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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忠和１ 蒲慕明２

(１．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０４４;

２ 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中心,上海２０００３１)

　　∗ 本文译自作者的英文文章,翻译:张竹颜.英文原文信息:Ethicsinpacewithscientificprogress．NationalScienceReview,２０１８,５:
２９９(https://doi．org/１０．１０９３/nsr/nwy０３６)

　　１ 周忠和,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

　　２ 蒲慕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现任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

智能技术卓越中心主任.

随着中国学术论文数量快速上涨,学术不端事

件也逐渐增加,生物医学领域尤甚.最轰动的一起

相关事 件 发 生 在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肿 瘤 生 物 学»
(TumorBiology)撤销了１０７篇中国论文,大部分理

由是同行评审环节作假.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

部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对该事件作出严厉回应:对
于此次事件涉及的所有单位,不论以何种形式,只要

参与了学术造假,都将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
一直有人质疑中国的科学研究到底有没有西方

发达国家那样的伦理标准.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会

很复杂.一方面可以说有:中国政府机构已有严格

规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早

已确立详细规章和指导方针,明确定义“伪造、篡改、
剽窃”行为并列出相应惩罚措施.另一方面也可以

说没有:这些规章条例几乎从未严格执行.
中国许多学术机构尚未针对学术不端行为建立

客观可靠的审查机制,也不愿对之做出明确的判决

或施加相应的惩罚.学术机构无限容忍、学术不端

行为缺少惩罚措施、学术圈又以论文发表量为学者

的主要评估标准,这些情况都可能会导致更高频率

的学术不端(见«国家科学评论»２０１５;２:１２２—５).
如果政府能进一步监督实行科技部和中国科协在

２０１７年提出的措施,将长久地有助于维护学术出版

的伦理道德.
当前,中国研究生教育阶段对科学伦理课程开

设的要求一直进展缓慢.对于学术新人来说,仅仅

明白学术不端的定义还不够,同时还要学会在数据

收集、数据分析以及各种形式的学术交流过程中规

范自己的行为.为了在研究机构发展学术诚信文

化,科学伦理的规范必须结合教育的力量.

除了学术出版方面的学术不端之外,在一些研

究领域的实验研究本身也涉及伦理问题:我们能否

将基因编辑方法应用于人类胚胎来治疗遗传性疾

病? 我们能否将干细胞用于医疗用途? 还有最近受

到关注的克隆灵长类动物的问题.这些特殊领域的

实验研究是否应该受到监管,又应该如何监管? 就

基因操作、干细胞治疗而言,中国现在的伦理规定与

国际规范基本保持一致,无论是关于安全问题,还是

关于人体组织、胚胎实验的限度问题(见«国家科学

评论»２０１６;３:２５７—６１).然而我们注意到,社会态

度和政府法规都是不断演变的.最近,以英国为首

的几个国家已经陆续批准人体胚胎的线粒体 DNA
遗传修饰技术的使用.

前沿科技的发展大大提升了人类社会的生活水

平,但随之而来的伦理问题却常常难以处理.不仅

限于生命科学领域,人工智能以及神经调控技术的

高速发展等同样引发了紧急的伦理问题:人工智能

技术侵害人权、影响生计,社会应如何管理? 要解决

这些问题,一个可能有效的方法是在联合国层面进

行国际交流并达成共识.
文化差异对国际共识被不同社会接受的程度与

速度会产生不同的影响.甚至在同一社会中,人们

都会因宗教信仰不同,在人工流产等问题上产生严

重分歧.随着中国学术国际地位的上升,为了达成

国际共识,中国科学家应积极投入到国际上有关科

学伦理的讨论之中.我们可以预见,在未来,中国的

科学家不仅仅只会按部就班、循规蹈矩,随着科学探

索和技术发展,他们将积极参与到国际科学伦理共

识的建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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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信息

«中国科学基金»七届一次编委会会议在京召开

２０１８年８月８日上午,«中国科学基金»编委会换届会议暨七届一次编委会会议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以下简称基金委)召开,基金委党组书记、主任李静海院士,第六届编委会主任何鸣鸿同志,以及来自科

学技术部、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协、基金委各依托单位的新一届编委会委员共计７０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
基金委党组成员、秘书长、第七届编委会常务副主编韩宇同志主持会议.科学传播中心唐隆华副主任宣布第

七届编委会组成人员名单.
李静海主任为新一届编委会委员代表颁发聘书并致辞.李静海主任在讲话中指出,科学基金正面临新

形势、新挑战,必须进行深层次改革.一是明确资助导向.新时代科学基金的资助方针,即“鼓励探索,突出

原创;聚焦前沿,独辟蹊径;需求牵引,突破瓶颈;共性导向,交叉融通”.二是完善和改进分类评审机制.三

是推进项目评审管理智能化.四是调整学科布局.最后,他要求«中国科学基金»编委会在未来的工作中,要
进一步“明确期刊定位、创新发展形式、形成工作合力、服务基金大局”.

何鸣鸿代表第六届编委会向新一届编委会的成立表示祝贺.他指出«中国科学基金»的发展要坚持本

色、突出特色、大胆创新、拓展服务、提高站位、更加开放、精选专题、主动发声.
编辑部主任任胜利同志汇报了期刊近５年的发展情况并建议了本次会议的讨论议题.潘教峰,刘筱敏,

韩智勇等十二位委员围绕议题,结合自身工作实际,从分析科学基金工作背景,明确«中国科学基金»发展定

位以及未来发展方向等方面,为«中国科学基金»期刊的发展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常务副主编韩宇在总结发言中指出,«中国科学基金»的发展要做到四个坚持:一是坚持把深化改革、服

务科学基金中心工作,作为期刊工作的主要内容;二是坚持弘扬科学精神,把«中国科学基金»打造成为弘扬

创新文化的平台,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基金评审环境和研究环境;三是坚持面向科学前沿,把«中国科学基

金»建设成为展示科学基金全面工作绩效的窗口,既要把科学基金的优秀成果传播出去,又要满足广大读者

的要求;四是坚持面向科学家,使«中国科学基金»成为反映广大科学家诉求的重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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