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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 年華生（James Watson）與克里克（Francis Click）提
出 DNA 雙螺旋的結構，是遺傳和基因體研究的里程碑；1990
年美國政府部門主導的人類基因體研究計畫（Human Genome 
Project），進行基因定序以理解人類基因圖譜，並在 2003 年宣布
人類基因定序完成，而進入了所謂的「後基因體時代」，亦是本
書的時間主軸。整個基因科技與研究在國際上大放異彩，「基因」
已經成為日常論述的一部分，基因檢測中心也如雨後春筍般在臺
灣出現，生技醫療產業對基因科技的巨大產值抱持厚望，在筆者
任教的公衛學院中，流行病學也有越來越基因研究；基因科技與
研究除了對醫療、健康和經濟帶來正向希望之外，它對社會帶來
甚麼影響？隨著基因科技與研究的快速發展，除了對科學帶來知
識典範的轉移，伴隨而來的是對社會關係和人類生命的衝擊與重
新定義，都是當代社會中迫切且不容忽視的新課題，例如：今年
中國科學家賀建奎發布，基因編輯嬰兒已誕生，掀起歐美科學界
對其法律、倫理、生命各層面的爭議和激烈論辯。因此科技進展
跟社會議題有不可分割的關係，本書透過多元的倫理、法律、社
會應用（Ethical, Legal and Social Implications，簡稱 ELSI）觀點
來討論基因科技與研究。

一、本書的內容與目的

《台灣的後基因體時代》由蔡友月、潘美玲和陳宗文三位社
會學者主編，結合不同學術領域的十幾位作者，對基因科技研究
進行探討。本書共有十四章，分別就「生物學典範的轉移」、「基
因科技的眾生相」、「族群、國家基因資料庫與治理」和「基因、
媒體與公眾溝通」四個層面探討基因科技與研究與社會的互動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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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友月在緒論中清楚說明本書的三大目的：

一、凸顯「後基因體時代」的時間轉折點與重大變革：隨著
基因科技與研究在國際間的蓬勃發展，我國政府和政策也對基因
體科技研究等生物科技領域，提供大規模的政策和研發經費的支
持，並順應「後基因體時代」的來臨，2005 年宣布要打造臺灣
作為「生醫科技島」，以國民健康資訊基礎建設，臨床試驗和研
究體系，以及建置臺灣人體生物資料庫（Taiwan Biobank）為主
軸，嘗試透過生物醫學帶領帶動未來知識經濟與產業轉型與升
級，在這樣的脈絡下，政府的政策和論述大量引入基因科技與研
究，本書試圖討論其對臺灣當代科學與社會帶來的轉變與衝突，
例如第七章到第十章透過對人體生物資料庫的建置，探討其對族
群認同、國族建構的影響，與其所帶來的隱私和倫理爭議。從公
共衛生著重預防的觀點，對基因科技與研究也抱持憂慮的態度，
大量研發經費投注在昂貴的基因體科技與研究，勢必排擠其他領
域的經費，如基本且花費少的公共衛生預防性或支持性服務，並
忽略疾病的上游歸因，往往是社會成因所造成，如貧富不均，以
及全球迫切需要面對的氣候變遷之環境因素。

二、強調基因科技與倫理、法律和社會交纏共構的挑戰：近
年來科技與社會（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在歐美和臺
灣活躍發展，打破過去科學與社會的二分，強調科學知識鑲嵌在
國際和在地社會中，透過在地理解與實踐、媒體傳播與論述、國
家政策與制度之制定，而在當地運作，並強調科學的發展是動態
的過程，與社會制度與論述相互交纏，因此本書採用生物社會的
建構主義（biosocial constructivism）的新取徑，討論生物和社會
相互形塑的動態過程。

三、匯集生物科技、微生物免疫學、生物資訊、哲學、法
律、公共衛生、社會學、傳播、科技與社會等領域的作者，凸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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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領域的認識論視野與對話之重要性。如同蔡友月在緒論中所
述：「筆者認為除了強調法律為首的基因科技研究，我們還需要
更多來自社會學、人類學、科技與社會、倫理學、哲學、政治經
濟學等學者，從多元角度深化這個創新領域在臺灣可能的發展」

（頁 7），本書之題材相當多元，橫跨基因典範轉移（第一章）、基
因篩檢（第四章）、基因庫的國族建構、隱私和倫理議題（第七
章至第十章）、疫苗（第五章）、風險傳播與溝通（第十一章、第
十三章、第十四章）、基改食品（第十三章），乃至於基因論述所
隱含的歧視議題（第十二章），可看到基因科技與研究對當代社
會影響之廣泛。

