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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作物产业化伦理学研究的转向*

毛新志,罗圆萍

(武汉理工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湖北 武汉430063)

摘暋要暋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实质伦理主要是研究转基因作物产业化是否应该做,而程序伦理重在研究转

基因作物产业化应该如何做。在当前的境遇下,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伦理学研究应该由实质伦理转向程序伦

理,这种转向有其理论合理性和现实合理性。建立以伦理治理为核心的程序伦理,包括明确转基因作物产业化

伦理治理的主体,研究转基因作物产业化伦理治理的依据,确立转基因作物产业化伦理治理的主要内容,建立转

基因作物产业化伦理治理的商谈伦理机制,对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进行科学和有效决策,规范管理,使其为人类

带来更多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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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2011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达到1.6
亿hm2,连续16年保持快速增长。转基因作物的产

业化是我国学术界、政府和广大公众共同关注的重

大民生问题之一,这是不争的事实。而伦理学的研

究不仅是转基因作物研究与发展的基础,也将为其

他学科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撑和方法论借鉴。在一定

意义上讲,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伦理学研究不仅是

打开科技与人文研究相互融合的逻辑通道,也是推

动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法
学等不同人文社会学科协同创新的哲学前提。如果

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在伦理学方面得不到政府、公
众和社会的认同,那么实现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可

持续发展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作为我国主粮的转

基因水稻的产业化也将面临伦理困境。因此,转基

因作物产业化的伦理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

的。不过,在当前的境遇下,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伦

理学研究应该由实质伦理转向程序伦理。

暋暋一、转基因作物产业化伦理学研究
转向的含义

暋暋规范伦理学主要分为普通规范伦理学和应用规

范伦理学2种。“普通规范伦理学试图提出一些原

则或德性来支配人们做事或者做人,并提出理由来

证明为什么我们应该采取这些原则或者培养这些德

性暠。应用规范伦理学是应用普通规范伦理学的原

则解决特定领域的伦理问题。应用于生命科学技术

和医疗保健就是生命伦理学;应用于解决工程师面

临的伦理问题就是工程伦理学等[1]。规范伦理学研

究的问题大致分为实质伦理和程序伦理2个方面。
前者主要研究一个行动或者决策是否应该做,而后

者重在研究一个行动或者决策应该如何做。实质伦

理和程序伦理研究的重点不同,但彼此之间又相互

联系。一项行动或者决策只有在实质伦理上得到应

有的辩护,其程序伦理的研究才有基础、价值和意

义[2]。例如,从实质伦理来讲,生殖性克隆基于生命

伦理学的不伤害原则和尊重原则而很难伦理辩护,
在立法建议上就表现为禁止生殖性克隆,联合国和

许多国家以法律法规的形式禁止生殖性克隆,这也

就表明再没有必要研究生殖性克隆的程序伦理。相

反,治疗性克隆基于治病救人的义务和长远的医疗

价值而得到一定的伦理辩护,因而治疗性克隆的程

序伦理的研究才有价值和意义。转基因作物产业化

的实质伦理重在研究转基因作物到底是否应该产业

化,即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是否能够得到伦理辩护。
从一个行动或者决策的伦理辩护的强弱程度来看,
一般分为以下几种情况:如果一个行动或者决策能

够得到强的伦理辩护,则应该做,在立法建议上是

“鼓励做暠;如果一个行动或者决策不能够得到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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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护,就不应该做,在立法建议上“是禁止做暠;如果

