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椎動摹國科技與人文的理性互動
美麗新世界的誘惑 系列演講再掀群眾探討基因科技與人文議題的高潮

西元二000年六月二 眾的日常生活 。 目前在實驗 某種基因缺陷的胎見 。 當這 系列，讓一般民眾也能意識

十六日，在一場跨越 階段但時有重大突破的，尚 樣的生育選擇接二連三地出 到基因科技發展可能帶來的

大西洋同步舉行的記者招待 有基因治療 、幹細胞研究、 現時，基於生命尊嚴、社會 各種衝擊 ，並讓大家能有淺

會上，美國前總統柯林頓和 人類體細胞核轉移技術 (亦 正義等倫理和社會價值的考 顯易懂的相關資訊 ，藉以針

英國首相布萊爾向全世界宣 即所謂的 「複製 J) 等。當 量， 政府不能坐視選擇空間 對這且衝擊及早思考個人因

佈，從一九九0年代初期開 人類對於自己乃至於其他各 無限擴大，必須擬訂適當的 應之道 。 這兩次演講系列的

始進行的人類基因組計畫， 種生物基因組的知識變得更 規範加以限制; 一般民眾也 題目分別是「打開潘朵拉的

已經提前完成初步的草圓 。 為成熟之後 ，這且知識將會 必須在法律所容許的空間 盒子 ? J 和 「美麗新世界的

柯林頓總統說 í今天，我 有如觸媒般，催化基因科技 內，根據自己的價值觀或宗 誘惑 」。 每次演講系列皆設

們可以開始學習上帝創造生 的快速發展與廣泛應用，將 教信仰，從事最明智的生育 定了四大主題 。 「 打開潛朵

命所使用的語言了 。」 人類 人類社會帶入嶄新的紀元 。 選擇，而政府對於民眾生育 拉的盒子 」 系列的主題，包

基因組計畫的成就，將和達 如果說，我們現在正佇立在 選擇所牽涉到的基因資訊， 括「動植物基因改造的限

爾文的進化論 、 孟德爾的基 人類歷史的一個轉換點上， 也必須給予隱私權的保障 。 度 J ' í 人類基因組解密後

因遺傳法則，以及華森、柯 這樣的說法似乎一點也不誇 系列演講引領群眾入門 的倫理問題 J ' í 基因治療

里克對於DNA雙螺旋結構 大 。 在台灣 ，行政院國家科學 帶來的新希望與人文隱

的發現， 並駕齊驅 ，成為生 可是，這個轉換點雖然讓 發展委員會在推動國內基因 憂 J '以及「基因檢驗與優

物學的里程碑 。 我們充滿希望，但也潛伏著 科技發展的同時，也注意到 生倫理 J 0 í 美麗新世界的

佇立人類歷史的轉撮點 各種危險和挑戰 。 一般民眾 此一新科技可能引發的各種 誘惑」 系列，則鎖定 「幹細

這項成就所代表的，不但 乃至於整個社會，勢必需要 不得忽視的人文議題，於 胞研究 」 、 「基因與生物科

是人類知識上的進步，而且 面臨前所未有的價值抉擇 。 是，在四年多前 ，就已經針 技產品研發 」 、 「複製人 」

這種知識也會深刻影響到人 比方說，過去我們只能透過 對這類議題，積極規劃並補 和 「 基因檢驗 」等四個領

類社會 。 我們已經看到，隨 後天的補救和輔導，來彌補 助一系列的研究計畫，主持 域 ，探討其中可能出現的倫

著基因知識與基因工程技術 子女先天的缺陷，現在， 基 這ι計畫的學者來自社會 、 理 、 法律與社會等方面的疑

的突飛猛進，農業生物科技 因科技在生育和醫療技術方 經濟 、政治、 法律、哲學等 慮 。

和人類衛生醫療等讀域 ，都 面的發展與應用，使得我們 學門 。 從民國九十年起，國 和過去國內類似演講不同

不斷出現前所未見的革命性 已經開始擁有不斷擴大的自 科會基於對社會的責任，決 的是，這次演講系列既不偏

發展，從基因改造的動植物 由空間，來選擇生出什麼樣 定和時報文教基金會攜手合 重於科學知識的介紹，也不

和食品，到透過基因工程製 的後代，或者決定是否願意 作，先後舉辦了兩次 「基因 集中於人文的反省與批判，

造的藥品，都已深入社會大 生出業經產前檢驗確定具有 科技的人文議題」通俗演講 而是兩者兼備:國科會和時



基因科技

報文教基金會邀集了國內人

文社會學者以及相關領域的

科學家，共同針對特定的基

因科技人文議題，進行主題

演講，俾使國內最精闊的人

文反省能建立在對於科學最

新發展的認知之上 。 這是一

場科學新知的饗宴，也是一

場人文與科技之間的理性互

動 。 更多相關資訊，歡迎至

台灣ELS I研究中心網站

http://e lsi.issp.sinica.edu . tw 

查詢 。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

社科所研究員，基因體國家

型研究計劃倫理醫學小組召

集人)

