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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古屋议定书》：博弈 10年，终于妥协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10次缔约国会议通过《获取与惠益分享名古屋议定书》

阴本报记者 包晓凤 龙九尊
10 月 30 日凌晨，《生物多样性公

约》第 10次缔约国大会在会议闭幕之
际表决通过了《名古屋议定书》与《爱
知目标》。博弈了 10年的各方终于相互
妥协。
“总体而言，这次缔约国大会具有

里程碑式的意义。”参与谈判的中国专
家、中央民族大学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
教授、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
生物多样性首席专家薛达元 11月 5日
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采访时评价说。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10次缔约国

大会从 10 月 18日开始到 29日结束，
参会各方围绕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
享议定书、2010 年之后生物多样性保
护目标、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资金援
助等三大焦点议题展开激烈的交锋。

谈判僵局

“在这三大议题中，遗传资源获取
与惠益分享议定书又是重中之重。”薛
达元说。

多年来，发达国家一直从发展中国
家获取遗传资源，利用其创造出专利产
品之后再卖给发展中国家。对此，发展
中国家认为有必要制定具有法律约束
力的利益分享制度，用以解决这一不公
平现象。

这也是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
议定书的核心思想。该议定书是自
1993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生效以来的
一大难题。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
之间的分歧严重，历次谈判都未能达
成。

在此次议定书的谈判中，发达国家
与发展中国家冲突再起。双方就遗传资
源的范围、遗传资源的获取、遗传资源
的惠益分享、议定书遵约等问题上再次
交火。

在遗传资源范围的问题上，《生物
多样性公约》对遗传资源的定义是：遗
传资源是有遗传功能的材料。据此分
析，具有遗传功能的就是 DNA、RNA。
但是真正被利用的并不是 DNA 和
RNA，而是它的衍生物，亦即遗传基因
表达的生物化学组成以及生物自然代
谢产生的化合物。
发展中国家据此要求，遗传资源应

该包含这些衍生物。但这一提法遭到了
发达国家的反对。它们认为，既然《生
物多样性公约》指的是遗传资源，那就
只能限定于遗传资源。
病原体也成为争论的焦点。由于存

在发达国家根据发展中国家提交给
WHO 的病原体样本开发出具有专利
保护疫苗的情况，发展中国家要求说，
发达国家开发此类疫苗应该让病毒样
本提供国事先知情并同意，开发出的疫
苗也应该实行惠益分享。发达国家反驳
说，在紧急情况下，用于科研的、为整
个人类服务的、非商业的遗传资源的利
用应该简化获取程序。
发展中国家还提出，与遗传资源相

关的传统知识也应该实行惠益分享。例
如不少国家根据中国传统的医学知识
开发出很多药物，中国对此要求惠益分
享，但遭到了韩国和日本等国家的强烈
反对，因为这些国家的很多药物都使用
到了“汉方”。
在议定书遵约的问题上，发展中国

家提出，要严格实行“事先知情同意”

和“共同商定条件”的原则，发达国家进
行专利申请时不仅要披露遗传资源的
来源，还应该接受发展中国家在其专利
局中进行检查的要求。但这一要求遭到
了欧盟等发达国家的拒绝。

自谈判第一天起，发展中国家与发
达国家就在上述问题上产生了分歧。接

下来的两周多的谈判中，谈判持续陷入
僵局。而这一僵局又干扰了保护目标、
资金援助等重要议题的谈判。

不少发展中国家发难：如果遗传资
源获取与惠益分享议定书不能达成，其
他所有的我都不同意！欧盟等发达国家
针锋相对：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议

定书必须与其他的战略计划等一起通
过。
“10月 28日，谈判崩盘了。”薛达

元当时和其他国家谈判代表感觉一样：
这次会议不会取得任何进展和成果了。
“当时大家都认为没有可能再谈成
了。” （下转 B2版）

□龙九尊李惠钰

《生物柴油调和燃料（B5）》标准（以下
简称 B5标准）9月 26日经国家质检总
局、国家标准委联合发布之后，引发了业
界广泛的关注。

B5标准主要起草专家、中国石油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燃料油产品及添加剂
研究室主任张永光教授接受《科学时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B5标准实施后，
生物柴油可以根据标准加入到石油柴
油中，这为生物柴油进入销售环节打开
了通道。

