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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转基因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利用：问题与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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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 197 家科研单位 493 个研究团队的调查数据，研究了我国科研人员对知识产权的认知、保护和利用问题。

研究表明：科研人员对他人基因和技术知识产权的了解比例分别为 72% 和 61%。虽然在研发过程中对 78% 的技术

未采取规避措施，但是科研人员通过协议利用等方式合法利用他人基因和技术专利的比例分别高达 88% 和 70%。

研究发现当涉及到商业利益时，科研人员更关注对他人知识产权的了解和合法利用问题。建议政府加大对知识产权

的保护和利用力度，公共科研单位应建立专门从事知识产权的管理部门，从而避免可能存在的知识产权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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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the data from 493 research teams in 197 research institutes, we analyze scientists' knowledg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percentage of scientists' awareness of 
the patent status of externally sourced genes and research tools was 72% and 61%, respectively. Although scientists 
didn't circumvent 78% of research tools during their researches, the legal use of external sourced genes and research 
tools through protocol uses reached 88% and 70%, respectively. We also find that scientists with a strong mandate 
of generating genetically modified crops for commercialization had better knowledge and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patent status of externally sourced genes and research tools. In order to avoid potential dispute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the government should enhance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establish the 
technology transfer office in the public research instit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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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转基因作物 ( 转基因烟
草 ) 的国家之一，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便开始了
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的研发［1］。在政府的大力支持
下，我国转基因生物技术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许多
研究领域与世界同步或者处在国际前列［2-3］。我国
转基因作物商业化成功源于 20 世纪 80 年代确立的
科技赶超战略，先后启动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
划（863 计划）和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 (973

计划 )，使我国在生物科技领域拥有了一批独立自主
的知识产权，对农业转基因技术产业发展起到重要
的作用［3］。

2008 年，中国启动了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
大专项，目标是获得一批具有重要商业应用价值和
自主知识产权的基因，培育一批抗病虫、抗逆、优质、
高产、高效的重大转基因生物新品种。截至 2010
年 8 月我国转基因专项投资就已经累计投入 38.2 亿
元［4］，但在我国这种转基因技术研发由数百个公共
研究机构承担的研发体制下［5-6］, 科研人员对他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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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产权认知情况如何？与跨国公司要求的科研人员
对他人知识产权问题百分之百地清楚有多大差距？
科研人员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利用情况如何？这些
问题的回答都涉及到我国转基因技术研发是否会侵
犯他人的知识产权，进而关系到我国生物技术研发
的国际竞争力。

转基因技术产业发展的关键是拥有自主的知识
产权。虽然我国农业转基因技术经历了近 30 年的发
展，但对我国在该领域的知识产权创新、保护和利
用情况的研究还鲜有报道。本文将利用转基因专项
承担单位的调研数据，从上游基因克隆所涉及的基
因和中游基因转化所涉及的转基因技术两个角度分
析我国科研人员对知识产权的认知、保护和利用问
题。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探讨我国科研人员在转基
因技术研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促使我国
转基因技术研发健康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本文其
余部分安排如下：第 2 部分为数据来源；第 3 部分
为科研人员对知识产权的认知；第 4 部分为科研人
员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利用情况；第 5 部分在上述
分析的基础上总结了我国转基因知识产权保护和利
用存在的问题；第 6 部分为相应的政策建议。

2　研究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数据为 2010 年 9 月在农业部转基因
专项办公室的协助下对全国所有承担转基因重大专
项研究单位（研究机构以研究所为单位，高校以院
系为单位）调查的数据。调查问卷由参加转基因专
项的课题负责人填写。我们将每个负责人填写的问
卷定义为一个研究团队的生物技术研发情况。我们
共调查了 200 家单位的 505 个研究团队，由于 3 家
单位的 12 个从事生物安全性评价的研究团队并不涉
及基因克隆、基因转化和新品种培育的内容，因此
剔除了这部分样本，最终，本文所利用的数据包括
全国 28 个省份 197 个研究单位的 493 个研究团队。
问卷的调查内容包括各研究团队在基因克隆、基因
转化和新品种培育研究中所研发或利用的基因和转
基因技术的知识产权相关信息，具体包括科研人员
对其所利用的他人的基因和转基因技术的知识产权
认知，科研人员自主研发的基因和转基因技术的专
利保护和专利利用情况。该调查涉及植物、动物、
微生物 3 大生物系统中的水稻、小麦、玉米、棉花、
大豆 5 种作物和猪、牛、羊 3 种动物。所有 493 个
研究团队中有 386 个研究团队从事植物领域的转基
因生物技术研发，动物领域和微生物领域的研究团
队数分别为 101 个和 6 个。从单位属性来说，有 130
个团队来自国家级研究单位，102 个团队来自省级研