全民所公平分享 。

系列演講紀要 | 陳耀昌 : 面對從 1998年
文/束彗如 | 開始起跑的幹細胞與再生醫

茲將「美麗新世界的誘惑 J I 學的研究，台灣要趕上還大

各場次演講節錄如下，完整 | 有可為，但需要在有限的資

的精采內容將於專書中展 | 源下，訂定發展的策略 。 所

現: I 以，將現有的基因體醫學國
第一場:幹細胞研究一一點 | 家型計劃，擴增為基因體與

燃什麼希望?暗搞什麼陷 | 幹細胞國家型研究計劃，已

阱 7 是當務之急 。

戴華 : 目前各國熱衷的胚 | 第二場:培養血中的革命一

胎幹細胞研究，最令人憂慮 | 一「器官再造」的科學預測

的問題是胚胎的道德地位 。 I 與人文省思

當研究者從胚胎取出幹細胞 | 郭兆瑩:人額已經進入

的同時就已催毀胚胎，許多 I r 實驗室生長器官」的時

宗教信仰者幾乎無法接受 。 I 代 。 複製一個人不難，但要

不過，幹細胞研究又可能對 | 僅僅一個器官，目前還難以

人類帶來很大助益，如果容 | 做到 。 不過依科學技術的本

許胚胎幹細胞研究，就必須 | 能，複製單一器官的目標最

有嚴格的監督，要清楚限制 | 終還是會達到 。

這種研究應用於醫療，且要 | 陳瑤華 : 組織工程與基因

確保幹細胞研究成果可以由 | 科技的發展，雖然帶給人們

治癒疾病，修補基因缺陷，

甚至訂製一個完美的小孩的

期望 。 但是，也衍生許多社

會問題，如生技研發的成果

與資源被少數富有人士壟

斷，以及複製技術對個人人

權的侵害等 。

顏厥安:當器官移植技術

進步到相當程度之後，器官

的法律地位與產權問題就開

始浮上檯面。一個人是否可

以因為不喜歡，就不時更換

身體器官;完成捐贈後，是

否可以因為契約無效，捐贈

者要求受贈者返還 「 所有

物 J ?這些都是要重視的課

題 。

第三場:生命類型可以被專

利嗎?一一基因科枝對智慧

財產權的衝擊

陳奕雄:研究「單一核甘

酸多形J性 J (SNP)的差異，

可以幫助了解致病基因，甚

至預測藥物對個人是否具有

療效 ，進一步量身訂做藥

物 。 SNP的研究是後基因

時代生技產業可以重點發展

的新趨勢，也是本土生技發

展的重要策略 。

范建得:生技專利與其他

專利唯一的不同，在於 「道

德」要素含量高，且各國對

於「道德」的界定出入頗

大 。 在國際競爭局勢下，既

有的專利權制度已無法規範

生物科技研究，是否該重新

檢討制度，以及納入研究的

公益考量，都值得各界深

思 。

第四場:你擁有你的基因

嗎?一一個人權利與基因醫

學研發

薛瑞元:大眾的焦慮不在

於倫理問題，而在於擁有基



基 [kJ 科技

因可能代表擁有一種價值 。 謝世民:哲學家認為，把人 謝豐舟:儘管人類基因體 的不便，包括行路障礙、特

或許自己的基因將來可以製 格降為物有兩種模式， 一種 序列解碼，但基因治療仍與 殊教育的不足、就醫的不

造替補的器官，那麼現在便 是以非人的方式來對待人， 操控基因處於不成熟的階 便，就業的歧視等，都是造

可以放縱享樂而不顧健康; 另一種是以製造 「 物 」 或 段 。 很多人擔心基因增進將 成「不完美見童」難以參與

或許自己的基因蘊藏稀少的 「非人類生命」的方式來製 使世界失控，但目前這只是 社會的主因 。 或許我們該

編碼，能賺取大筆財富 。 造人類生命 。 以後者而言， 把人憂天，因為人類要能將 問:到底是染色體異常本

謝銘洋:智慧財產權對於 試管嬰見和複製人類都牽涉 基因掌控白如 、 正確施行基 身，還是社會制度設計的方

生物發展而言，是一種制度 到降格的問題 。 此外，複製 因增進 ， 仍有待科學家們的 式，帶給這且孩子痛苦

