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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登斯的风险社会理论及对和谐社会

构建的启示

崔 德 华
（山东大学 马列部，山东 济南 ２５０１００）

［摘　要］英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继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之后，对现
代性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总结。他睿智地认识到了现代性和全球化进程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

福音与光明，还会有无数突出或潜在的危机和风险。他的风险社会理论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对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深刻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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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信息技术的日新月
异，现在，人们在日益感受到全球化带来的舒适与便

捷的同时，也越来越多地目睹了全球化所蕴藏的无

数显性或隐性的风险。针对这一现象，德国著名的

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１９８６年就前瞻性地提
出了“人类进入了风险社会”的论断。此后，“风险

社会”就逐渐成为社会学、哲学等诸多领域学者们

关注的焦点和强势话语，其中，成就斐然的是被誉为

英国首相布莱尔的精神导师、现任伦敦经济政治学

院院长的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安东尼·

吉登斯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他在

《现代性的后果》、《失控的世界》、《超越左与右》、

《第三条道路》等一系列著作中，立足于全球化的大

背景，结合在当今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危机

和风险，以开阔的视野、独到的视角，对风险社会理

论进行了制度性的解读和建构。本文试图对吉登斯

的风险社会理论进行考察，并在此基础上探讨该理

论对正积极活跃在全球化舞台之上、国内又处于社

会转型时期、矛盾与冲突并存、危机与风险交织的中

国所具有的现实意义，以便更好地克服现实存在的

矛盾与冲突，化解危机和风险，走向民主法治、公平

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

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一、风险概念的二维解读：外部风险和人造风险

在分析风险社会时，吉登斯首先对风险进行了

追根溯源，他认为，在１６、１７世纪，风险这个概念就
已经存在了，那时西方探险家在开始他们的全世界

航海时，用风险这一概念指代航行到未知的水域。

在他看来，风险思想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最初是在

两个背景下出现的：第一是探险家们前往未知的地

区的时候；第二是起源于早期重商主义资本家的活

动。他进一步指出，人类发展的中世纪时期，虽然人

们的命运多灾多难，存在着种种危险，但那时并没有

风险的概念，而且，在任何传统文化中也没有风险的

观念。那时，各种危险被认为是上帝的安排，或命运

使然。他认为我们必须将两种风险概念，即外部风

险和人造风险区别开来。所谓外部风险是指“外部

的、因为传统或自然的不变性和固定性带来的风

险。”而人为制造的风险“则是由于我们不断发展的

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是我们没有

多少历史经验的情况下产生的风险”［１］２２，同时，它

“也是由于人类的发展，特别是由科学与技术进步

造成的，是历史没有为我们提供前车之鉴的新的风

险环境”。［２］１９５从历史发展的阶段来看，在工业社会

存在的头二百年里，占主导地位的风险（主要表现

为自然方面的风险）可以称为“外部风险”。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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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工业主义的深入、科学技术的

推进、全球化的进展、现代性的延伸，在反思现代性

的条件下，各种人为制造出来的显在或潜在的风险

出现了，并成为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主要风险。更重

要的是，“外在的风险”尽管有时带来的后果是非常

严重的，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但是，这种

风险因司空见惯而广为人知，具有广泛的可预料性，

因此，人们可以找到其发生的规律，甚至能够对其进

行精细地计算，并有效地预防和规避之。而“人造

风险”则是一种新的风险形式，与“外部风险”有着

明显的差异，它是人们在运用科学技术知识的过程

中产生的。科学技术应用到社会实践中，它在给人

们带来便捷和舒适生活的同时，也蕴藏着不少不确

定性、矛盾、危机和风险。吉登斯认为，我们了解世

界知识的增多、我们产生信息的劲头，都创造了新的

风险形式，即“人造风险”，而它们却是我们从未经

历和体验过的，也是无法按照传统的方法和时间序

列进行估计的。最后，他进一步得出结论，随着全球

化的推进和科学技术的非理性应用，“外在的风险”

