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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是经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批准于1978年建立的我国第一所人文和社会科
学研究生院，其主要任务是培养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
1998年江泽民同志又题词强调要“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办成一流的人文社会科学人才培养基地
”。
在党中央的关怀和各相关部门的支持下，在院党组的正确领导F，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持续健康
发展。
目前已拥有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哲学、法学、社会学、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等9个博士学位
一级学科授权、68个博士学位授权点和78个硕士学位授权点以及自主设置硕士学位授权点5个、硕士专
业学位2个，是目前我国人文和社会科学学科设置最完整的一所研究生院。
建院以来，她已为国家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其中绝大多数已成为各条战线的骨干，有的已成长
为国家高级干部，有的已成长为学术带头人。
实践证明，办好研究生院，培养大批高素质人文和社会科学人才，不仅要有一流的导师和老师队伍、
丰富的图书报刊资料、完善高效的后勤服务系统，而且要有高质量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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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应用伦理学是当代哲学领域发展最为迅速、最具生命力的一门新兴学科。
它起源于20世纪60—70年代的欧美世界。
本著的特色在于，从宏观的视角探究应用伦理学在人类伦理学发展史上所占据的地位；通过对政治伦
理、经济伦理、科技伦理、环境伦理、生命伦理和性伦理等应用伦理学重大分支学科领域发展概况的
深入解析，展现了应用伦理学关注伦理冲突、应对道德悖论的理论品格，凸显了应用伦理学对伦理商
谈程序的高度重视，描绘了在塑造道德共识的过程中不同的伦理思潮、学说和价值诉求所起的作用，
提炼和总结了应用伦理学的道德规范的总体架构以及应用伦理学根基性的伦理原则；同时，从探索我
国社会实践中带有道德冲突性质的重大现实课题入手，在汲取和借鉴国外学术成果的基础之上，提出
了对这些重大问题的解答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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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应用伦理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　　1．传统实践伦理学从应用伦理学定义的狭义与广义之
区分可以看出，“应用伦理学”就其概念本身而言是新鲜的，但应用伦理学之理念却并不新鲜。
应用伦理学也可称为实践伦理学，而实践伦理学并非当代的产物。
在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休谟的《道德原则研究》中
，理论与实例总是结合在一起的。
就连理论伦理学最大代表的康德也不例外，他不仅对实现永久和平感兴趣，而且在《道德形而上学原
理》中，将绝对命令与四个不同事例联系起来加以讨论。
19世纪功利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边沁和密尔（又译穆勒）对实践问题更是有着精深的研究。
　　从实践的角度来看，某种伦理理念的传播促成社会制度改良的例证也不胜枚举。
19世纪50年代美国女作家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通过她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一书传播了一种
实践伦理或应用伦理，那就是奴隶制的反道德性。
在此之后，美国的一个宪法修正案将这种伦理思想转变成为永久的法律规定。
因此，有人认为应用伦理学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充其量不过是实践伦理学在当代条件下的复兴而已
。
2．应用伦理学有别于传统实践伦理学应用伦理学的产生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
20世纪60-70年代以来科技的迅猛发展导致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巨大变迁，引发了诸如人类有可能通过技
术创造改变自身的遗传结构、通过环境破坏毁灭后代的前途、通过核战争终结全人类的存在等一系列
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问题。
这些问题的新颖性向传统道德理论的适用范围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出了挑战。
正是在原本自认为普遍适用的道德理论成了问题的地方与时刻，人们产生了对应用伦理学的需求。
　　因而应用伦理学决不意味着把传统伦理学理论简单运用于社会实践，而是一种全新的道德权衡机
制。
在这个机制的作用下，一方面人们可以以不同的道德理论与规范的总体为背景，以最基本、最普遍、
最本质性的道德主导原则为基础，基于不同的情况对不同的可能性进行权衡，从而寻求在既定的条件
和行为情境下的最好结果，解决当下所需解决的伦理问题。
　　另一方面，人们还可以根据实践的发展对某些道德理论与价值规范进行反思、批判、超越与修正
。
也就是说，在应用伦理学中，应用程序本身是创造性的，它伴随着规范的生成、塑造与改进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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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应用伦理学教程》从宏观的视角探究应用伦理学在人类伦理发展史上所占据的地位，通过对政
治伦理、经济伦理、科技伦理、环境伦理、生命伦理和性伦理等应用伦理学重大分支学科领域发展概
况的解析，展现了应用伦理学关注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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