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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在政治秩序构建过程中的道德条件

李泓景

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湖南长沙 410000

【摘要】政治生活是人的生活。当代人离不开政治生活，人总是期望过上有秩序的生活，谁也不愿意回到混乱无序，茹毛

饮血的生活状态。因此，秩序的意义被赋予了重要的价值含义。那么秩序理念在政治生活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甚至，

有人将其看作是最高的善，有了秩序的理念，政治生活才能完整，才能正常、合理、有序的运转。政治秩序在民主社会的

政治生活中充当着重要作用，古今中外几乎所有的思想家，政治家，社会学家和改革家都在思考政治秩序构建时应该添加

什么才可以使政治生活更加民主有序，让所有人，起码大多数人过上满意的生活。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道德”。政治

生活需要道德，同时政治秩序在构建过程需要道德基础作支撑作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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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治秩序构建中道德条件起源的背景

在 1930 年初分析哲学慢慢的显现之后，达尔、伊斯顿

等一些著名的哲学家主张哲学的任务在于“清思”，他们把

政治当成一门纯粹的技术，不掺杂任何的道德因素，妄图从

分析哲学出发来处理人类社会极难解决的政治问题，将政治

问题进行分析，采用类似医学上的外科手术式的治疗方式对

其进行专门治疗，期望能够达到预期效果，这也是从本质上

否定了在政治生活中道德基础的合理性。还有，春秋战国时

期法家思想也认为政治是一门科学，一门君主统御群臣震慑

民众的技术，君主可从法、术、势三个层面去研究学习这门

技术。事实证明，没有道德作基础的政治制度是不可行的。

即使用以暴力手段来迫使民众臣服，短暂的强迫着政治生活

表面上变得有序。即使如此，最后还是会崩溃、坍塌。在沉

寂了一段时间之后，关于道德在政治秩序构建中用作基础的

问题成为当代伦理学家、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等讨论的中心

问题之一。

道德基础在政治秩序构建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已成为

全球各个国家在探索政治改革的研究焦点，政治秩序的构建

为什么需要道德基础？政治秩序构建的道德基础具体是什

么？政治秩序构建过程中道德原则如何体现？当代政治秩

序构建的道德基础如何落实在政治生活当中？这些问题是

社会政治秩序构建过程中所亟待解决的。

政治生活需要秩序的理念，人们在面对社会政治生活

中的棘手问题中摸索并研究构建秩序，一改过去的无序状

态，使得社会上的民众都遵循着秩序生活。渐渐的，人们通

过哲学的思考发现在政治生活中仅仅是有秩序的生活并不

足够，而且还是会有暴动和压迫。政治生活在有序的同时需

要注入重要的道德原则才能使政治秩序变得合理与稳定，政

治伦理学应运而生。从伦理学的角度来揭示政治秩序构建过

程中的道德必要性，探索政治生活中的秩序理念，论证政治

秩序与道德基础的关系，划定在政治秩序构建中道德基础的

基本范畴。

完善的民主政治体制和严密的行政体制是国家良好运

行的基础，同时也是国家高速发展应对外来威胁的有力武

器。本文对在政治秩序构建的过程中道德条件进行浅层次的

探讨，粗浅的认为自由秩序原则、个人权利原则、公共善原

则三大理论原则，也是民主社会政治秩序构建的道德原则。 

2、 政治秩序构建过程中道德条件的内容

1. 公共善原则

一般意义上来说，“善”是一种积极的肯定评价，是

一种公共价值标准，其主要是对个人社会或者阶级的道德规

范的一种原则上的最高评价。老子提出“上善若水。水善利

万物而不争，处众人所恶，故几於道矣。”[1] 是对个人善的

处事标准的表达，亦既是对善的一种解说。马克思主义哲学

认为，善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的，善在不同的阶级

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具体的内涵都有着不同的变化。就

政治上来说，主要体现的道德价值是“公共善”，在政治上

的“善治”也是历代思想家的主要的政治主张。他们认为政

治秩序的构建其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保护民众

的基本人权，使民众获得幸福，也就是说“公共幸福”。柏

拉图对于建立国家的目标有较为清晰的表述，认为国家的建

立不是为了某一个阶级的幸福，而是为了全体公民的最大幸

福。亚里士多德认为就我们的个人和社会全体来说，主要目

的就在于谋取优良的生活。同样孔子在《论语为政》也认为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那么，公共善原

则是什么呢？在政治秩序构建的过程中怎样将其运用？

在运用公共善原则之前，首要的就是要弄清楚何为公

共善，公共善必要的具备哪些内容。对于公共善的探讨，不

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以及不同学者都有着不同的主

张。当前学术界对此最具有代表性是功利主义和社群主义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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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流派的主张。第一种是功利主义，主张“最大多数人的最

