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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风险社会之元价值 

杨亮才，黎 玲① 

(延安大学 政法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摘 要] 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带来大量危机。危机的出现催生了风险社会的来临。西方学者在分析风险社会的根 

源时主要从知识论和实践论的路向进行。文章主要从价值论的角度分析，提出社会发展的元价值理论，针对风险社会的元价 

值根基从元价值之预设、元价值之起点、元价值之形成、元价值之对象、元价值之结构、元价值之表达、元价值之发展等方面进 

行分析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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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人类生存境遇出现了巨大变 

化，正如贝克所说，“工业社会为绝大多数成员造就了舒适安 

逸的生存环境，同时也带来了核危机、生态危机等足以毁灭 

全人类的巨大风险。工业社会运行机制自20世纪中期以来 

发生微妙变化 ，一项决策可能毁灭地球上的所有生物，仅此 

一 点就足以说明当今时代与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代都有着 

根本的区别，已经呈现出从工业社会 向风险社会过渡的迹 

象。”[1】 

现代工业社会中的大量危机现实地催生了风险社会的 

来临。风险社会的定义是特定文化背景下的规则、制度和对 

风险的认定与评估能力。“风险是个指明自然终结和传统终 

结的概念。或者换句话说：在自然和传统失去他们的无限效 

力并依赖于人的决定的地方，才谈得上风险。风险概念表明 

人们创造了一种文明，以便使自己的决定将会造成的不可预 

见的后果具有可预见性，从而控制不可控制的事情，通过有 

意采取的预防性行动以及相应的制度化的措施战胜种种(发 

展带来的)副作用。州纠在 1992年出版的《风险社会》一书中， 

贝克最初把“风险社会”定义为一系列特殊的社会、经济、政 

治和文化因素。这些因素具有普遍的人为不确定原则的特 

征，它们承担着现存社会结构、体制和社会关系向着更加复 

杂、更加偶然和更加易分裂的社会组织转型的重任。而事实 

上，风险社会并不是危机越来越大或越来越多的社会，而是 

未来越来越具有不确定性的社会，是人们对社会未来状况越 

来越主动关注，越来越积极塑造的社会，是风险观念普遍化、 

制度化的社会。在风险社会中，人们将未来纳入现在，并企 

图对不可控制的未来在现代性的展开中加以控制。因此，在 

这个社会中“各种风险其实是与人的各项决定紧密相连 

的”，【 都是反思现代性条件下的“人造风险”。 

风险社会的来临使种种风险问题迭出，也使人们不断对 

风险社会进行研究。西方学者在分析风险社会的根源时主 

要从知识论和实践论的路向进行。知识论者认为，“人类正 

处在一个转折点，正处在一个新理性的开端。在这种新理性 

中，科学不再等同于确定性，概率不再等同于无知”。【4】风险 

社会的出现从根本上讲“不是我们今天的生活状况变得比以 

前更不可预测，而是不可预测的根源变了。今天我们面临的 

许多不确定性正是由于人类知识增长创造出来的”。【5 持实 

践论者认为，风险社会中“人在风险”的大量涌现是工业体制 

在现代性危机社会中深化的结果，是“由于根源社会的自信 

(众人一心赞同进步或生态影响和核危机的抽象化)主导着 

工业社会中的人们和制度的思想和行动”I副引起的。但是从 

价值论的角度看，我们从认为风险社会的出现和发展是人们 

在选择、追求和实现价值的过程中价值的元价值发生问题所 

致。 

元价值是指支持、确认某一价值但在原初的价值判断中 

没有对此价值形成明显指向的价值。元价值是价值形成的 

始源性价值，是价值的始源性关系评判和目的意向。在现实 

中，人们对某一价值的确认或评判总是以其他一些元价值来 

进行的，人们对某一价值的追求与实现更是以诸多元价值为 

认知基础的。风险社会的价值指向在于人们积极关注未来 

社会发展价值之实现。在“与己无关的他人”普遍终结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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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社会中把握和控制人类共同的命运是人们追求社会发展 

