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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公共哲学”（public philosophy）这一用语在我国学术界开始逐渐被人们所熟悉，这一方面
来自于我国学术界对于国外前沿学术思潮的敏感反应，另一方面则与日本公共哲学研究者在我国的推
介多少有关。其实，在半个多世纪前，“公共哲学”这一用语就在美国出现了，1955年著名新闻评论
家、政论家李普曼（Walter Lippman）出版了一部名为《公共哲学》（The Public Philoso-phy）的著作
，倡导并呼吁通过树立人们的公共精神来重建自由民主主义社会的秩序，他把这样的理论探索命名为
“公共的哲学”。但是，此后，对公共哲学的探索在美国乃至西欧并没有取得较大的进展，尽管也有
少数学者如阿伦特、哈贝马斯等相继对“公共性”问题做过一些理论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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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论题一 公私问题与自发性中间组织——从公共利益的观点来看1.竞争的含义（1）竞争与合理性经济理
论中使用的“完全竞争”这一概念，归根结底是用来分析的工具，其本身并不包含现实的“期望”。
我想提醒大家，现实的问题归根结底在于是否存在能够进行有效经济竞争的环境，而不是消费者或企
业“是否无数地存在”。因为即使在市场中某一财富的生产者只有两三个，只要生产者之间不是合伙
（联合）的关系，竞争就十分激烈，并迫使生产者进行合理的选择。这样，在新古典派的经济理论中
总被假设的“完全竞争”，并不是记述现实的经济竞争本身的过程的。哈耶克指出，竞争是“在无法
事先预知的情况下，用来发现谁是最优秀的，谁是完成得最出色的精良装置”①。也就是说，只有通
过竞争才能发现最好的方法。在知识不完备的经济社会，现实中哪种方法才是在一定条件下费用最小
的生产方法，几乎是无法事先得知的。只有通过竞争的过程，才能渐渐发现最好的生产技术，所以可
以说竞争就像“科学实验”，即竞争首先是“用于发现的程序”。经济竞争使人们选择合理的行动以
实现经济效益，这是经济学所讲述的最重要的命题之一。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命题并非主张“人
是合理的存在”。经济学只是把如果不采取合理的（比如使费用最小化那样的）行动，就会在竞争中
被淘汰那样的经济作为分析对象进行假设，并不是主张现实的人像逻辑机械那样形成的①。所谓“个
人”，并不是像我们假设的那样连贯一致（首尾一致），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喜好，在选择之间不会发
生任何矛盾。实际问题是，“今天自己是这么想的”和“明天自己会如何选择”未必一致。这不仅是
因为在今天和明天情况发生变化，实际上即使在“明天会发现未知的自己”这个意义上来说，人对自
身的信息掌握得也不完全。或者，即使仅取现在这一时点，有时也会觉得“我虽然是这么想的，但另
外的我却又那样窃窃私语”。所以，无论取某一个时点，还是从跨时间来看，都不能保证没有逻辑矛
盾的自己。这样看来，对社会中存在的各种各样的制度，都可以有一个特别的解释。托马斯·谢林在
《选择与结果》（Choice and Conse quence）一书中举了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小说《白鲸》中出现的
韦伯船长说：“把自己的腿切断”，可是到了真的要被切断的时候，又拼命拒绝了。更为有趣的是，
比如为什么会有日历呢？新年又是怎样定下来的呢？“日”、“周”、“年”这些概念确实是由天文
学的发现而产生的，但却是由社会制度的设定而加以区别的。并不是说因为是新年，所以太阳和地球
的关系就发生特别的变化。但是，人自身会在“新年”里作出新的决定。同样是谢林的例子。请想想
自己睡觉前设定闹钟的情形。因为明天必须在八点起床而设定了闹钟，但自己也知道一旦在八点闹钟
响了就会把它关掉。所以，这个时候强制自己保持首尾一贯的行为的一种解决办法，就是把闹钟放在
远离自己睡觉的地方。虽然上闹钟并不是社会性的制度，但在社会性制度中有很多这样的事情。把“
今天的自己”和“明天的自己”跨时间地规定下来的系统，怎样才能被创造出来呢？这也许是各种“
职能团体”、“家庭”、“地域社会”所具有的智慧的结晶吧。“在不侵犯正义规则的范围内，个人
只考虑自己自身利益而行动的话，将会被看不见的手所引导，增大社会整体的福利。”这是亚当·斯
密的著名命题。但是，对这一命题加以怎样的限制，我认为是对其后经济学的展开给予重要影响的工
作。然而，比起个人竞争会增加社会福利、厚生这一经济理论性问题，更应该讨论一下竞争对现实社
会具有怎样的意义。经济学对人们行动的分析，就是从下述认识开始的，即竞争性经济迫使人们进行
合理的选择，只有这个“合理性”才经得住理论性分析。与关于人自身知识的问题相关联，如果我们
有足够的信息，也就不需要“竞争”这一装置了。只有通过实验性竞争，才能发现到底谁的生产方法
好，谁开发了人们所希望的那种生产方式。只有跑完了100米才知道谁最快，而在起跑线上是无法判断
的。其起到了挖掘埋藏在社会中的知识的作用，竞争的优点就在于它是“用于发现的装置”。另一方
面，相对于与“合理性”表里一体的“竞争”的概念，人们还有着“作为游戏的竞争”的欲望。不可
否认，游戏对于人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某种东西。为了在竞争中获胜而努力这是事实，但通过努力发现
竞争“非常有趣”这也是事实。也就是说，竞争有着“游戏”的一面。“游戏”也有各种各样的类型
①。如球类运动或国际象棋那样的与对手一争高低的类型，轮盘赌和掷骰子那样的全凭运气（luck）
的类型，过家家那样的在想象中表演玩耍的类型，还有过山车、滑冰那样的追求危险和刺激感觉的类
型，在现实的游戏中存在很多这些类型的组合。现实社会的经济竞争，具有第一种类型和第二种类型
组合的性质。其不仅具有为了生存的、作为彻底追求合理性的竞争的一面，还是一种从对超越了“为
了什么”的合目的性的游戏的追求中衍生出来的竞争。（2）经济竞争和不当竞争把这些问题放在心
