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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从卡尼曼（D.Kahneman）由于从事经济心理学的研究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这一学科领
域，经济心理学及其分支学科——福利心理学也已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学术界已普遍认同，应该学会从心理学、心理变量的角度理解人类社会中的各种社会、经济现象
，从而正确解释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关金融投资、消费、福利、失业、贫穷等种种现象与现实问题。
　　此外，引进心理学中的实验方法研究人类社会、经济现象也获得了普遍认同，用实证、实验方法
对人类社会中的福利现象进行研究也是方法论上的一大突破。
　　福利理论经历了经典与现代两个发展阶段。
最早的经典福利经济学的创建者为英国剑桥学派代表人物庇古及其代表作《福利经济学》（1920）。
之后，西方学者围绕经济福利及其检验标准、福利与收入分配、福利与资源配置等问题进行了长期而
深入的研究。
当然，有关福利的定义、度量、供给模式等问题，学术界尚存在争论。
现代福利理论是在经典理论基础上提出的，其中包括客观论、适应论、判断标准论、自上而下与自下
而上论等。
现代福利理论更加贴近现代的社会生活，力图回答现代经济与社会生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
　　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两极分化、失业与贫穷等问题。
进入小康社会的居民会部分面对“幸福”缺失的困惑，对于目前的生活环境、医保、住房、养老、生
活节奏等都存在不满。
因此，深入研究福利理论，特别是人的福利心理与行为是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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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福利是关于人类生活质量的永恒话题，而本书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今时代，是什么决定了你内心所感
受到的福利水平？
    与“向外探索”福利不同，本书全面重新审视了作为福利主体的人与市场经济、国家以及社会保障
之间的关系，着重探讨了贫困、外部效应、公共物品供给、信息不完全、财政收支因素、流动障碍等
福利环境与个人心理与行为的相关性，及其对不同社会保障模式的意义。
揭示了“向内发现”福利的种种理论意义和逻辑必然，指出由于人格、目标、动机、社会比较、适应
与压力等中介变量的存在，单纯的收入多少、经济强弱已不再与福利水平的高低，尤其是人们内心幸
福感的大小形成绝对的因果关系。
    在大量真实的调查数据、切近生活的坦率访谈中，作者指出未来的社会保障要超越经济的安全网，
向发展型福利转型。
在那种理想的状态中，人们感受到的，才是真实可靠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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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人民感觉到生活很幸福。
可见，任何一国的政府都需要回答：什么是真正的经济增长？
能否用幸福指数部分替代经济指标？
什么是人民关心的福祉？
有没有一个公认的幸福指数？
在政绩考核、政策制定中怎样体现社会保障水平的完善和提高？
　　经济学家常常争论：在一个有竞争的买者与卖者的经济体系中，是否有符合共同利益的结果？
一个经济体系中，分配方案由有眼光的统治者制定，共同利益是通过略为变动的市场机制得到呢，还
是该市场机制必须完全取消？
心理学家则分析：什么是快乐和幸福？
它与金钱之间有什么关系？
物质的福利与精神的快乐之间有何联系与区别？
福利心理有什么样的结构？
福利可不可以测量？
如果可以测量，是根据人对生活的总体感受还是每时每刻的幸福度？
如何增进人们的快乐和幸福？
社会学家则在思考，一个社会的经济和政治活动与个人是否感到快乐有无直接关系？
如果有，研究福利的基本框架是什么？
如何通过社会的集体行动或措施使一些人的困难得到解决或他们的需要得到满足？
社会文化是怎样影响福利制度的？
社会文化影响和作用于社会福利的内在机制是什么？
社会文化的差异在什么样的前提下制约或决定福利模式的差异？
社会文化的差异如何影响福利场域中的各种行动者等，这一个个“为什么”，构成了福利经济学、福
利心理学、福利社会学等学科的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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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个天使说，把幸福藏在人们的心里.人们总是往外找幸福，不在自己身上找幸福。
上帝同意了这个意见.把幸福放在了人们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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