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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理福祉面對面　複製爭議倫理福祉面對面　複製爭議

2014-12-12  記者 劉敏慈 報導

「給你沒知覺的肉身　表面複製於愛你這個人　我承諾還得以完成　只是那不是我在等　我是個

沒有愛的人」

歌手蕭敬騰在〈複製人〉唱出假如有個與他一模一樣的人，但只有肉體沒有魂，是否就能替他抵

擋愛情失敗的苦楚，替代他收拾殘破不堪的局面。然而，在愛情中的兩人世界，也許複製人可以

消除許多戀人們的相思之苦，但若是複製人出現在現實群居生活中，情況就變得十分複雜了。

〈複製人〉MV中，蕭敬騰以一黑一白的裝扮，象徵複製出一個沒有感情的自己。

（圖片來源／youtube）

 

無性生殖　純手工打造無性生殖　純手工打造

複製人在生產的過程中不需要精卵結合，簡單來說，複製人的遺傳基因取自的單方細胞核，接著

將細胞核放入別人的卵子細胞內進行培育，期間不會發生基因重組，若細胞發育穩定，則會將細

胞植入子宮內，發育十個月之後，複製人便會誕生。

因此，複製人打破自然規律，新生命不再需要「有性生殖」，科技讓人類可以純手工打造一個新

生兒，然而革命的科技總會帶來爭議：人類究竟可否扮演上帝。

 

延年益壽　點燃不孕新希望延年益壽　點燃不孕新希望

即使醫療技術進步迅速，人類罹癌的機率卻攀升。根據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二〇一三年最新統

計，在臺灣，每五分四十八秒就有一個罹癌，另外登記癌症的病友共有四十八萬名，預計二○一

四年會突破五十萬人。

回朔至一九九八年，美國女高中生Anisa被診斷出患有骨髓淋巴癌，唯一的治療辦法便是摧毀所

有細胞，才能將癌細胞消滅殆盡，然而這樣也會毀了Anisa的幹細胞，使她無法製造「分化細胞

」，若實行治療，Anisa活不過兩個禮拜。

醫事檢驗師林宗佑表示：「一般來說就算骨髓吻合，仍有可能因為病患體內具有排他性而失

敗，因此複製人的產生，可以大幅提昇器官的相容度，因為基因及血液均來自母體。」一般而言

，與毫無血緣關係的人骨髓相容程度只有兩萬分之一，兩萬分之一的機率相當於家庭必須三代都

生出雙胞胎，因此要在短時間找到相容骨髓的機會十分渺茫。若複製技術可行，Anisa就可以直

接複製自己的基因，以接受最快速的治療。

  推文推文推文推文  
推薦文章推薦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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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凜冽時雨　熾熱搖滾凜冽時雨　熾熱搖滾

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侯怡安侯怡安

本期為喀報二○四

期，共有十六篇稿

件。此期喀報與廣袤

的社會下所發生的事

物息息相關，由多面向去探討各種

不同的議題。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張凱翔張凱翔

台南人，處女座，喜

歡拍照、電影、書

籍、單純的東西。

不喜歡海鮮、虧心

事。 台南人，但台語很爛，和計
程車司機聊天總是有聽沒有懂，

處女座，但不潔癖，對於生活卻有

自己的堅持。 思想很老派，老...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陳亞柔陳亞柔

我叫陳亞柔，典型水

瓶座，熱愛跳躍式思

考，以及不按牌理出

牌的個性總是令人摸

不著頭緒。自認是條大懶蟲，大多

數的時候可以說是超級懶惰，但是

哪天發神經，勤奮起來卻可以沒日

沒夜的enjoy著。與其張著嘴巴說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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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臺灣共有兩千多名血癌患者，他們必須在半年或是一年內找到合適的骨髓，

才能提高存活機會。（圖片來源／公視新聞網）

除了醫療用途，複製技術亦替不孕症的夫妻點燃新曙光，試管嬰兒室組長蘇金琮表示：「不孕婦

女進行試管嬰兒的療程時，必須使用促進排卵的藥物，使得婦女產生大量的卵子，儘可能製造出

最多的胚胎來增加婦女懷孕的機會，因為不是每一個卵都能受精，也不是每一個受精卵都能很成

功地發育成胚胎，即使胚胎植入到子宮後，也不能保證能順利著床發育成胎兒。」

然而若實行複製技術，便可以大量複製卵子，增加成功機率，「對於高齡的不孕婦女，本身經藥

物刺激後僅能得到少量的卵子以供受精之用。如果應用複製的技術，就可以得到更多的胚胎以供

植入，甚至多餘的胚胎還可以冷凍處理，留待以後使用。」

 

