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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防范不确定风险，促进科技向善

此次两办印发的意见不仅提出了“伦理先行、依法依

规、敏捷治理、立足国情、开放合作”的科技伦理治理要求，

更明确了“增进人类福祉、尊重生命权利、坚持公平公正、

合理控制风险、保持公开透明”的科技伦理原则。

科技伦理是科技活动必须遵守的价值准则。当前，我

国科技创新快速发展，面临的科技伦理挑战日益增多，但

科技伦理治理仍存在体制机制不健全、制度不完善、领域

发展不均衡等问题，难以适应科技创新发展的现实需要，

构建覆盖全面、导向明确、规范有序、协调一致的科技伦理

治理体系成为当务之急。

科技部副部长相里斌在23日召开的《关于加强科技

伦理治理的意见》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意见起草过程中，

我们着重把握了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确立价值理念，彰显

我国对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立场和态度；二是突出问题导

向，着力解决我国科技伦理治理体制机制不健全、制度不

完善、领域发展不均衡等问题；三是强化系统部署，提出加

强科技伦理治理的重大举措。”

“意见首次对我国科技伦理治理工作作出系统部署，具有

重大指导意义，有助于推动科技界和全社会统一思想，凝聚共

识，进一步提升对科技伦理治理重要性的认识，有效防范科技

伦理风险，对推动科技向善，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

设创新型国家和科技强国将发挥重要作用。”相里斌说。

重点领域：生命科学、医学、人工智能等

近年来，基因编辑技术、人工智能技术、辅助生殖技术

等前沿科技迅猛发展，在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不断

挑战人类的伦理底线和价值尺度。

科技创新必须伦理先行。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曾

坦言：“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

人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取决

于工具。”

加强科技伦理制度化建设，推动科技伦理全球治理，

成为全社会的共同呼声。

此次印发的意见提出：“研究内容涉及科技伦理敏感

领域的，应设立科技伦理（审查）委员会”“重点加强生命科

学、医学、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科技伦理立法研究”“严肃查

处科技伦理违法违规行为”……

有科技伦理学专家表示，随着越来越多中国科技工作

者勇闯“无人区”，我们需要预判科技创新可能带来的伦理

风险，系统地预见、权衡和处置科技前沿的伦理冲突，谨防

有人不小心冲进伦理“禁区”。

完善审查监管机制：划定“红线”和
“底线”

“任何单位、组织和个人开展科技活动不得危害社会

安全、公共安全、生物安全和生态安全，不得侵害人的生命

安全、身心健康、人格尊严，不得侵犯科技活动参与者的知

情权和选择权，不得资助违背科技伦理要求的科技活动。”

此次印发的意见为加强科技伦理治理划定了“红线”

