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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伦理政策演进研究
———基于政策文本的量化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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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中国科技高速发展，科技伦理政策问题日益影响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

发展，中国科技伦理政策演进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运用政策工具和社会网络分析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央

政府 71 份科技伦理政策进行政策文献的量化研究，可以得出: 中国科技伦理政策演进可划分为“萌芽、
探索、深化”3 个时期; 我国科技伦理政策工具结构趋于优化，以权威工具为强制保障，以系统变革工具

激发活力，以能力建设工具为长效建设; 科技伦理治理制度体系化初显，政策主题多样、政策主体多元和

政策分布广泛，体现了治理深度和广度延展。在党的领导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伦理制度进行探

索是必由之路，集中优化治理架构与制度，小步慢跑将是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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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evolu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thics polic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 quantitative investigation based on policy tex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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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the issu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th-
ics policy is increasingly affect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s，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cono-
my and society，so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tudy the evolu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thics policy in China．
By using policy tools and social network analysis，this paper makes a quantitative research on 71 policies of ethic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evolution of ethic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periods: “germination，exploration
and deepening”． The structure of ou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thics policy tools tends to be optimized，with authori-
ty tool as compulsory guarantee，system reform tool as a stimulus，and capacity building tool as a long-term con-
struction; The syste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thical governance has become systematized，with diversified policy
themes，diversified policy subjects and extensive policy distribution，which reflects the depth and breadth of gov-
ernanc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it is the only way to explore the socialist system of science and technol-
ogy eth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concentrate on optimizing the governance structure and system，and“jog-
ging in small steps”will be the new nor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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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3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 以下



简称意见) ，从指导思想、治理要求、科技伦理原则、
治理体系、制度保障、审查监管、教育培训几个方向，

阐述了完善科技伦理治理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明确

了具体任务与要求。意见指出，随着我国科技创新

的快速发展，现有的科技伦理治理体制仍存在着制

度不够完善、机制仍需健全、发展领域不平衡等问

题，亟需行为规范和风险保障。为梳理以往中央政

府出台的科技伦理政策主题、科技伦理政策重点和

科技伦理治理体系改革方向，本研究将构建 2 维政

策工具和 2－模的政策文种与政策主题词社会网络，

从政策工具分配微观角度和发展宏观角度总结中国

科技伦理政策演变的历史进程和总体特征。本文通

过在科技伦理治理领域的政策文本分析，以期为科

技伦理政策的优化和测量提供崭新视角，并为下一

步的科技伦理政策制定提供实证依据。

1 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

《意见》中指出，科技伦理是开展科学研究、技

术开发等科技活动需要遵循的价值理念和行为规

范，是促进科技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1］。有学

者将科技伦理定义为与科技活动相关联的人或活动

的行为规范和准则，它反映了科学活动的共同本质

和人类对科技活动的共同理想［2］。而科技伦理的

作用是调节引导科技活动、科技工作者之间和社会

之间互动［3］。有学者认为西方“科技批判”产生于

资本主义国家日益严峻的生态困境和人性危机等背

景，是基于科学技术与社会相互关系的深度交织而

进行的伦理思考［4］，但对我国并不完全适用。基于

中国特色，应在新科技伦理语境下对不同权力、不同

利益 诉 求、不 同 信 息 加 以 平 衡，进 而 凝 聚 伦 理 共

识［5］。经过对国内科技伦理研究进行文献计量，中

国科技伦理研究进程被划分为起步期、发展期和深

化期，这也为后文的科技伦理政策演进分期提供了

镜鉴［6］。广义上的科技伦理关注科研人员内部道

德，关注科研人员对社会和自然的价值追求，可以将

科技伦理按照内涵划分为科研伦理、技术伦理和工

程伦理，还可以按照类别划分为医学伦理、生命伦

理、信息伦理和环境伦理等类型［7］。本文对科技伦

理的定义为广义的科技伦理，将以上述科技伦理类

别为关键词对国内科技伦理政策进行搜集。
随着新兴科技的快速发展，从伦理视角反思新

兴科技带给人类的严峻挑战，科技伦理建设已成为

推进我国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环节之一［8］。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既要发展科技又要对科技进行