价值实现的目标。但是风险社会的来临与激化的根源并不 

在于人类追求对未来社会发展价值实现和未来共同社会发 

展命运控制的合法性是否值得怀疑，而是在于人们在追求其 

共同的社会发展价值这一活动中对社会发展价值的元价值 

未加批判甚至完全搁置。这种未加批判甚至完全搁置导致 

人们越是关注未来社会的发展价值实现就越是忽视现在和 

传统之于未来的元价值。因此“元价值”问题的研究，作为 

一 种基于风险社会特定现实层面的探讨与反思，因为涉及现 

代性社会发展的诸多理论与实践难题，同时兼具指向发展观 

的内在超越性和前瞻性析向而具有重大的理论参考价值。 

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总是从包含在它之中的人类追求和 

实现社会发展价值的活动中获得意义，而这一价值的客观基 

础又在于元价值。因此，要尽可能地规避风险社会的各种实 

在危机、把握好现代工业社会中人类发展之命运、赋予风险 

社会发展的真正意义就必须对现代工业社会之元价值进行 

彻底的批判清理。 

(一)元价值之预设批判。自启蒙运动以来，人类在追求 

和实现其价值的过程中一直高扬理性主义大旗。工业的繁 

荣发展更使人们进一步相信，人类越是清楚地理解这个世界 

和自身，人类就越有能力把握和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塑造这个 

世界，从而越能实现自身的价值。在这一逻辑背后有一个大 

胆的元价值预设，即：人类之理性具有无限可能。建立在这 

一 预设上的理念是：理性认识之无限可能推动社会发展之无 

限可能。这一推论忽视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外部环境和物质 

性。我们知道，人类社会要持续发展就要从自然界中不断吸 

取物质和能量，但是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其受人类不良活动 

的影响也是有限的。这一元价值之预设在衍及人类社会价 

值认识与追求活动时所出现的问题反映了人类在追求价值 

推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没有对社会发展之元价值预设进行 

过深入反思和批判。“无数事实证明，这种对无限性的显性 

或隐性的崇拜乃是人类处于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幼稚性的确 

证。”口 因此，在风险社会中“人类必须正视现实，大量的危机 

已经构成世界发展中遇到的一种‘危机综合症’，应该把这些 

危机作为一个整体采取相互协调的多种措施加以解决。这 

种全球性危机程度之深克服之难，对迄今为止指引人类社会 

进步的若干观念提出了挑战。这些基本理念在过去为人类 

的进步t~tPF了道路，但也最终导致了目前这种状况。目前， 

人类正处在转折点上，必须做出抉择，是沿着老路继续走下 

去，还是开辟一条新的道路。如果人类要探索新的发展道 

路，那么必须对若干旧的观念重新进行评价。” 

