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区域科技伦理治理的实践经验、问题及对策 *

杨　锐1　刘兰英2

摘要：科技伦理治理已成为地方科技管理部门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基于治理理论，通过座谈调查、访谈等形式，对四川省的

治理主体开展科技伦理治理的情况进行摸排，同时向湖南科技伦理主管部门借鉴经验，形成华西医院临床医学伦理治理经验，

总结了湖南省科技伦理治理典型做法，针对科技伦理治理的普遍性问题和伦理审查的突出问题，提出三条科技伦理治理的可

行措施：即推进单位主体设立科技伦理审查委员会，做好伦理治理第一责任人；加快地方科技伦理治理监管部门机制、制度和

抓手建设，促进科技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探索建设区域科技伦理审查中心，作为地区科技伦理治理的有益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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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governan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thics  has  become  a  pressing  issue  for  lo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 departments. Based on governance theory, this study mapped the situation of carrying ou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thical governance by governance subjects in Sichuan through talks, surveys, and interviews, etc. It also drew on the experiences
from  Hun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thical  authorities,  forming  the  experience  of  ethical  governance  of  clinical  medicine  in
West China Hospital and the typical practice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thical governance in Hunan Province, and put forward
three  feasible  measures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thical  governance,  that  is,  to  promote  the  establish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thical  review  committees  within  units  to  ensure  the  first  responsibility  of  ethical  governance;  to  speed  up  the
construction of mechanisms, systems and grips for lo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thical governance regulatory departments, so as
to promote the benign interaction betwee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high-level security; and to
explore  the  construction  of  a  regional  center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thical  review as  a  beneficial  supplement  to  reg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thical governance.
Key Words：ethical governan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linical medical ethical review, regional center for ethical review of sci-
ence and technology

 
 

1　研究背景

近年来，大数据、人工智能、合成生物、基因编辑等

新兴领域出现颠覆式创新，科技伦理的话题也引起了世界

各国的激烈讨论，对于科技伦理问题的研究也不断深入和

具体。为提高人们的科技伦理意识，世界各国做了许多努

力：美国颁布了《关于胚胎干细胞研究的指导原则》，英国

颁布了《人类受精与胚胎法案（研究目的）》，澳大利亚颁布了

《禁止人类克隆用于生殖和人类胚胎研究管制法案》等 [1]。

我国对科技伦理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科技发展对人类、

社会产生影响的反思性研究 [2-5]，从整体视角上强调科技伦

理治理法制化研究 [6-9]，以及开展新兴领域科技伦理治理研

究 [10-13]。学者们主张将科技伦理的自律变成他律，将伦理

意识贯穿于整个科技发展的全过程，指出了当前我国科技

伦理治理存在的痛点与难点。

科技批判是西方哲学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面临日益

严重的生态困境和人类危机的背景下兴起的一种思潮，推

动了现代化进程中的科技伦理反思 [2]。科技伦理治理则是

我国为了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伦理风险，更好地促

进“科技向善”而提出来的重要理念和行动策略。国家

从公布《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组建方案》、成立国家科技

伦理委员会 [14]，到印发《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 [15]

和颁布《科技伦理审查办法（试行）》 [16]，均在积极将科技带

来的伦理风险控制到最小范围。各省份也采取了相应的

行动，如成立省科技伦理委员会（如辽宁）、发布实施意见

或方案（如黑龙江、江西、江苏、云南等）。

综上，从国外到国内、从中央到地方无不高度重视科

技发展带来的伦理风险。但是，落到地方层面，科技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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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如何将医学伦理治理的思想和模式在非医学领域中推

