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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转基因舆情
熊　 鹂ꎬ 刘培磊ꎬ 徐琳杰ꎬ 杨雄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科技发展中心ꎬ北京 １００１２２

摘要: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ꎬ转基因技术不断推广和应用ꎬ其安全性也由此备受关注ꎮ 转基因舆情的发展态势

体现了公众对转基因技术的接受和认知水平ꎬ因此ꎬ营造良好的舆情环境是转基因技术健康、有效发展的重要保障ꎮ 通过

解析国际典型转基因舆情事例、分析国际转基因舆情发展情况ꎬ指出公众对于转基因技术的认知和接受程度不断提高ꎬ国
际转基因舆情呈良性发展趋势ꎮ 同时ꎬ目前我国转基因舆情呈现辐射层面广、以网络阵地为主、双方主打安全旗帜、强调技

术不确定性等主要特点ꎮ 为保障我国转基因技术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稳步推进转基因作物产业化ꎬ通过借鉴国外舆情应对

经验ꎬ对营造我国转基因舆情良性环境提出几点对策:(１)建立完善的信息公开平台ꎻ(２)加强多元化科普宣传方式ꎻ(３)加
强转基因生物安全监管ꎻ(４)建立转基因舆情监测平台ꎮ
关键词: 转基因技术ꎻ 舆情环境ꎻ 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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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３ 年ꎬ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达到 １.７５
亿 ｈｍ２ꎬ 占全球耕地面积的 １１％ 以上 ( Ｊａｍｅｓꎬ
２０１４)ꎮ 据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观察ꎬ随着大规模转

基因试验和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ꎬ这项高新科学

技术的安全性备受关注ꎬ“转基因”舆情热度居高不

下ꎮ 转基因的舆情体现了公众对转基因技术的认

知程度ꎬ这一水平是保障转基因技术在我国安全、
有效发展的基石(李明光和陈新庚ꎬ２０００)ꎮ 因此ꎬ
分析国内外转基因舆情现状ꎬ有利于我国转基因舆

情良性环境的形成ꎬ进而促进转基因技术在我国的

健康可持续发展ꎮ

１　 国际转基因舆情分析
转基因技术自诞生以来ꎬ就受到前所未有的重

视ꎮ 国际上关于转基因的争论ꎬ早已形成以美国和

欧洲为代表的两大阵营ꎮ 在转基因技术发展最快、
转基因食品消费量最大的美国ꎬ公众对于其接受程

度较高ꎬ而一向持谨慎态度的欧盟民众对转基因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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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表现出了抵制和不接受(李华锋ꎬ２０１３)ꎮ
世界范围内ꎬ许多反对转基因技术的媒体或组

织公开发表负面信息ꎬ转基因舆情事件时有发生ꎮ
其中ꎬ发生较早、较为典型的是 １９９８ 年的“Ｐｕｓｚｔａｉ
土豆”事件ꎮ 苏格兰 Ｒｏｗｅｔｔ 研究所的科学家 Ｐｕｓｚｔａｉ
在试验未完成的情况下ꎬ通过电视台宣布:转基因

土豆喂食的大鼠“体质量和器官质量严重减轻ꎬ免
疫系统受到破坏”ꎮ 此事件首次引起国际轰动ꎬ各
界人士纷纷将其作为攻击转基因技术的“有力”凭
证ꎮ 次年ꎬ英国皇家学会的评审报告证实ꎬ该试验

设计及数据错误ꎬ结果并不可信(王功伟等ꎬ２０１１)ꎬ
由此ꎬ舆情逐渐平息ꎮ

学术论文也是国际转基因舆情扩散的主要来

源ꎮ ２０１２ 年法国分子内分泌学家 Ｓｅｒａｌｉｎｉ 发表文章

称ꎬ喂食转基因玉米 ＮＫ６０３ 后ꎬ５０％ ~８０％试验鼠出

现肝脏受损、肾脏和皮肤肿瘤ꎬ以及消化系统疾病等

问题ꎮ 因此ꎬ“转基因致癌论”、“转基因有害论”等负

面言论甚嚣尘上ꎮ 随后ꎬ法国国家农业科学研究院

发表文章说明该试验缺乏数据支持ꎬ设计存在明显

漏洞ꎮ 作为管理部门的欧洲食品安全局也最终认定

该试验结果的无效性ꎬ同时认为无需重新检查

ＮＫ６０３ 的安全性ꎬ及时缓解了民众的恐慌情绪ꎮ
尽管国际上对转基因技术各执己见ꎬ各国采取

的政策也不相同ꎬ但由于其带来的社会经济效益显

著可见ꎬ转基因技术的发展从未间断ꎬ世界各地对

转基因的态度也日趋积极ꎮ 近年来ꎬ欧盟通过了批

准部分转基因生物进口的相关政策ꎬ虽然受到了欧

洲“反转”人士的抗议ꎬ但是转基因舆情发展已经日

益缓和(李华锋ꎬ２０１３)ꎮ 以禁止一切转基因作物种

植的德国为例ꎬ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９ 日“绿色理性论坛”
(ＦＧＶ)发布了一项调查报告表示ꎬ５４％的年轻人赞

