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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解 决 福 利 经 济 学 贫 困 化 的 科 学 哲 学 可 能  

       福利 经 济 学 的 贫 困 化 起 始 于 盲 从 “事 实—价 值 二 分 ”所 导 致 的 “经 济 学—伦 理 学 二 分 ”。所以， 讨

论 解 决 福 利 经 济 学 贫 困 化 的 哲 学 可 能 就 必 须 先 推 翻 “事 实—价 值 二 分 ”，而正如 对 罗 宾 斯 观 点 的 概

括 ， “事 实—价 值 二 分 ”的根源是 逻 辑 实 证 主 义 的 “实 证 原 则 ”。因而，只有打破 狭 隘 的 实 证 检 验 原

则 ， 福 利 经 济 学 贫 困 化 的 解 决 在 哲 学 上 才 有 初 步 的 可 能 。  

       逻 辑 实 证 主 义 的 实 证 原 则 需 要 被 批 判 的 原 因 在 于 ： 它 要 求 每 个 孤 立 的 含 有 科 学 意 义 的 陈 述 都

必 须 具 备 验 证 方 法 。 但 这 显 然 与 实 际 情 况 相 去 甚 远 。 大 多 数 的 纯 粹 科 学 理 论 创 新 ， 在 开 始 阶 段 都

是 大 胆 假 设 ， 不 可 能 首 先 考 虑 实 证 的 可 能 性 和 结 果 ， 相 应 的 “实 验 性 检 验 方 法 和 证 明 手 段 是 在 理 论

进 入 成 熟 阶 段 的 过 程 中 逐 渐 形 成 的 ”。  

       针 对 逻 辑 实 证 主 义 在 检 验 原 则 上 的 狭 隘 性 ， 普 特 南 强 调 ， “各 种 不 同 的 表 象 、 各 种 不 同 的 语

言 、 各 种 不 同 的 理 论 完 全 有 可 能 在 某 些 情 境 之 下 是 同 等 地 好 的 。 ”这 种 观 点 和 逻 辑 实 证 主 义 的 区 别

在 于 ， 前 者 拒 绝 事 先 限 制 人 类 将 可 以 拥 有 什 么 样 的 证 实 手 段 ； 而 逻 辑 实 证 主 义 把 证 实 手 段 的 范 围

局 限 于 数 学 演 绎 加 上 科 学 实 验 。 普 特 南 通 过 对 自 然 科 学 史 (主 要 是 爱 因 斯 坦 的 引 力 理 论 )的 梳 理 认 识

到 ， “实 际 上 ， 许 多 理 论 必 定 是 基 于 非 观 察 的 根 据 而 被 拒 斥 的 。 ”无 独 有 偶 ， 科 学 哲 学 历 史 学 派 的 创

始 人 托 马 斯 ·库 恩 在1979年 提 出 评 价 科 学 理 论 的 “五 种 价 值 ”：精确性、一致性、广泛性、 简 单 性 和

有 效 性 。 这 样 ， 科 学 就 成 为 “以价 值 为 基 础 的 事 业 ”， 对 理 论 的 检 验 可 以 不 必 以 实 证 为 唯 一 标 准 。 于

是 ， 价 值 判 断 和 伦 理 学 由 于 不 能 进 行 实 证 检 验 而 必 须 与 事 实 和 经 济 学 严 格 区 别 的 观 点 破 产 了 。  

       “解 决 福 利 经 济 学 贫 困 化 ”所要面 对 的 基 本 哲 学 问 题 可 以 设 定 为 ： 既 然 “事 实—价 值 二 分 ”和作 为

其 结 果 的 “经 济 学—伦 理 学 二 分 ”赖 以 成 立 的 逻 辑 实 证 主 义 的 哲 学 观 已 经 被 推 翻 ， 那 么 ， 又 该 以 一 种

