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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亚当•斯密和他以前的一些经济学家们都觉得幸福就是经济学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因素，经济学
若是没有了幸福的这个理念它的方向就会跑偏，没有了经济学的幸福是没有办法更好的发展的。然而在那之后，
欧美各国的经济主流中早就已经没有了幸福身影，直到 1970 年代的时候，幸福又逐渐的出现在了经济学的地位
当中，对于经济学中的幸福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以及政治家们对其开始重视。并且认为幸福就是经济发展最
终的目标。在幸福的经济学里对于成本财富以及政策我们都可以对其进行一种重新的解读，让经济学的内涵可
以变的更加的广阔，帮助制定出更加合理的经济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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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dam Smith and some economists before him all believed that happiness wa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in 

economics. Without the idea of happiness, economics would go astray. Without economics, happiness could not develop 
better. However, since then, happiness has long been absent from the economic mainstream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Until the 1970s, happiness gradually emerged in the position of economics. More and more scholars and politicians 
began to attach importance to happiness in economics. He also believes that happiness is the ultimate goa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happy economics, we can re interpret the cost wealth and policies, so that the connotation of 
economics can become broader and help formulate more reasonable new economic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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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西方的主流经济学从马歇尔或者是罗宾斯开

始，由于早就陷入了理性的一种假设当种，使得对其
幸福的研究可以说是一无所获，变成了现代经济学所
形成的价值无涉的一种判断。对于幸福悖论所受到的
责难，人们开始慢慢的意识到了，从启蒙运动开始西
方的社会开始了全面的功利化，这样的选择为自身带
来了难以克服的一种道德上的困境。对于回应，伊斯
特林便直接将幸福作为经济学研究的焦点了，开创出
了幸福经济学的先河，为经济学开创出了新的方向，
那就是幸福经济学。 

一、对财富进行重新的解读 
对于财富的解释，从古希腊开始到古典的经济学

时期，最后到现代的经济学，它其中所具有的内涵都
在不间断的演绎，从单一走向了多元化，从具体变成
了抽象，从物质化装箱了非物质化这样的一种历史演
变过程。所以在幸福经济学里所重视的一直都是在广
义上的财富论，物质的层面上不仅仅只是包含了劳动
力和商品，还包含了对自然资源的许多无偿使用，在
精神的层面上看来，不仅要对只是进行分析，还要对
人类的发展价值进行有效的促进，对人类灵魂中不同
的感受进行分析。每一个阶段成本的理论都会在各种
不同的角度对怎样合理的利用以及如何配置稀有资源
进行了讨论，这些都是奠定幸福经济学的基础理论。

在幸福经济学里，开始对丰富人类价值观的成本理论
进行考虑，这虽然只是人本主义在成本理论中的一种
体现，却是幸福经济学视角下对其新的阐述。 

二、对消费进行重新的解读 
在比较传统的消费观里，在西方的经济学中他们

将消费局限在市场的交易，主要存在于将人类生产的
劳动力和商品进项交换。幸福经济学视角下的对于消
费的可就不止于此了，它将自然界的各种资源，例如
空气、蓝天和白云、情感以及审美等等主观的感受的
消费内容都包含在内了。当前的幸福经济学将消费中
的内涵加以扩展，在广泛的意义上，人类的消费存在
于市场的行为之中，同时也会存在于非市场的行为之
中，对物质和精神进行了一个包括，使得两者之间可
以进行互相交换，自古典的经济学消费概念里，对于
浓厚的人文色彩进行了包括，像是道德的消费。而现
在幸福经济学的的消费行为则是又回到了社会的结构
当中来了，使得人成为经济学核心的最终关注目标。
所以从幸福经济学我们可以看出从广义角度上来定位
消费观念，会让人类的消费得到快乐，对生活可以合
理化的进行取舍，更加健全社会的协调机制。 