模糊倫理　遊走法律紅線模糊倫理　遊走法律紅線

複製技術雖讓醫療技術大幅進步，但隨即而來的隱藏風險卻不小。首當其衝的是倫理問題，複製

人是人還是生物，複製人能擁有與自然人一樣的人權嗎？人類現今仍無法在共同文化裡替複製人

騰出社會地位。

複製器官固然可以解決受苦病患的問題，但被摘取器官的複製人該如何處置，衛生署福利部豐原

醫院督導長劉和楨表示：「每年等待器官捐贈的人很多，如果合法當然可以就救活很多人，但並

不符合倫理議題，從複製人身上直接將器官拿下來算是謀殺吧？基本上複製『人』應該尊重他是

一個生命。」

二○一四年器官捐贈與等待人數的統計資料，可見器官需求與供應仍有嚴重落差。

（圖片來源／器官捐贈移植中心）

除了無法明確定義複製人，人們也無法精準抓出倫理界線。若是在臺灣，複製人在母體內培育發

展十月出生，與一般嬰兒的出生沒有不同。因此，只要複製嬰兒出生時能夠獨立呼吸，依民法第

六條的規定，就享有權利能力，受到國家法律的保障。不應該因為他是複製或是自然生產而受到

歧視，剝奪法律保護的權益。

由此可知複製人在臺灣有法律上的社會地位，但與其他人的倫理關係仍待討論。律師陳綺芳表

示：「若單純考慮法律條文，嬰兒的法律關係與生母當時的婚姻狀況有關。受胎的嬰兒若是在婚

姻關係存續中，依民法第一千零六十一條規定，這嬰兒便是生母與丈夫的婚生子女；受胎的時候

如果沒有婚姻關係，只要有生理上出生的事實，依民法第一千零六十五條第二項的規定，嬰兒與

生母之間，也成立視為婚生子女關係。」

然而複製基因並沒有精卵結合，而是完全取自單方基因，並非民法所規定的縱向關係，亦即並非

父與母所生育的子女，陳綺芳補充：「複製人是利用母體細胞完全複製而成，為橫向的關

係，並非民法所規定的直系親屬，其中難以斷定複製人的法定代理人是誰，或是複製人本身可否

擔任法定繼承人。」複製基因就像是母體的一根肋骨，難以在法律上擁有倫理地位。因此複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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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心良品市集　用心傳遞愛真心良品市集　用心傳遞愛

「庇護工場真心良品一日市集」內有手作糕
點、盆栽和琉璃飾品等，讓身心障礙者的用心
被更多人看見。

讓不讓座　從心出發讓不讓座　從心出發

讓與不讓之間，探討博愛座各種可能性，並賦
予新的定義。

若在臺灣出現，必定會衝擊臺灣現有的法律，爭議於界定複製人與母體間的親屬關係。

複製嬰兒倫理仍有爭議。（圖片來源／Focu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科技與倫理的拔河科技與倫理的拔河

國際間對於複製人的法律仍以保守為主，反對有關任何以生殖為目的的基因複製行為，但令人注

意的是，世界對於醫療目的的複製行為採取從寬處理，像英國政府允許醫療目的的複製行

為，也可應用在人類胚胎研究；美國則是主張「保護生命與改善生命」，有條件同意資助人類胚

胎幹細胞做醫療研究，但不補助不孕症診所。

科技始終領先法律，法律又建構在倫理之上，複製人不像電子產品、人工智慧使人類生活便

利，背後牽引出更多扣在人性上的複雜關係，全世界仍小心翼翼的處理這件事，畢竟複製技術不

是創世神話，它必須依存在改善全人類福祉的利基點，不是「複製」問題，而要解決「人」的問

題。

▲TOP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http://sciencefocus.com/news/should-human-cloning-be-allowed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45?issueID=537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46?issueID=537
javascript:void(0);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bout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ontact/1
http://www.nctu.edu.tw
http://dct.nctu.edu.tw

	倫理福祉面對面　複製爭議
	推薦文章
	● 路痴人生不迷路
	● 學運女孩　越「政」越亮眼
	● 凜冽時雨　熾熱搖滾
	總編輯的話 ╱ 侯怡安
	本期頭題王 ╱ 張凱翔
	本期疾速王 ╱ 陳亞柔
	真心良品市集　用心傳遞愛
	讓不讓座　從心出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