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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的需要”这个概念使用非常广泛，有时人们用它来证明社会政策的合理性（如身体虚弱的老年人
需要更多的住房保障），有时被用来批评社会政策（如英国的学校教育满足不了孩子们的需要）。
这个概念用途如此之广，我们简直难以想象，如果没有它，我们的各项工作如何能够进行下去。
我们根据需要作出决定，把某些事情，而不是其他事情，置于优先地位，这些决定难道不是必然的吗
？
然而，需要这个概念也一直遭到滥用。
计划者根据他们关于满足人的需要的专业见解，论证并且实施了许多灾难性的社会政策，例如不得人
心的公共住房政策，或者那些强加于人的、爱管闲事的福利金管理者。
这种滥用在东欧国家的制度中最为显著，在最近出版的一本书中被称为“对需要的专政”（费赫尔
（Feher）等，1983）。
确实，我们观察到的这些滥用非常广泛，以至于许多人拒绝承认共同的人类需要的存在，而我们可以
用一种统一的、成功的方式来计划如何满足这些需要。
    与这种观点相提并论的是一种更加普遍的态度，怀疑那些标榜普遍和客观的理性或现实概念的连贯
性。
有些评论家强调语言和文化差异对于人们推论和感知世界的方式所产生的影响，他们否认或尽量抹煞
那些主张所有人的需要从根本上相同的理论的重要性。
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自由主义者、自由意志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女权主
义者、反种族主义者和其他社会批评家越来越把人的需要看做一种主观的、与文化相关的概念，这种
信念对“新右派”在1980年代的知识界占据统治地位起了一定的作用。
因为如果客观需要的概念没有根据，那么人们除了相信只有个人才知道他们自己最需要什么、除了鼓
励他们追求自己的主观目标或偏好，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吗？
要想达到这一点，还有什么机制比市场更好吗？
    有一点很清楚。
涉及评价人的状况的一系列概念与普遍和客观的人类需要确实存在的观点之间存在着无法分割的联系
。
例如，我们很难看出支持提高人类福利的政治运动如何可以不赞成以下相关的观点：    1.可变的社会
环境可以使人受到严重伤害，导致深重的苦难。
    2.社会正义的存在与严重伤害和苦难成反比。
    3.旨在最大限度减轻严重伤害的社会变化得以持续实现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发生了社会进步。
    4.当最大限度地减轻严重伤害的社会变化没有得以实现的时候，它所导致的社会环境与受害者的客
观利益相互冲突。
    ⋯⋯    在探讨这些思想的过程中，我们面临着一个两难的处境，个人在关乎人的需要的政治中的重
要性。
有时人们认为，当个人需要的道德重要性在政治上被减小到最低限度时，集体将会从中获利——例如
，通过强制实行财富和收入的再分配。
然而同时，如果以集体的名义过于忽视个人的自由和隐私，那么就会有因小失大的危险。
如果没有清楚明晰、安全可靠的参数来衡量个人的自我表达和私人所有权，就会失去实行再分配的理
由——即失去了个人作为一个人得到最大限度发展的可能性。
    在介绍下文中人的需要理论时，我们不满足于强调这种矛盾冲突，还要以某种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
我们在努力做到这一点的同时，还希望声援一种论点，一个长期以来被人们接受的观点：社会主义和
自由主义的许多经典原则之间水火不容，是一个虚幻的错觉。
国家社会主义的不断崩溃已经表明，如果不尊重个人的权利，社会主义原则就会成为危险的抽象概念
。
然而，剥削和剥夺权利的现象在整个西方世界普遍存在，这种状况也表明，政治和经济自由的形式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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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如果忽视了个人表达的物质前提，也可能以同样的方式破坏自由主义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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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2章　人类需要的必然性　　现象学的观点：社会现实的回击　　由于篇幅所限，我们无法在
此探索社会学领域中现象学著作中的问题及其研究人类需要的相对主义方法（特里格（Trigg），1985
，第5章）。
舒茨曾经是纳粹时期的难民，他否认社会结构的客观性，在评价两者之间的关系时，欣迪斯（Hindess
）嘲笑道：不可能有舒茨政治学，也确实没有任何种类的理性社会行为。
这种行为可能建立在社会世界的“知识”的基础之上，而这种“知识”仅仅包括众多关于这个世界的
故事中的一个系列。
欧洲的法西斯主义只不过是某个讲故事的人偶然编造的一种形式，是他碰巧感兴趣的一些事实和事件
。
那么（舒茨）为什么逃往美国？
（欣迪斯，l977，第76页）　　我们无法通过把一切都简化为日常生活中关于偏好的个人之间的谈判
来解释自己行为的意义（例如，成为纳粹迫害的受害者），无法解释有助于形成这些意义的制度性因
素（例如，导致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取得成功的政治和经济背景），也无法解释当这种意义以特定形式
（例如，骇人听闻、后患无穷的大屠杀）在制度上强加给个人的严重伤害的客观性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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