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首例基因编辑克隆犬由中国人做出来了。这样的克隆产品会不会
带来风险？“定制+克隆”会“复制”到人吗？这是否损害动物福利？

“对克隆动物进行研究和探索，是对生命技术探索的一部分。”中国科学
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赖良学研究员认为。

“基因编辑和克隆技术都存在科学和伦理的风险。”赖良学说，在科研层
面，如克隆动物会存在发育异常甚至过早死亡的情况，对于这些问题，人类尚
未深刻透彻地了解，也远远不知道答案，这正是值得科研人员探讨和研究
的。而在伦理特别是人胚胎克隆方面，世界各国都有严格的法律规定。“人胚
胎克隆只能在体外培养，严禁植入子宫，人生殖克隆是全世界禁止的，在美国
从事这类活动是要判刑的。人胚胎克隆技术只可以应用于治疗性克隆等基
础研究，这在一些国家是允许的。”他说。

至于维护实验动物福利方面，培育出世界首例基因编辑克隆犬的希诺谷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赵建平介绍，我国对实验动物有严格的管理办法和
规范，并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对小动物基本没有伤害。不过，他也指出，目前
尚没有明确针对克隆实验动物的管理规范。

（上接第1版）
“但是在那只‘看得见’和‘看

不见的手’的调配之下，其实我们
都慢慢迷失了。当每个人都迷失一
点点，在决策的时候、在做规划的
时候、在做工程的时候，也就忽略
了将个体体验放入这个过程当中，
从而忽略了我们的切身感受。在一
个社会系统中，人需要交往，城市
需要最低程度的秩序，让每个人在
这里都能找到可以生活的空间，可
以在公共空间里安然相处。” 何艳
玲坦承，自己的概述虽然简洁，但
实际上有很多复杂的、感同身受的
亲身体验作为支撑。

所以她认为，改变现在的许多
不如意，其实很多时候取决我们自
己。譬如规划师可以通过做规划，
学者可以有理论研究的方式，政府
官员有公权，哪怕是城市清洁工，
每 个 人 在 城 市 链 条 里 都 是 一 个 环
节。美好城市的实现，需要各个环
节尽职尽责。

品味隐藏在都市之中的非凡艺术
2016年5月，北京和赫尔辛基结

为友好城市 10 周年之际，笔者受邀
赴芬兰赫尔辛基，采访设计及设计
产业发展与创新相关的内容。沿着
北欧设计之都的路线图，我们细细
品味隐藏在都市之中的非凡艺术，

感受到了不一样的设计魅力。印象
最为深刻的，则是赫尔辛基城市市
政建设 “以人为本”服务设计。

市 政 府 推 荐 的 第 一 个 采 访 项
目 ， 是 正 在 建 设 中 的 中 央 图 书 馆
——赫尔辛基市未来规模最大的图
书馆，这是为纪念芬兰独立 100 周
年投资 5000 万欧元建造的图书馆。
它地处市中心的黄金地段，不仅是
14 万册藏书和借阅书籍的地方，还
有点儿像都市里常见的 Mall，同时
有电影院、咖啡馆、健身中心等设
施，是与家人朋友聚会、娱乐的公
共空间。中央图书馆首席策划告诉
我们，图书馆向所有市民开放，因
而项目实施前，设计方案充分向市
民开放征求意见。他们认为，设计
以人为本，这种参与性设计将大大
减少公众的抱怨。

而赫尔辛基艺术博物馆的设计
亦是如此。在迁移到新馆之前，他
们请在校学生帮助调查参观人群的
习惯特点，根据不同环节，设计最
合理的参观路线及参观方式，远至
地铁站到美术馆的行人路线，近到
衣帽间、服务台所处位置的合理性。

在芬兰，提高用户体验和服务
质量的服务设计，在公共基础设施
建设中早已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它
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

但都以为客户设计一系列易用、满
意、有效的服务为目标，客户体验
的过程可能在医院、零售店或者影
剧院和街道上。它将人与其他诸如
环境、行为、物料等相互融合，并
且将“以人为本”的理念贯穿始终。