引导和伦理规范，以避免科技制约人、否定人［9］。

为解决科技进步出现的发展和治理割裂的 3 个倾

向，我国需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结合马克思主义科技伦理观，加快构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伦理思想体系［10］。在科技伦

理政策研究领域，有学者认为科技伦理应该贯穿于

科技治理的各个环节，用科技伦理的基本原则参与

指导各个层面的科技活动［11］。有学者认为现阶段

中国科技伦理治理模式已转向全过程的主动治理，

治理领域向技术伦理方向延展［12］。王少［13］通过研

究中外科技伦理政策，认为中国科技伦理制度波动

幅度大，习惯宏观制定政策，在对科技伦理司法判例

进行研究后，他认为亟须在部分科技领域完善伦理

制度，科研伦理制度应重视原则性规定，教育制度需

进一步完善。有研究以政策工具为量化框架，分析

了我国省级人工智能政策的布局规划特征，并比较

了东、中、西、东 北 四 大 区 域 政 策 工 具 使 用 与 目

标［14］。谢尧雯等［15］认为应该建立法律规则、行政

指引与自律规范相结合的多层次规范体系，增强伦

理原则执行力。
学界对中国科技伦理政策与治理的探讨大部分

集中在思辨研究，对科技伦理政策计量研究很少涉

足。近年政策文本分析应用范围极为广泛: 有学者

构建多 维 政 策 工 具 框 架 对 政 策 文 本 进 行 编 码 分

析［16－18］; 有学者采取图书情报学科相关方法，将政

策文本 的 高 频 词 或 主 题 词 进 行 聚 类 与 多 维 尺 度

( MDS) 分析［19］; 也有学者使用社会网络( SNA) 考察

政策主 题 词 或 发 文 单 位 之 间 的 关 联 并 探 讨 府 际

关系［20－22］。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政策文本是政府或政府部门调控和管理行为、
处理公共事务的客观呈现［23］。公共政策话语体现

了政治系统的运行特征，而出于自我保护的原因，往

往会将一些行为信息隐藏［24－25］。话语分析的角度

可以更 好 观 察 自 我 保 护 隐 藏 起 来 的 政 治 权 力 信

息［26］。与传统调查问卷或访谈相比，政策文本计量

能够减少个人主观测量的误差。
2．1 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样本为中国中央政府 1982—2022
科技伦理政策文本，文件主要来源于北大法宝法律

数据库和中国知网，在北大法宝和中国知网中检索

“科技伦理”、“科技道德”和“科研伦理”等关键词

获取相关政策，对于主题非科技伦理的政策文件，将

不涉及科技伦理内容部分删除后纳入研究。本研究

最后一共搜集 71 份文件合计 24 万余字，发文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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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国务院、科技部、中国科学院等其他中央直属单

位( 包括被合并裁撤的中央直属单位及社会团体) ，

如表 1 所示。

表 1 研究所搜集政策( 部分)

Tab．1 Policies collected by the Institute( part)

时间 文件名 类型 部门

1982 《首都科技工作者科学道德规范》 规范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1994 《科学技术成果鉴定办法( 1994) 》 办法 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

1995 《卫生部临床药理基地管理指导原则》 原则 卫生部

1999 《关于科技工作者行为准则的若干意见》 意见 科学技术部等

… … … …

2021 《关于加强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综合治理的指导意见》 意见 国家互联网办等

