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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ＤＳＩ)是测序技术的产物ꎬ至少包括 ＤＮＡ、ＲＮＡ 等遗传物质的序列信息和天

然产物化学结构信息等ꎬ其获取和利用以及由此产生的利益分配问题已经成为«生物多样性公约»等国际进

程的热点和焦点ꎮ 自 ２０１６ 年以来ꎬ«生物多样性公约»框架下各方对此虽然开展了卓有成效的讨论ꎬ但在

ＤＳＩ 内涵和外延、与遗传资源的关系、开放获取、监测 ＤＳＩ 的利用等领域仍然存在根本分歧ꎮ ＤＳＩ 获取与惠

益分享问题面临政治博弈、技术障碍、国内法与国际法协调、多公约协同等多重挑战ꎮ 我国作为全球 ＤＳＩ 的
主要提供国和利用国ꎬ为有效应对 ＤＳＩ 获取与惠益分享所带来的挑战和机遇ꎬ有必要加强以下方面的相关

工作:(１)加强 ＤＳＩ 的相关基础研究工作ꎬ特别是需要强化跨学科研究ꎬ并开展惠益分享试点示范ꎻ(２)适时

制定生物信息数据管理制度ꎬ系统构建生物资源数据分类、汇交、共享、研究、利用、跨境传输、惠益分享等关

键制度ꎻ(３)加快建成开放、安全、共享、互惠的全球性生物资源数据生产和存储基础设施ꎬ加强生物资源数

据国际合作ꎻ(４)充分发挥诸如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委员会等跨部门协调机制作用ꎬ持续加强我国参与

ＤＳＩ 相关国际论坛讨论的协同增效ꎮ
关键词: «生物多样性公约»ꎬ 名古屋议定书ꎬ 遗传资源ꎬ 数字序列信息ꎬ 获取与惠益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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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Ｎａｇｏｙａ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ꎬ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ꎬ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ꎬ
ａｃ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ｈａｒｉｎｇ

　 　 所谓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ꎬ ＤＳＩ)ꎬ目前虽然尚

未有公认的定义ꎬ但至少包括 ＤＮＡ、ＲＮＡ 等遗传

物质的序列信息和天然产物化学结构信息等ꎬ是
在基因组学(ｇｅｎｏｍｉｃｓ)、蛋白质组学( ｐｒｏｔｅｏｍｉｃｓ)、
代谢组学(ｍｅｔａｂｏｎｏｍｉｃｓ)等生命科学前沿学科快

速发展的推动下ꎬ生物科学、信息科学和计算机科

学快速交叉融合ꎬ测序技术大规模应用的产物ꎮ
ＤＳＩ 可以应用于合成生物学、工业生产、医疗卫生

和农业等多领域ꎮ 从生物多样性的研究视角ꎬ其
可被用于生物多样性的描述和识别、防治病虫害

及生物入侵的早期防控、理解传粉模式、监测生境

变化、跟踪非法贸易及保持作物遗传多样性、应对

健康突发事件等(李保平和薛达元ꎬ２０１９)ꎮ 以医

疗卫生领域为例ꎬ采用合成基因组技术ꎬ能够利用

开放获取的 ＤＳＩ 迅速且准确地合成具有生物活性

的流感病毒(Ｄｏｒｍｉｔｚｅｒ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３)ꎬ并且这种合

成病毒在抗原相似性、稳定性和生产时间上比利

用实验室动物培养的流感病毒更有优势ꎬ更适合

生产疫苗( Ｓｕｐｈａｐｈｉｐｈａｔ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ꎮ 由于以生

命科学发展和生物技术进步为核心驱动力的生物

经济正在成为未来大国科技、经济、安全战略的核

心内容ꎬＤＳＩ 俨然已经成为生物产业一种新兴的生

产要素ꎬ因此 ＤＳＩ 获取和利用以及由此产生的利

益分配问题已经成为«生物多样性公约» (以下简

称«公约»)的热点和焦点ꎮ

１　 «公约» ＤＳＩ 磋商进展

«公约»及其«关于获取遗传资源和公正和公

平分享其利用所产生惠益的名古屋议定书» (以下

简称«议定书»)建立了以国家主权、事先知情同

意、共同商定条件下公平分享惠益为基础的遗传

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薛达元ꎬ２０１１ꎻ赵富伟ꎬ
２０２２)ꎮ 这为通常作为遗传资源提供国的广大发

展中国家保护其遗传资源ꎬ并公平分享惠益提供

了明晰的国际法依据ꎮ 测序技术的出现和大规模

应用ꎬ使得 ＤＳＩ 的生产与运用得以实现ꎬ甚至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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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对遗传资源的利用ꎮ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在 ＤＳＩ 生产、保存、研究和商业开发等能力上存在

巨大差距ꎬＤＳＩ 的开放获取和利用很可能导致«公
约»及其«议定书»构建的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

享双边机制失灵(赵富伟等ꎬ２０１７ꎻ张小勇ꎬ２０２１ꎻ
Ｒｏｈｄｅｎ ＆ Ｓｃｈｏｌｚꎬ ２０２２)ꎮ «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

三次会议(ＣＯＰ１３)将 ＤＳＩ 作为可能涉及«公约»三
项目标的跨领域问题引入讨论 ( ＳＣＢＤꎬ ２０１６)ꎮ
ＣＯＰ１４ 授权«２０２０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不

限成员名额工作组(ＯＥＷＧ)ꎬ就如何在«２０２０ 年后

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背景下处理 ＤＳＩ 向 ＣＯＰ１５
提出建议(ＳＣＢＤꎬ ２０１８)ꎮ ＯＥＷＧ 授权组建了 ＤＳＩ
特设技术专家组(ＤＳＩ￣ＡＨＴＥＧ)和 ＤＳＩ 共同主席非

