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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exist inevitably large numbers of conflicting interests in the science popularization of climate change
studies. These conflicts are typically associated with political stance， strategy of industry development， academic
viewpoints and media strategy. In order to enhance and improve science communication of climate change studies，public
interest as an ethical priority should be strengthened. institutes and agencies sponsored by the government or public fund
are supposed to share their scientific resources to promote the transparency and demystification. Scientists should be
responsible for the complete stages of research， including the popularization. The legal regulation and ethical rules for
handling conflicting interest should be accelerated to establish, including disclosure and withdraw. The media should be
required to keep the moral principle of rigor and accuracy. Finally，the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climate change should
be improved so as to raise fundamentally the capability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of climate change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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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气候变化科学传播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利益冲突问题，表现为与政治立场有关、与行业发展有

关、与学术观点有关以及与媒体宣传有关的利益冲突等。为加强和改善气候变化科学传播，应进一步坚持以公众

利益为优先的科学伦理；推动科研机构资源共享以及研究成果的透明化和公开化；要求科学家要为科学研究和科

学传播的全过程负责；建立完善包括利益冲突公开和回避在内的法律法规、行业规范以及道德规范；强调科学严

谨的媒体职业操守；提升科学研究的水平，从根本上夯实科学传播的能力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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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活动的社会属性以及 20 世纪以来出

现的新变化，导致科学活动在其研究、评价、

传播和应用等各个过程中均伴随着利益冲突

（conflict of interest）。

科学活动的目的，除了科学家本人为了满

足探索自然规律的个人爱好以外，更多的是为

了指导人类的行为，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

步，更好地为人类的福祉安康服务；同时，科

学活动总是在特定的经济社会环境下进行，不

可避免地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因而具有

明显的社会特征。

进入 20 世纪以来，科学活动发生了职业

化的转变，科学研究方式和科学研究团体出

现了高度组织化的特点，科学技术成果极大

丰富，社会公众崇尚科学权威，政府决策也越

来越依靠科学研究的支持。科学活动开辟着生

产力发展的新领域，引导着生产力发展的方

向，并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

念。正是因为这种巨大的导向作用，科学研

究、评价、传播和应用的过程不可避免地与国

家、团体和个人的利益越来越紧密地联系起

来。科学活动中公权力的介入、利益相关方的

参与以及社会团体和传媒的关注，使利益冲突

问题开始浮现并受到各界的高度关注。

对于科学活动中涉及的利益冲突问题的

研究，开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

起源于生物医学领域，进而推广到所有科学

领域。虽然仍有不同意见，但大量的分析认

为，利益冲突会对科学活动的客观性、准确性

和公正性产生实质性的影响[1]。

1 科学活动中的利益冲突
对于利益冲突的定义，不同学者的观点不

尽相同。Carson （1994）[2] 指出利益冲突有两种

表现形式，一种是个人与其所属组织利益之间

存在实际的或潜在的冲突，另一种是个人有促

进 （或阻碍） 第三方主体利益的企图，并且促

进 （或阻碍） 该方利益与其本身所属的组织之

间存在实际的或潜在的冲突。邱仁宗 （2001）[3]