2021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 法律 人大常委会

2021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 2021 修订) 》 法律 人大常委会

2022 《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 意见 中共中央办公厅等

2．2 研究方法

本文采取 2 种政策文本分析方式: 第一，采用政

策工具分析法。政策工具是人们为解决某一社会问

题 实 现 某 一 政 策 目 标 而 采 用 的 具 体 手 段 和 方

式［27－29］。政策工具的正确选择是顺利实现政策目

标的基本保证［30］。本文主要借鉴较为广泛采用的

施耐德和英格拉姆的分类方法，将我国科技伦理政

策的政策工具分为 5 种类型，并将这 5 种政策工具

作为 X 轴。将我国科技伦理政策演变划分的3 个时

期作为 Y 轴，对科技伦理政策工具进行 X 轴和 Y 轴

的二维分析。本研究通过 NVIVO 11 进行工具分析

和编码，如图 1 所示。

图 1 政策工具分析框架

Fig．1 Analysis framework of policy tools

第二，采用共词分析法。共词分析法通过计算

文本中一对词语同时出现的频次，经过软件分析从

而可视化词语之间的关系远近。共词矩阵网络就是

从关键词之间的共现关系角度建立的社会网络，本

研究主要构造政策主题词与政策文种的 2－模网络

矩阵，不同政策文种和政策类别体现强度差别，2－
模社会网络的构造利于立体分析政策主题内涵与强

度。本研究政策主题词源于对政策文本的精读，每

份政策文本分别提取 3～15 个政策主题词。本研究

主要使用 itginsight［31］和 UCINET 生成共词矩阵和数

据分析，继而形成社会网络图和主题词演变的可视

化，以 深 入 分 析 我 国 科 技 伦 理 政 策 的 发 展 演 变

历程［32－34］。

3 政策演进历程分析

3．1 政策时间分布

从科 技 伦 理 政 策 发 文 年 份 分 析。2016 年 和

2019 年发布的政策最多，为 7 份，占比为 9．85%; 其

次为 2010 年和 2012 年，为 5 份，占比为 7．04%。中

国科技伦理政策在密度和强度上呈三级阶梯逐步爬

升的特点，如图 2 所示。在现基础上引入间断—均

衡理论，该理论由弗兰克鲍姆加特纳等提出，他们解

释历史时间角度下以短期突变和长期稳定为特性的

政策演变现象，该理论认为政策均衡和政策间断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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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运行过程的 2 个阶段，政策间断期可以透过政

策总目标、政策数量变化和重点事件的发生进行综

合断定［35］，从而将政策演进划分为不同阶段［36］。
2003 年和 2012 年的政策数量均处在相对高位，这

2 年的政策数量有陡然上升趋势，且前后的政策大

致呈现先增长后降低的变化。同时在 2003 年和

2012 年前后，中国中央领导集体实现了换届。通过

政策出台数量和国家顶层设计变化综合分析判断，

2003 年、2012 年是政策演变的 2 个间断点，间断点

分割的 3 个阶段是 3 个政策均衡期，将中国科技伦

理政 策 演 进 阶 段 划 分 为 萌 芽 探 索 阶 段 ( 1982—
2003) 、摸索发展阶段( 2004—2012) 和深化发展阶

段( 2013—至今) 。

图 2 科技伦理政策发文数量

Fig．2 Number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thics policy documents

3．2 第一阶段: 萌芽发展阶段( 1982—2003)

在这一阶段共有 16 份政策文件涉及科技伦理，

占总政策的 22．53%。改革开放后，关于科技伦理的

思考在我国逐渐提出，标志文件是 1982 年中国科协

发布的《首都科技工作者科学道德规范》( 以下简称

首都规范) 。首都规范是为应对科技界面临学术失

范和学风浮躁的严峻挑战而出台的。这份文件从科

技工作者出发，为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制定了坚持

四项基本原则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首要科学道德准

则。进入新世纪后，辅助生殖技术逐渐在我国成熟，

科技伦理首先需要回答的是辅助生殖技术相关问

题。为此，原卫生部在 2001 年发布了《实施人类辅

助生殖技术的伦理原则》，这篇原则对精子捐赠者、

受捐者和医务人员的权利义务进行了规定，并为辅

助生殖技术规定了其公益性和防止商品化原则。
萌芽发展阶段政策工具使用情况，如图 3 所示。

此阶段权威工具占比极高，科技伦理治理在我国逐

渐起步，命令规定和思想原则两个方面对科技伦理

做出了较多要求; 此外象征及劝诫工具参考点较多，

国家主要是为科技工作者制定原则，引导科技工作

者遵守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朴实价值观，引导相

关人员在进行科技工作时实事求是，做到学术民主;

此时系统变革工具主要以建立新机制为目的，以新

机制设立为主。激励工具、能力建设工具受重视程

度不足。

图 3 萌芽发展阶段政策工具使用分析

Fig．3 Analysis on the use of policy tools( 1982—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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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阶段提取政策主题词 25 个，总频次 102 次，

