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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风险的社会管理 

张昱 孙志丽 

本文发表于《江海学刊》2011年第3期 

内容提要：中国社会转型既包括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也包括由现代社会向后工业社

会的转型,这就使得中国社会既面临着传统社会的危险,也面临着现代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风

险。同时,还面临着传统社会、现代社会、后工业社会互动而带来的风险。其中,社会转型过

程中出现的个体碎片化是中国社会结构性风险的基点。个体的碎片化不仅带来了个体风险认

知和决定能力的弱化,同时也使社会风险认知和决定能力弱化。 

关键词 社会转型 个体风险 社会治理 

 

自贝克等人提出“风险社会”的概念后,风险社会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研究的重要内容之

一。人们从不同的视角讨论了风险社会,列举了当代社会出现的金融风险、环境风险、核风险

等各种风险形式。综观相关研究,可以发现,研究者们对我国所面临风险的类型讨论较多,而在

风险社会形成机制方面的讨论则更多地沿用了贝克、吉登斯等国外学者的解释。但中国社会

与西方社会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这样的差异性中,中国社会风险的源头及其表现形式是怎样

的,其形成机理如何,将是本文探讨的重点。 

转转转转型社型社型社型社会会会会的的的的风险结风险结风险结风险结构构构构 

尽管学者们在讨论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时从不同的视角对诸如政治转型、经济转型、人

的转型等众多方面进行了研究,但学者们更多关注的似乎是中国社会的经济转型,也就是由计

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在更高的层面上,人们往往将之归结为由传统社会向现代

社会的转型。这无疑是正确的,而且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但如果把中国社会转

型的过程纳入全球社会的发展之中思考,我们会发现,中国社会转型并不仅仅是由传统社会向

现代社会的转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已经开始了由现代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而

这一转型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开始出现全球一体化的趋势。这导致中国的社会转型面临极

其复杂的全球背景,从而呈现出多样化和结构化的特征,即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现代社

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社会转型与全球化并存。这也使中国社会转型面临着极其重大的任务,

一方面,要实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另一方面,还要实现由现代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

转型。另外,在这一过程中还要同时适应世界全球化的趋势。 

在如此复杂多样的结构性社会转型过程中,中国社会风险也具有了多样化、复杂化、系

统化及结构化的特征。 

就传统社会而言,风险主要源自于外部。在贝克看来,风险概念最初可理解为冒险,源自

于洲际商船的航行。①而吉登斯则认为,风险概念最初可能来自西班牙的航海术语,意为危险

或触礁,“看来最初是在两个背景下出现的:它起源于探险家们前往前所未知的地区的时候,还

起源于早期重商主义资本家们的活动”②。尽管学者们对风险一词起源的认定存在着一些差

异,但从内容上看,共识性的元素是风险一词与人类的航海活动相关。在早期的航海活动中,受

科学技术等众多因素的限制,在航海过程中必有较大的危险。由此可见,此时的风险主要是自

然现象这种外在因素导致的,是一种外在性的危险。这种风险实质上是由于人类知识有限,掌

控自然能力的低下而形成的。由于自然本身的发展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因此,这样的风险对于

人类尽管有不确定性,但也具有一定的可预测性,因此,与其说是风险,还不如说是危险更为确



切。 

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发展,风险由以外部为主转向以内部为主。随着科学技术的

发展,人类对自然的认识不断拓展和深化,许多自然现象已经为人类所认识,人类应对自然风险

的能力大大加强,由自然所带来的危险性开始弱化。与此相伴随,由人类自身带来的风险却在

逐步增大。“风险是个指明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的概念,或者换句话说,在自然和传统失去它

们的无限效力并依赖于人的决定的地方,才谈得上风险。”③也就是说,现代社会风险是在自

然和传统的决定权失去“无限效力”情形下的风险,也就是人的决定权具有了大于自然和传统

决定权的情形下的风险。更直接地说,这种风险是人自身带来的风险,是主观性的风险,是反身

性现代性的风险。这种由人自身带来的风险包括了人自身决策所带来的风险以及人们对风险

的认知情况所带来的风险两个方面。这不仅意味着人自我掌控能力的弱化,还意味着人的决

策、认知的不确定性的增加。 

这是一个两难的命题。从理论上看,人因为对自然的认识和掌控能力的增加,应该意味着

人对自身的认识和掌控能力的增加,因人而成的风险应该减少。但从风险社会的理论视角看,

现代社会的风险却是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之后才出现的,是人的决

策、认知等主观性的风险,而且这种风险促使人类社会进入了“风险社会”。 

如果我们把这一两难命题与后工业和全球化联系起来思考,问题就变得清晰多了。众多

的研究把全球化理解为经济的全球化,但除了经济的全球化之外,社会的信息化也是全球化过

程中一个不可忽略的基本内容。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蓬勃发展于90年代的计算机网络,不仅

