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印发《加强生物遗传资源管理国家工作方案（2014-2020年）》的通

知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委员会成员单位、国家民委、安全部、文化部、卫生计生委、食品药品监管总局、邮政局：

　　为加强我国生物遗传资源的保护和管理，促进惠益分享，我部会同有关部门编制了《加强生物遗传资源管理国家工作方案（2014-

2020年）》（以下简称《工作方案》）。《工作方案》已经2014年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委员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根据

任务分工，认真抓好落实。

　　附件：加强生物遗传资源管理国家工作方案（2014-2020年）

　　

环境保护部

2014年12月24日

　　抄送：国务院办公厅，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保护厅（局）。

　　

　　

附件

加强生物遗传资源管理国家工作方案（2014-2020年）

　　生物遗传资源是国家战略资源，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也是国家生态安全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物质保障。目前，生物

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获取与惠益分享已成为国际谈判的热点和焦点问题。《生物多样性公约》与《名古屋议定书》要求各缔约

方采取立法和相关政策措施，确保公正和公平地分享利用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所带来的惠益。

　　我国是世界上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是遭受生物剽窃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由于我国生物遗传

资源方面的法律法规不够健全，监管能力不足，基础力量薄弱，保护意识缺乏，导致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流失的形势十分严

峻。

　　2010年国务院批准发布《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将建立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作

为战略任务和优先行动之一。为贯彻落实国务院领导批示精神，推动实施《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以及履行国际公

约，针对我国目前生物遗传资源保护和管理存在的薄弱环节，制定《加强生物遗传资源管理国家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科学发展观，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积极履行国际条约，维护国家利益。完善法律法规、健全体制机

制，推进“自然资源用途管制制度”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建设。统筹现有工作基础、条件以及现有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资金渠

道，坚持“谁保护，谁受益”的原则，以公正公平地分享惠益促进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有效保护与持续利用。

　　二、总体目标

　　至2020年，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保护与利用状况基本查清，生物遗传资源基础信息国家平台和相关传统知识国家数字图

书馆初步建立，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法律法规和制度体系进一步建立健全，国家监管体系基本形成。

　　三、主要任务

　　任务1：加强《名古屋议定书》后续谈判研究

　　主要内容：加强《名古屋议定书》后续谈判的国家策略研究，深入开展全球多边惠益分享机制、遵约机制、区域合作等方面的研

究，积极筹划和开展履行议定书所涉及的国家行动。

　　负责部门：环境保护部、外交部、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科技部、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部、商务部、卫生计生委、海

关总署、工商总局、质检总局、食品药品监管总局、林业局、知识产权局、中科院、海洋局、中医药局等

　　实施时间：2014-2020年

　　任务2：建立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获取与惠益分享国家检查点

　　主要内容：根据《名古屋议定书》有关规定，在专利申请、出版、科研立项、进出境等环节建立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惠

益分享国家检查点。在原有工作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生物遗传资源专利申请国家检查点，要求申请人披露生物遗传资源来源，对依赖

生物遗传资源完成的发明创造所提出的专利申请依法审查。建立遗传资源相关传统知识国家检查点。研究建立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

统知识科研立项国家检查点，对利用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科研项目，在项目申报立项和成果出版阶段，要求提供和披露所

用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来源。研究建立进出境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查验国家检查点，要求生物遗传资源进出境申报

者出具资源合法获取证明文件。



　　负责部门：知识产权局、科技部、教育部、海关总署、质检总局、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版权局）、农业部、林业局、海洋局、中

医药局、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环境保护部、邮政局等

　　实施时间：2014-2020年

　　任务3：加强生物遗传资源进出境查验与检测能力建设

　　主要内容：建立和完善生物遗传资源进出境生物遗传资源查验和检验制度，制定生物遗传资源查验和检验技术标准和规范，研究

生物遗传资源快速检测鉴定方法。加强查验和检验鉴定能力建设，构建生物遗传资源检验鉴定网络，建立生物遗传资源查验信息共享

平台。加强查验、检验人员专业知识培训，提高查验、检验准确率和速率，特别是加大对邮寄和旅客携带出境等环节的查验和检验力

度。

　　负责部门：质检总局、海关总署、环境保护部、林业局、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科技部、商务部、中科院、安全部、邮政局、农

业部等

　　实施时间：2014-2020年

　　任务4：建立健全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法律制度

　　主要内容：制定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管理法规，修订完善国内相关法律法规。建立获取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

的“事先知情同意程序”和登记、确权制度，建立证明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合法来源的国际公认证书制度和“共同商定条件”下

的惠益分享制度，制定示范合同，建立传统知识保护专门制度等。

　　负责部门：环境保护部、教育部、科技部、农业部、商务部、卫生计生委、海关总署、质检总局、林业局、知识产权局、中科

院、海洋局、中医药局等

　　实施时间：2014-2016年

　　任务5：开展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调查、编目与数据库建设

　　主要内容：调查各类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利用状况。建立生物遗传资源相关传统知识分类体系，以少数民族传统知识及

中医药传统知识为重点，开展生物遗传资源相关传统知识调查和编目。建立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价值评价体系，制定评价方

法及标准。建立生物遗传资源数据库和相关传统知识国家数字图书馆。

　　负责部门：环境保护部、财政部、农业部、林业局、教育部、科技部、住房城乡建设部、质检总局、海洋局、中医药局、知识产

权局、中科院、文化部、国家民委等

　　实施时间：2014-2020年

　　任务6：建立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信息平台

　　主要内容：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和《名古屋议定书》要求，建立中国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信息交换所。建立健全生

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获取与惠益分享信息共享和交流的跨部门协作、协调机制，加大对破坏生物遗传资源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

力度。

　　负责部门：环境保护部、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科技部、国家民委、公安部、安全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

水利部、农业部、商务部、卫生计生委、海关总署、工商总局、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版权局）、质检总局、食品药品监管总局、林业

局、知识产权局、中科院、海洋局、邮政局、中医药局、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光明日报社

　　实施时间：2014-2020年

　　任务7：加强生物遗传资源保护宣传教育

　　主要内容：研究制定中国生物遗传资源保护宣传战略，利用报刊、广播、电影、电视、互联网、移动客户端和各类社会媒介广泛

开展宣传教育，普及生物遗传资源保护知识，提高公众保护和参与意识。加强对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科研人员的宣传教育，提升合法

开发利用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意识。

　　负责部门：环境保护部、中宣部、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光明日报社、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科技部、国家民委、公安部、安全

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部、商务部、卫生计生委、海关总署、工商总局、质检总局、新闻出版广

电总局（版权局）、食品药品监管总局、林业局、知识产权局、中科院、海洋局、邮政局、中医药局

　　实施时间：2014-2020年

　　四、保障措施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委员会负责工作方案的组织领导。环境保护部做好组织协调工作。国家委员会各成员单位和有关部门按

照职责分工，根据实际需要制定相关领域工作方案，积极推动相关工作，并加强对地方相关工作的指导和支持。各部门密切配合、协

调联动。各地按照国家的总体部署，认真做好实施工作。

　　中央有关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应加大投入力度，支持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获取与惠益分享政策制度建设、基础研究和试

点示范。充分发挥企业参与生物遗传资源保护的积极性，鼓励和引导企业等社会资金投入，拓宽渠道，整合资源，形成多层次、多元

化的资金投入机制。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70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