成农民种植转基因作物的自由选择权ꎬ５３％的人表

示不介意“８０％的食品在其生产过程中涉及基因工

程技术”ꎮ 此外ꎬ英国环保人士 Ｍａｒｋ Ｌｙｎａｓꎬ在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 日的牛津农业会议上ꎬ为其之前多年反对

转基因的行为致歉ꎬ他表示通过对转基因知识的学

习ꎬ发现了转基因作物的环保及可持续价值ꎮ
国际科学界的技术支持及科学普及ꎬ以及各国

相关部门监管工作的落实ꎬ成为提高公众认识水

平、正确把握转基因舆情导向、保障转基因技术健

康发展的有效途径ꎮ

２　 我国转基因舆情特点

２.１　 辐射层面广ꎬ主攻网络阵地

由于近年来媒体技术的蓬勃发展ꎬ特别是新媒

体(博客、微博、微信)的出现ꎬ人人都可以成为新闻

的制造者、传播者ꎮ 一条新闻ꎬ只要具备受众面广

的特点ꎬ就有可能以点及面地暴发成为一场大面积

的舆情风暴ꎮ 转基因技术同时涉及政府机构、研发

单位、相关企业、社会组织、普通公众的利益ꎬ可见ꎬ
辐射面之广前所未有ꎮ 同时ꎬ互联网传播速度快、
时效性强、受众面广、途径多ꎬ从争议开始至今ꎬ舆
情发生的主战场便定位于网络(刘培磊等ꎬ２０１１)ꎮ

２.２　 双方主打安全旗帜

转基因之争的双方ꎬ都以“安全”为出发点ꎮ 主

流科学界、转基因监管权威机构基于转基因食品安

全性的权威定论和共识ꎬ告知公众转基因食品的安

全性ꎮ “我国颁发安全证书的转基因生物是安全

的”这一结论ꎬ以«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
为保障ꎬ具有可重复、详实准确的科学试验证明ꎮ
而转基因技术的反对方ꎬ借助公众对转基因相关法

律法规及技术了解程度的不足ꎬ宣传片面化、绝对

化的安全概念ꎮ

２.３　 强调技术的不确定性

转基因技术与其他科学技术一样ꎬ其研究过程

需要大量的专业知识储备并存在部分合理假设与

推导ꎬ由此决定了转基因的技术专业性和科学不确

定性ꎮ 因此ꎬ对于转基因技术的理解需要一定专业

知识支撑ꎬ但学术界的意见亦不完全一致ꎮ 在转基

因技术的支持方中ꎬ存在过分夸大转基因技术功能

的现象ꎬ从而影响公众的理性认识ꎮ 此外ꎬ由于国

际上尚无统一的法规ꎬ一些国家为保护本国食品安

全ꎬ限制转基因食品的进口ꎮ 经济和贸易问题促使

转基因技术成为一项国际贸易的技术壁垒ꎬ在科学

范畴之外影响着公众对其安全性的理解ꎬ一定程度

上夸大了转基因技术的不确定性ꎮ 由于我国公众

对于转基因技术的认知仍不足ꎬ转基因反对方借助

社会组织和媒体ꎬ过度宣传并强调转基因技术的不

确定性ꎬ导致公众认知出现偏差ꎬ曲解政府机构和

科研单位的部分举措(黄媛和彭光芒ꎬ２０１２)ꎮ

３　 营造良好舆情环境的对策

３.１　 建立完善的转基因信息公开平台

信息不对称往往导致了公众对于转基因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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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理解与错误观点(薛枢明ꎬ２０１３)ꎮ 因此ꎬ让公众

接受转基因技术的关键在于信息公开ꎮ 一方面ꎬ政
府应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公开条例»及
«农业部信息公开规定»的要求ꎬ整合各种信息载

