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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试管婴儿到辅助生殖，从胚胎干

细胞到人体克隆，从合成生物到基因

编辑胚胎……每当生命科学领域产生

突破性的成果并展现出巨大应用潜力

时，都会基于各自不同的科学原理和

应用场景引发一系列伦理问题讨论。

日前，《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引发了科技

界广泛关注。在生命科学研究者看来，

这份文件为前沿科学伦理规则制定提

供了“指南针”，在生命科学研究的历

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

北京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研究院“致一”

研究员彭耀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面向未来，《意见》对从更高位阶

推动科技伦理立法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然，这也对现有体系下各参与主体

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

专家们相信，生命科学的伦理治理

对科学和人都有着特殊的意义。其目

的正是为了更好地造福人类，好似一

场科学与生命的“双向奔赴”。

结束“九龙治水”

“这是国家有史以来层级最高、系

统性最强的一份指导科技伦理治理工

作的文件。”彭耀进指出。

从 20世纪 90年代起，我国开始出

台一些生命科学领域的法律法规，有

关伦理治理的内容夹杂其中。彭耀进

表示，前后有 100多份规范性法律文件

涉及生命科学领域。但是，科研人员普

遍的感受是，生命科学某些前沿领域

的规范“似有还无”。

科研人员的伦理治理贯穿了科研

的整个流程，从实验设计、研究实施到

结果分析，再到最后的成果发表与成

果转化，整个过程中均应严格遵守道

德操守和科研伦理。而在声名、财富和

地位等因素的影响下，部分科研人员

出现自律意识松懈，伦理价值判断缺

失或偏离，并发生严重违背科研伦理

的事件，为伦理治理带来挑战。

专家们分析，这是由于这些规定零

零散散夹杂在部门规章、规范性法律文

件中，并没有形成体系。同时，这些文件

层级较低，仅对本部门、本系统起作用，

因此对“犯规”行为的处罚力度不够。

例如，国家卫健委 2021年发布的

《涉及人的生命科学和医学研究伦理

审查办法（征求意见稿）》主要针对的

就是卫生系统，对从事相关工作的企

业、高校、科研院所约束不足。

在专家们看来，《意见》的发布不仅

能推动国家层面的立法，更实在的好

处是，能推动各监管部门统一行动落

实具体的制度，真正结束“九龙治水”

的局面。

科技伦理委员会面临新挑战

《意见》的出台将推动全国范围内

生命科学伦理的立法行动，这也是我

国生命科学研究水平不断提高的内在

需求。

据彭耀进介绍，中国在生命科学研

究方面已经取得长足进展，如干细胞与

再生医学、合成生物学等领域。在部分

领域，中国与其他技术发达国家一同步

入探索的前沿或“无人区”，这些区域同

样是监管和伦理治理的“无人区”。

“因此，在生命科学前沿领域建立

符合我国国情、与国际接轨的科技伦

理制度和科技伦理体系，不仅是生命

科学发展的内在需求，更是我国实现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难得的战略机遇

和条件。”彭耀进说。

面向未来，在压实高等学校、科研

机构、医疗卫生机构、企业等不同创新

主体责任的大背景下，现有体系下科

技伦理（审查）委员会将面临新的挑战

和要求。

近年来，生命科学领域研究机构伦

理（审查）委员会逐步建立，但各机构

伦理（审查）委员会的能力和水平参差

不齐。彭耀进认为，需要进一步加强伦

理（审查）委员会体制机制建设和能力

建设。

大连理工大学科技伦理与科技管

理研究中心主任李伦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建议，除了以往的审查重点，如风险

利益分析、知情同意、隐私保护等，生

命科学研究伦理（审查）委员会还应特

别注意大数据、人工智能在生命科学

研究中应用所带来的数据伦理、算法

伦理问题的审查。

此外，李伦还建议，应加紧制定

“高伦理风险生命科学研究活动清

单”，并根据风险变化情况实时动态调

整清单，做好生命科学伦理风险监测

和预警。

与公众沟通成关注点

生命科学技术是典型的“两用性”

技术，正确使用能够造福人类，滥用和

误用则会带来风险。归根结底，生命科

学技术在探索未知的同时，更为人类福

祉服务，这决定了生命科学研究多元主

体的参与和合作。

与社会公众进行沟通，成为加强伦

理治理的新关注点之一。“与公众沟

通，有助于公众理解科学、支持科学，

有助于科技活动主体了解公众关于尊

重生命、保护受试者权利和动物福利等

伦理诉求，从而使生命科学研究与公众

参与形成良性互动，实现生命科学伦理

治理的目标。”李伦表示。

和伦理学家、法学家开展深入研

讨，是科学家与公众进行良好沟通的基

础。彭耀进所在的研究机构历来对生

命科学伦理十分重视，他本人也因专注

于生物技术领域伦理和法律研究而经

常收到其他团队的咨询邀请。“领域内

很多科学家遇到前沿的、有争议的生命

伦理问题会与我商量、探讨，比如，国

际上的伦理规则是什么样的、背后的伦

理争议是什么、开展研究应当注意哪些

问题等。”彭耀进说，“通过这样的互动

及研讨，我们共同研判伦理风险并制定

治理策略。”

一些课题组在开展前沿研究之前，

也会组织生命伦理相关研讨会，邀请不

同领域的专家、利益相关者及社会人士

参与，分享各自关注的问题。一方面，

这是向公众进行科技伦理的教育和宣

传，另一方面，也让科学家收到来自社

会的反馈。这样的形式有助于促进科

技发展与伦理治理的“双向奔赴”。

例如，关于人—非人动物嵌合体研

究，曾组织过有关伦理研讨。彭耀进回

忆，一开始有公众表示担忧和害怕，随

着研讨展开和深入，科学家以器官移植

为切入点，向公众展示了“嵌合体”的

实验过程和相关技术、在造福人类健康

方面的优势等内容，慢慢消除了公众的

疑虑。

因本报记者 甘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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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伦理：科学与生命的“双向奔赴”

观点

生命科学领域，基因技术的发展可能引发诸如健康、人身安全、社会

公平与人权等问题。同时，技术本身也伴有巨大的风险，容易导致脱靶效

应。一旦发生脱靶效应，不完全可控的基因突变可能打乱基因与基因之间

的、基因与环境之间的固有平衡，造成更多隐患。

———中国科学院院士许智宏

科研伦理是随着新兴技术发展出现的一个新课题，既是对科学研究

和技术应用活动的人文反思，又是科学共同体内部自律规范的要求。人工

智能、生物医学等新技术的发展如果没有伦理规范的话，会带来难以想象

的后果。

———华中科技大学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雷瑞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