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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6/2021_2022__E8_B4_BA_

E5_8D_AB_E6_96_B9__c122_486166.htm 如果政府所作决策受

到了民众的抗议，不要以为错误总在民众一边。政府也可能

犯错误，如果不是在实质上损害了人民的权利的话，也很可

能是程序上缺少正当性。一遇到百姓激烈的反抗，就认为是

有人教唆，就说是什么敌对势力指使，一派“冷战”思维，

这不只是违反了民主原则，而且也体现了某种为官心理上的

不健康。 因为今天的社会越来越趋向多元，利益参差，观念

歧异，视角不同，所以，某种全体共识的达成几乎是不可能

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在决策的时候，由于涉及到利

益的分配，那些认为自己利益受损的人们少不了要表达自己

的不满。例如，政府要建设一家工厂，好像有很多的好处，

外来投资的增加，就业机会的扩大，GDP增长⋯⋯但是，如

果这样的工厂可能带来污染，直接危及所在地方居民的健康

和安全，居民当然要提出质疑甚至出来抗议。怎样的方式是

解决这种冲突的有效办法呢？ 答曰：民主。让百姓自己决定

应当如何决策，当然，风险也由决策者承担。我们需要为这

种民主决策提供适当的程序，让不同的利益集团能够参与其

中，各展其志，经过充分的审议，最终作出决议。不少国家

的情况表明，议会正是这类决策的最好的平台。为了使得各

种意见都能得到表达，游说者们使出浑身解数，合纵连横，

极尽摇唇鼓舌之能事；代议士们唇枪舌剑地展开辩论，把不

同的利益诉求清晰地展现出来，也把相关决策的利弊得失加

以细致的论证。与此同时，通过多种媒体让公众及时准确地



了解完整的信息，从而有助于决策的执行。 当然，即便是民

主的决策，因为大多情况下依据的是多数决原则，难免损害

少数人的利益。这是民主体制下难以完全解决的问题。我们

需要通过其他途径让少数人的权利得到尊重，例如言论自由

，以及更宽泛的表达自由。这种自由能够让任何人都有机会

向公众论证其利益的正当性，展示他们所受到的损害，引发

社会观念的改变。另外，像结社自由能够让弱势者团结起来

，游行示威自由可以确保人们表达愤怒的权利。所有这些，

都可以逐渐改变一个社会的权利-权力格局，让社会观念发生

潜移默化的变化，带来一个真正和谐的社会。我们看到百年

来工人阶级、妇女、有色人种、乃至同性恋者等人群地位的

提高，都是依靠这种方式获得的。 不过，道理虽然如此，真

正实现起来却是相当不易。最严重的困难来自政府总是以为

自己是正确的，一切对立的观点都是必须压制的，也就是前

面所说的那种内部事务处理过程的“冷战思维”。压制的结

果只能使得不满愈发强化，对抗日趋激烈，一些最初抱着善

意和建设心态的批评者逐渐被推到敌对的一边，最终走向一

种不可收拾的结局。过去我在这里曾经引述过歌德的一个观

点，不妨再重述一次??在歌德看来，政府需要对正义加以细

心地维护，要头脑清醒，根据民众的要求适时地改进各种制

度，如此一来，社会秩序就能够维护，而不至于陷入动荡之

中（参看《歌德谈话录》，杨武能译，浙江文艺2004年版，

页21）。 值得我们深究的问题是，在怎样的条件下，政府才

具有那样的妥协精神？除了民主建设之外，还需要在政治法

律文化与体制上作出怎样的努力？毕竟，人类历史上这种不

妥协所导致的悲剧实在是太多了，但是，能够汲取历史教训



的国家却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