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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与经济学》

作者简介

经济学这门学科与人类的幸福密切相关，但经济学家们从未将对“幸福”通常被他们视为一个“非科
学性”的概念。本书是第一部在经济学与幸福之间、幸福与民主之间建立起实证性联系的著作。两位
令人尊敬的经济学家将心理学、社会学以及政治学领域的发现以及独到的见解融入他们的研究。两位
作者确认了失业、通货膨胀与不幸之间的直接关联性，从而论证了以收入、失业和通膨胀等形式体现
的微观及宏观经济环境对幸福的影响。
本书主要以瑞士为研究基点，因为在瑞士政治和经济因素对各州在直接民主方面的差异程度的影响是
可以相互脱离的。他们发现，民主机制和自治程度越发达，人们对生活的满意度就越高。收入的提高
只能在较小的限度内增加个人的幸福感，但制度可以提高个人对政治的参与度。这样的效果则更具实
质性。《幸福与经济学》一书运用经济计量学的方法分析了普遍关注的问题并得出了不同寻常的结论
，同时在社会学领域引发了有益的争论。

Page 3



《幸福与经济学》

书籍目录

前言致谢第一编 总体背景  第一章  幸福    第一节  终极目标    第二节  幸福的概念    第三节  幸福为什么
要重要    第四节  本书讨论程序  第二章  福祉与经济学    第一节  经济这中关于效用的通常观点    第二节 
重点审视    第三节  报告的主观福祉    第四节  幸福的评估标准    第五节  福祉的替代概念    第六节  绪论  
 第三章  性极及社会人口学等因素对幸福的影响    第一节  经济层面    第二节  性格因素    第三节  社会人
口因素    第四节  实验分析：一个微观经济的计量幸福函数    第五节  结论第二编 经济对幸福的效应与
影响  第四章  收入    第一节  传统观点和其他观点    第二节  各国之间的收入与幸福情况    第三节  收入
与幸福的时间关系    第四节  个人间的收入    第五节  结论  第五章  就业    第一节  简介    第二节  个人失
业    第三节  普遍失业    第四节  就业与工作满意度    第五节  休闲    第六节  结论  第六章  通货膨胀    第
一节  简介    第二节  幸福研究    第三节  结论第三编 政治对幸福的影响  第七章  现行政治经济程序  第八
章  宪法：公民公决与联邦制  第九章  结果与过程第四编 结论  第十章  幸福对经济学的启示附录A附
录B参考书目数据来源词汇索引

Page 4



《幸福与经济学》

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经济学这门学科与人类的幸福密切相关，但经济学家们很少将对“幸福”的研究引入过他们的工
作，“幸福”通常被他们视为一个“非科学性”的概念。本书是第一部在经济学与幸福之间、幸福与
民主之间建立起实证性联系的著作。两位令人尊敬的经济学家将心理学、社会学以及政治学领域的发
现以及独到的见解融入他们的研究。两位作者在书中论证了以收入、失业和通货膨胀等形式体现的微
观及宏观经济环境对幸福的影响。                                                                   ——中华读书报    百年来，被誉为
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与中国的科学教育和学术文化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北大深厚的文化积淀、
严谨的学术传统、宽松的治学环境、广泛的国际交往，造就了一代又一代蜚声中外的知名学者、教授
。他们坚守学术文化阵地，在各自从事的领域里，写下了一批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产生深远影响的著
作。同样，北大的学者们在翻译外国学术文化方面也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1898年6月，早在京师
大学堂筹办时，总理衙门奏拟的《京师大学堂章程》第五节中就明确提出“开设编译局，⋯⋯局中集
中中西通才，专司纂译”。1902年1月，光绪发出上谕，将成立于1862年，原隶属于外务部的同文馆归
并入大学堂。同年4月，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张百熙奏请光绪，“推荐精通西文，中学尤有根底”的
直隶候补道严复，充任译书局总办，同时又委任林纾为译书局笔述。也在这一年，京师大学堂成立了
编书处，任命李希圣为编书处总纂。译书局、编书处的成立和同文馆的并入，是北京大学全面翻译外
国图书和从事出版活动的开始，也是中国大学出版活动的开始。1902年，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创设之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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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与经济学》