二、本書的重要性

在 2003 年前後國內有幾本關於基因科技與研究之法律與倫
理相關之本土書籍出版，時報文教基金會先後在 2001 年與 2004
年將兩場研討會紀錄集結出版為《基因科技的人文議題》（2001）
與《美麗新世界的誘惑：基因科技與人文的對話》（2004）；另外
則是 2003 年出版的法律書籍《基因歧視與法律對策之研究》。

國 內 過 去 關 於 基 因 科 技 研 究 的 倫 理、 法 律、 社 會 應 用
（ELSI）的中文書籍多為國外書籍之中文譯本，如《後人類未
來：基因工程的人類浩劫》（2002）、《複製人的迷思》（2004）、

《複製、基因與不朽：基因革命的反思》（2006）、乃至於 2018
年邁可桑德爾的《訂製完美：基因工程時代的人性思辨》，這些
書籍是以歐美為主的思維脈絡，書中的例子也是異國案例，其國
家政治、社會脈絡與臺灣本土脈絡迥異，雖然在思想啟發上具有
重要性，但缺乏本土脈絡的案例，較難以回應臺灣脈絡和制度下
急需處理的議題。2009 年曾有臺灣第一本關於基因之 ELSI 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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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平上的基因：民為貴、Gene 為輕》出版，之後便陷入沉寂，
直到十年後本書的出現，結合跨領域學者的著作，對臺灣的基因
科技與研究之發展提出多元層面的反思與討論，提供近期之本土
案例進行剖析，在時間上和議題廣度上均更加回應當代社會的需
求。

在 理 論 方 面， 本 書 透 過 生 物 社 會 的 建 構 主 義（biosocial 
constructivism）的新取徑，強調生物和社會相互形塑的動態過
程。另外，基因研究與種族息息相關，因此種族論述中所帶來的
負面效應會對基因研究帶來許多爭議，例如歧視、強化不平等，
本書結合 Catherine Bliss（2011, 2012）所提出的「反身性的生
物 社 會 性（reflexive biosociality）」 的 概 念， 在 Bliss 所 提 出 的
reflexive form of biosociality 概念中，研究人員有意識地對他們
想要的未來創造論述，本書強調科學家與社會科學家應跨學科合
作，透過多元資料與方法，共同面對未來的不確定性與風險。

本書的每個章節附有「教學工具箱」，進一步提供問題與討
論，相關網站與影片和概念辭典等，因此適合作為基因科技研究
在倫理、法律、社會（ELSI）層面之教科書，除了作為課堂教學
或讀書會討論之教材工具書，各章除了透過實際案例描述，也對
理論和研究問題有深入淺出的討論，本書除了可用於大學部的議
題入門，也適合用於研究所在方法和理論上的精進，本書有助於
社會學、科技與社會、法律、倫理等領域在理論建構、分析方法
之啟發。

三、結論

科技與社會學者以期待社會學（Sociology of Expectations）
對新興生物科技進行探討，新興生物科技如基因科技、細胞儲



臺
灣
社
會
學
刊

200

存與治療等，為當代社會帶來許多期待與希望，但這些著眼於
未來的新興生物科技，也同時帶了許多風險、失望和不確定性

（Brown and Michael 2003; Borup et al. 2006）， 與 本 書 相 互 呼
應，本書對於社會制度如何支持科技進展，以及科技進展又如何
影響社會制度與社會關係，提供了知識連結的橋梁。

陳宗文在結語中提到，基因科技與研究在書中多篇文章中常
被比喻為「潘朵拉的盒子」，反映了人類社會對於基因科技與研
究帶來的究竟是希望還是災難這一問題，仍然充滿了未知，人類
社會握著這個「潘朵拉的盒子」，要走向哪個方向、又不該走向
哪個方向，哪些團體得利、哪些團體反而因此受害，是需要人類
社會不同領域的個人、團體、與組織的參與，進行足夠的溝通、
討論與反思，以了解當代社會要如何共同治理它。

該書集結不同領域對基因科技與研究進行多重角度探討，為
後基因時代的 ELSI 討論建立一個里程碑，然而許多主題目前僅
能納入一個視角或領域討論，而每個主題都有其各倫理、法律、
社會（ELSI）議題需要更深入的探討，期待未來每個主題以本書
為基礎，有更多的本土叢書開枝散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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