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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医药本土保卫战：跳出陷阱亮出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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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26日是第6个世界知识产权日。今年世界知识产权宣传活动以“服务创新，服务社会”

为宗旨，并突出“知识产权——始于构思”这一宣传主题。我们以民族医药传统知识作为切入

点，从民族医药文化的角度观照知识产权在我国的未来发展，目的是让更多的人了解其中的深层

内涵，以开放的心态迎接未来的挑战。为此，记者采访了国家中药品种保护审评委员会车明凤女

士，她说,民族医药传统知识的保护已经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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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燕 
 
 
     【现状】：对民族医药的保护我们不能停留在现有的法规制度上，专利保护对发达国家

是利器，对我们传统医药来说，有时就是陷阱 

 
 
      记者：民族医药理论内容博大精深，强调整体观念，辨证施治。您能向读者介绍一下我国民

族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吗？ 

 
      车明凤：民族医药在治疗学上占有优势。西医西药对不少疾病，尤其是疑难杂病，缺乏理想

的治疗方法。使用化学药品后，毒副反应加大，药源性疾病增多，因此世人呼唤回归大自然，希

望用天然的中草药、绿色植物来治疗保健。民族医药正好在此发挥优势。民族医重视辨证理论，

现代民族医更重视辨证与西医辨病相结合，充分发挥中西医结合的优势。有些疑难杂病，即使未

明确诊断，也可先辨证论治，不失时机地缓解病情，改善生活质量。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各民族传统医药知识的继承和发掘高度重视，有关部门和单位做

了大量工作，促进了民族传统医药知识的传播与运用，取得了非常好的社会效益。但问题正好也

出在成绩上，为什么这样说呢？在我国加入WTO之前，由于我们可以不受限制地使用国外知识产

权成果，因此民族传统医药知识被国外无偿使用，对我们来说不存在有失公允的问题。在我国加



入WTO之后，情况急转直下，我们必须遵守《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必须保护国外的知

识产权，但我国民族传统医药知识被国外无偿使用的局面却没有同步结束，反而出现了发达国家

在我们传统医药知识基础上开发产品，并在获得专利后反过来限制我们利用这些知识成果。所以

说，对民族医药的保护我们不能停留在现有的法规制度上，专利保护对发达国家是利器，对我们

传统医药来说，有时就是陷阱。国外公司为了抢滩中国市场，在中国抢先申请的民族草药专利已

经有1000件；1994至1999年中国只有24件民族药国际专利申请。让人更为担心的是，有相当

数量的国外公司正通过知识产权强占国内的民族药市场份额，然后再通过侵权赔偿来打垮中国企

业。典型案例如：银杏叶制剂专利、青蒿素制剂专利。因此，多年来一直困扰我国民族药走向世

界的知识产权问题，如今已经演变成为保卫本土市场的重要战场。 

 
      现在已有很多发达国家把我国民族传统医药作为新药创新开发的源泉。因为目前国际新药研

发起点越来越高，平均耗时10至15年，全部费用高达十几亿美元；他们把体外活性化合物转化为

药物的成功率为万分之一，但从传统药中开发创新药物的成功率却接近50%。 
 
      我国是传统医药知识大国，但我们从传统医药中开发现代创新药物的能力很弱，根本无力与

发达国家的跨国医药集团相抗衡。因此，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保护民族医药传统知识对我们来说

是十分紧迫而艰巨的要务。 

 
 
 
     【困惑】：现行的《中药品种保护条例》仅能保护民族药生产企业的利益，不是针对研

发源头的保护措施 

 
 
      记者：我国对传统民族医药知识保护都制定有哪些相关政策法规？我们在运用的过程中，掌

握的情况如何？哪些地方是应该改进的？  

 
      车明凤：在民族医药管理、民族药资源保护和传统医药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存在法律空白，

