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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以来，科技快速发展带来生产力快速进步，人类生活得到整体

大幅改善。尤其是今年兴起的新一轮科技变革，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生

命医药等为代表，正在进一步推动人类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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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近年来违背伦理的生物医药研发、数据保护与隐私泄露等，一度引

起社会广泛关注。 

因此，面对新一轮科技变革，达成最广泛的科技伦理共识，科技界、

政府、公众需要认识到以人为本的科技伦理原则的重要性，并贯彻到科技

发展、应用全链条。“以人为本”就是要追求不同文化之间的道德共识，

尊重、包容、平衡全球不同国家地区的历史、文化、社会、经济等方面的

发展差异，确保人权和隐私保护，以及无偏见地应用技术。具体到科技领

域，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生改善和

生态环境保护，不断增强社会群体及个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促进

人类社会和平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为此，科技活动应最大限度避免对人的

生命安全、身体健康、精神和心理健康造成伤害或潜在威胁，尊重人格尊

严和个人隐私，保障科技活动参与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同时，科技活动

要尊重宗教信仰、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公平、公正、包容地对待不同

社会群体，防止歧视和偏见。此外，使用实验动物应符合“减少、替代、

优化”等要求。 

第一，倡导科技“全生命周期”尊重人、保护人、改善人。科技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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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野下的以人为本，不仅要聚焦科技产品本身，而是要延伸到科技活动的

“全生命周期”。具体来讲，科技活动从起始阶段就要考虑、评估对人的

影响，在后续的科研、科技产品上也要考虑对人的影响，乃至要提前考虑

科技产品失去使用价值之后对人类是否会带来负面影响，以及如何将影响

降到最低。同时，科技伦理视野下的以人为本，还要充分考虑对科技活动

主要参与者的影响。例如，一些科研活动所需要的特殊环境，可能会对科

研人员的身体、心理带来影响。另外，科研活动者本身树立以人为本的理

念至关重要，这样才能实现科技“全生命周期”的以人为本能够得到执行。 

第二，更大范围、规模的公众参与，是以人为本的重要内涵。联合国

体系内，支持可持续发展和气候变化行动的主要实体包括联合国可持续发

展高级别政治论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科教文组织、粮农组织、工发组织、减灾办等 38 个机

构。此外，联合国基于可持续发展目标制定了每月目标，就是希望实现更

高频次、更大规模的人员参与。科技促进可持续发展取决于公众对科技的

态度，且需要最大范围的参与。科技伦理不是科研工作者自己的事情，社

会公众普遍形成科技伦理共识，才能加快科技促进可持续发展，规避科技

误用、滥用、错用危害可持续发展的风险。 

第三，提倡“普惠科技”理念，最大限度规避科技应用鸿沟。可持续

发展是一个也不能少的发展，无论性别、年龄、种族都有相对平等的发展

机会。具体到科技伦理中的以人为本，就需要高度重视边缘群体、弱势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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