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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调查发现 

1. 中国最可能获批商业化种植资格的转基因水稻品种：转苏云金芽孢杆菌杀虫晶体蛋白
Bacillus Thuringiensis 基因(Bt)水稻、转豇豆胰蛋白酶抑制剂基因(CpTI)水稻和双

价转 CpTI/Bt基因水稻，在研发过程中涉及多项国外专利。这些专利涵盖了转基因技术

及被转入的基因等多项内容。这些情况与国家相关政策严重不符。 

2. 转基因作物的研发依赖标准的技术和方法。作者调查的三个转基因水稻品种均使用了标
准技术，这涉及了由国外公司持有的 5项专利。专利持有人包括孟山都和先锋/杜邦等。 

3. 由华中农业大学研发的转基因 Bt水稻涉及至少 11-12项国外专利。专利持有人包括孟

山都、Rhone Poulenc Agrochimie/拜耳作物和诺华/先正达公司等。 

4. 由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发的转基因 CpTI水稻涉及至少 5-7项国外专

利。专利持有人包括孟山都、Rhone Poulenc Agrochimie/拜耳作物等。 

5. 由福建农业科学院牵头，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复旦大学等合作完成的转基因
CpTI/Bt水稻涉及至少 10-11项国外专利。专利持有人包括孟山都等。 

6. 通过对过去国际案例的分析，专利可能对粮食自主权、农民生计和粮食价格等方面产生
负面影响，国外专利持有人也可能对农民和种子公司提出诉讼。因此，应深入调查国外

专利在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后可能带来的影响。 

 

摘要 

当前，气候变化、水资源缺乏、耕地减少等问题威胁着中国的粮食产量；同时，饮食结

构变化、人口的增加等因素又使中国对粮食的需求不断攀升。一向自给自足的中国也开始担

心粮食供应不足的危险，于是一些政府官员和农业专家把转基因农作物视为复杂的粮食供应

问题的快速解决方案。 

 

大量的科研人员、资金等方面的资源被投入中国转基因作物的研发上。由于水稻是最重

要的粮食作物，在过去的 20年里，有三分之一的研发资源集中投资在转基因水稻上的开发

商，单在 2004年的投入就超过了 5亿元人民币。《生物产业发展“十一五”规划》中，将生

物产业作为重点战略产业加快发展，抢占制高点，其中特别指出需要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成果。 

 

在这样的背景下，绿色和平与第三世界网络认为有必要深入了解中国转基因水稻的研发

情况，中国转基因水稻是否拥有完全自主的知识产权；转基因水稻是否真的可以帮助中国应

对可能到来的粮食危机；我们是否已经充分评估了商业化种植转基因水稻可能带来的影响。 
 
主要研究发现 
 
 虽然中国政府已经投入了大量人力和资金力图发展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转基因水稻，但

是从现有的科学文献中, 作者发现正向等待商业化种植资格审批的最主要的三个转基因水
稻品种：Bt,CpTI和 CpTI/Bt，均涉及多个国外公司和国外研究机构所拥有的专利。其中：

转基因 Bt水稻涉及至少 11-12项国外专利；转基因 CpTI水稻涉及至少 5-7项国外专利；转

基因 CpTI/Bt水稻涉及至少 10-11项国外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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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作者的调查，报告中涉及的国外专利均已在包括中国、美国、欧盟和日本在内的多

个注册。通常中国的专利保护范围包括基因本身和其使用方法等基本内容，有时也包括转基

因的植物。但在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除了基本内容专利通常还保护转基因的植

物、种子和后代。一旦这些受专利法保护的技术和基因被用作商业用途，专利的所有人完全

有理由根据法律行使自己的权利。因此，必须考虑国外专利对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可能产

生的影响。 

 

商业化种植转基因水稻的潜在影响 

转基因作物和转基因食品对环境和健康的长期影响至今仍存在巨大的争议，中国如果批

准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必将给 13亿人赖以生存的主粮带来巨大的不确定的风险。更重

要的是，国际上许多转基因技术都已经被国外少数公司和机构通过专利所控制，中国正在申

请商业化审批的转基因水稻品种也都涉及了这些专利。一旦这些转基因水稻获准商业化种

植，将对水稻——中国最重要的主粮——的控制权产生长远的影响。 
 

涉及国外专利的转基因水稻如果获准商业化种植，将给中国带来什么具体影响？要回答

这个问题，必须先全面掌握所涉及专利的性质、保护范围和是否有针对专利使用达成的具体

协议，诸如此类的信息。但是，由于相当多的信息并不公开，例如中国科学家与国外公司是

否对专利的使用达成过任何协议。所以作者只能基于现已掌握的信息，以及国际上曾出现过

的类似案例，分析我国面临着潜在的影响： 
 

1．从长远来看，会给我国带来粮食安全方面的隐患。中国正处于将要对它的主要粮食
失去控制的危险之中。目前存在的事实是，中国转基因 Bt、CpTI、Bt/CpTI水稻开发中所使

用的大多数标准方法、技术以及基因和遗传因子都涉及国外的公司和机构拥有的专利，这引

起了很多粮食安全方面的担忧。尤其是考虑到极少数跨国公司拥有这些专利的所有权，并且

之前这些公司有提出很多专利侵权诉讼案件的背景下，中国政府更应该重视转基因水稻上涉

及的国外专利可能给中国粮食安全带来的威胁。本文作者所做的调查确定了许多由孟山都、

先正达和 Rhone Poulenc Agrochimie/拜耳，先锋/杜邦等公司控制的专利。本次调查涉及

15项国外专利中，孟山都拥有其中的 5项，先锋/杜邦、先正达和 Rhone Poulenc Agrochimie/

拜耳各有 1项。一个公司拥有的专利越多，那么就意味着它拥有越多的权利，可以为这些专

利的商业使用制定条款和条件，以此为公司和股东们牟取更多利益。 
 

2. 种子价格上涨，农民生计受到影响。其他国家的例子已经证明，转基因作物的种子

价格会远远高于常规非转基因作物种子价格，并且最终会带来一国粮食种子价格的普遍上

涨。 

 

专利持有人或者经专利持有人授权的种子公司（通过签署协议）对转基因种子收取额外

的技术费，因此转基因种子比常规的种子贵很多。举例来说，2005 年菲律宾孟山都转基因

Bt 玉米种的价格大约是常规杂交玉米种子价格的二倍，最多时高达三倍，但转基因种子的

产量却与非转基因种子的相当。 

 

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显示，从 1997年至 2006年，每亩玉米、大豆和棉花的种子的价格都

大幅上涨。与之前的种子价格相比，90 年代中期的上涨是由于转基因种子价格上涨显然导

致了整体种子价格的不断攀升。转基因棉花种子的价格比常规种子贵两倍到四倍，于是常规

棉花种子的价格也跟着一起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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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转基因水稻被商业化种植，国外专利持有人被巨大的利益吸引，很可能通过种种途

径获取利益。专利持有人可能向农民和种子公司所收取的额外费用。虽然中国政府想努力减

轻农民负担，但转基因水稻被商业化后必将带来种子价格的大幅上涨，农民所承受的成本将

大大增加。 
 
3．价格传导，物价上升，社会影响巨大。种子价格的上涨和农民生产成本的增加，必

然会最终影响到消费者购买粮食的价格。在粮价持续升高的情况下，对普通中国人来说，这

无疑是雪上加霜的坏消息。 
 
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可能会导致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下降，这将引起粮食供给的下降。但

同时，消费者对粮食的需求是客观存在的，供给短缺会使价格上升。粮食价格的上涨将伤害

到所有的消费者，特别是社会的中下阶层。包括大米在内的粮食消费在中下阶层人们的生活

预算中占据极大的比例。大米是大多数中国人的主粮，价格的小幅度波动，也会给普通人的

生活造成极大影响。 

 
4．面临法律诉讼的威胁。世界贸易组织(WTO）要求所有成员国都必须严格承认对包括

生物技术在内的任何技术的知识产权。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和欧盟的目标，被要求对知识产权

保护执行“较高标准”。在美国和加拿大，专利持有人通常对违反专利要求的农民采取法律

手段。即使那些至今仍未允许粮食种子申请专利的国家也已经受到影响。孟山都公司对进口

阿根廷大豆粉的欧洲进口商们提起了法律诉讼，通过专利侵权诉讼的办法迫使阿根廷允许种

子申请专利。 

 

另外大规模的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生产将不可避免地产生转基因种子污染常规种子的问

