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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言　　中国领导人在近年中反复重申，要努力使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
与此相应，最近这些年，各种各样的"幸福工程"成为中国各级政府的重要亮点。
这一方面表明了中国政府对人民所承诺的政治责任，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对人类社会普遍价值的追
求。
幸福、自由、平等、公正和尊严，这些都是人类社会普遍追求的永恒价值，不论属于哪个民族，处于
何种体制，所有人都向往更加幸福、更加公平、更加自由、更有尊严的生活。
然而，不同的人群对什么是幸福、公正、自由和尊严的理解却莫衷一是。
在不同的现实条件下，实现幸福、公正、自由、尊严这些普遍政治价值的方式和途径也千差万别。
在人类生活相互之间日益难以分离的全球化时代，要避免不同国家和不同体制下的民族和人民相互的
政治对立和残酷战争，根本的办法之一，便是就上述这些核心政治价值进行深入的对话和交流，以便
最大限度地就这些人类的普遍政治价值达成共识。
　　提升、传播和交流幸福、自由、公正、尊严这些人类的核心政治价值，尽可能地避免人类因为核
心政治价值观的不同导致的冲突和纷争，努力建设一个和谐的世界，这是世界各国学者的共同责任。
以研究基本政治价值为重要对象的政治哲学家，在这方面的责任尤其重大。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2010年我们邀请了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20多名在国内外有一定代表性的政治
哲学家，聚集在北京大学的博雅会议中心，就幸福、公正、自由、尊严等基本政治价值进行了一场跨
国界、跨政治、跨文化的对话。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书稿，就是那场政治哲学对话的最终成果。
我们编辑出版这本文集的直接目的，是为国内读者提供一些初步的素材，让大家从一个侧面了解各国
学者对幸福和尊严这些核心政治价值的共同点和不同点。
不过，从根本上说，我们也希望向读者传递这样的一些信息：人类社会确实有着共同的价值追求，但
不同国家的人民对这些共同价值必然会有不同的理解。
在全球化和网络化的时代，我们既要强调中国特色，但更不可离开人类文明的大道。
中华文明要融入人类文明的主流，必须坚定不移地追求幸福、公正、自由、尊严这些人类的基本价值
，同时将中华文明的特质有机地融入这些价值之中，从而推动中国和世界文明的进步。
　　俞可平　　2012年10月12日　　于德国杜伊斯堡大学国际学者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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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由中外十多名知名的政治哲学家，就幸福、公正、自由、尊严等基本政治价值进行的一场跨国
界、跨政治、跨文化的对话。
本书试图告诉读者：人类社会确实有着共同的价值追求，但不同国家的人民对这些共同价值必然会有
不同的理解。
在全球化和网络化的时代，我们既要强调中国特色，但更不可离开人类文明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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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善治与幸福　　⋯⋯　　俞可平　　个人的幸福与尊严，是人类一直追求的永恒价值。
在中国，这些价值过去更多地体现在学者的论述和人们的理想中，很少体现在政府的行动计划中。
但是近年来，特别是自从温家宝总理在今年年初郑重提出，政府的责任就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
福，更有尊严”之后，许多地方政府纷纷推出了各种各样的“幸福计划”，发布了一系列的“幸福指
数”。
建设一个“幸福社会”、“幸福城市”、“幸福社区”被一些地方政府正式列入了当地的社会经济和
政治发展规划。
由此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重要的政治哲学问题：政府应当对人民的幸福承担何种责任？
毫无疑问，在现代社会中，政府应当对人民的幸福生活负有重大的责任。
政府对人民所承担的责任是一个开放的概念，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这种责任可以有极大的不同
。
我认为，在全球化时代，政府对人民的幸福所承担的基本责任就是实现善治。
　　一般认为，幸福是个人在需求和欲望得到满足时产生的愉悦感。
从根本上说，个人是幸福的主体，幸福应当是一种个人的主观体验。
任何他人都不替代别人的幸福体验，任何政府或组织也同样不能取代公民的幸福体验。
幸福不能“被代表”。
然而，人们产生并实现其各自的需求和欲望却通常要受到客观现实条件的制约，政府正是通过创造、
提供或取消个人的外部条件直接或间接地决定和影响人们的幸福。
正如罗素所指出的那样，人们的幸福与社会制度和个人心理相关，我们需要通过改造社会来增进人类
的幸福。
政府之所以对人民的幸福生活负有不可推缷的责任，是因为人们的幸福生活所必需的某些基本条件，
只能由政府来提供。
简单地说，在当今世界，政府应当为公民的幸福生活提供的最重要条件就是善治。
