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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克（Ulrich Beck）的《風險社

會》（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1直陳：現代社會科學

技術所帶來的進步是為了補救、延

緩或彌補其造成的危機。弗斯納

（Abraham Flexner）在1930年代也曾

有R這樣的說法：「科學帶給人的問

題勝過其所創造的。」2宛若一核心

意識的指引，貝克看待「全球」當前

的發展，就像是在夢u跳崖，夢u

是甜美、刺激的，但是此舉若為真實

世界所經驗，其疼痛實在令人畏懼。

本文將就貝克的《全球化危機——全

球化的形成、風險與機會》，論述其

內容與觀點。

一　方法論的思考

貝克的《全球化危機》透過宏

觀、敏銳的觀察，提出幾個有關方

法論的討論架構：全球化、全球

性、全球主義；解民族國家化；世

界社會理論。三者形成相輔相成卻

又相生相剋的關連性，因為商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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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球主義帶動全球化的政治議

題；貝克又認為政治議題的前景將

逐步邁向「解民族國家化」的趨向，

然後，此趨向將迫使人類更深刻地

從全球視野來處理整個全球性的困

境，如生態、核武、貧富差距等課

題；可是，這些難題並非無結構地

散漫於全球，相反地，它又是依託

於整個全球，而這u指稱的「整個全

球」，用貝克的話說就是「世界社

會」。於是，「世界社會」的蓬勃與銳

不可擋，正是「解民族國家化」的前

奏曲。

貝克此書依此輪廓運轉本無大

礙，但是，令人驚訝的地方在於，

此書最末兩章：〈歐洲作為對全球化

的回應〉及〈任選的沒落：歐洲的巴

西化〉，幾乎可說是作為德國執政當

局的政經規劃白皮書，例如提出德

國為了在全球獲得獨特的地位，應

該從事環保產品、風險市場等投

資。由此，牽動了幾個問題：第

一，既然貝克的價值判斷是認為「全

球化」、「世界社會」即將來臨，為何

又念茲在茲繫於「德國」的發展？第

二：貝克雖然窺見了「世界社會」的

萌生，可是卻恐懼於這個「世界社

會」危機所能造成的所謂「巴西化」，

那麼如何使人相信全球化危機的解

決之道，是「沒有民族國家的逃脫之

路，只有跨國的逃脫之路」？難道全

球化危機的出發點其實是依據歐盟

與德國的需要與境況為定奪的標

準？

整個方法論上的疑點在於，

「從鉅視的全球觀點，論證某一國家

生存的危機意識，然後，一面主張

國家將消亡，又一面把國家作為關

鍵的討論對象，進而企圖論證世界

社會將屆」。換句話說，如果全球化

危機的形成、風險與機會的創造都

是基於全球化的立場與角度來辯

證，則此一方法論上的疑慮將能解

除。釐清此核心課題，將有助於吾

人深入分析貝克此書意欲呈現的主

題之間的關連性。以下筆者分別由

經濟：資本主義的創造與毀滅；政

治：解民族國家化的發展；社群

（community）：跨國組織對形塑世

界社會的助益；人性：人存在的前

途與焦慮等角度，剖析貝克著作之

要旨。

二　經濟：資本主義的
猖獗與毀滅　　　

所謂資本主義的「猖獗」或「毀

滅」無疑帶有規範價值判斷的意味，

不過，這在某種程度上正好表達了

貝克的立場。在第一章中，貝克指

出「虛擬的納稅人」的根源在於全球

化的流動，因此資本（企業）家不斷

謀求成本最低化、利潤最大化，而

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將投資地、生產

地、行銷處、居住地等加以區隔，

基準是：哪u成本低廉就往哪u

去，結果是「全球化的富人」在各種

地域自由來去。然而這種來去並非

雜亂無章，仍然以居住的國家為核

心。這些企業家往往住在固定國

家、享受一切的公共設施，卻企圖

牟取自身的利益，是「全球經濟挖空

了民族經濟和民族國家的根基」3。

那麼，這些被挖空的經濟效益哪u

去了？貝克並沒有回答這個問題。

我認為，答案其實就在貝克自己所

深深掛念的「無工作的資本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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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主義將成為並製造失業」4。