日益被“人造风险”所取代，而且“人造风险”越来越

被推广到世界的角角落落，具有了广泛的全球性。

可以说，当前我们所面对的最令人不安的威胁就是

那种“人造风险”。更可怕的是，它造成了我们曾经

认为是稳操胜券的一个问题却常常显得捉摸不定

了，知识似乎使我们不再抱有一个积极的信念，即我

们能够估计所面临风险的程度，从而有备无患了。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正是科学技术的

非理性应用，全球化的不合理推动，使风险的类型越

来越表现为难以预料，所带来的后果也日益严重。

在全球化、知识经济、科技革命浪潮的推动下，社会

正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我们进入了一个风险社

会阶段。

二、风险的二元解析：消极的后果与积极的动力

与乌尔里希·贝克一样，吉登斯并没有像其他

社会学家那样，要么完全否定风险的作用，一味认为

风险是消极的，它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不安，阻碍了

社会发展；要么过多地强调风险的积极作用，认为风

险的存在是十分有益的，不必惊慌失措。他辩证地

认识到风险的双重作用，既看到了风险所带来的不

良后果，更认识到了风险绝非一无是处，在一定程度

上，它又可以看作是推动社会良性运行的重要动力。

（一）风险的破坏性会带来消极后果

在其诸多著作中，吉登斯用大量的篇幅，浓笔重

彩，对“反思现代化”阶段的现代性和全球化可能带

来的风险进行了系统地阐述。他认为现代性是一种

双重现象，现代性和全球化会造成另一种后果。

“同任何一种前现代体系相比较，现代社会制度的

发展以及它们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为人类创造了

数不胜数的享受安全和有成就的生活的机会。但

是，现代性也有其阴暗面，这在本世纪变得尤为明

显。”［３］６在某些领域和生活方式内，现代性的发展在

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总的风险，但它同时也导入了一

些先前年代所知甚少或全然不知的参量。这些参量

包括后果严重的风险，它们来源于现代性社会体系

的全球化特征。高度现代性的世界是充满风险和危

险的社会。他甚至认为现代性可以导致高后果的风

险。这类风险就是全球化发展过程的结果，而半个

世纪前，人们尚未受到这种威胁的煎熬。这种风险

是现代性的黑暗面，它与现代性如影随形，随现代性

的持续而持续。也就是说，社会与技术变迁持续的

时间有多长，它就会存在多长。在他看来，风险又是

不可预测的，要对人的错误或破坏性的风险做出令

人信服的计算是不可能的。对此，他不无忧虑地指

出：生活在全球化的时代意味着我们要面对更多的、

各种各样的风险。他在反思现代性的危险来源时，

明确指出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危险更多地

来自于我们自己而不是来源于外界。他进一步从七

个方面勾画了现代性的风险景象：“第一，高强度意

义上风险的全球化：例如，核战争构成的对人类生存

的威胁。第二，突发事件不断增长意义上的风险的

全球化。第三，来自人化环境或社会化自然的风险。

第四，影响着千万人生活机会的制度化风险环境的

发展。第五，风险意识本身作为风险：风险中的“知

识鸿沟”不可能被宗教或巫术知识转变为“确定

性”。第六，分布趋于均匀的风险意识：我们共同的

风险已为广大的公众所了解。第七，对专业知识局

限性的意识：就采用专家原则的后果来说，没有任何

一种专家系统能够称为全能的专家。”［３］１０９１１０在他

看来：“我称之为风险强度的东西肯定是我们今天

生活于其中的环境‘可怕的外表’的基本要素。核

战争的可能性，生态灾难，不可遏制的人口爆炸，全

球经济交流的崩溃，以及其他潜在的全球性灾难，对

我们每一个人都勾画出了一幅令人不安的危险前

景。”［３］１１０现代性带来的风险所造成的影响，绝不局

限于小面积、小范围或某个地区和国家，如果不对其

进行积极地应对，它极有可能转化为可怕的世界性

的灾难，使每一个人、所有的地区都不可避免地被卷

进来，最终的结果是没有旁观者，每个人都难逃风险

的袭击。因为在全球化时代，信息技术日新月异，通

讯交通等变得更加便捷与快速，使得每一个生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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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村”的人，在全球范围的经济、政治、文化、生