正式咨询小组(ＤＳＩ￣ＩＡＧ)等工作机制ꎬ开展正式与

非正式双轨并行、非正式支持正式的 ＤＳＩ 问题磋

商ꎬ最终促成 ＣＯＰ１５ 第二阶段会议(ＣＯＰ１５.２)达

成了«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以

下简称«昆蒙框架»)等一揽子重要决定ꎬ阶段性地

解决了 ＤＳＩ 问题纷争ꎮ
ＣＯＰ１５.２ 决议(ＣＢＤ / ＣＯＰ / ＤＥＣ / １５ / ９)建立 ＤＳＩ

惠益分享的多边机制(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ꎬ包括

一个全球基金(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ｕｎｄ)ꎬ并将其作为

«昆蒙框架»的一部分ꎮ 为了进一步完善多边机制

并使其最终运作ꎬＣＯＰ１５.２ 进一步决定ꎬ设立 ＤＳＩ 惠
益分享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 ( ａｄ ｈｏｃ ｏｐｅｎ￣
ｅｎｄｅｄ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ｏｎ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ｈａｒ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ＤＳＩ)ꎬ在 ＣＯＰ１６ 前公平、透明、包容、富有参与性和

时限性地进一步完善多边机制ꎬ使其能在 ＣＯＰ１６ 时

得以确立ꎬ以便在 ＣＯＰ１８ 时审查该多边机制的效

力ꎮ 此外ꎬＣＯＰ１５.２ 识别了短期内亟需开展研究和

讨论的若干问题ꎬ包括全球基金的管理和贡献、惠
益分享触发点、能力建设和技术转让、与«议定书»
的关系、数据治理原则等 １６ 项密切相关的技术和政

策问题ꎮ

２　 ＤＳＩ 未来争议

尽管 ＣＯＰ１５.２ 相关决议为 ＤＳＩ 惠益分享奠定

了政治基础ꎬ但国际社会仍然需要付出更多的努

力ꎬ在很多悬而未决的技术、政策和法律问题或者

争论上定分止争ꎮ 这些问题或者争论既是 ＤＳＩ 多
边机制的关键和核心ꎬ也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不同的利益关切所在ꎮ

２.１ ＤＳＩ 内涵和外延

科学研究和数据库等行业通常使用的 ＤＳＩ 相

关术语有遗传序列数据(ｇｅｎｅｔｉｃ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ｄａｔａ)、核
酸序列数据( ｎｕｃｌｅｏｔｉｄ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ｄａｔａ)、核酸序列

信息 ( ｎｕｃｌｅｏｔｉｄ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基因序列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等 ( Ｌａｉｒｄ ＆ Ｗｙｎｂｅｒｇꎬ ２０１８)ꎮ
«联合国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 ＩＴＰＧＲＦＡ)、ＷＨＯ«共享流感病毒以及获得疫苗

和其他利益的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 ( ＰＩＰ 框

架)等多边国际进程中使用序列数据 (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ｄａｔａ)、虚拟资源(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ｓｉｌｉｃｏ)、数字序列数

据(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ｄａｔａ)、基因序列数据 (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ｄａｔａ)、遗传信息(ｇｅｎｅｔ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等术

语(Ｌａｉｒｄ ＆ Ｗｙｎｂｅｒｇꎬ ２０１８ꎻ Ｈｏｕｓｓｅ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０ꎻ
ＦＡＯꎬ ２０２２)ꎮ 近日ꎬ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下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

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协定» (ＢＢＮＪ 协定)ꎬ
其中涉及“海洋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 (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ｍａｒｉｎｅ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的

惠益分享(ＵＮＧＡꎬ ２０２３)ꎮ 在«公约»框架下ꎬＤＳＩ
的内涵和外延是提供者和利用者双方重点关切之

一ꎬ将为惠益分享机制的制定和实施提供法律确

定性( ＩＣＦ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０)ꎮ 然而ꎬ自 ２０１６ 年以来ꎬ
«公约»缔约方一直未能对术语使用达成共识ꎬ
ＣＯＰ１５. ２ 仍 决 定 将 “ ＤＳＩ ” 作 为 一 个 占 位 符

(ｐｌａｃｅｈｏｌｄｅｒ)使用ꎮ
ＤＳＩ￣ＡＨＴＥＧ 曾经对 ＤＳＩ 的范围提出四组专家

建议(ＳＣＢＤꎬ ２０２０)ꎬ即 ＤＮＡ 和 ＲＮＡꎻＤＮＡ、ＲＮＡ、
蛋白质和表观遗传修饰ꎻＤＮＡ、ＲＮＡ、蛋白质、表观

遗传修饰、代谢分子和其他大分子ꎻＤＮＡ、ＲＮＡ、蛋
白质、表观遗传修饰、代谢分子、其他大分子和其

他相关信息(如生态环境信息、传统知识等)ꎮ 有

观点认为ꎬＤＳＩ 只包含 ＤＮＡ 和 ＲＮＡꎬ意在将对遗传

资源相关数据信息的管理限制最小化ꎮ 也有观点

认为ꎬ除 ＤＮＡ 和 ＲＮＡ 之外ꎬＤＳＩ 还应包括蛋白质、
表观遗传修饰、代谢物、大分子以及衍生物ꎮ 还有

观点认为ꎬ需要将与 ＤＳＩ 相关的传统知识一并考

虑ꎮ 范围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密切反映了各方利

益诉求ꎬ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科学和技术的分歧ꎬ
而是利益和立场的问题ꎮ 可以预期ꎬ该问题的讨

论和选择将深刻影响 ＤＳＩ 惠益分享多边机制的运

作和最终成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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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ＤＳＩ 与遗传资源的关系

«公约»及其议定书所适用的“遗传资源”ꎬ是
指“具有实际或者潜在价值的遗传材料”ꎬ而“遗传

材料”则指“来自植物、动物、微生物或其他来源的

任何含有遗传功能单位的材料”ꎮ 有观点据此指

出ꎬ“遗传资源”是有形的物质材料ꎬ而 ＤＳＩ 是无形

的信息数据ꎬ因此 ＤＳＩ 不是遗传资源ꎮ 进而提出ꎬ
需要对«公约»及其«议定书»进行修订ꎬ或者重新

谈判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 ＤＳＩ 惠益分享专门文

书(Ｋｏｂａｙａｓｈｉꎬ ２０１９)ꎮ 有观点认为ꎬ“其他来源”
可能包含 ＤＳＩꎮ 还有观点认为ꎬＤＳＩ 不是“遗传资

源”ꎬ 而 是 遗 传 资 源 利 用 (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或 嗣 后 应 用 和 商 业 化 ( 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的结果ꎬ适用议