题，产生污染的原因可能是自然事件或者也可能是人为错误，比如泄漏或混合。如果转基因

种子污染了常规的杂交种子，就可能会导致种子公司面临法律纠纷，特别是万一这种转基因

种子并没有在这个国家获得批准的情况下，他们所面对的法律问题则可能是来自专利持有人

试图强制执行自己的专利权并要求进行经济补偿。这些都表明，商业化种植附有国外专利的

转基因水稻会让中国的生产者和公司面临法律诉讼的威胁。 

 
建议 

 
绿色和平建议相关政府部门谨慎地调查和分析国外专利可能带来的影响，并全面考虑转

基因水稻商业化所引起的额外成本、危险和不确定性。在调查未完成之前，应该暂停任何转

基因水稻商业化进程。另外，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影响巨大，决策过程中应该听取更多

利益相关者的声音。 

 

作者同时也建议政府研究和评估其他现代技术的优点，例如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技术，投

资生态水稻种植方法等。我们有更加安全的办法能够解决中国可能面对的粮食供应危机。比

如分子标记助选既没有转基因水稻那样危险且具有不确定性，也没有处于国外专利的控制之

下，这种技术也能降低虫害。生态水稻耕种方法也为水稻产业的继续发展独辟了另一条蹊径。

生态水稻耕种方法严格地采用综合虫害治理办法，如生物控制和先进的农业管理等措施。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没有必要冒巨大的风险推广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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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水稻是中国最重要的农作物，平均每个中国人每年要消费 97 公斤的大米
1
，整个中国每

年要消费 1.7亿吨
2
，占中国粮食总产量的 35.7%

3
。 

 

目前中国粮食供应基本充足，其中水稻已经连续 4年增产，完全实现了自给自足。以 2006

年为例，进口与出口所占的比例都在总产量的 0.5%左右
4
。然而，随着人口增长，人民生活

水平的提高，预计水稻的消费量将进一步增加，而且将快于水稻增产的速度。与此同时，1986

年至 2006年间，水稻种植面积减少了 29,714千公顷
5
。2006和 2007年间，全国水资源减少

了 2.5%
6
。这些因素都可能影响水稻生产。更为重要的是，大量过去种植粮食的农民正迁居

到城市，成为粮食的消费者，这进一步加剧了供需的不平衡。因此，尽管过去 50年中国证

明了它有能力满足人民的粮食需求，但种种因素却仍旧使人担心，将来中国也有可能会有粮

食问题。 

 

在这一担忧下，一些政府官员和农业专家把转基因农作物视为解决复杂粮食供应问题的

快速解决方案，并投入了大量资源进行研究。然而，人类利用转基因技术生产食物的历史是

非常短的，市场上的第一个转基因食品 1994年才出现，这项技术对人体健康可能造成的潜

在长期影响也仍是未知的。一些科学报告已经显示，单一转基因抗虫作物，比如转苏云金芽

孢杆菌(Bt)类的，可能会影响健康。在动物喂养实验中，在动物的肝脏和肾发现有毒物质的

迹象
7
。其他研究也发现一些转基因抗虫作物，比如棉花，会对小白鼠造成类似过敏反应

8，9
。

在 2005年，澳大利亚的研究人员发现原本以为是安全的转基因豌豆（因为转入的基因来自

蚕豆，被认为与豌豆类似）会对小白鼠造成严重伤害，比如，吸入转基因豌豆蛋白造成小白

鼠肺部炎症，小白鼠产生过敏反应，并对其他过敏原更加敏感
10
。另外，对地球而言，转基

因作物是外来物种，对自然界的影响是未知且不可逆转的。许多研究表明转基因作物对自然

环境有负面影响，比如非目标昆虫受影响
11
、非主要虫害比以前严重

12，13
、影响上游水生系

统
14
、基因逃逸污染非转基因及野生品种

15,16,17,18
。而且在如此种种潜在危险下，也并没有研

究证明转基因作物能长期大量减少农药的使用
19,20,21

。 

 

尽管存在这种种潜在危害，仍有大量的科研人员、资金等方面的资源被投入中国转基因

作物的研发上。下图展示了 1986年至 2003年中国在植物生物技术研究中投入的研究人员数

量和年度研究费用
22
。2003年至今，政府的投入进一步加大，已达百亿。 

 

年度 人员 按照 2000年物价指数计算的研究费用 

(单位：百万人民币) 

1986 740 38 

1990 1067 68 

1995 1447 87 

2000 2128 322 

2003 2690 463 

 

由于水稻是中国最重要的粮食作物，在过去的 20年里，有三分之一的研发资源集中投

资在了转基因水稻上，单在 2004 年的投入就超过了 5 亿元人民币。在这基础上，在 2006

年初期就有大约 100 种转基因水稻品种处于实验阶段，8-10 种处于小范围的环境释放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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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另有 3种从 2004年起开始等待商业化种植资格审批
23
。 

 

这三个品种分别是转苏云金芽孢杆菌杀虫晶体蛋白 Bacillus Thuringiensis基因(Bt)

水稻，转豇豆胰蛋白酶抑制剂基因(CpTI)水稻和双价转 CpTI/Bt基因水稻。这三种都是转基

因抗虫水稻，对某些特定的害虫（如稻纵卷叶螟和三化螟）具有抗性。Bt 水稻将人工合成

的苏云金芽孢杆菌导入到水稻自身的 DNA 中，使植物可以自己产生毒素杀死害虫。CpTI水

稻则将豇豆的基因导入到水稻的 DNA 中，目的同样是使植物产生毒素杀死害虫。CpTI/Bt

水稻则是同时在水稻的 DNA中导入这两种基因。因为这三个品种最可能获批商业化种植，本

次调查特别专注于这三个品种。 

 

遗憾的是，很多用于发展转基因作物的技术和基因已被国外公司和机构通过专利保护所

控制。根据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的调查，在世界范围内，美国拥有 59%的生物技术专利，而

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只拥有 5%
24
。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OECD)在 2004年 10月份发布的数

据显示，在生物技术专利合作条约(PCT)申请领域，美国占了 38.3%，欧盟占 35.2%，日本占

12.8%，中国只占 0.8%
25
。 

 

专利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 2007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编制的《生物产业发展“十

一五”规划》中，将生物产业作为重点战略产业加快发展，抢占制高点，其中特别指出需要

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成果
26
。 

 

尽管中国已经意识到自主知识产权在转基因技术研究中的重要性，但针对其中涉及的专

利纠纷可能给中国农业乃至整体经济带来的影响的研究却非常匮乏。鉴于此，作者通过调查

转基因 Bt水稻，转基因 CpTI水稻和双价转基因 CpTI/Bt水稻这三个品种所涉及的国外专利，

分析了商业化种植后可能产生的影响。本次调查基于公开可获取的资料，结果明确显示了一

些用于研发“中国”转基因水稻的关键技术专利是由国外公司和机构所持有的。这一现象不

仅严重违背国家相关政策，更将威胁到中国的粮食安全与经济发展。（有关国外专利的总结

将在第 3、4节中介绍。） 

 

世界贸易组织(WTO）要求所有成员国都必须严格承认对包括生物技术在内全部知识产

权。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和欧盟的目标，被要求对知识产权保护执行“较高标准”。 在美国，

由于对粮食作物广泛而严格的专利控制，导致种子价格上涨，并已经通过价格传导引起了食

品价格上涨。另外，美国和加拿大，专利持有人通常对违反专利的农民采取法律手段，即使

那些至今仍未允许种子申请专利的国家也已经受到影响，例如孟山都公司就对进口阿根廷大

豆粉的欧洲进口商们提起了法律诉讼，通过专利侵权的办法迫使阿根廷允许种子申请专利。

这些都表明，中国必须对转基因水稻所涉及的国外专利进行深入研究。 

 

如果涉及国外专利的转基因水稻被商业化种植，专利持有人可以主张自己的权益，可能

会要求收取专利费，而中国转基因水稻很可能就会遇到问题——虽然中国政府想努力减轻农

民负担，但种子价格的大幅上涨，农民不得不承受更高的成本。成本的增加最终会转移到消

费者身上，进一步推高已在高位徘徊的消费者物价指数。高价格的大米将会给以大米为主粮

的中国经济、民生和社会稳定带来巨大的冲击。（本文第 7章将更详细地分析这些潜在影响。） 

 

基于这些调查结果，作者建议政府谨慎地调查和分析国外专利可能带来的影响，并全面

评估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后带来的额外成本、危险和不确定性。在对转基因水稻国外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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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完成之前，应暂停转基因水稻商业化进程。作者同时也建议加大对其他生物技术的投资，

