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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日 ，中 共

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

了《关于加强科

技伦理治理的意

见》，明确科技伦

理是开展科学研

究、技术开发等

科技活动需要遵

循的价值理念和

行为规范，是促

进科技事业健康

发 展 的 重 要 保

障。

国家出台这

一《意 见》的 背

景，是我国科技

创新快速发展面

临的科技伦理挑

战日益增多，但

科技伦理治理仍

存在体制机制不

健全、制度不完

善、领域发展不

均衡等问题，已

难以适应科技创

新发展的现实需

要。

科 技 ，是 个

中性词，某种程

度上，它更像一

把双刃剑，在给

人类创造财富和

物 质 文 明 的 同

时，也可能带来

战争工具、环境

污染和生存条件

的恶化问题。而

伦理，则是给这

把“双刃剑”配上

的剑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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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发展
不应忽视社会效益

科技无罪，但是众多事件已经表
明，失控的科技可能带来严重后果。

作为科研工作者及所在的行业，
追求经济利益固然重要，但是更应该
注重社会效益。烟草院士谢剑平经过
多年实验，开发出“卷烟减害技术”，
获得了国家多项专利，其本人也因这
一“科技创新”而当选为院士，可见谢
院士的“科技成果”的确能够降低卷
烟的有害物质。但是谢院士进行这一
领域的研究，并将他的研究成果应用
于卷烟生产，还因此获得“院士”荣
誉，会让人们误认为烟草已经成为低
害或无害的消费品，在客观上会鼓励
烟民吸烟，这对烟草行业当然是极大
利好，但是对社会却是有害无益。

如果说对于烟草院士的案例，公
众还是比较容易感知的话，在某些领
域，“重利轻义”的现象就难以让人察
觉了。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以
移动网络、社交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
开始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
新媒体出于经济利益考虑，竭力吸引
用户的眼球，以赚取更多的流量，为
此，从业者利用大数据技术，采取推
荐算法，基于用户的阅读习惯，迅速
摸清用户的喜好，不断地向每一个用
户推送其感兴趣的内容。

但是，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有自
身的喜好和偏见，虽然说“兼听则
明、偏信则暗”，但人的天性是喜欢
接触自己喜闻乐见的“好消息”，也
就是倾向于“偏信”，排斥“兼听”。久
而久之，这一“高科技”让很多人进
入一个封闭的信息茧房，在茧房里
的每个人所看到的和听到的都是自
己想看、想听的，其他内容则被无形
地屏蔽了。

在此环境中，表面上大家都感到
很舒适，但实际上每一个人的主观认
知却变得越发偏执，于是某些基本的

社会共识逐渐遭到腐蚀，人们的很多
争论也不再基于逻辑和知识，而是基
于立场，变成了情绪的宣泄，这必然
导致社会风险叠加乃至社会撕裂。

科技发展
不能违背伦理共识

科学技术的发展要注重社会效
益，就意味着它不能挑战人类的社会
伦理共识。

作为万物灵长的人类，必须要组
成社会，相互合作才能更好地生活。
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是人类进行合
作的功能体，更是人类得以安生立命
的场所。为了更好地合作，人类会形
成某些社会伦理共识，这些共识无法
通过公式予以证明，但却是不言而喻
的“公理”，隐匿而深刻地影响着人们
的社会生活。换句话说，如果这些共
识遭到挑战，或者说这些共识被证明
是错的，那么人类生活的起点和方向
也是错的，人的一切权利和义务、社
会关系等都是错的，我们的生活以及
生活的意义就会陷入迷途。

人们应该还记得，在上个世纪
末，克隆技术的发展遭到了全世界众
多科学机构和学者的一致反对，联合
国还明令禁止各国进行克隆人的研
究。因为克隆技术会挑战人类的社会
伦理共识——人既以生命体的形式
存在，也以人格的形式存在，每个人
的人格是唯一的，因此生命不可复
制。

鉴于此，在当今社会，器官移植
被社会接受，是因为它仅仅涉及到功
能问题，而头颅移植则涉及到人的思
想、人格尊严的问题，请大家设想一
下，如果甲的头颅与乙的身躯组合在
一起，诞生了一个新人，那么这个人
是谁？他跟甲和乙的亲属是什么关
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头颅移植代表
着人类对永生的渴望，那么人是否
应该面对死亡？千百年来，人类对于

“你是谁”“你从哪里来”“活着还是
死去”等终极意义的问题已有明确
回答，形成了社会伦理共识，这样才
有了最基本的家庭结构和社会结
构。如果未来有一天，这套伦理共识
被打破，那么这些问题就会成为困扰
活人的现实之问，最基本的家庭结构
和社会结构就会遭到破坏，人类又将
何以安生立命？

科学技术不能解决人类面临的
所有问题，正如韦伯所说：“科学没有
回答我们应该做什么和我们应该如
何生活等问题”。但是人类追求幸福
却不能回避这些问题，科学技术固然
是中立的，但是开发和使用科学技术
的人应当是富有良知和理性的，科技
的发展理应以增进人类福祉为价值
目标。由此，我们不妨重温古希腊智
者普罗泰戈拉的那句名言：人是万物
的尺度。科技的发展莫忘“人是万物
的尺度”。

科技发展
莫忘“人是万物的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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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是否能够
掌控科技发展？

人们应该记得，2011年，烟
草专家谢剑平当选为中国工程
院院士，遭到了舆论强烈谴责，
谢院士也因此被冠以“烟草院
士”的“桂冠”；2017年，医学专
家任晓平与人合作，完成了世界
首例遗体头颅移植手术，但是社
会各界对此反应强烈；最为严重
是在2018年，南方科技大学副
教授贺建奎违反国家禁令，竟然
培育出“基因编辑婴儿”，引发轩
然大波，引起全社会对学术道德
和科研伦理高度关注。

众所周知，科学技术对于人
类的意义非同寻常。近代以来，
在人类的思想见解领域，科学的
威信逐步上升，生产效率不断提
升，物质财富也急剧增加，人类
社会终于走出了惨烈的“马尔萨
斯陷阱”。

正因如此，马克思和恩格
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特意写了
一段高度评价资产阶级“起过
非常革命的作用”的语句，这与
其说是在肯定资产阶级的革命
性，不如说是在赞美科学技术
的伟大力量。无数人也因此崇
拜科学，在孕育近代科学的西
方世界，甚至还产生了以“科学
至上”为核心内容的科学主义
思潮。

但是，科技在迅猛发展，造
福人类的同时，人们对科技的质
疑也没有停止过，因为前面所提
到类似事件并非起源于中国，也
绝非仅限于中国。面对着被科技
深刻改变了的世界，不少人陷入
了沉思：人类是否能够掌控科技
的发展？作为一个深度参与国际
分工的科技大国，我们自然也无
法回避这些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