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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2020 年 9 月 9 日 

对维护生物安全的几点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从保护人民健康、保障国家安全、维护

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生物及其自

然状态下形成的生态平衡是整个人类和所有国家生存发展的重要

条件，但人类在大自然面前依然非常渺小，包括疫病在内的各种生

物安全问题依然威胁和危害着人类的生存发展。对我国来说，如何

认识当前生物安全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并采取有效措施十分重要。 

一、当前生物安全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国际国内生物安全领域主要面临以下问题。从国际来看，

一是主要规则都是由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制定的，广大发展中国家

处于弱势地位。二是大部分信息和数据都掌握在美国和西方国家手

里，如基因、病毒、炭疽等。三是研究生物圈的资源，如课题、经

费等主要都是美国和其它主要西方国家开展和掌握的。学术平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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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交流平台都被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掌控，如国际顶尖期刊和主

要的学术会议都由美国和主要西方国家举办。就世界卫生组织、艾

滋病规划署等机构内部而言，西方国家也有很大的发言权。四是美

国和其它西方国家拥有绝对的人才优势，不仅高端人才数量多、地

位高，还掌握人才的认定规则。五是美国启动对中国的全方位打压，

在生物领域“脱钩”的威胁需引起高度重视。美国于 2018 年 9 月

发布全面应对各种生物安全威胁的《美国国家生物安全防御战略》，

构建整体性、系统性、战略性的生物安全防御体系，2018 年推出

了《出口管制改革法案》，包括对中国执行更大范围和更严格的出

口管制，首次对纳米生物、合成生物、基因组以及进化、遗传算法

等生命科学前沿新型和基础技术加强管制。 

从国内来看，一是国内规则多以部门规章为主，且在统筹协调

方面较为欠缺，滞后性明显，真空地带也比较多。关于国际合作方

面的规定严重缺乏，一些从业人员的对外交往几乎不受任何限制。

二是人员、资金、学术上受制于西方，如发论文、开学术会议都严

重依赖于西方。最近这一情况开始好起来，原来的差距是特别大的。

三是整个生物圈的人们缺乏保密意识和国家安全意识，更多是从业

务便利和工作效率的考虑问题。参加相关学术会议和提供相关材料

都比较随意。四是国内研究生物圈的工作人员，除了院士等高端人

群外，一般层面的工作人员待遇较低，主管机构在国家治理体系中

处于偏边缘的位置，在近来的几次改革中有不断弱化的趋势。五是

在资源、话语权上的被动，中国的优势或者说西方的兴趣点，只是

中国生物工作者手中的一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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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思考和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

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并要求尽快推动出台

生物安全法，加快构建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制度保障体系。

当前生物安全领域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包括：一是高度重视生物及

其基因对人民、国家和人类造成的影响、威胁和危害，以及如何克

服或减轻生物问题的冲击；二是高度认识保障自然生物和基因朝着

有利于人类生存发展的方向前进；三是切实保障生物技术、基因技

术的开发利用遵循正确的价值导向。 

一是加快“生物安全法”立法，尽快解决现有生物法律制度规

则滞后、不完善等实际问题，填补真空地带；完善野生动物保护制

度，将防疫的关口前移至动物；突出对严重危害行为的打击力度，

推动重要、敏感问题上的破坏性行为入刑。二是设立“国家生物安

全与发展中心”，统一协调管理生物领域，履行保安全、促发展职

能，解决生物领域多头管理、机制运转不协调无法保障生物领域整

体安全等问题。将承担管理职能的机构纳入行政体系，实现协调治

理，把生物安全的责任压实。三是在国家疾控中心职能基础上调整

设立“国家防疫中心”，在解决人人传播、动物之间传播问题的基

础上，将人和动物之间传播的领域纳入监管。当前卫建委和农业部

各管一段，在病毒传播的问题上存在监管真空，需尽快解决这一问

题，提升疾病预防控制部门在领域内的话语权和履职能力。四是完

善风险评估和预警体系。建立相关制度，支持建立及时有效的疫情

预警制度，确保能够在疫情大规模爆发之前提前预警，给后续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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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留足时间；将生物安全防御关口前移到动物，进行分子生物学

跟踪研究、流行病风险预警等工作，确保疫情风险源头的全覆盖。

五是规范和加强国际合作，依据信息获取与输出对岗位的影响，建

立对应的鼓励与限制交流接触的管理模式。鼓励涉外交流，学习国

外经验，对于重要敏感信息进行分级分类管理，防止重要敏感信息

外泄。六是调整生物领域的人才评定规则。鼓励论文创作和课题研

究，建立不唯论文、不唯课题、切实鼓励创新的激励制度。不以在

西方刊物上刊发论文的数量以及参加西方主导的课题数量作为衡

量科研水平和实际贡献的主要依据。要提升生物研究和疾控工作人

员的待遇，做到与临床医学从业人员基本持平。七是防止生物安全

暴恐风险、病毒泄露等突发事件发生。病毒研究是为了防止病毒危

害人类，决不允许发生不安全事件，要坚决防止出现实验室被袭击、

病毒泄露等情况。 

（博士后站 陶满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