既然無工作，為甚麼還可以說是創

造經濟效益的資本主義呢？這與「科

技」的發達密切相關。科技竭盡所能

以最精簡、最不佔空間、最不需勞

動力的手段，形成所謂「資訊社會」

（information society）。表面看來這

是進步，不過，整個局面的實質卻

是「買空賣空」，因為最昂貴的東西

往往是無法看到和具體掌握的，如

程式設計、電訊、網路通訊等等。

換句話說，創造這一部分成果的

人，以「虛擬」的時間、空間大量集

中財富，並宣稱對世界、人類有所

貢獻而哄抬價格，使得愈看不見的

生產其價格愈高，進而愈需要以生

產看不見的產品謀取利益。所有人

被截然地分割為兩種：一種跟得上

此浪潮，一種是隨時被此浪潮甩掉

的工作者。這是當代資本主義的猖

獗之處。

不過，當資本主義者所創造的

經濟利益一旦只歸屬於某群能跟得

上潮流者，那麼生產與消費將變成

「高額度的買空賣空」，「觀念是空

的，不再能理解、說明、煽動。籠

罩在世界之上的陰霾，其原因或許

在發霉的語言上」5。然則，空的不

只是語言，還包括無形的智慧、價

值、判斷的牽制。方興未艾的知性

經濟與知性社會將衝擊二十一世紀

的世界，因此，當代資本主義也蘊

涵R終極危機。這種既非天生自

然，亦非人力製造，不是看得到或

摸得到的資源，就是知識！知識把

人鑲於全球的鋼筋結構中，然後，

以知識作為販售的頂級物資。權衡

看不見的物資價值的具體方式是將

知識轉變成鈔票，資本主義沉淪到

以鈔票「面額」作為創造生產優劣的

根據，由此埋下毀滅的因子。屆

時，全球將形成幾種主調：一是資

本主義者的生活與文化失去生命

力，無法再席捲全世界，因為能被

席捲的已經殆盡了；而另一種則是

「非資本主義」，它的本質是貧窮、

萎靡、寂寥或者更多更多；此外，

也有可能出現「均貧的共產社會」，

它會成為資本主義淪落者的天堂。

三　政治：民族國家的消解

貝克提出，全球化是解民族國

家的淵源，意指無世界國家且無世

界政府的「世界社會」，一個全球性

的、被解組織的資本主義正在蔓

延。但是，目前並無霸權力量和國

際政權（不論政治的或經濟的）對全

球化加以主導，所謂「柏林機場的加

利福尼亞的廣播」6、社會學成為

「全球化社會學」7，是迫在眉睫的

趨勢。貝克不願看到國家的解消，

卻又認為國家將被湮沒，關於這點

可從幾點事實說明，如：墨西哥美

國人與美國墨西哥人；非洲不是大

陸而是一個概念；跨國組織、事

件、社群、結構無所不在。

筆者承認，自從現代、後現代

社會出現後，跨國組織的確比以往

豐富多元，不過，跨國組織可以從

根本上替代人類對國家、民族的依

賴嗎？在現今「世界社會」的運作過

程中，無疑出現了許多主導R全球

性課題的跨國組織，宛若意欲將國

家的組織解消；但是，為甚麼自第

二次大戰後國際間的國家數目大量

地增加而非減少？這究竟是因為民

科技竭盡所能以最精

簡、最不佔空間、最

不需勞動力的手段，

形成所謂「資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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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積極建國成為趨勢？還是對貝克