一个行动或者决策只能得到一定的伦理辩护或者部

分的伦理辩护,则在立法建议上“是允许做暠或者“可
以做暠;如果一个行动或者决策只能得到比较弱的伦

理辩护,在立法建议上则是“不提倡做暠。转基因作

物产业化的程序伦理主要是研究转基因作物应该如

何产业化,即采取什么样的决策机制和管理制度对

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进行科学评价、民主决策和规

范管理。只有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在实质伦理上得

到一定的伦理辩护,才有研究程序伦理的必要性和

可能性。因此,转基因作物产业化伦理学研究的重

点不在实质伦理,而在程序伦理[3]。

暋暋二、转基因作物产业化伦理学研究
转向的现实合理性

暋暋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实践为转基因作物产业化

伦理学研究的转向提供了现实依据。1983年全球

首例转基因作物———转基因烟草问世,1986年首批

转基因作物被批准进入田间试验,1992年中国率先

将抗病毒烟草推进市场,成为全球第一个转基因作

物商业化的国家。1994年转基因耐储藏番茄在美

国被批准投放市场,转基因食品开始走向老百姓的

餐桌[4]。随后,转基因作物产业化发展速度也越来

越快,市场上销售的转基因食品也日益增多。

1.全球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面积不断持续、快
速增长

自1996年全球大规模种植转基因作物以来,种
植面积连续16年保持了快速增长。1996年全球转基

因作物的种植面积仅有170万hm2,1997年飙升到

1100万hm2,2000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达

4420万hm2,2006年增长到10200万hm2,首次突

破10000万 hm2,2010年为14800万hm2,2011年

达到16000万hm2,比2010年增长了8.4%,是1996
年种植面积的94倍。除了2008年、2009年和2011
年之外,全球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的增长速度在

10%以上,具体情况见表1。全球转基因作物产业化

面积在未来几年将会继续保持快速增长。

2.全球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国家在不断增多

近16年来,在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不断增加的

同时,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国家也在不断增多。1996
年有6个国家实行转基因作物开始商业化种植,

1998年为9个,1999年发展到12个,2003年扩大

到18个,2007年增加到23个,2008年种植转基因

作物的国家达到了里程碑式的25个,2009 年与

2008年持平,其中哥斯达黎加加入了种植转基因作

物的队伍,而德国在2008年停止了 Bt玉米的种

植[5]。2010年更是达到29个国家,德国重新回到

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国家的行列,3个新增的国

家(巴基斯坦、缅甸和瑞典)也加入了转基因作物产

业化种植的行列[6],2011年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国家

与2010年持平。全球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国家在将

来还会继续增多。到2015年,预计全球种植转基因

作物的国家将达到40个。
表1暋1996-2011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变化

年 份
种植面积/
万hm2

比上年增长面积/
万hm2

比上年增长
比例/%

1996 170 ——— ———
1997 1100 940 547.1
1998 2780 1680 152.1
1999 3990 1210 43.5
2000 4420 430 10.7
2001 5260 840 19.0
2002 5870 610 11.6
2003 6770 900 15.3
2004 8100 1330 19.6
2005 9000 900 11.1
2006 10200 1020 11.3
2007 11430 1230 12.1
2008 12500 1070 9.4
2009 13400 900 7.2
2010 14800 1400 10.4
2011 16000 1200 8.1

暋暋3.全球种植转基因作物的人数不断增加

1996年,全 球 种 植 转 基 因 作 物 的 人 数 不 足

50万,2006 年 达 到 1 030 万,2007 年 增 长 到

1200万,2008年是1330万,2009年为1400万,

2010年为1540万,2011年为1670万,全球种植转

基因作物的农民在不断扩大。到2015年,预计全球

种植转基因作物的人数将超过2000万。

4.发展中国家近年来种植转基因作物面积的增

速明显超过发达国家

转基因作物商业化开始实施阶段主要是一些发

达国家(如美国、加拿大等)种植,但是随着全球化的

发展和世界各国农业政策的逐步开放,发展中国家

种植转基因作物表现出了强劲的势头。在2006年

之前,发达国家一直是种植转基因作物的主力军,而
在2006年全球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国家中发展中国

家和发达国家持平,比例为11暶11,2007年比例为

12暶11,2008 年 比 例 达 到 15暶10,2009 年 为

12暶11,2010年和2011年为19暶10。1997年以

来,发展中国家转基因作物面积占全球转基因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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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面积比例呈持续上升趋势,1997年为14%,到

