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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潘斌所著的《社会风险论》从哲学视野较全面地研究社会风险问题。
在明确区别社会风险与风险社会差异的基础上考察了社会风险的一般规定性，追溯风险的历史样式与
应对方式，从实践哲学的视野考察了风险的生成根源。
该书在反思与自反的二元互动中解析风险社会。
并从理论、实践与制度三个层面探讨了风险治理的路径。
通过科学发展来超越风险、走向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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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回观现代性的来时之路，是一个充满悖论而又曲折生成的过程，具有深刻的自反性特征：一方面
，现代性挺立了人的主体性地位，另一方面人从自然的看护者变为掠夺者，陷入人类中心主义困境；
一方面由技术理性所主导的现代科技革命给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与文明，给予现代生活以充分
的物质与安全保障，但另一方面人们却又“生活在现代文明的火山口”，技术的风险逐渐凸显并日益
挑战生存基底与社会安全，甚至可能带来人类自身的毁灭性灾难；一方面现代性制度所构架的科层制
、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催生了前现代社会所无法想象的民主、进步与发展，但另一方面程序正义与实
质正义的对立、公正与效率的冲突、社会阶层的分化与矛盾，以及全球性的经济危机等，都是现代性
自身的产物。
简言之，现代性在塑造文明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培育了反对自身、抗拒自身甚至解构自身的风险性力
量，风险社会不是远离于现代性之外的社会事实，而正是现代性筹划所未曾预测到的“意外后果”，
或是现代性的增量结果。
但是，风险社会与社会风险之间还是存在着一定差异。
在当代西方社会学视野里，严格的风险概念应该是自启蒙以来发源于地理大发现和早期资本主义的航
海贸易之中，而后经过重商资本主义、海运保险业与有限责任公司制的建立而逐渐在现代经济生活中
成为关键词，“切尔诺贝利事件”则真正将风险标示为社会生活的普遍特征。
但在一般性意义上而言，只要人类进行生存实践活动就必定存在着风险，只要社会发展还处于未完结
的生成过程之中，社会风险就是一个贯穿始终且相伴相随的普遍性概念。
简言之，社会发展绝不是一种静态的、决定论的和直线式的进程，而是在风险与和谐、危机与平衡的
纵横交错中不断朝向和谐状态的过程。
宽泛意义上，社会风险是一个内涵远比风险社会丰富得多的范畴。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社会风险论>>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