究单位，属于大学和公司的研究团队数分别为 249
个和 12 个。本次调查单位占全国所有从事生物技术
研究单位的 80% 以上，研究经费占全部从事生物技
术研究经费的 90% 以上。

3　科研人员对知识产权的认知

3.1　科研人员对基因知识产权的认知

国外跨国公司有专门机构和专业人员进行知识产
权管理，其具体从事科研工作的人员不用去了解这些
知识，但中国的公共科研单位，基本上都没有负责知
识产权的专门人员，科研人员在从事具体科研工作的
同时还要处理相关的知识产权问题。从表 1 可以看出，
科研人员对他人基因知识产权的了解比例为 72%，这
意味着科研人员对 28% 的基因知识产权情况并不了
解。值得注意的是，从事商业化应用研究的科研人员
更关心他人的知识产权。在我们所调查的 197 个单位
的 493 个研发团队共涉及到 317 个来自他人（非自主
分离）的基因，其中不知道其专利状况的有 89 个，
占所有非自主分离基因数的 28%。从研究人员所从事
的研究领域看，从事商业化应用的研究人员对他人基
因的专利保护情况了解比例高达 90%。相比而言，从
事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对他人基因知
识产权的了解比例分别只有 68% 和 72%。以上说明
科研人员对所利用他人的基因知识产权不了解比例仍
然高达 28%，这可能为未来的转基因技术的产业发展
带来潜在知识产权纠纷。值得注意的是从事商业化应
用研究的科研人员更关注自己的研究是否涉及到别人
的知识产权。

表 1　科研人员对他人基因知识产权的了解比例 　%

研究类型 合计 知道受保护 知道未保护 不知道

合计 100 41 31 28

基础研究 100 36 32 32

应用基础研究 100 41 31 28

商业化应用研究 100 60 30 10

3.2　科研人员对技术知识产权的认知

表 2 表明，科研人员对他人技术专利的了解比
例为 61%，低于其对基因专利的了解比例。如果将
所有研究人员所涉及的所有技术环节加总，在所调查
的 493 位各类课题负责人中，从事转基因技术研究的
人员共涉及他人技术 1 233 项次。在采用他人的 1 233
项次技术中，回答不知道其所采用的技术环节是否
受到保护的达 482 项次，占非自己发明技术总项次的
39%。相对于基因专利的了解比例而言，科研人员对
技术专利的不了解比例较高，这可能是由于对他人专
利技术的采用可以不留侵权痕迹，即使未来产生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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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纠纷，也存在着取证较为困难的情况。例如某项
新技术可以提高转化效率，节省研究的时间，但是传
统技术在耗费较长的时间后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
如果某科研人员采用了他人的这项新技术，也很难从
其研发的产品身上查出具体使用的是传统技术还是新
技术。

表 2　科研人员对他人技术知识产权的了解比例　 %

研究类型 合计 知道受保护 知道未保护 不知道

合计 100 24 37 39

基础研究 100 20 27 52

应用基础研究 100 25 40 36

商业化应用研究 100 35 31 35

从研究领域看，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似乎
更不关心所使用的技术是否被专利保护，回答不知
道技术是否被保护占 52%；而应用基础研究和商业
化应用研究这一比例只有 35% 左右，明显低于基础
研究领域，说明涉及到商业利益时，研究人员更倾
向于自己改良技术以替代他人的技术。由于商业化
涉及到利益分配，从事应用研究的科研人员更关注
自己的研究是否涉及到别人的知识产权。

以上结果表明，转基因专项中科研人员对他人
基因专利状况的不了解比例为 28%，对他人技术专
利状况的不了解比例更是高达 39%。这说明科研人
员对其研究过程是否涉及他人知识产权仍有相当程
度的不了解，这可能会为未来研发产品的商业化构
成潜在的知识产权纠纷隐患。
3.3　科研人员对技术专利可否规避的认知

