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應用倫理學」是「理論倫理學」的應用嗎？1 

 
甯應斌 

一般都認為「應用科學」是「理論科學」的應用，但是「應用文」就不是某

種文類的應用，其本身就是一種完整的文類。那麼，應用倫理學的型態究竟是像

「應用科學」還是「應用文」呢？ 

就應用倫理學的實踐來看，兩種趨勢都有。Fox and Demarco曾提到有時候應

用倫理學好像不需要道德哲學理論的指引而繼續成長發達，也有的時候理論倫理

學被很生硬地應用－－當然，也可能理論與應用結合的很好（12）。 

但是應用倫理學的確有可能不是一個「應用」的學科，易言之，不是一個基

礎學科或理論研究的應用成果；應用倫理學本身即是一個完整自足的學科（因此

和「應用文」相似）。 

對於這種自足趨勢的應用倫理學的實踐有一些不同的看法。首先，這種趨勢

在某些專業倫理學或職業倫理學中存在著，其內容主要結合了和該專業相關的理

論，以及專業的行為規矩準則或處理程序；很多時候運用了社會科學的理論而非

理論倫理學。很多人因此認為這種職業倫理由於缺乏道德基礎，所以和真正的道

德討論無關，而只和該專業內部的商業行為秩序、專業權力運用的管理等相關。 

針對這樣的現象，有學者認為上述這種探討專業行為準則的應用倫理學有可

能發展成一個獨立的科學，而不必是傳統的道德哲學(Marcus Singer)。畢竟應用倫

理學並沒有不變或普遍的本質。也有學者以為如果這些專業倫理學披上了道德哲

學的外衣，反而有掩飾專業權力的意識形態效果(Alasdair MacIntyre)。 

不論如何，這種自足趨勢的應用倫理學不再假設應用倫理學是理論倫理學或
道德原則的自然延伸（即，應用），但是這不表示這種應用倫理學不處理實際的

價值爭議、沒有道德的蘊涵。有人把應用倫理學也稱為實際或實用倫理學(practical 
ethics)，或許是一個更好的名稱來涵蓋目前不同趨勢的應用倫理學實踐。 

上述應用倫理學或實際倫理學的這種發展，也有部份來自對「應用」這個觀

念之反思。傳統上，「應用倫理學」被一般人視為普遍抽象的道德原理在實際及

特殊領域中的應用，而對這些普遍道德原則所構成的知識（即「倫理學理論」）

的應用，則是參照著經驗事實，從一般性原則邏輯地演繹出指導行動的結論（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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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約或禁令）；這個從一般性道德原則到特定結論的推理過程（包括了對經驗事

實的選擇，及對一般原則和事實的詮釋）則應該是價值中立的，不受利害左右的，

不先預設某個實質的倫理觀的。而「被應用的知識」總是普遍的、抽象的、理論

的，但是更重要的，「被應用的知識」蘊涵了中心、基礎、本質等地位，而「應

用知識」不但是特殊的、具體的、實踐的，而且是延申、寄生、依賴的地位。在

這個「應用」概念影響之下的應用倫理學家的立場中，「純」理論常是優位的，

也就是純理論比應用更重要或基本的看法。雖然很多純理論優位者均承認道德理

論和應用倫理學是互利的（B. Gert 532），或者應用層面可以改進或試驗理論倫
理學（R.M. Hare 236），但是他們仍隱含著純理論優位的立場。 

此處限於篇幅，我不詳述對於這種應用觀的批評或反思（詳參註１），但是

此處應指出我們可以對「應用」有不同的設想：例如，「應用」不必然是個演繹

的過程，也可以是個詮釋過程。在這個「應用／詮釋」概念下，「應用」與「被

應用」既然是「循環的」、互相依賴的，那麼「被應用的知識（理論、原則）」

就不應被設想為基礎或優位的。這種看法不但反對「基礎理論／應用研究」的截

然二分，也反對舊有哲學的實踐（prior practice）對新興學科的限制，可以說是代

表了英美哲學界一些改革者的聲音，希望哲學實踐也可以和其他人文社會學科的

理論發展結合。換句話說，這種應用倫理學研究除了評估現實案例的對錯，也可

以是有現實蘊涵的「理論」探究（但是並非傳統的倫理學理論——事實上，這個

趨勢也和近年來哲學的倫理學界中反理論 anti-theory、反傳統倫理學的取向密切

相關）。有許多應用倫理學的實踐都可以歸諸在這個趨勢之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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