使信息出现了即时化,而且还带来了人类社会发展方式的变化,即社会的虚拟化。人们不仅从

网络中获取信息,对网络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而且还将大部分时间活动于网络,在网络中开展

以数字化为基础的虚拟活动。而虚拟作为一种“数字化的构成方式”④,作为一种数字化的存

在,使现实的人获得了一种新的生存和活动方式,即虚拟的生存方式和活动方式,并在此基础上

形成了虚拟社会。这种新的生存和活动方式与现实的人的生存和活动方式相互作用,虚拟社会

和现实社会相互作用,促使社会发展呈现出虚拟化的趋势。 

社会的虚拟化带来了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社会信息的即时化。人们获取信息不再像以

前那样,是在事件发生一定时间后获知,这使有关事件的信息可以探究、证实、发酵,通过这一

过程形成相应的事件感知。在信息即时化状态下,虚拟事件本身即成为信息,事件背后的因素

则被遮蔽,这使人们“眼见为实”形成认知,并加以判断。人不再被现实所掌控,而是被虚拟所

掌控。二是信息的爆炸。信息总量快速增长与信息来源、信息渠道的多样化一起,使人处理信

息的难度增加,对信息掌控能力弱化,而这种对信息掌控能力的弱化意味着人自我掌控能力的

弱化。更为重要的是,社会的虚拟化使人裂变。在传统社会的现实中,人在社会分工的基础上

分化为多重主体,而在虚拟社会中人则发生了裂变,由现实的人裂变为现实人和虚拟人两大

类。由虚拟社会非现实性的特征所决定,人在虚拟社会中并非一种现实的存在,而是一种虚拟

的存在,这种虚拟的存在使人可以任意改变自己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从而使人成为与在现

实社会中完全不同的存在。这就构成了一个游离、漂浮、失控的社会个体,也构成了一个虚拟

化、原子化的社会,而这样的社会由于其虚拟性,个体毫无责任可言,因此造就了一个不负责社

会,同时也对现实社会产生消极的影响。虚拟社会的不负责任,使虚拟人失去了责任,而这种无

责任状态反过来影响现实社会,使现实社会的责任意识下降,从而使人的自我失控。 

由此可见,在多重转型共存的背景下,中国社会既面临着传统社会的危险,也面临着现代

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风险,同时还面临着传统社会、现代社会、后工业社会互动而带来的风

险。 

风险风险风险风险社社社社会会会会的基的基的基的基点点点点————————————个个个个体碎片化体碎片化体碎片化体碎片化 

既然现代社会的风险是主观性风险,是在自然和传统失去它们的无限效力并依赖于人的

决定的地方才能出现的风险,是由人的决定和认知形成的风险,那么,在多重风险结构性并存的

状态下,中国社会风险的基点是什么? 

回答这一问题的根本是要明确在中国社会转型中谁可能是决定性风险和认知性风险的发

起者。对此,研究者们大多认同贝克关于“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说法,并在此基础上讨论政

府及其他组织的责任。必须明确的是,贝克这里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是指由于风险社会的

不确定性和定义关系的模糊性,在风险发生后会出现没有组织为风险负责任的现象,因此,这一

说法并不构成风险社会的基点。讨论风险社会的基点必须从风险社会的本性出发,也就是要从

风险社会的人为性或主观性出发,结合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进行。而要从这方面进行讨论,就

必须对做出决定和认知的中国社会的“人”进行思考。 

传统中国社会的“家”作为“紧紧结合的团体”,构成了社会的核心。⑤在这种家庭本

位的社会中,作为个体的人很难呈现并获得应有的发展。梁漱溟先生曾指出中国家族和家庭掩

盖了个体的现象⑥,费孝通先生也曾指出我国的个体是一根一根的柴,而西方的个体则是一捆



 

一捆的柴⑦。因此,在传统中国社会中,作为个体的人是被遮蔽、孤立的、隐匿的人。20世纪

初期发生的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完成社会启蒙的任务,科学与民主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实现,个体

