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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年來生命科學領域越來越受重視，也因此也很迅速地發展。生物科技也常被掛在口

頭上，甚至平常接受到的大眾傳播媒體也已經多到不勝枚舉。在這個生命科學的領域裡有一

塊區域跟人類有著貼切的關係，甚至有人說它將會影響人類的命運，那就是「基因科技」。基因

是生命體最重要的主宰因子，也是建構生命的藍圖。基因科技便藉由科技的發展達到了許多

過去覺得不可能的任務。但這樣深深影響生命的重要科技真的可以任它自由地發展下去嗎？

回答這個重要的問題並不是專業科學家的責任，而是每個關心自己及後代生命的人！ 

基因科技的發展

 什麼是基因科技
什麼是基因科技呢？只要是基於基因的層次去研究應用所發展出來的科技即可稱之。例

如醫學上的基因診斷、基因治療、基因重組或是農業牧業中的物種改良以及基因複製技術等。

在 1953 年兩位科學家華生 (James Watson) 和克里克 (Francis Crick) 解出 DNA 雙螺旋結構後，在

短短的五十年內基因科技以驚人的速度成長和突破，至今已經可以用哺乳類動物的成年細胞

複製出帶有相同基因的一個個體 (例如複製羊，桃莉)。為何基因科技在這個世紀這麼受到重視

呢？這是因為基因研究的突破使眾多的人越來越相信基因是人類最後的歸宿，也就是幾乎所

有發生在生命的現象幾乎都可以用基因來解釋。有人說基因科技不是在研究月球岩石，而是

在研究生命，這會深深地影響我們人類的命運，不能置之不理。

 基因專利權與商業化
目前各國正極力去解開一些生物的基因密碼，以從中探索出新的應用科技，其中以美國

的「人類基因解讀計畫 (Human Genome Project)」最受注目，與世界各國共同合力解開人類二十

三對染色體的密碼。這個計畫由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於 1990年正式開始，預計2005 年完成。

由於科技的進步，已經提早於 2001 年二月在自然 (Nature) 雜誌宣布完成。這個計畫台灣的榮陽

團隊也有參與。除此之外台灣在其他生物方面也選擇了我們食物的重要來源~「水稻」，來解讀

其基因，「國際水稻基因組定序計劃(International Rice Genome Sequencing Project, IRGSP)」也於

2002年 12月宣布完成。因為目前基因已經進入專利權與商業化的階段，故各國或研究單位也

都會謹慎地評估研究什麼的基因比較有利益可言。例如外國一些大學或公司已經擁有了阿茲

海默症相關基因、結腸癌相關基因、癡肥相關基因的專利權、還有色盲、高血壓、骨質疏鬆、哮

喘、關節炎等等許多疾病相關的基因序列都已經辨認出來了。相信過不了幾年生物科技公司

及製藥廠與研究單位的合作會把這市場開拓得很寬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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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科技未來所面臨的問題

