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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少杰     

  

  生物技术的快速发展,推动了人类社会由工业时代向基因时代的转变,一场人类有史以来最为深刻的伦理道德革命即将爆发,人类正面

临一场有史以来最严峻的考验。生物技术给人类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诸多不可预测的灾难,人类面对新兴的生物技术,处于

进退维谷的境地。工业革命以来,技术对人类的报复,使我们深刻认识到驯服技术这匹“野马”对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然而,驯服这

匹“野马”需要诸多社会力量的参与,其中新兴的法治化的伦理道德力量是最为重要的力量。本文从法治的视角分析探讨基因时代伦理道

德的构建。 

一、对生物技术的两种伦理道德观 

生物技术的发展引发了一系列的伦理道德问题,人类仿佛步入发展的陷阱而不能自拔。生物技术的支持者认为,大力开展生物技术的

研究、开发、应用工作,能解决人类目前所面临的诸多环境问题,特别是通过基因治疗的临床应用,期望在不远的将来,人类能够在消灭遗传

疾病,增进人类健康,解除病人痛苦和提高人类生存质量方面会有突破性进展,人类的整体福利、安全、健康状况将会因生物技术的发展而

迅速提高,大力推进基因研究工作,符合人类的利益,并没有违背人类发展的道德。生物技术的反对者认为,尽管生物技术能给人类带来福利,

但这种技术是一种极其可怕的技术,特别是其中的克隆技术,它给人类带来的威胁决不亚于原子能技术。因为,生物技术能够在自然界不同

的物种间,跨越植物、动物和人类之间的生物学界限,在漫长进化过程的瞬间,创造出成千上万的崭新生命形式,数以万计的转基因生命将被

释放到地球生态系统,其中某些可能会对地球的生物界造成灾难性的破坏,从而在世界范围内形成比工业污染更可怕的遗传污染,使生态系

统遭到破坏,减少地球上生物多样性的储备。同时,生物技术的利用类似于20世纪40年代人类利用核技术,使人类处于毁灭性的危险中。而

生物技术一旦被应用到武器装备上,可能给人类造成致命性混乱,这将使世界更加恐怖,从而构成21世纪世界和平的潜在威胁。为此,1995

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英国核物理学家罗特布拉特将“克隆羊”的问世同原子弹出现相提并论,并认为遗传工程像原子弹一样具有令人恐

怖的可能性。 

面对以上两种观点,我们认为,基因时代既不是支持者所描述的“牧歌时代”,也不是反对者所描述的“世界末日”,而是人类发展史上

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我们现有伦理道德规范没有为其留下一个既定的位置而使人类惊惶失措,这是新事物诞生于人世间的正常表现。出现

上述状况的原因在于:其一,生物技术的研究开发应用的非规范性和新闻媒体报道相关问题时的任意炒作,引发公众的不稳定情绪;其二,人类

自身伦理道德建设的相对滞后性所致。在自然经济时代,某种伦理道德观念一旦形成,可延续几百年、上千年,但在工业经济时代,伦理道德

的演进速度大大缩短,其形成是以对既有伦理道德的本体性依赖为前提。可是在当今,在生物技术经济时代,新的伦理道德的形成将是以伦

理道德本体的革命性变动为前提,人类需要重新认识自身,重新界定“人”的内涵(无性生殖技术的冲击)。这对于惯于接受长久稳定的伦理

道德的人类来说,无疑会产生巨大的逆反心理和对新事物引发的未来现实的恐惧心理。为此,构建新的伦理道德体系,确立新的伦理道德观

念,已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巨大课题。 

二、构建同基因时代相适应的伦理道德体系 

尽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生物技术得到长足发展,但人类在该技术领域的水平还处于犹如蒸汽工业时瓦特水平或航天时代的怀特兄

弟水平阶段。尽管该技术处于幼儿阶段,但由于其具有震憾性的力量所在,从而在伦理道德的空间中,该技术处于极其尴尬的境地。但我们

相信,现有伦理道德无法阻止基因时代的到来,一切阻碍性因素终将被新时代的车轮压得粉碎,全社会应该为基因时代的到来营造一个良好

的发展环境,促进其快速发展。2001年9月27日《南方周末》报道了中山医科大学的基因研究成果后,引发了专家的一系列争论,有些专家

指控这一研究行为,其中理由之一是,西方对这样的研究行为都是不许可的,仿佛全球化了,我们的一切都得跟着西方走。我们对此不以为然,

中华五千年文明传统自有吸收基因时代影响的伦理道德能力,大可不必言及西方、行及西方。可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构建新的伦理道德体