什 么 样 的 替 代 性 视 角 来 理 解 事 实 与 价 值 、 经 济 学 和 伦 理 学 的 关 系 呢 ？  

       对 于 这 一 新 的 概 念 框 架 的 关 注 ， 正 是 普 特 南 和 森 的 学 术 汇 集 点 ， 他 们 的 工 作 由 于 创 造 或 实 际

使 用 “缠 结 ”(entanglement)概 念 来 解 析 “事 实 与 价 值 ”以及 “经 济 学 和 伦 理 学 ”之 间 的 关 系 而 彼 此 缠 结 。

“缠 结 ”是普特南借自量子物理 学 的 概 念 ， 量 子 缠 结 是 量 子 整 体 论 的 一 种 表 现 ， 即 相 互 缠 结 的 量 子 成

员 组 成 的 复 合 系 统 的 量 子 态 ， 并 不 仅 仅 是 其 各 个 组 成 部 分 的 量 子 态 之 和 。 换 句 话 说 ， 离 开 了 对 于

关 联 性 的 认 识 ， 单 独 考 察 各 个 组 成 部 分 是 没 有 意 义 的 。  

       普 特 南 和 森 用 此 概 念 意 指 ： 事 实 理 解 依 赖 于 价 值 ， 价 值 判 断 也 无 法 摆 脱 事 实 ； 经 济 学 和 伦 理

学 可 以 通 过 再 次 融 合 而 彼 此 受 益 。  

       在 普 特 南 的 哲 学 框 架 内 ， “缠 结 ”的含 义 是 双 重 的 ： 价 值 判 断 既 存 在 认 识 论 上 的 用 途 ， 也 有 伦 上

的 意 义 。 当 “缠 结 ”被借用 来 指 称 事 实 和 认 知 (epistemic)价 值 之 间 的 关 系 时 ， 其 争 议 相 对 较 小 。 为 了

证 明 事 实 与 价 值 的 缠 结 并 不 仅 存 在 于 逻 辑 实 证 主 义 者 所 承 认 的 事 实 与 认 知 价 值 之 间 ， 在 《 事 实 与

价 值 的 二 分 法 的 崩 溃 》 中 ， 普 特 南 用 “厚 伦 理 概 念 ”(thickethicalconcepts)来 解 释 事 实 和 伦 理 价 值 间 的

“缠 结 ”(正是 这 种 缠 结 使 得 经 济 学 和 伦 理 学 的 二 分 法 不 再 有 哲 学 依 据 )。 普 特 南 从BernardWilliams那 里

借 用 了 “薄 伦 理 概 念 ”和 “厚 伦 理 概 念 ”的 区 分 ： “薄 ”(thin)伦 理 概 念 ， 即 “抽象的 伦 理 概 念 ”， 诸 如 “善 ”和

“对 ”； “厚 ”(thick)伦 理 概 念 ， 即 “较 多 描 述 性 、 较 少 抽 象 的 概 念 ”，如 “残 忍 ”、 “鲁 莽 ”、 “贞 洁 ”等。普特

南 认 为 ， 他 的 厚 伦 理 概 念 大 致 相 当 于 森 的 非 基 本 价 值 判 断 。 森 对 “基本价 值 判 断 ”和 “非基本价 值 判

断 ”的 区 分 是 ： “一 个 价 值 判 断 对 一 个 人 是 ‘基本的 ’，若此价 值 判 断 在 所 有 可 能 想 象 得 出 的 情 况 下 都



适 用 ， 否 则 是 ‘非基本的 ’。 ” 

       回到 “解 决 福 利 经 济 学 贫 困 化 ”所要面 对 的 基 本 问 题 。 缠 结 概 念 暴 露 了 我 们 在 经 济 学 中 遇 到 的 对

于 事 实 和 价 值 的 形 而 上 学 的 二 分 至 少 存 在 的 两 个 问 题 ： 第 一 ， 形 而 上 学 的 二 分 并 不 是 一 种 区 分 ，