為何要探討未來呢？因為基因科技的強大能力以及進步得如此神速使得許多人開始擔

憂未來可能會發生的問題。而其中有很多是生物倫理學家、人文學家以及許多神學家、宗教家

一般人們對基因科技的恐懼是他們覺得：「又來了，又來了，上一次沒有好好的討論倫

理道德以及後果，結果原子彈就這樣做出來了」。的確，在此之前工業革命對環境的破壞始料

未及、原子彈對生命的毀滅性都讓一些科學家悔之莫及。過去我們不曾有機會，今天首次能預

測科技將對社會、經濟、倫理道德造成什麼後果。這的確是很難得的機會讓我們去思考、討論，

為我們的社會以及後代負起責任。

 基因工程的食物
現在已經有許多人開始排斥基因改造過的食物，尤其以歐洲方面最為激烈。許多食物例

如水果蔬菜等農作物經由基因改造使得更能抵抗蟲害或天候的影響，使得產量增加，有些則

以基因技術改良出新品種使得食物更美味或營養成分更符合所需。但這些人不相信這些任意

改變自然的食物不會造成人體任何的影響，所以有機食物在這些國家越來越受歡迎，其實台

灣許多食物也都已經經過基因改良了，只是沒有很多人去注意以及反對而已。直到最近幾年

才跟隨國外的腳步開始訂定一些管制及標示的規定。

 優生學
照目前基因治療應用在遺傳工程的領域，有些人預測將來除了以基因治療的方式治療人

體的疾病之外，也可以把一些優勢遺傳給下一代或是直接改良下一代的體型、身高、臉型五官，

使下一代可以像一些明星一樣，甚至連性格、天分、專長也有可能由基因遺傳工程決定。最後

可能也會造成市場需求的層次，父母都希望下一代能更理想或贏過別人，而給胎兒做基因檢

驗、基因改良，不久商店街上可能就出現「基因反斗城」的招牌了。這樣會造成下一代完全依照

父母期待的標準而出生，長大後孩子可能會抱怨為何沒有選李奧納多的臉孔或是為何選足球

專長而不選籃球專長呢？如此下一代任何條件皆會成為父母的責任及壓力。不過這也會造成

機會不均，較高明的基因治療會有較高的費用，也就是富有的人能擁有更優良的基因。一般人

甚至只能順其自然接收缺陷或疾病，無力決定下一代。因此就如同貧富差距越來越大一般，人

類品種的優劣是否也因此越差越大呢？

 基因隱私權及基因歧視
由於基因鑑定技術的進步，將來每個人都會擁有個人的 DNA檔案，甚至有一張卡上附有

生物晶片寫入自己的 DNA檔案當成國民身份證及安全密碼。此時就會有基因隱私權的問題，

例如你若有一些潛在疾病的基因片段被保險公司知道的話，他們可能會拒絕你投保或削減你

的權利。或是房地產貸款公司可能因此而取消你的貸款申請。這些情況在美國已經有案例發

生了，新的術語稱為「未來病徵 (future symptom)」。也就是一開始就被認定未來你非常可能會

得到某些疾病。像這樣基因的明朗化也可能會造成如種族歧視一樣，依照基因的優劣來將人

分類，造成另一種歧視。



 基因決定論及自由意志
基因決定論說明了生物的許多行為也都決定於基因，經常有媒體宣稱科學家發現某種疾

病或習慣的基因，例如抽煙、酗酒、暴力衝動或喜歡冒險的基因，甚至說明人類的命運掌握在

基因中。這讓很多宗教界不滿，他們認為基因決定論等於是視道德和靈魂為無意義的幻想。人

應該有著一定程度的自由意志去決定他的行為及命運，但這並不是輕視基因的力量。因為我

們不能把所有的責任都推給基因，不然可能會出現法庭上被告的律師可能會辯稱被告會一時

暴怒是因為有太多的侵略性基因，會犯這個罪主要是體內基因指使犯人這麼做的。這就如同

生物學家道金斯 (Richard Dawkins) 的著作「自私的基因 (The Selfish Gene)」當中所論述的想法

一樣，認為人類的一切都是受到基因的控制，甚至是想法及行為。人類不過是那些自私的基因

為了要一直傳衍下去而使用的一個軀殼，或者說是工具而已。

 複製
1997年第一隻由成年細胞複製出的哺乳動物~桃莉羊出世後，整個世界為之震撼，因為

生物學上不可能的任務已經辦到了，而且離複製人類已經不遠了。複製人類在科學界、生物倫

理學界、宗教界等各界的聲音已經很響亮了。複製人在一般人的觀念中有許多的錯誤，以為複

製人是複製出一個一模一樣的成人個體。其實複製是複製出一個基因與原來個體一樣的胚胎

還是一個得從小生長的新個體，即使你複製一個希特勒，他長大後還是可能成為一位聖人。環

境的影響力不容忽視，而且有許多宗教家也說複製出的個體等於是全新的一個靈魂，只是外

表可能與你年輕時一模一樣而已。複製人在倫理道德上所造成的衝擊很大，倫理關係上可能

會造成混亂，並且他們將來的心理層次問題以及社會上、法律上的地位都是我們必須討論的

問題。不過很多人包括專家在內都說他們不會，也沒有理由去從事複製人。但他們也都認為複

製的技術發展絕對不能停掉，因為有許多在改進人類生活品質減少人類的痛苦的技術都是奠

定在複製技術上的，像複製器官移植、骨髓製造或是解決不孕婦女的問題等等。

關於支持複製的團體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國際人道主義組織」，會員都是一些各界的知