所谓的生物柴油调和燃料（B5），就
是 2％～5％（体积分数）生物柴油与
95％～98％（体积分数）石油柴油的调合
燃料。
张永光进一步表示，B5标准的实施

将促进国家出台更多的配套政策，这将从
整体上推动我国生物柴油产业健康有序
发展。

标准化之路

生物柴油又称脂肪酸单烷基酯，是由
动植物油脂与醇（例如甲醇或乙醇）经酯
交换反应制取而成。我国在 2005年开始
大规模介入生物柴油行业。
而就在此后的两年间，我国生物柴油

行业经历了从波峰到波谷的跌宕起伏。
2005年，国际原油价格和动植物油

脂价格的低位状态，以及欧洲生物柴油
发展态势促使国内大量投产生物柴油，
生物柴油产能从零发展到约 300 万吨
的规模。
到 2007年时，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带

动了整个食用油脂和工业油价格的大幅
上涨，绝大多数生物柴油企业陆续关闭。
“2007年后我国生物柴油行业就处

于低谷状态。”张永光认为，除了原料价格
的因素，相关标准的缺席在一定程度上制
约了生物柴油行业的发展。
他分析说，由于缺乏国家统一标准，

生物柴油不能加入到石油柴油中去，因此
不可能进入主流销售渠道。大多数生物柴
油被当做化工原料———脂肪酸甲酯出售，
有些则作为渔船、小型发电厂、工业窑炉
的补充燃料。
另一方面，虽然国家对生物柴油持肯

定态度，由于相关标准的缺乏，国家未能
及时出台相关的扶持政策。
“从这一角度来讲，标准的缺乏制约

了生物柴油健康有序的发展。”张永光说。
张永光说，从 2003年开始，我国开始

了一系列生物柴油有关产品标准、试验方
法的制定工作。2007年，我国发布了第一
个生物柴油产品标准———BD100标准。
2009年 4月，B5标准通过审查，该标准将
于 2011年 2月 1日正式实施。

张永光表示，生物柴油有关标准的
制定工作将持续展开。
“BD100发布已经 4年了，2011年我

们会对这一标准进行必要的修订。”他透
露，“国际上 B5标准已经上升到 B7，如果
原料问题逐步得到解决，并有市场需求的
话，我们会适当出台 B7的标准。”
所谓 B7，则是指把 7%（体积分数）的

生物柴油与 93％（体积分数）的石油柴油
进行调合后所得的调和燃料。

保证柴油质量合格

最新发布的 B5标准对由生物柴油
和石油柴油调合的生物柴油调合燃料
（B5）的术语和定义、分类和标记、要求和
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和
贮存及安全进行了规定。
“这一标准界定了生物柴油如何加、

加多少的问题，也界定了在生物柴油生产
和调和过程需要注意的事项和指标。”张
永光解释说，因为生物柴油与石油柴油存
在差异，两者进行调和时必须严格遵照标
准进行。
“例如氧化安定性。”张永光举例

说，生物柴油调和燃料的氧化安定性是
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就是指生物柴油
调和燃料需要满足哪些指标才能保证
在一定的储存时间内仍然保证质量合
格。
“B5轻柴油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标

明，10号、5号、0号、-10号的质量指标对
氧化安定性的要求是总不溶物不大于
2.5mg/100mL。

B5标准把氧化安定性、硫含量、酸
值、铜片腐蚀、凝点等内容进行了规范，
以保证加入 2％～5％生物柴油后仍能
保持原来轻柴油的标准和车用柴油标
准。
“这样才能保证正常的使用。”张永光

说。

推动相关扶持政策出台

B5标准发布之后，引发了业界广泛

的关注。
“这个有非常积极的意义。”11月 5

日，生物柴油专家、清华大学应用化学
所所长刘德华教授在接受《科学时报》
电话采访时表示。

他说，没有这一标准时，中石油、中
石化等大企业没有办法将添加了生物
柴油的石油柴油进行销售，因为那不是
国家允许的产品。
“现在有了这个标准，就可以销售

了。”刘德华说。
中投顾问能源行业研究员周修杰

认为，B5标准发布后，生物柴油相关质
量标准将得以统一，生物柴油将取得正
式入场资格和合法身份，这将对生物柴

油行业的发展起到规范作用，对生物柴
油的推广和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将产
生积极影响。
而张永光认为 B5标准只是一个技

术上的规范，并不能直接推动这一行业
的发展。
“但是间接作用是非常大的。”张永

光说：“它推动国家尽快出台相关的产
业政策和财税扶持政策。这些政策出台
以后，标准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否则实
施只停留在纸面上的意义。”
他透露，B5标准出台后，国家财政

