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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凤凰文库·政治学前沿系列：论伦理精神》是一本面向后工业社会寻求社会治理体系重建之基
础的著作。
作者认为，人类正处在走向后工业社会的进程中，后工业社会将会拥有一种全新的社会治理模式。
书中采取了历史叙述的方式，把统治型的、管理型的和服务型的社会治理模式放置在历史的坐标之中
进行考察，揭示其历史演进的规律。
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存在着权制、法制和德制以及权治、法治和德治三种依次更替的制度和治理方
式。
在思考后工业社会治理模式的建构问题时，作者分析了社会治理中的权力关系、法律关系和伦理关系
，剖析了人的道德存在，描述了社会治理过程中的行政责任、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揭示了社会治理
者的德性与德行间的关系，试图根据这些探讨去提出规划后工业社会治理模式的基本原则。
全书在与权力意志、法的精神的比较中阐释了伦理精神，认为伦理精神将成为后工业社会及其治理体
系中的“普照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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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康之，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服务型政府研究所所长，兼
任20多所大学的兼职教授、客座教授或讲座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出版著作及教材有《伦理视角》、《公共行政中的哲学与伦理》、《社会治理的历史叙事》、《一般
管理学原理》、《公共行政学》、《公共管理导论》、《公共管理伦理学》、《行政伦理学》、《行
政伦理的观念与视野》、《任务型组织研究》等10多部，发表文章400多篇，办有“行政伦理学教学网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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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大致从14世纪开始，西方一些国家陆续进入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当这些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获得
了一定的国内积累后，也就开始了对外扩张的行动。
这种扩张主要从属于两个方面的需要：第一，获取工业生产所必需的廉价资源，包括劳动力；第二，
为生产出来的产品谋求出路，即需要有一个能够把工业产品转化为商品的市场。
这就是所谓资本主义的“地理大发现”和“开拓海外市场”。
现在人们谈起全球化的问题时，往往追溯到这个时期，把资本主义开拓海外市场作为全球化的起点。
这是完全错误的。
因为，工业化过程中的海外扩张是一个运用强权征服世界的过程，是那些率先发展起来的国家对后发
展国家的征服和奴役，所造就的是大片的殖民地。
当前我们所面对的全球化是发生在后工业化进程中的，是后工业化进程中的一种特有的现象，决不是
工业化过程中海外扩张的“翻版”。
如果因为错误的认识而把当前的全球化运动纳入到资本主义的扩张模式中去的话，就可能会在实践中
造就出一个单极世界及其集权结构，而那样的结果将是极其危险的。
事实上，正是由于人们误以为正在发生的全球化运动是工业化早期阶段资本主义海外扩张的延伸，所
以，才存在着积极推行所谓全球化和反对全球化的两种声音。
西方国家由于有了这种误解，因而把全球化看作是西方国家再度征服世界的新机遇；后发展国家也由
于这种误解，条件反射式地加以拒绝，因为作为殖民地的记忆是那样的不愉快。
　　事实上，全球化是一场在根本性质上与资本主义海外扩张运动完全不同的历史运动，资本主义的
海外扩张是发生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它表现为从某一或某些“中心”地带出发去对边缘地带进行侵略
、征服和掠夺的运动，扩张行动所及的世界无论有多大都是从属于某个（些）中心的利益，一切能够
促进中心利益实现的地方都是需要征服的，而那些无助于中心利益实现的地方，则是可以弃置不顾的
。
由这种征服和扩张所编织起来的是一个具有“中心一边缘结构”特征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中心
”国家所考虑的也只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世界”，它没有全球的概念，也不会考虑全球的发展以及全
球性的问题。
在近代工业化的过程中，所生成的世界在结构上就是一个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是从西方国家这一中
心出发而向全球衍射开来的世界图式，在理论上可以将其概括为一种“中心一边缘模式”。
在学术界，人们经常谈论的所谓“西方中心主义”就是指这一中心一边缘模式。
西方国家成了世界的中心，而非西方国家则成了依次展开的边缘。
西方国家努力从制度到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等所有的方面都把非西方国家“西方化”，让政治、经济
、文化等都从属于西方这个中心，而那些处于边缘位置的国家中的一切民族性的东西都不被承认，或
者只被看作是地域性的、特殊性的东西，甚至是要有意或无意地加以消灭的对象。
我们把这种情况称作为“同一化”，即世界被纳入到以西方为代表的某一同一性的模式，而不是当前
正在发生的全球化。
全球化是无所遗漏的，全球所有地区和所有国家都将被全球化浪潮所裹携，全球化浪潮将冲击一切巅
峰而把世界变成平的，全球化将打破中心一边缘结构而使世界各个地区和各个国家在平等的基础上开
展合作，　　作为工业化过程的结果是造就出一个同一到西方去的“西化”的世界，是世界范围内即
国家间、地区间的不平等、不公正的状况。
这一结果的另一面是：其一，以西化为实质性内容的同一化引起了人们对世界的不安全感。
工业化的进程打破了农业社会的地域化分离，使一个个孤立的封闭社会变得开放了，对异族的征服、
对海外市场的开拓以及资本的自由流动，迅速地瓦解了国家以及民族间的差异性、地域性和传统因素
，人们原先数千年赖以生存的现实家园和精神家园都纷纷失落，一种彷徨无助的情绪在普通民众心中
弥漫。
从而进入美国学者罗伯特·莱瑟姆所说的“海洋情绪”--“某种数不胜数、漫无边际的感受”。
也就是说，虽然工业化把世界纳入到同一的西化模式中了，但是，人们在心理感受到的则是一个“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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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化”的世界，普遍地陷入一种无助的境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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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张康之编著的《论伦理精神》是怀着启蒙的情愫读历史和看社会的感想，是对后工业社会治理模式及
其社会生活形态的瞻望，所冀求的是建构后工业社会的基本理念和原则。
    正如法的精神曾经替代了权力意志而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建立起作为终极依据的地位一样，在后工业
社会的治理过程中，伦理精神将会作为一种基本依据而存在．伦理精神将替代法的精神在社会治理过
程中的已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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