仍然被遮蔽;计划经济时期的“单位制”在根本上也是一种非个体呈现的制度安排,个体仍然

沿袭了传统社会中个体的特性。可以说,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社会中作为个体的人是一种未经

启蒙的、整体的人,或者说相对现代社会而言,是不能满足现代社会需要,与现代社会不一致的

不成熟的人。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经济社会的市场化进程,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开启了

中国社会个体从遮蔽到呈现、从整体性到个体性、从不成熟到逐渐成熟的过程。在这一过程

中,个体呈现出碎片化的特征。 

关于碎片化,人们更多谈论的是社会的碎片化,即社会的原子化现象。但在笔者看来,在

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不仅存在着由单位制解体带来的社会的原子化或碎片化现象,同时也存

在着个体的碎片化现象,即个体由传统社会中的未分化的整体碎片化为零散体。 

个体碎片化的第一个表现是个体的社会疏离。疏离性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这首

先源自于工业化,一方面,大机器生产使居住地与生产地分离,打碎了依托于传统社会的地缘关

系,弱化了传统社会的血缘关系和业缘关系,从而使建立在地缘、血缘、业缘一体化基础上的

“亲密共同体”的社会关系被破坏,导致了社会的原子化;另一方面,传统的观点认为,以大机

器生产为基础的社会分工带来的是社会的“有机性”,是一种更为有机的社会关系,但通过更

深入的分析我们会发现,当大机器把人固定在机器上时,人成为机器的一部分,个体与个体之间

的社会团结越来越依赖于机器所提供的团结方式,即大机器及其所提供岗位的联结方式成为个

体间基本的联结方式。因此,以大机器生产为基础的社会分工强化的不是个体间联系的有机

性,而是个体间联系的机械性,是一种以大机器生产为基础的业缘关系。由此,以工业化为核心

的现代化所构建的是一种疏离性的社会关系。而社会的信息化则进一步强化了社会的疏离

化。这主要在于信息化使全球一体化的同时,也使个体间的联系间接化、虚拟化。而在中国的

社会转型中,这种疏离化的过程不仅受上述因素影响,而且还表现为个体主动的社会疏离。在

利益驱动下,大量个体走出熟悉的社会圈子,使个体既疏离于原有的社会关系,同时又疏离于新

的社会关系,形成个体的漂浮、游离状态。 

疏离性和个体的社会疏离导致了个体原有社会支持体系的解体,从而使个体的社会支持

弱化。社会转型的过程实质上也是个体责任增大的过程。在家庭本位下,家庭所具有的全面功

能为个体提供了全面持久的社会支持,如教育、养老等;在单位本位下,尽管传统的家庭支持功

能在弱化,但其仍然在继续发挥个体支持的功能,同时,单位作为主要的支持系统为个体提供了

正式的社会支持,这使正式的社会支持和非正式的社会支持得到了统一。在社会转型过程中,

家庭的社会支持功能进一步弱化,单位制走向解体,其社会支持功能趋于瓦解。个体主动疏离

社会则使个体远离社会支持体系,游离于社会支持体系之外。这使以往由家庭和单位承担的一

些功能转向个体,从而加大了个体的社会责任,但与此同时个体承担责任所需要的支持体系却

没有建立起来,出现了社会责任个体化的现象。这就进一步强化了个体的社会疏离,使个体的

社会预期弱化,对社会的信任、依赖及关心减弱,少数人甚至出现反社会情绪,趋向自我中心。 

个体碎片化的第二个表现是个体的自我疏离,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个体自我认

同破碎;二是个体自我协调机制的破碎。人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无

论采取何种方式,人都需要与社会联结起来,一方面使个体进入社会,另一方面使社会得以实

现。而在社会关系疏离化的情形下,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社区以及个体与组织之间的联结管道

减少,联结弱化,这必然导致个体产生无根的感觉,从而使个体的社会角色意识缺失。“我是

谁”这一基本问题呈现在处于转型社会中的个体面前。从目前引起社会广为关注的一些社会

现象看,如“富二代”、“官二代”、“农二代”等现象,特别是“农二代”现象具有非常的

典型性,其似农非农、亦城非城的状况使他们找不到自己在社会中的定位,不能明晰自己在社

会中的角色,从而导致个体不能很好地回答“我是谁”这一问题。“对没有社会功能和身份的

个人来说,社会是非理性、无法预测和不成形的。社会功能和社会身份的缺失会使一个人从自

己的同胞社会中被抛离出来,成为‘无根的’个人或弃儿,而此人是看不到社会的。他看到的

仅仅是一些恶魔似的力量,它们似有似无,忽明忽暗,但从来都无法预测。他就像一个被蒙住双

眼的人,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玩一个他不知道其规则的游戏。”⑧ 

在缺乏自我角色定位的情形下,个体自我协调机制也被破坏。首先,个体自我协调的标准

丧失。个体协调个体自身、个体与他人、个体与社会的基本标准是个体的社会定位。个体依

据其在社会中的角色,明确自我,调整自己与他人和社会的关系。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个体社会