城市发展的新逻辑
现在想来，何艳玲的”城市发

展的新逻辑、新价值和政府的新角
色 应 建 立 在 ‘ 以 人 为 本 ’ 的 基 础
上”，其实质与万里之遥的赫尔辛
基的城市建设实践不谋而合。

“以人为本“理念将会被带到对
于地方官员的培训课堂上，何艳玲
说她会”尽一个学者的职责”。

而单霁翔，作为建筑和文物保
护专家，5 年来在故宫博物院院长
的职位上，同样秉承的是“以人为
本”、以游客为中心的理念，带着
员工每天做一点每天做一点，改变
和恢复的是紫禁城的环境与风貌。

他们希望，人们进入故宫博物院
看到的是绿地、蓝天、红墙、黄瓦的
美景，让人们愿意来、喜欢来，进而
使故宫的文化资源最大限度地融入人
们的生活，“实现博物馆建筑回归文
化理想、回归历史责任、回归永恒价
值、回归本质特征”。

是啊，匆忙的都市里可以有个
坐下聊天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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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寻我们缺失的社会公共服务

中国诞生世界首只基因编辑克隆犬

就是这样一家“忽悠公司”，由于利用百亿
元投资作诱饵，因此在短短两年时间内，就先后
与河南省南阳市、河南省周口市、天津市河北
区、河北省秦皇岛市等达成“合作”，秦皇岛市
的北戴河区还为其建设了一条巴铁试验线。眼
下，这条试验线已被悄悄拆除。

只要稍稍留心，华赢凯来“巴铁蓝图”的真
相就不难识别。要知道，既然被称作“巴铁蓝
图”，至少应当有已经形成的生产线，有先进的
技术，有正式的产品，有强大的研发机构和研发
队伍。尤其在提出百亿元投资计划后，地方政府
相关部门必须高度关注这些方面的要素，而不是
听信企业乱吹。那么，为什么这些与巴铁科技达
成合作意向的地方，竟然没有察觉？显然，是被

“百亿元投资”的诱惑迷住了双眼。
也正是因为有了地方政府部门的“密切合

作”，华赢凯来的忽悠才具有效率，广大投资者
才会不断上当。而华赢凯来一旦通过“空手套白
狼”的方式获得了首笔资金，也就可以拿着这笔
资金当诱饵，继续以“百亿元投资”忽悠其他地
方，签订更多的合作意向，欺骗更多的投资者。

如果没有地方政府相关部门的“配合”，没有
政府部门与巴铁科技签订的意向协议，很多投资
者可能还不会上当。从这个角度来讲，在华赢凯
来禾集资诈骗案中，与巴铁科技签订意向协议的
地区，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毕竟，老百姓也
好，投资者也罢，对政府的信任度还是很高的。

现在，巴铁的画皮终于剥开，等待违法者的
也将是法律的严惩。问题的关键是，那些巴铁忽
悠的地方政府如何反思和处置。发展经济、吸引
投资、引进项目的初衷是好的，但是如何去做，
却需要认真思考。如果连最基本的情况都不了
解，就与对方签订合作意向，就有可能成为他人
牟利的筹码。

现在类似现象并不少见，正是因为并不少
见，对巴铁案件涉及的地方政府部门及直接负责
人，就必须进行一定的责任追究，以儆效尤。

《中国青年报》2017.7.6 文/谭浩俊

保监会 7 月 5 日举行记者会，相
关负责人就 《关于加快发展商业养
老保险的若干意见》 进行了解读。

《意见》 提出，到 2020 年使商业养
老保险成为个人和家庭商业养老保
障计划的主要承担者。

保监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说，退
休后各种养老保险金的总额跟退休

前 收 入 的 比 值 ， 就 是 养 老 金 替 代
率，它反映了一个国家养老保险的
发展程度。从目前来看，我国作为
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的商业养老
保险发展明显不足。