篇均主题词 6．3 个，出现 9 种政策文种。构建此阶

段的政策文种与政策主题词的 2－模网络矩阵，如表

2 所示。

表 2 文种与政策主题词 2－模矩阵( 部分)

Tab．2 Policy form and policy subject words 2－mode matrix( part)

政策类型 爱国主义 科学文化素质 辅助生殖技术 鼓励科技创新

办法 0 0 0 1

规范 1 0 2 0

决定 0 0 0 1

通报 0 0 0 0

通知 0 0 0 0

意见 2 1 0 1

原则 0 0 2 0

为深入挖掘政策文本隐含的信息，明晰各政策

文种和各政策主题词在社会网络中的“权力蕴含”
和“地位差距”，对度数中心度( Degree) 、接近中心

度( Closeness) 和中间中心度( Betweenne) 3 个指标

进行测度［37］，结果如表 3、表 4 所示。

表 3 各文种中心性分析

Tab．3 Analysis of the centrality of different

文种 Degree Closeness Betweenne

办法 0．4 0．532 0．091

规范 0．56 0．651 0．405

决定 0．36 0．519 0．121

通报 0．24 0．482 0．031

通知 0．16 0．363 0．014

意见 0．6 0．651 0．247

原则 0．32 0．451 0．084

章程 0．28 0．494 0．033

表 4 政策主题词中心性分析( 部分)

Tab．4 Analysis of the centrality of policy keywords( part)

政策主题词 Degree Closeness Betweenne

打造良好学风环境 0．444 0．826 0．042

科技伦理规范与原则 0．778 0．905 0．101

科学学术民主 0．556 0．851 0．06

引导劝诫 0．667 0．877 0．076

社会主义价值观 0．556 0．826 0．05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0．333 0．588 0．006

生物伦理 0．222 0．64 0．008

违法追责 0．333 0．671 0．009

伦理委员会制度 0．333 0．655 0．031

人才培养 0．333 0．655 0．005

在萌芽发展阶段，“办法”、“规范”和“意见”的

中心性综合衡量最高，即在网络中这 3 个文种处于

重要地位，如图 4 所示。打造良好学风环境、科技伦

理规范与原则、科学学术民主、社会主义价值观和引

导劝诫这 5 个主题词的中心性综合最高，比较重要，

处于此阶段科技伦理政策网络的核心位置。使用

Netdraw 将“办法”、“规范”和“意见”网络单独提取

进行分析，设置节点大小由度数中心度决定，连线粗

细由联系紧密程度决定。在此阶段国家通过“规

范”对医学伦理、以及辅助生殖方面的生物伦理做

出了强制性较高的规定，符合医学领域当时急需强

制规范的现实; “办法”为科技鉴定、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发展和鼓励科技创新提供相应路径; “意见”主

要涉及违法追责、违规处分、爱国主义和科研伦理规

范。同时，这 3 种政策文种同时涉及了科技伦理规范

与原则，引导劝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科技强国。

图 4 “规范”、“意见”和“办法”社会网络

Fig．4 Policy forms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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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体网络层面观察，在这一阶段我国科技伦

理政策主要是解决实际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主要围

绕科技管理制度建设和科技伦理规范展开，如图 5
所示。此阶段，我国基本确立了以社会主义道德为

核心的科技伦理基本规范，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以
社会主义建设为目的和以实事求是为基本治学态

度。此外，国家注意到了这一时期由于改革开放初

期带来的不正之风，为创造良好科技环境，此时国家

政策对于科研风气关注较高，对科研工作者提出了

科研诚信的要求，出台了要求科技工作者自我教育

自我约束的规范，并提出了反对不正之风的号召。
但是，对于违反科技伦理的惩罚措施还未完善，没有

形成体系化的法律法规，主要以行政处分为主以法

律强制规范为辅。在医学伦理方面，政府为辅助生

殖搭建起了初步的原则和伦理委员会机制。从时间

维度看，在这一阶段我国科技伦理政策并不多，但是

为我国往后的科技伦理发展奠定了基础性原则，总

体上说带有实践探索性质。

图 5 萌芽发展阶段总体社会网络

Fig．5 Overall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1982—2003)

3．3 第二阶段: 摸索发展阶段( 2004—2012)

在这一阶段共有 21 份政策涉及科技伦理，占总

政策的 29．57%。2005 年教育部发文《教育部关于

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进一步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意