尤其是知识产权方面，现行的《专利法》、《商标法》和《著作权法》等法律对于民族医药知识

产权保护的特殊性没有体现。目前我国对传统民族医药知识的保护，主要还是通过专利制度来实

现，《中药品种保护条例》虽然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后者仅能保护民族药生产企业的利益，仅

涉及民族医药产业链中的一个环节，不是针对研发源头的保护措施。我们应该看到，专利制度是

针对现代医药的，我们的民族医药人文基础非常深厚，它植根在民间，仅仅依靠专利保护不利于

民族医药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我们应该尽快把《生物多样性公约》所确定遗传资源与传统知识

保护的原则与条款，尽快转化到国内的相关法律制度中来，并借鉴国际上对传统知识保护的一些

做法，结合民族医药的特点和国情，建立适合我们的保护模式。 

 
 
      记者：民族医药的保护既不能按照专利法，也不能用技术秘密方法进行保护，尤其对已落入

民间，但尚未文献化的秘方、偏方的有效保护还需作进一步的研究，如何有效维护民族医药传统

知识权益？其与个人申请专利有什么连带关系？ 

 



      车明凤：专利制度是付费保护制度，由于医药产品研发成本高（资金成本、人员成本、时间

成本均高），靠个人力量根本无力把医药专利转化为成熟药品，因此，个人申请医药专利需要慎

重考虑。这个道理如同作家个人无力将文学作品转化为影视剧产品一样。因此，我认为，对民族

医药传统知识中新临床处方的保护，应给予著作权保护，因为著作权是作品形成即自动取得的权

益。这对作为个人的临床医生来说才是具有可及性的保护制度，有利于民族医药知识的整理与挖

掘。已公开的处方则应作为国家主权的传统知识来管理，本国人可自由使用，外国人则应在事先

知情同意并订立利益分享协议的前提下使用。 

 
 
 
     【改进】：证明专利技术不具备新颖性，提出无效宣告请求；提出利益分享的要求，补

充签订利益分享协议 

 
 
      记者：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传统知识的基础上，进行改进后注册了新专利，新的专利反过

来又限制了发展中国家，这种现象屡屡发生。对此不当占有，您的看法是什么？ 

 
      车明凤：解决此类不当占有，必须采取以下措施： 
 
      其一，修改《专利法》，建立与《生物多样性公约》三大原则的连接机制。只有这样做，才

能从制度上杜绝对国外不当占有我国传统医药知识的成果授予中国专利，确保在本国领土内实现

《生物多样性公约》所赋予的遗传资源与传统知识国家主权原则、事先知情同意原则、惠益分享

原则权益的实现。 

 
      其二，成立管理国家遗传资源与传统知识的专门机构，确保在国际层面上落实《生物多样性

公约》所赋予的三大原则权益，全面维护国家利益，并应由该机构代表国家开展国际侵权案件的

维权诉讼。国际维权有两种方式可供选择：一是针对专利制度本身，从新颖性上突破，向有关国

家或国际组织的知识产权管理机构提供专利申请前的相关文献，证明专利技术不具备新颖性，提

出无效宣告请求。二是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的三大原则，提出利益分享的要求，补充签订利

益分享协议。 

 
      其三，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传统知识保护政策目标与核心原则草案》、《生物多样性公

约》，参考泰国、巴西、秘鲁、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相关法规与制度，结合国情建立保护民族医

药传统知识的专门制度。 

 
      我们不但要尊重和保护现代知识产权，也要尊重和维护传统知识权益，因为传统知识是现代

知识创新的基础和源泉，没有传统知识，现代科学技术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我国是传统医药知识

大国，中华民族为人类保存、应用和发展的医药知识堪称世界之最，是现代医药创新研究的巨大

源泉。我们应该为中华民族当代和后代人的利益和福祉，保存、发展和管理好这一源泉，各级政

府应该尽快采取有效措施，以早日结束我国传统医药知识和相关生物资源在世界上是“免费大

餐”的局面，彻底纠正和杜绝为国际“生物海盗”提供便利的各种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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