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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GDP数字的高低，一直被视为衡量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唯一标准。
但是现实生活中，GDP的上涨和幸福感的提升往往存在较大反差。
GDP究竟是不是最好的一个衡量国家发展状况的指标？
衡量一个国家发展和进步的指标体系应该是怎样的？
幸福的生活究竟是由什么组成的？

　　书中对GDP的前世今生做了分析，对幸福的标准和衡量方法进行了新的探索，最重要的是，借鉴
了亚洲小国不丹的另一个指标体系--国民幸福指数（GNH）。
你将看到，那些希望将GDP请下神坛的人们，对GDP有着怎样的批判和争论，而在探索衡量国家发展
的指标体系方面，人们又做出了哪些新的尝试；作为一个尚待完善的国家管理工具，GNH指标如何能
使国民幸福成为不丹全民的信仰，以及在这样一个GDP并不好看的贫穷小国里，人们有着怎样真实的
幸福感。

　　可以说，不丹的GNH理论和实践，显示了亚洲文明在应对当今世界难题方面潜藏的力量，对于中
国这样一个GDP世界第二的大国来讲，在国家政策的制定和引导方面有很强的启发意义。
而对于个人来讲，首先想清楚幸福的标准是什么，好的生活究竟是由什么组成的，才不会在碌碌奔波
之余后悔与幸福的南辕北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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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编辑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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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被第四任不丹国王赐赠Dasho头衔，2010年获Dr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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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玛o尤拉同时也是不丹著名的作家和画家，出版过多部专业研究著作和历史小说，他最新出版的书
为《Leadership
of the Wise》（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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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向幸福致敬（代序） / 沈颢
GDP兴衰史 / 乔?盖特纳
从经济学角度来说，一个高GDP的人比一个低GDP的人优越，前者对国家的经济推动更大。
但是，他的生活一定更好吗？
GDP在这几年的日子并不好过，学者和“刺儿头”们对其非议颇多，认为作为衡量繁荣的标准，GDP
既不准确又容易误导。
但是这些希望将GDP请下神坛的人都没有回答，到底何种指标能够最合适地替代或者改进GDP。
在经济大衰退之后，我们还应该考虑考虑，一个社会到底有哪些目标。

关键词：GDP批判、斯蒂格利茨仪表盘、社会目标
国民幸福指数在不丹 / 卡玛?尤拉
不丹，这个仅有700万人口，年GDP只有10亿多美元的贫穷小国，国民却乐观开朗，自我感觉很幸福。
“不丹模式”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套衡量国家发展和人民幸福的指标体系——涵盖九大评估领域、涉
及72个变量的国民幸福指数（GNH）。
简而言之，GNH就是关于顺利地出生，幸福地生活，以及安详地死去。
而衡量是否幸福的一个直接而有效的方式，就是看我们的一天24小时是如何分配的。

关键词：不丹、国民幸福指数、九大评估领域
“以幸福为中心”超越GDP：GNH“法国报告”评介 / 欧树军
处于社会中下层的人们却往往觉得GDP所象征的社会经济进步，与自己的实际生活存在不小的反差。
因为GDP合计数据所包含的信息与百姓幸福所必须的东西，二者之间的差距看上去越来越大。
把市场生产与经济幸福混在一起，会导致对人民富裕程度的误解，催生错误的决策。
把幸福作为重心已经变得非常重要，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需要将重心从测量经济生产转向测量人的幸
福，而幸福的测量标准应该考虑可持续性。
那么，应当如何测量幸福呢？

关键词：以生产为中心、幸福的测量、可持续发展
了解并受惠于美国的进步 / 克里斯 ? 霍恩
不丹小国对“幸福”
的不懈追求，刺激了美国人去寻回“幸福”这一立国价值。
美国一个名为“美国现状”的项目，尝试建立一个由美国国家科学院运作的国家关键指标系统，以取
代GDP系统来评价“美国的进步”。

