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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若以中国法学界公开发表的首项环境法研究成果“环境保护法浅论”的发表时间为基准计算，
到2005年初环境法学研究在中国已经历了25个年头。
25年来，中国的环境法学从无到有，从当初隶属于法学的经济法学科到1997年跃居为法学二级学科（
学科名为“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老一辈和新生代环境法学者们继往开来，为中国环境法学的茁
壮成长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目前，国内大多数法学院系开设了环境法学课程，而在有法学教育研究传统的高校院所，还经教
育部批准设立了环境法专业的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授予点，真可谓“星火燎原”。
1999年，教育部批准设立了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环境法学基地，到2000年，中国法学
会还批准设立了环境资源法研究会。
　　在学科队伍发展壮大的同时，环境法研究的学术成果和著述也如雨后春笋。
仅以我和研究生们于2001年底对20世纪中国环境法学研究成果所作的统计，1979-2000年我国已发表环
境法学类论文近三千篇，各类教材、论（译、编）著二百余部，内容涉及环境法的各分支领域。
尽管与其他传统部门法学的研究成果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不能相比，但它们依旧促进了环境法学
这一新兴法学学科在中国的繁荣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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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生物技术特别是转基因技术的产生和发展，已经并将继续对人类社会的利益格局产生重大、
深远、广泛的影响，促使既有的法律制度和秩序也随之调整，无论是在国际法层面上还是在国内法层
面上，皆然。
而转基因生物安全法律问题研究是生物技术法学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环境法学领域的新课题，具有
跨学科、跨专业的性质。
　　本书梳理和辨析了转基因技术、转基因生物、转基因食品和转基因生物安全等概念，分别从科技
、伦理和经济等角度探讨了转基因生物安全问题；阐释了转基因生物安全法律调整的必要性、利益机
制以及转基因生物安全法的基本内容、调整手段、历史沿革和主要特点；分析了转基因生物安全监管
的基本目标、监管体制、监管原则和监管制度，探讨了转基因生物侵权责任问题、转基因生物安全国
际立法以及部分国家和地区转基因生物安全立法；系统梳理和探讨了我国转基因技术研发和产业发展
现状、转基因生物安全立法的历史沿革、转基因生物安全法律体系、管理体制、基本政策和基本制度
、转基因生物安全立法及其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完善我国转基因生物安全立法的基本立场
以及转基因生物安全法律的基本框架等。
　　本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转基因生物安全法律问题与我国的对策研究》之成果，适合于法
学、环境学和生物学等专业领域的高等院校师生、科研人员、管理人员以及热心环境公益事业的人士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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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两个原则主要适用于转基因技术及其产物的风险评价过程。
　　个案处理原则（Case by Case）又被称为“一把钥匙开一扇门”（One Door Key）原则。
由于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中所导入的基因在来源、功能等方面各不相同，受体生物及基因操作也可能
不一样，因此应当有针对性地逐个进行评价。
在了解和把握个案的具体情况前，不应作出相关的结论和决定，更不能简单地予以全盘通过或者全盘
否定。
　　转基因技术的核心在于对生物遗传物质的修饰。
而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看，生物遗传物质的任何改动都可能会对整个基因组的功能产生消极影响。
这种影响既可以表现为即期可以观察到的生物生理紊乱、性状缺失、畸形等现象，也可以表现为隐性
的非正常状态。
由于生物物种之间遗传物质的差异性，同一种外源基因或者相似的外源基因转入不同物种的遗传物质
之中时，其产生的影响也不相同。
因此，凭借“某一种外源基因被转入一个物种时是安全的”这一事实，并不可以得出“该外源基因转
入其他物种肘也安全”之结论。
个案处理原则要求，不但要对同一种外源基因转入不同物种分别进行风险评价，而且也要对同一物种
接受不同的外源基因之转入分别进行风险评价。
　　除了风险评价外，个案处理原则在转基因生物安全监管的其他方面也得到了体现。
例如，在对转入了抗病虫基因的大豆和转入了抗除草剂基因的大豆等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进行市场准
入审核时，即便是同一物种的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甚至是转入了表达相同性状之基因的转基因生物
及其产品，也都应当作为不同的个案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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