定书所构建的获取与惠益分享规则ꎬ即事先知情

同意和共同商定条件下公平公正地分享惠益ꎮ 有

关 ＤＳＩ 与遗传资源关系的争论本质上不仅是 ＤＳＩ
是否适用«公约»及其«议定书»建立的获取与惠

益分享制度的政策问题ꎬ也是关乎发展中国家苦

心孤诣构建且寄予期待的议定书的效力问题ꎬ更
是遗传资源丰富国家和生物技术先进国家争夺生

物信息数据这一重要生产要素控制权的体现ꎮ
２.３ 开放获取的内涵

开放获取( ｏｐｅｎ ａｃｃｅｓｓꎬＯＡ)是各方在磋商过

程中形成的有关 ＤＳＩ 获取机制的原则性共识ꎮ
ＣＯＰ１５.２ 决议采用了由 ＦＯＲＣＥ１１(一个由学者、图
书馆员、档案管理员、出版商和研究资助者组成的

旨在促进知识创造和分享的非营利性组织)发布

(Ｗｉｌｋｉｎｓｏ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ꎬ并经科学数据联盟、国际

科学协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采用的

科学数据治理主要原则ꎬ即 “可发现 ( ｆｉｎｄａｂｌｅ)”
“可获取 (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ｌｅ)” “可交互 ( ｉｎｔｅｒｏｐｅｒａｂｌｅ)”
“可重复利用( ｒｅｕｓａｂｌｅ)”ꎬ又称“ ＦＡＩＲ 原则”ꎮ 此

外ꎬ全球土著数据联盟( ＧＩＤＡ)提出的“ ＣＡＲＥ 原

则”ꎬ即“集体利益(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ｂｅｎｅｆｉｔ)” “控制权限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ｔｏ ｃｏｎｔｒｏｌ)”“责任(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伦理

(ｅｔｈｉｃｓ)”ꎬ也被接纳为 ＦＡＩＲ 原则的补充ꎮ 缔约方

大会对这两个原则的认可ꎬ恐不能完全终结对开

放获取的争论ꎮ 生物技术先进、ＤＳＩ 存储分析应用

能力强的国家倾向于无限制的开放获取 ＤＳＩꎬ从而

促进科学研究和相关国际合作ꎬ将 ＤＳＩ 价值最大

化ꎮ 而生物技术存在劣势、ＤＳＩ 存储分析应用能力

弱的国家虽然支持开放获取ꎬ但同时认为开放获

取并不等同于自由获取ꎬ应制定开放获取的规则、
标准和条款ꎮ 这些国家通常是生物多样性丰富的

遗传资源提供者ꎮ 有观点认为ꎬ应该避免获取数

据方面的严格限制ꎬ避免妨碍惠益分享ꎬ特别是当

涉及公共健康事件等特殊情形ꎮ 例如ꎬ基因组数

据快速共享对 ＣＯＶＩＤ￣１９ 的防控和应对发挥了重

要作用(Ｈａｒｒｉｓｏ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１)ꎮ 这三种观点的争

论将伴随 ＤＳＩ 惠益分享多边机制的后续讨论ꎮ
２.４ 监测 ＤＳＩ 的利用

参照«公约»及其«议定书»框架下遗传资源获

取与惠益分享双边机制ꎬ要分享利用 ＤＳＩ 所产生的

惠益ꎬ需识别出 ＤＳＩ 的来源国以及产生该 ＤＳＩ 的遗

传资源ꎮ 有观点认为ꎬ监测 ＤＳＩ 的获取和利用存在

技术挑战ꎬ容易导致不必要的行政管制ꎬ并且所需

费用高昂ꎮ 国际核苷酸数据库联盟(ＩＮＳＤＣ)的实践

表明ꎬ如果要通过登录号(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ｎｕｍｂｅｒｓꎬ ＡＮｓ)
和数字对象标识符(ｄｉｇｉｔａｌ ｏｂｊｅｃｔ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ｒｓꎬ ＤＯＩｓ)
等工具监测核苷酸序列数据(ＮＳＤ)的利用ꎬ就需要

核苷酸序列数据的提供者报告其数据的来源国ꎬ以
及产生其数据的遗传资源及其来源ꎮ 然而ꎬＩＮＳＤＣ
仅 ６％的条目与公开的遗传资源有明确联系ꎬ仅
１６％的条目元数据中列明了来源国(Ｒｏｈｄｅ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０)ꎮ 由于 ＤＳＩ 的数据信息属性和无形属性ꎬ从现

有的对遗传资源有形实物的监测实践中几乎很难

找到解决方案ꎬ而监测 ＤＳＩ 的利用涉及遗传资源主

权国利益、科学研究和商业开发利益分享等关键要

素ꎬ因此很多国家希望借助区块链等新的信息技术

手段或工具实现监测目的ꎮ 地理来源信息的标识

和监测制度将在 ＤＳＩ 惠益分享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

作组中进一步讨论ꎮ

３　 ＤＳＩ 惠益分享面临的挑战

３.１ 科学技术之争的本质是利益博弈

虽然 ＤＳＩ 范围和术语、ＤＳＩ 与遗传资源关系、
开放获取内涵、ＤＳＩ 利用监测等重要争议贯穿了若

干科学和技术问题ꎬ但纯粹的科学技术建议尚无

法完全弥合这些分歧背后的缔约方利益博弈ꎮ
ＤＳＩ 范围和术语一旦确定ꎬ便意味着划定了需

要分享惠益的遗传资源相关的数据和信息的范

围ꎬ显然已经不再是纯粹的科学问题ꎬ更多的是利

益博弈和政治协调问题ꎮ 不可否认ꎬ基因测序数

据信息的获取是科学创新、合作的源头ꎬ产业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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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对基因测序数据的研究和开发是附加价值的主

要生产环节ꎬ更为严格的监管将阻碍创新、合作以

及相关问题的解决(Ｇａｆｆｎｅｙ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０)ꎮ 因此ꎬ
开放获取之争的矛头仍然指向惠益分享ꎬ本质上

是 ＤＳＩ 提供和获取双方就获取与分享惠益之间利

益博弈的外在表现ꎬ需要在数据管理与开放获取

之间寻找平衡点ꎮ ＤＳＩ 利用监测的必要性、如何监

测、监测手段和工具等与多边机制的最终模式密

切相关ꎮ ＤＳＩ 得益于“数字化”过程ꎬ并借助信息

技术使本质为“含语义的序列符号”的信息获得有

体性、可控性、特定性和可流通性(唐克ꎬ２０２２)ꎮ
遗传信息既是物质性材料具有遗传功能的原因所

在ꎬ也是物质性材料被认定为遗传资源的关键ꎮ
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将遗传信息的载体由生物体扩