比如分子标记辅助育种和生态水稻种植方法等。这些技术领域还没有被国外专利所控制。在

国家加大对农业投资的大背景下，这些技术领域应得到更多的重视，更多的资源应该被投入

到这些技术的研发中。 

2. 调查方法 

本次调查将重点放在最接近获准商业化种植批准的三个转基因水稻品种上，分别是转基

因 Bt水稻、转基因 CpTI水稻和转基因 CpTI/Bt水稻。作者首先回顾过去在国际和国内公开

出版的科学论文，这些论文提供了一系列应用于中国转基因水稻研发中的技术、基因和基因

结构等信息。针对这些被披露的技术与基因等，作者通过搜索由不同国家专利局提供的在线

专利数据库，调查与这些技术与基因相关的专利。这些专利调查主要集中在美国专利局和欧

洲专利局的数据库。如果同样或者类似的专利在其它国家（比如中国、日本、巴西）或其它

地区（比如非洲）已经被申请，那么这些同样的信息也会在在线数据库中披露。 

 

作者回顾的公开的科学论文并没有披露所有的转基因水稻研发的资料，例如 Bt 基因通

常在它被植入进植物之前就被修饰，而且修饰 Bt基因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如果没有修饰 Bt

基因方法的信息，就无法针对这个方法做专利搜索。 

 

本次调查的主要局限在于相关转基因水稻公开资料的匮乏，例如，稻种，菌株，载体信

息，完整基因结构信息，修饰“自然基因”采用的方法等。这些资料都难以获取，相关专利

也无法获得。所以这项研究只覆盖了转基因水稻开发中所使用的工艺和材料中的一小部分。

因为没有详细而全面的信息，因此无法做全面的专利搜索。 

 

尽管如此，结果仍清楚显示 Bt,CpTI和 CpTI/Bt这三个转基因水稻品种中的每一个都至

少涉及了 6－12项国外专利。作者预计，如果有更详细的公开资料，将可以找到更多的专利。 

3. 转基因水稻研发的标准方法 

科学家们通常依赖标准技术和方法来研发包括转基因水稻在内的转基因作物。概括的

说，转基因的过程基本上是相似的，转基因作物的不同，主要在于导入基因的不同。比如，

转基因 Bt作物转入的是苏云金芽孢杆菌而转基因 CpTI作物转入的是豇豆胰蛋白酶抑制剂。 

 

主要的技术和方法如下图中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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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 转基因水稻研发工作流程 

 

在开发进行期间，一些步骤如下所示： 

 

1) 分离和培育水稻胚胎； 

2) 分离基因或者遗传因子； 

3) 修饰基因，比如 Bt基因； 

4) 增加启动子和终止子序列 

5) 克隆目标基因到转化载体中 

6) 使用基因枪介导法或农杆菌介导法进行转化 

7) 在选择性培养基介质上培育胚胎以筛选出具有预期基因的转化胚胎 

8) 水稻植株再生以获取转基因水稻 

 

经调查发现使用植物转化技术(第 6 步骤)以获取基因转化植物的标准方法属于“生产

转基因谷物植物方法 (US5736369)”和“植物转化方法(US7285705)”专利。另一个普遍使

用的植物转化技术（第 6步骤）属于“农杆菌植物介导法(US6603061) ”.的专利技术。转

化水稻植物的再生（第 8步骤）属于“水稻植物再生方法(US5350688)”专利和“增强的谷

类再生系统(US5589617) ”专利。有关这些专利的细节，请参考附录 1。 

 

本次调查所关注的正在申请商业化种植许可的中国转基因水稻品种 Bt、CpTI、CpTI/Bt

均被确认使用了上面所提到的技术。所有的这些专利全部由国外公司和机构所拥有，并且这

些专利都已经在不止一个国家中被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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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转基因水稻专利调查 

如作者在引言中所提到的，中国已经研发了超过 100种转基因水稻品种。作者本次主要

调查三种已接近获得商业化种植许可的转基因水稻品种，分别是 Bt 水稻，CpTI 水稻和

CpTI/Bt水稻。本节，作者将分别着眼于其中的每一个水稻品种，调查每个水稻品种所涉及

的国外专利。 

a) 转基因 Bt水稻国外专利调查 

转基因 Bt水稻的研发是由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旗下的国际水稻研究所（IRRI）首次

完成。华中农业大学的研究人员经过与 IRRI的合作，完成了中国 Bt水稻品种的研究
27
。 

 

通过对科学文献的研究，作者发现下图所列的基因构造程序被用于一种中国 Bt水稻的

开发中 

 
图 2. Bt水稻开发中所使用的转基因构造 

 

通过专利数据库搜索，在这个构造中所使用的基因构造涉及 7项国外专利。 

 

在实验中，用水稻肌动蛋白 I启动子（~0.9Kb）和它的第一个 5’内含子序列驱动目标

Bt基因的表达。这涉及“水稻肌动蛋白基因和启动子(US5641876)”专利。用于产生一个转

Bt基因的长为 1344bp的 Cry1A(b)N端序列和长为 486bp的 Cry1A(c)C端序列，涉及“具有

新型广谱杀虫活性的杂合 Bt 菌（苏云金芽孢杆菌）δ－内毒素(EP0942985)”专利。转

Cry1A(b) 与 Cry1A(c)基因的使用也可能涉及“对鳞翅目昆虫有活性的 Bt 菌（苏云金芽孢

杆菌）δ内毒素多聚核苷酸，组成及其使用方法(US7078509)”专利和“新型杀虫蛋白和菌

株(EP0792363)”专利。使用 Nos 终止子序列以停止目标融合 BT 基因的转化涉及“分离的

在植物转化中可作为嵌合基因终止区的 DNA序列”（US6313282)专利。修饰 Bt基因以用于

高水平表达蛋白涉及“合成杀虫晶状蛋白质基因(US5380831)”专利。在实验中为修饰 Bt

基因序列以提高蛋白表达的方法可能涉及“合成植物基因和准备方法 (EP0413019)”专

利。有关这些专利的细节，请参考附录 2。 

 

加上在使用标准技术时涉及到的国外专利，从 Bt基因的获得、植物转化到植物再生，

中国转基因 Bt水稻涉及了至少 11-12项国外专利。 

b) 转基因 CpTI水稻专利调查 

由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发的转基因CpTI水稻品种与转基因Bt水稻非

常类似，不同点在于转入的基因的不同，CpTI水稻转入的是 CpTI基因。 

 

经科学文献研究发现下图所列的基因构造程序被用于一种中国 CpTI水稻的开发中
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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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CpTI转化载体 

 

通过专利数据库搜索，发现这个构造中使用的基因构造涉及 3项国外专利。 

 

在实验中，使用了 CpTI/SCK 基因序列，这涉及“可用于植物保护的 DNA 分子 

(US5218104)”专利。使用 Nos终止子序列以停止目标融合基因的转移，这涉及“分离的在

植物基因转化中可作为嵌合基因终止区的 DNA 序列(US6313282)”专利。这个序列中的 npt 

II标记涉及“适合于植物基因表达的嵌合基因(US6174724)”专利。 有关这些专利的细节，

请参考附录 3。 

 

加上在使用标准技术时可能侵犯的国外专利，在转基因 CpTI水稻上，从 CpTI基因获得、

植物转化到植物再生，这个过程中可能侵犯了至少 5-7项国外专利。 

c) 转基因 CpTI/Bt水稻专利调查 

转基因 CpTI/Bt水稻的研发由福建农业科学院牵头，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复旦大学

和其他一些研究机构和大学共同合作完成
29
。研究者们使用了三种包含由 ubiquitin启动子

驱动的 Bt基因和由水稻 ActID启动子驱动的修饰 CpTI基因的水稻品种。他们同时使用了潮

霉素抗性标记基因（bpt）。 

 

通过专利数据库搜索，这个研究过程中使用的基因构造涉及大约 6项国外专利。 

 

在实验中，Bt基因（cry1Ac）的使用涉及“具有新型广谱杀虫活性的杂合 Bt菌（苏云

金芽孢杆菌）δ－内毒素(EP0942985)”专利和“对鳞翅目昆虫有活性的 Bt 菌（苏云金芽

孢杆菌）δ内毒素多聚核苷酸，组成及使用方法(US7078509)”专利。使用水稻 ActinID启

动子驱动目标 Bt 基因表达涉及“水稻肌动蛋白基因和启动子(US5641876)”专利。在实验

中，使用了 CpTI基因序列，这涉及“可用于植物保护中的 DNA分子(US5218104) ”专利。

ubiquitin 启动子的使用涉及“植物启动子序列及其使用方法(US6977325)”专利。使用修

饰 Bt 基因以获取高蛋白表达水平的实验涉及“合成杀虫晶状蛋白质基因(US5380831)”。

有关这些专利的细节，请参考附录 4。 

 

加上在使用标准技术时可能侵犯的国外专利，在转基因 CpTI/BT 水稻上，从 CpTI/BT

基因获取、植物转化到植物再生，这个过程涉及至少 10－11项国外专利。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以上所列三种转基因水稻品种，每一个至少都涉及 5项或以上的国外

