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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亚洲地区无论是要克服新冠疫情影响，还是

转变发展方式、实现人民安居乐业，都需要充分发挥好科技在促进可持续

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但是，科技是把双刃剑，既能加快发展，也可能带来

一系列负面影响。因此，形成最广泛的科技伦理共识至关重要。 

其中，可持续发展这一科技伦理原则，值得高度重视。可持续发展原

则就是要呼吁所有国家（不论该国是贫穷、富裕还是中等收入）行动起来，

在促进经济繁荣的同时保护地球，实现消除贫困与一系列战略齐头并进，

包括促进经济增长，解决教育、卫生、社会保护和就业机会的社会需求，

遏制气候变化和保护环境。 

基于经济社会和个人可持续发展的需要，科技伦理视角下对可持续发

展的理解和落实，应该注重以下三点。 

第一，建立起广泛的科技“全生命周期”可持续发展理念。高质量的

可持续发展不应该是从事物本身来评估其是否可持续发展，而应该建立全

生命周期意识。科技同样如此。当我们谈论科技伦理中的可持续发展原则

时，应该考虑到的是从科技理论的探索、科技实验、科技成果工程化、科

技成果规模化应用、科技产品诞生至废止的全生命周期要符合可持续发展。

实际上，这一理念已经在国际上有比较接近的共识或实践。2014 年在中国

北京举办的第二十二次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同意建立亚太经合

组织绿色供应链合作网络。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世界资源研究所

发布的《温室气体核算体系：企业核算与报告标准（修订版）》中，对碳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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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的追踪界定也是通过将三大范围（直接温室气体排放、间接温室气体排

放、其他间接温室气体排放）全部计入，实现全产业链、全生命周期的供

给侧排放范围界定。实际上，绿色供应链、碳排放范围计算与科技“全生

命周期”可持续发展理念一致，都是强调从全产业链的、全生命周期实现

绿色转型、可持续发展。 

第二，可持续发展的高质量落实，有赖于因地制宜发挥科技力量。联

合国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包含 17 个分项。放眼全球，由于不同国家和地

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资源禀赋等限制，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一定是建

立在当地社情、国情基础上的。因此，科技促进可持续发展，在不同地域

应该有不同的侧重、更本土化的目标。 

第三，应对气候变化是科技力量履行可持续发展使命的重中之重。气

候变化是全球面临的最大规模、最广泛、最严重的挑战之一。气候行动是

联合国 17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第 13 项，但是联合国官网是将支持可持

续发展与气候行动作为一个专栏。联合国也明确指出，可持续发展与气候

行动相互关联，对人类当前和未来的福祉都非常关键。这背后，是近年来

持续频发的极端异常气候，是影响全球每一个个体的严重挑战。换句话说，

应对不好气候变化，人类存在亡族灭种的风险。同时，我们应该认识到，

气候变化的背后恰恰是因为人类的欲望与工业革命以来曾出现的科技不可

持续发展。 

（作者：商汤科技智能产业研究院科技政策与伦理主任 宫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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