见》指出要将社会主义荣辱观融入科技活动中，将

科学发展观作为统领，尊重科技科研发展规律。此

外，2007 年中国科协发布了《科技工作者科学道德

规范( 试行) 》和《学会科学道德规范 ( 试行) 》，这

2 个规范继承了首都规范中热爱祖国的基本原则、
严谨治学实事求是的学风和为人民服务的最高追

求，对学术不端行为做出较细致规范并制定了相应

的惩罚措施。2007 年原卫生部发布《涉及人的生物

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 试行) 的通知》，从此我国

医学伦理原则初见雏形。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维

护人的尊严，尊重和保护人类受试者的合法权成为

我国最首要的医学伦理原则。政府为辅助生殖设下

公益性和非市场化的原则，并将人民的生命健康人

的尊严放在首位。随后中国科协发布了一系列人才

培养文件，意味着我国科技伦理更加重视人才培养

政策，重视教育在科技伦理中发挥的引领作用。
发展阶段政策工具使用情况，如图 6 所示，在此

阶段国家对能力建设工具和系统变革工具重视程度

加深，提倡行业注重培养明辨是非实事求是的学风，

并采取伦理宣讲和报告会等形式进行科技伦理知识

教育。同时，科学技术部成立科研诚信建设办公室，

卫生部和各省级卫生部门都成立了医学伦理专家委

员会，国家通过成立和变革相关机构组织的方式实

现政策目标。相较于上一时期，权威工具和象征劝

诫工具的使用平稳下降，政策工具配合明显更加灵

活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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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摸索发展阶段政策工具使用分析

Fig．6 Analysis on the use of policy tools( 2004—2012)

此阶段提取政策主题词 29 个，主题词总频次为

120 次，篇均 5．7 个主题词，出现政策文种 6 种。构

建此阶段的政策文种与政策主题词 2－模网络共现

矩阵，如表 5 所示。

表 5 摸索发展阶段( 2004—2012) 文种与政策

主题词 2－模矩阵

Tab．5 Language and policy subject words
2－mode matrix( 2004—2012)

文种 处理细则
打造良好

学风环境
加强立法 奖励表彰 举报庇护

办法 2 0 0 0 1

规范 1 1 0 0 1

函 0 0 0 0 0

通知 0 3 0 1 0

意见 0 2 1 1 2

原则 0 0 0 0 0

对矩阵度数中心度、接近中心度和中间中心度

3 个中心性指标进行测度，如表 6、表 7 所示。

表 6 各文种中心性分析

Tab．6 Analysis of the centrality of different languages

文种 Degree Closeness Betweenne

办法 0．517 0．582 0．192

规范 0．69 0．684 0．297

函 0．207 0．448 0．02

通知 0．483 0．565 0．13

意见 0．655 0．639 0．404

原则 0．138 0．371 0．003

表 7 政策主题词中心性分析( 部分)

Tab．7 Analysis of the centrality of policy keywords( part)

政策主题词 Degree Closeness Betweenne

联合治理与惩戒 0．833 0．969 0．05

科研伦理规范 0．667 0．939 0．036

社会主义价值观 0．667 0．939 0．032

科技伦理规范与原则 0．667 0．912 0．028

引导劝诫 0．667 0．912 0．028

医学操作规定 0．667 0．795 0．021

医学管理系统变革 0．667 0．795 0．021

医学伦理 0．667 0．795 0．021

通过上表中心性分析，在摸索发展阶段“规范”
和“意见”的中心性综合衡量最高，在网络中处于重

要地位，如图 7 所示。联合治理与惩戒、科研伦理规

范、社会主义价值观、科技伦理规范与原则和医学伦

理方面主题词的中心性综合最高，比较重要，处于此

阶段科技伦理政策网络的核心位置。使用 Netdraw
将“规范”和“意见”网络单独提取进行分析。

在此阶段国家继续通过“规范”对医学伦理方

面进行强制规约，进一步为我国医学管理系统提供

政策支撑，此外“规范”对科技系统变革关注较多;

