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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科研管理应 实行

知识产权全程 管理制度

口宋晓亭 上海市中医药知识产权研究中心 上海

摘 要 社会 的发展和技术 的进步
,

迫切 需要在科研管理 活 动 中实行知 识 产权全程 管理 制

度
。

中医 药行业在技术开发等科研活动 中
,

由于大 多涉及到应 用 型科研项 目
,

更应 当实行知识产权

全程管理制度
。

知识产权全程管理制度主要 包括专利技术信 息检 索
、

知识产权可行性分析报告
、

技

术保密方案
、

委托或联合科研 中的知识产权分享等项 管理 内容和制度
。

关键词 中医 药 科研管理 知识产权全程 管理

年 月
,

国家科技部为了贯彻在 国家科技

计划中实施专利战略的 目标
,

在科技部
、

财政部联

合下发的 《国家科研计划项 目研究成果知识产权管

理若干规定 》的基础上制定了 《关于加强 国家科技

计划知识产权管理工作 的规定 》
,

其中明确指 出 知

识产权管理是科技计划管理的重要 内容
,

并贯穿科

技计划管理工作的始终
。

这一规定表明
,

从知识产

权 的角度来对科研工作进行管理是现代科技发展

的需要
,

知识产权应当是科研管理的切入点和主要

目的所在
。

不但将知识产权管理纳人到科研管理

中
,

更应当贯彻在科研管理活动的全过程 中
。

虽然

该规定主要是针对一些 国家级的重大课题如
“ ”

计划
、

科技攻关计划等
,

但是在科研管理实践中
,

知

识产权全程管理制度适用 于所有科研计划项 目的

管理活动
。

中医药行业 由于近年的迅速发展
、

研发

机构的 日益增多
、

极易产生新的技术方案等众多原

因
,

使得知识产权全程管理制度在其科研管理中显

得更为重要
。

收稿 日期 一 一

上海市知识产权局 年软课题 。 《上海中医 药知识产权战略研究 》
,

负责人 宋晓辛等
。

联 系人 宋晓辛
,

上海中医药大学校长办公室副主任
,

主持上海市中医药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研究工作
,

卜 一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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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知识产权全程管理制度的含义和 内容

