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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马姗伊所著的《经济人的行为动机》以经济人的行为动机为研究对象，沿着经济人的发展脉络，
构建了经济人行为动机范式，比较完整地解释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经济人行为动机的内涵，建立
了利己动机的八种新划分，提出了衡量社会福利水平的福利辐射指数，填补了国内学者关于经济人行
为动机研究方面的空白。

　　《经济人的行为动机》在许多方面都有所创新。
作者对于经济人中利己与利他关系进行了全新的界定，同时将经济人的利己动机划分为物质上的利己
和精神上的利己，并指出经济领域人的利己行为动机将随着个人与物质关系的弱化而逐渐演变。
这个理论框架清楚地解释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为经济人从抽象走向现实提供了科学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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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姗伊，1974年生。
吉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辽宁大学经济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为福利经济学、社会保障。
长期从事福利经济学、劳动关系、劳动争议、发展与就业方面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主持并参与国家级、省级项目十多个，发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人“范式”》、《经济学
中的利己与利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之争》、《经济人追求最大化新解》等论文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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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利他／利己≈∞　　这意味着人们在社会上普遍地偏好利他行为，利他行为无限地扩大，利己
被排挤得几乎不存在。
在这种模式下，利己和利他虽然同时并存，但利己的存在微乎其微，只是用来满足人们基本生存上的
需要，人们更多地为他人设想。
利他／利己≈∞代表着在整个社会中所有行为几乎都是利他行为，经济主体之间利益一致，经济形式
简单划一，社会福利水平辐射程度极为均匀，不存在利益相对立的阶级，没有阶级矛盾，人们的物欲
或者还没有被挖掘出来或者已经得到极大的满足，此时的社会已经告别物欲社会，走向了高级阶段，
人们有很强的满足感。
这种模式可以用来很好地解释共产主义社会，消灭了阶级、国家和私有制，物质极大丰富，人与人之
间不存在对资源的竞争性，没有贫富差距。
氏族社会虽然也与这种模式相近，但是它只能是人类存在的低级阶段，不可能是人类经济发展的最终
模式。
　　在这里，由于利他／利己不仅表现了人们之间的行为偏好，同时也是社会福利水平的一种体现，
所以利他／利己在这里被笔者定义为福利辐射指数，即个人利己和利他行为对他人福利所产生的辐射
作用。
仅仅提出这个指数是不够的，它势必要解释如下问题即如何计算。
因为利己和利他仅仅是作为人类的动机存在人脑之中，是多是少别人无法统计也无法知道，如果是这
样的话，那么这个体现人类福利辐射水平的指数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其实虽然当利己和利他作为动机存在时，我们无能为力，但是如果把利己和利他动机具体表现在行为
上，我们则可以对其进行计算与统计。
具体操作可以采用实验法。
事先做好试卷，然后选择处于不同经济水平的样本若干，对试卷进行分析，把利己和利他的数字进行
比较则可以得出福利辐射指数。
　　⋯⋯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经济人的行为动机>>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