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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首次对我国科

技伦理治理工作作出系统部署，填补了

我国科技伦理治理的制度空白，是我国

国家层面科技伦理治理的第一个指导

性文件。

《意见》出台的背景是什么？有何

意义？哪些亮点值得关注？记者采访

了科技部、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等相关

负责人。

回应现实需求

更好地引导科技向善，
规范科技创新行为

“科技伦理是科技活动必须遵循的

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科技发展自身

的要求和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是

推动科技伦理治理、出台《意见》的最主

要动力。”科技部副部长相里斌说。

由于我国科技伦理治理工作起步

较晚，体制机制还不健全，制度体系尚

不完善，领域发展仍不均衡，无法适应

我国科技创新快速发展的需要。特别

是 目 前 ，中 国 一 些 领 域 的 科 技 发 展 已

经 走 在 了 国 际 前 沿 ，部 分 科 技 工 作 已

经到了“无人区”探索发展的阶段，存

在很多未知领域。怎样能够更好地引

导 科 技 向 善 ，规 范 科 技 创 新 行 为 成 为

现实需求。《意见》正是在这一背景下

出台的。

作为我国首个科技伦理领域的纲

领性文件，《意见》有几大亮点值得关

注。相里斌说：“主要体现在伦理原则、

构建体制、制度顶层设计以及监管措施

等方面。”

他介绍，一是明确了科技活动应该

遵循的科技伦理原则，规定科技伦理治

理要求，彰显了中国加强科技伦理治理

的立场和态度；二是构建了国家科技伦

理治理的基本体制，对政府、各类创新

主体、科技社团以及科技人员在科技伦

理治理当中的职责进行了明确的分工，

提出具体要求；三是从规范标准、监管

制度、法律法规等不同层面对科技伦理

治理的制度建设进行了顶层设计；四是

系统提出了科技伦理审查和监管的措

施，加强科技伦理风险预警和防控，对

违背科技伦理要求的行为要依法依规

严肃查处。

明确伦理先行

将科技伦理的要求贯穿
科技活动的全过程

人工智能、基因编辑、辅助生殖技

术 …… 近 年 来 ，中 国 科 技 创 新 快 速 发

展 ，越 来 越 多 的 前 沿 领 域 闯 入“ 无 人

区 ”，面 临 的 科 技 伦 理 挑 战 也 日 益 增

多。《意见》提出，开展科技活动应当遵

循“增进人类福祉，尊重生命权利，坚持

公平公正，合理控制风险，保持公开透

明”5 项科技伦理原则。

“这 5 项科技伦理原则，不仅是我国

科技活动中应遵循的价值理念和恪守的

行为规范，也是我们和国际社会科学共

同体能有共同对话语境的基础。”国家科

技伦理委员会委员翟晓梅说，《意见》将

“增进人类福祉”作为科技伦理的首要原

则，是因为增进人类福祉是科技发展的

原动力，是科技向善的核心要求。

谈到“尊重生命权利”原则，翟晓梅

认 为 ，在 涉 及 以 人 作 为 受 试 者 的 研 究

时，首先须基于这样的伦理承诺，以确

保开展的研究符合伦理，并尊重受试者

的隐私权、保障受试者的知情权和选择

权。在涉及实验动物的研究中，研究人

员要承担善待实验动物的责任，科研活

动应符合“减少、替代、优化”等要求。

关于“合理控制风险”原则，翟晓梅

表示：“新兴前沿技术发展迅速，不仅要

关注技术安全性方面存在的风险，也要

关注到人们基于道德理念分歧带来的

问题。必须要全面、审慎地来思考新兴

前沿技术的功能，尤其是那些对人类自

身可能产生重大影响且极具争议的技

术，更应如此。”