系。 

1.树立科学的文化伦理道德,不崇外不法古。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伦理道德不是一尘不变的,它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而不断变化调

整的,世界上没有一尘不变的伦理道德,即使宗教的清规戒律也是处于不断变化中的,何况处于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的伦理道德,它们更应与

时俱进,与先进的文化和先进的生产力一起向前发展。回顾15世纪以来的人类发展史,人类的每次进步,如果从伦理道德的角度看,都是建立

在新的伦理道德,对旧的伦理道德的超越之上的,都是建立在伦理道德与社会新事物相互冲突、磨合基础之上的。500多年前,欧洲的新兴资

产阶级及银行界与天主教发生过一次有关高利贷和利息的激烈辩论,如果从人数的角度看,天主教伦理观代表了广大下层人的利益,是主流

道德观,但历史并没有选择主流伦理道德观,而是选择了新兴资产阶级的伦理道德观。正是这场天主教的失败,加快了市场资本主义和现代

经济的进程。近代以来的中国,从“祖宗之法不可变”到“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大规模引进西学,使传统的伦理道德在现代文化的强大改

造力之下趋于瓦解,从而确立了新的伦理道德体系。今天,在我们面临生物技术突破“临界点”的关键时刻,伦理道德应如何对待之,我们认

为伦理道德不应像裹足女人,走路放不开步子,怨声载道,而应与新兴技术一道前进。如果我们用今天的伦理道德去评判一个未来的新技术,

这对于新技术的发展无异于饮鸠止渴,这正如把今天的网络技术放在500年前的伦理环境下评判一样。评判事物的伦理道德标准,应以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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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先进的文化伦理道德为基础,以有利于先进的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为指导。只有这样,才能确立起符合基因时代发展要求的伦理道德,

伦理道德才能与时俱进,成为推动新时代到来的重要力量。 

2.确立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趋势,有利共同进步的政治伦理道德。“基因”是未来时代的“绿色黄金”,在未来谁控制了地球上的遗传

基因资源,就如同在工业时代控制了石油和贵金属一样,对未来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为此,许多发达国家面对上帝赐予人类的基因疆地,开

始了大规模的“基因殖民”行动,力图通过基因殖民来控制未来世界。与此同时,他们又大力推进基因霸权主义,把16世纪以来的商业圈地

和把地球生物圈所有生态系统的私有化发展到顶峰,一场富国掠夺穷国的“新殖民”活动正在静静地推进,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通过一系

列的国内立法,使其从广大发展中国家“盗取”的基因合法化,罪恶的基因殖民黑手使发展中国家的基因库正在缩小,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

经过几个世纪的斗争,所获取的独立的政治主权,在基因时代可能因罪恶的基因殖民活动而再次丧失。为此,广大发展中国家应像20世纪40

年代以来那样,团结起与发达国家斗争,大规模开展国内立法和争取国际立法,打击基因殖民活动,保护自己的基因主权,确立适应基因时代要

求的国际政治伦理道德,确保人类的最后一块“公地”——“基因家园”,免遭殖民主义者的侵占。 

3.构建适应知识经济发展要求的经济伦理道德,确保基因时代人类国民财富增长的共享性,缩小国际经济发展中的“马太效应”。近

代以来,伴随着工业革命的不断深入发展,人类国民财富的分配天平总是向发达国家倾斜。“二战”以后,经过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长期斗争,

国际经济新秩序日趋形成,但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之奋斗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又成为“水中花,镜中月”,垄断新知识的发

达国家不但没有减轻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反而变本加厉,在未来的基因时代,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将更为残酷。如2000年4月6

日,美国孟山都公司,把从中国窃取的大豆遗传基因向全球包括中国在内的101个国家申请一项有关高产大豆及栽培、检测的国际专利,如果

变成现实,中国人种着自己祖宗留下的大豆,还要向美国人交费。1997年,美国一种子公司成功地获取了印度香米的20多项专利,使印度每

年3亿元的香米出口受到威胁[1]。在基因时代,确立新的经济伦理道德,制止那种“拿了别人东西,还要惩罚别人”抑或“用自己的东西还

得向别人交费”的不道德行为的发生,是确保新时代健康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否则,人类可能再次陷入如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战争苦海中。 