展到计算机或网络等现代技术载体 (陈宗波ꎬ
２０２０)ꎮ 因此ꎬＤＳＩ 与遗传资源关系之争仍然是利

益博弈的表现之一ꎮ
３.２ ＤＳＩ 待议属性增加了分享惠益的复杂性

ＤＳＩ 作为遗传资源测序的产物ꎬ其产生、存储

和利用需要借助生物技术、计算机技术ꎬ在其范围

和术语、与遗传资源的关系等基本属性均未确定

的情况下ꎬ仅可确定其与作为实物资源的特定遗

传材料可能存在一定联系ꎮ 通常ꎬ基因测序数据

的利用具备多数据集、多来源等特征ꎬ基因编辑、
合成生物学等技术的应用ꎬ使得一组或多组测序

信息可能存在多个“创造主体”ꎬ以及可能与最初

测序产生的序列数据相差甚远ꎮ 惠益的分享不可

避免地需要与 ＤＳＩ 附加价值的创造行为以及创造

主体相联系ꎬＤＳＩ 的产生、利用特征将极大地增加

“价值”与“创造主体”对应关系的识别和判定难

度ꎮ 收集、整理、标准化和维护大型数据集是一项

巨大工程ꎬ数据库的建设者、运营者和管理者对

ＤＳＩ 的管理和存储等价值如何定性ꎬ是惠益分享多

边机制设计需要予以统筹考虑的因素ꎮ
３.３ 现行 ＤＳＩ 国内措施与国际制度协调难度大

法律确定性( ｌｅｇａｌ 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是 ＤＳＩ 讨论的参

与者最为关切的问题之一ꎮ 作为«公约»及其«议
定书»缔约方ꎬＤＳＩ 获取与惠益分享国际规则的最

终模式将对国家管理措施的制订和修订产生直接

影响ꎮ 尽管 ＤＳＩ 获取与惠益分享相关国际规则一

直处于磋商之中ꎬ但已有近 １６ 个国家发布实施了

ＤＳＩ 国家管理措施ꎮ 有的将 ＤＳＩ 与实物遗传资源

相结合ꎬ通过许可证或合同对 ＤＳＩ 利用施加约束ꎬ

如纳米比亚、巴拿马ꎮ 有的将遗传资源的管理措

施扩展解释为涵盖 ＤＳＩꎬ如不丹、哥伦比亚ꎮ 有的

虽然规定 ＤＳＩ 利用将触发惠益分享义务ꎬ但对 ＤＳＩ
获取不施加限制ꎬ如巴西、印度ꎮ 有的通过合规或

监测机制管理 ＤＳＩꎬ如欧盟、瑞士 ( Ｂａｇｌｅｙ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０)ꎮ 因此ꎬ现行的国家 ＤＳＩ 双边管理措施是

«公约»下 ＤＳＩ 多边机制建设需要认真研究和对待

的问题ꎬ类型多样的国内管理措施增加了构造 ＤＳＩ
多边机制具体模式的复杂性和难度ꎮ
３.４ ＤＳＩ 的多公约协同十分必要且紧迫

ＩＴＰＧＲＦＡ 建立的多边惠益分享机制以及 ＰＩＰ
框架关于 ＰＩＰ 生物材料的获取与惠益分享机制均

不包含 ＤＳＩ 的惠益分享(赵富伟等ꎬ２０１７)ꎮ ＦＡＯ
和 ＷＨＯ 注意到关于 ＤＳＩ 问题的讨论需要与«公

约»及其 «议定书» ＤＳＩ 磋商进程相协调 (ＷＨＯꎬ
２０１９ꎻ ＳＣＢＤꎬ ２０２１ꎬ ２０２２)ꎮ 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

委员会(ＣＧＲＦＡ)将 ＤＳＩ 相关问题作为其常会议程

之一ꎬ并开展专题研究ꎻＩＴＰＧＲＦＡ 管理机构第十八

届会议将 ＤＳＩ 纳入其多年期工作方案ꎬ其关于加

强多边惠益分享机制的进程也将协调考虑 ＤＳＩ 问
题(ＳＣＢＤꎬ ２０２１ꎬ２０２２ꎻ ＦＡＯꎬ ２０２２)ꎮ 第七十届世

界卫生大会决议要求 ＷＨＯ 秘书处研究将基因序

列数据(Ｇｅｎｅｔｉｃ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Ｄａｔａ)纳入 ＰＩＰ 框架惠益

分享机制的影响(ＷＨＯꎬ ２０１７)ꎻＷＨＯ 相关研究显

示ꎬ获取与惠益分享立法的执行的确减缓了季节

性流感样本在全球流感监测和应对系统(ＧＩＳＲＳ)
实验室和一些国家以及 ＷＨＯ 合作中心之间的共

享速度ꎬ明确指出基因序列数据和物理样本之于

公共卫生的不同功能以及某些情况下物理样本的

不可替代性(ＷＨＯꎬ ２０１９ꎻ ＳＣＢＤꎬ ２０２１ꎬ ２０２２)ꎮ
作为多项国际论坛共同关注的焦点和热点ꎬ多公

约协同对于妥善处理 ＤＳＩ 问题争议存在必要性ꎮ
ＢＢＮＪ 协定的通过ꎬ宣告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

洋遗传资源的 ＤＳＩ 获取与惠益分享国际规则得以

建立ꎮ 借助信息交换所机制、通报制度、标准化批

处理标识符等确保 ＤＳＩ 获取与利用的监测和透明

度ꎬ设定了接收货币惠益的专门基金ꎬ货币惠益的

分享方式将由缔约方大会根据获取与惠益分享委

员会的建议确定ꎮ 虽然该协定在适用对象范围上

与«公约»等国际论坛的讨论存在差异ꎬ但作为首

个直接涉及 ＤＳＩ 获取与惠益分享的国际文书ꎬ其
机制模式将对«公约»、ＦＡＯ、ＷＨＯ 等国际论坛下

ＤＳＩ 问题的后续磋商成果产生示范效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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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ＤＳＩ 获取与惠益分享问题应对策略

