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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科技向善” 
——关于进一步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思考 

包晨婷  吴文杰 

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生物医药等新兴科技的快速发展带来了

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但也引发了重大的伦理关切。2022 年，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

见》，提出了塑造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和保障机制，实现科技创新

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促进科技事业健康发展的总体

要求。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全省科技伦理治

理的实施意见》提出通过设立科技伦理（审查）委员会、严肃查处

科技伦理违法违规行为、加强科技伦理教育培训等 13 条具体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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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科技向善。作为新兴科技产业聚集地，苏州市应当积极响应国

家和省委的号召，推动“科技向善”，建立起适应本地区实际情况

的科技伦理规范和管理机制，推动科技伦理风险防范关口前移，提

高全市科技伦理治理能力，充分彰显“治理向善”，营造一流的科

技创新生态。 

一、当前市域科技伦理治理面临的新形势 

“十四五”期间，随着苏州市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大数

据等领域的加快布局，各类新兴技术的应用场景不断扩大，伦理

问题也愈加复杂。特别是为人所关注的人工智能领域，自 2021 年

获批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以来，苏州人工智能产

业发展劲头十足，苏州工业园区是国内首个明确提出聚焦人工智

能产业并制定系统产业规划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也是苏州

建设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的核心区，但在苏州工

业园区现有的 1700 家人工智能企业中，设立伦理（审查）委员会

或科技伦理评估与管理部门的企业寥寥无几，对于科技伦理的敏

感性和重视度明显不足。 

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

同时也具有明显的“双刃剑”特征。人工智能因其脆弱性、不稳

定性、不可解释性等特点，在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应用的过程中，

极易引发社会、企业和个人等层面的伦理风险，如数据滥用、数

据歧视、个人隐私泄露、深度伪造等。新兴技术快速发展和应用

对科技伦理治理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和更高的要求，应当清醒地认



 

— 3 — 

识到，加强科技伦理治理是促进科技创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也是科技创新支撑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

求。如果忽视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伦理风险与挑战，

极有可能陷入技术赶超的竞争逻辑而导致技术的滥用，进而引发

重大社会问题。因此，新兴技术竞争的“伦理治理赛道”也不容

忽视，当前迫切需要建立健全的科技伦理治理体制和数据治理体

系，以确保科技发展的合法合规、安全可控，提前规避新兴科技

发展的风险，促进科技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与共同发展。 

二、我市科技伦理治理存在的突出问题 

经过初步调研，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 治理体系和机制不健全。缺乏完善的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和

机制，科技伦理管理职责分工不够明确，各部门之间科技伦理治

理工作的协同性和联动性不足，缺乏统筹的问题比较突出。科技

伦理审查与监管仍存在空白，难以全面了解和把握科技活动中的

伦理风险和问题，无法及时发现和解决科技伦理问题，从而增加

了科技伦理治理工作的难度和风险。 

2. 科技伦理政策体系不完善。科技伦理治理工作缺乏明确的

政策依据和规范性文件，难以有效约束和规范科技活动中的伦理

问题。目前多地已将科技伦理治理融入未来产业支持政策中，上

海率先出台《上海市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条例》，计划探索“分

级治理和沙盒监管”，设立人工智能伦理专家委员会等。上海还提

出针对大模型测试建立评估中心，并关注算法伦理问题。深圳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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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深圳市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落实方案》，加快提升生物

安全、数据安全、人工智能安全等领域的治理能力。 

3. 科技伦理教育和培训不足。缺乏专门从事科技伦理教育和

培训的机构和专业人才，无法满足新兴科技领域从业人员不同层

次和不同领域的科技伦理教育需求。部分企业和科技从业人员对

科技伦理教育和培训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重视，科技工作者的科技

伦理意识不强，对新兴伦理问题的应对能力有限，容易产生对新

问题的忽视或漠视。 

三、进一步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建议 

当前，世界范围的科技界和监管机构都缺乏足够的新兴科技

治理知识和经验，新兴科技治理相关措施还在发展过程中，作为

一个负责任的城市，应该在科技创新过程中充分考虑伦理问题，

彰显苏州市的责任担当，提升苏州市的国际形象和竞争力。苏州

市作为全国重要的科技创新中心，在科技创新中考虑伦理问题，

可以为全国及全球其他城市提供可借鉴经验，推动新兴科技持续

健康发展。 

1. 加快建立健全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建立科技伦理分级管理

制度，健全审查机构体系，明确伦理审查主体、标准、流程等。

探索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的多元治理格局，压实高等学校、科

研机构、医疗卫生机构、企业等科技活动执行主体在科技伦理治

理中的责任，推动相关高校院所、企业等设立人工智能伦理（审

查）委员会，发挥科技活动的执行主体能够敏锐感知科技伦理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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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重要作用，提高其参与科技伦理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2. 进一步完善科技伦理政策。采取先制订制度文本、后实践，

并在实践中逐步完善制度的方式，加快形成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建设所需的相关制度，尽快出台加强科技伦理建设的指

导性文件、科技伦理审查规范、科技伦理监督管理规范、科技工

作者伦理守则等制度。在相关产业政策中融入与科技伦理、科技

安全相关的内容，强化对科技伦理的重视和要求。例如，在支持

新兴科技产业发展的政策中，要求相关企业建立科技伦理委员会

或制定科技伦理管理制度。 

3. 重视科技伦理教育和培训。加强对伦理委员会成员、机构

伦理审查人员、科技项目管理人员等相关人员的科技伦理专业知

识和技能培训，提高其履职尽责能力。以生命科学、医学和人工

智能领域伦理审查专业人员培训为重点，尽快编制相关培训教材，

开展相关培训工作，提高科技界参与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识和能力。

加强对科技行业管理人员的政策宣传和指导，提高他们对科技伦

理治理政策文件的理解和执行。提高加强对公众科技伦理知识的

普及和教育，推动公众对于科技创新的参与、评价和监督。加快

培养能够胜任科技伦理工作的专业人才队伍，使他们能够在科技

伦理治理领域发挥持久作用。 

 

（作者单位：包晨婷，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吴文杰苏州农工

党园区基层委五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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