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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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专利及其范围 

专利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研究中的新发明，使发明者的权益不受到侵犯。任何人如需使用

专利所保护的内容都必须获得专利持有人的同意，并缴纳专利费。专利法对科学研究做出了

例外，如果专利保护的内容只被用于科研，这并不违反专利，也不需要缴纳专利费。此外，

专利拥有者如果与第二方签署了许可协议(Licensing Agreement)，那么第二方的行为不侵

犯专利。但是，如果科研人员使用受专利保护的技术或内容开发了一种新的产品并进行商业

化生产，并没有签署任何协议，这就对专利造成了侵犯。专利持有人有权收取费用，如得不

到满足，也可能提出诉讼。 

 

针对中国的转基因水稻而言，如果涉及国外专利的转基因水稻获批商业化种植，并且没

有任何协议，那么专利拥有者有权利收取专利费。如果拥有者认为他们的权利受到侵犯，他

们可能会提出法律诉讼。由此可见，专利会对转基因水稻的种植、加工、消费和出口等方方

面面造成影响，增加额外的费用。本文第 7节将详细分析这些影响。 

 

专利的范围决定了由专利实际保护的“多少”。专利持有人通过专利“拥有”特定的技

术和内容，或者也包括通过这个技术获得的产品。专利的范围越大，其影响越广。 

 

专利通常只在其授权国有效，在不同国家的专利可以有不同的保护范围。附录 5比较了

相同专利在不同国家的不同范围。如果一个专利产品被出口到另外一个专利范围更广的国

家，产品进口国的专利会被使用。 

 

中国和很多其它的发展中国家的专利保护范围通常比较有限，以转基因植物为例，通常

受保护的只包括方法、技术、基因序列和细胞，而不包括植物、种子和后代。另一方面，美

国、欧盟、日本、澳大利亚和其他一些发达国家已经采用了一个宽领域的专利系统，允许在

方法、技术、基因序列、细胞、植物、种子、后代、甚至是由这些植物中所派生的产品等方

面授予专利。 

 

例如，在本次调查中所涉及的在多个国家注册的由孟山都公司所拥有的“具有新型广谱

杀虫活性的杂合 Bt 菌（苏云金芽孢杆菌）δ－内毒素(EP0942985)”专利，对比它在中国

与欧盟的专利范围，其在欧盟的范围覆盖了转基因植物、种子与后代。下面这个方框列举其

在欧盟的范围。 

 

范围：…… 

 

范围 49：一种转基因植物已经通过编码一个由氨基序列 SEQ ID NO:l0, SEQ ID NO:12,SEQ ID 

NO:14, SEQ ID NO:26, SEQ ID NO:28, SEQ ID NO:30, or SEQ ID NO:34.组成的多肽基因

与其基因组合并。 

 

范围50：在主张49的转基因植物中所列的转基因包含序列核酸序列SEQ ID NO:9, SEQ IDNO:1 

1, SEQ ID NO:13, SEQ ID NO:25,SEQ ID NO:27, SEQ ID NO:29, or SEQ ID NO:33。 

 

范围 51：主张 49或者主张 50的植物后代。 

范围 52：主张 49至主张 51中任意一个的植物种子或者后代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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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 52：由主张 52中所列种子生成的植物。 

 

如果专利保护的范围包含了这种植物，其种子及后代，如上述例子，那么所有种植该转

基因水稻的农民都必须获得专利持有人的许可方能种植。在北美，如果农民购买这种有专利

保护的转基因种子，通常需要签署一个种植者协议书。下面就是一份加拿大农民于 1998年

与孟山都公司签署的种植者协议书
30
（节选，详细内容见附录 6）。该协议书对种植者的行为

做出了种种规定，其中包括不得保留种子，这违背了千百年来农民的惯例。 

 

技术使用协议 

条款和条件 

1) 种植者所购买的任意一种抗农达油菜®种子须用于种植一种并仅限一种作物用作消费
品转售。种植者同意不保留任何来自抗农达油菜的种子用于再次种植，也不得销售、

赠送、转让或是以其他方式传播这种可用于再次种植的种子，种植者也同意不收割任

何无偿所得的抗农达油菜种子作物。 

2) 种植者须购买和使用印有农达®标记的杀虫剂施于所购的抗农达油菜种子。种植者须从
他选择的零售商处同时购买印有农达标记的杀虫剂和技术使用协议，种子的购买费在

核对实际种植面积的日期之后不可退款，如孟山都抗农达油菜服务政策中所作的声明。 

3) 孟山都公司允许抗农达油菜种子所长出的植株在标签上指定的范围内残留部分农达除
草剂，具体见每个标签上的说明。 

4) 依照本协议条款，种植者同意授权孟山都公司在三年中对自己的和/或出租的，以及该

种植者所有种植着油菜的农田进行检察、采样及测试，并监控种植者的农田和储藏箱。

所有这些检察须在合理的时间执行，尽可能在种植者的陪同下进行。种植者还同意在

此三年中将提供其所有种植着油菜农田的所在位置。种植者已经或应当获得孟山都的

各项许可，要求孟山都公司履行检查、采样和测试的权利。 

5) 如果种植者侵犯了该协议中的任一条款或条件，种植者今后将失去签署本协议的权利，
并且该协议将根据孟山都的意见立即取消。若抗农达油菜种子用于该协议所列的授权

用途之外，种植者承认孟山都公司将面临对抗农达油菜种子失控的重大危险，并且也

无法准确计算孟山都公司所遭受的损失时，种植者须同意： 

a） 在本协议以外，按照种植抗农达油菜种子的农田面积计算，每英亩土地支付孟山都
公司 15美元，并且 

b） 如果抗农达油菜种子被用于未经授权的用途，种植者须将含有抗农达基因的所有种
子送至孟山都公司或其指定代理机构，其费用由种植者承担；或者，在抗农达油菜

种子被用于授权用途范围之外的情况时，根据孟山都公司的意见，由种植者销毁所

有含有抗农达油菜基因的种子；并且 

c） 如果种植者出售、赠送、转让或以其他方式传播含有抗农达油菜基因的种子而违反
了本协议的条款与条件时，种植者须按照被其出售、赠送、转让或者以其他方式传

播出去的种子量所能播种的农田面积，按每英亩 15 美元赔偿孟山都公司，或者按

照种植者在出售、赠送、转让或以其他方式传播种子时所得收入总数赔偿，无论哪

一种方式的赔偿金更多；还有 

d） 支付孟山都公司处理种植者违反本协议的条款与条件事件的所有费用，包括所有的
法律费用以及孟山都公司支付给律师和顾问公司的费用。 

6) 该协议的条款与条件涉及种植者动产，对种植者的后裔、私人代表、继承人以及经种
植者授权的指定人员应当具有约束以及全部的强制力和影响，但是种植者的权利在没

有孟山都公司明确的书面同意时不得转让或是指定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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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该协议中的所有条款，条件和规定均可分割，如果其中某些条款、条件或规定或要求
属于法律禁止的或是法律规定不可执行的，应当将这些被禁止和无法执行的内容废除，

而不影响协议中其余内容或是这些条款、条件或规定的任何其它要求的效力，使用“技

术使用协议”这一题目仅为了便于说明，不应当影响或是用于解释或说明该协议。 

 

由于专利保护的范围不同，某种转基因水稻可能并不侵犯中国的专利，但是当这种水稻

或是其加工品被出口到其他国家，有可能侵犯许多外国的专利。 

 

比如，自 2005年至今，孟山都公司提起了一系列针对进口阿根廷大豆的欧洲进口商的

诉讼。许多阿根廷农民种植的是孟山都公司的抗农达转基因大豆，孟山都的这种转基因大豆

并没有在阿根廷注册专利，但却在欧洲注册了专利。孟山都试图游说阿根廷政府改变其专利

法以注册转基因大豆的专利，但并未成功。尽管没有专利的存在，孟山都仍然要求阿根廷的

生产商为每吨转基因大豆支付 15美元的费用，这些额外的成本会造成许多生产商破产。当

阿根廷政府拒绝这个要求后，孟山都试图从欧洲挽回损失。阿根廷是世界最大的大豆出口国

之一，欧洲是它主要的倾销地。孟山都在丹麦、荷兰、西班牙和英国都提出诉讼，要求欧洲

的进口商支付补偿。孟山都还要求相关欧盟国家的海关扣留来自阿根廷的船只。
31
 

6. 被垄断地专利 

本次调查研究显示，任何一种转基因水稻品种通常都涉及不止一项专利。专利持有人所

持有的专利数量越多，他越具有优势，越能在商业活动中获取更多的利益。因此，许多生物

科技公司通过并构整合等获取更多的专利。 

 