广应用？如何推进高校、科研院所甚至企业强化科技伦

理治理的“第一责任人”身份？如何整体提升地区科技

伦理治理水平？因此，本文基于多次调研，深入分析了医

院——伦理治理主体、行政部门——监管责任主体的治理

经验和存在问题，旨在为四川省及其他省市进一步推进科

技伦理治理工作提供可借鉴的经验，为完善我国科技伦理

治理体制机制建设提供一定参考价值。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理论基础：治理理论

“治理”一词最早在 1989年世界银行讨论非洲发展

问题时被提出 [17]，此后在学术界被广泛运用，逐渐成为政

治学和行政管理学的基础理论。治理理论兴起于西方资

本主义国家，其产生的根源是市场与政府的失灵。自治理

理论产生以来，学术界对其有较多的解释，治理理论创始

人之一詹姆斯   •  Z  •  罗西瑙将治理定义为一系列活动领域

里的管理机制，虽然他们没有得到正式授权，却能发挥作

用 [18]。国内学者俞可平将治理定义为在既定范围内运用

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需求。因此，综合学者们对治理

理论的论述，发现治理理论与传统管理最大的区别在于：

一是管理主体多元化；二是管理客体更广泛；三是治理目

标为促使公共利益最大化；四是治理机制是实现多主体共

同参与，在对话中实现协商管理 [19]。对科技伦理治理进行

研究梳理，发现科技伦理问题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变

得愈发多样和多变，其管理的难度也随之不断加大，对社

会和人类的危害也愈发突显，因此仅靠传统的政府管理远

远不够，需要更多主体参与其中，通过互相的沟通、协商、

交流实现科技伦理的有效治理。基于此，本文选择治理理

论作为分析的理论基础。 

2.2　研究方法：案例分析

作为一种从具体的经验事实到一般理论的研究方法，

案例研究通过广泛收集和使用各种数据与信息，可以深入

研究和详细描述特定环境中发生的重要事件或行为的来

龙去脉，呈现事物的丰富背景和真实状况，并在此基础上

进行分析、解释、预测和评价 [20]。案例研究不仅能对现

象进行详细的描述、对现象背后的原因进行深入细致地

分析，还可以回答“为什么”和“怎么样”的问题 [21]。四

川科技伦理治理工作推进时间不长，甚至绝大多数机构尚

未成立科技伦理审查委员会来行使治理主体职责，政府部

门在推进科技伦理治理工作时瞻前顾后，有较好经验做法

的单位和地方较少，加之国家的科技伦理信息管理平台

2024年才上线，地方基本尚未对接，从面上数据进行分析

成为妄想。因此，针对该研究主题以案例研究作为探索科

技伦理治理措施的方法较为符合研究需要。 

2.3　案例来源：调研座谈

笔者参与了科技部科技监督与诚信建设司赴四川调

研科技伦理建设的工作，在此过程中收集了 3场座谈交流

会 12家单位的发言材料、现场录音稿及内部宣传文稿等

一手数据；参与了四川省科技厅、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赴成都医学城关于区域伦理审查中心筹建的调研，收集了

5家公司及相关部门的发言稿及现场录音，尤其对于生物

医药企业、医院在开展伦理审查时的困难和问题产生了

共鸣；参与了四川省科技厅赴湖南省科技厅调研科技伦理

治理的工作，并通过座谈会、内部文件交流、实地查看等

全面了解了湖南的科技伦理治理工作开展情况。此外，针

对调研对象的一些具体细节，笔者还从公共渠道获取了官

方媒体报道、文献等二手数据，让本文案例剖析更具可

行性。 

3　实践经验 

3.1　案例一：华西医院的科技伦理治理经验 

3.1.1　响应政策和适应环境变化，当即开展机构建设

（1）成立医院伦理委员会：1996年，华西医院设立卫生

部临床药理基地医学伦理委员会 [22]。此后历经 13次调整，

现分为干细胞临床研究伦理审查专委会、临床试验伦理

审查委员会和生物医学伦理审查委员会，独立审查全院开

展的临床试验/研究统筹临床研究项目伦理管理工作。

（2）建立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2005年，四川大学华西医

院申请建立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Chinese Clinical Trial
Register，ChiCTR），2007年被认证为世界卫生组织国际临

