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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由我的博士论文略作修改而来。
遵师嘱出版，目的是引起大家对基因专利问题的关注，为后来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一些线索。
　　其实我读博士也是遵命。
那是2001年，我刚转换岗位，有些闲暇时间，领导鼓励我别丢了专业，继续念点儿书。
于是我就去考了北大博士。
拿到博士学位虽然很累很苦，但我特别感谢吴忠泽和刘燕华两位领导。
没有他们的鞭策和鼓励就没有这本书，时间一晃也就过去了，什么痕迹都不会留下。
　　在工作学习中我经常遇到基因专利问题。
　　比如，基因是发明还是发现?基因与生命的历史一样久远，人如何发明它呢?它不是发明又如何专
利呢?而把发现硬说成发明是否又有些指鹿为马呢?　　再如，基因专利的创造性在哪里?专利权人所发
现的是基因序列，可他们申请保护的却是基因的固有功能！
　　还有，基因资源的主权和惠益共享问题，基因提供者的知情同意和权益问题，基因资源保护与基
因专利国家战略问题，等等。
　　有大量的问题需要回答，有大量的研究需要深人。
尤其是看到美国关于基因专利的海量的理论文献和丰富的司法案例后，我以前夜郎自大式的错误认识
荡然无存。
我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在基因科学技术与基因专利理论和司法方面与国外的差距有多么大。
相信读过本书之后，每个与此相关的同仁都会有些紧迫感。
　　基因专利研究是个交叉学科，生物学或法学单一背景者必须付出超常努力才能将两者融汇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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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生命科学与技术的突破性进展，使得基因作为人类所探知的生命新物质形式应否予以专利成为
重要问题，在专利的发展历史中，有关基因专利的争论也属于涉及面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
我国的具体情况是，从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这一标志性事件以及我国科学家在某些基因技术上的突破
来看，我国的基因科研、产业实力在某些方面处于世界先进水平，但从整体来看还落后于美、日、欧
等发达国家和地区。
因此，研究基因专利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本书的研究思路：从服务于国家利益和基因技术科研及产业的角度出发，探讨是否应该对基因授予
专利，如何把握基因专利的授权条件、审查标准，如何在乎衡专利权人利益和公众利益的条件下更好
地实施、应用基因专利。
例如，如何把握基因专利的强制许可条件，如何建立基因专利池并对其进行反垄断规制，如何建立并
完善与基因专利制度配套的法律法规，包括遗传资源保护、医疗保障等。
本书的特点在于，将基因专利研究，由可专利客体、专利三性讨论等初级阶段的研究，推进到如何调
整和规制基因专利、平衡多种层面和方面的相关利益的第二研究阶段，以进一步提高基因专利研究的
层次。
    本书共分绪论、正文和结束语三部分。
在绪论部分，介绍了基因技术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因产业发展的状况，分析了世界范围内基因
专利发展状况，介绍了国内外现有基因专利研究成果。
    在正文部分，首先讨论了基因专利保护客体，探讨了活体生物授予专利的里程碑——Diamond
v.Chakrabady案，介绍了提纯的自然物质可授予专利的情形，分析了专利中的发明与发现之争；还分
别讨论了基因专利与道德、宗教和环境的关系，介绍了常见的不具有可专利性的客体。
接着讨论了基因专利的实质性条件，主要分析了基因专利的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判断的特殊问题
；讨论了基因专利创造性标准的高低、创造性判断重心由分离方法向序列本身的演变，介绍了现有技
术的标引对基因专利创造性判断的影响；介绍了基因专利实用性的严格标准，分析了美国专利商标
局2001年实用性审查指南。
接下来进一步探讨了基因专利的充分公开和权利要求的特殊问题，特别分析了美国专利商标局2001年
书面描述指南，讨论了显而易见性与充分公开的关系；并讨论了基因专利权利要求扩张的趋势及基因
专利权利要求仍不得超出说明书的规则。
随后讨论了基因专利的分享与限制，关于遗传资源保护与惠益分享，分别比较了基因资源的主权原则
、知情同意权、基因专利权的归属和惠益共享问题；关于基因专利的限制，分别讨论了基因专利与公
共卫生、农民权和科学研究的关系。
然后讨论了基因专利池，介绍了专利池及其历史、专利池的规制、基因产业面临的专利问题，讨论了
建立基因专利池的益处、基因专利池的可能性和对基因专利池的批评；分析了基因专利池可能存在的
垄断问题，讨论了基因专利池的反垄断规制。
最后对我国基因专利立法进行了反思，提出了建议，分别进行了各国基因资源丰富度比较、基因技术
研发及产业实力比较；探讨了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基因专利发展趋势；分析了我国现行基因专利立法
的优势和不足，指出优势在于规定了较小范围的基因专利客体、规定了较严格的基因专利授权条件、