而 是 一 个 无 法 证 明 的 论 点 ： 事 实 和 价 值 判 断 不 会 互 相 包 含 和 影 响 ； 第 二 ， 在 事 实 和 价 值 绝 然 二 分

的 论 点 中 ， 对 于 事 实 概 念 和 价 值 概 念 的 理 解 都 存 在 致 使 错 误 。 正 如 普 特 南 证 明 了 的 ： 事 实 不 是 纯

客 观 的 ， 价 值 (不 论 伦 理 价 值 还 是 认 知 价 值 )也 不 是 纯 主 观 的 ， 它 们 之 间 没 有 绝 对 的 界 限 ， 从 而 宣 告

了 事 实 与 价 值 二 分 法 的 崩 溃 。 在 福 利 经 济 学 领 域 ， 即 使 是 帕 累 托 最 优 这 种 所 谓 的 价 值 中 立 的 标

准 ， 也 有 隐 含 的 价 值 判 断———每 个 人 实 现 他 的 效 用 最 大 化 的 权 利 与 任 何 其 他 人 的 该 项 权 利 一 样 重

要 ， 故 而 也 是 一 个 厚 伦 理 的 缠 结 概 念 。 所 以 ， 缠 结 概 念 是 普 特 南 继 承 实 用 主 义 传 统 ， 超 越 逻 辑 实

证 主 义 的 学 术 结 晶 ， 是 理 解 事 实 和 价 值 、 经 济 学 和 伦 理 学 关 系 的 可 靠 的 替 代 范 式 。  

       二 、 对 福 利 经 济 学 新 研 究 纲 领 的 科 学 哲 学 解 读  

       森 要 解 决 福 利 经 济 学 的 贫 困 化 ， 需 要 通 过 寻 求 替 代 (效 用 )的 福 利 评 价 指 标 ， 将 经 济 学 与 伦 理 学

重 新 结 合 到 福 利 经 济 学 中 。 在 构 建 福 利 评 价 指 标 问 题 上 ， 森 的 思 路 并 不 是 回 到 古 典 功 利 主 义 ， 即

仅 靠 引 入 基 数 且 人 际 可 比 的 效 用 信 息 。 森 指 出 ， 主 流 福 利 经 济 学 直 接 或 间 接 地 严 重 限 制 了 用 来 进

行 社 会 福 利 判 断 的 信 息 。 福 利 经 济 学 的 贫 困 不 仅 是 因 为 其 使 用 的 效 用 信 息 的 贫 乏 (序 数 且 人 际 不 可

比 )， 即 使 使 用 丰 富 的 效 用 信 息 (基 数 且 人 际 可 比 )， 福 利 经 济  

学 仍 会 受 到 严 格 的 限 制 性 约 束 。  

       在 森 的 研 究 纲 领 中 ， “能力方法 ”是最 关 键 一 环———福利 评 价 指 标 。 能 力 方 法 是 一 个 广 泛 的 框

架 ， 用 来 评 价 和 估 计 个 人 福 利 和 社 会 安 排 、 指 导 政 策 设 计 、 为 社 会 变 革 提 供 建 议 ， 其 主 要 特 色 是

跨 学 科 性 质 和 多 维 度 视 角 。 “能力 ”显 然 是 一 个 混 合 的 概 念 ， 无 法 轻 易 区 分 描 述 (descriptive)部 分 和 评

估 (eval－uative)部 分 ， “有价 值 ”意味着 “能力方法 ”引入了明确的价 值 判 断 ， 要 对 个 人 的 偏 好 域 进 行

限 制 ， 即 个 人 不 能 随 意 妄 为 。 “有价 值 ”正是承 认 给 定 人 与 人 之 间 意 见 的 不 统 一 ， 我 们 需 要 进 行 一 些