和“底线”。

“增进人类的福祉是科技发展的原动力，而科技伦理

的目标就是捍卫科学共同体沿着这样的轨道往前发展，在

价值判断的维度来保障科技的发展方向。”国家科技伦理

委员会委员翟晓梅说。

审查、监管机制的完善是建立国家科技伦理治理体系

的重要一环。对此，文件对科技伦理审查、监管、风险预

警、违规处理等作出具体规定，要求开展科技活动应进行

科技伦理风险评估或审查，并特别针对涉及人、实验动物

的科技活动作出规定；要求完善科技伦理风险监测预警机

制等。

针对一些科技伦理问题倾向于内部解决、惩罚性措施

不够完善的问题，文件明确，要严肃查处科技伦理违法违

规行为。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医疗卫生机构、企业等是科

技伦理违规行为单位内部调查处理的第一责任主体，对情

节严重的科技伦理违规行为依法依规严肃追责问责。

科技部科技监督与诚信建设司司长戴国庆表示，在实

际执行过程中，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资助机构或责任人所

在单位要区分不同情况，依法依规对科技伦理违规行为责

任人给予责令改正，停止相关科技活动，追回资助资金，撤

销获得的奖励、荣誉，取消相关从业资格，禁止一定期限内

承担或参与财政性资金支持的科技活动等处理。

“我们必须要全面、审慎地思考现代前沿新兴技术的

功能，比如意见指出要以具有前瞻性、负责任和审慎的立

场对待新技术，尤其是可能产生重大影响、极具争议的技

术广泛应用时更是如此。”翟晓梅说。

《半月谈》王辰阳 林光耀

从基于文字的微博，到基于图片的朋友圈，再到基于

短视频的抖音……媒介渠道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突飞

猛进，声音的媒介——播客一直没有缺席，却显得分量很

轻。疫情之下，情况发生变化，播客进入发展快车道，在一

年半的时间里，我国的播客节目增长超过260%，用户数突

破8600万人，而且相同的趋势正在全球发生。播客的声

浪从何而来，又将传至何处？

播客是“互联网广播”吗？

播客最早在北美市场兴起，这个词汇来源于英文

“Podcast”，是一种互联网音频内容产品。随着蓝牙音响、

无线耳机等硬件发展成熟，人们接收声音讯息更加方便，

收听的场景也更加多元，促成了播客的快速发展。可以随

意下载、随时收听，播客很快成为不少人通勤、健身、做家

务时的声音“伴侣”。

“播客与传统的广播不同。”专注于播客内容制作的公

司JustPod创始人程衍樑说，广播的节目大部分都是直播

流，不便于做内容的二次分发，也没有内容消费的属性，而

播客具有这些潜力，它更符合移动互联网时代的需要。而

且播客的主流受众，绝大多数没有听广播的习惯，海内外

的受众都以年轻人居多。

播客录制的门槛不高，几个人通过录音软件或工具聊天，

就可以制作节目，但是在发展更快的海外播客市场，在榜单上

排名靠前的节目几乎都是由专业公司制作。嘉宾漫谈、主播独

白，甚至是音频专题片等，播客内容有很大的想象空间。也有

越来越多的大型公司，选择制作品牌播客，比如麦当劳就出过

播客节目，回应川香辣酱在美国供应链断裂的事件。

“自2021年以来，有许多传统媒体和自媒体也开始做

播客了，播客正在成为市场化媒体的标配。”播客平台小宇

宙首席执行官舒玉龙表示，“早期播客的制作水平比较粗

糙，但依然有这么多拥趸。播客的核心还是内容，随着播

客的流行，节目制作会越来越精良。”

播客的近亿用户是谁

业内人士表示，疫情发生前，很多人对播客的概念还

不清楚，疫情减少了公共交往，让线上内容获得了更多发

展空间，在声音领域，原有的音乐、有声书等已经不能满足

大家的需求，播客就迎来了一个爆发期。喜马拉雅副总裁

殷启明认为，疫情是催生播客的加速器，但归根结底，精神

消费的升级是播客得以生长的原动力。

全球播客搜索引擎ListenNotes数据显示，2020年4

月我国大陆播客的数量刚刚突破1万档，到2021年9月就

猛增到了3.6万档。国内播客听众约有8600万人，相关研

究机构预测，未来两年的用户数量将会快速增长，用户规

模将发展到2亿左右。

记者从多个平台了解到，播客正在快速发展期。小宇宙

上线仅一年半，用户数已超过200万；喜马拉雅仅2021年1月

至10月就有700万新晋播客用户；网易云音乐则表示每个月

在其平台上收听播客的用户超过千万……而且播客用户的黏

性很强，虽然不是强流量入口，但是内部生态稳定，有的平台活

跃用户日均收听时长超过80分钟，已经和短视频平台相当。

来自北京的白领杨今曦每天会听3个小时播客，他笑

称是播客的“重度用户”，除了故事和脱口秀类的节目，他

还会在播客上关注知识类内容，比如法律常识、如何购买

保险产品等。

播客的用户画像较为统一，年龄一般在20岁至40

岁，主要生活在一二线城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传播学

院讲师董晨宇分析，目前播客受众的受教育水平和收入水

平都比较高，与播客内容多元化、探索性、强观点等特点是

相辅相成的。“播客是了解青年文化和青年人注意力的一

个非常有趣的渠道，目前的生态也比较健康。”

媒介新渠道会孕育什么？

互联网对用户注意力的争夺日趋白热化。无论是在

流媒体平台上看剧、玩游戏，还是通过视频会议通话，互联

网用户的视觉注意力已经被极大地占据，而播客提供了新

的听觉赛道。

党史学习、内容带货、知识付费……播客的内容与时

俱进，AI文稿识别、云剪辑等播客制作技术也走在时代前

沿。JustPod联合创始人杨一认为，英文播客节目已经超

过100万档了，中文播客内容还显得贫瘠，产能也有限，但

是大家看好它的前景。不过，一些大的互联网平台和投资

人对行业仍在观望，因为播客还没有明晰的强盈利模式。

同时，播客领域的专业人才比较匮乏。不少传统媒体人

转型做播客，他们在内容上具有优势；但在节目制作和项目

管理领域，有经验和能力的人才十分有限。网易云音乐播客

负责人表示，现在平台上的用户生产内容多于专业机构生产

内容，平台准备挖掘更多素人，帮助和支持他们的成长。

另一个影响播客发展的不确定因素，是对内容的审核

机制，目前行业还缺乏统一明确的监管标准。小宇宙企业

法人罗铮表示，在音频内容缺乏监管标准的情况下，平台

多采用音频内容文字化的手段审核，再参照文字内容的监

管尺度。但业内人士表示，音频文字化会存在信息丢失的

问题，仍需更完善的审核办法。

一些研究预测，未来几年我国播客的用户数量年均增

长可能超过50%。不少人希望跃入播客“蓝海”，在潮头逐

浪；而身处其中的人们，更期望播客的声浪，翻起一阵阵稳

定而美丽的涟漪。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播客井喷，一年半时间节目量猛增260%
音频缺乏内容监管标准成影响发展因素

国家发布重磅科技伦理治理文件

基因编辑、人工智能等技术研发将得到规范
新华社 胡喆 田晓航 张泉 温竞华

基因编辑、人工智能觉醒、异种器官移植、个人网络信息安全……科学技术不断迅猛发展的同时，也

给社会带来新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同时可能引发一些前所未有的伦理挑战。

中办、国办近日印发《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这是我国首个国家层面的科技伦理治理指导

性文件，也是继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成立之后，我国科技伦理治理的又一标志性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