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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欣闻白瑞博士的著作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China：the 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Knowledge即将付梓，十分高兴，特以此序为贺。
　　目前，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等现代化潮流正在席卷全球，这种潮流正在加速包括中医在内的
传统知识（1"EK）的持续大幅减少甚至耗竭，这种形势令人担忧，在中国尤甚。
更为严重的是，不少人认为现行环境法和其他相关法律足以保护传统知识。
但实际情况是，无论是中国的环境法还是外国和国际的环境法，都不足以保护传统的文化，克服传统
文化所遇到的危机。
　　中医药作为中国传统医药学的统称，距今已有3500余年的发展历史。
中医药是中国人民在长期与自然、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反复实践、总结而逐步形成的一套理论体系和
方法，是一种宝贵的传统知识、技术和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之瑰宝，是中华民族对世界人民的
巨大贡献。
几千年的医学实践证明，中医药学不仅在历史上曾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过重大贡献，而且也是
迄今为止世界传统医学理论最系统、内涵最丰富、应用最广泛、保留最完整的突出代表。
　　该书认为传统生态知识对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的可持续利用至关重要。
人类和动植物物种一样都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依赖于文化多样性的保护，而文化多样性的丧失将导致生态衰退。
传统生态知识是指由若干适应性过程演化的知识、习俗和信仰的集合体，通过文化传播代代相传，它
注重人与人之间、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有利于环境的可持续性，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所在。
与西方某些科学知识相比，传统生态知识往往提供更完整、更准确的地方环境知识。
现代全球化形式及现行知识产权的实施对生物多样性和传统生态知识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其经验性的
证据越来越令人信服，必须采取措施扭转这一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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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联系中国传统中医知识和中药事业的实际，通过对国际有关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知识产权的法律文
件的比较分析，深入探讨了知识产权法对传统生态知识的影响，充分揭示了现行知识产权法在保护生
物多样性和传统知识(特别是在中药和中医)方面的不足和弊病。
     该书从环境法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角度研究知识产权问题，填补了知识产权法和环境法之间关系的
空白，开拓了环境法研究的一个新领域，深刻阐明了土著人民及其传统知识，在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发
展生物技术市场方面的作用；分析了平衡理论和新古典主义经济方法在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发展生物技
术方面的不足，提出了在知识产权执法和环境法中纳入可持续发展原则、保护传统知识和中医中药的
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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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白瑞，小时候，白瑞最大的愿望就是成为波士顿红袜子球队的接球手。
等长高点时，他又日思夜想能被波士顿凯尔特人队招入麾下。
当他成为美国职业运动员的美梦未能遂心如愿时，他也成年了。
于是，他把一切都投入到有关中国的学习、研究和写作之中。
在著述间隙中，他在香港玩了十二年的职业篮球。
2003年，他成了第一个在中国内地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的外国人。
本书昭示了他三个最为重要的学术兴趣之所在：中国、知识产权和环境保护。
他目前在北京生活和工作。
当然了，他还在一如既往地著书立说，也没有忘了打篮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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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决定中国有关专利和制药的法律体制是否有效的问题上，并不只是中国是否推行了知识产权法
的问题那么简单。
事实上，中国在专利法的表述和执行方面正取得缓慢但是稳步的进展。
如果中国全盘采用旨在促进生物技术创造的西式专利法模式，那么一个更有深意的问题是：法律本身
的质量如何以及该法律是否有利于中国制药革新的最大利益？
分析研究中国与制药有关的知识产权法，目的是探索是否可找到补充的、可替代的本土方法以改进中
国现有的专利法，从而既保护经济、鼓励刺激又尊重创造的文化过程。
在此分析过程中，本书必须涉及有关传统知识的国际专利法规定、与制药行业相关的专利法的执行情
况、评论为何西式专利法形式不能完全保护传统知识、深度分析中国对传统医药的管理并对专利改革
提出建议。
　　全书共6章。
第二章详细阐述了管辖传统知识的国际法，为理解有利于中国管理体制改进的方方面面提供背景知识
；第三章研究中国的制度体系，对中国既无专利文化也无能力保护知识产权的观点作出答复：审视专
利法、概括论述专利法的条文表述和探究专利的不成熟执行状况；第四章着重论述现代专利法在传统
医药管理规定方面差强人意的情况，尽管中国在现代专利法的改编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建议在考
虑知识产权和传统中医药的问题时可以考虑采取补充方法；第五章详细讨论了中国以往在管理传统知
识方面的立法努力，以清楚了解当前体制的长处和不足；第六章认为，尽管当前的体制奠定了有益的
基础，最佳的选择应当是一个更加全面的补充管理体制，只有这样，才能既巩固现代专利法又承认传
统医药真实发明人的精神权利。
　　因为中国正努力把传统中医药产业与现代制药过程结合起来，所以本书的核心法律问题是，中国
的专利法体系是否足以应对市场的新挑战。
一方面，有必要探索和明确专利法在与传统医药企业结合的过程中将如何继续保持制药创新的商业动
力，从而在经济上减低发明风险，弥补研发成本；另一方面，专利法必须包括其对保护传统中医药内
在的生物和文化遗产方面将产生的影响。
由此，本书试图探讨知识产权是否能够或应当借用国际环境法的概念，促进“文化持续”的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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