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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确实世界各国都尽力降低风险，提高安全，延长寿命。
降低风险已经成为现代政府的基本目标。
如何应对全球变暖？
各国如何处理恐怖主义带来的风险，同化学武器相关的风险及航空器的安全问题？
政府应当规范或禁止对食物的基因改造吗？
应当从饮用水中除去砷吗？
能源政策和环境保护的关系是什么？
政府应当要求汽车达到使用燃料的经济性标准吗？
这样的要求是否会使汽车的安全性降低呢？
这类问题困扰着国内及国际上的公共机构。
　　然而绝大部分时候，政府的行为是盲目的。
它们经常将资源浪费在小问题而不是急待解决的大问题上。
他们有时会屈从于短视的公共舆论。
有时它们不能考虑到采取措施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有时它们甚至使情况变得更坏。
在规制风险方面，他们投入了高昂的成本，这些成本制造了新的风险，包括价格上涨，工资下跌，失
业，甚至疾病和死亡。
各国对科学是重视不够的。
它们倾向于凭直觉或因为暂时的恐惧来采取行动，而不是去调查事实。
身处技术或恐怖主义带来巨大灾难时代的各国领导人必须面对这个难题。
这也是环境质量或工人健康成为严重公共问题的时代所必须面对的难题。
　　本书首先试图将人们对风险的惯常性思维同政治和法律领域经常出现的问题联系起来。
正如笔者们将要看到的那样，人们经常对危险所知甚少。
有时他们杞人忧天。
他们的错误是致命的。
这些错误导致了日常生活中的种种麻烦，包括疾病和死亡。
同样的错误造成了政策和法律中的麻烦，这是笔者主要关注的。
当人们恐慌时，政府很可能要采取应对措施，即使公众的恐慌毫无依据。
当人们漠不关心时，政府也很可能漫不经心，即使这时人们实际上面临着严重的危险。
笔者们将看到，一套更为灵敏的风险防范机制能够挽救数以千计的生命以及数十亿计的金钱。
　　此外，笔者乐意对这里罗列的问题建议一套直接且简单的应对措施：在行动前，如果可行的话，
政府应当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精密计算采取不同的行动方案所产生的后果。
成本收益分析有助于人们了，解待解决问题的难易。
它需要人们研究缓解问题所花费的开支以及解释谁将承担这些成本。
它需要人们重视科学，需要确保专家或技术官员对政府政策的形成发挥重要作用。
笔者所说的成本收益方法才刚刚出现不久，它仍需要适当依据的支持。
笔者使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并不是主要依据经济性的理由，而主要原因在于它是对认知局限性的校
正和对大众需求的回应。
　　有些人认为成本收益分析是一种冷酷的，缺乏人性的计算，把生命仅仅当作商品，把政府假设为
一个巨大的追求效益最大化的机器。
相反，笔者认为成本收益分析应当被看作是一个简单实用的工具，被设计出来以更好地评估规制措施
的后果。
使用成本收益分析的政府有权认为准已经受到帮助而谁正遭受伤害。
例如，它可能使人们确信必须采取特殊措施以保护儿童，穷人，或少数团体的成员。
使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的政府也应当尽量保质保量地描述规制措施带来的各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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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正确理解的是，成本收益分析并不是玄学。
相反它通过保障规制措施确实地实现自己的目的，从而对政府和民众都有所助益。
例如，假如被提议的经济性油耗标准能够显著地降低温室气体，但同时也使汽车越来越小，更加不安
全，以至于每年造成千余件的死亡事故，那么官员和民众就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这个负面事实。
　　然而，仅仅要求政府对风险及其规制进行细致的分析是不够的。
笔者赞成通过对政府各部门的机构改革来克服以上所列的各种问题。
国会应当采取措施确保风险规制体系具有全局性的意义。
应当授权规制机构在规制措施本身将制造明显的新风险时，拒绝采取规制措施。
执行机构应当创设公共网址，提供现存风险的信息，使人们能够比较各种风险。
当规制反而会恶化局势时，法院应当禁止政府采取行动。
可能最为重要的是，笔者主张政府应当使用“灵敏工具”（即成本收益分析方法），这将能够有效地
降低风险，不会花费很多，也不会超过政府的负荷，而且将使笔者们获得比预期更多的保护。
几种最为灵敏的工具远远超越了政府层面上的成本收益分析而利用了市场的力量，因为市场集中信息
