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关于《用于专利程序的生物材料保藏办法

（草案）》的修改说明 

 

一、修改《用于专利程序的微生物保藏办法》的必要性 

1985 年我国专利法生效实施，中国专利局同年发布了

《用于专利程序的微生物保藏办法》（第 8号公告）（以下简

称 8 号公告），建立了用于专利程序的生物材料保藏制度。

1995年，我国加入《国际承认用于专利程序的微生物保藏布

达佩斯条约》（以下简称布达佩斯条约），我国的两家保藏机

构成为布达佩斯条约下的国际保藏单位。多年来，用于专利

程序的生物材料保藏制度为涉及生物技术的发明创造获得

专利保护提供了重要的支撑，对我国生物产业的创新发展起

到了促进作用。 

但是由于 8号公告制定的时间较早，其中既包含应当在

部门规章中规定的涉及保藏单位及专利申请人权利义务的

内容，又涉及保藏单位的地址、保藏范围、收费标准及技术

操作要求等信息性、操作性内容，导致相关信息变更不畅，

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够清晰等问题。更为重要的是，8

号公告中关于发放生物材料样品的规定较少，程序不够明

确，可操作性不强，实践中需要使用保藏单位保藏的生物材

料的第三方几乎无法获得生物材料样品。用于专利程序的生

物材料保藏制度的目的是通过生物材料的保藏和发放，实现

专利申请人公开发明创造并由此获得专利保护，如果没有有

效的发放，就难以实现为专利程序保藏生物材料制度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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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也无法促进科技人员的继续技术创新和生物资源的有

效利用。因此，为了更好实现用于专利程序的生物材料保藏

制度的目标，促进生物技术领域的技术创新及发明创造的实

施运用，有必要对 8 号公告进行修改。 

二、修改的主要过程 

2013年，国家知识产权局针对“用于专利程序的生物材

料保藏相关制度”开展了立法后评估工作，对包括 8 号公告

在内的相关规定的合法性、规范性、合理性、执行性、实效

性等进行了全面的评估。评估结果总体良好，但也发现公告

中存在上述问题，尤其是有关发放生物材料样品的规定有待

完善。 

为此，2014 年初，国家知识产权局将 8号公告的修订工

作纳入了 2014 年规章制定与修改计划，并成立工作组，开

展 8 号公告的修改工作。2014年 3 月至 7月，工作组分别在

北京、武汉、上海、广州等地开展调研，充分听取保藏单位、

专利申请人、代理人、专家学者等的意见，在调查研究的基

础上草拟并经多次修改，形成了《用于专利程序的生物材料

保藏办法（草案）》（以下简称“本办法”），现面向社会公众

征求意见。 

三、修改的主要内容 

此次对 8号公告的修改是建立在现行专利法及其实施细

则的框架基础上，并且充分考虑与布达佩斯条约的衔接、吻

合。主要修改内容如下： 

（一）体例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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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8 号公告中涉及在生物材料的保藏、提供生物材料样

品过程中国家知识产权局、保藏单位及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

的，由本办法规定；涉及保藏单位的名称及其地址由国家知

识产权局另行公布；涉及各保藏单位接受保藏的生物材料种

类、收费标准以及对保藏和提供生物材料样品程序中的具体

要求，如保藏和提供生物材料样品的形式、数量、技术要求、

其他服务协议等，由保藏单位确定并予以公布，报国家知识

产权局备案。此外，删除或修改 8 号公告中已经过时的内容。 

（二）关于保藏单位的职责 

用于专利程序的生物材料保藏制度既包括将生物材料

提交保藏单位予以保藏，也包括向需要生物材料的人提供生

物材料样品。如果不能有效提供生物材料样品，用于专利程

序的生物材料保藏制度将不能实现其根本目的。因此本办法

明确了立法宗旨，即：规范用于专利程序的生物材料的保藏

及提供样品的程序；明确了保藏单位的职责，即负责用于专

利程序的生物材料的保藏及向有权获得样品的单位或者个

人提供所保藏的生物材料样品。（第一、二条）  

（三）统一称谓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十四条的规定，申请专利的发

明涉及新的、公众不能得到的生物材料，并且对该生物材料

的说明不足以使所属领域的技术人员实施其发明的，申请人

应当在申请日前将该生物材料的样品提交保藏单位保藏。因

此不管保藏生物材料样品时申请人是否已经提交专利申请，

涉及生物材料的保藏程序应当由专利申请人办理。8 号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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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涉及的称谓有“请求保藏人”、“请求人”、“保藏请求人”