价 值 观 方 面 的 社 会 选 择 。  

       在 森 构 建 的 福 利 经 济 学 的 新 研 究 纲 领 中 ， 他 和 能 力 方 法 的 追 随 者 所 “使用的几乎每一 个 术 语—

——‘有价 值 的 功 能 ’、 ‘一 个 人 有 理 由 珍 视 的 功 能 ’、 ‘良好的 营 养 ’、 ‘过 早 的 死 亡 ’、 ‘自尊 ’、 ‘能 够 参 与

共 同 体 的 生 活 ’———都是 缠 结 的 概 念 ”。 这 自 然  

会 对 普 特 南 产 生 强 烈 的 吸 引 力 ， 也 解 释 了 普 特 南 为 何 会 以 森 的 工 作 作 为 其 哲 学 观 的 重 要 例 证 ； 同

时 ， “普特南的 这 一 做 法 产 生 了 一 种 交 互 的 效 果 ， 即 普 特 南 付 出 的 巨 大 努 力 保 护 了 森 的 工 作 的 侧

翼 ”，夯 实 了 森 的 工 作 的 哲 学 基 础 。  

       普 特 南 和 森 的 对 话 的 成 果 之 一 是 ： 森 不 仅 接 受 了 普 特 南 以 缠 结 概 念 对 其 福 利 经 济 学 新 研 究 纲

领 的 解 读 ， 并 且 拓 展 了 缠 结 的 概 念 本 身 。 森 指 出 ， 缠 结 是 社 会 生 活 中 的 一 般 性 问 题 ， 并 不 仅 是 经

济 学 和 哲 学 的 特 殊 关 注 。 “事 实 和 价 值 的 缠 结 只 是 一 种 方 便 的 简 写 形 式 ”，典型地 经 常 遇 到 的 是 三 重

缠 结 ： 事 实 、 习 俗 和 价 值 (森 从Walsh那 里 借 用 了 这 一 说 法 ， 并 且 承 认 普 特 南 已 清 晰 地 表 达 出 这 种 含

义 )。 在 森 看 来 ， 借 助 习 俗 而 形 成 的 对 于 合 理 的 价 值 的 伴  

随 事 实 的 共 通 理 解 ， 使 得 人 们 可 以 正 常 和 有 效 地 交 流 ， 不 仅 在 日 常 生 活 ， 而 且 在 实 际 收 入 、 贫

困 、 不 平 等 之 类 的 理 论 概 念 上 。  

       普 特 南 和 森 的 对 话 的 另 一 项 成 果 是 对 森 的 福 利 经 济 学 的 新 研 究 纲 领 的 发 展 产 生 了 巨 大 的 影

响 ： 森 在 处 理 正 义 和 非 正 义 这 样 的 元 伦 理 学 (metaethics)问 题 时 ， 开 始 越 发 注 意 缠 结 的 中 心 地 位 。  

       得 益 于 和 普 特 南 等 人 的 广 泛 讨 论 ， 森 逐 渐 认 识 到 ， 罗 宾 斯 关 于 价 值 观 和 事 实 二 元 对 立 的 基 本

命 题 其 实 有 着 极 其 广 泛 的 含 义 ： 即 使 我 们 借 用 效 用 以 外 的 其 他 实 证 信 息 (例 如 能 力 )来 进 行 社 会 的 伦

理 判 断 ， 罗 宾 斯 所 强 调 的 伦 理 判 断 和 可 测 度 的 实 证 信 息 之 间 的 鸿 沟 ， 依 然 不 能 被 彻 底 填 平 。 森 把

这 种 元 伦 理 学 难 题 交 与 公 共 讨 论 解 决 。 公 共 讨 论 中 的 思 维 意 指 发 现 最 佳 方 案———这 显 然 是 价 值 判

断 ； 行 动 意 指 解 决 实 际 存 在 的 个 人 间 利 益 冲 突———这 明  

显 基 于 事 实 描 述 。 但 是 ， 在 森 的 框 架 内 ， 并 不 清 楚 公 共 理 性 讨 论 的 程 序 如 何 运 转 ， 并 且 也 不 敢 肯