2001年增长为26%,2002年达到27%,2003年为

30%,2007年达到43%,2008年为 44%,2009 为

46%,2010 年为 48%,2011 年为 49.875%,接近

50%,预计2012年发展中国家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

将超过发达国家。
从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实践来看,全球转基因

作物的种植面积在持续、快速增长,种植的国家在不

断增多,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农民在不断增加,发展中

国家近年来种植转基因作物面积的增速要明显快于

发达国家,这些都表明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有它的

生命力和发展空间。可见,在当前的境遇下,问题的

重点不是讨论转基因作物是否应该产业化,而是应

该如何产业化,即转向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程序伦

理的研究,转基因作物产业化伦理学研究的转向有

一定的现实合理性。我们应该在产业化实践之中总

结生存与发展的智慧,用实践智慧指导转基因作物

的产业化发展。

暋暋三、转基因作物产业化伦理学研究
转向的实践途径———走向伦理治理的
程序伦理

暋暋既然转基因作物产业化伦理学研究的转向有其

理论根基和实践基础,那么如何实现这种转向? 建

立以伦理治理为核心的程序伦理是转基因作物产业

化伦理学研究转向的实践途径。

1.明确转基因作物产业化伦理治理的主体

在转基因作物产业化进程中,利益相关者主要包

括政府、科学家及种植、加工和销售转基因作物的农

民和企业、购买转基因食品的消费者和参与转基因作

物报道和讨论的媒体、非政府组织(像绿色和平组织、
环保组织)等。这些利益相关者成为转基因作物产业

化伦理治理的主体,并将其大致分为决策主体(政
府)、专家主体(科学家和工程师)、生产和销售主体、
公众主体(消费者、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等)等4种主

体。不同主体在伦理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所差异。
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决策主体的职责是为专家主体、
生产和销售主体以及公众主体提供民主协商的渠道

和机会,搭建交流和对话的平台,共同研究和商讨转

基因作物产业化的伦理治理的原则、标准、内容和机

制等等。专家主体是连接决策主体、生产和销售主体

以及公众主体的桥梁,专家对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观

点和建议直接关系到政府的决策、生产者和销售者的

态度以及公众的各种反应,也是我国政府制定转基因

作物产业化政策是否合理的关键。生产和销售主体

作为转基因作物产业化伦理治理的中间环节,是政府

转基因作物产业政策的实践环节,在转基因作物产业

化的伦理治理中肩负着转基因作物生产和销售的重

任,直接影响转基因食品的质量和市场的稳定。公众

主体在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伦理治理之中有着特殊

作用,公众主体对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态度、意见和

观点是政府进行产业化决策的重要依据。当前,媒体

和非政府组织尤其是绿色和平组织作为公众主体的

重要组成部分,其观点和态度也必然影响消费者的态

度,而消费者的态度将对政府的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

政策产生重要影响。应该充分发挥不同的伦理治理

主体在转基因作物产业化决策中的各自作用,促进转

基因作物产业化的科学决策和民主管理。当然,4种

主体的伦理素养和社会责任感是转基因作物的研究

与发展是否能够造福于人类的关键。加强他们的伦

理培训和教育,从伦理道德和社会价值观层面提升观

念认识,提高他们的伦理素养,增强社会责任意识,不
仅有利于有效控制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风险,也有利

于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顺利推进和可持续发展。

2.研究转基因作物产业化伦理治理的依据

转基因作物产业化伦理治理的依据主要包括伦

理治理的原则和标准。大多数国家把不伤害原则、效
用原则、尊重原则、预防原则作为转基因作物产业化

的社会评价和伦理治理的基本原则。我国在遵循这

些基本原则的同时,结合我国国情和转基因作物的产

业化实践,还应该坚持整体性原则和责任原则。整体

性原则是为了防止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影响和破坏

生态系统以及自然的整体性而提出的伦理治理原则。
这一原则凸显的是转基因作物产业化对生态系统和

自然界的内在规定性的破坏性影响而带来的边界效

应,因为转基因作物产业化对处于边界效用的生态系

统的破坏性可能更大,强调转基因作物产业化对人、
自然和社会的整体效应的评价[7]。责任原则是伴随

着科技风险的全球化、复杂化而提出的伦理原则,强
调责任主体应该关注和思考科技的发展与应用的社

会风险和社会影响,凸显责任主体对自己的行为或者

决策的风险意识和社会责任观念,以高度的社会责任

感来指引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是科技时代的伦理

原则和价值诉求。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涉及到方方

面面,对农业结构、粮食安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必

然产生广泛和深远的影响,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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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相关者都应该以责任伦理和责任原则规范自己

