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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通过文献梳理，可以发现学界自2020 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爆发之后，对生物安全的研究成果呈现井喷式增长，在生
物安全理论研究和生物安全实践研究方面的成果丰富，并且学界
由原来较集中关注生物技术、生物制品、生物实验等自然科学
领域，拓展至法学、伦理学、政治学、安全学等人文科学领
域。另外，目前学界对于“生物安全意识”的必要性和紧迫
性已经形成共识，倡导社会公众转变思想观念，提高生物安全
通识素养，增强生物安全意识，同时也提出了相应的措施以提
高社会公众的生物安全意识。但是专门研究“生物安全意识”
的成果较少，起步也比较晚，学界对“生物安全意识”的研
究还存在不足之处。

1  生物安全意识研究存在的问题
1.1生物安全意识基本理论研究比较薄弱
首先，学界对生物安全意识的定义研究不够，多数学者停

留在描述现状，且将现状视为不言自明的问题，仅仅以“社会公
众生物安全意识薄弱”“生物安全意识偏低”等概括生物安全意识
现状，回避生物安全意识是什么、其结构如何、内容有哪些等问
题。其次，生物安全意识的内容上存在一定程度的混淆，有些学
者将生物安全等同于生态环境安全或者野生动物安全，一定程度
上将生物安全意识视为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或者保护自然生态环
境的意识。如李洪军认为“我们应从生命安全领域的资源保护入
手，站在国家安全和人的安全角度，在思想上提高全民族的生物
资源信息保护意识”[1]；丁晖指出，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提
高防范入侵物种的意识。[2]；王加连则认为“目前人们对转基因
生物的安全意识比较薄弱”因此，要“提高全民对转基因食品的
安全意识”[3]。学界之所以出现这一趋势一方面是受当时社会面
临的相关具体生物安全问题有关，如21世纪初，快速发展起来的
转基因技术所带来的食品安全、转基因生物越境转移问题等，尤
其是在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冲击下，学界高度重视保护野
生动物。另一方面就是缺乏对生物安全意识基本理论的研究，使
得学界难以划定生物安全意识的范畴。

1.2研究的视域比较偏狭
首先，学科交叉融合度不够，“生物安全意识”的培养和增强

都集中于医学教育和生物实验室等领域，以理工学科研究为主。
而人文类学科又单一集中于法学，以研究生物安全相关法律为重
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前，法学主要研究转基因技术的应用、生
物恐怖主义的防范等，而新冠疫情爆发以后，则以病毒、野生动
物保护、物种入侵、国门检疫等为研究重点，研究层次从原来的
一般性法律上升至刑法层面，转基因技术以及生物恐怖主义的研
究热度相对降低。除了法学学科，其他学科研究偏少，特别是思
想政治领域的研究较为匮乏。其次，生物安全意识的主体研究局
限于专业人员，强调医学职业人员或者实验室学生要严格遵守操
作守则，虽然这类意识培养也属于生物安全意识，但更多的是一
种规则意识和职业意识。如在中国知网中，以篇名=“生物安全意
识”作为检索条件，得到的23条检索结果，以相关性进行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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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五篇文献分别是：《免疫学检验实习过程中的生物安全意识培
养》《加强医学生实验室生物安全意识浅析》《病原生物与免疫学
实验实训中培养学生生物安全意识的尝试》《在病原生物学与免疫
学教学中培养学生的生物安全意识》《高职微生物检验实验实训课
程中加强学生生物安全意识的培养》，这些文献研究主体均为专业
人员。实际上，生物安全意识涉及的群体比较广泛，多数文献没
有分类论述，往往以“社会大众”概括所有意识主体，要求大众
建立正确的生物安全认知，包括科学知识和心理素质。但是，不
同的群体应当有不同的生物安全意识，主要体现在层次和程度上，
例如专业群体的生物安全意识应当高于普通大众，生物安全意识
的培养应当分类分层地进行。那么普通大众又应当具备什么内容、
什么程度、什么层级的生物安全意识呢？在这个问题上学界研究
尚处于探索阶段。

1.3生物安全意识现状研究的存在不足之处
首先，缺乏对生物安全意识现状的系统性分析，2020 年新

型冠状病毒爆发以前，多数学者单一的将这一现状的原因归结为
“生物技术的滥用”，将生物安全事件的诱因都归结为专业人员在使
用生物技术过程中的不当或过失行为，如滥用抗生素、转基因技术
等，因此这一时期的生物安全倾向于防止生物技术滥用误用，确保
生物技术的安全发展，生物安全法领域的研究都比较趋向于探讨如
何从法律层面规范生物技术相关人员的行为，划定生物技术运用的
红线。而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爆发以来，导致生物安全意识薄弱
的原因分析则集中于人类日常行为研究，如人类恶意捕杀动物、滥
食野生动物等行为是引发生物安全事件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生物
安全意识薄弱的突出表现。其次，生物安全意识现状研究不全面、
不深入。学界普遍用简短的“生物安全意识薄弱”来概括现状，缺
乏对现状的实证分析，例如对社会公众的问卷调查，即使是对专业
群体的调查也是比较少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生物安全意识现状
研究的现实支撑材料不足，多数论述都是凭借学者的主观经验。

2  结语
总之，学界对生物安全意识的研究中，多数学者仅仅从学

生本身出发，认为培养良好的生物安全意识，可以保证自身及其
周围人群的安全，没有站在生物安全关乎国家安全、民族命脉的
高度上看待培养学生生物安全意识的意义，而思想政治教育是

“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将生物安全意识纳入思想
政治教育的研究领域，从国家安全、民族复兴、人民健康的高度
培养大学生生物安全意识，是思想政治教育立德树人的要求，更
是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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