体ꎬ定期、及时向社会公开必要信息ꎬ包括农业转基

因生物相关法律法规、安全评价标准和指南、检测

机构、安全证书的审批清单、安委会工作规则和委

员组成名单等ꎬ接受所有颁发安全证书项目的安全

评价资料信息公开的合法申请ꎮ 另一方面ꎬ相关部

门应在不涉及国家或个人秘密的前提下ꎬ最大限度

地明确信息公开范围ꎬ进一步加大信息公开的力

度ꎮ 公开的信息内容要保证真实、全面、及时ꎬ使其

能接受公众监督ꎬ保障公众的知情权ꎮ

３.２　 加强多元化科普宣传方式

让公众接受转基因这项新生事物ꎬ必须依靠持

续的理性引导ꎬ并非一蹴而就ꎮ 面对不同目标人群

应当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的科普宣传方式ꎮ 除了

传统的科普类电视节目、发放宣传手册、组织社区

互动等方法ꎻ针对学生群体ꎬ可以通过课堂教育、实
验室参观、学术论坛等方式ꎻ对于工作人群ꎬ新媒体

的应用具有广大的受众面ꎻ微信问答、专题博客也

可以作为科普宣传的有效途径ꎮ 同时ꎬ应制定有效

的科普宣传策略ꎮ 在政府部门的政策支持下ꎬ以科

学家作为宣传队伍中的先锋队ꎬ发挥科普和倡导转

基因安全性的源头作用(康乐和陈明ꎬ２０１３)ꎮ 加强

“政府—科研单位—媒体—公众”的沟通链ꎬ宣传法

律法规ꎬ普及科研成果ꎬ把握舆论导向ꎬ了解基层需

求ꎮ 对新闻记者和科普作家进行相关知识培训ꎬ坚
持学术研究的科学性和合法性ꎬ避免反科学意识成

为潮流ꎬ争取更好地实现研究成果向生产力的转化ꎮ

３.３　 加强转基因生物安全监管

安全监管工作在把握转基因舆情导向上发挥

重要作用ꎮ 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相

关法律法规、强化监管责任、细化监管措施ꎬ按照属

地化原则认真做好监管工作ꎬ尽最大可能保障转基

因产品安全ꎮ 对转基因作物ꎬ无论是制种、试验ꎬ还
是种植ꎬ都要严格遵照程序批准ꎬ严厉查处个别公

司或个人ꎬ违规种植、销售转基因作物ꎮ 一方面ꎬ政
府监管部门应加强对各地相关机构、科研单位转基

因生物安全的监督管理ꎬ及时填补前期监管工作中

的“盲点”ꎮ 另一方面ꎬ加强对相关生产加工企业的

管理和监督ꎬ保障生产的安全化ꎬ规范转基因生物

标识ꎬ将监督职能落到实处ꎬ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

和选择权ꎬ同时保障转基因产品推广和销售的合

理、合法化ꎮ

３.４　 建立转基因舆情监测平台

设立转基因舆情应急处置机构ꎬ成立转基因舆

情突发事件应急工作领导小组ꎬ负责组织、协调、指
导转基因舆情突发事件的监测、分析研判、调查处

理和制定应急预案(包晓凤和龙九尊ꎬ２０１１)ꎮ 定期

提交舆情监测报告ꎬ为舆情预警、监测、应对工作提

供信息ꎮ 根据舆情监测报告ꎬ按其内容的紧急性和

严重性进行分类ꎬ根据类别确定应对次序及相应方

法ꎮ 借鉴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的“黄金 ４ 小时”原则

(薛枢明ꎬ２０１３)ꎬ保证事件处理的时效性ꎬ及时正确

引导公众舆论ꎬ掌握事件发展主导权ꎬ有效控制事

态(姚利权ꎬ２０１１)ꎮ 同时ꎬ一旦发现违法信息的传

播应及时上报ꎬ协助相关部门做好媒体信息规范工

作ꎬ清除负面舆情源头ꎬ消除民众恐慌ꎬ增强信心ꎬ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朱娉和王德强ꎬ２０１１)ꎮ

２０３０ 年ꎬ我国人口将增长至 １５ 亿ꎬ解决粮食问

题是重中之重ꎮ 近年来ꎬ转基因技术在我国发展迅

速ꎬ与传统育种技术的结合成为我国发展农业的有

力手段和必由之路(刘培磊等ꎬ２０１０)ꎮ 最新出版的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ꎬ收录了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习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针对转基

因技术的重要讲话ꎮ 习总书记以负责任的“国家态

度”ꎬ强调“一是要确保安全ꎬ二是要自主创新”ꎬ对
我国转基因技术发展与推广提出了要求ꎮ 民众对

于转基因技术的接受程度直接影响其在我国的发

展ꎬ要为转基因技术在我国的发展创造良性的环境

与积极的舆论导向ꎬ需要根据现状ꎬ因地制宜地选

择适合我国国情的引导方式ꎮ 依靠信息公开回答

质疑、宣传科学知识理性引导、落实监管措施保障

安全、加强舆情监测把握动向ꎬ对我国转基因技术

的发展以及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具有重要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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