“科学技术具有渗透性，与整个社

会和公众息息相关，建立合理的参与机

制、信息披露机制是十分必要的。”翟晓

梅说，公开透明的方式可将研究工作置

于全社会的视野和监督中。

此外，《意见》还突出问题导向，首

次对我国科技伦理治理工作作出了系

统部署，确立了“伦理先行、依法依规、

敏捷治理、自足国情、开放合作”5 个科

技伦理治理要求。

“坚持伦理先行，要侧重伦理风险

防控，关口前移，将科技伦理的要求贯

穿 科 技 活 动 的 全 过 程 ，覆 盖 到 科 技 创

新的各个领域。”科技部科技监督与诚

信 建 设 司 副 司 长 冯 楚 建 认 为 ，对 于 科

研单位和科研人员来说，既不可以“干

了再说”，也不能把科技伦理泛化。要

在 开 展 科 技 活 动 前 ，主 动 进 行 科 技 伦

理 的 风 险 评 估 ，对 于 涉 及 科 技 伦 理 风

险的、达到科技伦理审查规范要求的，

必须要及时开展审查。

“也就是说，要坚持促进创新和防

范风险相统一，强化底线思维和风险意

识，主动开展前瞻研究，对风险及时从

规制上予以应对，努力实现科技创新高

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

冯楚建说。

强化审查监管

制定科技伦理高风险
科技活动清单

强化审查和监管是确保科技活动

规范开展的关键。《意见》参照国际通行

做法，明确从事科技活动的单位是审查

的主体，要求从事科技活动的单位根据

实际情况设立科技伦理委员会，负责对

其开展的科技活动进行伦理审查。

在科技伦理审查方面，《意见》对科

技伦理高风险的科技活动增加了复核

机制，加强监管；对于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等紧急状态下的科技伦理审查，要建

立应急审查机制。此外，对于国际科技

合作的伦理审查也有专门的规定，对于

合作中涉及的科技伦理高风险科技活

动要按照复核机制开展复核。

据科技部科技监督与诚信建设司

司长戴国庆介绍，下一步将探索建立专

业性、区域性伦理审查中心，还将探索

建立我国的伦理审查委员会认证机制，

提升伦理审查委员会的能力和水平。

在加强科技伦理监管方面，《意见》

对监管体系作出整体设计，明确了不同

主体的职责分工和主要任务。

值得关注的是，为了支撑监管，《意

见》还提出制定科技伦理高风险科技活

动清单，对科技伦理高风险科技活动的

伦理审查结果要进行复核。戴国庆介

绍，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正在研究起草

相关领域科技伦理高风险科技活动清

单，医学、生命科学和人工智能方面是

清单的重点领域，目前已经取得了很大

进展，今年内将发布。

科技伦理治理文件近日发布，规范人工智能、基因编辑等前沿领域

守好伦理底线 科技向善而行
本报记者 吴月辉

人工智能、基因编辑
……近年来，中国科技创
新快速发展，面临的科技
伦理挑战也日益增多。
中办、国办近日印发《关
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
意见》，这是我国国家层
面科技伦理治理的第一
个指导性文件，从伦理原
则、构建体制、制度顶层
设计以及监管措施等方
面作出系统部署，填补了
我国科技伦理治理的制
度空白。

核心阅读

二 氧 化 碳 怎 么 变 成 淀

粉？黑土地为何被称为“耕地

中的大熊猫”？一元二次方程

与 规 范 场 论 究 竟 有 何 联 系

……这些有趣的问题都是中

国科学院 2022 跨年科学演讲

的内容，吸引了全网 260 万用

户观看。得益于 5G、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技术，信息时代的

科普形式实现了从图文、漫画

到视频的更新迭代，原本“高

冷”的科学知识得以更生动地

呈现给公众。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

纲要（2021—2035 年）》提出：

推进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深度

融合，实现科普内容多渠道全

媒体传播。科普视频正是一

项有益尝试。从内容来看，场

景视觉化、表达趣味化、内容专业化，是

科 普 视 频 不 断“ 圈 粉 ”的 重 要 原 因 之

一。吹气球演示宇宙膨胀、用铁锅模拟

“中国天眼”工作机制、把液氮加入塑料

瓶展示“第一宇宙速度”……专家学者

借助社交平台积极科普，以日常生活器

物为教具，拆解晦涩难懂的科学概念，

既让高深科学知识“轻量化”，也让前沿

科学热点“大众化”。科普视

频降低了公众获取和理解知

识的门槛，拓展了知识生产和

传播的边界，有助于营造全民

科普的良好氛围。

优质的科普视频，往往会

根据受众对科学知识的不同

需求，做细人群分类，做精视

频内容，进而起到有的放矢、

提 升 科 普 效 能 的 积 极 作 用 。

例如，国家卫生健康委以“提

升健康素养，乐享银龄生活”

为主题，组织制作了老年健康

教育系列科普视频。又比如，

作 为 无 数 人 童 年 回 忆 的 科 普

图书《十万个为什么》在出版

60 周年之际推出短视频版，让

孩子们心里的科学种子，以更

丰富的形式萌发生长。

科 普 视 频 受 到 欢 迎 ，折

射 出 公 众 对其背后人文情怀

的青睐。 70 多岁的退休物理

学 教 授 吴 於 人 在 快 手 上 化 身

“科学姥姥”、中科院院士汪品

先 成 为 B 站 上 的“ 网 红 院

士”……科普工作者几十年如

一日的学术研究与知识普及，

让 人 们 看 到 科 学 家 的 坚 持 与

科普工作者的执着；老一辈科

技 工 作 者 研 制“ 两 弹 一 星 ”等

重大科技突破的艰难摸索、现

代 工 程 师 设 计 北 斗 卫 星 导 航

系 统 等 超 级 工 程 时 的 曲 折 经 历 ……

科普视频讲述的故事，让科学家精神

走进观众内心，引发触动。

“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

所为，则无不成也。”科普视频的走红，

让我们看到了分享知识所能产生的正

向价值。提升全民科学素质，在科技日

新月异的当下，科普视频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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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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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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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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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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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视频降
低了公众获取和
理解知识的门槛，
拓展了知识生产
和传播的边界，有
助于营造全民科
普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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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自立自强R

本报合肥 3月 27日电 （记者田先

进）记者近日从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

学研究院获悉：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

合研究设施园区在合肥正式交付启用。

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

施是合肥获批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后

首个在此落户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

施项目，分为主体工程和园区工程。园

区的顺利交付启用是其主体工程建设

和运行的基础。

未来，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

究设施全面建成后，可为我国聚变堆核

心部件研发和建设提供核心技术基础，

为开展聚变堆条件下热与粒子排除关

键问题研究、大规模低温和超导技术研

究等提供研究平台和技术支撑。

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园区启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