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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有人断言：两种以不同语言为载体，沿着各不相同的历史路径发展起来的“异质文化”之间，永远横
亘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然而，随着20世纪后半叶“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速，诸多“异质文化”在空间上不再遥茫难及，虽
然不时有人还会生出些咫尺天涯的感叹，但随着它们日渐相近，经历了最初的猜疑、排斥甚至冲突之
后，我们必须承认：在它们之间还产生出相互认识、理解和融通的趋势。
“跨文化研究”在这样一种历史大背景下应运而生，它的使命是努力超越那些“不可通约性”的深沟
大壑，在“异质文化”间建起良性交往的桥梁，增进生活在不同文化圈中的人们的理解与互信。
当然，由于“跨文化研究”在国际上兴起的时间并不长，所以至今国际学界还没有对它形成统一的定
义，更没有建立起普遍认可的理论与方法体系。
①不过从另一个角度上看，眼下这一领域中“群龙无首”的状态并非全无是处，它恰恰给人们提供了
更多尝试的机会，“在跨文化视野下，不同种族、不同肤色、不同文化处境的人都是平等的，由不同
文化和地域派生的风俗习惯和自然法有其存在的原因，任何‘中心论’、‘优越论’都是毫无根据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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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20世纪主流经济学日益疏远伦理学的思潮中，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却推动现
代经济学回归到奠定经济学学科基础的传统动因上，积极探索经济学和伦理学贯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掀起了一场复兴经济学与伦理学联盟的“革命"。
既不同于主流经济学的狭隘经济理性假定，也不同于文化决定论和共同体主义对理性的限制，森提出
了一种以“合理审查”为特征的宽泛理性观。
在对功利主义、福利经济学、罗尔斯正义论和诺齐克自由至上主义优劣分析的基础上，森建立了一个
非常广博的可行能力评价框架，对福利、自由、权利和结果推理等都做出了全新的诠释。
在财富发展观向自由发展观的根本性转变指引下，森确立起新的具有人文意蕴的发展观，从规范高度
和实证深度审视不平等、贫困、饥荒、市场、公共行为、民主、全球化等问题。
对于那些关注当代经济学与伦理学关系的学者们来说，森的思想可谓是一大宝库，也为当代经济学与
伦理学的联盟指出了希望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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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章 主要论述森重建经济学伦理之维的核心内容，即可行能力评价观。
在对功利主义、福利经济学、罗尔斯正义论和诺齐克自由至上主义优劣分析的基础L，森建立了一个
非常广博的评价框架，包含三方面内容：第一，评价信息上，从福利和主体两方面看人，既重视成就
也关注自由，且以可行能力为最终的评值基础，其实质在于人们有过某种合理生活的自由，自由是实
质又是多元的，包含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过程自由和机会自由的统一；第二，评价方法上，超越
功利主义和义务论的对立，运用拓宽了的结果分析方法，于评价时敏感于综合后果、立场和行为主
体AI-，评价操作上，不以全有或全无的态度进行评价，采取一种多元主义视角，包含多元信息观和多
元排序观，不完备性也绝不是一件难堪之事，局部排序同样是一种合理方法。
由可行能力方法看，功利主义是一种一元论的信息观，具有主观心理特征的效用不仅不能正确反映个
人福利，而且无法正确对待II由和权利的内在价值，即便承认权利也是一种工具意义上的。
新福利经济学试图保持价值中立而预设的效用不可比，以及运用狭隘的帕累托原则进行评价，必然带
来社会选择的不可能性和帕累托自由的不可能性。
罗尔斯正义论的“基本善”，在一定程度上踏上了正途，但由于把正义局限于政治范围和国家公民身
份，既忽视了不可避免的社会善之要求，也关闭了正义的大门，加上“基本善”只是关注自由的手段
和无视人际差异，并不能灵活起到良好评价的作用。
诺齐克的自由至上主义界定权利为边际约束，虽捍卫了权利的内在重要性，却忽视了权利践行的结果
。
理想的权利观应该是坚持工具价值和内在价值相统一的“目的权利观”，把权利置人事件状态的结果
评价之中加以考察。
第四章主要论述森重建经济学伦理之维的具体展现，即自由发展观。
凭借扩大了的评价框架，森确立起新的具有人文意蕴的发展观，从规范高度和实汪深度审视不平等、
贫困、饥荒、市场、公共行为、民主、全球化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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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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