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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腐败话语实质上是一种道德判断或者道德评价，指涉一种伦理之恶，标识了一个由好到坏、由善
到恶的过程。
未经反思的日常语言割裂了腐败与伦理的内在联系，使得腐败判断丧失其规范性。
我们在重视实证研究的同时也要赋予腐败研究以伦理关怀。
腐败问题的伦理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澄清概念，避免将腐败研究建立在一个不恰当的基础之上；同时还
可以帮助我们树立反腐败的正确观念，避免可能出现的道德混淆。
腐败问题的伦理研究为腐败的应用研究提供价值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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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韩丹：1980年生，女，湖北武汉人，毕业于中山大学哲学系，主攻应用伦理学方向，获哲学博士
学位。
现为广州医学院卫生管理学院副教授。
自从事应用伦理学研究以来，在国内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多篇论文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
心全文转载；出版专著一部；并主持多项省市级科研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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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高贵的腐败”的准因果性与目的式辩护不兼容。
主张“高贵的腐败”可辩护的主要理由是该行为指向一个善的目的。
辩护者所凭借的“善的目的”指行为主体在意志中现实化的行为目标或目的。
辩护者所赞同的“高贵的腐败”是指帮助这些目的实现的腐败行为。
也就是说善的目标的实现必然要以主体意志介入的破坏行为为中介，那些被破坏的对象本身不是行为
主体欲求的目标，但是要实现那些目标，有些东西必然要被破坏、被违反。
在警察伪造证据的案例中，伪造证据的目的是为了将犯罪嫌疑人绳之于法，但是要实现这个目的，警
察必须违反其职责要求。
显然，破坏制度、违背职责并不是该行为的直接目的，但是警察一定要通过破坏制度和违背职责的手
段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也就是说，制造伪证的行为一旦确认，它必然隐含着破坏制度的后果。
分析到这里，我们看到了腐败行为是具有因果性的，尽管这种因果性不像“打开冷气，温度就会降低
”那样直接；我们也看到腐败行为是具有目的性的，但是这种目的性不足以将腐败行为从不道德行为
中甄别出来。
谈及善的目的，辩护者怀想的往往是以后果形式呈现出来的好的事态，或者某种假言式意愿。
无论是何种情况，腐败的准因果性质决定了目的不能为其提供合理的辩护。
　　第三，对“高贵的腐败”的辩护不具备道德判断中的优先性。
“腐败”隐含着秩序与过程的理念。
秩序理念奠基于如下形而上学假定：（1）善与恶的区分是存在的，且存在用以判断善恶的秩序理念
；（2）世间的一切要最大限度地被秩序化，且价值内在于秩序系统之中。
过程理念以善恶关系为基础，将腐败视为善被剥夺、秩序被瓦解的过程；也是由善趋恶的过程。
腐败总是关于过程的言谈，我们从作为善的秩序与关系中去把握这些过程的起点，又从作为恶的表现
的异化与错位中去把握这一过程的终点。
腐败本身不具有实体性，它栖身于善，更准确地说是依附于作为意义总体的秩序。
“高贵的腐败”以“善”之名为腐败辩护时，恰恰误解了“善”的所指。
当我们为腐败辩护时，我们必须先确定它所依附的善。
只有从善的缺乏和被破坏的秩序之中，我们才能觅得有效辩护的合理性基础。
在腐败语境下，对秩序或制度的维护往往优先于对其他诸善的提升。
对于伪造证据将犯罪嫌疑人绳之于法的警察来说，伪造证据的行为虽然成就了他自己的私人判断，却
破坏了公正客观的司法制度。
主张正义的行为诉求并不会改变行为本身不正当的道德性质。
所以，即使“高贵的腐败”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辩护，相对与行为正当性而言仍然不具备优先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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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道德辩护与道德困境：腐败问题的伦理学探究》共分六章内容。
第一章是隐匿的伦理意蕴——腐败的多种面相解读；第二章是伦理之维的缺失——惯用的腐败定义质
疑；第三章是伦理阐释——（制度）腐败是什么；第四章是伦理原则的误用——合理化辩护批评；第
五章为伦理阐释——为什么反腐败；第六章为预防腐败——美韩日伦理法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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