　　我把善治界定为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公共管理。
善治是政府与公民对社会公共生活的共同管理，是国家与公民社会的良好合作，是两者关系的最佳状
态。
善治有以下10个要素：1）合法性，它指的是政治秩序和公共权威被自觉认可和服从的性质和状态。
2）法治，即，法律是公共政治管理的最高准则，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3）透明性，它指的是政治信息的公开性。
4）责任，它指的是管理者应当对其自己的行为担负基本的公共责任。
5）回应，它是公共管理人员和管理机构必须对公民的要求作出及时的和负责的反应。
6）有效，这主要指管理的效率。
7）参与，既指公民的政治参与，也包括公民对其他社会生活的参与。
8）稳定，意味着国内的和平、生活的有序、居民的安全、公民的团结、公共政策的连贯等。
9）廉洁，主要是指政府官员奉公守法，清明廉洁，不以权谋私，公职人员不以自己的职权寻租。
10）公正，指不同性别、阶层、种族、文化程度、宗教和政治信仰的公民在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上的
平等。
　　近一个时期内，中国国内忽然出现了许多关于居民幸福感的调查和城市幸福程度的测评。
这些调查和评估表明，公民的幸福程度与政府的治理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例如，最近一项关于深圳居民幸福感的调查显示，在10项最满意的得分中，与低碳生活有关的占了前
７项。
在10项最不满意的指标中，道德风气和社会公平的得分最低，接下去依次是社区噪音、卫生医疗、社
会治安、社区居民参与。
这些调查表明，政府的公共治理与居民的生活幸福和满意程序紧密相关。
因此，无论从哲学的角度还是从日常生活的角度看，善治事关人民的幸福，它集中体现了政府对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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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应当提供的必要条件和应当承担的责任，具体地说，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政府责任与人民幸福。
在全球化时代，政府责任的清单中应当增加醒目的一条，即如温家宝总理所说的“让人民生活得更加
幸福，更有尊严”。
为公民的幸福生活创造外部条件，努力让公民有更大的幸福感，应当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建设责任政府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目标。
什么是责任政府？
责任政府就是政府要对人民负责，对人民的幸福生活负责。
进而言之，要建立一系列的制度和机制，要保证政府履行对人民幸福生活的承诺和责任。
如果政府失职，没有履行应当履行的责任，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应当有制度追究失职官员和政府的
责任。
公民的幸福指数，应当成为评价政府民主治理的一个重要指标。
　　第二，经济发展与人民幸福。
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是其幸福生活的基础条件。
正如亚当.斯密所说：如果一个社会中的大部分成员贫穷而又悲惨，这个社会就谈不上繁荣幸福。
没有必要的经济收入和财产，幸福生活就无从谈起。
俗话说，“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要使人民群众过上一种富足的生活，这就要大力发展经济，就要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
这就与政府的发展战略直接相关，在中国尤其如此。
发展是硬道理，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仍然是政府的核心任务。
但是，发展应当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的协调发展。
仅有经济增长，没有社会的全面发展，不仅不可能有人民的幸福生活，甚至可能会破坏生态环境，造
成社会不公，从而给社会带来灾难，给人民造成痛苦。
　　第三，公共服务与人民幸福。
人民的幸福生活需要安居乐业，需要国泰民安，需要文化教养，需要健康和睦，需要交通便利，需要
生态平衡，所有这些都与政府的公共服务密不可分。
建设服务型政府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必须有公共财政和制度机制的保证。
政府应当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加不断加大对公共交通、基础教育、环境保护、社会治安、
健康医疗、养老失业、扶贫济困的预算投入，努力扩大公共服务的范围，改善政府服务的质量。
公共服务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民的生活质量。
　　第四，政府治理能力与人民幸福。
人类之所以需要政府，是因为人类的生活需要秩序和规范，因此，公共管理是政府的基本责任。
强调政府的服务，并不意味着弱化政府的管理职能。
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都是政府的基本职能，它们是相辅相成的，既不可分离，也不可偏颇。