规定了专利权的限制、规定了强制许可制度，不足在于遗传资源来源披露制度的缺失、专利权限制制
度不够详尽、基因专利反垄断规制的缺失、相关配套法规不够完善；并对我国有关基因专利的政策及
立法提出了建议，包括“进一步明确基因可以作为专利客体，促进基因技术创新”、“适度把握基因
专利授权条件，保证基因专利质量”、“细化基因专利权的限制，保障科研机构及农民利益”、“促
进基因专利利用，实现基因技术成果转化”和“实现基因专利惠益共享，保障弱势群体利益”等方面
；在明确基因可以作为专利客体这方面又进一步提出“从‘将基因解释为发明’向‘授予发现专利权
’过渡”、原则上逐步加强基因专利保护、排除对某些基因的专利保护，在细化基因专利权的限制这
方面又进一步提出科学研究和实验豁免、农民权，在促进基因专利利用这方面又进一步提出规定基因
专利的强制许可、鼓励建立基因专利池，在实现基因专利惠益共享这方面又进一步提出修改专利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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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基因资源来源披露制度、修改专利法以确立基因专利惠益分享制度、制定统一的遗传资源保护行
政法规等内容。
    最后，在结束语部分对于全文内容进行了总结：本书的创新之处主要在于将基因专利研究，由可专
利客体、三性讨论等初级阶段的研究，推进到如何调整和规制基因专利、平衡多种层面、方面的相关
利益的第二研究阶段，使得基因专利研究进一步深化；在提出问题的同时，从可操作层面，分析了主
权、人权、农民权、科研权、利益分享和专利池等多种对基因专利的规制模式；注意利用新鲜资料，
尤其注重典型实例，直接从美欧等基因知识产权立法司法比较先进的国家中汲取经验、教训，对我国
基因专利的立法司法提出针对性的具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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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  第三节  对我国有关基因专利的政策及立法建议    一、我国现行基因专利立法的优势    二、我国
现行基因专利立法的不足    三、对我国有关基因专利的政策及立法建议结束语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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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基因专利保护客体讨论　　第一节　基因作为专利客体的演变　　一、活体生物授予专
利的里程碑——Diamond v．Chakrab．arty案。
　　该案是科学家查克拉巴蒂（Chakrabarty）研究的对原油有降解能力的细菌申请专利案例。
该案例是活的生物申请专利的里程碑案例，它扫清了基因申请专利的障碍，从此，基因专利的大门才
得以打开。
　　在20世纪70年代，在通用电器公司工作的研究清理石油污染的科学家查克拉巴蒂研究出了一种对
原油有降解能力的单一细菌。
与一般细菌相比，这种利用基因工程产生的细菌能够以更快的速度降解碳氢化合物，并且不受外部环
境的影响。
1972年，查克拉巴蒂向美国专利商标局申请了这项专利。
在所提交的专利申请中共包含36项权利要求，分为三种类型：（1）生产该细菌的方法权利要求；（2
）由漂浮在水上的诸如稻草和该细菌等带菌材料组成的接种物；（3）通过基因工程所获得的该类细
菌本身。
经过审查，美国专利商标局的审查员同意该申请的前两种权利要求，但是驳回了第三种权利要求。
审查员的理由是：第一．微生物是“天然的产物”；第二，专利法第101条中所规定的可以被授予专利
权的客体中不包含活体。
查克拉巴蒂又向美国专利商标局的专利复审委员会申诉，该复审委员会肯定了审查员的第二条理由。
查克拉巴蒂不服，继续上诉到关税与专利上诉法院。
关税与专利上诉法院根据其在先前一个案子中所提出的观点，即实际上微生物有生命这一事实没有法
律意义，与专利法的立法目的不相矛盾，并投票以3比2判查克拉巴蒂胜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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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基因专利研究》的研究思路：从服务于国家利益和基因技术科研及产业的角度出发，探讨是否
应该对基因授予专利，如何把握基因专利的授权条件、审查标准，如何在平衡专利权人利益和公众利
益的条件下更好地实施、应用基因专利，如何把握基因专利的强制许可条件，如何建立基因专利池并
对其进行反垄断规制，如何建立并完善与基因专利制度配套的法律法规等。
　　《基因专利研究》的特色：一是材料新鲜，剖析引用了大量欧美国家近年来的基因专利司法案例
和理论研究文献；二是富有开创性和可操作性，将基因专利研究的重心，由可专利客体、专利三性讨
论等初级阶段的研究，推进到如何调整和规制基因专利，如何平衡多种层次和多个方面的相关利益等
第二研究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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