(二)元价值之起点批判。任何一种元价值都是从特定 

的知识出发来对始源性关系进行评判，对始源性目的意向进 

行确认的。而一切知识在其本质上都有自身特定的视角，当 

一 定的视角成为任何一个元价值的出发点时，其他可能的视 

角就会处于被掩蔽的状态下。对我们来说，这一元价值本身 

中就只包含了特定视角和部分知识。这一特定视角会对我 

们的价值视角起到规约作用，一旦这种规约作用支配了我们 

的价值认知秩序，其他可能存在的价值意义对于我们来说就 

不存在了，或者说我们对其视而不见了。由于元价值的这一 

片面性使其在向社会发展价值汇集转化并最终驱动行为的 

过程中缺乏充分的逻辑正当性和话语合法性。因此，由元价 

值不加审视地构成的社会发展价值在面对现代性社会普遍 

复杂的事态时必然具有危险性和不确定性。风险社会是一 

个有高度分化潜能的复杂系统性社会。元价值起点之片面 

性给整个风险社会的价值认知、评判、选择、确认和追求都带 

来不可控制和不可预料的隐患。任何一个由元价值形成的 

社会发展决策行为的失误都可能在复杂的现代性环境中被 

放大，并最终导致风险变成现实，灾难从天而降。因此，我们 

在做风险社会发展的价值决策并采取行动之前，一定要深入 

反思我们在确定这一价值目标过程中所使用评判材料的元 

价值的起点，透彻分析这些元价值的起点内所蕴有的特定视 

角和部分知识的指向，合理建构成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价值 

选择。 

(三)元价值之形成批判。由于元价值在起点上具有片 

面性，致使其在判断上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和独断性。但事实 

上我们很难发现这些元价值在价值归纳过程中本身所具有 

的缺陷。不经过深刻反思我们很难对这一不足有明显体验。 

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的价值视域有权能性或意向性。 

“视域意向性——客体没有它便不成为为客体——的情况又 

是如何呢，他指明这世界联系，就像意向性分析所指明的那 

样，没有一个客体离开这个联系而被想像，如此等等。”【9 视 

域意向性使主体在感知评判客体价值时，虽然感知评判的是 

某一方面的特定价值，但仍将其作为客体的全部价值来理 

解。由于“在感知中，感知者的意向具有一种权能性，即能感 

知到那些未直观感知到的、隐蔽的部分或方面”，n0 所以，我 

们在风险社会的元价值形成过程中有可能因价值归纳惯例 

而对其进行臆想补充，从而导致我们对风险社会的元价值认 

知视域难免会带有一些由认知权能性产生的统觉假象。这 

种统觉假象使我们对社会发展价值的确认评判建立在不牢 

固的基础上，加剧了风险社会中我们决策和行为的不确定 

性，使我们对风险社会的发展产生错误预测，导致不该出现 

的社会危机大量出现。因此在风险社会中我们对社会价值 

进行选择、确认和追求时必须向前迈进一步，在向元价值提 

出审视性问题的界限中及随之产生的困境中反思我们的价 

值追求目标、活动和风险社会的深层根源。 

(四)元价值之对象评判。元价值的形成都是以事实知 

识和价值知识为对象的。在西方哲学史上，英国哲学家休谟 

曾提出事实知识和价值知识的区分，认为事实知识有真假之 

分可以经验证明，价值知识无真假之分不可经验证明，同时 

从“是”中无法推导出“应当”，这就是哲学史上所谓的“休谟 

铡刀”。虽然哲学史上的后来者康德、艾耶尔、马斯洛、赛尔 

等人对这一区分持不同态度且做了深刻而精致的不同阐述， 

但他们似乎都忽视了事实知识和价值知识相融合运用的问 

题。有时我们需要用以事实知识为主要对象的元价值对纯 

客观事实进行描述，来分析现代性风险社会中各种危机的发 

展趋势，确认风险社会发展价值的目标，但却因大量带有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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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知识意向或偏见的陈述话语的插入而降低了我们选择社 

会发展价值活动的科学精神。有时我们需要用以价值知识 

为主要对象的元价值来组成价值评判，从而激发人们在风险 

社会中关注共同命运的活力，得到的却是缺乏感染的言说， 

从而消淡了工业社会中抵御风险的活动人文底蕴。事实知 

识和价值知识在不同状态下元价值形成中的缺席、错位和不 

当侵入造成了元价值的不当评判和虚假指向。风险社会中 

各种条件本来就在快速变化，元价值对象的不当和不确定性 

更使风险社会中追求社会发展价值的活动具有更多相变点 

和涨落动力。如果对元价值的对象不加彻底批判和合理整 

合，风险社会只能是危机愈来愈多，未来愈来愈不可测的社 

会。 

(五)元价值之结构批判。风险社会中，元价值结构的不 

合理加剧了人们所面临的各种生存危机。元价值之结构是 

指在始源性价值评判中主体与客体的相互关系和地位。它 

折射出的是人对 自身及他物的地位认识、评判和调控的水平 

和能力。风险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是人对自身及他物的地位 

定位不当所致。从现代工业的文化传统来看，元价值的结构 

缺陷主要在于不合理的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是必 

要的“人类不可能非中心地让‘物物着’不架构自然对象，不 

吃其他生物的躯体，人类就无法获得自己的生存。”l1̈但是 

不合理的极端人类中心主义却是非常有害的。构成工业社 

会价值观的元价值从工业文化传统中分有了极端人类中心 

主义的价值主客二元对立的结构特征。在这种结构中，人类 

以自身为中心，任意“指挥自然”(培根语)。任何事物对自己 

有功利之用就判为有价值，无功利之用就判为无价值。在主 

客二分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指导下，人们认为一切自然物 

是供人类发展经济的资源(或潜在资源)。于是人们为满足 

自己的贪欲肆元忌惮地改造世界，致使工业社会中生命存在 

的条件日益恶化“人造风险”大量涌现。人类常诅咒自然界 

给人类带来的自然灾害等外部风险。但实际上，今天风险社 

会中的人类困境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种 “人祸” 