床试验注册平台的一级注册机构 [23]。这项非盈利事业推

动华西医院的伦理审查水平直接与国际接轨。（3）成立临

床研究管理部：2014年，华西医院应政策要求建立了临床

研究管理部 [22]，部门下设临床研究办公室、伦理办公室、

生物样本库和临床研究方案设计与统计办公室，其中伦理

办公室主要统筹负责为干细胞临床研究伦理审查专委会、

临床试验伦理审查委员会和生物医学伦理审查委员会提

供精细化的伦理管理服务。 

3.1.2　规范制度和标准化流程

2019年，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率先颁布《四川大学华西

医院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管理办法》，该办法不仅能确

保研究的科学性和受试者利益不受侵害，还充分调动研究

者的积极性，在开展高质量、高水平的临床研究方面取得

巨大成效。现行的《国家医疗卫生机构开展研究者发起的

临床研究管理办法（试行）》的原型就是该文件。除此以外，

华西医院还不断压实院内管理制度，制定了《四川大学华

西医院缺陷管理办法》《临床研究、伦理审查、生物样本

管理标准操作流程》等办法，不断规范临床研究和伦理审

查机制和流程。例如，为全院师生员工制定《临床研究办

事流程》 [23]，该办事流程涵盖了临床研究方法学咨询服务、

伦理申报、临床研究注册、临床数据提取和病种数据库

建立、人类遗传资源国家备案申请等各个方面。其中特

别强调伦理审查申请环节，华西医院分别针对干细胞、临

床试验、生物医学的实验项目设立不同的伦理审查申请

流程，并且就申请材料、审查流程以及跟踪审查做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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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化处理，以便研究者能高效、便捷、有序的开展伦理

审查。 

3.1.3　探索创新，推行分级审查和前置伦理审查

华西医院将临床研究项目按照风险等级划分，并且根

据风险等级的不同进行伦理审查，“低风险项目快速审核，

中高风险项目严格把控”。运行“一站式”管理组织体

系（见图 1），从科研门诊、学术审查、伦理审查、人类遗

传资源管理到医学研究登记备案，都可以在华西医院临床

研究及新技术项目管理平台进行 [23]，实现了临床研究管理

相关部门的协同和联动。在伦理审查过程中，会前沟通机

制，将伦理委员会审查后的项目存在的问题或者意见及时

进行反馈，对于一些高风险或者特别的研究项目采用“邀

请学术带头人会议汇报”机制，解决伦理审查争议，缩短

伦理评审时间。为推动和促进药物创新研究符合国际规

范和伦理标准，2018年，华西医院临床研究管理部牵头，联

合药物临床试验中心与伦理委员会制定了前置伦理申请

与审查流程，并在国内率先公布 [23]。领办“医联体+”模

式，推动区域伦理体系建设，构筑起跨区域、覆盖广泛的

“华西医院—地市级医院—县级医院—基层医疗机构”

分级协同医疗服务体系 [24]。该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医

联体医院强化了医学伦理审查，完善医疗机构伦理体系的

建立，对于推动区域伦理体系建设具有深远意义。
 
 