编辑推荐

经济学这门学科与人类的幸福密切相关，但经济学家们很少将对“幸福”的研究引入过他们的工作，
“幸福”通常被他们视为一个“非科学性”的概念。本书是第一部在经济学与幸福之间、幸福与民主
之间建立起实证性联系的著作。两位令人尊敬的经济学家将心理学、社会学以及政治学领域的发现以
及独到的见解融入他们的研究。两位作者在书中论证了以收入、失业和通货膨胀等形式体现的微观及
宏观经济环境对幸福的影响。——中华读书报百年来，被誉为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与中国的科学教育
和学术文化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北大深厚的文化积淀、严谨的学术传统、宽松的治学环境、广
泛的国际交往，造就了一代又一代蜚声中外的知名学者、教授。他们坚守学术文化阵地，在各自从事
的领域里，写下了一批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产生深远影响的著作。同样，北大的学者们在翻译外国学
术文化方面也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1898年6月，早在京师大学堂筹办时，总理衙门奏拟的《京师大
学堂章程》第五节中就明确提出“开设编译局，⋯⋯局中集中中西通才，专司纂译”。1902年1月，光
绪发出上谕，将成立于1862年，原隶属于外务部的同文馆归并入大学堂。同年4月，京师大学堂管学大
臣张百熙奏请光绪，“推荐精通西文，中学尤有根底”的直隶候补道严复，充任译书局总办，同时又
委任林纾为译书局笔述。也在这一年，京师大学堂成立了编书处，任命李希圣为编书处总纂。译书局
、编书处的成立和同文馆的并入，是北京大学全面翻译外国图书和从事出版活动的开始，也是中国大
学出版活动的开始。1902年，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创设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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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与经济学》

精彩短评

1、　　怎么评价一本书的好坏，还是从自己出发，对俺有用，俺能看进去的，能从中学到东西的书
，就是好书！不分体裁～～～～
　　
　　这本书，装订的很精美，也很用心，阅读手感来说，很不错。但，没能给我预期想要的东西。逻
辑性很强，但更类似于一篇学术论文，而不是供普通人，对经济感兴趣的人阅读的东东。
　　
　　专业性较强，而且，堆砌的数字，都是对俺来说没有实际意义和参考价值的。俺觉得这个东东和
社会制度，还有大环境有关。
　　
　　活活，看了三天，走了三章，决定放弃。个人不是很喜欢这本书～～～
2、11.21－11.24
3、书中的结论是比较有意思，也有一定的道理：实行联邦民主制的国家，在提供的公共品范围、质
量、分配程序等方面，确实具有一定的优越性。
4、可能是俺水平有限吧～～～～呵呵
5、符合要求，不错
6、作为单位部门资料室的藏书买的，很值！
7、哦。。。我还想买来着呢
8、我国这些年来发展很快，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普遍提高，可是幸福指数却没有提高。这是为
什么呢？读这本书吧，或许找到部分答案。
9、veryok!
10、经济学从关注冰冷的经济规律，到体现人文关怀，关注幸福，是一个大的进步，更是大势所趋！
11、书不错，一直在当当买书
12、同意楼主。。。这本书偶也是最后放弃了。。。
13、　　朋友送的书，还没有拿回家，在路上就读完了。
　　
　　主旨比较简单，最有意思的一个结论是：
　　
　　生活在联邦民主制国家的人们，也就是地方政府官员实行直接选举，中央政府官员实行间接选举
，一般比生活在其他政体的人们要幸福。
14、。。。
15、这本书帮朋友买的，朋友说看完了，还不错哦！
16、从新的角度探讨经济学与人之间关系，对于思辨经济学研究大有益处！
17、具有学术论文的严谨性，只是读起来有点费力
18、科学研究新视角
19、长久就有默契。
20、需要看看，不知道就可惜了。
21、就是论文的部分而已
22、对想研究幸福指数的人有所启发
23、比想象的容易读得多。
24、心理学认为，外界因素对人的影响很小，除非是比较极端的环境（比如流浪汉以及专制的国家政
体下）。更主要还是内在因素——当不是流浪汉而有一定物质能力，当不是不是专制而是民主的时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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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怎么评价一本书的好坏，还是从自己出发，对俺有用，俺能看进去的，能从中学到东西的书，就
是好书！不分体裁～～～～这本书，装订的很精美，也很用心，阅读手感来说，很不错。但，没能给
我预期想要的东西。逻辑性很强，但更类似于一篇学术论文，而不是供普通人，对经济感兴趣的人阅
读的东东。专业性较强，而且，堆砌的数字，都是对俺来说没有实际意义和参考价值的。俺觉得这个
东东和社会制度，还有大环境有关。活活，看了三天，走了三章，决定放弃。个人不是很喜欢这本书
～～～
2、朋友送的书，还没有拿回家，在路上就读完了。主旨比较简单，最有意思的一个结论是：生活在
联邦民主制国家的人们，也就是地方政府官员实行直接选举，中央政府官员实行间接选举，一般比生
活在其他政体的人们要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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