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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创新和知识产权 
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草案 

关于贸易、知识产权和公共卫生之间界面的机构间工作 

秘书处的报告 

 
1. 在过去 10 年中，卫生大会通过了若干决议，指导了世卫组织关于公共卫生、贸易
和知识产权之间关系的工作，最近的有 WHA59.24 号决议（公共卫生、创新、基本卫
生研究和知识产权：制定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WHA59.26 号决议（国际贸易和卫
生）以及 WHA60.30 号决议（公共卫生、创新和知识产权）。在公共卫生、贸易和知
识产权领域内，秘书处本身继续向会员国提供政策指导和技术支持，并根据向总干事
提出的具体要求作出反应。 

2. 为了巩固其政策指导和技术支持，世卫组织与其它有关国际组织，尤其是世贸组
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密切合作。重大的机构间活动概述如下。 

世卫组织的职权 

3. 卫生大会的若干决议涉及贸易协定对药品和卫生政策（包括相关技术合作）的影
响。例如，在 2003 年通过的 WHA56.27 号决议中，卫生大会表示自己“牢记对目前专
利保护制度的关注，尤其对发展中国家获得药物的关注”，并敦促会员国“在必要时
考虑调整国家法规以便充分利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中包含的灵活性”。在
WHA57.14 号决议中，卫生大会同样敦促会员国作为一项重点“必要时考虑修订国家
法规以便充分利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中包含的灵活性[并]在双边贸易协定中考
虑到世贸组织部长级会议（2001 年于多哈）通过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中包含
并经关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和公共健康的宣言确认的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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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 2006 年 5 月，第五十九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了认可世卫组织多机构技术合作措
施的两项决议。在 WHA59.26 号决议中，它要求总干事“对会员国的要求作出反应，
以支持它们努力建设能力，了解国际贸易和贸易协定对卫生的影响并通过利用贸易和
贸易协定可能对卫生产生的潜在机遇和应付其潜在挑战的政策和法规处理相关问
题”。在 WHA59.24 号决议中，它决定建立一个政策间工作小组，以便根据世卫组织
知识产权、创新和公共卫生委员会报告的建议制定一份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战略和
计划的目的是，除其它外，“为针对严重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疾病并以需求驱动的基本
卫生研究与开发确保强化和持久的基础”。此外，该决议要求总干事“从公共卫生的
角度出发并酌情与其它国际组织协商，继续监测知识产权以及委员会报告涉及的其它
问题对开发和获得卫生保健产品的影响，并就此向世界卫生大会报告”。 

5. 在 WHA60.30 号决议中，第六十届世界卫生大会要求总干事“酌情应要求并与其
它有关国际组织合作，向打算利用关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和其它国际协定中
包含的灵活性的国家提供技术和政策支持，以便促进获得医药产品和实施关于与贸易
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和公共健康的多哈部长宣言及其它世贸组织文书”（附有脚注解
释世贸组织总理事会对“医药产品”的定义）。此外，由于正在持续地讨论关于通过
世卫组织协调的全球流感监测网络共享流感病毒及其在开发流感相关药品、诊断制剂
和疫苗方面的潜在用途等问题，卫生大会在 WHA60.28 号决议中要求总干事“委托编
写一份流感病毒及其基因的专利问题专家报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正在开展这项工
作。 

技术合作 

6. 世卫组织与其它国际组织的工作侧重于四个主要领域，参与程度各不相同：加强
政策决定的技术指导、能力建设、直接国家支持以及监测和影响评估。 

为政策决定提供信息的技术指导 

7. 通过与不同专家和相关国际组织的协商，秘书处继续不断确认与实施《与贸易有
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以及《关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和公共健康的多哈宣言》
有关的重点问题，并以技术出版物和情况介绍文件的形式提供技术和政策指导。最近
的两个实例如下： 



  A/PHI/IGWG/2/INF.DOC./5 
 
 
 