方案设计与统计办公室 临床科室 临床研究办公室 伦理办公室 决策委员会 临床试验中心 生物样本库 信息中心/生物医学
大数据中心

医联体

研究者发起科研门诊

科室学术审
查小组审查

院级学术
审查

伦理审查 创新临床研
究决策

高风险研究
立项管理

院内基金
申请

人类遗传资
源管理

临床研究
注册

科研医嘱、受
试者保险、劳

务费

跟踪审查 跟踪审查

研究医药/
器械代管

样本预处理
与保藏

数据提取
专病库构建

医联体+模式
自然人群队列
专病队列

图 1　“一站式”管理组织体系
  

3.2　案例二：湖南省科技伦理治理典型做法 

3.2.1　重视顶层设计和体制机制建设

2022年 10月，湖南省科技伦理治理委员会成立，高规

格配备委员会成员：分管科技工作的副省长担任委员会主

任，院士或院校党政领导担任生物科学、医学、人工智能

和实验动物 4个分领域专家委员会主任。同时，湖南省科

技厅厅长直接分管科技监督与诚信建设处，亲自抓科技伦

理治理工作，并将科技伦理治理列入全省科技工作“十件

大事”之一。2023年 2月，湖南省 11部门联合就湖南省

科技伦理治理委员会工作规则、专家委员名单、试点工

作方案、区域审查中心建设方案等出台文件，构建起多方

参与、协同共治的科技伦理治理体制机制，科技伦理规范

制定、审查监管、宣传教育等相关工作开始制度化运行。 

3.2.2　建立区域伦理审查中心，推进科技伦理审查试点

2023年 2月，湖南省在国内率先成立区域科技伦理审

查中心，以“政府主导+事业化+公益性”模式承担全省科

技伦理审查、伦理审查机构备案、伦理教育与培训等工

作，设专人、专职、专办、专款负责审查中心日常运行。

同时，湖南省开启了为期 1年半的科技伦理审查机构登记

和科技伦理审查试点工作。试点任务包括：探索建立科技

伦理审查机构登记机制、科技伦理项目备案审查机制、

高风险科技活动伦理复核机制等。试点方案赋予审查中

心颁发“科技伦理审查委员会登记证书”的行政审批权，

第一批免费辅导建设的 10家生物科学领域科技伦理审查

委员会已经“持证上岗”。 

3.2.3　部门协同，推进伦理审查机构标准化、规范化

审查中心始终强调部门协同的作用，通过湖南省发布

的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各部门开展伦理审查机构标准化建

设。凡是取得登记证书的科技伦理审查委员会，均是经过

涉及科技伦理治理的相关部门共同参与议定的；凡是试点

单位，均需要按统一规范和指引对各自的科技伦理审查委

员会规章制度进行修改完善，推动单位科技伦理审查规范

化建设；凡经试点单位审查通过的伦理项目，均需按审查

结论要求进行跟踪审查，各部门对结果互认。对涉及干细

胞、细胞治疗等研究的企业，只要符合科技伦理审查委员

会建设标准，审查中心也依规予以登记。依据《医学伦理

区域科技伦理治理的实践经验、问题及对策—杨　锐等

医学与哲学 2024 年 8 月第 45 卷第  15 期总第 746 期

32 Medicine and Philosophy,Aug 2024,Vol. 45,No. 15, Total No. 746 



电子审查系统建设指南》《湖南省科技伦理与监管系统建

设指南》等，湖南省还开发了科技伦理管理信息系统，对本

省伦理审查机构提交的委员会备案申请进行审核和记录

储存，推动省级数据与国家系统的对接交汇。 

3.2.4　产业良性发展为基本遵循，加强伦理人才队伍建设

为服务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湖南省科技厅制定了《2024
年人工智能科技伦理管理服务专班工作方案》，打造了人

工智能科技伦理管理服务专班，专门设立了长沙新一代人

工智能伦理治理与公共政策实验室、长沙人工智能社会

实验室，联合长沙市推进人工智能领域的伦理审查工作。

在科技伦理审查专业人才队伍培养方面：一是建立了伦理

审查专家库，包含省内 182名伦理审查专家，并与辽宁、

广东、江西、江苏交换共享 100名伦理审查专家；二是依

托司法厅律师协会，加大伦理审查业务知识在律师行业的

普及力度；三是在湖南师范大学、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长

沙理工大学科技与伦理研究中心建立了三支伦理研究团队。 

4　四川省科技伦理治理的现实困境 

4.1　科技伦理治理存在的问题和风险 

4.1.1　科技伦理治理法律法规不健全

各地推进伦理审查工作的实施细则或者实施方案尚

未出台，地方政府对于如何推进科技伦理治理仍处于一个

初步探索和尝试阶段，进程缓慢。同时，现行有效的伦理

审查办法包括：四部委于 2023年 2月底发布的《关于印发

涉及人的生命科学和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的通知》 ，

2016年 9月 30日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通过的 11
号令《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2020年 4
月 27日由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联

合发布《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和 2010年原国家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印发的《药物临床试验伦理审查工作指