当前世界排名前六位的跨国生物科技公司是：拜耳作物科学(Bayer CropScience，德国)，

巴斯夫(BASF，德国)，陶氏化学(Dow，美国)，杜邦(DuPont，美国)，孟山都(Monsanto，美

国)和先正达(Syngenta，瑞士)。这些公司中有许多都是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并购与整合之后

的结果，举例来说：Hoechst (Roussel Uclaf) + Schering (Fisons +Boots) à AgrEvo + 

Rhone-Poulenc (+ May and Baker + Pechiney-Progil) à Aventis CropScience + Bayer 

Crop Protection à Bayer CropScience（拜耳作物科学） 

 

在对欧洲专利事务所数据库的研究中发现，在 1999年和 2008年 2月之间，有 29项转

基因 Bt作物获得专利授权，其中 23个属于这六大跨国公司，孟山都在其中持有 9项。此外，

与转基因 Bt作物有关的专利申请共有 36项，其中 34项来自这六个跨国公司，而孟山都公

司独自就申请了 12项。 

 

由此可见，在过去几十年中发生的专利所有权集中化的现象并不奇怪。在上世纪 80 年

代的美国，学校和公共组织所持有的与 Bt相关的专利比例达到全美授权 Bt专利的 50%，到

1994年，独立的生物科技公司和个人持有的专利达到 77%，但是到了 1999年，大型生物科

技公司所持有的专利数量占全美有关 Bt的专利总数的 67%
32
。 

 

许多用于开发转基因作物的标准方法、技术和遗传因子的专利都被掌握在为数不多的几

个大公司手中。一些持有专利数量不多，小型的生物科技公司，如果希望将他们的产品推向

商业市场时，必须获得大型公司的授权，而进入经济利益条款的谈判中时，这些大公司处于

绝对的强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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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案例：转基因水稻明恢 63 

转基因水稻明恢 63是一个由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启发主导研发的转基因抗虫水稻，已经
进行了田间试验，并于 2004年 11月底被提交到农业部属下“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

进行安全评估
33
以获得安全证书。该品种是目前最可能获批商业化种植资格的转基因水稻品

种之一。 
 
转基因水稻明恢 63由华中农业大学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34

研发的，而张启发是

该试验室的主任，他同时也是华中农业大学的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 
 

自 1998 年至今，这个国家重点试验室共收到科研经费 1.4 亿，其中张启发主持的项目
收到科研经费 6700万，资金来源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863”计划、“973”计划、教
育部骨干教师基金、湖北省科技攻关项目等35。2004年至今，张启发还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会收到 810万研究经费。 
 

作者的调查发现，转基因抗虫水稻明恢 63在研发过程中，至少涉及到 11项国外专利。
这些专利包括了技术(如合成植物基因和准备方法(EP0413019)等)与基因(如合成杀虫晶状蛋
白质基因(US5380831)等)。详细的专利细节，请参考附录 1和附录 2。 

 
这些专利都在包括美国、欧盟、日本与中国在内的国家注册。专利持有人包括孟山都

(Monsanto，美国), 拜耳作物科学(Byer Cropscience，德国) 和先正达(Syngenta，瑞士)等国
外生物科技公司与科研机构。 

 
由于水稻是中国最重要的农作物，如果转基因水稻被商业化种植，这些水稻涉及的国外

专利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影响。根据过去国际案例来分析，潜在的影响包括国家粮食自主权

受影响；种子价格上涨导致农民生计受影响；粮食价格上涨；国外专利持有人提出诉讼等。 
 

从华中农业大学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 2007 年年报36看到，包括孟山都和先正

达在内的多家生物公司都与该实验室有联系。2007年 3月 27号，先正达公司的 Dr. Tong Zhu
访问了实验室并演讲。2007年 6月 18日，张启发在美国孟山都公司访问并做了关于中国转
基因作物科研进展的报告。由于相关信息并不公开，作者无从了解中国科学家是否与国外公

司就专利的应用达成协议等相关信息。 
 

转基因水稻明恢 63不单涉及国外专利，还涉及非法种植。2005年，绿色和平在湖北多
个地方发现没有通过安全审批的转基因水稻被种植与销售。转基因大米污染了当地的大米市

场。2006 年，在广州也发现了转基因大米，在销往北京、广州和香港的婴儿食品中也含有
转基因明恢 63的成分。2006年 9月，在法国、英国和德国从中国进口的米制品中也发现了
这种转基因大米成分。2007年初，日本也发现了有此污染。直到现在，转基因水稻明恢 63
的污染仍一直在持续。 

 
这个案例说明，中国的转基因水稻研发涉及多项国外专利。在转基因商业化审批的过程

中，应深入调查国外专利的潜在影响，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应参与到决策过程中。中国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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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色值得商榷，在与国外公司和机构合作的过程中，他们是否考虑到了国外专利的影响，

是否与这些公司和机构有任何协议。相关政府部门应该对这些内容进行调查 

 

8. 商业化所带来的影响 

尽管在中国专利保护范围相对较窄，但是如果转基因水稻被商业化种植，国外专利仍然

会在各个方面造成负面影响。 

 

1) 在粮食安全方面造成的后果 

中国正处于将要对它的主要粮食失去控制的危险之中。目前存在的事实是，中国转基因

Bt、CpTI、Bt/CpTI水稻开发中所使用的大多数标准方法、技术以及基因和遗传因子都涉及

国外的公司和机构拥有的专利，这引起了很多粮食安全方面的担忧。尤其是考虑到极少数跨

国公司大量拥有这些专利的所有权，并且之前这些公司有提出很多专利侵权诉讼案件的背景

下，中国政府更应该重视转基因水稻上涉及的国外专利可能给中国粮食安全带来的威胁。 

 

本文作者所做的调查确定了许多由孟山都、先正达和 Rhone Poulenc Agrochimie/拜耳，

先锋/杜邦等公司控制的专利。本次调查涉及 15项国外专利中，孟山都拥有其中的 5项，先

锋/杜邦、先正达和 Rhone Poulenc Agrochimie/拜耳各有 1项。一个公司拥有的专利越多，

那么就意味着它拥有越多的权利，可以为这些专利的商业使用制定条款和条件，以此为公司

和股东们牟取更多利益。 

 

当前的国际趋势倾向保护专利持有人而于损害公众的利益，为专利持有人提供更广泛而

且更严格的专利控制权。发展中国家均被要求调整其专利政策，与欧盟和美国的标准一致。

只要国际规则没有根本性地改变，没有明确禁止种子和生命专利，发展中国家就处于可能失

去对它们主要粮食的控制的危险之中。 

 

水稻是中国最重要的农作物。目前看起来，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的代价非常高昂，转

基因水稻对环境和健康都有很多不确定性和危险，消费者的拒绝也很强烈：绿色和平 2007
年初委托益普索（中国）市场研究咨询有限公司（IPSOS）在北京、上海和广州三地所做的
最新消费者调查显示，65%的受访者明确选择非转基因产品，更有 97%的受访者认为有必要
建立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由于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的代价高昂，因此，转基因水稻的自

有知识产权也难以发展。 

2) 种子价格上涨，农民生计受到影响 

如果转基因水稻被商业化种植，受国外专利影响最大的是转基因水稻的种植者－农民。 

 

专利持有人或者经专利持有人授权的种子公司（通过签署许可协议）对转基因种子收取

额外的技术费，因此转基因种子比常规的种子贵很多。举例来说，2005 年菲律宾孟山都转

基因 Bt 玉米种的价格大约是常规杂交玉米种子价格的二倍，18 公斤一袋的转基因 Bt 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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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是 P 4,400.00 到 4,900.00
37
（人民币约 734.8 到 818.3 元），而常规品种的杂交玉米

种子价格大约为 P 1500.00 到 2700.00
38
一袋（人民币约 250.5 到 450.9 元）。两种种子的

差价最多高达三倍，但转基因种子的产量却与非转基因种子的相当。 

 

美国种子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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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显示了美国种子价格的增长。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显示，从 1997年至 2006年，每亩

玉米、大豆和棉花的种子的价格都大幅上涨，分别从 28.71美元，19.72美元和 17.63上涨

到 40.47美元，34.06美元和 61.69美元
39
。与之前的种子价格相比，90年代中期的上涨是

由于转基因种子价格上涨显然导致了整体种子价格的不断攀升，举例来说，转基因棉花种子

是普通种子的两倍到了四倍，传统的棉花种子的供应在 2003至 2006年间减少了一半
40
。 

 

虽然目前在中国，转基因种子或是其后代一般不包括在专利范围内，所以理论上，不会

被直接收取技术费，种子的价格也不会立即受影响。但是阿根廷的例子给了我们一个警示，

技术费也有可能被强加给中国。 

 