的决策和行为,减少其风险,扩大其社会福利。这6
个伦理评价原则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统一整体,
共同构成转基因作物产业化伦理治理的原则体系。

转基因作物产业化伦理治理的标准包括综合效

用标准,利益、风险和责任相统一的标准,产量和质

量相统一的标准[8]。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综合效用

标准是指在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效用评价中,建立

短期效用和长期效用,正效用和负效用,经济效用、
健康效用、生态效用和社会效用相统一的综合评价

机制,防止在其效用评估中,只注重短期效用、正效

用和经济效用,而忽视了长期效用、负效用和健康效

用、生态效用以及社会效用等方面的片面做法。综

合效用标准是转基因作物产业化伦理治理标准的内

核。利益、风险和责任相统一的标准主要是指在转

基因作物产业化进程中,应该坚持转基因作物产业

化的利益分享和风险、责任分担的统一。在当前转

基因作物产业化进程中,明显存在利益分享和风险、
责任分担不统一的现象。为了更好地实现利益、风
险和责任的统一,转基因技术的科学家有义务和责

任评估他们所进行科学研究和应用的正负影响和可

能的社会后果,科学和客观评估其各种风险,并真实

和及时地告知公众和社会;利益相关者尤其是科学

家和生物技术公司应该自觉的遵守利益分配和责任

分担的公正原则。利益、风险和责任相统一的标准

是转基因作物产业化伦理治理标准的基本要求。产

量和质量相统一的标准强调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以

质量优先,产量必须以质量为基础。但是在研究与

发展转基因作物的过程中,往往更注重产量。如果

生产的转基因作物/食品的质量不好,安全得不到保

证,这不仅增加不必要的社会成本,又损害了消费者

的利益,其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就难以实现,转基因

作物/食品的长远发展就会受到影响。因此,发展转

基因作物不仅要增加产量,更应提高质量,增进人类

健康和改善生态环境,促进转基因作物又好又快的

发展。这3个标准是相互支撑的统一整体,共同构

成转基因作物产业化伦理治理的标准体系。

3.确立转基因作物产业化伦理治理的内容

转基因作物产业化伦理治理的内容主要包括转

基因作物产业化的安全和风险,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

利益分配、责任分担和整体效用,公众对转基因作物

的态度及其价值取向,如何保障公众在转基因作物产

业化进程中的知情权、选择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等等,

其重点是安全性评估和公众权利的尊重。安全性评

估重在以下2个方面:一是重点研究转基因作物对人

体健康影响的长期累积效用。在动物实验的基础上,
开展转基因作物对人类健康影响的人体试验。用转

基因作物/食品对动物进行3~5年周期的喂养实验,
对实验数据进行对比和分析。只有得出动物实验比

较安全的条件下,方可进行转基因作物/食品对人体

健康影响的实验,可以参考新药临床试验的办法制定

转基因食品人体实验的规则和办法。其中应该重点

研究和分析转基因作物/食品对人体健康的长期影响

和累积效用,这不仅是证明转基因作物/食品是否给

人体健康带来危害的关键,也是获得使公众相信转基

因作物/食品是否安全的最有效的证据。二是应该重

视分析和研究转基因作物对生态环境影响的长期累

积效用。重点关注转基因作物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包括其对种质资源、野生物种、生物群落和土壤、水资

源等的长期影响,严格和科学评估其累积效用。只有

对转基因作物的生态影响进行长期监测与评估,才可

能科学、合理和客观的评价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各种

风险和收益,也有利于政府、科学家和广大公众作出

正确的判断和科学的决策。
尊重公众的知情权、选择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是转基因作物产业化伦理治理的关键。公众的权利

