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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现代文阅读（9分，每小题3分）

如何应对“文明风险”

范正伟

近来，借助大众传媒，我们目睹了许多公共安全事件：大连海上原油泄漏，南京废弃塑料厂爆

炸……

联系此前国内三聚氰胺等事件，使人想起了德国著名社会学者贝克的一段话：原本无害的东西

突然间怎么就有危险了。肥料变成长期毒药，造成普遍的后果。过去一度被大肆夸赞的财富来

源（核子、基因科技等）一变而为不可见的危险来源。

正如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所揭示的，在后工业化时代，人类正步入“风险社会”。与传统
的自然风险或者“外部风险”不同的是：今天的风险则更多地来自人类自身，所谓“人造风
险”或“文明风险”，它是人类发展、特别是科技进步造成的。

如果说传统风险源于“无知”，那么文明风险则更多的来自于知识和分工。现代化给人类带来了
高度的自由与便捷，同时也带来了高度的脆弱与风险。越是发达的科技，内部组成的密集度和

复杂性就越高；越是细密的分工，相互的依赖和影响程度就越高；越大规模的城市，安全布局

的合理性就越高，而一旦其中某个部位或环节出了问题，就会造成想象不到的风险。

作为风险的对立面，安全是人类的首要诉求和基本价值。对公共安全的维护，是政府的基本责

任。而面对“风险社会”中种种非传统风险，政府需要从行政理念到管理手段上的一系列转变。

与传统风险不同，人造风险则具有隐蔽性、不稳定性和突发性，仅以“水来土掩”的方式已难应
对。这就要求政府摒弃以往的安全主义文化，以及面对风险时的鸵鸟政策，代之以风险文化。

在管理中，树立预防理念，防患于未然；风险来临时，有“条件反射”般的应急能力，实现社会
动员，最大程度降低损失。近日山西煤矿爆炸、南京废弃塑料厂爆炸，前者是非法藏匿炸药所

致，后者则被通报施工安全管理存在漏洞，这些都不能不说与政府风险文化的缺失有关。

我们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况，事件发生后，人们向一个个机构求助问责，但得到的往往是“请
向有关部门咨询”“这与我们无关”等回复；甚至在情况危急的时刻，还有人在进行着归谁负责、
向谁请示的“淡定”商讨。这种“有组织不负责”现象，往往会扩大和恶化风险。因此，面对风
险，除了严格贯彻《突发事件应对法》等法规，还应该认真检讨风险决策机制，看看分工是否

够明确、配合是否无缝隙、权责是否相一致。

从某种意义上讲，风险是与现代化伴生的一种代价。就像亨廷顿所言，“现代化孕育着稳定，
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传统与现代的交织、农业与工业的更迭，使转型期中国比发达
国家面临更加多元复杂的风险。但“风险也是一个致力于变化的社会的推动力”，在风险频发的
今天，如何进一步思索对公共危机的管理，如何走出“有组织的不负责任” 的怪圈，如何培育全
社会的“风险文化”，这将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必解之题。（节选自2010年8月5日《人民日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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