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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阅读

“幸福悖论”的道德反思

冯春芳刘爱莲

“幸福悖论”，指幸福增长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不一致问题，也即通常所说的更多财富没有带来
更大幸福。随着能源危机、资源短缺与环境污染等问题的日趋严峻，与生活质量相关的幸福问

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西方国家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即开展了幸福指数的相关调查研究。

1974年，美国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发表了著名论文——《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
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提出收入增加并不一定导致快乐增加，这一论点被称为“伊斯特林
悖论”，也称“幸福悖论”“幸福——收入之谜”。国家之间的比较研究以及长期的动态研究表明，
人均收入的高低同平均快乐水平之间没有明显的关系。在收入达到某一点以前，快乐随收入增

加而增长，但超过那一点后，这种关系却并不明显。在任何一个国家内部，人们的平均收入和

平均快乐之间也没有明显的关系，包括文化特征在内的许多其他因素会影响快乐。作为社会福

利衡量指标的国民生产总值没有能将一些看不见的，但又非常重要的东西纳入衡量之列：如内

心的平静和幸福，而这恰恰被许多人当作生活的最终目标。

“幸福悖论”问题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理论根源和切实的经验依据。传统的经济学认为，增加财富
是增加幸福的主要方式。首先，财富的增加使人们有可能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购买消费的物

品；其次，更多的财富给了人们更多的选择的权力，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消费或不消费某些商

品，因此，更多的财富会带来更大的幸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金钱和财富成为幸福的代名

词。一般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的幸福感应该增强，特别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不是

很高，人们收入较少，处于贫穷阶段时，收入的增加、财富的增长无疑是人们幸福生活的重要

影响因子。但是，物质丰裕并不是幸福的充分条件，人不仅要活着，而且要活得有意义和价

值。幸福是快乐和意义的结合，温饱问题得到解决后，精神上的追求就显得愈益迫切。如果人

们依然把物质财富的增长与积累作为生活的唯一目标，人类的精神和道德发展自然就被放逐而

沦亡。有学者认为“当今社会虽然变富了，可是没有更快乐，就是因为许多人不懂得人生真
谛，正在做钱的奴隶而变得痛苦。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把所有工作的出发点和归

宿都锁定在物质财富的增加上，其实就是把钱当作唯一的目标，无疑起了不好的作用”。

“幸福悖论”并不是真正的逻辑悖论，其之所以作为悖论而引起人们的关注，恰恰体现了人类生
活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统一性，同时也提示我们，人类对幸福的认知仍处于启蒙阶段。

(选自《求实》，2014年5期)

1．下列关于“幸福悖论”相关内容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幸福悖论是在目前能源危机、资源短缺与环境污染等问题日趋严重情况下产生的。

B.幸福悖论指人在获得更多的财富后，没有得到与财富增加相应的幸福快乐的增加。

C.幸福悖论最早由美国伊斯特林提出的，这个概念也可以表述为“幸福——收入之谜”。

更
多
资
料
到
官
网
：
ht
tp
:/
/w
ww
.w
ul
ia
oj
z.
co
m

官
方
公
众
号
：
物
料
家
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