是否得到保障和有效发挥,这不仅是转基因作物产

业化政策是否科学化和民主化的基础,也是转基因

作物产业化是否能够健康和有序推进的必要条件。
当前,我国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决策受到一些媒体、
非政府组织和消费者的广泛质疑,其中重要原因之

一是转基因作物产业化决策的信息没有公开,信息

透明度不高,有暗箱操作的嫌疑,严重忽视了公众权

利。为此,必须建立转基因作物强制性标识的立法

制度,在转基因作物/食品的生产、销售和出口的过

程中严格贯彻执行,确保公众的知情权;必须确保市

场上有足够的非转基因作物/食品供消费者选择,价
格也应该与转基因作物/食品的价格相当,真正保证

消费者有权利和有能力购买非转基因作物/食品;建
立以共识会、情景讨论、焦点小组、社区对话等多种

形式的公众参与转基因作物产业化决策的机会,尊
重公众的参与权;政府应该给公众提供监督政府决

策、科学家的科学研究和企业以及市场生产和销售

转基因作物/食品等各种行为的渠道和条件,公众不

仅要重视并真正参与这种监督的权利,同时也应该

肩负起监督的义务,共同努力确保转基因作物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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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发展。知情权、选择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作为公

众在转基因作物产业化进程中的基本权利,应该得

到保障和尊重。

4.建立转基因作物产业化伦理治理的商谈伦理

机制

转基因作物产业化伦理治理的原则、标准、方法

和内容,可能需要通过商谈伦理机制来探讨和确立。
建立以平等对话和民主协商为基础的转基因作物产

业化的商谈伦理机制,对伦理评价机制、伦理审查机

制和伦理交流机制等进行商谈,促进伦理治理主体

的沟通与对话,交流与合作。当前,不同的利益主体

缺乏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平等对话和民主协商的平

台,我国政府也缺乏转基因作物产业化决策的长效

机制。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对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态

度存在很大分歧,这在我国表现得更为突出。为了

解决不同的利益主体在转基因作物产业化方面的各

种分歧甚至矛盾,需要建立决策主体、专家主体、生
产和销售主体以及公众主体之间相互交流的商谈伦

理机制,加强彼此间的沟通和对话,就转基因作物/
食品的科学问题、伦理问题、安全评估、风险管理和

产业化决策进行交流与对话,这样就有可能化解矛

盾,消除冲突,平衡利益,求同存异,利益与共,从而

实现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善治暠。不同利益主体参

与伦理治理的过程,其实质是一个商谈的过程,人们

通过交往和对话来形成大家共同遵守的道德共识和

伦理规则,在实践中也有利于这些规则的共同执行,
这样有利于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科学评价、民主决

策和规范管理,从而达到良好的伦理治理效果。

暋暋四、结暋语

转基因作物产业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
研究与发展、决策和管理涉及到不同学科和各个方

面。伦理学研究是制定产业化政策的道德基础和价

值依据。在当前的境遇下,转基因作物伦理学研究

应该由实质伦理走向程序伦理,从建设性的角度建

立以伦理治理为核心的程序伦理,不仅直接关系到

转基因作物产业化是否能可持续发展,也决定了转

基因作物产业化能够给人类带来多大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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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暋Substantialethicsinindustrializationofgeneticallymodifiedcrops(GMC)istostudy
whetheritshoulddoornot,whileproceduralethicsistostudyhowitshoulddo.Inthecurrentsitua灢
tion,ethicalresearchinindustrializationofGMCshouldbeshiftedfromsubstantialethicstoprocedural
ethics,andthisshifthasitstheoreticalrationalityandpracticalrationality.Weshouldestablishproce灢
duralethicsonbasisofethicalgovernance,suchasclearingthesubjectsofethicalgovernanceinindus灢
trializationofGMC,studyingfoundationsofit,establishingmaincontentsofit,andbuildingmecha灢
nismofdiscourseethicsofit,whichcontributestoscientificandeffectivedecision灢making,andstand灢
ardizedmanagementinit,andwhichbringsmorewell灢beingtohu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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