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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甬祥：科学伦理道德是科技创新行为准则 

 

(2005-11-01 10:48:33)

10月31日上午，由中国科学院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科学知识与技术伦理委员会共同主办的“科技伦理会议报告

会”在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世界科学知识与技术伦理委员会委员路甬祥院士在报告中指

出，科学伦理道德，是科技界内应该共同恪守的行为准则。  

    路甬祥说，科学伦理道德，系指人们从事科学技术创新活动对于人类社会和自然的关系准则，是科学家应持的价值观

念、社会责任和行为规范。科学伦理道德是科技创新和现代社会的文明理念，是科技创新的不竭精神动力，是科技创新的

共同行为规范，也是科技创新的先进文化氛围。  

    但从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向前发展，社会化程度空前，一些科学成果被滥用，给人类和地

球上的其他生命、给生态环境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路甬祥说，“愈加重视科学活动的伦理规范，加强科学家的伦理道德

责任，已成为科技界和社会公众关心的热点问题。”  

    路甬祥分析说，科学伦理道德面对的挑战，不仅来自于科学技术发展的本身，而且也来自人们的功利主义倾向、全球

化市场经济环境的冲击和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发展的不平衡带来的不公正、不公平。此外，人类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要

求，也使科学伦理道德面临危机。  

    20世纪以来，科技发展日新月异。IT技术的发展，带来了数字鸿沟、网络黑客、非法窃密、侵犯个人隐私等安全问

题；而生物技术的进步，带来了转基因作物、干细胞研究、克隆生命、代孕育子、生物恐怖等伦理问题，对传统伦理道德

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而人们功利主义的倾向，也使科学伦理道德面临严峻的挑战。路甬祥说：“青年科学家急于求成可能带来浮躁和不当

行为；成名学者可能会保守或不适当地利用其声誉地位不公正地对待他人的贡献；条件较差的科学家可能会企望利用不适

当行为改变其生活与工作条件；条件较好的科学家可能不适当地利用其地位与资源优势，不公正地对待他人的创造；科学

家、工程师也可能受利益的诱惑，将个人的兴趣置于国家和公众利益之上。”这些，都是科学伦理道德建设中亟待解决的

问题。  

    路甬祥指出，科学伦理道德，源于科技创新的内在要求，它是基于人类的共同的基本的价值观。科学技术的探索性与

真理性，要求人类能够不懈求索，求真求是；而科学技术的双刃性，又要求人类恪守伦理、造福人类。科学观，要求人们

求真求是，造福人类；社会观要求人们尊重人的尊严与人权，尊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可持续发展；而自然观，则要求人们尊

重生命，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环境。  

    “所以，科学伦理道德，是所有科技界人士应该共同恪守的行为准则。”路甬祥说，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总会对传统

伦理带来新的挑战，科学家与社会必须充分关注科学技术不被滥用，充分关注科学伦理规范而不限制科学技术的发展，坚



信人类的科学精神与人文良知将与时俱进，那么，“‘创新科技，造福人类’的理想就一定能实现”。  

    路甬祥说，科学伦理道德的建设，一方面要加强对科学伦理道德的研究，在深化科学认知的基础上，发展科学伦理道

德；同时注重科学伦理的传播与教育，注重科学伦理道德的教育与示范。另一方面，还要健全民主与监督，反对迷信权

威，鼓励学术争鸣；同时，也要完善国家和国际科学伦理法律法规，改善科学技术创新的评价准则与方法。  

《科学时报》记者 郑金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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