上时，就会发现要重新思考竞争体系本身，仅仅从合理性和效率的角度出发是不充分的。“竞争”有
着上述的优点，但一旦竞争过度，就会利益相抵，并给社会带来更为严重的负面效果。如果对于“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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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的结果其报酬体系过于刺激性的话，就包含着产生不正确和扭曲的可能性。这也适用于实体经济
。经济的竞争体系因运营方式不同，也包含着使这一体系的优点转化为致命的缺陷那样的危险。第一
，如果竞争体系的评价、报酬制度极端到引发人们的嫉妒和怨恨的程度，必然产生心理的“扭曲”和
不正当行为。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提到人类为何会陷入战争状态时，作了如下论述：“人的本性中
原本就存在着容易引起争端的三个重要因素。第一是竞争，第二是不信任，第三是自负。”①人们虽
然有微小差别但大体相似，很多时候会对同一事物感到渴望或厌恶。这样一来，不仅围绕同一事物容
易产生纷争，而且在其过程中出现不正当行为的可能性也很大。特别是劳动报酬的差距越大，发生纷
争与不正当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大。例如，在经济学的某一领域，对这样的竞争报酬结构和参加者动机
（诱因）的关系的分析，近年来逐步得到发展。即差价为多大时，能更多地激发起参加者的斗争本能
这一问题①。与职业体育一样，在实体经济中也是报酬差距越大竞争就越激烈。但是作为第一名和第
二名的差别，或者作为围绕晋级竞争的结果，在企业内的待遇差别是否越大就越能激发劳动欲望呢？
那倒不一定。竞争刺激性的体系，如果是由报酬差距越大越好这样简单的理论构成的，也有其局限。
如果仅仅扩大差距的话，以隐蔽的形式发生违背规则的几率就会增大。或者在竞争者之间实力大体相
当的时候，会发生共同串通进行假比赛，然后背地里平分奖金这样的不正当行为。在奥运会上服用兴
奋剂，还有几年前在法国所发生的足球假比赛等，就是这样的例子②。就是说，用胡萝卜来刺激人们
的竞争本能这样的一元性报酬制度的竞争，有着明显的界限。人的精神结构并不是那样直线型的，它
同时也具备钻某个体系空子的（恶）智慧。所以就会采取（虽然是钻空子但实质上）破坏规范和规则
的行动。如果对竞争的结果不设定合适的报酬制度，竞争就会产生不正当行为。竞争的第二个问题，
是竞争的自我目的化、发生目的和手段颠倒的情形。实体经济中的竞争，本来是从衣食住到名誉都带
有某种目的性，在进入竞争之前首先应该存在着“野心”。但是，那种野心不知什么时候消失了，变
成只是满足于在激烈的竞争中取胜，在竞争结束时，竞争本来的目的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因为失去而
追求胜利，作为目的的野心从竞争中剥离。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游戏的世界中，在现实的经济竞争中
也能看到一些这样的例子。例如，计算机领域的技术革新，已经陷入了给使用者带来不便和麻烦的状
态。教育社会学家竹内洋所说的入学考试中的“无欲望竞争”也是这种典型①。在高考中，有很多年
轻人是因为难考才参加考试的。但是一旦通过了考试，“想考上”这种欲望因得到满足而消失了。这
种颠倒，由于实体经济竞争转化为空虚的游戏，意味着教育本来所承担的作用部分空洞化了。以上所
述显示，尽管在生存和游戏两种意义上竞争是人类社会的本质，但彻底追求合理性的竞争包含着若干
危险性。就像历史地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扼杀经济竞争是一种无理的暴行一样，只从效率性的角度来
赞美竞争也同样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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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0．0这次的第28次公共哲学共同研究会（2000年12月16-17日），是以“日本经济与公私问题”为中心
议题而召开的。在这里听了论题，参与了提问讨论，在展开讨论的过程中重新有所实感，在此后也一
直进行了种种思考。如果把问题点归纳一下的话，大致内容如下。0．1在经济（意识、活动和体系）
中，“公”、“私”具有怎样的意义？另外应该怎样把握“公共性”？或者，这样的问题设定只会使
问题复杂化，使讨论混乱？0．2作为关于经济（意识、活动和体系）的学问（学术）探究的经济学，
所谓“成为公共的”意味着什么？经济学者以及经济记者的大部分著作和发言远离一般市民的健全的
常识和切身感受，听起来好像是别的世界发生的事一样，这是为什么？经济学仅限于经济学者（专家
）专业内的对话可以吗？0．3专家之问的专业性讨论当然是宝贵的。希望作为专业领域的经济学能够
为人类及世界作出更多地贡献。与此同时，也有必要促成专家与非专家之间，专家与一般市民之间的
更有意义的对话。为此，用普通人的视角来看问题，而且运用相互能够理解的语言来交流，这比什么
都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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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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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此书有较多教授学者的思考，虽提出了一些当前社会的问题，感觉有些问题尚未提及核心，其中
的观点不乏可取之处，但仍有未及核心要领之处。
2、問題意識不壞，但總有點搔不到癢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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