几乎所有的技术环节都可能产生国际知识产权
纠纷。对于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研究而言，其整个
研发过程的数百个研发技术环节几乎都有相应的专
利进行了保护。即国内外所有从事转基因生物技术
研究的人员，如果其所从事的研究是以商业化为目
的，并且其在研发活动中未规避或协议利用他人技
术的话，那么他的研究成果在商业化过程中必然会
造成知识产权纠纷。

然而，虽然每个技术环节都存在多项专利技术，
但几乎每个环节的专利技术都有被合理规避的可能
性。在此，以我国承担转基因重大专项研究人员的
调查结果为例来说明。调查发现，我国承担转基因
重大专项的研究人员在各技术环节上，均有人报告
该环节的他人专利技术无法规避，但同时有更多的
人报告相应技术环节的专利技术可以规避 ( 见表 3)。
总体而言，在几十种转基因技术中，共 977 人次回
答了对各项技术是否可以规避的看法，其中有 745
人次认为其所利用的技术可以进行合理规避，占比

高达 76%。其中，15% ～ 20% 从事基因分子标记的
研究人员报告其在所涉及的技术环节中，无法规避
他人的技术，平均 81% 的研究人员宣称他们所采用
的细节技术是可以被合理规避的。与分子标记技术
类似，基因转化研究中，虽然平均有 24% 的人认为
一些技术环节无法被合理规避 ( 见表 3），但每个环
节均有 60% 以上的人认为其研究过程可以规避他人
的技术，平均有 76% 的人认为其研究过程可以规避
他人的技术，表明无论是分子标记技术，或者基因
转化技术，大部分技术在其研发过程中均可以被合
理规避利用。

表 3　认为所从事的研究环节专利技术可以和

无法规避的研究人员统计

研究环节
所持观点 / 人次 所占比例 /%

合计 无法规避 可以规避 无法规避 可以规避

合计 977 232 745 24 76

基因分子标记研究 118 22 96 19 81

基因转化研究 859 210 649 24 76

植物 662 183 479 28 72

动物 197 27 170 14 86

4　科研人员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与利用

4.1　科研人员对转基因知识产权的保护

由于缺乏知识产权专业管理机构和专门人员的
指导，在转基因专项启动初期，科研人员的知识产
权保护意识非常差，科研人员对自主研发基因的知
识产权保护比例只有 37%，但从事应用研究的科研
人员有较强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自 2008 年转基
因专项立项以来，截至 2010 年 8 月底，转基因专
项承担单位共成功克隆基因 759 个，其中 284 个功
能基因申请了专利保护，只占已完成克隆基因总量
的 37%( 见表 4）。从研究领域来看，基础研究领
域所有完成克隆的基因只有 31% 申请了专利保护，
而应用基础研究和商业化应用研究这一比例分别为
39% 和 69%。从获得专利授权的基因所占比例看，
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中这一比例分别为 10% 和
12%，而商业化应用研究的这一比例为 31%，远高
于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这说明商业化应用研
究的科研人员非常清楚自己需要什么样的基因，其
克隆出来的基因更具有针对性，质量也更高。以上
分析说明当科研人员的研发涉及技术的应用和商业
化时，他们对其研发成果保护意识明显强于仅从事
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而且由于清楚自己需要什么
基因，从事应用基础研究和商业化应用研究的科研
人员对基因克隆更有针对性，克隆出来的基因质量
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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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完成克隆的基因的专利申请情况
研究类型 完成克隆的基因总数 / 个 已申请专利数 / 个 获专利授权数 / 个 申请占克隆总数比例 /% 授权占克隆总数比例 /%

合计 759 284 88 37 12

基础研究 221 68 22 31 10

应用基础研究 525 207 62 39 12

商业化应用研究 13 9 4 69 31

从表 4 可以看出，有一半以上已经完成克隆的
基因都没有申请专利保护。造成上述结果的原因可
能是：第一，研究机构和企业对于科研成果的自我
保护意识淡薄，不重视运用专利制度保护自己的合
法权益。第二，由于某些科研单位和企业缺乏有知
识产权背景的专业人才，因此有的技术因为论文提
前发表不能再进行专利申请；且专利申请的程序复
杂、周期长等原因也使得某些科研单位和企业放弃
了专利的申请。第三，尽管完成了初步的基因克隆，
但是克隆的基因在性状表象上还有优化的可能性，
研究单位期待在获得更好的功能基因之后再申请专
利。第四，成功克隆的基因在性状表象上不突出，
即使申请专利，也难以获得授权，因此，放弃了专
利的申请。特别是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其克
隆研究可能只是为了完成课题任务，克隆出来的基
因多数未申请专利保护，而且即使申请了专利保护，
获得授权的比例也不高。