三、对成本进行重新的解读 
幸福经济学对于经济学的成本理论惊醒了扩展。

从古典的经济学中所要探讨的生产成本再到新制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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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所要探讨的交易成本，从行为的经济学所探讨
的心智成本再到人本经济学中所探讨的生命的成本，
这些成本的理论从各自不同的视角对经济学稀缺资源
的有效利用以及如何合理的配置等问题进行了论述，
帮助幸福经济学提出了更加合理的理论来源。古典的
经济学中对于成本的理论它主要是考察人和物两者之
间的关系。以企业的生产和经营为出发点，对于生产
的成本，机会的成本，边际的成本等等概念的核算方
法进行研究。而新制度下的经济学成本的理论为是以
考察人和人的关系。新制度下的经济学对于企业的理
论中，他突破了传统成本中的理论对企业生产过程研
究的局限性，更加的注重于研究企业在社会的活动中
的细胞与外界或者是企业的内部组织所发生的成本的
费用。它主要的涉及到了交易的成本、的成本以及信
息技术的成本的一种论述。行为经济学中对于成本的
理论索要考察的是经济行为的背后人们的心理和行
为。行为经济学它所提出的核心的观点就是对于经济
行为研究必须要建立于现实主义心理的特征基础上，
而不是建立于抽象行为上的假设基础。要考虑到经济
行为的背后认知的机制。心智的成本就是将理性以及
非理性进行运用，对它进行一种合理化的配置所需要
花费认知的成本。心智上的成本将人们的思维以及心
智作为一种稀缺的资源，认为在人类倾向于将脑力这
种有限资源的配置到需要它的用途上，它的核心思想
就是人们最稀缺的宝贵资源理性，利用最小的心智的
成本有效的获得了最大化的心智的收益。 

四、对效用进行重新的解读 
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学认为人们在行为上的本性是

需求和欲望得到满足，他的需求和欲望的满足程度以
及能力都是由效用来决定的，效用主义可以直接对快
乐主义进行承接。所在在古典时期的经济学家亚当•
斯密就认识到了，追求幸福利己主义的本性是人类行
为的出发点以及根源。这让幸福主义在古典的政治学
中成为了一种心照不宣的前提。杰里米•边沁就将快乐
直接作为经济学的核心研究，认为对于快乐的追求是
人类动机起源的最大化追求，这是掌握住了人类通向
幸福时的钥匙。同时，对幸福用效用做表示，对幸福
用效用做计算，通过效用对人类的行为进行解释。早
期的哲学家以及经济学家们都非常确信，效用它包含
了物质内涵和精神内涵，认得幸福是由快乐你获得的。
利用革命性的一种方式将效用的内涵去除，把它归纳
为可以显示行为偏好的一种指数，利用货币作为建立
幸福的一种媒介。有些学者还要讲幸福试图归纳到效
用的概念之下，但是效用的概念似乎比幸福的概念所
包含的内容更多。事实上，效用的概念和幸福的概念
两者之间有着不同的含义，幸福概念中所要包含的内
容比效用概念要多得多。所以幸福经济学觉得应当直
接的将焦点聚集到幸福上而不是用效用研究他的经济
问题，只有幸福才是人类行为所追求的最终的目标，
其他的都试试对这种目标进行的一种手段而已。 

五、对方法进行重新的解读 
主流的经济从古典的分析法再到边际的分析法最

后是古典的分析法复兴。幸福的度量也从快乐的加总
转变到了货比的加总最后到了幸福感的加总的一个发
展的历程，但幸福的经济学并不要要去取代某种福利
基于的收入测量的理论，而关于补充经济学对于让幸
福更为丰富的一种度量方法。幸福测量的方法开始于
杰里米•边沁。他对快乐的测算提出了研究的方法。但
是杰里米•边沁并没有对数里测量的方面进行深入的
研究。开创边境革命之一的杰文斯他就继承了功力的
主义效用的理论，坚信了功力主义将是科学经济理论
的唯一的可能性基础。运用微积分，杰文斯将功力主
义的幸福理论表达出的效用设计出了数学的计算公
式。而与此同时门格尔以及瓦尔拉也运用了不同的数
学方式来表达了想象的研究，让效用在数学上可以得
到更好的发展。幸福经济学运用了明示主观的幸福感
概念，对幸福的各项问题进行了测量以及分析，它假
设了只有通过个人的体验来表达出自己最真实的感
受，这样的结果才是更为接近真实的幸福的回评。因
此，幸福经济学利用访谈和问卷等心理学以及社会学
的方法研究，对不同的行业、文化、人群、国家进行
对于幸福的调查来取代了传统的经济学对于幸福的水
平以及幸福的因素进行的了解。 

六、对政策进行重新的解读 
传统的经济学对于经济的增长普遍觉得那是政府

和政策所实施的纲领，但这一观点在幸福经济学上就
有着不一样的看法。通过对经济政策本质以及内涵进
行探索，幸福的经济学里政府所指定出的政策最终的
目标就是幸福，这也是政策唯一的目标。并且多数思
想家在生活上对于幸福同样赋予了重大的意义，这是
幸福经济学在经济政策中所挖掘或者反思出的新理论
的突破。 

七、总结 
综上所述，幸福经济学作为一种新的理论，就目

前而言它已经成为独立的一门经济学科，主要就是围
绕着幸福为主线所展开的对于经济问题的各项研究，
在幸福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中定会受到不少的曲折以及
争论，但是无论怎样，我们只要坚持着科学的方向进
行研究，就一定可以将其成熟完善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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