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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联合资助是指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 (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 )与其他机构

(以下称联合资助方 )共同提供经费
,

在国家 自然科

学基金资助范围内
,

就双方共同商定 的研究领域支

持基础研究的一种科学研究资助形式
。

联合资助一

般包括联合基金和联合资助项目两种形式
。

联合资

助工作目前还在探索中发展
,

其管理和运作还需要

不断加以完善和规范
,

其中
,

联合资助研究成果的知

识产权归属是联合资助工作中一个十分重要 的环

节
,

尤其值得我们深人探讨
。

1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联合资助研究成果的

知识产权归属政策现状

在 目前已经运作的联合基金或联合资助项 目

中
,

自然科学基金委与联合资助方所签订的联合资

助协议中约定的知识产权归属方式大致包括以下几

类
:

( l) 联合资助方与自然科学基金委
、

项 目承担方

三方共享 ;

( 2) 联合资助方与项目承担方双方共享 ;

( 3) 由项目承担方享有
,

联合资助方有无偿使用

权 ;

(4) 由项目承担方享有
,

联合资助方有优先和优

惠使用的权利 ;

( 5 )未具体约定
,

仅约定由自然科学基金委协助

联合资助方与项目承担方签订知识产权协议 ;

( 6) 完全归项 目承担方
,

联合资助方不提及知识

产权要求
。

实际上
,

联合资助中的知识产权归属涉及 四方
,

包括自然科学基金委
、

联合资助方
、

项目承担单位和

项目承担者
。

对于项 目承担者的知识产权权益
,

可

以依据《专利法》
、

《著作权法》等法规中有关职务发

明或职务作品的条款进行处理
,

为了避免问题复杂

化
,

本文对此不作阐述
,

而将重点放在前三方的关系

上
。

实践中
,

联合资助知识产权问题也主要集中于

前三方的关系上
,

这从上面所列的几类知识产权归

属方式也可以看出
。

2印2 年科技部
、

财政部发布《关于国家科研计

划项目研究成果知识产权管理的若干规定》 (以下简

称《规定》 )
,

明确规定国家科研计划项 目研究成果的

知识产权原则上归属于项 目承担单位
,

一改过去知

识产权统归于国家的政策
。

根据《规定 》的精神
,

自

然科学基金委作为代表国家管理自然科学基金的国

家事业单位
,

就不能再在其管理的科研项目中要求

知识产权
。

因此
,

上面列举的第 ( 1) 类归属方式就已

经不合时宜了
。

一些原来约定三方共享知识产权的

联合基金或联合资助项 目
,

现在已经改为由联合资

助方和项 目承担方双方共享
。

例如自然科学基金委

与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联合设立的 NS AF 联合基金

在 2X() 5 年的项目申请指南中对此已作了修改
,

这也

反映出自然科学基金委对于联合资助工作在不断地

作出调整
。

这样
,

在 自然科学基金委退出后
,

我们就

可将联合资助的知识产权归属问题进一步简化为联

合资助方与项目承担单位两方的关系问题
。

根据科技部
、

财政部的《规定》
,

对于一般的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而言
,

项 目研究成果知识产

权归属问题比较简单— 原则上归属于项目承担单

位
。

而对于联合资助
,

由于涉及联合资助方
,

知识产

权归属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
。

上述《规定》是否也适

用联合资助这一基金形式 ? 联合资助方是否有权提

出知识产权要求 ? 本文认为
,

对此问题不能简单地

一概而论
,

而要视联合资助方出资的资金来源性质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计划局委托研究项 目
“

联合资助协议范本及管理办法重要原则研究
”

的部分成果

本文于 入刃5 年 4 月 n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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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定
。

联合资助方的出资来源按其性质可分为两

类
,

一类来自国家财政拨款
,

另一类是国家财政资金

以外的资金
,

下面就对这两种情形分别加以阐述
。

2 联合资助方出资主要来自国家财政资金

情形下的知识产权归属

20 世纪 so 年代以前
,

在大部分国家
,

受政府资

助的研究项 目其研究成果的知识产权一般都归政府

所有
,

结果导致大量政府享有的专利技术闲置
,

技术

资源极度浪费
。

20 世纪 so 年代以来
,

为 了促进技

术应用和扩散
,

一些国家相继采取了放权政策
。

美

国是这一政策的始作俑者并且收效显著
,

其他国家

和地区纷纷效仿
。

自 198 0 年开始
,

美国制定了一系

列的促进科技进步和成果转化的法律和政策
,

其中

影响最大的是
“
Bhax

一

oD le 法案
”