 
  3 

• 世卫组织和开发计划署联合发布了《非自愿使用医疗技术专利的付费准则》1。
《关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和公共健康的多哈宣言》确认了国家发放强
制性许可证的权利以及决定此类许可证发放理由的自由。但是，由于缺少适当
的行政/法律基础设施和程序以实施强制性许可证制度，其有效的使用可受到阻
碍。由于多数发展中国家在此领域内没有足够的专门技术与经验，该出版物的
意图是为它们提供一份关于强制性许可证制度关键性要求的有用指南。 

• 正在开展一项合作项目，目的是设计一种分析和评估工具，并伴有一本配合
使用的业务手册以帮助决策者(1)制定与贸易和卫生相关的更好的国家政策和
战略并(2)组织他们在与贸易和卫生相关问题方面能力建设的要求。该项目以
选定国家中正在开展的其它工作为基础，这些工作侧重于更充分了解贸易和
卫生问题并采取有关行动。项目汇集了来自已获得这些分析技能的国家的高
级贸易和卫生官员以及来自世卫组织、世贸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贸发会
议、双边开发机构、学术界、杰出中心和民间社会的专家，以便审议和评估
已完成的国家贸易和卫生评估、委托编写的关于目前评估方法的文件以及贸
易和卫生选定领域内除正在设计的工具之外的其它工具。项目的结果将作为
全球贸易和卫生行动的基础，按必要调整以适应特定国家以及发展伙伴、多
边和区域开发机构及技术团体等其它利益攸关方的需求。 

能力建设 

8. 世卫组织继续对卫生、贸易和专利官员的情况介绍与培训班采用多机构的措施，
以便加强发展中国家的能力，确保有效参与贸易谈判并在国家政策和立法中充分考虑
公共卫生利益。在 2005 - 2006 年，世卫组织为发展中国家决策者和贸易谈判人员组织
和促进了一系列区域和国家培训讲习班，以便加强其了解和监测贸易协定影响的能力
并加强谈判技能。三个值得注意的例子如下： 

• 关于知识产权和药物可及性的世卫组织国家间研讨会（达卡，2006 年 3 月）
由世卫组织东南亚区域办事处组织，旨在提供关于知识产权和贸易协定发展
情况的最新情况；审查这些事态发展将在国家级对药物（包括奥司他韦和用
于艾滋病毒/艾滋病的药物）的可及性有何影响；以及在区域和国家级建议具
体行动，使贸易协定中的公共卫生条款产生效益。根据世卫组织促进决策一
致性的部门间措施，与会人员包括东南亚区域各会员国的卫生、贸易和专利
官员。 

                                                      
1 文件 WHO/TCM/2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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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区域办事处组织了一次世卫组织区域讲习班（布拉柴维尔，2006 年 2
月），涉及当地生产基本药物，包括抗逆转录病毒药物，主要目标如下：审
查非洲区域当前生产基本药物的能力；审议可行的战略和政策方案以加强生
产基本药物，包括抗逆转录病毒药物；为加强当地生产基本药物（包括抗逆
转录病毒药物）能力的活动准备一份 2006 - 2010 年战略框架；以及制定世卫
组织完成这些活动的工作计划。所产生的战略框架涉及政策（包括国家药物
政策）、知识产权和与贸易相关问题等核心方面。 

• 世卫组织继续参与世贸组织关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问题的区域培训
讲习班，例如向 2006 年关于实施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和多哈宣言的四
次区域讲习班提供专家并对来自范围广泛的国家的卫生、贸易和专利官员进
行培训。在世贸组织关于实施多哈宣言第 6 段的研讨会上（日内瓦，2006 年
9 月），世卫组织工作人员主持了关于实施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和药物
可及性的一次会议。 

9. 此外，世卫组织与世贸组织合作，为关于全球化世界中卫生政策的一次培训班
（日内瓦，2005 年 6 月）编写了关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和药物可及性的一个
单元，目的是向世卫组织工作人员和研究生介绍当前和新出现的卫生政策问题。 