來說，整個「解民族國家化的步驟」

是先建立國家，繼而建立跨國組

織，最後解消民族國家？但是，這

樣無法解釋美、英、德、日等全球

化顯著的國家為何要爭取當今國際

社會的主導權。依筆者看來，解

民族國家化的論述不如以馬克思所

謂的「工人無祖國」來詮釋更為確

切。因為對很多人來說，由於受客

觀環境、生存空間與條件的限制，

國家幾乎是一種命運而非選擇。例

如，中國大陸十多億人口中，究竟

有多少人可以自由地從一個國家

到另一個國家，以作為解民族國家

的助力？換成是印度，情況亦相去

不遠！

因此，在全球化的氛圍u，與

其說是解民族國家化，不如說是在

國家既定的權責之外產生了許多必

須經由全球才可解決的事務，於

是，必須創造另一種由各國籌組而

成的全球性活動的權力機關。職是

之故，筆者認為貝克的「解民族國

家」很難實現，因為國家與跨國組織

間是互相牽制而又彼此修正的。

四　社群：跨國家與世界
社會的辯證　　　　

在貝克的論述中，跨國的概念

影響R社會文化的格調，其中包含

個人與集體方面。就個人而言，如

墨西哥美國人或美國墨西哥人；就

集體而言，跨國概念是以組織面貌

呈現的，例如，回饋地方的同鄉組

織、綠色和平組織、聯合國組織等

等。對貝克來說，這一切發展趨勢

的結果就是「世界社會」的形成，以

及「跨國國家」的出現。

全球主義（全球資本主義化）形

塑的社會文化，不斷透過跨國力

量，例如世界銀行、種族衝突、貨

幣危機、體育競賽、軍備競賽、金

融趨勢、環保運動等等，滲透至眾

人的生活中。貝克認為，這些無所

不在的課題並非「命運」8，因為這

一切都是人類決定的後果。對貝克

來說，這一切兼具普遍主義和特殊

主義、結合和分解、中心化和解中

心化、衝突和和解。這些思想非常

具有「解構」意味，整體似乎邁入某

種不斷交錯與切割的脈絡u，使人

難以窺其全貌與本質，這種時代精

神反應到現實生活中，形成多元化

的社會，但卻又會隨時陷入貝克所

言的碎裂狀況：也就是成為沒有（世

界）國家的世界社會、多地方的世界

社會、去差異化的世界社會；跨國

國家是非民族國家也是非領土國家；

不是國際國家也不是超民族國家，

而是全球地方國家。之所以如此，

原因是：防禦全球化與經由跨國合

作和經濟、政治、軍事、法律、文

化等面向中的互賴性9。貝克的觀

察是，全球化形成之依附、落實和

安全保障必須立基於「跨國內政」bk

的概念，也就是全球的事務轉軌成

內政處理的意識，因為「世界社會」

的順當運轉仍有賴於「政治」力量。

但是，筆者要重新估量貝克的

想法：第一、此統籌之「跨國家」的

組織為何？聯合國嗎？美國嗎？還

是「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的

中國？這是個需要深思的議題。如

果是由聯合國統籌，那麼便要回到

「國際」合作的形式，如果是這樣，

全球主義（全球資本

主義化）形塑的社會

文化，不斷透過跨國

力量滲透至眾人的生

活中。貝克認為，這

些無所不在的課題並

非「命運」，因為這一

切都是人類決定的後

果。對貝克來說，這

種時代精神形成多元

化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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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便得問：「跨國家」與「國際」有