部、发改委、能源局等部门开始加大政
策研究力度，明年可能就会陆续出台相
关的行业政策、财税政策。

但也有另一种声音出现。
“我觉得应该制定一个更加切实可

行的标准。”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生化能
源事业部副总经理郝小明 11 月 10 日
在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采访时说。中粮
集团有限公司是该标准起草单位之一。
他分析说，B5 的生物柴油要以

BD100作为原料。记者查阅 B5标准文
件时发现，该标准对生物柴油这一术语
进行规范时标明了备注：“生物柴油
（BD100）应满足 GB/T 20828的技术要
求。”
“这个比较难。”郝小明说。
对此，参与标准制定的一位专家

称，BD100已经是国际通行标准。

生物柴油 B5标准催促行业扶持政策出台
国家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委 9月 26日联合发布《生物柴油调和燃料（B5）》，将于 2011年 2月 1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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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生物燃料乙醇发展规划
接受国家发改委评估

《山西晚报》11 月 2 日报道，国
家发改委相关专家在太原市对山西
省生物燃料乙醇发展规划进行了评
估。目前山西省适宜种植和已经具
有产业化前景的能源作物为菊芋、
甜菜、甜高粱和薯类。上述能源作物
将主要在盐碱地、黄河沙滩地、荒地
和裸地上种植，这样既节省了耕地
又避免了生物质能原料与民争粮。
按照规划，未来通过一系列投资、税
收等优惠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山西
省将逐步发展为新型能源基地，逐
步建成国家可再生能源生物燃料乙
醇生产基地。

国内外五大生物医药研发机构
入驻江苏无锡

江苏新闻网 11 月 4 日报道，日
前举行的“生命与希望同在”江苏无
锡(惠山)生命科技产业园 C区一期开
园仪式上，加拿大多伦多药学院、上
海理工大学医疗器械与食品学院、上
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所属
的两基地一中心等国内外五家生物
医药界权威机构宣布正式入驻园区。
五家机构联合承诺，未来将加强政、
产、学、研建设，为该市生物医药产业
输出人才。生物制药产业是无锡市近
年来鼓励发展的新兴产业之一。今
年，无锡生物医药产业营业收入有望
突破 260亿元。

世界首例地贫基因疗法试验获
成功 广西将开展合作

广西新闻网 11 月 5 日报道，在
南宁开幕的第三届中国国际地中海
贫血学术研讨会传出好消息，地中海
贫血症基因疗法试验初获成功。广西
地贫医疗专家称将与国外地贫专家
开展合作，尽快造福广西地贫患者。
此次初获成功的地贫基因治疗病例，
是由法国、美国、意大利等国的科研
人员完成。研究人员通过提取患者自
身骨髓的造血干细胞，在体外培养出
血液细胞，然后使用病毒做载体，将
无缺陷的基因引入这些细胞中，再用
化学手段去除多余细胞，只留下基因
缺陷得到修正的红细胞，最后将这些
红细胞移植回患者体内。

上海“十二五”
将建百个生物医药创新联盟

《上海证券报》11 月 9 日报道，
“十二五”期间，上海市将建设 100个
生物医药领域的技术创新联盟。上海
科委生物医药处副处长郑忠民在第
12届上海国际生物技术与医药研讨
会上称，上海市科委正在负责制定上
海“十二五”科技规划，其中生物医药
规划将是重要组成部分。在该规划
中，将出台鼓励应用国产医疗器械的
政策，以及鼓励企业加大研发等新
政。郑忠民还透露，今年 1~8月，上海
全市的生物医药经济总量规模达
882.75亿元，同比增速在 15%以上；未
来，生物制药和医疗器械两方面会成
为最显著的增长点。

广东发力
抢占生物医药产业制高点

《中国医药报》11月 9日报道，广
东省计划，到 2012年争取开发出 10
个以上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对治疗人
类重大疾病有确切效验、毒副作用
小、能规模化生产、质量稳定可控、市
场潜力大、具有品牌效应的新药；争
取建设 4个国家级生物技术研究开
发中心，把广州、深圳打造成世界生
物技术中心，把广东建设成为“国家
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基地”。

桑国卫考察天津国际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桑国卫 11月 6

日视察了天津国际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遥
听取完该院相关进展情况汇报后袁桑国卫指

