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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类进入了全球化、后工业
化进程，与之相伴的是社会呈现出了高度复杂性和高
度不确定性，并以风险社会和危机事件频发的形式直
接作用于我们的生活，使人的共生共在的主题突出了
出来。全球化、后工业化意味着人类社会的再一次历
史性转型，即实现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
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中，社会建构是
从抽象的、原子化的个人出发的。启蒙思想设定了人
的权利，随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兴起则发现了人是
利益的追逐者，并据此而建构起了我们既已拥有的这
个社会。鉴于这个社会已经陷入了风险和危机事件频
发的状态，面向未来的社会建构方案必须实现出发点
的根本性变革。我们认为，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
的社会建构需要从人的共生共在出发。在此过程中，
社会科学研究所应承担起的使命就是，探索如何从人 的共生共在出发去开展社会建构。
《为了人的共生共在(精)》是张康之研究政治哲 学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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