何不同呢？第二、從去年科索沃、

東帝汶的事件中國際勢力的介入來

看，民族國家的興衰雖然受制於聯

合國的干涉力量，但卻不能由此認

為民族國家意識蕭條。筆者並不贊

成貝克所說，「世界社會」藉R跨國

家所建構的力量將被替代或解消。

筆者認為，民族國家的意識依然存

在，而世界社會的運作也能繼續發

達，兩者的關連並非相互化約，而

是相依相存。

五　人性：人存在的前途
　　與焦慮

在消費社會的時代u，人的價

值是依據其消費能力來衡量，世俗

的成就更是以個人創造多少財富定

義，這個情勢隨R全球化愈演愈

烈，因為，人的選擇多元化，各地

方的潮流藉由傳媒不斷湧向全球各

處，淹沒了人自身的存在意義bl。

有見於此，貝克認為透過教育可以

為個體在全球化過程中找到安身立

命的軌道。對貝克而言，教育並不

是以認知、情意、技能等為目的，

而是提高「解決複雜的未來問題的

能力」，勞動者必須經過知識增值

或重新形塑。如果教育制度更能

切合世界的脈動，人或許不必因

為面對全球化的變迭而感到無所

適從。

除此之外，如同《資本主義的

文化矛盾》作者貝爾（Daniel Bell）

指出：資本主義在前工業化階段的

主要任務是對付自然，在工業化階

段便集中精力對付機器。到了後工

業社會，面臨的是人與人、人與自

我的問題。資本主義在這方面欠帳

過多，急需補救調整，新宗教必須

在人際關係和個人重新認識社會才

能求得，從而成為維持社會一統的

精神支柱bm；後工業化社會的中心

是服務——人的服務、職業和技術

的服務，它因而是人和人之間競爭

的世界。此外，從一個研究室的組

織，一直到醫生和病人、教師與學

生、政府官員和請願者的關係，他

們連結的原則是合作、互惠，而不

是協調和層級節制，因此，後工業

化社會也是群體（c o m m u n a l）社

會，其中的社會單位是社群組織而

不是個人bn。

與貝爾的觀點相反，貝克認

為，科學知識帶來的變遷蘊涵R使

人的群體認同消褪，從而加深個人

生活的不確定性與無認同感，例如

墨西哥的美國人和美國的墨西哥

人，他們到底代表誰？而不斷來往

於各國大城市或鄉村間的人們，到

底屬於何地呢？全球化過程的確具

備多元選擇的機會，但是，對生

活事宜之選擇，應該多到怎樣的

程度才算充足？又如果人們已經具

備多元的選擇，那麼會否成為「選

擇」這個行為的奴隸？貝克在此書

中並未表示意見。筆者認為，上述

問題應該從個人與自身、個人與群

體的互動關係重新了解：「人之存

在」這個現實，必須在全球化的風

潮u找到共同的認同與維護的意

志，否則，馬克思所說的「物化」恐

怕會再度來襲，只不過此次是世界

被全球化構築的蜘蛛網牢牢纏

住，而所謂「人類毀滅」說不再是空

穴來風。

筆者認為，「人之存

在」這個現實，必須

在全球化的風潮%找

到共同的認同與維護

的意志，否則，馬克

思所說的「物化」恐怕

會再度來襲，只不過

此次是世界被全球化

構築的蜘蛛網牢牢纏

住，而所謂「人類毀

滅」說不再是空穴來

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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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全球化危機》六　結論：全球化與

　本土化　　　

透過方法論、經濟、政治、社

會文化及人性等面向討論貝克的著

作，這樣的歸納與其說是評論不如

說是反思。全球社會的來臨已經明

顯地呈現在眾人眼前，也正不斷地

被吹捧、關心，不過，是否也該從

另一方面思考：已被遠拋或遺落在

全球化時局之外的人群如何生活？

如何存在？如果用「適者生存」或「生

命自有其出口」一語帶過，恐非負責

之作法，會不會有一天人類的區分

指標變成「全球化人類」與「非全球化

人類」？這樣還不算最糟，如果兩者

形成末路或敵意相向，那才是人類

的悲劇。

再者，在貝克的全球化構想

中，不斷談到全球地方化，這個論

題稍顯太躍進了，因為在全球地方

化之間，其實還有更應即刻面對的

「本土化」議題。如果本土化沒有成

功、沒有成形，那麼全球地方化只

是某種矯揉造作、缺乏真正生命力

的文化，這將帶來認同與歸屬的混

淆；當然，不可諱言，本土化亦非

易事，在筆者看來，它應由政府此

國家機器來膺任，這也是為何筆者

深信民族國家不致於隨R全球化的

蓬勃而萎靡，反而可作為全球化歸

趨之際，一個平衡各地內部精神與

認同的力量。

1930年代，IBM創辦人之一的

華生（Thomas Watson）擔任紐約商

人協會主席，當時因為經濟大蕭

條，美國總統羅斯福厲行新政，並

要求大企業配合，不少企業營運因

此受到影響，華生入白宮向羅斯福

遊說，請他對企業界高抬貴手，羅

斯福卻回答他：「親愛的華生，請你

回去告訴你那票商人和銀行家朋

友，我才沒空理他們，我現在要拯

救這個國家，如果這個國家得救

了，他們也會得救。」華生感慨之

下，後來說了一句名言：「商人看事

情的角度和其他人不同，商人認為

對的事情，對國家來說常常是錯

的。」對於全球化的時局，我們或許

應該採取羅斯福的態度，不要因為

既得利益者把整個思潮、行為指向

全球化，眾人就劍拔弩張地跟隨，

在這樣的風潮u，反而需要更多人

從本土化的立場出發，給全球化一

個下台階，也給全體人類多一個下

台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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