4.2　科研人员对转基因知识产权的利用

4.2.1　自己克隆的基因被利用情况
转基因专项中完成克隆的基因被利用的概率总

体不高，但商业化应用研究领域的克隆基因利用效
率较高。759 个完成克隆的基因中，有 424 个已被用
于中游的基因转化研究，被利用比例为 56%（见表
5）。从不同领域来看，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克
隆出来的基因被利用的概率最低，为 44%，从事应
用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克隆出来的基因有 60% 已被
用于中游的基因转化研究，而从事商业化应用研究
的科研人员克隆出来的基因被利用程度最高，其利
用比例高达 100%。可能的结果是从事商业化应用研
究的科研人员不能从其他科研人员那里得到自己想
要的基因，所以他们也从事上游的基因克隆研究，
而且非常清楚自己需要什么样的基因，其克隆出来
的基因更具有针对性，因而被利用的比例更高。

表 5　完成克隆的基因被利用情况
研究类型 完成克隆基因 / 个 已被利用基因 / 个 未被利用基因 / 个 被利用比例 /%

合计 759 424 335 56

基础研究 221 97 124 44

应用基础研究 525 314 211 60

商业化应用研究 13 13 0 100

从已完成克隆的基因被利用的渠道看，科研人
员克隆的基因超过 3/4 都仅被本单位内部采用，各
单位的研究成果很少与其他单位共享。424 个已被
利用的基因中，有 319 个基因都是只被本单位利用，
内部采用率为 75%（见图 1）。被本单位和外单位
同时采用的基因数为 74 个，占总数的 17%。被外单
位采用的基因数为 31 个，占总数的 7%。从基因的

专利授权情况看，在没有获得专利保护的情况下，
克隆基因仅被内部利用的概率更是高达 79%；而在
克隆基因已经获得专利保护的情况下，克隆基因仅
被内部采用的概率降为 57%，也就是说有 43% 获专
利保护的克隆基因都被他人单位利用和分享。这说
明在科研人员的利益受到专利保护的情况下，科研
人员更愿意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与其他单位共享。

图 1　完成克隆的基因被利用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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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对他人克隆基因的利用
转基因研发人员对他人克隆出来的基因成果利

用比例较低，从图 2 可以看出，科研人员在基因转
化中的基因源自他人克隆的比例不到 1/3。在基因转
化研究中的 974 个基因中，有 67% 的基因都是来源
于自主分离，来自国内其他单位的占 22%，来自国
外公司、国外大学和知识产权国际可共享机构的基
因数只占所利用基因的 7%。从所利用基因的专利授
权情况看，在没有获得专利保护的情况下，研究人

员所利用的基因来源于自己克隆的比例高达 82%；
而在基因已经获得专利保护的情况下，科研人员更
可能从外单位获得该基因的使用权，其所利用的基
因来源于外单位的比例为 47%。这也说明在基因未
受专利保护的情况下，从事基因转化研究的科研人
员很难直接获得其他单位的研究成果，转基因专项
各单位间缺乏明确的分工合作容易导致各单位之间
各自为战，形成小而全的研究体系。

图 2　研究人员所利用基因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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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科研人员对技术专利的规避利用
虽然大部分科研人员认为多数技术环节的专利

可以采取规避措施，但是由于缺乏知识产权的专门
管理机构和专业人员的指导，科研人员在技术研发
中未采取规避措施的比例高达 78%。值得注意的是，
在知道他人技术已被专利保护的情况下，其采取规
避措施的比例是不知道他人技术是否被保护情况下
的 3 倍多。在所有涉及他人的 1 233 项次技术中，
除了 456 项次未受专利保护的技术外，其他 777 项
次（295 项次已被专利保护和 482 项次专利保护状
态不确定）的技术中，科研人员未采取规避措施的
达到 606 项次，占比高达 78% ( 见图 3）。对于已经
知道其所采用的技术受专利保护的，有 113 项次回
答其在研究过程中规避了相关技术专利，占“知道
技术受保护”总项次的 38%；而对于不知道其研究
过程中所采用的细节技术是否受到专利保护的，则

