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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春晨：“第一次全国应用伦理学讨论会”综述

  2000年6月9～1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应用伦理研究中心、东南大学哲学与科学系、南京师范大学经济法政学

院和无锡轻工大学联合主办的“第一次全国应用伦理学讨论会”在无锡轻工大学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40余位应用伦

理学研究者出席了会议，并就以下几个主要问题展开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 

  一、应用伦理学基本理论 

  尽管应用伦理学在国内外已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热点，并渐成“显学”之势，但应用伦理学基本理论的框架

体系尚未确立，仍处于探讨阶段。本次讨论会上，与会者针对应用伦理学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1、应用伦理学的学科性质。有学者认为，不能将应用伦理学看作是与理论伦理学相对立的一个分支学科，因为

从伦理学的历史看，应用伦理学不过是伦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是一个流派；从应用伦理学“热”的形成看，应

用伦理学是作为元伦理学的对立面而发展起来的新的规范伦理学；从应用伦理学与理论伦理学的关系看，二者既相互

分工又交叉重叠。因此，应用伦理学本质上属于规范伦理学。另有学者提出，应用伦理学是不同于理论伦理学的一种

应用性学科，但应用伦理学研究不只是单纯的应用和推广过程，而且也是再研究、再创造和再构建的过程，它致力于

解答人类的价值原则和行为准则问题。还有学者提出，应用伦理学的研究主题具有“现实应用性”，它的主要工作是

把道德理论应用到具体的道德问题和道德情境之中，而且理论和应用处于互动的过程之中；应用伦理学涵盖了理论伦

理学，在宽泛的意义上，当代道德哲学就是应用伦理学；应用伦理学不同于决疑术、职业伦理学或应用哲学，也不单

纯是人文科学，而是一组新兴的交叉学科群。 

  2、应用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应用伦理学“应用于什么”？由于考察的角度不同，对此有以下几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应用伦理学首先应用于行为。这种行为不是私人的行为，而是与伦理学原则相关的“公域”的行为，

包括与社会政治和法律相关的行为、与经济相关的行为、与科学技术相关的行为、与生命评价相关的行为以及与环境

相关的行为等；其次应用于制度。应用伦理学讨论的大多是次层的制度，如市场制度、企业制度、税收或财产转移制

度、教育制度和医疗制度等；再次应用于某些事件。事件常常是与伦理学评价相关的对象，而且在一个事件中，相关

的行为者与相关的制度的作用是交织在一起的。另一种观点认为：应用伦理学的研究对象不仅包括道德境遇的判断方

法和伦理规范的选择原则，而且必须包括伦理道德行为的实施技巧，不能把应用伦理学片面地理解为一种程序伦理，

也不能把应用伦理学的研究对象片面归结为行为技巧。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应用伦理学的研究对象涵盖了人生伦理、

社群伦理、自然伦理、信仰伦理四个层面。 

  3、应用伦理学的方法。有学者认为，应用伦理学通过个人的、制度的或作为事件的行为案例和场合来考察伦理

学原则，验证这类原则的有效性，检验这类原则的可接受程度。因此，应用伦理学将伦理学原则应用于行为与事件的

方式是一种双向的思考过程，用罗尔斯的术语说就是“反思平衡”。另有学者认为，传统规范伦理学的方法对应用伦

理学都是适用的，但应用伦理学的方法亦有自己的特色，如周密调查和深入体验、权衡利害和相互协商、规范化和制

度化等等。 

  二、经济伦理 

  作为应用伦理学重要领域的经济伦理是本次讨论会的热门话题之一，主要讨论了以下问题： 

  1、经济伦理的基本理论。有学者提出了经济伦理的学科构建问题，认为广义的经济伦理包括：宏观经济层面的

伦理问题，它研究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的伦理评价以及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道德价值导向问题；中观经济



层面的伦理问题，即企业伦理问题，主要研究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内部的管理伦理、企业外部的伦理关系；微观经