认为，利益冲突是一个人的某种利益具有干扰

他代表另一个人做出合适判断的一种境况。曹

南燕 （2003）[4] 提出，对于从事科学活动的科

学家来说，利益冲突是指科学家的某种 （某

些） 利益具有干扰他在科学活动中做出客观、

准确、公正的判断的趋势。王蒲生和周颖

（2005）[1] 把利益冲突定义为，当事人所处的境

况或者行为，在这种境况或行为中，当事人身

负的委托利益有可能不恰当地受到当事人自身

利益的影响。魏屹东 （2006）[5] 将利益冲突归纳

为研究者同时为两个机构工作并从中获得个人利

益时，利益因素影响可能危及研究者做出正确、

客观和公正的专业判断的一种境况。文剑英和王

蒲生（2009）[6] 认同 Thompson （1993）[7] 关于利

益冲突的定义，即当事者的次要利益与其职责

所代表的主要利益之间所发生的冲突。

上述及大量其他学者的研究，系统分析了

科学活动中利益冲突的特征、本质、产生原因

及其社会后果及控制利益冲突的原则和做法。

文剑英 （2009）[8] 将科学活动中的利益冲突归

纳为两个特征，其一是利益冲突只是一种境况

或行为，而不一定是实际的，有可能仅是潜在

的；其二，利益冲突指的是同一个主体本身两

种不同利益的冲突，而非不同主体间的利益纠

纷。曹南燕 （2007）[9] 指出，科学活动中利益

冲突的实质是科学活动所代表的社会利益 （首

要利益） 与科学家本人的个人利益 （次要利

益） 之间出现的矛盾，体现了科学活动的客观

性要求与科学家自身的主观性之间的矛盾，也

体现了每一种具体的科学方法本身不可避免的

局限性。一般认为，由于利益冲突的存在，科

学家往往难以做出客观公正和负责任的决定和

判断。赵乐静 （2001）[10]、魏屹东 （2006）[5]、

曹南燕（2007）[9] 和文剑英 （2010）[11] 分别提出

了解决利益冲突的若干原则和措施，指出公开

和回避是最常用和最先采用的措施。存在利益

冲突的当事人有义务公开利益冲突的事实，以

便当事人以适当方式约束个人利益、保持履行

相关责任的客观公正性，也有利于当事人接受

监察机构、同行、利益相关方以及公众对其科

学活动可靠性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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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气候变化科学传播中利益冲突的表现形式

随着气候变化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化，人们

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全球气候变化正在深刻

影响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构成当今国际社

会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气候变化及其应对

问题，已成为科学界、各国政府和社会公众广

泛关注的重大问题之一。由于气候变化科学的

复杂性、不确定性，特别是气候变化问题深度

触及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因此致使原本单纯

的自然科学问题，演变成为发展问题和政治问

题，且其“政治化”倾向越来越明显。气候变

化已不限于科学家间的争论，而是日益发展

成为国际政治博弈、经济竞争以及争夺道德

高地的焦点。广受关注的气候变化国际谈判，

一方面是各国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基础上，寻求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途径，另一