前述争议仅为各方在 ＤＳＩ 获取与惠益分享领

域众多争议之中的冰山一角ꎬ其挑战将伴随 ＤＳＩ
后续讨论ꎬ直至 ＤＳＩ 获取与惠益分享多边机制的

最终确立ꎮ 有些争议如范围与术语之争ꎬ参照达

成 ＢＢＮＪ 协定的国际造法先例ꎬ恐将长期存在而无

定论ꎮ 在此背景下ꎬ我国需加快推进以下工作ꎮ
４.１ 加强 ＤＳＩ 相关基础研究

ＤＳＩ 惠益分享机制的高效实施ꎬ需要在具体模

式设计和规则构建上找到具备清晰性、稳定性和

法律确定性的范围和术语ꎬ妥善处理 ＤＳＩ 利用监

测和开放获取相关争议ꎮ 科学技术建议虽然不能

直接化解利益冲突ꎬ但将科学知识纳入多边环境

协定ꎬ对于确保协定之间的术语统一ꎬ从而有效执

行这些协定至关重要(Ｋｏｂａｙａｓｈｉ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０)ꎮ 因

此ꎬＤＳＩ 相关基础研究成果作为讨论 ＤＳＩ 问题的重

要基础ꎬ仍然非常必要和重要ꎮ 需进一步加强法

学、经济学、生物信息学等学科 ＤＳＩ 相关基础研究

工作ꎬ特别是需要强化跨学科研究ꎬ为 ＤＳＩ 所涉相

关学科和行业的发展以及相应国家管理措施的制

定和完善打牢基础ꎬ研判国际磋商的发展方向ꎬ明
确我国应持有的立场和需采取的策略ꎬ为我国参

与或协调引领 ＤＳＩ 问题相关国际论坛的讨论提供

科技支持ꎮ 此外ꎬ开展 ＤＳＩ 惠益分享多边机制试

点研究ꎬ对后续相关磋商和国内制度构建提供实

践基础是十分必要的ꎮ
４.２ 系统构建国家生物资源数据管理制度

ＤＳＩ 作为国家重要战略资源ꎬ制定并逐步完善

ＤＳＩ 国家管理措施尤其重要ꎮ ２０１４ 年ꎬ原环境保

护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对外合作与交

流中生物遗传资源利用与惠益分享管理的通知»ꎬ
将“信息资料”作为“生物遗传资源”的一部分ꎬ旨
在规范日益活跃的生物遗传资源对外交流与合

作ꎬ防止并遏制生物遗传资源流失问题(中华人民

共和国生态环境部ꎬ２０１４)ꎮ 近年来ꎬ我国大力推

进科学数据资源安全可控地开放共享ꎬ«科学数据

管理办法»详细规定了科学数据采集、汇交、保存、
共享与利用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ꎬ
２０１８)ꎬ«生物安全法»也规定了重要生物资源数据

名录和清单制度ꎮ «数据安全法»将数据安全保护

的政策要求通过法律的形式予以明确和强化ꎬ强

调兼 顾 数 据 的 有 效 保 护 和 合 法 利 用ꎮ 鉴 于

ＣＯＰ１５.２ 已对建立 ＤＳＩ 获取与惠益分享多边机制

形成共识ꎬ我国应适时制定生物资源数据管理制

度ꎬ系统构建生物资源数据分类、汇交、共享、研
究、利用、跨境传输、惠益分享等关键制度ꎮ
４.３ 持续提升生物资源数据基础设施建设

现阶段我国组建了基因组、微生物等 ２０ 余个

国家科学数据中心ꎬ并拥有全球微生物领域最重

要的实物资源数据平台 “世界微生物数据中心

(ＷＤＣＭ)”ꎬＤＳＩ 数据库和数字信息平台建设不断

完善(吴林寰等ꎬ２０２１)ꎮ ２０２０ 年ꎬ我国发起«全球

数据安全倡议»ꎬ倡导秉持发展和安全并重的原

则ꎬ促进数据安全ꎬ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有
序的数字经济ꎮ 一方面ꎬ要加快建成开放、安全、
共享、互惠的全球性生物资源数据生产与存储基

础设施ꎬ建立数据信息汇交、分析、研究、商业应用

等的产业体系ꎬ加大对生物信息数据分析和应用

能力的培育ꎮ 另一方面ꎬ要针对性发起成立以我

为主的生物资源数据国际合作计划ꎬ与各国特别

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商共建共享生物资源数字经

济红利ꎮ 有关部门可先行制定发布生物资源数据

国际合作倡议ꎬ在确保生物资源数据安全的同时ꎬ
稳步推动全球生物资源数据共享和交流ꎬ促进全

球科技合作ꎬ在全球生物资源数据治理中贡献中

国方案ꎮ
４.４ 加强国内多公约协同履约效能

ＤＳＩ 获取与惠益分享问题作为«公约»、ＦＡＯ、
ＷＨＯ、«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多个国际论坛共同

关注的热点话题ꎬ各论坛之间的讨论进程相互促

进或者牵制ꎮ ＣＯＰ１５.２ 一揽子成果将 ＤＳＩ 的获取

与惠益分享纳入后ꎬＢＢＮＪ 协定也将 ＤＳＩ 纳入其管

制范围ꎬ而 ＷＨＯ、ＷＩＰＯ 等正在开展的政府间磋商

也受此影响ꎬ并开展相应的讨论ꎮ 任一论坛下有

关 ＤＳＩ 问题的成果和进展ꎬ均可为其他相关论坛

的讨论提供参考价值ꎮ 我国不仅是 ＩＮＳＤＣ 第二大

用户国ꎬ也是«公约»第一大用户国和全球第一大

提供国(Ｒｏｈｄｅ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０)ꎬ更是相关国际组织

成员或者国际文书缔约方ꎬ十分有必要持续关注、
跟进、参与或者引领相关国际论坛下 ＤＳＩ 问题的

讨论ꎮ 由于这些论坛的参与和履约分属不同部门

的职能范围ꎬ因此为了确保我国形成和落实一致

的 ＤＳＩ 国家应对方略ꎬ应充分发挥诸如中国生物

多样性保护国家委员会等跨部门协调机制作用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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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我国参与各国际论坛有关 ＤＳＩ 讨论的协同增

效ꎬ协调应对 ＤＳＩ 获取与惠益分享带来的机遇和

挑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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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Ｊ].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Ｓｏｃ
Ｓｃｉꎬ ４０(２): １８５－１９１. [陈宗波ꎬ ２０２０. 论生物遗传资源

数字序列信息的法律性质 [Ｊ]. 江西社会科学ꎬ ４０(２):
１８５－１９１.]