誘因，目的在於鼓勵並促進 人類也侵犯生命對未來無知 努力 。 閉幕時，教育部長黃榮村

產業之發展與社會進步，因 的「無知權」。 蔡甫昌:許多動物試驗證 指出，基因科技發展後，社

此在生物技術相關議題上， 第六場:複製人生而與「自 明「基因強化將是可行 會產生許多不同的現象，而

我們不能只是單純考慮智慧 然人」平等嗎?一一假如你 的 J '但是人們所欲強化的 這樣的現象並沒有絕對的標

財產權之私權保護問題，必 是複製人 特質大多具有高度複雜性， 準，認真嚴肅面對這也問題

須更深一層地去思考，是否 鄭登貴 : 複製技術仍有問 且受多種基因控制，非短期 可讓基因科技的發展，將避

所有與生物技術相關之研 題的今天，不應該開放複製 內可以達成，然而可以想見 免產生諸多副作用 。 國科會

發，都應該用智慧財產權制 人，而應運用複製技術來搶 的事 I基因治療」與「基 魏哲和主委認為 ， 基因科技

度來加以保障 。 救瀕臨絕種的動物，或是用 因強化療法」將會是21世 與人文的對話，對科學與人

劉尚志:生物科技的專利 來建立幹細胞株，培育人類 紀科學家嚐試去發展、掌 文的發展有良性的作用，連

與其他產業不同，生物科技 各種組織或器官，進行細胞 握、進而改變人額之強大醫 續兩年與時報文教基金會合

產業必須隨時受到倫理道 組織再生，幫助有需要的病 療科技 。 作的座談會獲得社會熱烈迴

德、公序良俗的考驗，即使 人 。 第八場:產前篩選、生育自 響 ，期盼這類的活動能延

已取得專利也不能掉以輕 雷文玫 :該不該開放複製 由與身，G障礙者的基本人權 績。最後基金會余範英董事

心 。 若發現基因專利嚴重影 人，答案容易落入完全禁止 周成功:科學的發展帶給 長表示，連續兩年關於「基

響疾病的診斷及治療時 ， 其 和開放的二選一困境 。 但我 我們對生命新的認知，而新 因科技與人文」的系列演講

專利權可能被限制 。 們可以考慮暫時禁止或永遠 的認知往往會帶來對倫理價 均獲民眾熱烈迴響，可見基

第五場:只有自戀狂才想複 禁止、絕對禁止或有條件容 值新的衝擊及挑戰。如何調 因科技的發展空間仍相當寬

製自己嗎?一一人類無性生 許，禁止手段也有倫理或法 和這兩者之間的歧見考驗我 廣，需要和社會各界有更多

殖按術的合理使用範限 律的手段，可以討論的空間 們的智慧。 互動 。

林淑華 : 人類無性生殖技術 還很大 。 黃=榮 I產前篩選」不 生命科學研究涉及複製人

的合理使用，已漸成為世界 陳宜中:無論政府決定禁 應被使用成為 「 性別篩選」 等重大倫理問題，在科學家

規範趨勢，運用基因剔除 止還是開放人類複製，恐怕 及終絕「具有遺傳性疾病可 們從事專業之前應該宣讀誓

術，再配合複製技術'縮短 都難以避免複製人的出現， 能性」的胎兒之工真 。 真正 詞，不逾越倫理規範，以爭

大量生產轉殖豬所需要的時 而複製人一但出生，就和自 的「生育自由 J '只有懷孕 取大眾的認同 。 在整理這篇

間，估計五到七年，利用轉 然人一樣 ，應平等地享有憲 婦女在醫生的充分專業協 文章的同時，新聞報導世界

殖豬來進行器官移植就能實 法所保障的各項基本權利 。 助，及社會國家提供完備之 首位複製人已誕生，而且將

現 。 現在科學家正運用基因 第七場:追求最完美的後 身心障礙者福利政策及其體 陸續會有更多的複製人出

轉殖與複製的技術'企圖幫 代，有何不可?一一完美基 措施下，才能達成 。 生，二00三年的系列演講

人類找出器官的備胎 。 因與社會正義 吳嘉苓:先天缺陷所帶來 想必更加精菜，敬請期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