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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化危机》

内容概要

在《合法化危机》当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对当下现实的分析，而到了《包容他者》，历史的追溯和
现实的批判开始有机地结合了起来，而且，在规范性上也更上了一层楼。规范意义上的民主概念、民
族国家概念以及人权和人民主权概念，都是重建的重要对象。总之，一句话，到了《包容他者》，对
现实资本主义的批判，逐步被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思和对资本主义若干制度的重建所取代。哈贝马斯
社会批判的激进特征到此有了很大的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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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
哈贝马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如果说构成了其政治概念的萌芽的话，那么，这个萌芽期可一直延续
到20世纪90年代。整整经历了20年，才开始绽放出鲜花来，这就是哈贝马斯在交往理性基础上提出的
所谓的“话语政治”概念。我们倘若把《合法化危机》看作是一种社会制度学说的话，那么，“话语
政治”则是一种涉及到现代国家结构和国家体系的政治制度理论。   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解，所谓“话
语政治”，实际上包含着这样几层含义：首先，就政治概念层面而言，话语政治是要打破先前的经验
主义或先验主义的政治模式，建立一种程序主义的政治模式，把一切政治行为都纳入到合乎形式程序
的商讨过程当中。其次，哈贝马斯是想在合乎程序的商讨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进行重建，主
要就是要克服现代代议制民主的缺陷，通过建立一种广泛的政治公共领域，为民主的发展开创一个新
的路线。最后，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看，哈贝马斯是想用话语政治冲破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两难冲
突。
在《合法化危机》当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对当下现实的分析，而到了《包容他者》，历史的追溯和
现实的批判开始有机地结合了起来，而且，在规范性上也更上了一层楼。规范意义上的民主概念、民
族国家概念以及人权和人民主权概念，都是重建的重要对象。总之，一句话，到了《包容他者》，对
现实资本主义的批判，逐步被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思和对资本主义若干制度的重建所取代。哈贝马斯
社会批判的激进特征到此有了很大的削弱
目录：
前言
第一部分 社会科学的危机概念
第一章 系统与生活世界
第二章 社会系统的构成要素 ⋯⋯
第二部分 晚期资本主义的危机倾向
第一章 晚期资本主义的叙述模式
第二章 晚期资本主义增长的后果问题
第三章 危机倾向的分类
第四章 经济危机原理 ⋯⋯
第三部分 论合法化问题的逻辑
第一章 韦伯的合法化概念
第二章 实践问题与真理的关系
第三章 普遍利益的压制模式 ⋯⋯
人名对照表参考文献哈贝马斯著作目录（1952—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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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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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合法化危机》的笔记-全文