出袁生物医药在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占据重要
位置袁研究院最重要工作是要抓住这个战略机遇
期袁 努力抢占生物医药产业科技发展的制高点袁
坚持走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的医药发展道路袁推
动我国从医药大国向医药强国迈进遥
桑国卫要求新药研发与实际应用结合袁推动

更多医药新品尽快投入临床治疗袁满足人民群众
的需要遥
南开大学校长尧天津国际生物医药联合研究

院院长尧中国科学院院士饶子和对桑国卫副委员
长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遥 饶子和说袁桑国卫副委
员长等领导的讲话对联合研究院的发展意义重
大遥 联合研究院一定会时刻保持紧迫感袁踏踏实
实把工作做好遥 一定会做好人才服务袁充分发挥

归国人才的能量袁体现他们的价值,一定会加强
市场机制建设遥

国家卫生部副部长王国强尧科技部中国生物
技术发展中心主任王宏广尧国家发改委尧国家中
药管理局尧天津市有关领导陪同考察遥 （宋洋）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10次缔约国大会会议现场（资料图）

《科学时报》：目前有媒体通过调查
发现，生物柴油生产厂家对 B5标准“不
感冒”，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张永光：这是一个歧义和误导。实
际上，B5这一标准主要是针对生物柴
油的调和企业、销售企业和技术监督部
门，而不是针对生物柴油生产企业。生
产 企 业 满 足 BD20828 （GB/T
20828-2007）———BD100这一标准就可
以卖给销售企业。至于销售企业如何
加、加多少则取决于 B5标准。

B5这一标准对生物柴油企业并没
有很严格要求，但个别指标会有约束，
比如酸值。生物柴油本身是含酸的物
质，或多或少会增加石油柴油的酸值。
从这一角度来说，尽管有些企业的生物
柴油达到了 BD100对酸值的要求，但如
果酸值过高，可能会造成整个终端行业
柴油酸值的增高。这种情况下企业在销
售时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制约。

对生产生物柴油企业来说，标准的
出台为将来产品及时销售创造了一个
很好的技术条件，但前提是企业必须严

格实行这一标准。而且应该尽量保持连
续的供应，不论价格高低，都要保持稳
定的供应。进入能源行业要有很强的社
会责任感。
《科学时报》：社会上有一种理解，

认为 B5标准出台后，在普通的加油站
就会有这种 B5柴油出售，事实如此吗？

张永光：肯定是不可能的。因为目
前我们国家生物柴油总产能只有 20万
吨，而石油柴油有 1.5亿吨。生物柴油量
是非常少的。可能国家相关政策制定以
后，会给这一行业带来一个发展的高
峰，产量可能会从 20万吨再增加一些。
对局部地区来说，他们使用的柴油里会
出现少量生物柴油。但对全国绝大多数
地区来讲，会跟现在的情况是一样的。
《科学时报》：这一标准是国家推荐

性标准，您觉得怎样才能发挥标准制定
的初衷？

张永光：B5 标准明年 2月 1日能
不能按时实施，关键要看标准化委员会
以外的其他部门能否及时出台相关的
配套政策。从技术归口、管理部门来说，

我们的工作已经告一段落，后续的一些
标准还会陆续出台发布。
按照目前来看，现在的石油柴油企

业一般不愿意接受生物柴油还有其他
非矿物质柴油的介入，因为这需要进行
新的设施建设，实际上这是成本附加的
过程。当国家财政政策给予一定的价格
优惠以后，它们才会有积极性。

《科学时报》：目前不少地方在闹
“柴油荒”，你认为它对生物柴油有哪些
影响？

张永光：柴油荒是个非正常的暂时
的现象，总体来说，我国柴油是汽油的
两倍多，我们国家柴油并不紧缺，这些
年来，柴油供应已经由过去的紧缺逐渐
变成过剩。

生物柴油本身在能源替代意义上
并不重大。我国柴油产量 1亿多吨，而
生物柴油才 20万吨，对柴油的供应几
乎没有影响。所以从这一意义来说，目
前紧缺对其没有影响。可能对局部地区
生产生物柴油的企业有利，因为价格
高，产品好卖。

B5标准为生物柴油销售创造了条件

B5标准发布之后，有媒体报道称，“生物柴油生产厂家对 B5标准‘不感
冒’”。也有媒体称，由于 B5标准出台，使得生物柴油能正式进入成品油零售系
统，并作为合法汽车燃料使用，这刺激了生物柴油企业的投产。
张永光教授在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B5标准并不直接针对生物

柴油生产企业，而是针对销售和调和等环节。

□龙九尊李惠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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