(拜杜法案 )
。

该法

案允许小企业和非营利性研究机构在绝大多数情况

下保留联邦资助所产生发明的专利权
,

即有权就其

完成的联邦资助项目所产生的发明以自身名义申请

专利并享有专利权
,

而政府只保留介入权 ( M二h
一

in

凡hg t)
,

只有当专利权人不采取有效步骤实施发明或

出于公众健康或安全考虑的情况下
,

政府才有权责

成专利权人向合理的申请者许可实施该发明川
。

拜

杜法案实施后
,

效果显著
,

有力地促进了美国科技的

发展
。

英国政府对公共资助的研究成果的归属原则

是
:
知识产权属于最有利于成果开发的当事人

。

英

国专利局在 2X() 2 年发表的《政府研究合同中的知识

财产》一文中明确指出 : “

除非存在合法有效和具有

强制性的相反因素
,

公共资助的研究中产生的知识

财产的所有权归属于提供研究成果的实体
” 。

我国

台湾地区近年来一改长期以来政府资助的研究成果

归政府所有的政策
。

2 X( X) 年 5 月 19 日
,

台湾
“

经济

部
”

新制定的《科学技术委托或补助研究发展计划研

发成果归属及运用办法》第六条规定 : “

执行单位执

行科技计划所产生之研发成果
,

除本办法另有规定

者外
,

归属各该执行单位所有
” 。

我国在国家资助的科研计划项目管理上
,

长期

以来过分强调国家所有
,

项目承担单位的责
、

权
、

利

并不明确
。

这不仅影响了承担单位的技术创新和成

果转化
,

也使得承担单位的知识产权意识不强
,

一些

重要的科技成果难以形成自主知识产权
。

为了从根

本上改变这种不利状况
,

近年来我国借鉴美国等国

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
,

对国家科研计划项目研究成

果的知识产权政策作出了重大调整
,

确立了科研项

目研究成果及其形成的知识产权归项 目承担单位的

原则
。

2X() 2 年我国科技部
、

财政部制定了《关于国

家科研计划项 目研究成果知识产权管理的若干规

定》
,

对
“

以财政资金资助为主的国家科研计划项 目

(包括科研专项项 目
,

以下简称科研项目 )
”

研究成果

的知识产权管理
,

作出如下规定
:

科研项目研究成果及其形成的知识产权
,

除涉

及国家安全
、

国家利益和重大社会公共利益的以外
,

国家授予科研项 目承担单位 (以下简称项 目承担单

位 )
。

项目承担单位可以依法自主决定实施
、

许可他

人实施
、

转让
、

作价人股等
,

并取得相应的收益
。

同

时
,

在特定情况下
,

国家根据需要保留无偿使用
、

开

发
、

使之有效利用和获取收益的权利
。

么刃 3年 4 月 4 日
,

科技部制定的《关于加强国家

科技计划知识产权管理工作的规定》第十一条重申

了上述规定
。

联合资助中自然科学基金委的资助来 自国家财

政拨款
,

如果联合资助方的出资也主要来 自国家财

政资金
,

那么联合资助就属于《规定》中所涵盖的
“

以

财政资金资助为主的国家科研计划项目
” ,

其知识产

权就自然应当按照《规定》由国家授予项目承担单位

享有
。

因此
,

在这种情形下
,

联合资助方提出知识产

权的要求是违反法律规定的
。

根据《民法通则》和

《合同法》的有关规定
,

如果有关协议中出现这样的

条款是无效的
。

在现有的联合资助中
,

自然科学基

金委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联合设立的
“

黄河联

合研究基金
” 、

与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联合设立的

N SA F联合基金
、

与中国民用航空总局设立 的联合研

究基金都应当属于此类
。

需要指出的是
,

在这种情

形下
,

国家仍保留介人权
,

即在特定情况下
,

对于联

合资助产生的研究成果
,

国家根据需要保留无偿使

用
、

开发
、

使之有效利用和获取收益的权利
。

3 联合资助方 出资主要来自财政拨款以外

资金情形下的知识产权归属

在一些联合资助中
,

联合资助方是企业
,

甚至是

外国公司
。

在这类联合资助中
,

联合资助方的出资

显然并不来自国家财政资金
。

同时
,

由于 自然科学

基金委在联合资助中的出资 比例原则上不超过

50 % (实践中和正在起草的有关管理办法中均是如

此 )
,

因此这类联合资助就不能归人到
“

以财政资金

资助为主的国家科研计划项 目
” ,

其知识产权也就不

能直接适用科技部和财政部的《规定》而归属于项 目

承担单位
。

除了企业之外
,

联合资助方还可能是一

些非营利性机构
,

如民间基金会
,

只要其出资主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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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国家财政资金以外的资金
,