所谓知识产权全程管理制度
,

应当是指在科研

项 目的立项
、

实施
、

验收和转化等过程 中运用知识

产权产生
、

权属
、

使用
、

保护等法律规定来对科学研

究行为的全过程进行跟踪性的管理
。

它主要包括专

利检索
、

知识产权可行性分析报告
、

技术保密方案
、

委托或联合科研 中的知识产权分享
、

信息披露制

度
、

关键技术报告制度等项 内容
。

其具体内容主要

是

对与本课题有关 的技术领域进行专利检索

其 出发点主要是为了证明欲申请课题在本技术

领域内的新颖性
,

也为了防止过失性权利冲突
。

一

般地说
,

世界上最新技术往往最先出现在专利文献

中
,

所以
,

充分利用专利文献
,

不仅可 以参考现有技

术来拓展 自己的科研思路
,

加速科研进程
,

避免重

复别人的劳动
,

而且可 以避免侵犯他人在先的知识

产权
,

是课题研究 中可能形成 自主知识产权的首要

条件
。

知识产权可行性分析报告

是指课题 申请人在 申请承担某项科研项 目时
,

对本次 申请 的研究课题 内容与现有技术进行对 比

后
,

预计本课题可能解决的技术问题
、

可能形成哪

几项创造性技术
,

并可进一步认为该项技术属于发

明
、

实用新型
、

外观设计
、

还是计算机软件
、

、

植物新品种等知识产权的具体类型
。

该报告书

主要包括本技术领域现有技术状况
、

拟获得的知识

产权类型
、

数量及可能获得的阶段
、

本技术所能形

成的产品及市场前景等
。

该报告一般应 由知识产权

管理人员 协助科研人员作出并作为科研管理跟踪

的 目标之一
。

研究项 目的技术保密方案

一般包括两方面内容
,

一为课题承担单位或担

保单位应建立知识产权管理规定
,

包括权利义务
、

责任追究和泄密后补偿机制等 另一为针对具体课

题所签署的法律文件
,

主要涉及到对拟研究课题的

技术内容如何进行保密的问题
,

如课题组 内部保密

协议
、

与立项 或所在 单位订有保密合同等
。

其主

要 目的是为 了保 障在研技术 的新颖性 和一旦进人

诉讼阶段时的证据展示
。

知识产权协调 管理 员

即在课题组成员为二人 以上时
,

应在本课题组

中指定一名成员作为本课题组知识产权协调管理

员
,

其任务是在本课题研究过程中对所有即将或已

经产生 的涉及知识产权的技术或作品作材料提供
、

技术 申报等联络事宜
,

其 目的是制度落实到人
,

保

证各项技术得到及时有效的形成和保护
。

合作科研 中的知识产权权属 分享

主要是为了保证研究课题中可能形成的权利清

晰
,

避免今后产生权利纠纷
。

要求课题申报者就合

作科研 的内容与共 同研究或委托研究 的他方单位

或个人订立书面协议 合同
。

并且在与他方共同研

究或将部分课题任务转委托他人研究前还须取得

课题立项方 的书面 同意
,

但委托他方进行常规试

验
、

提供社会化科技服务和少量辅助科研工作的情

况除外
。

跟踪性专利检索制度

要求科研计划项 目申报者在课题实施过程 中随

时跟踪与本课题技术领域有关的知识产权信息
,

其

中主要是专利信息
,

其 目的是为了跟踪在研课题技

术领域 的知识产权动态
,

及 时调整研究策略和措

施
,

以防止重复研究和侵权发生
。

根据本技术领域

的发展状况
,

一般应要求科研人员每 一 个月作

专利检索一次
。

关键性数据或阶段性成果的报告制度

要求在做完必要的实验
、

取得关键性的数据后

立 即报告本单位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或科研部门
,

以

利及时进行合适的保护
,

而不必局限在中期检查和

结题阶段
。

所谓关键性的数据主要是指具有说服力

的细胞实验数据
、

动物实验数据
,

或者是临床数据

等
。

科研管理部 门也可 以根据 《知识产权可行性分

析报告 》中预定的时间进行指导性随访
。

信 息披露审查登记制度

实行信息披露审查登记制度
,

是为了不使课题

中所 研 究 技 术 丧失 新 颖 性 和 技 术 价值 的无偿 流

失
。

对正在承担纵向性课题和涉及到本单位权益的

〔肠 群 如南 衍 。 龙肠 众 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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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向性课题的课题组成员
,

在发表与本课题技术内

容有关的论文
、

向有关部 门提供简介性的 《信息摘

要 》以及其他可能披露技术信息的行为时
,

须取得

本单位科研管理部门或知识产权管理部门的保护

性审查 同意
,

并进行登记
。

登记后可 以披露 发表

经保护性审查后的信息
。

除此之外
,

知识产权全程管理制度还包括新技

术专利 申请的时机和程序
、

科技成果的鉴定制度
、

在

研课题标的由他人公开时的报告制度等
。

上述 内容

和制度应当根据科研项 目的立项
、

实施
、

验收和转化

等各个阶段的具体情况进行科学合理的分布
。

二
、

中医药科研管理现状与

实行知识产权全程管理的探索

当前
,

在 中医药行业 的科研管理活动中还没有

真正形成知识产权的管理意识
,

既没有 比较切实可

行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和行之有效的方法
,

也非常

缺乏有 中医 药专业技术背景且熟悉知识产权理论

的管理人员
。

这使得科研活动的投人产 出比低下
、

产生的技术方案得不到及时保护或者被流失
、

所形

成的知识产权与市场需求相脱离
,

知识产权管理与

科技管理在制度和实践上没有实现有效结合
。

鉴于

目前全国 中医 药科研过程 中知识产权 的形成和保

护的现状
,

有必要将知识产权的管理制度和保护制

度融于 中医药科研管理活动的全过程中
。

在中医药科研管理活动中实行知识产权全程管

理制度
,

应针对当前中医药行业的薄弱环节重点考

虑和加强下列几项工作

知 识 产权全程科研 管理 制度应 主要侧 重在

应 用型科研项 目 中

虽然知识产权全程管理制度可 以适用在所有的

中医药科研项 目中
,

但因为中医药基础理论型科研项

目主要产生著作权类知识产权 当然也可 以产生基础

性的专利
,

而应用型课题则不但涉及到著作权问题
,

更可 以产生大量的专利权
。

所以应当把知识产权全程

管理的重点放在应用型的中医药科研项 目中
。

除 了上述的几点 内容和制度外
,

在 中医 药科

研立 项标准和课题检查上
,

还可考虑将是否 拥有或

能否 形成 自主知识产权 专利 或版权等 作为立 项

决 策 的 一 项 主 要 指 标 和 项 目 绩 效 评 估 的 主 要依

据
。

对重 大和 重点 资助科研项 目
,

立项 前和 实施过

程 中应 请 中医 药知 识产权 方 面 的 管理 专 家进行知

识产权状 况的分析与评估

按照 知识产权全程管理 制度的要求
,

科研计

划项 目承担单位应按照 反不 正 当竞争法 》的要求

建立 完整的技术保密制度和科研部 门 的参观制度

因为按《反不正 当竞争法 》的要求
,

商业秘密是

指不为公众知悉 的
,

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 的
,

并经权利人实施 了保密措施 的技术信息和经 营信

息
。

构成技术秘密的必要条件 这一点在争议和诉

讼中非常重要 之一是该项技术经权利人采取了保

密措施
,

签订保密协议就是保密措施的一种
。

所 以
,

每一个 中医药研发单位都应 当与科研人员或有关

涉密人员签订保密协议
,

以合同的方式来约束员工

保守和不得 向外透漏本单位的技术秘密
,

约定当事

人的权利和义务
,

以利于被侵权时的举证
。

有些在

研课题 中技术秘密 的流失 主要是 由于工作人员 跳

槽而导致
。

因此
,

科研单位应当学会对技术秘密的

法律管理
。

知识产权全程管理 内容 的特点

专利技术信息的检索和跟踪
、

知识产权可行性

分析报告
、

在研课题标的由他人公开时的报告制度

等应有机结合
、

合理地分布在中医药科研管理的全

过程中
,

因为这些都是知识产权形成
、

保护和管理的

有效路径
,

它们的脉络是相通的
,

不能单独设立
。

三
、

小 结

中医药科技创新是 中医药现代化的方法之一
,

积极探索和建立科学的中医药科研管理体系
,

促成

中医药知识产权形成
、

保护
、

实施
、

转化的 良性循环

显得非常重要
。

在科研管理活动中实行知识产权全

程管理制度是一项紧迫而新颖的工作
,

在 中医药科

研管理中实行知识产权全程管理制度更是一种有益的

尝试
,

本人谨以此文来唤起中医药界探索中医药科研

管理的有效方式和科学方法
。

责任编辑 丁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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