4.树立新的生态伦理道德理念,保持大自然的有秩序进化。同工业时代人们过分地相信“化学技术改变生活”,“廉价而又清洁的核

能改变人类的能源结构”的诸多美好许诺一样,基因时代人们也同样得到生物技术专家们的更为动听的许诺。工业革命以来的人类发展史

表明,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给人类造成的损失是触目惊心的。面对即将来临的基因时代,人们在大谈其优越性,而很少谈及其生态风险。事实

上,在农业、工业和人体保健以及生育方面,大规模地利用生物技术可能会导致前所未有的生态环境的大破坏,释放到环境中的每一种遗传

工程生物都对生态系统可能构成潜在的威胁,因为任何一种转基因生物被释放到环境都意味着经过长期进化形成的生态网络关系的某些断

裂,大量的转基因生物释放到环境中,其危害将可能大大超过由于石油化学产品进入地球生态系统而产生的危害,生态灾难在未来可能随时

发生[2]。如果从生态伦理的角度看,现在蓬勃兴起的生物技术,很可能演化成一场人类与大自然的一场生态赌。所以在基因时代,必须构建

新的生态环境伦理道德,教育每位公民,培养公民新的生态伦理道德观念,为新时代的到来构筑一道坚固的观念屏障,使人类能与大自然确立

一种新型关系。 

5.确立新型技术伦理道德。近代以来,工业污染已经给人类生存环境带来了巨大威胁。历史证明,每一次新技术革命在给人类带来益

处的同时,也让人类付出代价,技术越强大,对社会造成的干扰及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的破坏性就越大———核能及石油革命证明了

这一点。今天从事生物技术的相关人群给公众的许诺都是动听的业绩,而鲜有人谈及该技术的可怕后果。众所周知,目前的生物技术领域的

研究正类似于20世纪40～50年代核领域的早期研究,一系列新型的生物武器正悄悄地来到人世,它们的杀伤力与原子弹相比有过之而无不

及。面对生物技术这把双刃剑,人类应该确立怎样的技术伦理?回顾人类步入近代史以来的历次战争,其破坏性一次高过一次,这其中的“贡

献”应归功于技术的飞速进步。今天,如此先进的生物技术一旦应用于非和平目的,人类将遭受前所未有的技术之报复。为此,通过一系列

的国际公约,限制生物技术的军事利用,构建新的技术伦理,已刻不容缓。 

6.确立与基因时代相适应的法律伦理道德。基因时代是一个人类对法律空前依赖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如果生物技术的发展离开法律,

那么基因时代将可能变成人类的末日。法律对生物技术的态度,直接决定着基因时代的步伐和该技术对人类的影响程度,所以生物技术的反

对派们往往通过游行、集会的方式向立法机关施加压力,力图通过一系列的法律制度的创建,把生物技术的发展规定在一定的范围内;而支

持派们也是通过游说立法当权者,使其制订出一系列的法律,促使现有的研究合法化,从而为其取得高额商业利润铺平道路。以美国为代表

的西方发达国家,已经通过一系列的法律途径使许多常人看来不合理事情合法化(美国法律把从别国窃取的基因合法化),为美国的相关企业

最大限度吞食全球基因资源鸣锣开道,为美国的基因殖民、基因霸权摇旗呐喊。美国式的法律支持是有悖于法的精神,有悖于人类基本伦理

准则,它把正义的法律降格为保护“盗窃分子”公然行窃的恶法。基因时代,如果美国式的法律伦理道德体现在各国的基因立法中,那么世

界将再次变成恐怖的战场。在基因时代,坚持什么样的法律伦理道德,是决定生物技术这艘知识巨轮驶向何方的关键,在新时代来临之际,人

类应该深刻反思法律伦理道德的问题,从上个世纪中叶以来的国际立法活动中,寻求有利于新时代健康发展的法律伦理道德理念,使人类能

共同拥有一个互利、平等的基因时代。 

三、加快中国基因伦理道德建设的途径 

从全球近500年来的发展史中可以看出,每一个民族的崛起,都与其紧紧抓住历史赋予的发展机遇密切相关,对于中国来说,能否抓住

“基因时代”这一新的历史发展机遇,已成为中华民族腾飞的关键之所在。我国是一个遗传基因资源大国,但却是一个生物技术“小国”,

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这都与我们的发展之路不相适应。当前,树立中华民族的基因伦理道体系,是中华文明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我们