ＤＯＲＭＩＴＺＥＲ ＰＲꎬ ＳＵＰＨＡＰＨＩＰＨＡＴ Ｐꎬ ＧＩＢＳＯＮ ＤＧ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３.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 ｖａｃｃｉｎｅ ｖｉｒｕｓｅｓ ｆｏｒ
ｒａｐｉ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ｐａｎｄｅｍｉｃｓ [ Ｊ ]. Ｓｃｉ Ｔｒａｎｓｌ Ｍｅｄꎬ
５(１８５): １６８.

ＦＡＯꎬ ２０２２.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１６ / ２０２２ －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ｄａｔａ ｏｎ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ｅａｔｙ [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２－１０) [２０２３－０２－１７].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ｆａｏ.ｏｒｇ / ３ /
ｎｋ６４１ｅｎ / ｎｋ６４１ｅｎ.ｐｄｆ.

ＧＡＦＦＮＥＹ Ｊꎬ ＴＩＢＥＢＵ Ｒꎬ ＢＡＲＴ Ｒ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０. Ｏｐｅｎ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ｄａｔａ ｍａｘｉｍｉｚｅｓ ｖａｌｕｅ ｔｏ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ꎬ
ｆａｒｍｅｒｓꎬ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Ｊ]. Ｇｌｏｂ Ｆｏｏｄ Ｓｅｃꎬ ２６: １００４１１.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 ＰＷꎬ ＬＯＰＥＺ Ｒꎬ ＲＡＨＭＡＮ Ｎ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１. Ｔｈｅ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ｄａｔａ ｐｏｒｔａｌ: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ｎｇ ＳＡＲＳ￣ＣｏＶ￣２ ａｎｄ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ｒａｐｉｄ ｏｐｅｎ ａｃｃｅｓｓ ｄａｔａ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Ｊ]. Ｎｕｃｌ Ａｃｉｄ Ｒｅｓꎬ ４９(Ｗ１): Ｗ６１９－Ｗ６２３.

ＨＯＵＳＳＥＮ Ｗꎬ ＳＡＲＡ Ｒꎬ ＪＡＳＰＡＲＳ Ｍꎬ ２０２０.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ꎬ ｓｃｏｐｅ ａｎｄ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ｕｓｅ [ＥＢ/ ＯＬ]. (２０２０－ ０１－ ２９) [２０２３－ ０２－ １７]. 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ＳＣＢＤ. ｉｎｔ / ｄｏｃ / ｃ / ｆｅｆ９/ ２ｆ９０/ ７０ｆ０３７ｃｃｃ５ｄａ８８５ｄｆｂ２９３ｅ８８/
ｄｓｉ￣ａｈｔｅｇ￣２０２０￣０１￣０３￣ｅｎ.ｐｄｆ.

ＩＣＦꎬ ＳＭＩＴＨ Ｅꎬ ＳＷＩＴＺＥＲ Ｓ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０.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ｆｉｎ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０－０８－１４) [２０２３－０２－２７]. ｈｔｔｐｓ:/ / ｐｕｒｅｐｏｒｔａｌ.ｓｔｒａｔｈ.ａｃ.
ｕｋ / ｅｎ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ｄｉｇｉｔａｌ￣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ｆｉｎａｌ￣ｒｅｐｏｒｔ.

ＫＯＢＡＹＡＳＨＩ Ｋꎬ ２０１９. Ｗｉｌｌ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ｔｏ ｔｈｅ
“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 ｏｆ ＣＢＤ? [ Ｊ ].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 Ｉｎｆ Ｓｃｉ Ｓｔａｎｄꎬ

３: ｅ３６５９３.
ＫＯＢＡＹＡＳＨＩ Ｋꎬ ＤＯＭＯＮ Ｅꎬ ＷＡＴＡＮＡＢＥ ＫＮꎬ ２０２０.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Ｊ]. Ｆｒｏｎｔ Ｇｅｎｅｔꎬ
１１: １０２８.

ＬＡＩＲＤ ＳＡꎬ ＷＹＮＢＥＲＧ ＲＰꎬ ２０１８. Ａ ｆａｃｔ￣ｆｉ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ｃｏｐｉｎｇ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ａｇｏｙａ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８ － ０１ － １０) [２０２３ － ０２ －
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ＳＣＢＤ.ｉｎｔ / ｄｏｃ / ｃ / ０７９ｆ / ２ｄｃ５ / ２ｄ２０２１７ｄ１ｃ
ｄａｃａｃ７８７５２４ｄ８ｅ / ｄｓｉ￣ａｈｔｅｇ￣２０１８￣０１￣０３￣ｅｎ.ｐｄｆ.

ＬＩ ＢＰꎬ ＸＵＥ ＤＹꎬ ２０１９.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ｓｈａｒｉｎｇ [ Ｊ].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 Ｓｃｉꎬ ２７ ( １２): １３７９ －
１３８５. [李保平ꎬ 薛达元ꎬ ２０１９. 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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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生物多样性ꎬ ２７(１２): １３７９－１３８５.]
ＲＯＨＤＥＮ Ｆꎬ ＨＵＡＮＧ ＳＸꎬ ＤＲÖＧＥ Ｇꎬ ２０２０.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ｎｄ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ｃｅａｂｉｌｉｔｙ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０ － ０１ － ３１)
[２０２３－０２－１７].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ＳＣＢＤ. ｉｎｔ / ｄｏｃ / ｃ / １ｆ８ｆ / ｄ７９３ /
５７ｃｂ１１４ｃａ４０ｃｂ６４６８ｆ４７９５８４ / ｄｓｉ￣ａｈｔｅｇ￣２０２０￣０１￣０４￣ｅｎ.ｐｄｆ.

ＲＯＨＤＥＮ Ｆꎬ ＳＣＨＯＬＺ ＡＨꎬ ２０２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ｒｏｕｎ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２０１８ － ２０２０
ｉｎｔｅｒｓ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ｉｏｄ [ Ｊ ]. Ｐｌａｎｔｓ Ｐｅｏｐｌｅ Ｐｌａｎｅｔꎬ
４(１): ５１－６０.

