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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立足于现代性发展的历史脉络，比较分析中国特殊的文化、政治、经济与社会背景与欧洲社会转
型的异同，探析欧洲在两次大转型过程中生成的社会理论是如何重塑利益格局与社会秩序的，同时，
加以分析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因素，在此基础上力图建构适于中国国情的利益协调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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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但是，与中国先哲不同的是，西方理论家对社会秩序的解读建立在人“理性”能力的基础上。随
着西方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发展，人类对社会秩序获得了更为具体的认知。认为社会秩序得以生成
或重建的根源在于社会的构成分子--人，人既构成了社会，也是社会的产物，社会在形成后会创造出
维系自身运行的各种机制，人的社会化就是其中之一。那么，由人的群居、追求“和”的本能所产生
出的基本驱力，再加上社会后天的教化，使得人具备了趋利避害，在与他人合作的过程中获益的知识
与能力，掌握了“利己”与“利他”间均衡的利害关系。此外，人类在长期的主客观建设中所发展出
的反思能力对人类过激、盲目的行为具有矫治功能，促使秩序生成的主体意识与冲动得以再生。这样
，从人的本性中分离出“利己”与“利他”两种倾向，社会秩序正是在二者的均衡中得以生成与再生
，换言之，社会秩序正是在利益的均衡过程中生成与实现再生的。简单地讲，按照西方的理论假设，
人本性的终极目标在于追求个人利益，但是一味地追求个人利益最终导致的是所有人利益的丧失，因
此作为实现“利己”的保障机制--利他，成为人理性的突出表现，可以保证每一社会个体尽可能地、
持续性地实现个人利益。这种观点特社会秩序的生成视为一种依循人本性自生自发的内在逻辑。如斯
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即每一追求一己私利的社会个体却在社会活动中生成了利他的社会后果。
　　此外，继承并发扬了亚里士多德思想衣钵的圣托马斯·阿奎那指出，人天然就是社会或政治的动
物，既一心一意专顾自己的利益，同时又追求公共福利的意愿，即人既有自私的本性，又具有趋利避
害的理性。通过二者的相互作用，使得个人利益与整体福祉得以实现，从而使得社会秩序得以生成。
同样，基于理性的社会秩序生成观认为社会秩序的内在生成逻辑在于人理性能力的有限，从而迫使通
过建立外在的、具有强制性的组织维护社会秩序。如主张性恶论的霍布斯，认为人为了自保和使利益
得以实现，凭借理性的力量形成了“自然法”，即人与人间关系的自发调节机制。然而，人的理性所
具有的局限性导致自然法的失灵，因此需要构建外在强制力量作为自然法的必要补充，于是公共权力
与国家便产生了。此外，沿着理性内涵的拓展路径，我们发现，经济学与社会学给出了不同的社会秩
序生成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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