在阿根廷，孟山都公司并没有为其转基因抗农达大豆（农达是一种属于孟山都公司的除

草剂，抗农达大豆被转入了一个抗这种除草剂的基因）申请专利，不过，自 20世纪 90年代

阿根廷开始商业化种植转基因大豆伊始，至今孟山都公司已经从阿根廷获利十年，主要通过

以下这些途径： 

 

A） 抗农达大豆几乎占据了世界最大的大豆生产国之一（阿根廷）的全部产量。 

B） 孟山都不只销售种子，还同时销售农达，通过两种产品获利。 

C） 尽管没有专利，但许多阿根廷种子公司都与孟山都公司签署了专利使用权转让协议，并
支付了使用费

41
。 

 

中国一旦通过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这些品种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外专利持有人的

制约。这些专利持有人所收取的额外费用将转嫁到中国农民的身上。转基因水稻被商业化后

必将带来种子价格的大幅上涨，农民所承受的成本将大大增加，中国政府多年来减轻农民负

担的努力也将被卷入国际专利的陷阱而事倍功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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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作物并不会减少其他种植成本的下降。对中国转基因棉花的研究表明，农民仍然

大量使用杀虫剂
42
。一项研究结果显示，Bt品种的抗虫特性并不能有效根治棉铃虫从而真正

地降低杀虫剂的使用量，因此农民仍然大量的使用杀虫剂来消灭棉铃虫
43
。而非目标害虫数

量的增加还需要额外再喷洒杀虫剂。在中国种植转基因棉花的七年中，杀虫剂的喷洒量仍然

与种植常规棉花时一样多。“尽管 Bt农民节省了一些基础的杀虫剂，但是他们不得不花更

多的钱去控制非目标虫害爆发，因此，种植常规作物和 Bt作物的两组农民他们在杀虫剂上

的开支基本相同。另外，中国 Bt种子的售价比常规作物种子高 2到 3倍，高价的 Bt种子所

带来的额外成本使得 Bt农民的净收入相比非 Bt农民更低。”
44
 

 

上述对转基因棉花的研究同时表明，转基因并不会提高产量，提高农民的收入。在这种

情况下，种子价格的上涨与农药的持续使用，会给农民的利益带来极大的损害。农民买不起

种子，导致种植的下降，这会减少农民来年的收入，导致生活水平下降。收入减少导致农民

来年种子购买力更加下降。这样农民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并走向贫困。如果在转基因水

稻的商业化种植也出现以上转基因棉花种植的情形，农民将可能成为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

最大的受害者。 

3) 价格传导，物价上升，社会影响巨大 

农民利益受到损害会导致农民种粮积极性的下降，引起粮食供给的减少。但同时，对粮

食的需要则是刚性的，这表示即使价格高涨，需求还是不会大量减少。供给短缺会使价格上

升。粮食价格的上涨将伤害到所有的消费者，尤其是收入不高的中低收入人群。包括大米在

内的粮食消费在中低收入人群的生活预算占据极高的比例。因此，任何轻微的价格上涨都将

对以大米为绝对主粮的普通中国大众造成极大的影响。 

 

近期消费者物价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的上涨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本轮物价的

上涨是由猪肉价格的上涨引起的，而这背后的原因就是养猪的利润少，养殖户积极性低，生

猪出栏率大大下降，市场上供给减少。虽然供给变少了，但需求并没有减少，所以价格大幅

上升。 

 

在中国消费者的饮食习惯中，大米有着比猪肉更重要的位置。猪肉属于可以替代的食品，

但大米更难被替代，而且大米的消费量更大。一个中国消费者每年平均消费 97公斤，但只

消费 39.6公斤的猪肉。由此可见，大米价格波动会给消费者带来更大的影响。 

 

近期全球大米价格的上涨，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很大的社会动荡。许多国家比如海地、埃

及和印尼先后因此发生骚乱或暴乱。作为世界大米主要的产地，亚洲更是高度依赖大米。但

一些国家比如泰国、印度和越南也都相继出现了大米的短缺，并引起消费者的抢购热潮。由

此可见，大米的价格和供应量对社会稳定至关重要。 

4) 在法律方面造成的后果 

专利给持有人赋予了权利，可以终止他人使用本专利的方法或者产品，或者持有人可以

参与谈判，向其他团体授权其使用专利方法或产品，并通过许可协议就授权条款和条件达成

一致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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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持有人可以有很多种方式来维护他的权力。例如，孟山都公司在北美聘请了私家调

查服务，以获悉哪个农场未签署种植合同却正在种植转基因作物，侵犯了他们的专利权，然

后通过法律途径对他们进行警示（下面节选了是孟山都公司致一位加拿大农民的信
45
），或者

直接对他们采取法律手段。 

 

1998年 11月 12日 

 

亲爱的 Zielinski先生： 

如您所知，1998年 7月 22日孟山都公司在 Robinson调查公司的协助下进行了一次调

查，以确认 1998年你是否在未经孟山都加拿大公司授权的情况下错误地栽种了抗农达油菜，

我们附了一份标准的 1998许可协议书（TUA）复印件在附件中供你查阅。 

我们已经完成了调查，并且得到了很充分的证据确信在 SE 28-30-2，NE 28-30-2和 SE 

19-30-2几块田地上确实种植了抗农达油菜共约 250英亩，因此侵犯了孟山都公司的特许权。 

未经许可而种植抗农达油菜的行为对孟山都公司的特许权构成了一系列的侵犯。 

在做出最终结论之前我们会进行一些工作，希望通过经济手段及时地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准备尽量避免通过法律程序起诉你，而使你承受下述这些责任： 

1． 你需要立即向孟山都公司支付赔偿金，总数为：250英亩*115美元/英亩=28750

美元； 

2． 以这封信的日期为准，三年之内，孟山都公司有权在全部你拥有的或是出租的
农田和储存库中进行采样； 

3． 你不得向任何第三方透露这一解决协议书的条款和条件； 

4． 你需要认可，孟山都公司对与这次调查和这一解决协议有关的事实和条款有唯
一披露和解释权。 

收到该通知书后，请于 1998年 12月 14日之前邮寄一张$28750的汇票给孟山

都公司，另附一份该信的复印件，需具有双方的签字。 

 

发信人 

孟山都加拿大有限公司 

Keith A. MacMillan 

法律事务主管 

 

孟山都公司在美国已经向大约 300个农民提出了诉讼
46
，因为他们侵犯了孟山都的专利。

其中比较典型的是 Percy Schmeiser与孟山都之间的案例。Percy Schmeiser和 Luise 

Schmeiser夫妇在过去的 47年时间里一直在位于布鲁诺的 1400亩土地上耕种油菜、小麦和

豆类作物。1998年，孟山都公司的代表来到了 Schmeiser的农场，然后宣称 Schmeiser夫

妇正在侵害属于孟山都的抗农达油菜的专利，孟山都称其在 Schmeiser的农田中发现了这种

有专利保护的油菜作物，但是 Schmeiser并没有为此支付必要的专利费用。Schmeiser争辩，

种子是被风吹进他的农田或者由于意外事件被倾泻进去的。孟山都希望可能通过庭外和解的

方式来解决这一争端，但是遭到了 Schmeiser先生的拒绝。一家联邦法院的法官于 2000年

3月对这一诉讼进行了判决，没有证据显示最终生长在 Schmeiser的农田中的油菜是由意外

事件带来的，他们发现了可证明专利侵权的证据，并判决 Schmeiser支付一笔罚金，加上法

庭诉讼费用，再包括他自己的律师费共计大约 40万美元，Schmeiser向加拿大联邦法院提

起了上诉，但是在 2002年的 9月 4日再次败诉，Schmeiser与孟山都之间的法律争端于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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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5月 20日最终结束，加拿大最高法院支持孟山都公司并维持了原判决。2008年 3月，Percy 

ad Schmeiser和 Louise Schmeiser最终赢得了非道义上的胜利，孟山都同意支付给

Schmeiser 660美元以解决一个很小的诉讼案。
47
。 

 

不同的专利保护范围能够对国际贸易产生影响，并能为专利持有人提供一个强制实现他

们专利权利的机会。依据法庭判决，他们可以从其他国家得到赔偿，或者如所提到的 Percy 

与 Louise Schmeiser夫妇的案例，从并没有打算使用这种专利保护产品的农民那里得到赔

偿。 

 

孟山都公司在阿根廷没有为它的任意一种转基因大豆申请专利，但是在欧盟这种转基因

大豆却是专利产品。孟山都公司在欧盟国家对欧盟大豆进口商提起诉讼，要求他们从阿根廷

进口大豆或者豆类食品时向孟山都公司支付赔偿金。 

 