ＳＣＢＤ / ＣＯＰ / ＤＥＣ / ＸＩＩＩ / １６ꎬ ２０１６.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ＸＩＩＩ / １６.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６ － １２ － １６) [ ２０２２ － ０２ － 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ＣＢＤ. ｉｎｔ / ｄｏｃ /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 ｃｏｐ￣１３ / ｃｏｐ￣１３￣ｄｅｃ￣
１６￣ｚｈ.ｐｄｆ.

ＳＣＢＤ / ＷＧ２０２０ / ５ / ＩＮＦ / １ꎬ ２０２２. Ｃｏ－ｌｅａｄ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ｋ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ｃｏ￣ｃｈａｉｒｓ’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ｇｒｏｕｐ ｏ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ｏｐｅｎ￣ｅｎｄｅｄ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ｔ￣２０２０ ｇｌｏｂａｌ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２－１０－２０) [２０２３－
０２ － １７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ＣＢＤ. ｉｎｔ / ｄｏｃ / ｃ / ０ｃ７９ / ５９５４ /
８ｅｃ６７１４ｄ５１３ｅＳＣＢＤ５７０ｃ０ｂ０６２ / ｗｇ２０２０￣０５￣ｉｎｆ￣０１￣ｅｎ.ｐｄｆ.

ＳＣＢＤ / ＣＯＰ / １５ / ＩＮＦ / １５ꎬ ２０２２. Ｕｐｄａｔｅ ｏ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ｅａｔｙ ｏｎ ｐｌａｎｔ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ｆｏｒ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ｎａｇｏｙａ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ｏｎ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ａｉｒ ａｎｄ ｅｑｕｉｔａｂｌｅ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ｏｆ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ａｒｉｓ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ｉｒ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２－１１－
２３) [２０２３－０２－１７].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ＳＣＢＤ. ｉｎｔ / ｄｏｃ / ｃ / ｅａｂｃ /
ｆｂｃｃ / ４ｅ１７ｃ５ｅ７ｄｆ８ｂｄ９ａｂａｄｃ７ｂ２８ａ / ｃｏｐ￣１５￣ｉｎｆ￣１５￣ｅｎ.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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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ＢＤ / ＷＧ２０２０ / ３ / ＩＮＦ / １ꎬ ２０２１. Ｕｐｄａｔｅ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ｅｂａｔｅｓ [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１－ ０８－ １２)
[２０２３－０２－１７].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ＳＣＢＤ.ｉｎｔ / ｄｏｃ / ｃ / ａ１７ａ / ｂｃ８０ /
７ｂ５８ｅｂ８６３８０３２ｃｆ４３ｂ９５０７０ｆ / ｗｇ２０２０￣０３￣ｉｎｆ￣０１￣ｅｎ.ｐｄｆ.

ＳＣＢＤ / ＤＳＩ / ＡＨＴＥＧ / ２０１８ / １ / ４ꎬ ２０１８.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ｄ ｈｏｃ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ｅｘｐｅｒｔ ｇｒｏｕｐ ｏ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８－ ０２－ ２０) [２０２３－ ０２－
１７].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ＳＣＢＤ.ｉｎｔ / ｄｏｃ / ｃ / ７ｅａ１ / ３６ｂ３ / ７ｃｃｆ８４９８９７ａ
４ｃ７ａｂｅ４９５０２ｂ２ / ｓｂｓｔｔａ￣２２￣ｉｎｆ￣０４￣ｅｎ.ｐｄｆ.

ＳＣＢＤ / ＤＳＩ / ＡＨＴＥＧ / ２０１８ / １ / ２ꎬ ２０１８.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 ｖｉｅｗ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ｇｏｙａ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８ － ０１ － ０９) [ ２０２３ － ０２ － 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ＳＣＢＤ.ｉｎｔ / ｄｏｃ / ｃ / ０６ｄｃ / ｄｆ４１ / ｃｂｂｅ０ｆｆ３ｄ８６１ｄｃ４
ｅ４５９５３９７３ / ｄｓｉ￣ａｈｔｅｇ￣２０１８￣０１￣０２￣ｅｎ.ｐｄｆ.

ＳＣＢＤ / ＷＧ２０２０ / ＲＥＣ / ５ / ２ꎬ ２０２２.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ｔ￣２０２０ ｇｌｏｂａｌ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５ / ２.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２ － １２ － ０５) [ ２０２３ － ０２ － 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ＳＣＢＤ.ｉｎｔ / ｄｏｃ / ｃ / ９８ｃ５ / ｄ３ｆｅ / ３ｆ８３７ｃ８８７７８ｄ３２７
０ｄ０９６７ａｃ６ / ｗｇ２０２０￣０５￣ｒｅｃ￣０２￣ｅｎ.ｐｄｆ.

ＳＣＢＤ / ＷＧ２０２０ / ５ / ３ꎬ ２０２２.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２－１０－１９) [２０２３－０２－
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ＳＣＢＤ.ｉｎｔ / ｄｏｃ / ｃ / ｃ０６４ / ３７ｆ６ / ｄ５０２４７８９０
９３ｅｆ１９ｂｆ５ｆ８４５１９ / ｗｇ２０２０￣０５￣０３￣ｅｎ.ｐｄｆ.

ＳＣＢＤ / ＷＧ２０２０ / ＲＥＣ / ３ / ２ꎬ ２０２２.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ｔ￣２０２０ ｇｌｏｂａｌ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３ / ２.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２ － ０３ － ２９) [ ２０２３ － ０２ － 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ＳＣＢＤ.ｉｎｔ / ｄｏｃ /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 ｗｇ２０２０－０３ /
ｗｇ２０２０￣０３￣ｒｅｃ￣０２￣ｅｎ.ｐｄｆ.

ＳＵＰＨＡＰＨＩＰＨＡＴ Ｐꎬ ＷＨＩＴＴＡＫＥＲ Ｌꎬ ＤＥ ＳＯＵＺＡ Ｉ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 Ａｎｔｉｇｅｎ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 ｖｉｒｕｓｅｓ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ｕｓｉｎｇ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ＤＮＡ ａｎｄ ｎｏｖｅｌ ｂａｃｋｂｏｎｅｓ
[Ｊ]. Ｖａｃｃｉｎｅꎬ ３４(３２): ３６４１－３６４８.

