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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日本GMO的法律制度概要： 2003年
• 卡塔赫納國內法：規範基改生物的研究和發展，
根據他們的使用和運輸。

• 食品安全基本法：評估日本基改食品、基改動物• 食品安全基本法：評估日本基改食品、基改動物
飼料、以及基改添加物的整體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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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塔赫納國內法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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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食品安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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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 Biosafety Clearing-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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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 Biosafety Clearing-House)



8

(Japan Biosafety Clearing-House)



民眾參與政策制定與相關活動
民眾參與政策制定與相關活動
• 消費者對於GMO的反應消極。

http://cujtokyo.wordpress.com/2007/10/03/codex-task-
force-report-and-comments/

http://www.pref.hokkaido.lg.jp/ns/
shs/shokuan/090131__riskcomunic
atio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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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報紙報導"基因工程"文章數

(Yamaguchi,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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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報紙報導"基因工程"的方向

(Yamaguchi,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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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1996 生物科技的發展及新興的公眾議題
• 1980年代
– 日本科學與科技政策顧問委員會

• 鼓勵GMO產業發展，協助國內生技公司在全球競爭
• 1990年代中期
– 公眾議題被納入探討– 公眾議題被納入探討
– 1996年，日本厚生省為生物科技召開史上第一次會議

• 評估生物及食品安全性，並同意由歐美進口GM作物
– 日本消費者團體的參與

• 向厚生省請願，希望強制標示GM食品
• 加入全球反GM作物的活動

– 消費者若不能接受GM食物，則有權力選擇非GM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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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2001 公眾議題及GMO的市場考量
• GMO提倡者認為不需特別標示GM食品
– 認為厚生省已做好「安全性」的把關

• 市場實際考量：不繼續研發GM產品
– Kirin Brewery, Mitsui Chemical, Takii– Kirin Brewery, Mitsui Chemical, Takii
– 發展GMO，沒有應有的經濟利益

• 2000年，頒布GMO產品須標示的法律
– 日本農林漁業省
– GMO生產者的自我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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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2007 公眾議題與科學主義的拉鋸戰
• 公眾利益 vs 科學主義
– GM作物的開放田間試驗，基因漂移汙染
– 新潟米

• 謠言對於消費者影響
– 東京高等法院的裁決

• 科學家舉辦資訊講座• 科學家舉辦資訊講座
– 科學家的專業角色

• 消費者團體的對立及活動
– 講習會、研討會、資訊講座
– 北海道的聯署活動

• GMO的環境議題
– 違反卡塔赫納國內法規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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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反GMO的浪潮
• 1996年，世界糧食高峰會

– 國家糧食的主權
– GMO做為終止糧食缺乏的角色

• 日本的行動
– 食物行動21 (Food Action 21)– 食物行動21 (Food Action 21)
– No!  GMO 運動的三個主要訴求

• 食物安全性
• 生態的永續經營
• 糧食的民主權

• 日本No! GMO 運動的貢獻
– 2001年GMO強制標籤法
– 2003年食物安全基本法
– 積極參與全球NGO的活動
– 捍衛糧食主權抵抗生物帝國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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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O相關政策制定過程中的公眾參與
1.收集公眾意見

→維持社會的信任和討論的公平性
→負面的觀點
→輿論對日本科學和技術政策的發展影響

2. 共識會議：2. 共識會議：
→會議結果對政策決定過程的影響
→北海道縣

3. 單向溝通系統
→農民、受影響的社區成員，以及消費者的出席率低。

4. 透明度
→ 公眾了解決策過程的能力

5. 資訊公開： 民眾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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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 Biosafety Clearing-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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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ved LM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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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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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政策制定過程中的公眾參與
• 日本在2000年後出現的基改生物的政策，強調雙
向溝通的重要性，反映了日本科學和技術決策中
實現公眾參與的態度的轉折點。
– 單向溝通：仍無有效的公眾參與決策。
– 公眾的溝通：公開徵求意見、資訊公開、公聽會。– 公眾的溝通：公開徵求意見、資訊公開、公聽會。
– 公眾參與：共識會議的結果，仍然無法充分反映在政策決定。
– 公眾參與機制的有效性評估
– 雙向溝通架構建置

• 挑戰：共識會議結果，無法充分反映於政策制定
。

• 資訊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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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 近20年GMO議題：公眾參與
– 科學家不再是唯一的領導者。
– 包含「市場的需求」及「消費者關心」的議題。
– 提升民眾對GMO的理解。

• 轉捩點：2001年頒布GM標示政策。
– 可幫助提供者管控產品，亦可讓消費者有明確的選擇。
– 促使各方利益關係者，可參與ＧＭＯ議題的討論。
– 「信任」的重要性。

• 法規體制
• 科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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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聆聽，請多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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くらしとバイオプラザ２１「キッチンサイエンス」ダイジェス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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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伝子組換え技術の国民理解に関する研究」報告書。



25

「遺伝子組換え技術の国民理解に関する研究」報告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