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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许多西方人锲而不舍地探索可持续发展之路，并扩展到了人类的普世幸福观念。
其中，美国著名的环境学家比尔·麦吉本所著的《幸福经济》，从多角度深入揭示了“超级资本主义
”的经济实质与人类幸福之间的矛盾。
翻开本书，一个执著追求和谐观的斗士姿态跃然纸上。
顾名思义，我们不妨先从“幸福”与“经济”的概念人手，再探讨作者著书的立意及对我们的启示。
关于“幸福”的概念“幸福”是满足感的集合。
满足感是动态的，在单一、有限的目标条件下，人们很容易满足，也容易具有幸福感；随着人类能力
的增强，更具诱惑力的目标大量出现，人们越来越不满足简单的成果，多目标的成果更提高了人类的
满足期望值。
“不幸福”是不满足的集合。
人的健康、人生哲学、信仰、社会环境、事业、收入水平等，其中有一项产生“木桶效应”就可能使
幸福被“一票否决”。
特别是在社会分配不公、社会公德意识下降的前提下，多数人的幸福感必然大幅度降低。
上述两个集合此消彼长交织在一起，致使“幸福指数”更加难以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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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更多≠更好    一直以来，人类都在致力于追求“更多”及“更好”，总是想用更多的食物，更多的金
钱，带来更好的生活。
但时至今日，“更多”与“更好”已经不能划上等号。
    在自然资源逐渐耗竭，环境危机日趋严重的今天，毫无限制地追求经济发展的模式已渐渐不再适用
。
为此，比尔&#8226;麦吉本大胆的提出了“幸福经济”的概念。
他认为，我们应该开辟新的经济发展道路，而不是一味地加速经济扩张；我们应该集中精力在社区范
围之内发展经济，而不是建立巨大的、集中的能源开发体系；我们应该鼓励并支持郊区、村落等的自
主发展，而不是无计划地占用山林农田以建造厂房。
作者在本书中为自己的观点举出了许多令人欣喜的实例，并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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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比尔·麦吉本 译者：林丽冠比尔·麦吉本，毕业于哈佛大学，是美国著名的环境保护
主义理论家。
他在《纽约时报》等报刊发表的数百篇有关自然的文章在美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比尔·麦吉本广博
的知识以及在哲学、自然科学方面的造诣，确定了他在环境科学领域的重要地位，被认为是与梭罗、
卡逊齐名的环保作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先后出版了《自然的终结》（The End of Nature）、《资讯遗失的时代》（The
Age of Missing Information），与《在机械化时代保持人性》（Enough: Staying Human in an Engineered
Age）等多部论著。
《幸福经济》是其最新代表作。
比尔·麦吉本曾是《纽约客》（The New Yorker）杂志的特约撰稿人。
目前，他定期为《哈泼斯》（Harper's）、《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与《纽约书评》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等刊物写专栏。
比尔·麦吉本还是美国米德伯瑞学院的驻校学者，目前和同为作家的妻子以及女儿定居于美国佛蒙特
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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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在人类大半的历史中，有两只名为“更多”和“更好”的小鸟栖息在同一个枝头，人类总想以一
石击中二鸟，所以才会一直致力于追求最大的经济产量。
第一章　发展之后经济增长不再让大多数人变得富裕，反而造成了社会不公平和不安全。
经济增长与物质限制之间的严重冲突，使得持续扩张经济变得不可能，贸然尝试则会产生危险。
第二章　大啖本地美食的一年利用本地食材则必须付出一些成本，不是健康或金钱上的成本，而是时
间上的成本。
付出时间成本的回报却是巨大的，让我觉得踏实并有归属感。
第三章　我为人人或人人为我经济学家认为，人类主要是个体而非社区成员，所以他们认为追求经济
超高效率是件再单纯不过的好事。
事实果真如此吗？
第四章　社区的财富我们的体制和经济已经变得太大，需要开始向下修正，需要朝较小和较本土化的
社区转变，以保持生态可持续性和提高人类的满意度。
社区吸引人们的原因就在于人际接触。
第五章 可持续的未来西方经济模式是以化石燃料为主、以汽车为中心的抛弃型经济，这种模式并不适
用于中国。
接下来的问题是，中国的发展应该是什么样的？
后　记我们的世界可以提供哪些东西，而我们实际上需要哪些东西。
旧有的现实主义（无止境的“更多”）已经变成危险的幻想。
到了探索新模式的时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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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所有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1974年，俄勒冈州有13384个全职农民。
2002年，也就是上一次美国农业部统计时，全职农民人数增加到21580人，而且以后很可能越来越多。
现在，美国4／5的水果、2／3的蔬菜，以及一半的牛奶，都产自“大都市城镇或快速发展的市郊”。
当然，依照目前的安排，那些食物几乎全进了商品市场，被运输到美国或世界某个遥远的角落。
但是有数据可以证明，每个人居住的附近几乎都有农田和农民。
要是那些农民和农田开始供应蔬果给邻居，一点都不奇怪。
大专院校是重点市场，因为它们有自己的人口，也能够接纳本地食物背后的环境和社区推动力。
至少有200家大学已经严肃承诺要采用本地食材。
有些学校可能在你期望的名单中，例如波特兰大学把40％的食物费用花在俄勒冈州，米德伯里学院1
／3的食物来自附近的张伯伦山谷（以及该校科学中心前门外的学生园艺农场，该农场虽目前规模尚
小但供应量正逐渐增长）。
要作这项改变并不容易。
以往，学校餐厅经营者通常是一通电话，就可以向西斯科等大型食品公司订购一车车的食物；但是学
校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学生就发起了支持本地食物的运动，使得另一家大型
食品服务公司索迪斯集团失去了该校的生意订单，这项运动后来持续蔓延到加州大学所有分校校园。
这种策略真的奏效了。
几年前，一位名叫范妮·辛格的学生入读耶鲁大学。
入学第一年秋季的家长日，她母亲艾丽斯·沃特斯到校参观，决定不再让她女儿吃学校餐厅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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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经济转型大趋势，从效率经济到幸福经济奇迹即将结束，因为环境资源已无法满足经济迅速增长所需
。
　　——环境保护部副部长 潘岳西方经济模式是以化石燃料为主、以汽车为中心的抛弃型经济，这种
模式并不适用于中国。
　　——生态统计学家 布朗比尔·麦吉本的真知灼见与精彩案例非常有说服力，已经触及“自然循环
经济”与“主动循环经济”的实质，是极为可贵的关于经济基础的探索。
　　——国家开发银行专家委员会委员 范小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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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幸福经济:从"更多"到"更好"》：成思危：我们要以最小的代价实现我们的发展。
经济转型大趋势，从效率经济到幸福经济。
比尔·麦吉本精彩观点经济增长导致发展中国家出现严重的不平等。
国家没有变得更富，只是少数人变富了。
近10年来，美国的基尼系数已经升高到0.4。
中国的经济发展虽然迅速，但基尼系数的上升也同样迅速。
不要再提大计划，发展不是一种产品，不是一个目标，不是某种快乐的未来状态，不是由一组一旦实
现就用记号标出的“千禧年目标”所组成。
发展是一种过程，这个过程不能用预算来衡量，而应用精力来衡量。
全球变暖所造成的生态剧变，比人类以往面临的任何军事威胁都更具破坏性。
折中和妥协可能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世界上的穷国也需要发展，但如果他们依照美国的模式来发展，
地球将会在一种紧张状态下断裂。
富国需要改变，原因不只在于环保因素，也在于富国的模式已不再制造它原本应该制造的快乐。
我们已经走过了头，该是从地图上找出更好的路径并重新出发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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