有 58 项次回答其在研究过程中主动规避了相关技术
专利，占“不知道技术是否受保护”总项次的比例
只有 12%。

以上数据表明在所有涉及到规避的技术中，
有 78% 的技术都没有采取合理规避措施，这在某种
程度上表明，虽然理论上大部分技术可以被规避利
用，但研究人员对其进行规避的难度仍然较大。另
外，在已经知道技术受到专利保护的情况下，研究
人员对技术采取规避措施的比例为 38%，远高于不
知道技术是否受到专利保护情况下的采取规避措施
的 12%。这说明对相关技术细节的了解很大程度上
会影响到研究人员是否采取规避措施，国家需要制
定相关政策使科研人员在研发中尽可能地主动了解
他人的技术专利情况，以尽量避免未来可能的知识
产权纠纷。

图 3　科研人员对他人技术的规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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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科研人员对他人知识产权的合法利用

4.3.1　对他人技术专利的合法利用
虽然科研人员在研发过程中未采取规避措施的

比例较高，但这并不意味着侵权，因为除了规避利
用以外，协议利用或者从知识产权可共享国际机构
获得的专利技术也不涉及侵权的问题。从表 6 可以
看出，我国转基因科研人员较好地利用了他人的技
术专利，其合法利用的比例高达 70%。在 295 项次
他人的技术专利中，有 38% 为规避利用，14% 为协
议利用，来自知识产权可共享国际机构的占 19%，
剩下的 30% 的技术专利涉及到侵权问题。进一步的
分析发现，科研人员对他人技术专利的利用情况与

其是否从事商业化应用研究相关。从不同研究领域
来看，从事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涉
及侵权的比例分别为 28% 和 31%，而从事商业化
应用研究的科研人员涉及侵权的比例相对较低，为
22%。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公共研究机构非法利用
他人技术专利的比例约为 25%［7］。相比较而言，我
国从事商业化应用的科研人员的侵权比例还低于美
国。有研究表明，像中国农业科学院、华中农业大学、
福建农业科学院等取得转基因安全生产证书的机构
的侵权比例更低，仅为 10%［8］，这说明我国从事商
业化应用研究的科研人员非常重视对他人知识产权
的合法利用问题。

表 6　科研人员对他人技术专利的利用情况　　　　　　　　　　　　　　　　　%

利用情况 合计 基础研究 应用基础研究 商业化应用研究

合计 100 100 100 100

合法利用 70 72 69 78

规避利用 38 40 37 56

协议利用 14 8 14 22

来自知识产权可共享国际机构 18 24 17 0

未协议利用 30 28 31 22

4.3.2　对他人基因专利的合法利用
科研人员对他人的基因专利合法利用的比例更

是高达 88%（见表 7）。在涉及他人的 130 个基因
专利中，有 115 个为协议利用，合理利用的比例为
88%，其中，12% 为有偿利用，38% 为无偿利用，
39% 为仅供科研使用的有条件利用，未协议利用的

比例为 12%。从不同研究领域来看，基础研究中有
57% 的基因专利未协议利用，而应用基础研究和商
业化应用研究中这一比例分别只有 4% 和 17%，这
进一步说明涉及应用研究的科研人员非常重视对他
人知识产权的合法利用问题。

表 7　科研人员对他人基因专利的利用情况　　　　　　　　　　　　　　　　　%

利用情况 合计 基础研究 应用基础研究 商业化应用研究

合计 100 100 100 100

协议利用 88 41 96 83

有偿利用 12 12 9 50

无偿利用 38 18 43 0

有条件利用 39 12 44 33

未协议利用 12 59 4 17

5　转基因知识产权保护和利用存在的问题

5.1　科研人员对转基因知识产权的了解及规避程度

还有待改善

在我国这种公共部门主导的研发体制下，科研
人员对转基因知识产权仍有一定程度的不了解。科
研人员对其所利用基因的知识产权了解程度明显优
于其对转基因技术的了解情况。这可能是因为采用
他人的技术可以不留下技术侵权的痕迹，但是采用
他人的基因更可能带来知识产权纠纷。虽然涉及商
业化应用的科研人员对他人的知识产权的了解比例
更高，但与国外跨国公司要求的对他人知识产权问
题百分之百清楚仍然存在一定差距。从事基础研究
的科研人员对基因和技术知识产权的了解比例分别