直接国家支持 

10. 世卫组织向各国已提供并将继续提供直接支持以便利对其国家政策和法律框架的
审查。这种支持注重于制定重视公共卫生问题并结合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灵活
性的国内专利法规。在与国家和区域办事处密切协商之后制定了这一措施。提供的支
持符合卫生大会在 WHA60.30 号决议中对总干事的要求，即“酌情应要求并与其它有
关国际组织合作，向打算利用关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和其它国际协定中包含
的灵活性的国家提供技术和政策支持，以便促进获得医药产品”。 

监测和影响评估 

11. 尚未充分评估保护知识产权对公共卫生的影响。需要持续地监测和分析贸易协定
对公共卫生和基本药物可及性的影响。此外，需要系统地收集和分析与评估经济全球
化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对提高药物可及性的影响相关的数据。世卫组织将注
重于监测和分析贸易协定对公共卫生和基本药物可及性（包括新出现的趋势和事态发
展）的影响。这项工作的重点和有关活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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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基本药物的专利情况。世卫组织与包括欧洲专利局、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和一些选定的国家专利局在内的若干合作伙伴开展了一项试点项目，对特定
基本药物在发展中国家受到专利保护的程度进行调查和分析。 

• 形成公共卫生观点，以审查药品专利。新分子个体的专利数仍然很少并还在
减少，但保护现有药物和程序变型的专利数增多。为了应对这方面日益增长
的关注，需要监测和分析药品专利趋势。为评估一些专利局的做法，对不同
类别的医药产品专利保护进行了研究，表明可采用一些机制以便把公共卫生
观点纳入授予药品专利的程序。该项研究的报告提出了对一些常见药品专利
保护模式进行评估的一套总体准则，并建议了用于在发展中国家开展国家级
药品专利评价和审查的重视公共卫生的准则要点。在开展这项活动时，秘书
处与各会员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国际贸易
和可持续发展中心以及南方中心进行了合作。起草了一份工作文件，目前正
在通过广泛协商进行进一步审议。 

• 评估贸易协定的影响。从公共卫生角度对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进行明确分析
的要求日益增多，包括数据独占性、专利期延长、限制强制许可以及专利和
药物管制当局之间联系等规定对公共卫生和药物可及性的影响。世卫组织与
世界银行学院以及国际贸易和可持续发展中心合作召开了一次专家协商会以
制定方法评估《超出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的附加条款》涉及药物价格
的影响（日内瓦，2006 年 7 月 31 日 - 8 月 1 日）。三个组织评估影响联合规
划的目的是构建统一的方法框架以提高发展中国家评价《超出与贸易有关的
知识产权协定的附加条款》标准对公共卫生影响的能力。这一框架旨在供各
国政府、研究机构和民间社会组织使用。提供可靠的经验证据尤其可加强政
府的谈判能力，在商议知识产权新标准时确认可能需要采取灵活性的地方，
并表明补充政策如何可有助于减轻《超出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的附加
条款》标准对公共卫生的可能不良影响。通过提供经验分析工具和知情决策
数据，该框架应有助于推动关于《超出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的附加条
款》影响的讨论。 

前进的方向 

12. 秘书处的重点仍然如下：加强会员国各级的能力，并就国际贸易、贸易规则和知
识产权对公共卫生的影响进行分析、评估和采取行动。世卫组织力图通过三项战略促
进与包括联合国、区域和国家在内的范围广泛的伙伴开展面向外部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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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扩大和传播关于全球化、贸易和卫生的知识，包括就贸易协定和知识产权对
公共卫生的影响形成明确的政策观点和技术指导； 

• 制定和采用工具及培训材料并提供技术支持，以便建设国家就贸易自由化、
贸易规则和知识产权对公共卫生影响进行分析和采取行动的能力； 

• 促进世卫组织贸易和卫生问题政策的一致性并发展全球伙伴关系，以便确保
贸易政策和贸易规则中考虑到公共卫生方面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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