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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部深入探讨满足与幸福的经济学的著作。
以各种形式全方位多角度地研究了有关满足与幸福的各种经济学问题。
    本书首先是对满足与幸福的理论界定。
以对斯密之谜的解释为线索，追踪经济学对幸福的离弃与回归的思想学术历程，包括在经济学和经济
活动中对满足与幸福的界定与测量的古今中外的各种努力。
    其次是对满足与幸福的因子分析。
分别考察了文化、人格、年龄、婚姻、教育、工作、收入等各种因子对于满足与幸福的影响。
    最后是对满足与幸福的数据调查。
分别介绍了德国经济研究院的收入满足度调查和英国新经济基金会的幸福星球指数的编制，还有作者
团队所作的收入满足度和生活幸福度的调查与分析。
    本书对于有兴趣研究满足与幸福问题的师生学者、有责任提升满足与幸福度的政府官员和企业家，
以及关注自身满足与幸福的普通百姓，都将有所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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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满足与幸福的理论界定　　经济学对“幸福”的界定与测量　　幸福是人类永恒的追
求。
那么，什么是幸福？
千百年来，人们是如何界定幸福的？
幸福能否测量？
如果能，又是怎样测量？
本文对古今中外的学者们在这些问题上的探索，进行了鸟瞰式的描绘。
　　“幸福”这个词在行为科学中是热点，尤其是在经济学里（Bruni、Porta，2007）。
在中文里，对经济学当前的热点——幸福——不存在什么使用上的分歧。
但是在英文中，幸福却可以对应多个词。
如well—bein9，happiness，eudaimonism，hedonism等词都曾用来表示过“幸福”。
现在使用较多的happiness，源自古挪威语happ，意思是机会或运气，hapless出于同一词根，意思是“
不幸”。
eudaimonism与hedon—ism是西方哲学史上长期以来存在的两种有代表性的幸福观，前者常被称为完善
论，后者被称为快乐论。
有学者认为，华兹华斯通过标准英文把eudaimonia译为happiness而被传承下（Bruni、Porta，2007）。
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出版《辞海·普及本》对幸福的定义：“幸福是在为理想奋斗过程中以及实现
了预定目标和理想时感到的满足状况和体验。
”　　追溯历史，哲学家和伦理学家对幸福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
从欧洲的古希腊时代、中国的先秦时代开始，哲学家和伦理学家对幸福内涵科直行了繁琐然而却是有
益的探索。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公元前322）认为幸福是“至善”。
亚里士多德对德性的重视使得幸福的概念更多地与行为正确性与合宜性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与世俗的
享乐与感官的享用相对接。
幸福在这些宗教哲学家那里，不仅是人的自我满足，而且意味着信仰的满足，意味着在人之上的神性
的满足。
中国的古典哲学家，以儒家为代表，几乎也同样强调道德体系在人类幸福中的重要作用，孔子（公元
前551—公元前479）不是将“乐”（幸福）排除在人类追求之外，而是承认人类追求“乐”的正当性
，但同时又强调“仁、义、礼、智”等伦理规范在追求“乐”中的主导作用。
儒家将幸福置于整个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中去审察，他们对幸福的理解存在于他们所设想的理想社会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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