导原则》等。不同文件规定不尽相同且缺乏权威解读，以

至在不同机构对法规的理解和执行上出现差异，尤其对于

科研项目的伦理审查，水平参差不齐、尺度松紧不一。 

4.1.2　新兴领域伦理审查标准和程序缺失

生物医学研究领域涉及多学科交叉，涵盖了医学、药

学、化学、材料学和生物学等众多学科；前沿科学领域中

产生了如基因工程和基因编辑技术、人工智能、健康医

疗可穿戴设备、纳米技术、3D打印、大数据技术、异种

移植等一系列新兴科技，这些都对医疗机构提出了新的伦

理审查和管理要求。例如，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中所涉

及的药品/器械应为上市产品 [25]，但立项的科研项目研究内

容涉及研发穿戴设备，并在人体上验证该设备（设备未上

市），这在国家甚至国际层面尚缺乏可操作的科技伦理审

查标准和程序。此外，区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临床研究

伦理审查工作机制尚未建立，人类遗传资源引发的伦理问

题也备受关注。 

4.1.3　伦理审查人员能力欠缺

现阶段设立的伦理审查委员会主要集中在医疗卫生

机构，截至 2022年，四川共有 449家伦理审查委员会在医

学研究登记备案信息系统上备案，尚未覆盖全省 74 041个

医疗卫生机构。近年来，需要进行伦理审查的项目增多，

审查要求变高。但绝大多数伦理审查委员是兼职，甚至一

些单位连伦理审查工作都由科技管理部门的项目管理专

员兼任，专职人才队伍极度缺乏。因此，伦理审查多数是

在形式上进行把关，对于科研过程管理，知情同意的实质

开展基本无从干预，跟踪审查很难落实到位，更多地依靠

研究者的自觉。在涉及伦理风险的研究项目申报时出现

了两种偏向：科研院所和高校更多地是对研究内容的科学

性、可行性等按照科研项目管理办法及具体指南进行审

查，相对忽略了科技伦理审查；医疗卫生系统则坚持严格

按照医学伦理审查细则进行审查，不考虑科研项目的探索

性和前瞻性。 

4.1.4　科技伦理主体的伦理意识薄弱

单位对科技伦理审查重视度不够。大多数医疗机构、

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伦理审查委员会并未独立行政建制，而

是挂靠在科研管理部门，难以在伦理审查体系建设及与其

他行政科室沟通协作中有效发挥作用，严重制约了伦理审

查工作的独立性。被调研单位普遍反映伦理审查委员会

既缺少单独的运行经费，也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机构部门，

不利于工作的开展。调研还发现一些科研项目申请人对

医学伦理审查的内容要点理解不清，打算研究的内容涉及

人或动物实验，但却不知道应当进行医学伦理审查。 

4.2　企业伦理审查的突出矛盾 

4.2.1　企业科技伦理主体地位缺乏权威性

尽管强调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地位，但设立企业

伦理审查委员会却处于“法地之外”。在《涉及人的生命

科学和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的规定中，企业不在“应

当设立伦理审查委员会”的范畴中，即企业不属于伦理审

查工作的管理责任主体，导致相关企业开展研究活动只能

委托审查。《科技伦理审查办法（试行）》中将生命科学和

医学都列为“科技伦理敏感领域”，相关企业应当设立科

技伦理委员会；四川省科学技术厅等十四部门印发《关于

健全科技伦理治理机制  有效防控科技伦理风险的实施方

案》又将此领域的监管责任划定到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因此，对于四川省的企业来说，它们即便自行设立了伦理

审查委员会，也并不会被卫健部门登记纳入管理。四川省

强企较多，企业创新能力突出、伦理观念也较强，大多都

有自主设置伦理审查委员会的意识和行动。但是其自建

的伦理审查委员会因缺少登记备案，作出的审查认定及决

定效力极为有限。 

4.2.2　企业科技伦理审查“供不应求”

四川省具备生命科学领域伦理审查资质的机构少，企

业委托机构进行伦理审查的机会难求。若企业要开展涉

及人的生命科学和医学伦理的研究，在实务中有两种途径：

一种是与有资质的机构合作，通过机构完成伦理审查和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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踪审查；另一种是企业独立开展研究，需委托机构伦理审