        在前言中哈贝马斯提到：“把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应用到已经发生变化的“晚期资本主义”现
实当中导致了许多疑难。”[1]由于这个理论局限的存在，他想要全面引入一种社会科学的危机概念。
危机概念最初作为医学用语是有这么一层涵义，危机是疾病的一个阶段，是客观存在的。但也不能脱
离主体体验来谈危机，危机是主体体会的充分条件。这时危机意味着危机意识。危机理论发展到今天
，在哈贝马斯那里是在系统论的框架内提出来的。然而系统论作为分析工具存在着不足，所以他认为
适当的社会科学概念应当把握住系统整合与社会整合。这样他的危机概念就兼顾了主观性与客观性。
所谓系统整合涉及到的是一个自我调节的系统所具有的特殊控制力。而社会整合涉及到的是具有语言
和行为能力的主体社会化过程中所处的制度系统。可以看到，系统整合着眼于客观性，把它作为理论
架构研究危机问题时，它只研究经验领域的行为问题。所以系统危机是系统的持续失调。[1]（P4）系
统危机是由社会组织原则产生的根本上不可调和的冲突造成的。正是这种根源性的不可调和可以说明
其客观性。社会整合的危机则是一种危机意识，它意识到危机的客观存在。系统成员无法在规范结构
中确认自我，因而产生认同危机。
哈贝马斯在《合法化危机》第二部分第三章中认为有四种危机倾向即经济危机、合理性危机、合法化
危机和动力危机。其中前两个危机是系统危机，而合法化危机与动力危机则属于认同危机。
合法化危机即合法性系统无法在贯彻来自经济系统的控制命令时把大众忠诚维持在必要的水平上
。[1](p65)在系统论框架下看，合法化危机又是投入危机，这是对于政治系统而言的。这意味着只有政
治系统在系统控制中充当控制手段时才有论证合法化问题的必要。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原先处于支
配地位的控制手段——合法权力成为了维持生产的一般条件。经济系统代之成为控制中心，这样经济
交换就减轻了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压力。经济交换纵容市场参与者倾向于策略功利行为领域，以利益导
向行为。经济系统作为社会系统的亚系统，不但肩负起系统整合的任务，也为社会整合做贡献。但是
社会组织结构中存在的不可调和的冲突，也即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矛盾，此时体现为无法解决的经济
控制问题。此时系统整合出现失调。社会成员感到他们的社会认同受到威胁，社会整合也就跟着面临
危机。为了解决经济危这一系统危机，晚期资本主义一方面促使经济集中化、组织化，另一方面强调
国家对市场的干预。经济危机通过国家干预转移到政治与文化系统。不断干扰资本主义增长的倾向可
以用行政手段加以处理和通过政治手段转移到社会文化系统。生产关系一旦重新政治化，便产生合法
性需要。用行政手段处理的社会事物增多了，也就增加了对合法化的需求。政治系统在系统整合中不
断产出控制命令也就需要对其投入大量大众忠诚。国家行为的膨胀会造成对合法性需求超比例增长
。[1](p94)
系统论的概念策略是从每一种社会系统的控制中心来定义各种社会系统的。[1](P7)在晚期资本主义，
政治系统作为控制中心高于社会文化系统和经济系统。政治系统为了维持系统的控制力承担起规划意
识形态的任务。公民参与政治意志的形成过程是实质民主。[1](P50)实质民主会使社会成员意识到社
会结构中存在的不可调和的冲突，从而有可能使系统控制失调。因此行政系统有必要形成符正当合程
序的形式民主来隔离公民的意志，使得行政决策不受公民具体动机影响。于是形式民主既能够输出大
众忠诚又能够避免群众的参与。合法性需求只剩下公民私人性以及结构失去政治意义本身就需要的证
明。然而用行政手段无法维持或确立必要的合法性规范结构，对生活世界进行干预，只会消耗掉虚拟
的有效性规范力量。文化系统又抵制着行政系统的干预。因为作为有效性要求的需要证明的规范有自
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它的发展是定向的。所以，行政行为领域与文化传统领域之间的结构差异就构成
了一种系统界限，限制着通过有意识的操纵来弥补合法性欠缺的努力。[1](94)于是决定合法化危机的
必然是一种动机危机。由教育系统和职业系统构成的文化系统能够提供政治系统所需要的动机，成了
是否能解决合法化危机的关键。
然而文化系统本身不再能生产出私人性。哈贝马斯写道：孕育了公民私人性和家庭职业私人性的前资
产阶级传统正在瓦解，而且无可挽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核心因素，正在因为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受
到破坏。似乎已经暴露出来的规范结构不允许任何具有相同功能的东西来代替被摧毁的私人性动机模
式。资产阶级文化结构已经丧失了其传统主义的填充物，并且被剥夺了私人性的核心。[1](P103)
    在《合法化危机》一书中哈贝马斯的理论还不够完善，虽然他认为确认了社会组织原理以及其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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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调和的的冲突，就能从中衍生出具体的危机类型和可能的解决办法，但是他写道，我还看不出如何
能够令人信服地解决这个关于晚期资本主义自我改造的可能性问题。[1](P54)在文中多出他给出了一
些可努力的方向。要解决合法化问题，要么减轻政治系统的合法化压力，限制它的控制能力，要么增
加文化系统的动力输出。对于后者，他认为可以对合法化的压力只有通过失去政治意义的公共领域的
各种结构才能得到缓和。[1](P78)或者通过有效性论证是文化系统产出意义，这方面希冀于通过话语
建立起主体间性结构，从而产生普遍认同。
[1]哈贝马斯著，刘北成译，合法化危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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