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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软科学是综合运用现代各学科理论、方法，研究政治、经济、科技及社会发展中的各种复杂问题，为
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服务的科学。
软科学研究是以实现决策科学化和管理现代化为宗旨，以推动经济、科技、社会的持续协调发展为目
标，针对决策和管理实践中提出的复杂性、系统性课题，综合运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工程技术的
多门类多学科知识，运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系统分析和论证手段，进行的一种跨学科、多层次的科
研活动。
1986年7月，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首次在北京召开，开启了我国软科学勃兴的动力阀门。
从此，中国软科学积极参与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大潮之中。
为加强对软科学研究的指导，国家于1988年和1994年分别成立国家软科学指导委员会和中国软科学研
究会。
随后，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正式启动，对软科学事业的稳定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0多年来，我国软科学事业发展紧紧围绕重大决策问题，开展了多学科、多领域、多层次的研究工作
，取得了一大批优秀成果。
京九铁路、三峡工程、南水北调、青藏铁路乃至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战略研究，软科学都
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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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较为系统地从经济学角度分析研究了基因资源知识产权的界定、利益分配、保护制度等问题，形
成了基因资源知识产权的基本理论框架，理论分析深入浅出，实证资料丰富翔实，思维独特，方法新
颖。
既适于广大基因资源理论研究者、农业专业师生的研究学习，也可作为相关政府部门、涉农法律工作
者等的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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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二节 TRIPs框架下的植物新品种保护 一 WTO—TRIPs协议的制定TRIPs是WTO总协议的一部
分，于1995年1月1日生效。
随着WTO成员国的增多，WTO占世界贸易总量的比重日渐增大。
在WTO的框架内，发达国家是知识产权的主要拥有者，他们特别希望其产品中的知识产权能够得到充
分的保护，以便收回开发和研究的成本。
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取消了对外国投资的限制，外国企业有机会通过合资企业或签订许可协议在这些国
家制造含有专利的产品，但发达国家的上述优势产业在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或技术贸易，在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这些发展中国家是否能够对其付出巨大成本获得的知识产权产品或技术进行有效的保护。
因此在全球范围内建立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的最低标准是促进世界范围内知识、资本和技术流动的重
要保障。
实际上，在WTO与TRIPs协议诞生之前，已经有一些国际公约对知识产权的国际贸易进行保护，如《
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工业产权)、《伯尔尼公约》(版权)、《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1978公
约、1991公约)(新品种权)等。
但多数知识产权产品出口国家对已有的公约并不满意。
他们认为，这些公约对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范围和力度不够。
WTO—TRIPs协议就是在这样的前提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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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植物品种权制度与基因资源的产权界定，是当今国际农业领域内两个十分重要的经济法律问题。
植物品种权作为一项产权制度源自知识产权范畴，始于20世纪30年代并在7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发挥过
巨大的作用。
与此同时，也显现出其严重的缺陷。
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植物品种权与基因资源产权之间的冲突已成为农业知识产权制度发展所
面临的突出问题，迫切需要修正和改革。
首先，当前学术界多从法律制度本身探讨现有植物品种保护和基因资源产权制度的弊端及其社会和政
治根源，主张国家主权原则和利益分享机制，但缺乏具有说服力的经济学分析。
因此，如何对现有的法律制度进行较为“精确”的规范分析，成为本书研究的逻辑起点。
其次，在实现基因资源从“人类共同遗产”向有偿使用转变中，如何定义基因资源产权，建立新的基
因资源产权制度是本书研究的另一个重点和难点，也是本书经济学分析的逻辑归宿。
在阐述分析两个重点的过程中，尽量把握两者之间的逻辑联系，也是本书的一个努力方向。
简言之，本书集中对与植物基因资源有关的权利进行研究，包括了权利的冲突、权利的界定、权利的
成本和权利的效益分析。
权利的冲突在于利益的冲突，主体资格不平等或界定不明确也可导致权利冲突和权能的优势差别。
而权利冲突的和解必须对权利进行明确的界定，克服权利的外部性因素，减少建立法律制度和市场交
易机制的成本，从而提高权利的效益。
“原始创新权”与植物品种权是两个不同主体——农民（包括农民社区）和植物品种权人——所拥有
的不同权利，前者在现有的法律制度中未能得到明确规定，不具有相应的权能，这是导致国际社会在
植物基因资源问题上产生冲突的根本原因。
本书的写作正是循着这一思路，对植物品种权的法律制度进行梳理并作了规范分析，研究了品种权人
的私人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分析了效益实现中的影响因素并提出了植物基因资源产权的法律规制
和改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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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基因资源知识产权理论》：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决策变得越来越复杂，决策者必须借助
于专家群体进行软科学研究以提供决策支撑。
“中国软科学研究丛书”以科技部组织实施的“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优秀项目成果为依托，旨在解
决我国科技战略与决策等方面的前瞻性问题，对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等具有重要的作用，并将促
使软科学研究成果真正成为各级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等决策的科学依据，真正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生
产力。
本丛书适于政府有关部门管理者、科技管理研究者阅读，也是从事软科学相关研究的学者、高校学生
的实用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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