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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fph)2003－2010 年的大政方针以前二十年被划分为两个阶段的工作为

基础。大政方针除了得到这些最初尝试的滋养外，还深受源自 2001 年 12 月世界公民大会的

21 世纪记事表的影响。

本综述是一份约有 60 页左右的更长的文件－即 2003－2010 年计划(参见 Bip 2547)－的引

论。作为基金会计划出发点的基本事实是：人类之间、社会之间以及人类与生物圈之间的相

互依赖不断增加，并变得不可逆转。然而，那种无共同 参照、无合法机构、无公正、无责

任、无团结、无共识、无远见、无分享目标的“世界社会”一浮现便急遽走向死胡同。为了使

人类探险得以继续，21 世纪必将是 一个巨大变革的世纪。基金会充分利用其独立性和长期

行动的可能性，服务于这一挑战。基金会许诺要为我们社会的长期变革作贡献。为此，她支

持一个能够设计和 带领治理革命、共同伦理基础、新发展模式这三大变革的世界共同体的

产生。

 

全文：

引论(1)

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有 20 年历史了。2003－2010 年计划继承了这 20 年的工作；它们被划分

为两个阶段，以第一次休假 期(1988 年－1990 年)为界。从成立以来，基金会便试图把自己

定义为一种虽受不变的前景指引但道路却在行进中寻找的人类探险，并致力于体验这一探 

险。

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因其创始人夏尔－雷奥波•梅耶(Charles Léopold Mayer)的遗赠收益而独

立自主，拥有长期行动的资源；她始终认为自己的义务是为当代世界的重大挑战服务，即便

自身的弱小规模与这些挑战无以类比。

2003－2010 年计划是第二次休假期(2002－2003 年)的成果。这一休假期是 12 年工作(1990－

2002 年)的延续，它得以总结获得的经验，跳出日常工作巢穴，分析截至目前所开展的各类

行动的优点和弱点。

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从第二阶段至第三阶段过渡的特征既是继续，又是转变。继续既可从抱

负(服务于重大挑战)和风格(一种道 路需要在行走中寻找的长期人类探险)中读出，又能从优



先任务以及从 20 年学习中得出的方法中发现。变革则有三个源泉。首先，世界从 1990 年以

来经历了深 刻的变化；基本挑战虽然依然相同，但经济、政治、社会、知识、科学和技术

背景发生了变化。其次，行动本身已深深地改变了我们，导致我们以别种方式进行自身 定

位。最后，所作的经验积累总结揭示出了我们的弱点，我们的局限以及我们的矛盾，要求我

们予以弥补。

以下文本介绍了基金会的计划，然后对其进行详述说明，展示在每个阶段新的大政方针是如

何被定义与确定的。计划在很大程度上以一项经验总结研究的临时综合报告为依据。

制订计划所采用的方法以及指导计划实施的方法得益于基金会所从事的关于协同治理的思

考。虽然一个基金会的治理并不是一个区 域和一个国家范围的公共治理的直接搬移，但

是，我们已经检查证明，有关不同类型机构的治理的思考都殊途同归。因此，下文的结构和

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受到 2003 年在《破碎的民主》一书中所阐述的“治理的共同原则”的启发；

这也是为什么文中频繁援引该书，尤其是有关论述合作伙伴关系和组织的章节。

1. 2003－2010 年计划综述

人类之间、社会之间以及人类与生物圈之间的相互依赖在不断增加。全球化、全球范围各种

性质的相互依存关系的发展已不可逆 转。由于世界人口的增加，由于地球资源难以承受的

压力的增加，由于权力与财富的高度集中，在过去两个世纪中曾先在西方，然后又在全世界

占主导地位的发展模 式业已过时。那种无共同参照、无合法机构、无公正、无责任、无团

结、无远见、无分享目标的“世界社会”一浮现便急遽走向死胡同。为了使人类探险得以继

续， 21 世纪必将是一个巨大变革的世纪。这些变革将涉及我们的思想、感受、生产、消

费、沟通与处世的方式。虽然人人都已知道或感受到这一点，但是，从最弱小者 到最强大

者，从最穷困者到最富有者，都趋向于自我禁锢在自身的无能为力之中，并因此而不承担因

应重大挑战的责任。应当奋起反对这种无能为力，反对这种不负 责任。而事实上，这一反

应已在全世界发生。

基于这一自九十年代起便已形成的信念，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从 1994 年起就支持“促进一个