查委员会或区域伦理审查委员会进行伦理审查，并通过跟

踪审查实现延伸监管。截至目前，四川省内暂时没有生命

科学和医学领域的区域伦理审查委员会，能够承接涉及人

的生命科学和医学伦理审查资质的机构仅 3家医院。但

现行法律要求，凡是涉及人的相关研究都要进行医学伦理

审查，造成该领域的伦理审查需求量激增。调研企业表示，

“3家医院自己的审查项目量就很大，企业想委托它们审

查都不是‘关系’可以解决的。”再加上 3家医院对外

审查缺乏相关政策和规定支持，其单位及审查委员会专

家后期还可能承担责任，因而极少接受外来相关项目伦理

审查。 

4.2.3　企业科技伦理审查效率低下

审查效率低下，重复审批的情况普遍存在。调研企业

表示：“如果一项生物医药项目去华西医院排队进行伦理

审查，一般来说，企业的排队时间为 1—2年，审核结果反

馈还需要半年以上，极大地影响企业项目成本和预期效

益。”究其原因在于，四川省本来就缺乏与细胞治疗、干

细胞研究的相关人才，尤其是体细胞研究领域的人才大多

在企业，在委托开展伦理审查时自然需要回避企业人才，

导致领域专家的召集非常困难。某细胞生物科技公司介

绍，他们主营细胞储存服务，并开展细胞产品研发工作。

采集、保存的细胞原料属于人类遗传资源，来自省内近百

家医院，涉及的伦理问题需要各家医院单独审核，在工作

效率和伦理审查标准的统一上，都存在着现实问题，对企

业工作的开展提出了挑战。 

5　地方开展科技伦理治理的相关建议

医学和生命科学领域的伦理管理已经有了许多可供

借鉴的经验，华西医院临床医学伦理治理和湖南省科技伦

理治理的成功对于全国各地如何开展科技伦理治理工作

具有极高的参考和借鉴价值，因此，未来科技伦理治理工

作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开展。 

5.1　单位主体做好伦理治理第一责任人

建议各单位将科技伦理治理贯穿于单位制度建设中。

在科研合同签订、国际交流和跨国科研合作审批、职工

工作手册中，增加科技伦理条款；在单位进人面试环节进

行科研伦理调查，新进员工专题培训设置科研伦理板块内

容；在科研活动规制上形成闭环，在有组织科研中强化科

研伦理的系统性引导；在年度考核、职称评审、任职资格

申请等环节，增加科研伦理评价指标维度。通过事事处处

时时对伦理观念的灌输，强化伦理工作者、伦理研究者、

科研人员、研究生、大学生的伦理意识。

推进科技伦理审查分层管理制度。对涉及伦理风险

的项目进行分层管理，清单项目进行细致重点审查和复核，

一般项目从简审查、快速审查甚至可以采取备案制，尽量

减轻研究者和单位伦理审查委员会的负担，提高伦理审查

效率。同时，根据项目的伦理风险不同，实施不同的跟踪

审查频率。对于注册类和研究者发起的干预性研究项目，

可以实施跟踪审查，而非干预性研究项目，如仅仅使用组

织标本和数据资料的、不大于最小风险的研究项目，可以

对跟踪审查不做要求。

提高科技伦理审查监督管理水平。建议各单位设立

专职的科研管理工作人员，建立项目评审专家库，厘清项

目科学性、科技伦理、学术不端等的审查重点以便提供

规范指引，统筹考虑作出推荐或立项决策，并对审核通过

项目进行全流程跟踪检查。将科技伦理审查纳入科研项

目申请、结题的必要条件。涉及伦理审查的项目负责人

应当有针对性地使用伦理审查资源，避免重复审查，协调

好伦理审查和科学性审查委员会之间的关系。

为科技伦理审查委员会提供运行保障。明确单位伦

理审查委员会的条件保障机制，尽可能有专人、专办和专

款。各单位的伦理审查委员会应设立委员、秘书的准入

条件，建立统一的培训制度。加强对专职委员和秘书的培

养和职业前景的规划。在职称认定等方面，对于伦理委员

或秘书等的贡献应该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及专项资金支

持等。 

5.2　加快监管部门机制、制度和抓手建设

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组织体系建设。在省级层面尽快

设立科技伦理委员会，启动伦理高风险活动的复核工作。

建立伦理审查争议项目的沟通协调机制，重点解决存在国

际争议，或跨层级、跨区域、跨机构的伦理审查争议。做

好相关单位科技伦理审查委员会设立的动员工作，尤其涉

及生命科学、医学、人工智能领域研究的单位，应督促其

尽快成立科技伦理审查委员会并在国家平台审批备案。

医疗卫生系统应加大力度推动三级医院设立直接隶属于

医疗机构、独立行政建制的伦理审查委员会办公室，确保

伦理委员会能够独立开展伦理审查工作。

理顺科技伦理制度规范体系。相关部门应着手开展

国际国内各领域伦理审查标准梳理工作，厘清现阶段已有

的伦理审查标准及其适用范围。根据国家出台的《科技伦

理审查办法（试行）》规定，配套制定监督管理、教育培训、

科技伦理（审查）委员会建设标准等一揽子办法细则。在

政策制定后，及时进行政策解读和宣讲，保证政策理解的

一致性。从中央政府到各部门、各行业，再到各类创新主

体，构建起一套从宏观引导到微观自治的全面有序的科技

伦理制度体系。鼓励伦理专家积极参与国家或国际新兴

领域的科技伦理审查标准、指南、指引等的制定。

建立多部门跨学科协同科技伦理信息登记平台。依

托国家科技伦理管理信息登记平台，加快省级“科技伦理

治理数字化平台”建设，及时掌握本地科技伦理审查委员

会、高风险科技活动等情况。推进省级科技伦理治理数

字化平台与华西医院世界级临床试验注册平台、卫健委

药物临床试验备案系统、省科技计划项目管理系统、其

他省市科研信息平台的互联互通，实现科技伦理信息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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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跨区域共享共用和协同治理。开展省级科技计划项