的能力远远超过政府官员们。
因而笔者将探究经济激励，风险控制合同及“自由市场环保主义”是如何避免集中控制风险所带来的
问题。
　　成本收益分析的绝大部分优势在于它能够发现为人们通常直觉所忽略的保护健康，延长寿命的方
法。
努力超越直觉和发现自己选择所造成的后果，不能被视为是将社会目的简约为某种数学公式。
相反它是人类认识自身的局限性，促进法律和政策符合人类目标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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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分布不均匀有些风险是，或者被认为是，不均匀分布的，这首先是由于受害者大多是社会弱势群体。
例如，某些死亡会集中在穷人、美国黑人或者同性恋中。
又例如，市中心的孩子们遭受着含铅油漆中毒的折磨，黑人和同性恋者比其他群体更多地受到艾滋病
的威胁。
市民们和议员们认为政府应当对这些分布不均的风险予以特别的关注。
这些死亡之所以被认为是糟糕的，不是因为它们会带来特别的痛苦，而是因为人们对它们在某类社会
群体中更易出现表示出特别的关注。
当这样的社会关注出现，并且没有与宪法和其他依据相冲突，官员们采取相应的措施是完全合法的。
规制者应当被允许对分布不正常的风险给予相应的分配权重。
该观点赞同采取特别的措施以控制艾滋病；控制集中在市区儿童身上的诸如哮喘一样的环境性危险；
控制集中发生在妇女身上的疾病。
实际上，现行政策已经体现出给予不同分布的风险以相应的规制资源分配权重（distributionalweights）
的努力。
规制机构倾向于使用“支付意愿”（willingnesstopay）作为评估死亡等风险的依据。
但是他们使用的是一个平均的支付意愿数字，对穷人没有调低该数字，对于富人没有调高该数字。
例如，当风险主要是被穷人所承受时，像农场工人，规制机关并没有调低这个数字。
当风险主要是被富人所承受时，规制机关也没有调高这个数字。
穷人当然比富人更不愿意出钱，因为他们没钱。
在某种重要的意义上，政府拒绝对穷人所遭受的风险使用较低的数字进行评估，这就是一种分配权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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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翻译孙斯坦的书就如同走进他的精神世界一样，让我痛苦并快乐着。
孙斯坦的学术素养十分精深，本书涉及到法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甚至病理学乃至生物学等领
域的知识，而作者在各领域间纵横捭阖，游刃有余，常常令译者不能跟上其跳跃的思维。
他对于多学科交叉分析方法的运用已经是信手拈来，臻于化境。
他对科学的热爱和投入让我对法律的本体和价值有了新的认识。
充斥每章的数据、图表和专业术语令译者倍感头痛，但是纵览全书，作者所表现出来的学术洞见和缜
密论证确实让译者受益匪浅。
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我有幸拜访了这位博学的教授。
走进他的办公室，就仿佛走进了威尼斯的圣马可广场，琳琅满目的书籍宛如成千上万只白鸽拔地而起
，漫天飞舞，而书斋的主人正和蔼地迎来，好像广场中央绽放的喷泉。
我问他为何不让助手收拾好房间，他的脸上浮现出孩童般的笑容，说顺其自然。
我惊异于在如此喧嚣的都市中，还有这般怡人的柏拉图学园，这般富有童心而又励志为学的智者。
这更促使我以平实而准确的语言去再现这位高产教授的不寻常的智识与理性。
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尽力保持原文的风格。
为了尽量保证译文与原文形与神的统一，译者在不同的中文表达方式间字斟句酌，反复推敲。
由于是专业论文，原文部分地方的谴词用句比较艰深晦涩，所以译者对此进行了意译。
至于是否信、达，留给读者去评判。
本书注释中涉及的书籍、论文、案例等法律文献，为方便读者作进一步可能的文献检索，一律照录原
文，不另行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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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风险与理性:安全、法律与环境》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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