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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安全是一个不断演变和生长的历史范畴&生物安全议程受到社

会认知和时代需求演变驱动而不断更迭&生物安全治理始于人

们对动植物及其生态环境危机开始进行的有意识的干预&'%世

纪)%年代以来'基因编辑技术迅猛发展'转基因生物给生物多样

性和人类的健康带来重大风险&随着国际反恐形势的变化'生物

恐怖主义和生物武器的威胁使生物国防在'!世纪初成为安全化

的重点&重大传染病疫情引发全球性的严重公共卫生危机'也对

国际关系造成了负面影响&!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成为疫

情下国际社会应对生物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维护全球多边主

义的一个契机和方向&生物安全是一个非传统安全问题'动植物

种安全(转基因生物安全(生物防御和微生物病原体控制是生物

安全治理的几项重要维度&美欧国家在生物安全治理中构建了

不同的规制范式'治理体系的安全化与政策的侧重点皆有所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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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至今'人类一直面临着自然爆发的疫病或病原性微生物释放引发的巨大

风险&中世纪肆虐欧洲的黑死病#鼠疫%就令欧洲的宗教(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发

生了巨大转折&'%!!年发生的炭疽病毒恐怖主义袭击提醒人们不能忘记病原性

微生物是战争和恐袭的利器'其危险性不亚于核武器&与此同时''%世纪)%年代

以来'现代生物技术得到蓬勃发展和广泛应用&现代生物技术具有两用性#1/54P

/32%特征'既能给人类造福'但同时又存在引发不可逆转灾难的风险&! 由此'生物

安全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此外'生态环境破坏(生物多样性受损(基

因资源流失(外来物种入侵(动植物疫情等现象时有发生'均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

对的重大生物安全问题&'%!@年末爆发(至今仍未结束的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给

世界各国的人民健康(社会稳定(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安全危害&新冠疫情预计造

成'%'%年全球经济下滑-d@̂ '为'%世纪(%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

退&" 生物安全不是一个新议题'作为一个非传统安全问题'各国从动植物安全保

护(转基因生物安全(生物国防和病原性微生物威胁几个维度开展生物安全治理&

新冠疫情爆发再次提醒我们生物安全的重要性'有必要对生物安全议题的发展演

变进行系统的分析(归纳与总结&本文还重点关注了生物安全治理较为发达的美

欧国家'以期进一步引发对生物安全的研究范式和治理范式的讨论&

一(生物安全的概念与特征

生物是指地球上一切的生命有机体'包括植物(动物(微生物和人&从古至今'

生物因素引发了不同类型的安全威胁'呈现出复杂性(多样化的特点&然而'!生物

安全"在学界并没有形成公认的定义'有必要加以进一步的讨论&

#一%概念辨析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生物安全"和!生态安全"概念的异同&*现代汉语词典+

对!生态"一词的解释是!生物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也指生物

的生理特性和生活习性&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WW,6,%在!@&@年将!生态安

全"定义为人的生活(健康(安乐(基本权利(生活保障来源(必要资源(社会秩序和

人类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等方面不受威胁的状态&# 它是由自然生态安全(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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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安全和社会生态安全组成的一个复合人工生态安全系统&生态安全概念强调
的是生物#包括人类%与环境构成的统一整体'即整个生态系统的安全问题'其中既
包含系统的安全问题'也包含系统中各个生态要素'如水(大气(土壤(生物的安全
问题&生物安全概念更侧重于地球上最重要的一个生态系统,,,生物圈中的生物
#包括动物(植物(微生物和人类%'以及其与环境之间相互影响(制约状态中的安全
问题&!生物安全"可以概括为现代生物技术开发和应用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造
成的潜在威胁及对其采取的一系列有效预防和控制措施&显然'生态安全的内涵
大于生物安全&生态安全与生物安全是两个平行且存在部分重合的领域'它们的
侧重点有所不同&

其次'由于人类在生物圈中处于中心和支配地位'生物安全议题天然具有人类
中心主义的视角&安全概念中的主体始终直接或间接围绕着人展开&传统安全以
国家这个抽象的个人集合体作为安全价值的主体&在非传统安全议题的重要性日
益上升之后'安全的价值主体扩大到了个人和社会这些非国家行为体&无论是将
人进行抽象集合成的国家和社会'还是作为单个个体'人都是安全的价值主体和实
现安全的目的&生物安全的价值主体当然包括人'但人类与其他生物及其生态系
统构成的整体才是生物安全价值的核心&人类作为复杂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因子'

当生态系统遭受巨大且不可逆转的威胁时'人类也就失去了维持其安全的系统依
托&因而'人类中心视角下的生物议题安全化具有双重目标'即既是为了维护生态
系统的安全'也是为了保障人的安全&

西方环境保护运动中'生态政治思想由!浅绿"到!深绿"再转向!浅绿"体现出
从人类中心主义到激进的非人类中心主义再回归人类中心主义的演变过程!&'%
世纪*%("%年代'各种生态污染事件在西方发达国家层出不穷'生态环境问题达到
了一个高点&!@"'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揭露了农药造成的生态危机'人们认识
到了短短几十年的工业发展已经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全面(长期(严重的损害&'%
世纪"%年代开始的环境运动不断地发展和丰富了绿色环境思想&!深绿"!浅绿"

和!红绿"三大绿色生态思潮成为这股社会运动的指导思想&'%世纪)%(&%年代
之前的环境运动多以!浅绿"生态思想为指导&其核心观念是以人类中心主义为基
本视角来思考环境问题'抓取某一环境领域或某一地方污染事件来批评工业化的
发展造成的环境恶化和生态困境&!深绿"思想则跳出以人类为中心的窠臼'尝试
从地球生物圈整体的角度'将人与自然都视为主体'从环境与发展互斥的角度批判
工业化对生态环境的掠夺和破坏'还提出了动物权利和生物权利理论&'%世纪@%
年代以来'环境运动全面进入政治化阶段&联合国召开全球环境峰会'环境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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