一旦中国开始大规模地生产转基因水稻，那么中国自有的稻种产业，特别是那些为国内

外市场生产杂交水稻种的产业，非常容易招致国外专利持有人的法律诉讼。大规模的转基因

水稻商业化生产将不可避免地产生转基因种子污染常规种子的问题，产生的原因可能是自然

事件或者也可能是人为错误，比如泄漏或混合。如果转基因种子污染了常规的杂交种子，就

可能会导致一些种子公司面临法律问题，特别是万一这种转基因种子并没有被国家批准，他

们所面对的法律问题是可能来自专利持有人试图强制执行自己的专利权并要求进行经济补

偿。 

 

本次调查的转基因 Bt，CpTI和 CpTI/Bt水稻都涉及了 5至 10项专利，这种情况就可能

在很多国家引起一系列严重的专利争端，甚至是法律诉讼案件。 

9. 建议 

本次调查专注的转基因 Bt, CpTI和 CpTI/Bt水稻品种都牵涉到国外专利，作者建议相

关政府部门谨慎而全面地调查和分析国外专利可能带来的影响，并全面考虑转基因水稻商业

化所引起的额外成本、危险和不确定性。在调查未完成之前，应该暂停任何转基因水稻商业

化进程。 

 

本次调查提出的其中一个问题是在转基因水稻研发中与国外公司和机构合作的中国科

学家，他们在合作的过程中，是否有与国外公司和机构达成任何协议。如果有类似协议，这

些协议可能带来的影响也应该被研究。另外，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影响巨大，决策过程

中应该听取更多利益相关者的声音，比如更多的政府部门应参与到决策过程中。 

 

作者同时也建议政府研究和评估其他现代技术的优点，例如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技术，投

资生态水稻种植方法等。分子标记助选没有转基因水稻那样危险且具有不确定性，也没有处

于国外专利的控制之下，对降低虫害有所帮助
48
。生态水稻耕种方法也为水稻产业的继续发

展独辟了另一条蹊径。生态水稻耕种方法采取生物控制，先进的农业管理措施等办法来控制

虫害
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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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结论 

过去二十年，因为转基因农作物被视为未来粮食安全问题的解决方案，中国投入了大量

的资金与人力以图发展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转基因水稻品种，但是，转基因技术的许多核心

内容却早已被国外公司和机构通过专利所控制。作者的调查发现，许多“中国”转基因水稻

品种实际上涉及多项国外专利。如果这样的一个转基因水稻品种被大规模商业化种植，国外

专利可能从推高种子价格开始，进而导致大米价格上涨，影响米制品加工及贸易，严重威胁

国家粮食安全。作者认为，应该对转基因水稻涉及的国外专利进行深入全面的调查，并充分

研究其影响。在调查研究没有完成之前，为了保护国家利益，保障中国粮食安全与农民生计，

应暂停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进程。 

 

本次调查的重要性在于触发公众采用一个新的高度审视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的问题，提出

针对转基因水稻专利进行全面的调查与评估，包括在转基因水稻研发中与国外公司和机构合

作的中国科学家。在这些悬念还没有完成彻底揭开之前，任何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的进程都应

该被中止。 

 

感谢 

绿色和平与第三世界网络感谢李惠先生为确定中国转基因水稻研发使用了那些技术与基因

做的大量调查，包括对专利数据库的调查；感谢 Christoph Then先生提供了转基因 Bt水稻

涉及的欧洲专利信息，以及对本报告提出的建议；感谢 Toshio Yanagihara先生对于本报告

中关于涉及专利在日本应用资料的翻译帮助以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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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转基因水稻研发过程中采用的标准技术所涉及专利详细列表 

 

专利 专利号 国家 申请日期 发明者 专利拥有者 

AU6389200 澳大利亚 20000728 

BR0013187 巴西 20000728 

CA2381254 加拿大 20000728 

EP1200613 欧盟 20000728 

JP2003506035T 日本 20000728 

农杆菌植物介导法

法 

US6603061 美国 19990729 

Rout Jyotir (美国); 

Armstrong Charles L 

(美国) 

孟山都公司(美

国) 

AU697373B 澳大利亚 19950726 

BR9508341 巴西 19950726 

CA2195206 加拿大 19950726 

EP0772687 欧盟 19950726 

JP10503374T 日本 19950726 

NZ293737 新西兰 19950726 

US5736369 美国 19950607 

ZA9506302 南非 19950728 

生产转基因谷物植

物方法 

MX9700688 墨西哥 19970726 

Bowen Benjamin A; 

Lowe Keith; Ross 

Margot C; Sandahl 

Gary A; Tomes Dwight 

T; Songstad David D; 

Gordon-kamm William 

J 

先锋良种国际 

有限公司(美国)/

杜邦公司(美国)* 

US7285705 美国 20000419 

AU775949B 澳大利亚 20000419 

BR0011140 巴西 20000419 

CA2369428 加拿大 20000419 

CN1347457 中国 20000419 

EP1171621 欧盟 20000419 

IL145686D 以色列 ? 

植物转化方法 

JP2002541853T 日本 20000419 

Risacher Thierry  

(英国); Craze 

Melanie (英国) 

Biogemma S A S  

(法国) 

US5589617 美国 19940803 

EP0688160 欧盟 19940310 
增强的谷类再生系

统 
AU6178194 澳大利亚 19940310 

Nehra Narender S; 

Kartha Kutty K; 

Chibbar Ravindra 

加拿大国家研究 

委员会 (加拿大) 

水稻植物再生方法 US5350688 美国 19920616 

Matsuno Tsukanori 

(日本); Ishizaki 

Keiichiro (日本) 

麒麟啤酒股份 

有限公司 (日本) 

备注： 

“?”：未获得该项相关信息。 

“*”：专利持有人可能已改变，比如通过公司间的并购。相关的专利可能被转移到新机构

的名下，或仍属于原有的专利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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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中国 Bt转基因水稻品种研发中所涉及国外专利详细列表 

 

专利 专利号 国家 申请日期 发明人 专利持有人 

AU7182791A 澳大利亚 19910104 水稻肌动蛋白基

因和启动子 US5641876 美国 19931027 

Wu Ray; McElroy 

David 

康奈尔研究基金

会(美国) 

US6962705 美国 20030926 

ID25530 印度尼西亚 19971120 

AU742971B 澳大利亚 19971120 

BR9713373 巴西 19971120 

CA2272843 加拿大 19971120 

CN1210402C 中国 19971120 

EP0942985 欧盟 19971120 

IL129988D 以色列 ? 

JP2001502555T 日本 19971120 

OA11257 
非洲知识 

产权组织 
19990519 

TR9901109T 土耳其 19971120 

具有新型广谱杀

虫活性的杂合 Bt

菌（苏云金芽孢

杆菌）δ－内毒

素 

ZA9710429 南非 19971119 

Malvar Thomas 

(美国); Gilmer 

Amy Jelen (美

国)  

孟山都公司 (美

国) 

US7078509 美国 20030502 

AU7491600 澳大利亚 20000913 

BR0014516 巴西 20000913 

CA2384967 加拿大 20000913 

EP1218513 欧盟 20000913 

对鳞翅目昆虫有

活性的 Bt菌（苏

云金芽孢杆菌）

δ内毒素多聚核

苷酸，组成及其

使用方法 
ZA200201610 南非 20020226 

Baum James A; 

Chu Chih-rei; 

Donovan William 

P; Gilmer Amy J; 

Rupar Mark J 

孟山都公司 (美

国) 

AU680899B 澳大利亚 19940624 

BR9401842 巴西 19940622 

CA2126806 加拿大 19940627 

EP0633317 欧盟 19940623 

CN1253570C 中国 19940627 

JP7008278 日本 19940624 

IL110069 以色列 19940620 

分离的在植物转

化中可作为嵌合

基因终止区的

DNA序列 

US6313282 美国 19970718 

Atanassova 

Rossitza; Rose 

Richard De; 

Freyssinet 

Georges; Gigot 

Claude; Lebrun 

Michel 

Rhone Poulenc 

Agrochimie (法

国)/ 拜耳作物

科学(德国)* 

AU4118289 澳大利亚 19890908 

CA1341428 加拿大 19890908 

CN1145698C 中国 19890909 

JP11266882 日本 20011019 

HK1030013 香港 20010130 

合成杀虫晶状蛋

白质基因 

EP0359472 欧盟 19890907 

Adang Michael 

J; Rocheleau 

Thomas A; Merlo 

Donald J; 

Murray 

Elizabeth E 

Lubrizol 

Genetics Inc/ 

Myco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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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0168038B 韩国 19890909 

US5380831 美国 19930503 

NZ230375 新西兰 19890821 

EP0413019 欧盟 19900213 

AR243234 阿根廷 19900223 

AU638438B 澳大利亚 19900213 

BR9007159 巴西 19900213 

CA2024811 加拿大 19900213 

IL93513 以色列 19900223 

NO904585 挪威 19901023 

JP3364616B2 日本 19900213 

NZ232654 新西兰 19900223 

RU2107725 俄罗斯 19900213 

ZA9001417 南非 19900223 

合成植物基因和

准备方法 

TR24354 土耳其 19900328 

Fischhoff David 

Allen (美国); 

Perlak 

Frederick 

Joseph (美国) 

孟山都公司 (美

国) 

AU692934B 澳大利亚 19950927 

BR9509099 巴西 19950927 

CA2199049 加拿大 19950927 

CN1255539C 中国 19950927 

EP0792363 欧盟 19950927 

IL146109D 以色列 ? 

