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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创新和知识产权：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 

秘书处的报告 

 
1. 在关于知识产权、创新和公共卫生的 WHA61.21 号决议中，第六十一届世界卫生大
会要求总干事监测其实施情况和进展，并通过执行委员会向第六十三届世界卫生大会报
告情况。 

2. 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围绕八个要点阐述了 100 多项具体行动1。为落实这些行动，
行动计划确定了以下四类利益攸关方：政府，世卫组织，其它国际政府间组织，以及其
它有关利益攸关方（包括发展伙伴）。 

3. 已根据会员国在 WHA62.16 号决议中接受的进展指标建立监测和报告框架。针对各
项量化指标，秘书处将提供关于具体行动实施情况的进一步补充信息。 

4. 关于秘书处负责的具体行动，正委托拥有适当技术能力和管理职责的部门实施全球
战略和行动计划。本文概述了秘书处以及其它利益攸关方为实施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而
发起的行动情况。 

世卫组织主持的实施活动 

5. 除了这里所述的各项活动外，世卫组织还根据 WHA61.21 号决议，发起了一项快速
启动方案，着手立即实施由其负责的一些具体行动2。世卫组织在其网址上公布了快速
启动方案报告3。 

                                                 
1 这些要点是：(1)把研究和开发需要作为重点；(2)促进研究和开发；(3)建设和提高创新能力；(4)技术转让；(5)

应用和管理知识产权以促进创新和公共卫生；(6)改进提供和获取；(7)促进可持久的供资机制；以及(8)建立监测和报

告系统。 
2 WHA61.21 号决议要求总干事除其它外，“制定一个有足够资金支持的快速启动方案，立即开始实施公共卫生、

创新和知识产权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中由世卫组织负责的工作”。 
3 http://www.who.iint/phi/Q_Sprogramme/en/index.html，请点击 Quick Start Activities（快速启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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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008 年 11 月，根据 WHA61.21 号决议第 4 段第(7)小段的规定，秘书长设立了一个

注重成果和有时限的专家工作小组，以审查当前研究和开发方面的供资与协调情况，包

括富有创新性的新供资渠道建议。专家工作小组由国际公认的决策者和技术专家组成。

专家工作小组于 2009 年举行了三次会议，已于 12 月份完成了报告英文版的编写。为协

助专家工作小组的工作，举行了两次网上公开听证会，一次关于促进研究和开发工作的

富有创新性的新供资渠道建议，另一次关于评估程序。利用为此专门设计的工具（包括

评估框架和标准）评估了各项建议。在磋商过程中，汇集了正在斟酌的各项供资建议，

并与有关团体分享了供资建议。 

7. 关于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要点 4，在联合国贸发会议以及国际贸易和可持续发展中

心的合作下，并在欧盟委员会的支持下，秘书处发起了一个项目，审查影响在与药品有

关的技术转让和发展中国家当地生产上面临的主要障碍。其工作内容包括：调查有关利

益攸关方；制定对现有行动和支持方案的审查程序；并阐述与卫生有关的技术转让和当

地生产趋势。此外，已将项目范围扩大到疫苗和诊断制剂。 

8. 根据世卫组织药物制剂规格专家委员会的建议1，秘书处正编制技术转让指南。这

些指南从质量角度概述了技术转让要点，内容包括转让旨在保证质量和进行控制的分析

方法；技术评估和培训；以及安排和管理技术转让。 

9. 在知识产权领域，与其它有关国际组织合作开展了一些活动，活动重点是能力建设

和培训。通过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合作，扩大了机构间合作。这项工

作是在总干事与这些组织举行高级别会议之后开展的活动，为共同筹划行动和项目奠定

了基础。 

10. 区域和国家创新网络对确保实施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极为重要，尤其在促进研究和

开发以及能力建设方面。正在建立非洲药品和诊断制剂创新网络，以便促进非洲国家通

过发明、生产和提供支付得起的新工具（包括基于传统医学的新工具），在产品研究和

开发领域进行创新，并支持开发基础设施和能力。在秘书处支持下，并在其它几个组织

（尤其是非洲开发银行和欧盟）的合作下，于 2009 年举行了两次利益攸关方协商会议，

并制定了一项业务计划。 

                                                 
1《世卫组织技术报告系列》，第 948 期，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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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东南亚区域和美洲区域正就设立区域网络事宜进行初步讨论。泛美卫生组织和秘书
处发起建立拉丁美洲网络问题，并于 2009 年 9 月在巴拿马市举行了首次会议。在 2009
年 10 月于中国上海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发起了建立中国药物与诊断创新网络的行动，
学术界和产业界科技人员以及科技部和卫生部的代表参加了会议。 

12. 全球战略呼吁加强世卫组织资格预审规划。在此方面的工作包括把被忽视的热带
病、大流行性流感和生殖卫生药品列入药品资格预审范围。更具体而言，自 2009 年 1
月以来： 

• 有 44 种产品通过了资格预审，包括以下儿科用药：八种用于治疗艾滋病毒/艾滋
病，三种用于抗结核，一种用于治疗疟疾，七种用于抗流感。通过世卫组织资
格预审的药品目前总计 236 种； 

• 有四个质量控制实验室通过资格预审，这类实验室总数现已达到 12 个。 

• 开展了诊断制剂资格预审工作。此项工作具有以下四项内容：档案审查；视察生
产地点；评估实验室；以及建立监管能力，包括上市后监测能力。迄今已收到 99
项申请，其中 23 项被确定为优先对象，被邀进入档案审查程序。与此同时，在
联合国系统其它组织的合作下，扩大了通过世卫组织采购诊断试剂的产品范围。
已在三个非洲国家（布基纳法索、科特迪瓦以及坦桑尼亚共和国）启动了试点项
目，旨在增强这些国家在诊断试剂的监管和售后监测方面的能力。目前在着手准
备将另外两个国家（中国和南非）纳入该试点计划。 

13. 在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 African Union 和澳大利亚乔治国际卫生研究中心的合作下，
卫生研究促进发展理事会建立了一个新颖的框架，支持国家（尤其是非洲区域国家）实
施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这一框架的目的是支持国家评估本国在创新和当地药品生产方
面的需求。此外，它为国家提供了一个实用工具，协助其选择最适合其需要的全球战略
和行动计划内容，并协助通过一个网络信息平台监督实施情况。 

14. 落实发展权高级别工作队在 2009 年 4 月举行的第五次会议上1，要求从发展权角度，
对公共卫生、创新和知识产权政府间工作小组的工作以及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进行文件
审评。工作队的报告2说明了导致通过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的过程，并阐述了工作队围

                                                 
1 落实发展权高级别工作队是根据人权委员会第 2004/7 号决议在发展权工作组框架内设立的机构。 
2 文件 A/HRC/12/WG.2/TF/2 和 Cor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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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全球战略和根据享有可达到的最高健康水平的权利开展标准制定工作。它还总结了政
府间进程的经验教训，以协助努力制定和改进与千年发展目标 8（建立全球发展伙伴关
系）有关的发展权指标。 

15. 2010 年 1 月，执委会在第 126 届会议上审议了本报告以及研究与开发筹资问题专家
工作小组报告的全面摘要。执委会同意，应在几周后将报告全文用所有正式语言发布出
来，并开展一次基于网络的咨询活动，然后在卫生大会前一周与会员国进行一次全天性
磋商1。 

卫生大会的行动 

16. 请卫生大会注意本报告。 

 

=      =      = 

                                                 
1 文件 EB126/2010/REC/2, 第二次会议、第三次会议摘要记录（均为第二部分），以及第四次会议摘要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