培养基因时代公民意识的关键之所在。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加强生物学及相关知识的普及教育,树立国民的基因意识。上个世纪80年代,面对西方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邓小平同志提出“计算

机要从娃娃头上抓起”的指示。现在看来,这一战略性的指示在我国已见成效。今天,面对生物技术的突飞猛进,我们要追赶这一激烈竞争

的时代,必须贯彻从“娃娃头上抓起”这一战略。大力推进中小学生物学教育,改革现行教材,改变以往生物课是生物常识介绍课的模式,把

学生从“虫鱼鸟兽,花草树木”的误区中引出来,在兼顾基础性教育的同时,把相关的现有科研成果,通过科普的方式介绍给学生,把科研成果

的潜在价值初步告诉学生,同时应把目前世界上激烈的竞争写进教材,告诉学生基因殖民主义者在世界各地的行径,以此在学生心灵中树立

起基因意识的丰碑,提升国民的基因意识,为基因伦理道德的形成打造一个坚实的国民基础。 

2.新闻媒体、报刊杂志应加大生物技术相关知识的宣传力度,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学生物学知识,保护遗传基因资源,给基因盗窃者布下

天罗地网。新闻媒体、报纸杂志是现代社会引导公众认识的一条主渠道。但是,过分的渲染报道,有时适得其反,媒体宣传时要把握好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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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网科技 

把公众的思维向良性的方向引导。决不能哗众取宠,误导公众,从而引发公众对生物技术的抵触情绪。公众的支持是基因时代到来的

社会基础,促进基因意识扎根大众是各种媒体的重要使命,媒体杂志应成为新时代到来的“报春鸟”,新观念、新思维形成的主阵地。 

3.政府要加大对生物技术研究的管理工作,尽快制订有关法律法规引导技术的发展,同时积极开发基因资源保护的立法工作[3]。生物

技术是一项很易与社会伦理道德发生冲突的技术,政府加大立法保护,一则可以依法引导公众的情绪,使其用科学的发展眼光认识技术进步

问题,支持技术进步,再则可以使该技术的研究有法可依,避免一些不当的社会舆论对之的冲击,从而为该技术的发展筑起一道法治之墙。同

时加大对我国遗传基因资源的保护力度,通过严密的法治之网保护生物的多样性,打击境外某些机构各种形式的偷盗行动,使我国基因技术

在未来的发展有强大的资源支持。总之,国家要高举法治之利剑,为基因时代的到来开道。 

4.加快我国生物技术的发展,让更多的人从中受益,以此推动人们观念的转变。公众认可生物技术,支持发展生物技术,最好的办法是让

他们接触生物技术产品,通过实践的检验来扭转他们的抵触情绪,使他们能在受益中转变态度。同时,政府应通过各种途径,降低有关生物技

术产品的价格,以使广大普通百姓也能从中受益,以此推动高新技术服务于大众,培养起普通公民的现代技术意识,迎接基因时代。 

四、结论 

生物技术是把双刃剑,它在推动社会物质生活巨大进步的同时,又给人类的心灵带来巨大的创伤,我们人类仅有的“心灵大厦”在生物

科技浪潮的冲击下,大有“将倾”的危险,人类似乎处于一个“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二难境地。我们认为,基因时代将是人类伦理道德发

生空前巨变的时代,一场史无前的伦理道德革命将在这时发生,人类就此揭开继文艺复兴以来再次重新认识自己的新篇章。同时,在这个时

代,人类对法律的依赖将是前所未有的,一系列新的法律原则将得以确立,人类的伦理道德将在法治变革的导引下,出现巨变,法律与道德的关

系,将是一种水乳交融的关系。这个时代,如果人类不能吸取工业革命使大批农民成为工业机器牺牲品的历史教训,那么人类将迈入一个使

大批的穷人和有缺陷人群成为生物技术的牺牲品的时代,这与人类的基本道德准则是背道而驰的。我们应努力通过多种渠道促使一个更健

康、更科学的基因伦理的诞生,这其中法律的作用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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