定位缺失,这就使个体在自我协调时失去协调标准。其次,个体社会定位的缺失意味着个体在

社会中不断流动,而在社会的强流动性中个体自我协调的场域也会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这样,由

于个体面临的场域不断变化,从而使个体的社会认识模糊化。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将难以理解

社会,从而使个体逐渐远离社会,而社会也将难以理解个体,从而将个体排斥在社会之外,使个

体与社会联结的途径减少,也使个体的社会功能不能有效实现,无从协调自我与社会。再次,个

体自我的内在协调出现失衡。个体是一个由各种关系构成的有机整体,一般情形下处于均衡状

 



态,这种均衡保证了个体的秩序,使个体表现出正常的社会行为。但在上述几种情况下,个体自

我的协调机制必然弱化,从而形成个体的内在张力,导致个体自我秩序的失衡。 

个体碎片化的第三个表现是个体趋向片面化。个体的社会疏离和自我疏离必然导致个体

的片面化。工业化的过程本身就是人走向“单面人”的过程,而多重性的急剧的社会转型则强

化了这一现象,使个体趋向片面化。这种片面化主要表现为个体在认识和处理各种关系时具有

片面性。首先,个体思维方式趋向片面化。个体在简单地把社会归纳为“好或坏”的基础上,

在两极思维中更多地指向“坏”的方面,甚至于只看到“坏”的方面,在个体思维中形成“阳

光性因素”减少,“黑暗性因素”增多的印象,从而最终形成一种片面的社会认识。其次,个体

社会批判趋向片面化。片面的社会认识必然带来片面的社会批判。这种片面的社会批判表现

为指责多、肯定少,社会批判多、自我批判少,外部归因多、内部归因少等众多方面。这种片

面的社会批判同时又进一步强化了片面的社会认识。再次,个体行为片面化。在“黑暗性因

素”增多的片面的社会认识和社会批判情形下,个体社会安全和社会信任缺失,以自我为中心

的“自我保护”意识增强,这种“自我保护”意识在行为上就表现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也即行为的片面化。又次,个体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之间出现紊乱。这表现为个体社会批判的

现象与个体行为现象并存,即个体在批判某种社会现象的同时,却在行为上践行着这种被批判

的现象。最后,个体在各类社会关系的处理上趋向片面化。人是一个关系体系,因此,正确处理

各类社会关系是个体存在和发展的核心要素之一。而在复杂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个体在处理面

临的社会关系时出现了片面化的现象。如在自我与社会关系的处理上,个体更强调自我的需

要,而忽略社会的需要;在市场经济要求的自主、自立与自律关系的处理上,个体更多地强调自

主与自立,而忽略自律;在权利与责任、义务关系的处理上,更强调权利,而忽略责任和义务。 

个个个个体体体体风险风险风险风险管理的本管理的本管理的本管理的本质质质质————————————社社社社会会会会管理管理管理管理 

个体的碎片化是一个历史范畴。也就是说,个体碎片化现象的存在并不是一种永恒现象,

而是我国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是在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个体从遮蔽到呈现、从整体

性到个体性、从不成熟到逐渐成熟的过程中产生的现象,是在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但这也并不

意味着个体可以自然而然地解决碎片化问题,也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略个体碎片化现象带来的

社会风险。 

从风险社会的视角看,由个体碎片化带来的社会风险是个体决定能力和个体风险认知能

力的弱化。就个体的风险认知能力看,个体的社会疏离使个体与社会出现隔离;个体的自我疏

离则使个体自我系统零碎,个体内部失序;个体的片面性则使个体整合自我与社会的能力趋弱,

个体不能有效地判断自我、社会及环境,当面对非经验的问题时,个体对这些非经验问题的认

知就会出现片面性,出现夸大或弱化风险的现象。同理,当个体需要做出相应的决定时,其决定

能力也会弱化。 

个体风险认知和决定能力的弱化,必然带来社会风险认知和决定能力的弱化。社会是个

体作为主体构成的关系体系,当社会主体碎片化时,社会凝聚度不够,个体社会联结的路径较

少,社会共同意见难以形成,这一方面会导致社会的风险认知能力弱化,另一方面也会使社会做

出决定的能力弱化。因此,在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风险在根本上是一种个体的风险。 