态等领域里的风险降临时，都毫不例外地被牢牢地

罩在风险的“铁笼”之中。

（二）风险中孕育积极动力和新的起点

对于风险的后果，吉登斯认为，一方面，风险意

味着不确定性、危机和灾难，但是，另一方面，它也给

我们的生活注入了新的活力机制，为社会的发展和

创新提供了难得的动力源泉。在他看来，如果从历

史的角度来分析的话，“风险的积极和消极的两个

方面在现代工业社会的早期就已经出现了。风险是

一个致力于社会变化的推动力，这样的一个社会想

要决定自己的未来不会任由它走向宗教、传统或自

然界的反复无常。”［１］２０而且，“风险不只是某种需要

进行避免、或者最大限度地减少的负面现象；它同时

也是从传统和自然中脱离出来的、一个社会中充满

动力的规则。”［４］１６

现代性的发展、全球化的扩张、科学技术的推

进，带来的不只是灾难、危机和风险，与之相伴随的

是它们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存和生活方式，让人

们感受着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一系列的

新变化和新气象，沐浴着便捷、舒适生活的和风细

雨，享受着新的体验和幸福感。同时，风险也意味着

新的机会和起点，风险并不总是让人悲观失望，就

“人造风险”而言，它或者是由于人类知识的不完

善，或者是由于人们未能合理地运用科学技术等诸

多原因造成的，但是，通过人类知识的逐步积累，认

知能力的提高，对风险经验教训的总结，人们就可以

不断提高风险意识，切实增强抵御风险的本领，减少

风险的机会，降低风险的损害程度，减少其对人类生

活和社会的危害，推动社会安全、健康、良性、有序地

发展。

经过数次风险的洗礼和考验，可以激励人们树

立风险意识，增强风险观念，未雨绸缪，在日常生活、

工作中做好风险的预防工作，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下

一次危机的降临。因此，吉登斯提出“我们在新世

纪，对在机遇和风险之间建立有效的平衡，责无旁

贷。”［２］１７６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把潜在的，特别是那些

潜在的风险等同于漆黑一片，没有任何光亮之处，甚

至是世界末日的来临，应该辩证地、理智地看待风

险，积极地把不利的风险转化为有利的风险，反思风

险之酝酿、爆发的诱因，建立健全应对风险的体制、

机制和法律法规，变不利为有利，化风险为机遇，那

么，一些令人闻之色变的风险就有可能成为孕育希

望的良好机会。

三、应对风险的态度：积极地卷入与参与

在“反思现代性”的阶段，在全球化的大背景

下，现代社会发展所带来的风险绝不局限于某个传

统的民族国家之内，而是迅速地扩展到全球各处，正

如贝克所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世界风险社会”。面

对各种突如其来的危机和风险，我们应当采取什么

样的态度呢？我们应当何为？是惊慌失措、茫然无

顾，还是无可奈何、被迫接受？是盲目乐观、置之不

理，还是理性对待、泰然处之？对此，吉登斯提出了

自己的适应性反应说。在他看来，可能的适应性反

应有四种：“第一，就是实用主义地接受现实。第二

种态度就是持久乐观的态度。它实际上坚持启蒙主

义的态度，一种持之以恒的对天意理性的信仰，而不

论当前威胁我们的是什么。第三种则是犬儒式的悲

观主义。第四种是激进地卷入，也就是要对那种针

对已觉察到的危险之根源的实践性搏击。采取激进

卷入态度的人认为，尽管我们受到严重问题的困扰，

我们仍然能够而且应该动员起来以降低它们的影响

或者战胜它们。”［３］１１８１２１而他本人对风险所持的态

度是，在风险来临时，要激进地卷入、积极地参与。

他理智地认为我们不能消极地对待风险，要积极地

规避、应对风险，更要勇敢地承认和面对风险，而不

是采取妥协或逃避的态度，要富有冒险精神，参与到

风险中去，只有这样做才是创造充满活力的经济和

充满创新的社会的最积极、最正确的态度。

吉登斯强调，对待风险不仅要有积极的态度，更

要具备应对风险的本领和能力，“我们所有的人都

需要抵御风险的保障，但也需要具有面对风险并以

一种积极的方式来对待风险的能力。”［４］１７６只有具备

应对各种矛盾和冲突，尤其是危机和风险的本领和

能力———不仅个人，而且各种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团

体，尤其是政府更要以身作则，切实增强抵御风险的

本领，提高应对风险的能力———这样才能有效地抵

御极具破坏性的风险的冲击，把风险的危害程度降

至最低，为整个社会的良性运行提供安全、合理的

平台。

四、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示

吉登斯在继乌尔里希·贝克之后，对现代性和

全球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总结。他睿智地认识到

了现代性和全球化进程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福音与

光明，还会有无数难以避免的危机和风险。他的风

险社会理论闪烁着睿智的光芒，因而极富启示性，对

中国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

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首先，从全球化的背景来看，当今的全球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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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是经济的全球化、政治的全球化、文化的全球化，