负责、多元与团结的世界联盟”的 诞生和发展。基金会坚信唯有世界各地区和各界之间的对

话才有可能催生一种集体意愿和共同前景，遂于 2001 年在“联盟”的框架下，通过召集首届世

界公民大 会，组织了这样一种对话的样板，圆满完成了对各种主题性、社会职业性或地缘

文化性的国际网络建设的支持。这些网络并不局限于分析和揭露。它们拟订了各种建 议提

案。对这些提案以及对曾把五大洲各社会阶层的几千人动员到一起的世界公民大会研讨成果

的综合，以惊人的方式揭示了一些迫切的任务，也即 21 世纪降临之 际人类的紧急任务。它

构成了我们的－词源意义上的－共同记事表的内容，即：必须被完成的各种事务。人类进步

基金会的 2003－2010 年计划系根据这一记 事表制订。

记事表宣布了两项优先变革：包括生活方式、生产、消费和交换方式在内的发展模式的变革



以及协同治理的变革－即：社会组织与 管理并保证社会和谐、公正、和平、多样化、个人

发展、保护资源、准备未来的艺术。维系这两种变革的，是伦理：建设一个可生存的世界社

会则意味着就共同的伦 理原则达成一致意见；环境以及宗教和哲学传统上的巨大差异不能

成为推迟寻求管理共同的地球所需的共同伦理标准的理由。

两个世纪以来，手段曾趋向于取代目的：为科学而科学、为市场而市场、为增长而增长、为

强大而强大、为富裕而富裕，直至无论 生命还是物体，一切皆沦为有标价而无价值的商

品。协同治理和伦理是两种不可分离的手段，可用以重新肯定目的高于手段，并重新赋予民

主以意义－即人类共同体 确认其意愿，以便主宰自身命运而不成为那些正在改变人类而人

类却不再能加以控制的机制的盲目玩弄对象。

然而，谁能承担起一种如此宏大的集体抱负呢？主要政治和经济权力，明确地说也即各大国

和大型企业究竟有无这方面的能力、合 法性、远见和意愿呢？虽然一种合法、民主和有效

率的世界治理已是必不可少的当务之急，但却没有政治共同体来建立这一世界协同治理。大

多数有可能成为其雏形 的世界性或地区性组织结构－比如联合国和欧洲－都面临危机，并

被囚禁在国家主权的幻觉之中。在这一历史格局中，必须走出那种政治共同体缺位、调控机

构缺位 和远见缺位互相维持的恶性循环；为此，应当建设一个世界共同体，联合各大洲和

各界清醒意识到自己的义务和挑战的人们，共同合作，设计和带领这些变革，汇集 他们的

经验、他们创造性和他们的能量，建设一个负责、多元和团结的世界。这一共同体的建设对

于设计和带领必要变革必不可少，而且它本身已是一个了不起的变 革。因为，共同的伦理

可以透过这一共同体得到构思和存在。这也是协同治理有待建设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所

以，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希望与其他角色一起，为这 一世界共同体的诞生作出贡献。

这是不是一种空想？一个不可能的梦？异端幻象者的计划？我们不这样认为。一个世界在行

进，一个世界在求索。一个由全球化现 实所支撑并因传播手段革命而成为可能的多重形式

的公民社会问世了。各种研究者、企业家、非政府组织、工会、社会运动网络得到加强。人

们也许可以批评它们通 常还过于零星分散、行会主义或为反对一个共同对手而结盟，而不

是围绕共同的前景而联合。但是，一种演变正在发生；这种演变从“反全球化 

(antimondialisme)”一词在两年时间内已被“另一种全球化(altermondialisme)”所取代这一用词

变化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 反映。这是一个开端，一条漫长道路的开始。

将来的变革不会从天而降。它们需要在各地被设计、被试验、被想象。一旦孤立隔绝，它们

即会丧失力量；因为，按保尔•里科尔 (Paul Ricoeur)的说法，“权力因人们共同行动而存在，

因人们的分散而消失”。世界共同体的建设必须能通过汇集经验，并帮助其改变规模，来创

造权力。所 以，在人类进步基金会的计划中，建设一个世界共同体和共享经验这两者不可

分离，并要求在全球和地方层级之间不断来回往返。

一条看不见的线将协同治理、伦理、另一种发展以及一个世界共同体的兴起连系在一起。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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