方面是对温室气体排放空间和发展权益的争

夺。由于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评价、传播和

应用正是国际谈判和各国政府制定应对政策

的科学依据，因此，在气候变化研究，特别是

其科学传播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与各方利益相

关，存在着利益冲突问题。

近年来在气候变化科学传播过程中，与利

益冲突相关的一些现象大致可以归纳为：

（1） 与政治立场有关的利益冲突。应对气

候变化，尤其是减缓行动直接关系着各国的能

源供给、农业生产和重工业发展布局等关键领

域。由于现实国情和发展阶段的不同，各国在

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面临着不同程度的现实

压力。即便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已成为一个被

普遍接受的国际共识，这些现实压力仍会使

一些人或组织倾向于气候变化阴谋论的观点，

认为气候变化是一个假命题，是新时期西方

发达国家用来制约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陷阱”，

是西方为保持技术领先而推进以新兴产业占

领市场的由头，要坚决予以抵制，因此从根本

上否认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成果，或者有意曲

解科学结论，放大争议。

（2） 与行业发展有关的利益冲突。为了应

对气候变化，以低能耗、低污染为特征的低碳

发展潮流正在改变国际经济、贸易格局，加大

对非化石能源和环保产业的投入也成为当今世

界各主要国家应对经济危机、实现绿色复苏的

着力点。由于气候变化科学的某些结论直接关

系着相关政策和投资的导向，对新兴和传统能

源行业发展和布局来说意味着极大的经济利

益，因此这些行业的智囊以及发展战略研究机

构对气候变化研究结论的解读，会在某种程度

上受到其产业发展基本利益取向的影响，或转

化为对气候变化研究结论的质疑，或转化为对

气候变化后果的灾难性解读，并在利益的驱动

下夸大某些减缓技术或产业的普适性。2012 年

2 月发生的“哈特兰研究所邮件门”事件[12]，

就披露出哈特兰与其背后的捐资机构 （包括石

化公司、右翼智囊机构以及政客） 联手，精心

设计了一整套反对气候变化研究结论的“运

动”，如资助专门针对学校教育的课程设计到

资助反对气候变化的研究机构和科学家等。

（3） 与学术观点有关的利益冲突。由于气

候变化问题重要性的提升以及研究领域的扩

大，气候变化问题日益受到各领域学者的关

注。一些学者从本身从事研究领域的角度出发

解读气候变化的原因及其影响，一种倾向是忽

视气候变化科学问题的时间和空间尺度，利用

大陆漂移、地球轨道和历史气候等不同时空尺

度上发生的气候变化否认现代变暖的重要性；

另一种倾向是忽略现代变暖成因结论的科学

前提，夸大人为活动在气候变化中的作用。比

如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四次评估报

告的核心结论是，观测到的 20 世纪中叶以来

大部分的全球平均温度的升高，很可能是由于

观测到的人为温室气体浓度的增加所致[13]。这

个结论，仅指最近 50 年的气候变化主要是由

人类活动引起，并非工业革命以来所有的气候

变化都是由人类活动所导致。总之，这两种科

学传播的表现，均偏离了气候变化研究的本来

面目。需要指出的是，对于气候变化科学问题

持有何种观点本身并不构成利益冲突，只有当

其自身的观点对其承担的科学传播责任造成

（或可能造成） 影响时才成为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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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与媒体宣传有关的利益冲突。媒体报

道气候变化科学研究结论时试图体现平衡性，

在报道中往往给出同等篇幅让双方各抒己见。

的确有一些发表过专业论文、在同行中有名

望、不同意气候变化的科学家，但赞同气候变

化的科学家有成千上万倍。新闻报道上的平衡

性做法，有时会把公众的认识搞糊涂。两方辩

论并不总能反映真实的情况。比如 2009 年底

的“迷你小冰期”和 2010 年底的“千年极寒”

宣传，均被证明是没有科学依据的。

3 加强气候变化科学传播的建议

为了提升科学研究对国家制定应对气候

变化、节能减排、防灾减灾政策措施的科技支

撑作用，提高社会公众的气候变化意识，营造

理性看待气候变化问题的良好舆论氛围，更好

地理解和支持我国政府采取的应对气候变化

的措施和行动，必须加强和改善气候变化科

学传播。

第一，进一步坚持以公众利益为优先的科

学伦理，在科学传播中坚持科学的真相。科学

活动应以增进人类福祉安康和保护生存环境为

目标，不能危及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可持续发

展。应保障与科学活动相关、与科学传播后果

相关的不同利益相关方的利益得到公平合理的

兼顾。在科学研究和科学传播过程中，科学家

应向决策者和公众客观公正和全面真实地传播

有关知识，保障他们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使其

掌握正确决策和选择的能力和科学依据。

第二，进一步加强政府资助的科研机构资

源共享，推动研究成果的透明化和公开化。逐

步建立公平、透明的管理机制，除需遵守保密

规定的项目以外，要求科学家将个人研究数据、

方法、思想、技巧和工具等共享，应当公开资

金来源和重要利益关系，以避免利益冲突。

第三，进一步强化科学传播和科学普及在

科学活动中的重要性，科学家要为科学研究和

科学传播的全过程负责。应在科学界不断强化

这一氛围，即科学家不仅要对知识和观念的客

观真实性负责，更要为这些知识和观念的正确

传播和公正使用负责。不仅在研究过程中，科

学家要保持客观公正，而且在研究结果形成之

后，还要慎重地发布传播和推广应用，特别是

要对相关背景和科学前提做出必要的和全面

的介绍，尽可能避免、减少公众对研究结果的

误解和误用。

第四，进一步建立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

行业规范以及道德规范。我国科技界至今尚未

普遍正视利益冲突的客观存在，应尽快全面建

立合理的利益冲突公示监督制度。提倡科学活

动中的无私利性，要求科学家具有正直的品

格、诚实的态度和高尚的动机，不得把科学研

究和科学传播作为牟取荣誉、地位、声望和金

钱的工具，谴责运用不正当手段抬高自己或打

压对手。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和其他科

学组织、研究机构、学术刊物，已经建立了相

应的利益冲突披露制度，可以为我所借鉴。

第五，进一步强调科学严谨的媒体职业操

守，反对为了带来轰动效果而危言耸听。科学

传播采编人员应相对固定，并加强学习和专业

培训。要通过举办相关主题的报道研讨班和培

训班加强专业培训，不断学习、掌握新的知

识；多参与国际会议报道以及记者俱乐部的活

动，还要与专家交朋友。

第六，进一步提升科学研究的水平，这是

提高科学传播能力和效果的根本。类似气候变

化科学这样的与政策紧密相关的前沿科学，既

是典型的发展中的学科，又有着强烈的决策需

求。但目前对于气候变化的认知水平仍有限，

还不足以回答涉及气候变化的所有科学问题。

只有继续加大气候变化科学研究的广度和深

度，不断改进和提高认知水平，才能减少气候

变化及其影响的科学不确定性，从而从根本上

夯实科学传播的能力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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