保监会人身险监管部主任袁序
成说，虽然这几年有些快速发展，
测算 （商业养老保险） 替代率也只
有 1%左右，希望通过意见的印发，
进一步激发老百姓投保商业养老保
险的意识，能够争取提高到 10%左
右，为基本养老保险提供一个有效
的 补 充 ， 加 上 企 业 年 金 等 第 二 支
柱，能够使老百姓退休后替代率达
到 70%，保证老百姓退休后的生活

水平质量不至于下降。
另外，《意见》 明确，个人税收

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要在今年
年底前启动试点。个人税收递延型
商业养老保险，是指购买商业养老
保险的投保人可以在计算个税时暂
不交税，将来领取保险金时再交个
税，这是一种降低投保人当期税负
的税收优惠。

据业内人士测算，同等收入情
况下，越早购买税延型养老保险产
品，未来可省税额越高；同等时间
开 始 购 买 产 品 的 情 况 下 ， 收 入 越
高，未来可省税额也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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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险将成个人养老主要承担者

巴铁造了怎样的
一条忽悠利益链

据媒体报道，随着 7 月 2 日北京市公安局东
城分局公布对华赢凯来的立案侦查，其投资的

“巴铁蓝图”，如今极大可能落幕。只是，这出
“大戏”落幕之后，其间暴露出来的问题却不能
随之落幕。其中，利用“包装术”忽悠地方政府，
并形成一条可怕的忽悠“利益链”的行为，更值
得反思。

“基因定制+克隆”

有风险吗？

当一只经过基因编辑的小狗又被克隆
出个“葫芦娃”，将是怎样新奇的存在？
现在，中国人最先做出来了！

7 月 5 日，北京希诺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对外宣布，经公安部南昌警犬基地犬
DNA 实验室鉴定，该公司培育的比格犬

“龙龙”与世界首例基因编辑疾病模型犬
“ 苹 果 ” 同 一 认 定 几 率 大 于 99.99% ， 与
“代孕犬”排除亲子关系，这证明了“龙
龙”就是“苹果”的克隆犬。“龙龙”成
为我国首例完全自主培育的体细胞克隆
犬，也是世界首例基因编辑克隆犬。

“这标志着我国成为继韩国之后，第
二 个 独 立 掌 握 犬 体 细 胞 克 隆 技 术 的 国
家。”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
究院赖良学研究员说。

自 1997 年第一只体细胞克隆绵羊“多
莉”诞生，人类随后克隆出小鼠、牛、山
羊、猪、猫、兔、骡、马等多种哺乳动物，
但克隆犬却迟迟没做出来。犬被科学界普遍
认为是最难克隆的动物之一，因为犬卵母细
胞质量较差，犬发情持续时间长，此领域的
技术一直为韩国所垄断。

赖良学带领该公司科研团队，利用最

新的基因编辑技术 CRISPR/Cas9，敲除了
犬的 APOE 基因，使其血浆胆固醇升高，
诱发其粥样硬化病变，成功培育出世界首
例动脉粥样硬化疾病模型犬“苹果”。之
后，研究人员又培育出“苹果”的克隆
犬。上述过程通俗地解释，就是人们对狗
基因编辑，改变其性状，对它“功能定
制”，然后以其为模本进行复制，从而实
现“批量”生产。这在我国和世界还是头
一次。

“当克隆遇到了基因编辑，就呈现出
巨大的优势。”在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研究
员陈大元看来，“在这方面，中国抢占了
先机。”

赖良学介绍，克隆犬技术突破后，人
们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功能“定
制”，如一次性培育出一批遗传背景一
致、年龄相近的实验犬，以便研究疾病发
生机理和验证新药疗效；敲除或敲入犬的
某个基因，让犬嗅觉更灵敏、肌肉更发
达，使其成为优秀的警犬或搜救犬等工作
犬；还可以在宠物犬过世后再复制一个

“葫芦娃”，让主人的感情得以延续。
《科技日报》2017.7.7 文/陈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