也是风险的全球化。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和时代，

进入了一个“全球风险社会”。目前，中国国内正处

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

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从匮乏型社会向发展型社

会的转型时期，在此期间，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

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分配关系日益多样化，旧的矛

盾没有完全解决，新的矛盾又突如其来，社会矛盾和

问题层出不穷，面临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种

风险和危机的威胁，充满各种不确定因素，矛盾与冲

突交织，危机与风险并存。同时，中国正活跃在全球

化的舞台上，积极参与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进程，

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国际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带来的

国家安全的风险，还会受到意识形态多元化、科技发

展带来的新的不确定性风险、生态环境恶化、信息网

络安全性低等方面的威胁。为了更好地回应这些矛

盾和冲突，化解危机和风险，就需要中国共产党和中

国政府积极借鉴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抵御危机和风

险的经验教训，构建和谐社会的有效机制。

其次，由于风险日益突破本土化，其敏感的触角

几乎伸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风险的影子随处可见，

其造成的影响和后果也愈来愈严重，如果单靠某一

个国家的力量，即使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很难

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为此，就必须广泛地整合各个

国家———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不管是

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走全球合

作共同治理之路，以多主体、多渠道、多元化的方式

进行风险管理。

再次，要进一步树立风险意识，培养风险观念，

提高应对风险的本领，特别是各级政府要在风险管

理中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勇敢地应对各种危机和风

险的挑战。这就要不断建立健全和创新社会管理体

制，积极整合社会资源，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

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体系。也就是“要加

强风险管理研究，探索风险控制的基本规律，构建一

套集风险预、防、救、建于一体，信息畅通、反应快捷、

指挥有力、责任明确、依法运行、成本低廉，具有现实

适应性、前瞻性的风险管理体系。这套风险管理体

系主要应该包括以下几个内容：风险预警机制、风险

分析系统、风险控制系统、风险补偿系统。”［５］还要

加强对风险的预防，积极采取措施，建立一整套防患

于未然、灵活多样、运行有效的风险预警机制，积极

规避风险、化解风险、治理风险，变风险为机遇和新

的起点。

最后，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新风险，与

传统的、常态的风险差异性日益增大，越来越表现出

非常态性，越来越难以预测，因此，就需要建立健全

风险的常态与非常态管理相结合的方式，更加理智

地认识、分析、应对、解决各种难以预料的风险，以推

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

综上所述，吉登斯对风险社会的分析给我们以

深刻的启迪。在他看来，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各种危

机和风险也随之被推进到“地球村”的每一处。在

这种背景下，全球化不仅仅给人们带来了福音，它也

带来了无数的风险，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被带进

了全球范围的风险威胁之中，这让人们对全球化的

前景既期待又满怀焦虑，既憧憬又担忧。这对积极

行进在全球化舞台上的社会主义中国来说，要实现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就必须纳入到

全球化的进程之中，接受现代性的熏陶，经受现代性

和全球化的洗礼，勇敢地应对各种危机和风险的挑

战，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融入到全球化之中，在势如破

竹的全球化浪潮和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实

现构建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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