违法追责和处理细则与上一时期不同，“规范”代替

了“意见”，说明国家对违反科技伦理行为的处理更

加严格和正规; “意见”主要联系科研管理体系变

革、举报庇护、打造良好学风和人才培养。同时，这

两种政策文种同时与宣传教育关联度高，国家更加

注重科技伦理政策人的培养和教育。这一阶段总体

社会网络，如图 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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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意见”和“规范”社会网络

Fig．7 Policy forms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图 8 摸索发展阶段总体社会网络

Fig．8 Overall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2004—2012)

整体看，在这一阶段我国科技伦理政策体现了

科技伦理制度建设和科技管理体系变革 2 个核心问

题。医学伦理政策对人的身体的伦理涉及较多，特

别是增加了大量中医医学伦理规范，医学伦理有了

比较完整的管理体系，体现了党对人民生命权利的

重大关切。科研伦理政策也有了体系化的发展，科

技伦理制度建设围绕宣传教育、高等学校、科研机构

多维度展开。同时，国家开始重视宣传教育方向的

科技伦理政策。总的来说，在这一阶段的科技伦理

政策从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了进步。在对违反科技伦

理行为的处理上，出现更多处理细则，体现了国家政

策对违反科技伦理行为的更精细处理，但是法律层

面惩罚措施还没有形成“原则—条例—法律”的立

体权威工具体系，对失德行为规范作用和制裁作用

还不够。
3．4 第三阶段: 深化发展阶段( 2013—至今)

在这一阶段共有 34 份政策文件涉及科技伦理，

占总政策的 47．88%。在这时期，我国科技水平逐步

实现了对国际一流水平的赶超和部分超越，社会发

展进入了新时代，国家对既有的科技伦理政策进行

了深化。《弘扬科学道德，践行“三个倡导”奋力实

现中国梦 2013 年巡回报告会北京场通知》和《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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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 2016 年度全国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

专项经费资助项目的通知》逐步体现了我国科技伦

理政策进一步重视宣传作用，在人的培养和宣传上

继续发力。在这一阶段，国务院先后印发了《“十三

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和《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

划》，这 2 份规划从国家科技发展大局观层面对科

技伦理政策分别做出了引导重视生态伦理和重视交

叉学科伦理的相应表述，意味着我国在科技伦理政

策上实现国家重视程度提高和对不同学科领域伦理

治理的细化发展。最有代表性的政策是 2022 年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关于加

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这是我国建国以来第一

份科技伦理综合治理的文件，体现了我国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阶段性跃进，党中央和国

务院指出我国科技伦理政策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科技伦理

体系。在这一阶段，从数量上看政策发布密度远超

以往; 从政策门类上看，涉及医学、生物、科研、数字

和互联网，顶层设计政策张力显现; 从政策效力上

看，六项法律涉及到了科技伦理，法律的强制力正融

入科技发展。此外，这一时期的政策表述中，更多地

出现了“企业”、“创新”、“开发”等涉及社会层面词

语，在政策面向对象上我国科技伦理政策从传统国

立机构扩散至社会企业。
深化发展阶段( 2013—至今) 政策工具使用情

况，如图 9 所示。此阶段系统变革工具和能力建设

工具增加使用较多，国家在此时期更加重视科技管

理体系的完善，设立新机制完善已有机制，并为科技

工作者提供科技伦理教育，提高科技工作者科技伦

理素质。非权威工具使用比例的明显增加，体现了

在这一阶段我国科技伦理政策的成熟趋势，政策使

用和搭配的立体化。

图 9 深化发展阶段( 2013—至今) 政策工具使用分析

Fig．9 Analysis on the use of policy tools( 2013－present)

此阶段提取政策主题词 34 个，主题词总频次为

212 次，篇均 6．3 个主题词，出现政策文种 13 种。构

建此阶段的政策文种与政策主题词 2－模网络共现

矩阵，如表 8 所示。
表 8 文种与政策主题词 2－模矩阵( 部分)

Tab．8 Language and policy subject words 2－mode matrix( part)