目在线科技伦理审查，使科技伦理监管全面覆盖省级科技

计划项目指南编制、审批立项、过程管理、结题验收、

监督评估等各个环节。

加强科技伦理宣传教育。国家或省建立统一的科技

伦理培训平台，定期对科技伦理专家委员会成员、科技伦

理审查委员会成员、科技伦理审查人员、科技人员、科

研管理人员等进行科技伦理相关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可

采用培训讲座、研讨会、线上会议、案例分析、角色扮

演等多元化方式开展培训，鼓励跨领域交流。完善科技伦

理人才培养机制，鼓励高校开设科技伦理课程，将科技伦

理教育作为相关专业本专科生、研究生教育的重点内容，

加强师资培养，成为专业的审查和监管队伍。发挥省科学

技术协会、行业协会等组织作用，加强科技伦理宣传，通

过互联网、报刊等多种途径向社会公众宣传普及科技伦

理的有关政策信息和典型案例、曝光违法行为，鼓励公众

积极参与科技治理，形成整体“科技向善”的社会氛围。 

5.3　探索建设区域科技伦理审查中心

建议各地响应国家政策和企业需求，积极落实区域伦

理审查中心建设。在建设过程中，一要明确区域科技伦理

审查中心的定位与职责，一般情况应包括伦理审查、伦理

咨询、伦理风险预警监测、伦理审查委员会备案、伦理

培训、伦理研究和交流等职能。区域科技伦理审查中心

在政府主管部门经费、场地保障和直接管理下，可参照上

海徐汇区设置办公室、伦理审查委员会委员和伦理专家

库，分别承担具体的工作。此外，由于生命健康领域伦理

审查具有高伦理道德风险和无限大的责任，如果将责任落

到专家个人或者医疗机构都是不可行的，主管部门应该进

一步明确界定专家的审查过程中应该履行的职责和义务

以及尽职免责的具体细则。
参  考  文  献  

 范月蕾, 王慧媛, 姚　远, 等. 趋势观察: 生命科学领域伦理治理现状与

趋势[J].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21, 36(11): 1381-1387.
［1］

 薛桂波, 汪禹辰. 从“科技批判”到“科技伦理治理”: 一种范式转

换[J]. 学术交流, 2022(10): 5-13.
［2］

 李秋甫, 张　慧, 李正风. 科技伦理治理的新型发展观探析[J]. 中国行

政管理, 2022(3): 74-81.
［3］

 鲁　晓, 王　前. 科技伦理治理中“科技”与“伦理”的深度融合问题

[J]. 科学学研究, 2023, 41(11): 1928-1931.
［4］

 李　伦, 凌　昀. 试论科技伦理治理的相称原则[J]. 道德与文明, 2023
(1): 45-53.

［5］

 廖　欢, 刘　伟. 法制化视域下完善科技伦理治理机制研究[J]. 科技管

理研究, 2023, 43(12): 250-258.
［6］

 李石勇, 卜传丞. 科技伦理治理中法治不能缺位[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2-06-14(2).

［7］

 石佳友, 刘忠炫. 科技伦理治理的法治化路径: 以基因编辑技术的规

制为例[J]. 学海, 2022(5): 183-193.
［8］

 李店标 . 我国科技伦理立法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J]. 学习与探索 ,
2023(7): 63-69.

［9］

 刘　如, 张惠娜. “一体两翼”科技伦理治理体系的构建路径及策略

[J]. 科技智囊, 2023(3): 65-69.
［10］

 李　磊, 鲁　晓. 新兴科技的伦理治理: 概念、框架与实践路径分析

[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23, 39(9): 84-90.
［11］

 陈海丹 . 新兴科技伦理需要加强跨学科研究 [J]. 科学通报 , 2023,

68(13): 1617-1620.