JP10506532T 日本 19950927 

MX9702212 墨西哥 19970325 

RU2196824 俄罗斯 19950927 

SG49845 新加坡 19940323 

UA68345 乌克兰 19980402 

TR960263 土耳其 19950928 

新型杀虫蛋白和

菌株 

ZA9508121 南非 19950927 

Warren Gregory 

Wayne; Koziel 

Michael Gene; 

Mullins Martha 

Alice; Nye 

Gordon James; 

Carr Brian; 

Desai Malini 

Manoj; 

Kostichka 

Kristy; Duck 

Nicholas 

Brendan; 

Estruch Juan 

Jose 

汽巴-嘉基公司 

(瑞士)/ 诺华公

司 (瑞士) / 先

正达公司 (瑞

士) 

 

备注： 

“?”：未获得该项相关信息。 

“*”：专利持有人可能已改变，比如通过公司间的并购。相关的专利可能被转移到新机构

的名下，或仍属于原有的专利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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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中国 CpTI转基因水稻品种研发中所涉及国外专利详细列表 

 

专利 专利号 国家 申请日期 发明人 专利持有人 

可用于植物保

护的 DNA分子 
US5218104 美国 19910219 

Hilder Vaughan Alan 

(英国); Gatehouse 

Angharad Margaret Ro 

(英国); Gatehouse 

John Arthur Boulter 

David (英国) 

Agricultural 

Genetics Co (英

国) 

AU680899B 澳大利亚 19940624 

BR9401842 巴西 19940622 

CA2126806 加拿大 19940627 

EP0633317 欧盟 19940623 

CN1253570C 中国 19940627 

JP7008278 日本 19940624 

IL110069 以色列 19940620 

分离的在植物

基因转化中可

作为嵌合基因

终止区的 DNA

序列 

US6313282 美国 19970718 

Atanassova Rossitza; 

Rose Richard De; 

Freyssinet Georges; 

Gigot Claude; Lebrun 

Michel 

Rhone Poulenc 

Agrochimie (法

国)/ 拜耳作物科

学 (德国)* 

US6174724 美国 19950504 

BR1101069 巴西 19970514 

EP0131623 欧盟 19910603 

适合于植物基

因表达的嵌合

基因 
JP6315381 日本 19940328 

Rogers Stephen G (美

国); Fraley Robert T 

(美国) 

孟山都公司（美

国） 

 

备注： 

“*”：专利持有人可能已改变，比如通过公司间的并购。相关的专利可能被转移到新机构

的名下，或仍属于原有的专利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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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 

中国 CpTI/Bt转基因水稻品种研发中所涉及国外专利详细列表 

 

专利 专利号 国家 申请日期 发明人 专利持有人 

AU7182791A 澳大利亚 19910104 水稻肌动蛋白基

因和启动子 US5641876 美国 19931027 
Wu Ray; McElroy David 

康奈尔研究基金

会(美国) 

US6962705 美国 20030926 

ID25530 印度尼西亚 19971120 

AU742971B 澳大利亚 19971120 

BR9713373 巴西 19971120 

CA2272843 加拿大 19971120 

CN1210402C 中国 19971120 

EP0942985 欧盟 19971120 

IL129988D 以色列 ? 

JP2001502555T 日本 19971120 

OA11257 
非洲知识 

产权组织 
19990519 

TR9901109T 土耳其 19971120 

具有新型广谱杀

虫活性的杂合 Bt

菌（苏云金芽孢杆

菌）δ－内毒素 

ZA9710429 南非 19971119 

Malvar Thomas (美国); 

Gilmer Amy Jelen (美国) 

孟山都公司 (美

国) 

US7078509 美国 20030502 

AU7491600 澳大利亚 20000913 

BR0014516 巴西 20000913 

CA2384967 加拿大 20000913 

CN1390259 中国 20000913 

EP1218513 欧盟 20000913 

对鳞翅目昆虫有

活性的 Bt菌（苏

云金芽孢杆菌）δ

内毒素多聚核苷

酸，组成及使用方

法 
ZA200201610 南非 20020226 

Baum James A; Chu 

Chih-rei; Donovan 

William P; Gilmer Amy J; 

Rupar Mark J 

孟山都公司 (美

国) 

可用于植物保护

中的 DNA分子 
US5218104 美国 19910219 

Hilder Vaughan Alan (英

国); Gatehouse Angharad 

Margaret Ro (英国); 

Gatehouse John Arthur  

(英国); Boulter David (英

国) 

Agricultural 

Genetics Co (英

国) 

AU7543301 澳大利亚 20010608 
植物启动子序列

及其使用方法 
US6,977,325 美国 20020228 

Jilka Joseph M; Hood 

Elizabeth E; Howard John 

A 

Prodigene Inc 

(美国) 

AU4118289 澳大利亚 19890908 

CA1341428 加拿大 19890908 

CN1145698C 中国 19890909 

合成杀虫晶状蛋

白质基因 

JP11266882 日本 20011019 

Adang Michael J; 

Rocheleau Thomas A; Merlo 

Donald J; Murray 

Elizabeth E 

Lubrizol 

Genetics Inc/ 

Myco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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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1030013 香港 20010130 

EP0359472 欧盟 19890907 

KR0168038B 韩国 19890909 

US5380831 美国 19930503 

NZ230375 新西兰 19890821 

 

备注： 

“?”：未获得该项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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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5 

 

专利在不同国家的范围列表 

 

专利名称 专利号 国家 保护范围 

CN1210402C 中国 1） 基因序列 

2） 使用方法 

3） 转化的宿主细胞(原核和真核细胞，包括植物细

胞) 

4） 成分 

5） 肽 

6） 相应抗体 

EP0942985 欧盟 1）基因序列 

2）使用方法 

3）宿主细胞（原核和真核细胞，包括植物细胞） 

4）成分 

5）相应的肽和蛋白质 

6）相应抗体 

7）转化的植物、种子和后代 

US6962705 美国 相应的蛋白质 

具有新型广谱杀

虫活性的杂合 Bt

菌（苏云金芽孢杆

菌）δ－内毒素 

JP2001502555T 日本 1）基因序列 

2）使用方法 

3）宿主细胞（原核和真核细胞，包括植物细胞） 

4）成分 

5）相应的肽和蛋白质 

6）相应抗体 

7）转化的植物、种子和后代 

EP0633317 欧盟 1）基因序列 

2）载体 

3）转化的细胞 

4）转化的植物 

CN1253570C 中国 1）基因序列 

2）载体 

3）转化的细胞 

4）转化的植物 

分离的在植物基

因转化中可作为

嵌合基因终止区

的 DNA序列 

JP7008278 日本 1）基因序列 

2）载体 

3）转化的细胞 

4）转化的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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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6313282 美国 1）基因序列 

2）载体 

3）转化的细胞 

4）转化的植物 

CN1347457 中国 转化方法 

EP1171621 欧盟 转化方法 

US7285705 美国 转化方法 

植物转化方法 

JP2002541853T 日本 1）转化方法 

2）转化的植物组织、种子和其它繁殖物 

CN1145698C 中国 基因修饰方法 

EP0359472 欧盟 1）基因修饰方法 

2）基因序列 

3）转化的细胞 

合成杀虫晶状蛋

白质基因 

US5380831 美国 1）基因修饰方法 

2）基因序列 

CN1255539C 中国 1）基因序列 

2）基因分离方法 

3）蛋白 

4）使用方法 

5) 一种用于筛选用的寡核苷酸 

EP0792363 欧盟 1）基因序列 

2）基因分离方法 

3）蛋白 

4）使用方法 

5) 一种用于筛选用的寡核苷酸 

6）转化的植物组织、种子和其它繁殖物 

新型杀虫蛋白和

菌株 

JP10506532T 日本 1）基因序列 

2）基因分离方法 

3）蛋白 

4）使用方法 

5) 一种用于筛选用的寡核苷酸 

6）转化的植物组织、种子和其它繁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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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6  

种植协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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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7 

孟山都公司致加拿大农民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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