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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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技对经济社会驱

动力日益彰显的时代，人类需要用最广泛的科技伦理来规范科研活动和科

技产品的大众应用。 

尤其是面对当前最新一轮科技变革，人工智能、生命科学在给人类社

会带来巨大益处的同时，如何确保这些技术尽可能不侵害个体、群体权利，

确保科技向善至关重要。这就需要更加重视科技伦理，重视科技可控的伦

理原则。 

“技术可控”就是要确保科技由人类开发、为人类服务、受人类控制，

人类对科技拥有充分自主决策权。相应地，科技应用导致的伦理责任也应

由其控制者（人类）承担。因此，人类在探索科学技术创新，推动生产力

进步的同时，科技活动应客观评估和审慎对待不确定性和技术应用的风险，

并力求规避、防范可能引发的风险，防止科技成果误用、滥用，避免危及

社会安全、公共安全、生物安全和生态安全。 

第一，技术可控是科技工作者的基本道德操守和行为底线。对科技发

展最具影响力的群体之一是科技工作者。技术要实现可控，首先就是受科

技工作者控制，并且科技工作者本身有确保技术可控的意识。1949 年，国

际科学协会联合理事会通过的《科学家宪章》中，对科学界的义务和责任

作了明确规定，要求“最大限度地发挥作为科学家的影响力，用最有益于

人类的方法促进科学的发展，防止对科学的错误利用”。实际上，这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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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核心内涵，就是要确保技术可控，趋利避害。可以说，脑海中没有技

术可控这一理念的科技工作者，就不是合格的科技工作者。 

第二，技术可控成为社会公共治理的核心命题之一。科技已经触达社

会的方方面面，技术是否可控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因此，技术

可控是一个社会性伦理和治理问题。近年来，科技在使用过程中带来的失

控问题并不少见。例如，一些地区的枪支泛滥问题，本身就是枪械科技产

品在社会侧不可控的结果。实际上，人类此前经历的严重环境污染，也从

侧面反映出此前的技术不可控，如今积极倡导的绿色转型也是希望实现社

会环境层面的技术可控。总体而言，技术可控作为社会公共治理的核心命

题，要强调科技研发可控，也要强调科技应用可控。 

第三，发展、用好技术是主方向，谨防遏制技术进步。技术可控既要

成为科技创新的必要伦理边界和价值底线，也要避免把技术可控泛化。技

术可控是要技术在可控的情况下发展，而非仅仅强调将技术控制住。如果

不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一味强调控制，实际上背离了可持续发展的初衷。

我们应该吸取历史上的负面案例。1865 年英国实施的《机动车道路法案》

中规定，在城镇行驶时速不得超过 3.2 公里，且每辆汽车要有 1 人手持红

旗，走在车前 50 米处，为汽车开道，警告行人注意安全。这种对技术的严

格控制，带来的结果是迟滞了工业革命策源地英国的汽车产业成长。 

如今，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大量新科技成果，对这些技术的可控性自

然也成为了科技伦理的重点。但是，这种控制一定要吸取历史教训，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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