之根源在于在价值确认和追求过程中所使用的元价值有极 

端对立二分的不当结构。对于这种对立二分结构没有去建 

立一种所谓尺度张力的必要性 ，也没有用一方完全取代或统 

摄另一方的可能性。我们应该深入批判元价值的结构，重构 

元价值的主客二元结构，为人类提供一种能超越旧有极端对 

立的元价值结构，走向合理的人类中心主义，使以前的对立 

关系发展为对立统一辨证超越的和谐关系。在风险社会的 

价值追求过程中从元价值上真正认识到“人作为自然而存在 
— — 人是自然的一个环节；自然作为人的一部分而存在—— 

自然是人的生境”， 从根本上减少风险社会不和谐的危机 

根源，改变人的生存结构，实现社会发展以人为最高目的的 

价值追求。 

(六)元价值之表达批判。元价值的表达是价值 目标得 

以形成的基础，它规制着价值的导向机能。在现代社会中， 

元价值的表达发生了蜕变，致使价值在社会发展的导向上发 

生了不可预料的偏差。工业社会以来整个社会呈加速发展 

趋势，人们的心理也受到巨大的冲击变得不安、浮躁和偏执， 

人们总是被无穷的需要所推动，不但想要包括很多短时间不 

能实现的东西而且还强烈地要求马上实现，很少静下心来反 

省这些价值活动背后的真正推动力——元价值，并进一步分 

析那些确认和表达自己发展价值的元价值又是如何表达的。 

工业社会以来，英雄主义和悲剧美感的消失使元价值的表 

达不再承担渗透、表达和引导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价值的崇 

高使命，它由人类终极关怀的精神中介和价值载体蜕变为传 

达现代社会盲目理性的工具，成了单纯的价值系统的组成符 

号，这种蜕变破坏了元价值的天然人文性。这种表达上的蜕 

变使元价值内在的价值分蜕变为外在的价值聚合，从而造就 

了人在追求、创造和评价价值活动过程中精神物化的根源。 

在风险社会中人们应该摒弃工业社会以来元价值的蜕变的 

表达方式，重新对元价值的表达进行定位。元价值的表达应 

该从传统的实体价值观——即将价值视为宏大的引导实体， 

转向在 日常社会生产实践行为中表达和实现自身的日常元 

价值理性，在各个可能的表达环节准确地表达出自身的人文 

关怀，从而在整体上确保现代社会价值导向即合科学性又合 

人文性。 

(七)元价值之发展批判。元价值的发展和价值的发展 
一 样都是具体的、历史的。认为其具有永恒不变性只能是第 

一 哲学的幻想。元价值作为一种价值的基础性构成，在一定 

的社会发展阶段和特殊的社会状况下，其稳定性总会战胜变 

动性。这一方面是由于元价值的归纳、形成和确认总有一个 

历史的过程；另一方面是由于元价值的过渡、更新和发展也 

有一个历史过程。传统工业社会以来，虽然整个社会在发展 

观的价值导向上不断变化，但其元价值并没有发展多少，而 

是在大部分领域内仍以其 固有的稳定性阻碍着社会发展价 

值的根本性变迁。现代风险社会是一个高速发展的社会。 

社会的快速发展必然要求价值的急剧变迁，那么元价值也应 

具有更多的变化性来推动和引导社会发展。在风险社会中， 

人们应该重新反思社会价值系统使元价值具有较快的变通 

和发展能力。在特殊的风险环境中，应具有灵活性，即元价 

值的归纳、确认和评判应该在多个价值方向上具有滑动意 

义，从而使社会发展的价值具有更深内涵和更广指向，以便 

从科学、全面、合理、可持续等多个方向来引导社会发展。在 

引导社会发展过程中我们还应灵活地改变各个元价值之间 

的联系和指向，从整体层面来发展元价值。我们要努力打破 

旧价值、旧观念、旧思想和旧的价值行为模式，形成以马克思 

主义为指导，以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和科学性的元价值为基 

础的社会发展观。 

综上所述，工业社会的各种危机促使风险社会来临，而 

人类面临的诸多风险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在追求社会 

发展价值过程中造成的。对于风险社会的深层根源，西方学 

者已从认识论和实践论的路向进行了剖析。我们从社会发 

展的价值论向度来看，风险社会不仅是科学知识的不确定和 

人类工业社会制度在技术实践上的失误 ，更大程度上应该是 

人类在追求社会发展价值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对工业社 

会的元价值没有进行或较少进行反思批判的结果所致。所 

以，我们必须认真深入地反思元价值到底应该以什么方式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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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类社会的价值追求活动中。这是在风险社会中从社会 

发展价值追求的原初性生长点上规避风险危机的最初一步， 

也是人类在越来越复杂的现代性社会中能更好控制自身命 

运、型塑未来和持续发展的关键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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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醴喇 ： The modern society’8 fast development brin~ the massive c1"i8J8 which has expedited risk society to approach．Western 

scholars discuss risk society’s root mainly from the knowledge and the practice direction．The paper，mainly from the value theory， 0p0Bed 

the meta—value theory 0f society development and c,aHie8 on the critique from supp08es，beginning，fonm，objects，structure，expression and 

development 0fmeta—value to the foundation 0f risk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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