文种 处理细则 鼓励科技创新 国家安全 环境伦理

办法 1 0 0 0

法律 0 1 3 0

方案 0 0 1 0

规定 1 0 1 0

规则 1 0 0 0

守则 0 1 0 0

通知 0 0 0 0

意见 1 0 2 0

对矩阵度数中心度、接近中心度和中间中心度

3 个中心性指标进行测度，如表 9、10 所示。
表 9 各文种中心性分析

Tab．9 Analysis of the centrality of different languages

文种 Degree Closeness Betweenne

意见 0．618 0．69 0．187

通知 0．559 0．659 0．219

法律 0．559 0．659 0．169

规划 0．471 0．604 0．109

函 0．324 0．558 0．033

办法 0．206 0．492 0．02

答复 0．382 0．58 0．071

规定 0．294 0．537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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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政策主题词中心性分析( 部分)

Tab．10 Analysis of the centrality of policy keywords( part)

政策主题词 Degree Closeness Betweenne

打造良好学风环境 0．462 0．832 0．037

国家安全 0．462 0．782 0．024

科技管理系统变革 0．462 0．782 0．02

科技伦理理论研究 0．462 0．814 0．016

科研伦理规范 0．615 0．868 0．061

科研资金管理 0．462 0．798 0．025

联合治理与惩戒 0．462 0．798 0．026

生物伦理 0．538 0．832 0．039

违法追责 0．615 0．868 0．042

宣传教育 0．538 0．849 0．044

医学伦理 0．462 0．814 0．028

由表 10 可知，在深化发展阶段( 2013—至今)

“意见”、“法律”、“通知”的中心性综合衡量下最

高，在网络中处于重要地位，如图 10 所示。“违法

追责”、“科研伦理规范”、“生物伦理”和“宣传教

育”等词主题词的中心性综合衡量最高，比较重要，

处于此阶段科技伦理政策网络的核心位置。使用

Netdraw 将“意见”、“法律”、“通知”网络单独提取

进行分析。
与上一时期对比，“意见”辐射政策主题词增

加，增加了企业科技伦理、科技伦理国际交流、数字

伦理、科技伦理理论研究等主题词; “通知”进入网

络中心，国家对宣传教育、宣传制度建设、课程与教

材建设等教育类型政策力度增加，此种政策的颁布

一般以“通知”效力出现; “法律”首次进入网络中

心，此阶段我国坚持加强立法，深化依法治国和国家

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法律涉及生物伦理、数字伦理

和企业科技伦理等领域。此外，国家安全作为一个

比较重要的主题，被“法律”和“意见”联系比较紧

密，科技伦理日益影响国家利益特点显现。深化发

展阶段( 2013—至今) 总体社会网络，如图 11 所示。

图 10 “意见”、“法律”和“通知”社会网络

Fig．10 Policy forms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根据总体网络图，在这一阶段，我国政策关注继

续以科技伦理制度变革和发展为主，围绕科技伦理

制度国家各部门从联合治理、违法追责、宣传教育等

方面展开。随着数字经济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伦

理和信息伦理的重要性开始显现，这一阶段国家开

始关注数字伦理和国家安全，并在科技伦理综合治

理方面生成了综合的指导思想，即坚持党对科技工

作的统一领导，构建中国特色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将

科技工作者的自我规范和科技管理制度的强制规范

结合，为科技伦理划下红线、规范底线强化风险意

识，维护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为增进人类福祉、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总的

来说，进入新时代后，我国科技伦理政策在时间维度

的纵向比较之下数量和质量的进步比较明显，相应

的政策和理论探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联合惩戒和

完善法律主题词的增多体现我国在立法层面对于科

技伦理的关注。我国政府对于科技伦理的关注已经

不仅仅局限于医学和科研，出现的联合治理中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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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说明国家对科技伦理的关注转换为了总体性

的。科技伦理政策除在生物伦理和科研伦理方面深

化外，还开始关注生态伦理、人工智能伦理和其他交

叉学科伦理。

图 11 深化发展阶段( 2013—至今) 总体社会网络

Fig．11 Overall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2013—present)