ＴＡＮＧ Ｋꎬ ２０２２. 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Ｄ ].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Ｌａｗ: １３４－１５９. [唐克ꎬ ２０２２. 生物遗

传资 源 所 有 权 研 究 [ Ｄ]. 北 京: 中 国 政 法 大 学:
１３４－１５９.]

ＵＮＧＡꎬ ２０２３.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ｕｓｅ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ａｒｅａｓ ｂｅｙｏ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 [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３－ ０６－ １９) [２０２３－ ０７－ １４].
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ｄｄｓ － ｎｙ. ｕｎ. ｏｒｇ / ｄｏｃ / ＵＮＤＯＣ / ＬＴＤ /
Ｎ２３ / １７７ / ２８ / ＰＤＦ / Ｎ２３１７７２８.ｐｄｆ? ＯｐｅｎＥｌｅｍｅｎｔ.

ＷＨＯꎬ ２０１７. ＷＨＡ７０(１０):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ｎｄｅｍｉｃ 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ｎｅｓｓ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７－０５－２９) [２０２３－
０２ － １７ ]. ｈｔｔｐｓ: / / ａｐｐｓ. ｗｈｏ. ｉｎｔ / ｇｂ / ｅｂｗｈａ / ｐｄｆ ＿ ｆｉｌｅｓ /
ＷＨＡ７０ / Ａ７０(１０)￣ｅｎ.ｐｄｆ.

ＷＨＯꎬ ２０１９. ＷＨＡ７２(１２): Ｐａｎｄｅｍｉｃ 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ｎｅｓｓ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ｏｆ 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 ｖｉｒｕｓｅｓ ａｎｄ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ｖａｃｃ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９ － ０５ － ２８)
[２０２３－０２－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ａｐｐｓ.ｗｈｏ.ｉｎｔ / ｇｂ / ｅｂｗｈａ / ｐｄｆ＿ｆｉｌｅｓ /
ＷＨＡ７２ / Ａ７２(１２)￣ｅｎ.ｐｄｆ.

ＷＩＬＫＩＮＳＯＮ ＭＤꎬ ＤＵＭＯＮＴＩＥＲ Ｍꎬ ＡＡＬＢＥＲＳＢＥＲＧ ＩＪ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 Ｔｈｅ ＦＡＩＲ ｇｕｉｄｉｎｇ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ｆｏｒ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ｄａｔ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ｔｅｗａｒｄｓｈｉｐ [Ｊ]. Ｓｃｉ Ｄａｔａꎬ ３: １６００１８.

ＷＵ ＬＨꎬ ＳＨＩ Ｌꎬ ＧＡＯ ＭＸ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１.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Ｊ]. Ｃｈｉｎ Ｓｃｉ Ｔｅｃｈｎｏｌ
Ｒｅｓｏｕｒ Ｒｅｖ Ｔｅｃｈｎｏｌ Ｒｅｓｏｕｒ Ｒｅｖꎬ ５３(２): ３６－４３. [吴林寰ꎬ
石蕾ꎬ 高孟绪ꎬ 等ꎬ ２０２１. 浅析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的

发展现状与建议 [ Ｊ]. 中国科技资源导刊ꎬ ５３(２):
３６－４３.]

ＸＵＥ ＤＹꎬ ２０１１.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ｎａｇｏｙａ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Ｊ].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 Ｓｃｉꎬ １９(１): １１３－
１１９. [薛达元ꎬ ２０１１. «名古屋议定书»的主要内容及其潜

在影响 [Ｊ]. 生物多样性ꎬ １９(１): １１３－１１９.]
ＺＨＡＮＧ ＸＹꎬ ２０２１. Ｒｕｌｅｓꎬ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ｏｆ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ｇｏｙａ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 Ｊ]. Ｊ Ｅｃｏｌ Ｒ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ꎬ ３７ (９):
１０９８－１１０３. [张小勇ꎬ ２０２１. 履行«名古屋议定书»背景下

病原体共享的规则、挑战与对策 [Ｊ]. 生态与农村环境学

报ꎬ ３７(９): １０９８－１１０３.]
ＺＨＡＯ ＦＷꎬ ２０２２.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ａｎｄ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ｈａｒｉｎｇ ｏｆ ｂｉｏ￣ｇｅ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１１－２２. [赵富伟ꎬ ２０２２. 生物遗传资源的获取与

惠益分享 [Ｍ]. 北京: 中国环境出版集团: １１－２２.]
ＺＨＡＯ ＦＷꎬ ＣＡＩ Ｌꎬ ＺＡＮＧ ＣＸꎬ ２０１７. Ｌａｔｅｓ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ｇｉｍｅｓ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ｔｏ ａｃ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ｈａｒｉｎｇ
ｏｆ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Ｊ].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 Ｓｃｉꎬ ２５ (１１): １１４７ －
１１５５. [赵富伟ꎬ 蔡蕾ꎬ 臧春鑫ꎬ ２０１７. 遗传资源获取与惠

益分享相关国际制度新进展 [Ｊ]. 生物多样性ꎬ ２５(１１):
１１４７－１１５５.]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ꎬ ２０１４. 关于加强对外合作与交

流中生物遗传资源利用与惠益分享管理的通知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４ － １０ － ３０) [ ２０２３ － ０２ － 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ｅｅ. ｇｏｖ. ｃｎ / ｇｋｍｌ / ｈｂｂ / ｂｗｊ / ２０１４１１ / ｔ２０１４１１０５ ＿ ２９１１５５.
ｈｔ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ꎬ ２０１８.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科

学数据管理办法的通知 [ＥＢ/ ＯＬ]. (２０１８－０３－１７) [２０２３－
０２ － １７]. ｈｔｔｐｓ:/ / ｍｏｓｔ. ｇｏｖ. ｃｎ / ｘｘｇｋ / ｘｉｎｘｉｆｅｎｌｅｉ / ｆｄｚｄｇｋｎｒ /
ｆｇｚｃ / ｇｆｘｗｊ / ｇｆｘｗｊ２０１８/ ２０１８０４/ ｔ２０１８０４０４＿１３９０２３.ｈｔｍｌ.

(责任编辑　 蒋巧媛)

２８３１ 广　 西　 植　 物 ４３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