重新调整社会繁荣的衡量标准，肯定会在很大程度上挑战我们的自我认知，美国人就会开始问这样的
问题：“我们的体制真的像我们一直认为的那样对大多数人都好吗？
”
关键词：国家总体福利、“美国现状”、国家关键指标系统
什么是幸福仍然值得追问 / 王绍光
如何给大多数人一个好的生活，这是最重要的。
应该让大家而不仅仅是专家来参与讨论，究竟什么是好的生活?社区居住空间的分布，应该能够促进人
们的来往，而不是阻止人们互相交流，这样人们的幸福感会提高很多。
很多与亲情、友情有关的东西都不是经济因素，但都跟人的福祉有关。
我们的政策设计和社区建设需要考虑如何把这些内容融合进去，如何在我们中国的指标体系中体现符
合中国传统文化理念的亲情、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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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幸福、好的生活、社区
GNH: 人类财富指标体系的又一次伟大发明 / 胡鞍钢
揭示人类发展的本质是为了人类的幸福，这就是GNH的意义所在。
GNH实际上与中国的和谐理念是一致的，中国完全有可能进行再创新。
对中国而言，不能简单地说GNH可行或不可行，我们应该遵循中国改革的基本思路，获取知识，将其
本地化，并有所创新和总结。
如果我们允许地方政府关于幸福指数的评估试验的话，等于我们又跨越了一个阶段，从公共服务竞赛
转向幸福竞赛，也就是说使更多的人民幸福指数提高，这是更高的发展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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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收入水平达到一定高度前，收入提高也许会增加幸福感；当收入水平超过一定高度时，它的进
一步提高未必会增加幸福感。
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在众多发达国家中，人均购买力最高的国家不一定是最幸福的国家；在一国内部
，最富的人群不一定是最幸福的人群。
　　你我之间的关系，看不见，但确实存在。
幸福不是由你或我独占的，而是来源于这种关系。
如果你拥有这种关系，你也就拥有了更有活力、更有创造力、更加幸福的未来。
这一点本是无需赘言的，但常常被人忽略。
我们习惯于与物质，而不是与其他生命建立联系。
　　一棵树长在那里，如果人们不去砍伐它，GDP对此是视而不见的。
这棵树对GDP没有任何贡献。
然而，一旦树被砍掉，进入到生产流通环节，就会被纳入GDP的计算中。
这并不是一个好的衡量财富的方法。
正常的财富观念应该是这样的：这是我的土地，这是我的树，我花了40年的时间栽培这棵树，这个过
程应该被计算到GDP里。
　　GDP尝试去衡量某些元素，比如健康长寿的生命。
目前的指标没有把健康地活着考虑进来，而只单纯研究长寿，不管你是否需要依赖大量医疗设备来延
续生命，这些指标只记录你能活多久。
如果仔细研究，你会发现，健康的生活方式日益离我们远去，我们的长寿和健康得益于生病之后能获
得医治，而不是得益于健康的生活方式。
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摆脱对医学手段的依赖，拥有一个充满活力的、自然的、健康的人生。
　　有时候人们会生病甚至死亡，仅仅是因为他们不认识自己的邻居，社会隔离对健康的影响并不比
吸烟小。
在许多国家，养老的责任是由家庭来承担的。
GDP也不会计算这部分价值。
不过，如果将老人送到养老院，那就是为GDP做贡献了。
但老人在家养老的生活质量很可能远远高于在养老院。
　　我们需要一所好的房子。
我们一生中有大量的时间是在自己的房子里度过的，这是产生一个温暖家庭的基础。
如果你很富有，你会需要大一些的房子，但只是为了存放更多的东西而已。
但在城市地区，通常的情况是，房屋只是通向隔壁水泥墙的窗口而已。
房屋从视觉上就是无趣的，所以我们只能通过看电视和阅读杂志来补偿。
　　⋯⋯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国民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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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