等，这些称谓不能够直接反映出本办法规定的生物材料的保

藏等相关程序是用于专利程序的目的，并会在提供生物材料

样品时出现权利主体不清引起误解的情况。因此本办法在生

物材料的保藏程序中统一称为“专利申请人”，在提供生物

材料样品的程序中统一称为“专利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

以免在相应的程序中引起误解。 

（四）明确保藏期限内不得撤回保藏 

根据布达佩斯条约的规定，用于专利程序目的的生物保

藏，在条约规定的保藏期间内不得撤回。这既要求保藏单位

确保有效保藏生物材料至少 30 年，同时也对专利申请人规

定了义务，即其在保藏期限内不得撤回保藏。8 号公告中对

此没有明确，但实际上专利申请人在向保藏单位提交保藏

时，在所填写的表格中作出了在保藏期限内不撤回保藏的承

诺。鉴于该项义务对于专利申请人来说非常重要，申请人应

当在提交生物材料保藏之前清楚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故本办

法对此予以明确规定。（第四条） 

（五）明确不予保藏的情形 

本办法明确了保藏单位对于生物材料不予保藏的情形。

布达佩斯条约中明确规定了保藏单位的受理程序和不予受

理的情形，本办法参照条约规定增加保藏单位对于生物材料

不予保藏的情形。（第七条） 

（六）修改保藏单位的保密责任的期限 

8 号公告中规定保藏单位在保藏期间负有保密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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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提供微生物的情报和样品。本办法将其修

改为，“涉及保藏的生物材料的专利申请公布前”，保藏单位

负有保密责任。缩短保密期限的目的在于，一方面，在专利

申请业已公布后，保藏单位并不需要再对保藏信息予以保

密，可以决定将申请专利所涉及的保藏生物材料编制在其保

藏目录中并予以公布，从而能够促进保藏生物材料的利用；

另一方面，在专利申请公布后，保藏单位可以根据本办法的

相关规定向第三方提供生物材料样品，而原来的规定限制了

生物材料样品的发放。（第十条） 

（七）完善关于提供生物材料样品的规定 

在遵守布达佩斯条约规定的义务、参考其他国家做法的

基础上，本办法规定了三种提供生物材料样品的情形。具体

修改如下： 

1．明确应保藏生物材料的专利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或

经其允许的人的请求，保藏单位应当向其提供生物材料样

品。 

8 号公告规定在不同阶段只向专利局批准的人、保藏请

求人指定的人发放生物材料，而专利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的

权利规定并不明确。不能向专利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提供生

物材料样品显然是不合理的，故有必要在本办法中明确向专

利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提供生物材料样品的规定。考虑到专

利申请权或者专利权可以转让，为了避免在权利转让的情况

下出现请求提供生物材料样品的主体资格的混乱，本办法规

定，专利申请权或者专利权发生转让的，请求提供生物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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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的权利以及允许他人获得生物材料样品的权利一并转

让。（第十二条） 

2．为了履行国际条约的义务，增加保藏单位根据包括

国家知识产权局在内的各缔约方专利局的要求，应当提供生

物材料样品的规定。（第十三条） 

3．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在涉及保

藏生物材料的专利申请公布后，任何单位或者个人需要将该

生物材料作为实验目的使用的，应当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

请求。本办法明确了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具有关请求人可以获

得生物材料样品的证明的程序。 

8 号公告中规定，专利申请被驳回、撤回、视为撤回之

前或者在授予专利权之前，保藏中心只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批

准的单位或者个人提供保藏的微生物样品；专利申请被驳

回、撤回、视为撤回之后或者在授予专利权之后，经微生物

保藏请求人同意，保藏中心应当向其指定的单位或者个人提

供该微生物样品。实际情况是第三人在专利申请授权前后都

几乎无法获得生物材料样品，这显然不利于实现专利法及其

实施细则关于生物保藏制度的立法目的。因此，本办法规定：

国家知识产权局在收到请求人依照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十

五条提出的提供生物材料样品的请求后，将对专利申请及请

求人的情况予以核实。为了保障专利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的

利益，国家知识产权局应将该请求通知专利申请人或专利权

人并征求其意见。在综合考虑核实情况及权利人意见的基础

上，国家知识产权局最终确定是否向请求人出具其有权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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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材料样品的证明。（第十四条） 

4．本办法明确了对提供和使用生物材料样品的约束。

保藏单位提供生物材料样品以及获得生物材料样品的人在

使用生物材料时，均须遵守国家有关生物安全、出入境管理

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本办法还规定保藏单位向专利申请人或

者专利权人之外的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提供生物材料的，应当

及时通知专利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以确保其知情权。（第

十六、十七条） 

（八）保藏期届满后对生物材料的处置 

本办法新增加了第十八条，就保藏期限届满后生物材料

的处置予以规定，以便维护当事人的权益和促进生物资源的

更好利用。即：自保藏期限届满之日起 1 年内，专利申请人

或者专利权人可以取回所保藏的生物材料或者与保藏单位

协商处置该生物材料。专利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在该期限内

不取回也不进行处置的，保藏单位有权处置该生物材料。（第

十八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