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者的話─歡迎更多的學術論文 

本刊的宗旨，是為應用倫理學提供一

個公開的討論園地，讓學者及研究員就當

前人類社會所面對的各種倫理議題作反思

與交流。自創刊以來，在本刊探討的議題

的範圍很廣，由生態問題、醫療倫理至商

業道德這些領域內的不同議題都有涉及，

深得各方的支持，同時亦吸引了不少同學

報讀哲學研究所的應用倫理學研究課程。

經過接近 7 個年頭的黙黙耗耘，本刊發現

對應用倫理表示興趣的學者及學生逐年有

所增加，於是在繼續歡迎應用倫理學的一

般分析及評論文章之外，額外創闢了一個

「審查學術論文」的專頁，徵求這方面的

來稿。經過一年多的行銷及推廣，吸引了

一些來稿。本期刊出其中兩篇──吳政峰

與陳美華合著的〈孔子義利觀之辨明──

兼論對現代企業經營之省思〉從儒家的立

場，探究其義利觀點，進而反思現代企業

「營利目的」與「合宜原則」二元對立之

價值取向，藉以提供現代企業經營一種新

的視野與指引所在。黃芷芊的〈SARS 時

期護理專業人員的倫理困境〉是針對 2003

年 SARS 疫情侵襲台灣，醫護界陸續發生

護理人員抗爭、離職、拒絕照顧 SARS 病

患等事件出發，比較中西方社會對護理專

業倫理的認知差距。這兩篇論文可以說是

代表了台灣應用倫理學在學術發展上的初

步收獲，本刊特別向這幾位學者的支持，

表示謝意。 

除了上述兩篇審查論文外，其餘的文

章都是針對時下的重要倫理議題作反思。

沈寶瀠的〈兒童是未來的公民？──從兒

童的公民權之角度探討兒童權利〉的基本

主張，是青少年社群將是實現兒童被賦予

公民權之可能的領域，應讓兒童成為實際

的公民，而不再只是未來公民。林英芝，

〈複製技術是否對複製人造成傷害的問題

──「Parfit 辯護」〉認為，複製人在醫學

上、法律上或宗教上都是一個完整的個

體，應享有完整的人權。李淑玲的〈台灣

醫院的看護人員之醫療倫理問題〉從檢視

台灣醫院的看護人員這個特殊現象著手，

探討其醫療倫理。譚宇權的〈動物精神解

放論〉提出「動物精神解放論」，肯定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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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動物與人都有快樂的精神生活需要，

作為人類與非人類物種平權的考量基礎。

劉世慶的〈從效益與義務的平衡—看商業

行為〉從效益主義的盲點與義務論倫理學

之角度來分析企業治理。彭春翎的〈由

「天幣」盜竊看線上遊戲隱含的企業倫理

難題〉提出線上遊戲缺乏使用者與企業適

度的規範與節制，會導致更嚴重的禍害。

網路使用者與線上遊戲企業如何確立線上

遊戲倫理，並且教育、宣導，實為一重大

的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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