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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与人权保障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所长助理   柳华文  
 

  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在影响人权实现的诸多因素中，科技扮演了举

足轻重的角色。它可以是发挥建设性作用的生产力，可以是提供巨大便利的载体或者工具，同样

也可能复制和增加危害和破坏力。 
  一、人权主流化新趋势 
  近年来联合国提出了人权主流化的口号，是指在立法和决策及其实施当中纳入人权保障视角

的过程。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近年来，我国政府倡导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为人权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导。保护人权的内容已经写进了国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十一五”规划和“十二五”规划，写进了党章和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和今年十八大报

告当中。2009年 4月和今年 6月，我国政府发布两个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是专门从人权角度所做
的国家规划。这都是我国人权主流化的重要体现，意味着尊重和保障人权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

步的内在目标和价值。 
  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应用是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方面，与人权保障密切相关。 
  二、科技发展与运用中的人权保障要求 
  当今，社会连带已经到了相当惊人的程度，一个人想避开他人隐居，回避科技的影响已经相

当困难。一个人走在街头，一举一动都可能被电子摄像头拍摄和记录。手机和互联网的制造商、

服务商或未经合法授权机构或个人也可能就通过产品和服务窃取个人信息。 
  科学技术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强大，相比之下，人类，特别是作为个体的人，越来越渺小。

个体、群体乃至整个人类要想对抗科技产生的负面力量，很有可能会力不从心。异化、失去控制

和节制的科技恶魔是不少灾难影片描绘的对象，它们所渲染的科技与人权之间的紧张的关系并非

总是幻想。 
  对科学技术的研发和运用进行人权评估和监督是必要的，符合我国政府倡导的以人为本的科

学发展观，也是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 
  1979年，我国的《环境保护法（试行）》，首次把对建设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作为法律制度
确立下来。以后陆续制定的各项环境保护法律，均含有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原则规定。2002
年我国制定了专门的《环境影响评价法》。这是一个实例。推广来说，对于更广泛人权的不利影

响的预防，同样需要建立行之有效的机制。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人权视角的评估和检审绝不应该仅仅是政府的责任。外在监督的范围、

能力和成效可能是有限或者滞后的。科学技术工作者自身、相关同业及其组织的自律、同业评估

和监督同样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必须提高全社会、特别是科技工作者及其组织的社会责任意识，

特别是人权意识。 
  三、开展人权教育是促进科学技术与人权良性互动的有效途径 
  人权教育是提高人权意识的重要方法。《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 年）》强调：“广泛
开展各种形式的人权教育和培训，在全社会传播人权理念，普及人权知识。”其内容涵盖公务员

培训、大中小学教育、企事业单位文化建设、新闻媒体的作用等多个方面。关于科技与人权的教

育应该纳入人权教育，使全社会形成保障科技保障人权、造福人类的自觉性、敏感度和责任心。 
  总之，我们需要加强伦理道德建设，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做好科技工作中的人权保障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