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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幸福”最初属于哲学领域的伦理道德范畴，是人类对人本原理性思索的哲学命题。
经济学作为独立学科，一开始就继承了哲学的伦理或价值传统，幸福不仅成为经济学领域研究的命题
，更是经济学研究的目的和出发点。
实现幸福有两条基本途径：精神上的满足和物质上的丰富。
在生产力水平很低、物质非常匮乏的年代，物质对幸福的效应很大，甚至可以完全弱化精神上的需要
，成为实现幸福的唯一手段。
经济学朝着实现幸福的重要手段是物质财富的研究思路发展，研究重点逐渐向创造物质财富和有效创
造物质财富的方向靠拢。
尤其是引入了数学计算工具后，经济学成为量化研究的科学，对幸福的研究从人文研究转为计量研究
，而实现幸福的精神因素却很难用数学工具计算，导致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和伦理学结合在逻辑上是
不可能的，经济学不应该涉及伦理的或价值判断的问题。
计量的困难性使经济学放弃了对“幸福”的研究，转而向单纯的、可以计量的物质财富研究，远离了
经济学最初研究的目的与出发点。
物质财富的价值单位是货币，总收入GDP成为20世纪初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命题，也是世界各国政府工
作的目标，20世纪末我国对GDP的崇拜达到了顶峰。
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丰富，人们越来越感觉到货币收入和物质财富并不等同于幸福，
也不是影响幸福的唯一因素，更不是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
由此，经济学家的研究重点逐渐从以物为本转向以人为本，实现着经济学向幸福的回归。
    20世纪70年代阿玛蒂亚·森（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认为，人均收入的增加并不必然会带
来社会福利的增加，经济学不应只研究总产出、总收入，而应关注人的权利和能力的提高。
当代著名福利经济学家黄有光教授认为，福利经济学中的“福利”，指的其实就是幸福。
20世纪90年代行为经济学将行为分析理论与经济运行规律，将心理学与经济科学有机结合起来，以寻
找当今经济学模型中的不足或遗漏，从而修正主流经济学关于人的理性、自利、完全信息、效用最大
化等等基本假设。
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行为经济学家卡尼曼教授的研究是这一领域突出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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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理性主义幸福观　　理性主义幸福观把幸福看成是同现实生活无关的、先天存在的“绝对理念
”。
它以理性主义为思恕基础，将幸福渗透于人的灵魂深处，关注人的内在精神，追求完满，不重视物质
上的享受和满足，强调人类的精神幸福。
这一幸福观古代以柏拉图、斯多葛学派、亚里士多德等为代表，而近代以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等
为代表。
他们都强调理性作用，贬低感性与情感的作用，主张抑制欲望、追求道德的完善或精神上的幸福。
　　柏拉图（约公元前427-公元前347）是古希腊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师从古希腊的著名哲学家苏
格拉底。
他直接继承了苏格拉底的“概念论”（即一切真正的知识都离不开概念，而任何概念都不反映具体的
、变化着的事物，它是普遍的、永恒不变的），并在此基础上创建了客观唯心主义体系——理念论。
继而在理念论的基础上，柏拉图提出了自己的幸福论：德性和智慧是人生的真幸福。
德性是指美好的品德，而智慧则是指理念知识和推理。
他认为，肉体的、感官的快乐都是暂时的、低级的，快乐是与痛苦联系在一起的，跟幸福之间没有任
何关系；只有灵魂和理念才是永恒的、真实的、值得追求的东西，对理念的追求才会带给人们真正的
幸福。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公元前322）是古希腊理性主义幸福观的集大成者，也是幸福和谐论的代
表。
亚里士多德的理性主义幸福观，是对苏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识”和柏拉图的“善理念”理性主义的批
判性发展，并发展出了德性与幸福、中庸与幸福的思想，论证了个人幸福与公共幸福的内在统一，强
调了公共幸福高于个人幸福，把古希腊理性主义幸福思想推到最高阶段，为现代理性主义幸福观的产
生提供了导向。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有其目的，善是人类本性意义上的目的。
至善，即最高的善，意味着幸福。
他说：“如果我们所有的活动都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那个可实行的善”，“⋯⋯我们还认为幸
福是所有善事物中最值得欲求的、不可与其他善事物并列的东西”。
他强调幸福的“完满性”，也就是至善性，这就使他把与幸福作为感官快乐的感性主义区别开来。
但是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也并不排斥快乐，快乐是幸福的应有之义，是幸福的重要构成要素。
他认为，幸福既然是一种现实活动，它本身就需要现实的条件或手段，以免幸福的活动因快乐的缺乏
而受到阻碍。
如果德性不能带来快乐，它就没有存在的可能。
因此，亚里士多德强调德性与快乐的融合，但只有经过选择、节制、自制，从而达乎“中庸”的快乐
和欲望才有可能是幸福的。
他认为人生的幸福要具备三个条件：身体、财富和德性，德性是幸福的前提。
他特别强调德性，“幸福不在于这类消遣，而如已说过的，在于合德性的实现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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