［12］

 安慧影, 黄朝峰, 李　阳. 新兴技术伦理风险协同治理研究[J]. 科技进

步与对策, 2024, 41(7): 21-30.
［13］

 新华社 . 习近平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EB/OL].
(2019-07-24)[2023-07-27]. https://www.gov.cn/xinwen/2019-07/24/conten-

t_5414669.htm.

［14］

 国务院办公厅 , 中共中央办公厅 . 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

[EB/OL].  (2022-03-20)[2023-07-27].  http://www.gov.cn/zhengce/2022-03/
20/content5680105.htm.

［15］

 科技部, 教育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等. 关于印发《科技伦理审查办法

(试行)》的通知[EB/OL]. (2023-09-07)[2023-12-05]. http://www.most.gov.

cn/xxgk/xinxifenlei/fdzdgknr/fgzc/gfxwj2023/202310/t20231008_188309.
html.

［16］

 朱小宝 . 政党协商与地方治理刍论 [J]. 四川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

2016(1): 8-11.

［17］

 栾　峰. 非营利组织诚信缺失的治理研究[D]. 西安: 长安大学, 2015.［18］

 陈振明. 公共管理学[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 212.［19］
 王金红. 案例研究法及其相关学术规范[J]. 同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

版, 2007, 18(3): 87-95.
［20］

 谢　芳. 案例研究方法[J]. 北京石油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9, 16(3): 25-
30.

［21］

 孙荣国 . 落实《医疗卫生机构开展临床研究项目管理办法》的思考 :
以四川大学临床医学院/华西医院为例[J]. 卫生软科学 , 2015, 29(8):

525-527.

［22］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 关于发布《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临床研究办事流

程》的通知 [EB/OL].  [2023-06-12].  http://www.wchscu.cn/scientific/sci-

ence_technology/notification/56214.html.

［23］

 刘　欢, 姚常房. 教帮结合, 提升县域医院能力[N]. 健康报, 2021-05-24

(6).

［24］

 彭建涛, 何　静. 临床研究科技管理面临的挑战与发展策略[J]. 华东科

技, 2023(7): 44-47.
［25］

收稿日期：2023-12-05
修回日期：2024-06-24 (本文编辑：于　磊)

区域科技伦理治理的实践经验、问题及对策—杨　锐等

医学与哲学 2024 年 8 月第 45 卷第  15 期总第 746 期

Medicine and Philosophy,Aug 2024,Vol. 45,No. 15, Total No. 746 35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8284.2022.10.002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053.2023.11.002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7695.2023.12.028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7695.2023.12.028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1-9790.2022.05.021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462X.2023.07.009
https://doi.org/10.6049/kjjbydc.Q202207312
https://doi.org/10.6049/kjjbydc.Q202207312
https://www.gov.cn/xinwen/2019-07/24/content_5414669.htm
https://www.gov.cn/xinwen/2019-07/24/content_5414669.htm
https://www.gov.cn/xinwen/2019-07/24/content_5414669.htm
https://www.gov.cn/xinwen/2019-07/24/content_5414669.htm
https://www.gov.cn/xinwen/2019-07/24/content_5414669.htm
http://www.gov.cn/zhengce/2022-03/20/content5680105.htm
http://www.gov.cn/zhengce/2022-03/20/content5680105.htm
http://www.gov.cn/zhengce/2022-03/20/content5680105.htm
http://www.gov.cn/zhengce/2022-03/20/content5680105.htm
http://www.most.gov.cn/xxgk/xinxifenlei/fdzdgknr/fgzc/gfxwj2023/202310/t20231008_188309.html
http://www.most.gov.cn/xxgk/xinxifenlei/fdzdgknr/fgzc/gfxwj2023/202310/t20231008_188309.html
http://www.most.gov.cn/xxgk/xinxifenlei/fdzdgknr/fgzc/gfxwj2023/202310/t20231008_188309.html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8-4576.2009.03.006
http://www.wchscu.cn/scientific/science_technology/notification/56214.html
http://www.wchscu.cn/scientific/science_technology/notification/56214.html
http://www.wchscu.cn/scientific/science_technology/notification/56214.html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8465.2023.07.014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8465.2023.07.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