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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編輯技術對歐盟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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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因編輯技術（gene editing）是 21世紀生物科技的重大進展，新育種技

術即是運用基因編輯技術，精準誘發基因突變開發新品種，相較傳統的育種

技術，更為快速且成本低廉，提升產量緩解糧食不足的危機，對於人類及環

境永續發展帶來重大利益，然而，國際間對於基因編輯技術之管理仍未有定

論，實則與基因改造生物（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GMOs）之管理策

略有關，採產品導向模式的國家可能認為無須特別訂定相關管理的政策，而

採製程導向模式的國家可能認為應以 GMOs加以管制。對於 GMOs一向採取
嚴格管制的歐盟，在歐盟法院裁決利用基因編輯技術產生誘變的育種技術仍

屬 GMOs，雖為基因編輯技術以及其產品屬性予以定位，卻造成新興科技發
展與相關產業的衝擊，引發新一波的基因技術的爭論，歐盟理事會也要求執

委會提出一份關於利用基因編輯技術與傳統技術產生誘變的評估報告。未來

對於基因編輯技術及其產品之合理管理政策的發展，仍值得持續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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