事业发展利益的考虑，不仅考

察了中国深海生物资源的调查、获取、

研究和开发的实际状况，总结和评价

了中国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

洋遗传资源议题讨论和谈判中表达

的立场和观点，而且提出了在协定出

台背景下中国参与谈判和筹备未来

实施的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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