如果一个地方经济发达、人民富裕，但社会动荡、秩序失控、犯罪猖獗、安全缺失，人民群众也不可
能有幸福生活。
政府治理的无能和失效，只会给人民带来痛苦和不安。
政府的治理能力来自政府官员的素质和法律规范，两者缺一不可。
我们既要想方设法提高政府自身的素质，也要健全法制，严格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社会。
在现代社会中，政府的治理能力主要是指政府依法管理公共事务的能力。
在社会领域中我们应当充分发挥德治的作用，但在国家事务中我们必须依靠法治。
建设法治政府，是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的根本途径。
　　第五，政府的民主治理与人民幸福。
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
除了满足衣、食、住、行的基本物质需要之外，还有自由、平等、参与等政治需求。
只有在保障和实现公民经济权益的同时，也保障和实现其政治权益和文化权益，人们才会有生活的幸
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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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和民生从来就不可分，是人民幸福生活的两个基本保障。
人民要生活得有尊严，就要创造条件让他们参与公共生活的管理，就要不断扩大公民参与的渠道，保
障人民的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自由权和平等权。
努力扩大民主，让人民群众真正当家作主，这是政府的重大责任，也是通往幸福生活的必经之路。
　　第六，公民教育与人民幸福。
人类的幸福毕竟直接体现为个人的主观感觉，这与他自身的世界观、道德观、权利观密切相关，而这
些都是人们在社会化过程中习得的。
这就涉及到公民教育问题。
政府如何对公民进行教育至今仍是一个极有争议的问题，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公民教
育问题上各有不同的主张。
我认为，在幸福观上，公民教育首先应当树立这样一种观点，即追求和创造幸福生活既是公民自己的
责任，也是是公民的基本权利。
公民有权对政府提出追求幸福生活的正当主张，但公民在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时也必须承担相应的义
务和责任。
特别重要的是，公民在追求自身的幸福时不应当妨碍别人的幸福生活，这就要要求公民必须遵守基本
的社会规范，特别是国家的法律。
　　总而言之，在现时代，政府对公民的幸福生活承担着日益重要的责任，公民的幸福程度应当成为
评价政府民主治理的一个重要指标。
但是，政府对公民幸福的责任是有限的，而绝不是无限的。
政府对公民幸福生活所提供的条件是重要的，甚至是必要的，但并不是充分的，公民幸福的许多条件
是政府无能为力的。
幸福首先是一种个人的主观体验，政府的作用毕竟是外在的，归根结底公民自己才是幸福生活的主体
。
政府没有为公民的幸福生活提供客观条件是一种重大失职，但试图超越自己的能力去实现公民的幸福
，或者试图替代公民去实现公民的幸福，则是相当危险的。
政府对公民的幸福生活既需要积极的作为，也需要消极的不作为。
如何在这两者之间划定界限，需要极大的政治智慧，而这正是政治家和政治思想家共同的任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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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府没有为公民的幸福生活提供客观条件是一种重大失职，但试图超越自己的能力去实现公民的幸
福，或者试图替代公民去实现公民的幸福，则是相当危险的。
　　——俞可平　　　　根据正当行为规则而不是依凭特定结果来判断人之行动，不仅是使开放社会
成为可能的一项重大步骤，而且也是人类经由种种偶然因素而发现的一种工具，用以克服每个个人对
于大多数特定事实的无知。
　　——邓正来　　　　公正的社会应该在最基本的权利上尊重每个公民的起点平等机会，同时把结
果平等的要求也限制在最基本的公民权利上。
　　——韩震　　　　尊严若不是建立在权利本位上，则它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尊严。
没有权利的保障，不可能有现实的人的尊严，最多只剩下依靠自己的抗争来维护的人格自尊。
　　——陈嘉明　　　　在一种意义上，每一个人都有内在的尊严，这是不可让渡的，对每个人都是
平等的。
在另一种意义上，我们说人类的尊严是脆弱的，需要社会的保护。
　　——托马斯·博格　　　　现代民主是基督教对人类普遍尊严阐述的一个世俗版本。
但是尊严和平等的思想在全　　世界传播是因为它们与富裕且有权力的社会紧密结合。
　　——弗朗西斯·福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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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汇集中外学者对于人类政治普遍价值的不同理解　　寄寓各国政治哲学家对于世界未来的诸多期
许　　呈现当今人类社会思想与现实的强烈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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