只有 68% 和 48%，如果其研发成果要应用到生产中
去，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知识产权纠纷。由于不涉
及到商业化，国际上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对他
人知识产权也不关心。就美国而言，其主要为跨国
公司主导的研发体制，美国大学有 69% 从事基础研
究的科研人员不关心他人知识产权［7］。但是我国是
公共部门主导的研发体制，科研人员研发的成果直
接涉及到商业化，科研人员需要尽量了解他人知识
产权以免造成不必要的知识产权纠纷。
5.2　转基因研发人员未能充分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

自从转基因专项立项以来，我国的研发单位取
得了大量的研发成果，尽管从事商业化应用研究单
位申请专利保护的比例较高，但总体而言申请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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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例远低于预期。研究结果表明从事转基因生物
技术研究科研人员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普遍较差，
特别是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其克隆基因只有
31% 申请了专利保护。虽然科研人员对他人知识产
权的认知和规避程度有待提高，但科研人员却多数
合法利用了他人的知识产权，特别是从事商业化应
用研究的科研人员更注意对他人知识产权的合法利
用问题。
5.3　很少共享研究成果，各单位之间缺乏明确的分

工合作，没有形成以产品为主导的研究体系

从克隆基因的利用和所利用基因的来源都可以
看出，转基因专项的各承担单位很少与其他研究单
位共享自己的研究成果，其研发的基因基本被本单
位采用，而其转基因研究中所利用的基因也多数来
源于自己克隆。各研究团队之间可能基于各种利益
的考虑不愿意把克隆出来的基因转让给其他单位的
研究人员，因而完成克隆的基因总体被利用的比例
不高。这种情况表明，转基因专项的各承担单位之
间未能形成有效的分工合作和流水线研发体系。但
是在基因获得专利保护的情况下，科研人员更愿意
与他人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也更可能从他人那里
获得基因。这说明转基因专项内部需要建立有效的
利益分配机制，促使各研究单位之间进行有效分工
合作和成果共享体系。

6　政策建议

6.1　成立转基因专项知识产权事务部，从科研立项

开始就避免可能存在的知识产权纠纷，为现代生物

技术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知识和技术政策保障

虽然中国的转基因技术研发得到快速发展，但
是要与国外跨国公司竞争，必须要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技术。在我国公共部门研发体制下，研发机构往
往没有管理知识产权的专门机构和专业人员，科研
人员需要自己去处理知识产权问题。我们的研究也
表明，许多科研人员也肩负这个责任，其对他人基
因和技术知识产权的了解比例分别为 72% 和 61%，
但是与企业要求的对知识产权问题完全清楚还相差
甚远。要每个科研人员了解和处理知识产权问题是
不现实的，国家需要成立转基因专项知识产权事务
部，为重大专项所有研究项目提供知识产权法律与
技术服务，让科研人员更多地了解转基因技术领域
的知识产权，提高其知识产权保护意识。除此以外，
公共科研单位应建立专门从事知识产权的管理部门，
从科研立项开始就避免可能存在的知识产权纠纷，

为转基因技术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知识产权保障。
6.2　加强上中下游不同研发环节的整合和协调，加

强知识产权的共享，以提高转基因专项的整体研发

效率。

转基因专项启动初期各承担单位之间未能形成
有效的分工合作，科研团队之间缺乏良好的成果共
享机制，整个转基因专项未形成以产品为主导的研
究体系。由于各课题组间通过农业部重大专项办公
室联系，导致研究成果的相互利用可能出现脱节现
象。在产品存在商业化潜力的条件下，研究人员在
研究成果“交帐”时往往会有所保留，即上游克隆
的基因不一定交给中游，中游的基因转化不一定交
给下游育种单位，这一研发体制将会影响我国转基
因研发成果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政府需要加强上中
下游不同研发环节的整合和协调，确保上中下游研
究团队的研究目标一致，使上中下游的转基因技术
研发形成以产品为导向的研究体系。转基因专项内
部需要加强知识产权的共享，避免重复低水平的研
究，以提高转基因专项的整体研发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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