且占到总资助金额中

的相当比例 (应大于或等于 50 % )
,

那么联合资助形

成的知识产权就不能径直归于项 目承担单位
。

在法

律对此未作明文规定的情况下
,

由联合资助方与项

目承担单位以合同的形式解决知识产权归属不失为

最现实也最灵活和有效的方式
。

首先
,

以合同形式

处理知识产权能更有力地吸引企业或其他组织 出资

参与联合资助
,

共同支持我国的基础科学研究
。

企

业以营利为 目的
,

在联合资助中提出一定的知识产

权要求是可以理解的
。

其次
,

由于知识产权的私权

性质
,

合同形式是处理知识产权关系最为灵活有效

的方式
,

能够更好地协调联合资助方与项 目承担单

位之间的关系
,

平衡双方的利益
。

在其他国家和地区
,

公共资金与研究机构
、

私营

基金会
、

企业等合作资助科学研究并不鲜见
,

其知识

产权归属的处理方式可以为我国自然科学基金联合

资助提供借鉴
。

在这些国家和地区
,

对于公共资金

部分资助的科研项 目的知识产权归属通常不作硬性

规定
,

而倾向于由当事方协商确定
,

此时公共资金的

出资比例常常成为重要的考虑因素
。

例如
,

英国生

物技术与生物科学研究理事会 ( BBS R )C 对其资助 的

联合研究项目产生的知识产权不作硬性规定
,

提倡

灵活处理
,

即根据项目的具体情况由各方共同以协

议的形式安排
。

BBS R C 不介人合同文本的谈判
,

但

保留审查权并依此决定拨款是否到位川
。

又如我国

台湾地区《科学技术委托或补助研究发展计划研发

成果归属及运用办法》第十二条规定 : “

对资助机关
、

研究机构或企业进行国际合作所产生之研发成果
,

其归属
、

管理及运用
,

得依契约约定
,

不受本办法之

限制
” ; 第四条规定

“

对其 (指政府 )补助
、

委办或出

资金额占计划总经费百分之五十以下者
,

由双方约

定之
。 ”

在联合资助工作实践中
,

有些联合资助方在与

自然科学基金委签订的联合资助协议中提出了知识

产权要求
,

但在项 目指南中没有公布这种要求
。

在

这种情况下
,

如果项目承担方在项 目申请获得批准

后
,

拒绝联合资助方的知识产权要求
,

就会产生争

议
。

联合资助协议的当事双方为自然科学基金委和

联合资助方
,

协议中的知识产权条款对于项 目承担

方并无直接法律约束力
,

因此
,

联合资助方的知识产

权要求须在项目指南中先行提出或在联合资助方与

项 目承担方签订的知识产权协议中提出才能对项 目

承担方发生效力
。

联合资助方如要求和项目承担方

在项目申请获得批准后签订知识产权协议
,

也应当

预先在项 目申请指南中提出
,

以免 日后引发知识产

权争议
。

为了防患于未然
,

自然科学基金委应在项

目申请阶段提醒申请者注意联合资助方的有关知识

产权要求
。

4 结 论

综上所述
,

对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联合资助研

究成果的知识产权归属
,

应当按照联合资助方资金

来源的性质分别处理
。

如果联合资助方的资金主要

来自于国家财政资金
,

那 么应当依照科技部和财政

部《关于国家科研计划项 目研究成果知识产权管理

的若干规定》
,

知识产权原则上由项 目承担单位享

有
。

如果联合资助方出资主要来自国家财政资金以

外的资金且在资助总额中占有相当比例
,

则可 以由

联合资助方与项目承担单位以合同形式协商处理
。

联合资助方的知识产权要求应在项目申请指南中明

确公布
,

如果要求与项 目承担单位签订知识产权协

议也应在申请指南中事先说明〔, 一 5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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