大幸福”的原则。他们把苦乐情感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并将

情感当做道德的基础作为评判标准，认为善是有益于人类的

幸福快乐，避免不幸和痛苦，将社会最大利益作为自己的目

标。其代表人物有边沁和密尔。边沁认为人类行为的终极目

的是追求快乐和避免痛苦。快乐和痛苦的情感是人类一切行

为动机的根源，人类的思考、语言和行为等等都受其支配。

因此我们我们所认为的所有善的品德都是为了这个终极目

的服务，贯穿于我们的生活中成为了一种生活现实，这种现

实的判断是由我们的感性感知能力决定的。耶利米·边沁对

‘功利’做出了自己的解释，认为“意指一种外物给当事者

求福避祸的那种特性，由于这种特性，该外物就趋于产生福

泽、利益、快乐、善或幸福，或者防止对利益枚关之当事者

的祸患痛苦、恶或者不幸。假如这里的当事者是范指整个社

会，那么幸福就是社会的幸福。假如是具体指一个人，那么

幸福就是那个人的幸福。”[2] 换言之，边沁致力于为最大多

数人谋求最大幸福，而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也就是社会幸

福，个人幸福也就是个人利益的满足。而第二种是以麦金太

尔为代表的社群主义主张“共同体”的价值。他们在批判自

由主义对于善的概念的策略推理，认为这种策略是错误，进

一步强调“社群”概念，论述社群对个人行为的重要影响。

他们认为个人与道德都是被置于一种具体的社会历史和政

治背景中的，也就是说，任何个体都生存在共同体中，必定

是受具体的社会历史和政治背景的约束，个体目标和个体价

值不仅仅是个人利益的表现，也将会成为社群目标和价值。

麦金太尔还认为：“如果有人切断自己与最初像学徒一样恭

顺地在其中学习的共同活动的联系，将自己孤立于那些在诸

如此类的活动中找到其意义与目的的共同体，就会使他自己

不可能找到任何外在与他自己的善。”[3]

然而现实总是背道而驰，个体之间冲突不断，个体与

社会也矛盾重重，人们也没有遵守共同体的规则。于是乎，

麦金太尔认为当时社会已经失去了共同体这个基础从而导

致道德失效，要解决这个问题，则还需要研究亚里士多德的

美德观德性观，这也是因为一种道德体系只能在一个共同体

中行之有效。因此，笔者认为对于公共善内容的界定需要从

三个方面进行考虑。（1）公共善的公共性，即必须要合乎

社会的整体利益。（2）公共善的共享性，即不为特定阶级

或群体服务，具备不同群体共同享受的性质。（3）公共善

的公益性，即为整体社会服务，同时也为了个体实现个人发

展和满足个人权利。

2. 个人权利原则 

个人权利，简言之就是人权。也就是说政治秩序的构

建需要遵循这一原则，那么其内容有哪些呢？我们可以对人

权庞大的内容要素进行分类，可分为应有权利和补充权利。

应有权利是人所拥有的，而且必须实现的最需要最起码的权

利，比如生命权，生存权，财产权等等。一个生活在当下的

人只有享有了这些权利才能说他享有了人权，而且，正因为

他享有了这些最基本的权利，他才更有可能享有更多的权

利。通常来讲，应有权利基本上就是宪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

我们可以对必要人权作出解释，必要人权即人身权、自由权、

人格权和经济权。从《世界人权宣言》和《国际人权公约》

中我们也可以剖析分离出几类基本权利：

 人们所主张的应有权利对照表 [4]

阿加米  1978 年 生存 不受虐待 不 受 种 族 隔

离

食物

贝达  1979 年 生命 自由 财产 安全 言论、出版和集会

自由

不受任意逮捕

和拘禁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

公约》（不得克减的权利）

生命 不受虐待 不 得 使 为 奴

役

不 得 使 用 具 有 追

溯力的法律

不得因为未支付债

务而予以监禁

法律面前得以

承认

思 想 和 宗 教

自由

 马修斯和普拉特  1985 年 生存 不受虐待 不 受 任 意 逮

捕和拘禁

不 受 超 越 法 律 的

审判

 赖 特， 祖 泽 尼 盖 和 奎 诺 加  

1985 年

生命 不得失踪 不受虐待  不受任意逮捕和

拘禁

 舒  1980 年  安全 生存 自由

反之，补充权利就是人应该享有的次要的权利。如果

说应有权利是人所必需的最起码的权利，大致上也就是宪法

所规定基本权利，那么补充权利就是人们为了表达其个性和

差异，或者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质量而追求的一种非基本权

利，其中就包括建议权、检举权、申诉权等等。补充权利比

起应有权利更为的庞大而复杂，它是随着社会时代的变化发

展而发展的，被认可被确定。

3. 自由原则

自由原则在政治秩序构建中也是必不可少的条件。自

由是人类生活的一个共同主题，有人甚至认为自由是唯一值

得追求的价值，因而慢慢的作用于政治秩序的构建当中。自

由秩序是反对对政治生活放任自由的自发秩序，也反对过分

干预的一种合理秩序观。即在社会上的每个人能够用自由角

度来评判政治行为，自由的眼光来审视政治生活。其中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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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界定也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自由并不是指随意来

干扰政治秩序的构建，而是有限制的自由，合理的自由来促

进政治秩序的构建，使得政治生活更加包容。

三大原则相互作用，相辅相成，各自在政治秩序构建

过程中发挥必不可少的作用，是一个合理完善的政治秩序构

建的基础。公共善原则要求政治主体在政治秩序构建过程中

要保护公共利益，恰当的分配公共资源。个人权利原则则要

求政治主体明确自身职能和责任，以个人全面发展来达到为

群体权利作保障的目的。自由秩序原则也要求主体要从经济

学角度出发去观察和调控政治秩序，自生自发的秩序是政治

秩序构建过程中重要的条件，自由与平等是政治秩序构建过

程中必不可少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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