抽象地看,由个体风险认知和决定能力弱化带来的风险是个体的风险,其根源也在于个

体,但由于个体是社会的主体,社会是个体关系的有机体,因此,这种个体风险同时也是社会风

险。也由此,个体风险的管理除了个体的治理外,还需要社会的治理,而且在根本上是社会的治

理。只有通过社会的发展,在社会发展中促使个体从遮蔽到呈现、从整体性到个体性、从不成

熟到成熟,才能真正管理好个体风险。 

首先,应加强社会转型的过程管理。从过程上看,从1978年至今的中国社会转型实质上是

一个国家、市场、社会分离的过程。从前30年来看,中国的社会转型主要是经济体制转型,在

这一过程中,中国的社会体制建设和政治体制建设也都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

都没有构成为这一时期社会转型的主题。2006年后,社会转型开始进入社会体制建设时期,这

一时期的建设目标就是通过社会体制建设逐步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当然,在这一过程中,

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要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建设则还处于未完全启动的状态。从未来的发展

看,当市场经济体制形成并得到巩固,社会体制初步形成的时候,政治体制建设才有可能得以凸

显,这主要是由于政治体制建设需要有丰厚的物质基础和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 

应该说,中国社会转型的阶段性具有其内在合理性,这一转型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

也取得了重大成效。但不同时期社会转型的主题不同,也成为个体碎片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因

此,强化社会转型的过程管理,防止不同时期转型主题的过度化,如过度市场化或过度社会化,

并适时预防这种过度化可能带来的个体的片面化,尽量使社会转型过程科学化、精细化,对预

防个体碎片化,防止社会风险具有重大意义。 

其次,要加强社会能力建设,拓展个体社会联结的路径,增进社会团结,整合个体与社会。



不可否认,个体社会关系疏离化是现代化发展中的一种必然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增强社

会团结的可能,其中,拓展个体社会联结的路径应是一种可能的重要的选择。个体社会联结的

路径具有多样性,既有正式的制度性的社会联结路径,也有非正式的社会性的联结路径。从目

前的情况看,无论是非正式的社会性联结路径还是正式的制度性社会联结路径都不能适应我国

社会及个体的发展需要。在正式的制度性社会联结路径方面,存在着社会组织缺失、功能性社

区缺乏等问题。而在户籍制度的改革、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方面,社会组织和功能性社区组

织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个体的社会联结是通过社会组织而得以实现的。 

再次,应加强个体能力建设,促进个体的转型,整合社会个体。应该说,直至今天,我们仍

然沿袭着计划经济体制时代宏大的、一般性的社会建设模式,个体仍然没有进入社会建设的视

野。但以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的社会本身是一个需要明晰主体的社会,因此,个体的明晰对我

国社会的稳定、和谐以及发展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其中,通过社会制度建设,促进社会结构

趋向稳定,促使各类社会个体能够在社会体系中明确定位;强化个体自觉,增进个体和谐;促进

个体适应以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的社会等方面,具有重大意义。 

最后,应加强社会正式支持体系建设,整合社会,为个体及社会发展提供相应的保障。社

会转型的过程是个体社会责任增加的过程,同时也是传统社会支持体系弱化的过程,这使个体

同时面临责任增加和社会支持弱化的两难境地,从而导致个体呈现出对社会的依赖与信任弱化

的行为方式。面对这一问题,部分实践者寄希望于传统的非正式的社会支持体系,如家庭。但

必须明确的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家庭等社会非正式支持体系的社会功能处于不断弱化的状态,

要使家庭承担起市场经济体制中个体的社会支持功能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在社会转型过程

中,应建立起由政府负责的正式的社会支持体系。这一体系不仅应该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

助、社会福利等社会保障方面的内容,而且还应包括社会保障的执行制度和机制等方面的内

容。 

总之,转型过程中我国的社会风险主要是由个体碎片化带来的风险认知和决定的风险,这

种风险是由社会原子化背景下的个体碎片化、个体社会关系疏离化、社会支持体系弱化等一

系列因素导致的,因此,强化社会转型过程管理,加强社会和个体能力建设,构建社会正式支持

体系,促进个体的转型,对于预防和减少由个体风险认知和决定弱化带来的风险具有重要的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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