定 民 主 的 结 果 能 体 现 公 平 的 最 低 条 件 ， 这 不 幸 成 为 森 的 新 研 究 纲 领 的 一 个 缺 环 。  

       于 是 ， 公 共 讨 论 是 否 能 使 得 异 质 个 体 间 的 价 值 诉 求 朝 向 合 理 的 方 向 收 敛 ， 本 身 就 需 要 一 定 的

条 件 作 为 保 障 。 这 就 在 一 个 新 的 语 境 下 显 示 了 三 重 缠 结 中 习 俗 的 核 心 地 位 ： 人 们 如 何 认 识 正 义 和

公 平 “在相 当 大 的 程 度 上 是 个 经 验 问 题 ”， “经 验 并 不 是 中 立 的 ， 而 是 伴 随 着 价 值 来 到 我 们 身 边 的 ”，

它 受 习 俗 的 影 响 而 又 反 馈 凝 集 为 习 俗 。 只 有 习 俗 能 够 降 低 价 值  

观 的 差 异 ， 实 现 在 特 定 的 事 实 状 态 下 ， 对 于 该 事 实 的 价 值 判 断 有 接 近 共 识 的 理 解 。  



       然 而 ， 习 俗 的 性 质 并 不 必 然 是 普 世 性 和 开 放 性 的 ， 也 可 能 存 在 狭 隘 性 和 封 闭 性 的 习 俗 ， 后 者

不 仅 无 法 为 达 成 理 性 共 识 服 务 ， 反 而 会 加 深 公 共 讨 论 中 的 利 益 分 歧 。 就 是 说 ， 我 们 必 须 保 证 我 们

所 接 受 的 是 一 种 普 世 而 开 放 的 习 俗 ， 它 会 兼 顾 不 论 远 近 亲 疏 的 所 有 利 益 相 关 者 。 这 正 是 为 什 么 森

在2009年 的 新 著 中 会 不 吝 篇 幅 地 介 绍 亚 当 ·斯密式的 “中立 观 察 者 ”的 概 念 。 可 以 说 ， 三 重 缠 结 的 概

念 ， 尤 其 是 习 俗 的 引 入 为 弥 补 森 的 新 研 究 纲 领 的 缺 环 提 供 了 可 能 。  

       森 的 研 究 纲 领 被 称 为 “古典理 论 的 第 二 阶 段 ”，第二 阶 段 的 任 务 是 恢 复 经 济 学 对 伦 理 学 的 问 题 和

概 念 的 关 注 ， 同 时 能 够 继 承 第 一 阶 段 所 创 造 的 严 密 分 析 工 具 。 这 一 评 价 可 谓 恰 如 其 分 ， 第 二 阶 段

的 研 究 纲 领 需 要 抛 弃 逻 辑 实 证 主 义 残 余 对 于 经 济 学 思 想 的 混 淆 ， 没 有 纯 的 预 测 经 济 学 ， 也 没 有 一

种 特 殊 的 经 济 学 可 以 被 装 进 贴 着 福 利 标 签 的 隔 离 的 盒 子 里 。 “所 谓 事 实 和 价 值 二 元 对 立 的 崩 溃 ， 不

是 说 我 们 无 法 对 事 实 和 价 值 观 进 行 区 分 ， 而 是 针 对 是 否 存  

在 不 同 的 思 考 方 法 。 具 体 来 说 就 是 ， 它 们 之 间 的 对 立 被 共 同 的 ‘缠 结 ’大大 减 弱 了 。 ”现 代 主 流 的 新

古 典 经 济 学 排 斥 伦 理 的 特 征 ， 与 其 作 为 伦 理 学 的 一 个 分 支 的 学 脉 渊 源 相 悖 ， 经 济 学 的 鼻 祖 亚 当 ·斯

密的 教 职 就 是 道 德 哲 学 教 授 。 普 特 南 与 森 的 对 话 与 合 作 也 许 是 恢 复 经 济 学 古 典 传 统 最 有 可 能 的 一

条 路 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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