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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转基因技术是利用现代生物技术，将人们期望的目标基因，经过人工分离、重组后，导人并整合
到生物体的基因组中，从而改善生物原有的性状或赋予其新的优良性状。
除了转入新的外源基因外，还可以通过转基因技术对生物体基因进行加工、敲除、屏蔽等方法改变生
物体的遗传特性，获得人们希望得到的性状。
《转基因30年实践》介绍转基因研究30年来所取得的重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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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此外，加拿大、英国、日本等国也设有类似机构，负责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具体评价、检测和
监测等工作。
　　四、公众广泛参与，与社会发展相适应国外十分重视转基因生物管理过程中的科学性和透明度，
本着公开透明、尊重民意、以人为本的思想，采取多种有效形式方便公众参与，有的国家甚至在转基
因生物安全管理的全过程都有社会公众的参与。
　　美国主要采取以下形式吸收公众的广泛参与：一是各联邦机构制定有关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的法
规时，均要在联邦注册公告中发布，在固定时间内寻求公众评议；二是召开转基因生物安全技术问题
研讨会时，通常都对公众开放；三是不定期的举办听证会，寻求公众在某一问题上的态度；四是联邦
咨询委员会每年定期举办面向公众的关于农业生物技术的会议。
　　近年来，日本十分重视公众对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的态度，针对消费者对转基因产品的认识、担
心、信赖等问题，开展广泛的社会调查。
农林水产省设立了消费者接待室，用图、文、实物展示生物技术的原理、过程，以消除消费者的疑虑
。
据报道，农林水产省仅1996年投入的科普宣传费就达2240万日元。
厚生劳动省则由专家、生产者和消费者代表组成常任机构对转基因生物的安全评价结果进行审议。
　　第六节我国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　　我国作为人口大国和农业大国，必须抓住新兴生物技术的发
展机遇，但我国又是发展中国家，转基因技术研究起步稍晚，同发达国家仍有一定差距。
因此，在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上我国过去一直持稳妥的态度。
在管理上综合借鉴了外国一些做法，既针对产品又针对过程，力求在科学评价、依法管理，确保转基
因生物安全的前提下加快研究、推进应用；在制度设计上则强调适合我国国情、符合国际惯例、维护
国家利益。
　　根据国际相关组织和世界多数国家的普遍做法，针对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特点，按照农业转基因
生物研究、试验、生产、加工、经营和进口、出口等工作的需要，在与国内相关法规充分衔接的基础
上，国务院颁布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并于2001年5月23日施行，规定对农业转基因生
物安全管理实行安全评价制度、生产许可制度、经营许可制度、产品标识制度和进口审批制度。
农业部于2002年1月5日，以第8号、第9号、第10号令发布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
农业转基因生物进口安全管理办法》和《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3个配套规章；2004年国家质
检总局发布了《进出境转基因产品检验检疫管理办法》。
目前，我国已基本建成了转基因生物安全法规、技术规程和管理体系，积累了很多管理经验，为转基
因育种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切实保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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