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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鸿明：经济学应如何研究快乐

     经济学要不要研究快乐？回答是肯定的，但问题在于：经济学怎样研究快乐？当幸福与快乐命题出现在经

济学的视野中时，经济学研究会遇到什么样的难题？ 

  趋利避害是人类行为的原则之一，但“追求快乐是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吗？我看问题不是那么简单，无论是对

于个体、群体还是整体来 说，我觉得都很难轻易下此断语，特别是当快乐与幸福等命题出现在经济学视野中的时

候。因为如果快乐果真是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那么，每一个个人都应是一只飞蛾，都应大义凛然、义无反顾地冲

向快乐“这堆熊熊的火焰”，人类的群体或整体——人类社会——也将变得无比地整齐划一和简单明了；如果是那样

的话，就可以不考虑或少考虑“值得还是不值得”、“划算还是不划算”、“经济还是不经济”这样一些恼人的问

题。但遗憾的是，如果不考虑或少考虑这些恼人的问题，快乐或幸福就不会出现在经济学的视野中了。何况，当我们

把追求快乐看作是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时，还有一些具体的现象难以获得令人满意的解释，特别是难以做出合理的经

济解释。至于快乐的客观性基础、人际可比性、测量理论与方法等则是其次又其次的问题了。  

  经济学要不要研究快乐？回答是肯定的，但问题在于，经济学怎样研究快乐？  

  在我看来，经济学研究快乐离不开稀缺性，离不开选择，离不开成本。经济学对于幸福和快乐的关注是在稀缺性

的分析基础之上，通过对人的经济行为的成本收益分析，来解释人的经济决策的。资源的稀缺性是经济学研究不可回

避的出发点。同时，人的欲望是无限的，人类欲望的无限性进一步加剧了资源的稀缺性，经济活动便是在人类欲望的

无限性和资源的稀缺性的矛盾着的前提下进行的。所以，对经济学研究来说，其眼光既出现在收益领域，也出现在成

本领域，是两方面的结合和统一，而幸福和快乐是仅存在于收益领域的。因此，一项经济活动即意味着一次选择，对

成本收益关系的一种计算，对成本和成本问题的一个认识和界定。如果没有对成本的认识和界定，没有对成本问题的

分析和回答，是难以用经济学的眼光去看待幸福和快乐的。所谓“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就是这个意思。  

  在经济学的古典时期，价值问题一直是经济学的首要问题，也是核心问题。每一个伟大体系、每一个真正有影响

的经济学家都提出并阐述了各自特殊的价值观点，这一价值观点往往是其分析收益领域问题（财富或价值的分配）时

的理论基础，也是其理论应用于现实或试图应用于将来的最后根据。新古典以降，马歇尔的观念和方法改变了古典经

济学的研究理路，也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现代经济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基础。但经济学依然是从收益和成本两个领域

研究人类的经济行为的。  

  那么，经济学在研究人类的经济行为时，到底遇到了哪些困难和问题呢？在我看来，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方面，

是来自于收益领域的问题，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究竟获得了什么？获得了多少？怎样把收益恰当而又精准地衡量出来？

另一方面，是来自于成本领域的问题，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究竟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和代价？付出的是什么？付出了多

少？怎样把成本恰当而又精准地衡量出来？这两方面的问题相互联系，如影随形，缺少其中任何一个都不能对人类的

经济行为做出恰当的经济研究。  

  如果假设不同的经济学家和不同的经济学流派，能够在追求人类的幸福和快乐这一目标上达成一致，那么，在随

之而来的问题上可能就很难有共同的看法了，譬如：是谁的幸福和快乐？是某一个具体的人还是抽象的或特定的人？

是少数人还是大多数人？西方主流经济学上自亚当·斯密下迄现当代，在这一问题上有一个共同的观点，那就是亚当·
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原理所揭示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一致性，对个人有利的对社会和国家也同样有利，由于有看不

见的手引导，个人在追逐他自己的利益时，经常促进了社会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利益时所得到的效果

为大。这一观点的假设前提很多，其藏而不露的深层次的思想基础是人是同质的且具有完全理性、完全信息，但事实

上在现实社会中，人各不同如其面，不同的人在自身素质、家庭状况、社会地位、收入水平、教育程度、兴趣爱好、



价值取向等方面都各不相同，而且，在不同的群体之间往往存在着很大的区别。所以，当面对同一经济活动过程中所

获得的幸福和快乐程度的判断和评价时，结果必然各不相同。但遗憾地是，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前有亚当·斯密个人

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一致性开其端，后有马歇尔的观念和方法继其后，又有凯恩斯的理论推波助澜，以至于使现代西方

主流经济学几成一个鼓吹不断增长的坚不可摧的体系，它的一些模型、理论观点和方法已成为常识甚至共识，而这一

体系中的一些问题和缺陷却长期以来为人所不察。  

  西方主流经济学如此，那么，快乐经济学又当如何呢？快乐应成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命题吗？快乐经济学研究将

成为中国经济学本土化最值得关注的发展方向吗？在我看来，这种观点也显得有点偏颇，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偏离了经

济学研究原本所应有的发展方向。经济学是在局限条件下研究最大化的，它对最大化的追求和实现必须建立在一定的

约束性条件之上，人类的经济活动及其理论研究是一种比较、权衡，是在比较、权衡的基础上做出的选择，只有在认

识和界定、衡量和比较成本和收益的基础上才能做出经济与否的判断和评价。  

  在经济学研究中，如果不是首先去认识和界定成本，衡量和比较成本和收益之间的大小关系，而是以为只要解决

了快乐的客观性基础、快乐的人际可比性、测量快乐的理论与方法等问题，甚至以为只要转向快乐的方向就是向真理

的极限逼近，我以为这种快乐是虚幻的、不真实的，这种真理也很可能是虚妄的。相反，如果把快乐影响因子及其权

重序列放到成本领域加以认识和界定，从成本的角度加以诠释，从而把对成本领域的研究和对收益领域的研究结合起

来，可能不失为一种操作性较强的应用研究之路。  

  最后，值得欣慰的是，可持续发展的潮流正在世界范围内兴起，我国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上也提出了科学

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这一潮流和理念都是以人作为出发点和价值之所依归，表现在经济学的理论

问题上，就是不仅关注收益问题，而且也关注甚至更为关注成本问题。（作者单位：西安文理学院） 

来源：http://www.gmw.cn/content/2007-02/01/content_54029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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