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的科技伦理
政策的总体特征

本文通过政策文本质性分析，通过政策工具和

社会网络 2 个维度视角审视中国政府的科技伦理政

策，借助文献计量方法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央政府

71 份科技伦理政策文件进行定量和定性结合的分

析，总结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的科技伦理政策

的总体特征。
4．1 科技伦理政策工具结构优化明显

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政府运用政策工具偏好指

向不同。萌芽发展阶段( 1982—2003) 权威工具占

比高达 73．36%，政策工具单一。在摸索发展阶段和

深化发展阶段，政府对能力建设工具、系统变革工具

的使用占比明显增加，我国科技伦理政策张力提升

明显，既重视权威工具在科技伦理的底线红线作用，

又重视通过宣传教育和制度变革，辅以劝诫和保护

举报人的政策实现政策目标，如图 12 所示。在科技

伦理政策的演进中，权威工具使用呈降低趋势，系统

变革工具和能力建设工具使用频次上升，政策工具

使用的绝对数量的增加和不同政策工具相对比例的

优化彰显了中国科技伦理治理能力提高。总体观

察，现阶段我国科技伦理政策工具以权威工具、系统

变革工具、能力建设工具为核心工具，呈现出以权威

工具为强制保障; 以系统变革工具激发体系活力; 以

能力建设工具为远景目标; 激励工具和劝诫工具重

视程度都较低，仍处于政策边缘位置。

图 12 二维视角下的政策工具分析

Fig．12 Analysis of policy tools from a two－dimensional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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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科技伦理治理制度体系化初显

中国科技伦理政策发展历程也是中国科技伦理

治理体系建构的历程，愈发复杂和完善的政策社会

网络展现了治理体系的日渐丰满，如图 13 所示。在

萌芽发展阶段，三个最大的主题分别是科技伦理规

范、引导劝诫和医学伦理，这一阶段主题总量较少，

朴素社会主义价值观较多，中央政府在此阶段以树

立科技伦理基本原则遵循和规范现实的科技问题为

主，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重整科技管理体系的

政策方向。在摸索发展阶段，宣传教育、人才培养和

医学伦理进入政策主题社会网络的中央，政府各部

门联合发文和制度变革增多，中国科技伦理治理体

系实现了初步构建，但是在联合治理中如何实现加

强监管、企业科技伦理治理、国际交流和完善法律还

有待深入。在深化发展阶段，伴随进入新时代，我国

科技伦理治理体系改革亦进入深水区，此时我国科

技伦理治理制度体系化初显，以联合治理与惩戒、加
强立法、国家安全为方位，实现了政策主题多样化、
政策主体多元化和政策分布广泛化，体现了科技伦

理治理深度和广度的延展。

图 13 三个阶段政策主题词演进分析

Fig．13 Analysis on the Evolution of Policy Themes in Different Three Stages

5 结论

在实践层面，现有科技伦理政策工具的使用还

有不合理之处: 权威工具使用占比大，激励工具长期

处于边缘位置，下一步国家需要重视激励工具的作

用，保持能力建设的优良传统，以系统变革为活力之

源。合理的政策工具配比可以降低政府治理总成

本，用良性的引导补充权威工具效果所不及，可以考

虑建立科技伦理长效激励机制，为遵守原则的各主

体提供精神和物质的激励。现阶段国家使用系统变

革工具相当频繁，科技伦理政策社会网络图日渐复

杂，说明此时我国正处于科技伦理治理转型的过渡

阶段，出台了更多的政策，调整了相当多的组织架构

与制度。政策应面向更多主体，渗透更多学科领域。
治理的基本逻辑和框架已经搭建完成，政策制定者

需尽快丰富原则下的内容，“小步慢跑”和“摸着石

头过河”将是新常态。
在宏观层面，需在党的领导下对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科技伦理制度进行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呼

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伦理制度，中国科技伦理

治理制度从无到有，从简到繁，从单一到多样，从平

面到立体，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求真务实的观念。为

应对新兴科技发展带来的科林格里奇困境［38］，社会

主义中国可以提供更优越的解决方案。创建科技伦

理综合管理平台，以理论创新为前提，以完善立法为

着力点，以细化规则为方向，通过“中央－地方－社

会”联动的方式实现科技伦理的综合全面治理。这

个治理体系具有一定的开放性以避免政策“刚性”
伤害科技创新，同时具有动态敏捷性，时刻跟进科技

伦理“无人区领域”从而有效对科研机构和社会企

业进行伦理规约以维护国家安全。不能将科技创新

“关进笼子”丧失动力，更不能让科技创新如“脱缰

野马”不受管控，最后伤害国家安全和人民的生命

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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