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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阿马蒂亚·森综合他在经济学基础理论、经验研究以及道德- 政治哲学领域多年来的卓越成果
的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
他改变狭隘发展观的旧范式，阐述人的实质自由是发展的最终目的和重要手段，建立了全新的理论框
架，全书论证了发展是涉及经济、政治、社会、价值观念等众多方面的一个综合过程，它意味着消除
贫困、人身束缚、各种歧视压迫、缺乏法治权利和社会保障的状况，从而提高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来
生活的能力。
森根据大量的经验研究资料，分析了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阐明在实践中富有成效的解决途径
。
在强调市场机制、全球化对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做出基础性重大贡献的同时，他指出还需要政府和社会
在人的生存、保健、教育等领域承担责任，更需要人作为发展的主体在全面的社会交往和变革中发挥
主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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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机构与工具性自由 结语 第1章 自由的视角 1.1 不自由的形式 1.2 过程与机会 1.3 自由的两种作用 1.4 评
价体系:收入与可行能力 1.5 贫困与不平等 1.6 收入与死亡率 1.7 自由、可行能力与生活质量 1.8 市场和
自由 1.9 价值标准和赋值过程 1.10 传统、文化与民主 1.11 结语 第2章 发展的目标和手段 2.1 自由的建构
性和工具性作用 2.2 工具性自由 2.3 相互联系及互补性 2.4 不同层面的中国和印度对比 2.5 增长引发的社
会安排 2.6 公共服务、低收入和相对成本 2.7 20世纪英国死亡率的降低 2.8 民主与政治激励因素 2.9 结语
第3章 自由与正义的基础 3.1 包括在内的与排除在外的信息 3.2 作为信息基础的效用 3.3 功利主义视角的
长处 3.4 功利主义视角的局限性 3.5 罗尔斯与自由权优先 3.6 诺齐克和自由至上主义 3.7 效用、实际收入
与人际比较 3.8 福利:多样性与异质性 3.9 收入、资源和自由 3.10 福利、自由与可行能力 3.11 权数、赋
值与社会选择 3.12 关于可行能力的信息:几种不同用法 3.13 结语 第4章 以可行能力剥夺看待的贫困 4.1 
收入贫困与可行能力贫困 4.2 何种意义上的不平等？
4.3 失业和可行能力剥夺 4.4 医疗保健和死亡率:欧洲与美国的社会取向 4.5 印度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的
贫困和剥夺 4.6 性别不平等和失踪的妇女 4.7 结语 第5章 市场、国家与社会机会 5.1 市场、自由权与劳
动 5.2 市场与效率 5.3 处境劣势与自由不均等的配对效应 5.4 市场与利益集团 5.5 需要批判地审视市场的
作用 5.6 需要一种多层面的思路 5.7 相互依赖性与公共物品 5.8 公共支持与激励因素 5.9 激励因素、可行
能力与功能性活动 5.10 扶助对象选定与手段核查 5.11 主体地位与信息基础 5.12 财政审慎与综合考察的
需要 5.13 结语 第6章 民主的重要性 6.1 经济需要与政治自由 6.2 政治自由与民主的首要性 6.3 否定政治
自由和公民权利的观点 6.4 民主与经济增长 6.5 穷人关心民主和政治权利吗？
6.6 政治自由的工具性作用 6.7 政治自由的建设性作用 6.8 民主的运作 6.9 民主的实践与反对派的作用
6.10 结语 第7章 饥荒和其他危机 7.1 权益和互相依赖 7.2 饥荒的起因 7.3 饥荒的防止 7.4 饥荒与疏离 7.5 
生产、多样化经营和增长 7.6 就业途径和主体问题 7.7 民主与饥荒的防止 7.8 激励因素、信息与饥荒的
防止 7.9 民主的保护作用 7.10 透明性、安全与亚洲金融危机 7.11 结语 第8章 妇女的主体地位与社会变
化 8.1 主体地位与福利 8.2 合作性冲突 8.3 对权益的认识 8.4 儿童生存率与妇女的主体地位 8.5 主体地位
、解放与生育率降低 8.6 妇女的政治、社会与经济作用 8.7 结语 第9章 人口、粮食与自由 9.1 是否存在
世界粮食危机？
9.2 经济激励与粮食生产 9.3 人均粮食产量趋势之外的因素 9.4 人口增长与提倡强制 9.5 强制与生育权
9.6 马尔萨斯的分析 9.7 经济或社会发展 9.8 年轻妇女权利的增强 9.9 外部因素、价值观念与交流 9.10 强
制的有效程度有多大？
9.11 生育率降低的副作用与速度 9.12 强制的诱惑力 9.13 结语 第10章 文化与人权 10.1 三种批评 10.2 正当
性批评 10.3 逻辑连贯性批评 10.4 “文化性批评”与亚洲价值观 10.5 当代西方与独特性 10.6 对孔子的解
释 10.7 阿育王和考底利耶 10.8 伊斯兰的宽容 10.9 全球化:经济、文化和权利 10.10 文化交流与无处不在
的相互依赖 10.11 普适性前提 10.12 结语 第11章 社会选择与个人行为 11.1 不可能定理与信息基础 11.2 
社会正义与更丰富的信息 11.3 社会交往与局部共识 11.4 有意追求的变化与无意造成的后果 11.5 来自中
国的一些例子 11.6 社会价值观与公共利益 11.7 价值观在资本主义中的作用 11.8 商业伦理、诚信与契约
11.9 市场经济中规范与制度的差异 11.10 制度、行为规范与黑手党 11.11 环境、法规与价值观 11.12 审慎
、同情与承诺 11.13 动机选择与进化生存 11.14 伦理价值标准与政策制定 11.15 腐败、激励因素与商业
伦理 11.16 结语 第12章 个人自由与社会承诺 12.1 自由与责任之间的相互依赖 12.2 正义、自由与责任
12.3 自由造成的区别何在？
12.4 为什么有这样的区别？
12.5 人力资本与人类可行能力 12.6 最终的结语 附录附1 人名列表附2 条目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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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这《以自由看待发展》中，阿马蒂亚·森精致、简明而范围广泛地阐述了这样一个概念——经济发
展就其本性而言是自由的增长。
他运用历史事例、经验证据以及有力而严格的分析，显示了广义而恰当地构想的发展对自由完全不怀
敌意，相反，正是由自由的扩展所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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