济层面的伦理问题，研究个体在社会经济活动中职业角色的伦理、个体的消费伦理等。另有学者从亚当?斯密的“看

不见的手”概念出发，考察了其对研究经济伦理的启发意义，认为“看不见的手”隐喻的是一种建立在利己行为基础

上的调节私利与公益伦理关系的市场力量，它提醒我们，经济伦理应把调节利益关系的伦理准则作为研究的中心内

容，而市场是研究经济伦理的舞台，从市场的内在运作机制入手是研究经济伦理的基本方法。还有学者提出了生态视

野下经济伦理观念转换的观点，认为新的经济伦理观以生态世界观为基础，要求人类的经济活动对一切他者负责，倡

导一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观。人类新世纪的前途，有赖于这种整合经济、生态和伦理并消解西方现代性的新经济伦理

观的确立。 

  2、经济活动与伦理秩序。对此，与会者从不同侧面进行了讨论，提出的主要问题和观点有：（1）经营观念与经

济伦理原则。企业的经济活动是在一定的经营价值观指导下进行的，在市场经济社会，企业的经营观念发生了从过去

的生产观念、产品观念、推销观念到如今的市场营销观念的变化，同时，经济伦理原则也在不断变革和充实。（2）
分配体制与伦理调节。在与分配体制相配套的政策调控中，伦理调节有着独特的影响和作用。在市场经济社会的分配

制度中，要充分认识到基于道德信念的收入分配有助于促进社会的分配公正。（3）经济全球化与经济伦理。作为一

种新的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模式，经济全球化从总体上说对人类整体和长远利益是一个福音，同时，由于客观存在着

的国与国之间的各种伦理矛盾需要解决，全球范围内的经济伦理协商和对话就成为可能，而公正是国际市场规则、国

际经济新秩序的基础性伦理原则。（4）不公正解雇、劳资关系与社会政策。雇主的不公正解雇行为有可能使企业的

运作更具效率，但从长远看，那些对社会负责的企业将会获得更多的利润。为避免雇主肆意裁员减薪，政府应当立

法，承认雇员的集体谈判权，使雇主与雇员在处理劳资关系问题上能够拥有对等的地位。 

  三、环境伦理、科技伦理、生命伦理 

  此次讨论会还涉及到了应用伦理学的其他多个领域。在环境伦理方面，有学者提出了动物权利保护的问题，认为

人对动物的态度是环境伦理的一个试金石，动物保护伦理在我国的环境伦理讨论中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这既不利于我

国的环境伦理研究的深化，也不利于我国的动物保护事业。分析和比较中西动物保护伦理的异同，旨在推进我国动物

保护伦理的研究和宣传。另有学者讨论了消费伦理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指出生态危机与过度消费有关。为保护人

类的生存空间，人们必须树立包括节俭在内的新的消费伦理观，做到适度消费、物质消费与文化消费均衡发展、可持

续消费。还有学者提出了人类保护物种和生物多样性的道德责任，人们不仅要学会“种内”的利他主义，还要学习

“种间”的利他主义。 

  在科技伦理方面，有学者讨论了技术监督与伦理道德的关系，认为它们之间具有互动性，技术监督具有扬善抑恶

的功能，而监督主体在进行技术监督时，必须有正确的价值观指导，符合技术道德客观公正、服务社会的要求。另有

学者分析了科技进步对社会道德观念的冲击和对社会道德进步的正负面影响，指出了提高科研人员的道德素质和社会

责任感、加强科技立法工作的重要性。在生命伦理方面，有学者以日本《朝日新闻》的一次产前诊断的讨论为例，分

析了在对待有缺陷胎儿的问题上的不同观点，提出了几个重要的和有意义的生命伦理学问题：胎儿是人吗？有缺陷胎

儿有出生的权利吗？有缺陷胎儿与家庭、社会的利益发生冲突时怎么办？有缺陷胎儿出生后会获得幸福吗？对这些问

题的回答，不仅影响着个人在遇到此类情形时的行为选择和价值判断，而且也影响着社会公共政策和福利制度的制定

与实施。 

  此外，会议还讨论了我国西部开发的伦理、旅游伦理、性伦理、教育伦理和劳动伦理等问题。 

  （该文发表于《哲学动态》2000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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