名學者，他們說複製的禁令就像是「勒德式的決定」註1。他們也說複製會帶來非常大的益處，但

若是因為古代神學的一些顧忌，而像那些紡織工人一樣抗拒現代化機械般，這將是一場悲劇。

複製出桃莉的科學家魏爾邁 (Ian Wilmut) 也說了一句話：「假如你認為能阻擋這件事發展的話

那你也未免太天真了。」。可見各界並不是完全反對複製技術的發展，只是在瞭解它帶給人類

利益的同時，是否各界也必須謹慎地去評估它可能帶來的災害，討論如何謹慎地去發展。而不

是單方面地完全反對，或是支持它所帶來的利益。

人類在代行天職嗎？ 要以什麼心態去面對呢？

由於基因科技的進步我們將能改進生命物種的優劣，或是利用基因混合重組創造出新物

註1 「勒德式的決定」此指十九世紀初英國反工業化的紡織工人~勒德份子，他們為了保住其工作，不惜摧毀節省
人力和物力的紡織機，阻礙工業化的進展，但是終究抵抗不了時代發展的巨輪。



種，也將能干預基因訊息由上一代傳給下一代的過程，以及決定要不要繼承祖先的基因。在

1998年春天，幾位科學家及生物倫理學家向世界宣稱在二、三十年內，人類將有能力主導自己

的演化方向。使人們不禁懷疑我們是否在代行天職呢？更深遠的問題是，這種自擇的演化讓

人懷疑究竟神是否存在？我們是否在代行天職這問題在宗教界各種答案都有，有人認為人類

依自己的判斷去操控基因就是在代行天職，但也有人認為我們人與神有約定要活的更接近神，

而有人則認為我們太天真地高估人類的科技了。

我們要以什麼心態去面對呢？雖然基因科技在人們的預測下它將會引發許多的問題，不

過卻不能忽略它所能帶給我們的益處。基因科技的研究可以幫助我們了解癌症，或治癒的方

法。它也可能會造出新的農作物而救活世界上幾百萬面臨飢荒的人口，也可能發明可以產生

能源的植物，使我們不必再用核電或石油。雖然這些都有「假設性的危險」存在，但我們在衡量

利弊時，不要忘了無數受餓的人們。像現在亞洲就已經在研發產量可增至 1.5 到 2倍的基因改

良稻米，這個研究組織說預計將在兩三年內將此稻米種子發給亞洲各國。若大家都體會得出，

那些時間不多正等待著有人能捐出器官的病患和他家人的焦慮，以及那些血癌患者找到適合

的新骨髓的機會是多麼低的話，那你就會知道基因複製技術的發展是有多麼迫切需要。為了

讓我們有機會去拯救眾多受苦的同胞，而讓自己暴露在未知的危險中，或許這不應該被視為

不負責任的，而是否應該被看成具有崇高的勇氣呢？

另外也由於基因科技的發展，讓人們有機會開始去思考科技與我們甚至與自然界生命的

關係。記得以前聽朋友說在陽明大學遺傳所的一位教授在學生推甄面試時，突然走到學生的

面前問一句：What is the life? 一句「生命是什麼?」 幾乎讓所有的學生啞口無言。隱約可以感受

到，現在我們的學生還很少在思考關於生命這方面的問題。或許在現代這已經不是宗教家或

哲學家專屬的問題了！。然而「生命」在科技中如何被定位，這些問題不是單方面的人可以解

決的，必須靠各界的專家隨著科技發展的腳步隨時去討論下一步該如何地走下去。讓我們為

自己的社會及後代思考我們該盡的責任，而不是盲目地跟著科技發展走。我想我們應該慶幸

能活在這個高科技的時代以及能有此思索生命本質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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