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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代生物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为人类解决21世纪粮食、医药和环境等问题带来了巨大的福音，开辟
了一条新的途径。
世界转基因大豆、棉花、玉米、油菜、西红柿等作物的种植面积，从1996年的170万hm。
猛增到2006年的10200万hm2，增长十分迅速。
但转基因生物的大规模环境释放和应用可能会对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产生潜在的不利影
响，如转基因生物可能会对非目标生物产生不利影响，增加目标害虫的抗性和进化速度，增加杂草化
的风险，会通过改变物种间的竞争关系破坏原有自然生态平衡，也可能对人体产生某些毒理作用和过
敏反应。
转基因生物安全问题成为《生物多样性公约》谈判的焦点之一。
经过l0轮工作组会议和紧张激烈的谈判，2000年1月召开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通过了《卡
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
中国政府十分重视转基因生物安全问题，2000年8月8日签署了《议定书》，2005年4月27日核准了《议
定书》，并于2005年9月6日成为《议定书》缔约方。
　　为加强履行《议定书》的能力建设，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IJNEP）和全球环境基金（GEF）的资
助下，原国家环保总局会同履约协调组成员单位，于2002年启动了中国国家生物安全框架实施项目。
该项目开展了转基因生物安全立法和管理制度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开发了一系
列转基因生物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的技术指南，与我国现有的转基因生物安全性评价和检测技术标准
互补，填补了国内空白；开展了转基因棉花、水稻、大豆等转基因生物的风险评估和环境影响监测，
大大提高了我国的转基因生物安全性评价能力；开发了国家生物安全数据库系统和信息交换机制，召
开了一系列培训班和研讨会，为决策者、管理人员、科技人员和公众提供了生物安全技术和知识。
该项目的实施对我国核准《议定书》，参与《议定书》后续谈判，提升生物安全立法和生物安全管理
水平，提高公众生物安全意识，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中国转基因生物安全性研究与风险管理》一书根据该项目的成果撰写而成，是一本集技术、管
理、政策于一体的专著，内容翔实，具有较强的实用性。
我对本书的出版表示热烈的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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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六篇、三十章。
第一篇概述了中国国家生物安全框架实施项目的主要成果，第二篇综述了转基因生物的研究进展与潜
在风险，第三篇介绍了中国生物安全管理的政策、法规与相关制定，第四篇从非靶效应、基因漂移、
靶标害虫抗性、环境入侵性等方面，介绍了抗虫转基因植物、转基因鱼、转基因微生物、转基因食品
的风险评估与风险管理技术指南，第五篇介绍了转基因棉花、水稻、大豆、白菜的环境安全性实验及
其结果，第六篇介绍了国家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机制及数据库系统。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科研院所专业人员及政府有关部门的决策者和管理人员的参考书，又可作
为从事转基因生物研发、生产、销售的人员以及公众了解转基因生物安全性和风险管理的通俗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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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责任分担原则体现于诸多国际环境法文件之中。
例如，1972年《空间实体造成损失的国际责任公约》规定，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共同发射外空物体时
，对所造成之任何损害应负连带及个别责任；已给付损害赔偿之发射国有权向参加共同发射之其他国
家要求补偿；参加共同发射之国家得就其负有连带及个别责任之财政义务之分摊订立协议；此种协议
不得妨碍遭受损害之国家向负有连带及个别责任之发射国之任何一国或全体索取依据本公约应予给付
之全部赔偿之权利。
又如，1996年《国际法未加禁止之行为引起有害后果之国际责任条款草案》规定，起源国和受影响国
须在其他任一国家请求时，需进行谈判，谈判应顾及有关因素和受害者不应承担全部损失原则。
1999年《关于危险废弃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所造成损害的责任和赔偿问题议定书》也规定，如考虑到
所有相关的情况，遭受损害者或根据国家法律受损害者应对其行为承担责任，因其自身过错而造成或
促成此种损害，则可减少或取消赔偿。
　　（4）国家责任原则　　国家责任原则，是指国家作为国际环境法主体须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而不
得基于主权理由而豁免的原则。
　　在实践中，由于种种原因所致，国家责任作为国际环境法的归责形式一直难以成为普遍的共识。
在国际法层面，1996年《国际法未加禁止之行为引起有害后果之国际责任条款草案》在国家的环境责
任方面作出了较为明确的规定。
其后，1999年《关于危险废弃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所造成损害的责任和赔偿问题议定书》规定，该《
议定书》不应影响各缔约方根据一般国际法中有关国家责任方面的规则所享有的权利和所承担的义务
。
但是非常明显，国家责任在国际环境损害赔偿立法上的普遍确立，仍需国际社会的进一步努力。
在司法判例中，承认国家对于损害他国环境的国家责任并要求国家为之承担国家赔偿责任的案例也为
数不多，其中主要包括1938年和1941年的特雷尔冶炼厂仲裁案、1979年的宇宙954号坠落案、1995年美
国赔偿日本案和1991年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伊拉克侵略科威特的第687号决议等（乔世明，1999）。
18．2．2国际环境损害赔偿立法的主要机制　　尽管目前国际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亟待完善，但业已建
立的一些机制也是卓有成效的。
在这其中，赔偿主体机制、金额限制机制、责任限制机制、资金支持机制是国际环境损害赔偿立法极
具特色的机制。
　　（1）赔偿主体机制　赔偿主体，亦即赔偿义务人。
目前，国际环境损害赔偿立法主要将赔偿主体确定为设备或者装置的所有人、管理人、共同管理人等
与环境事故有密切关系的主体。
例如，1963年《关于核损害的民事责任的维也纳公约》规定，核装置的管理人对核损害负有绝对责任
；当核损害的责任牵涉到不止一个管理人时，在无法合理区分每个管理人对损害所应承担责任的情况
下，有关的管理人应共同和分开来承担责任。
1969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则规定，船舶所有人对油污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如发生两艘或
多艘船舶造成油污损害，则全部有关船舶的所有人，除非依法免责，否则均应对按情理分不开的损害
共同地和个别地负责任。
应当指出的是，此处的主体不仅指国际私法上的主体，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国际公法的主体——主要
是国家也可以成为国际环境损害赔偿的主体。
　　（2）限额赔偿机制　在规定致害方以损害赔偿金的形式弥补受害方损失的同时，为了避免过高
的赔偿额造成事实上的不公平，同时考虑到致害方的承受能力以及其他相关因素，国际环境损害赔偿
立法也规定了限额赔偿机制。
至于具体的限制额度，根据公约所针对内容的不同而有相当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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