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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通过有效的公共管理途径实现人民幸福感的

提升，成为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讨论和实践的焦点。相比之下，国内以公共政

策的视角对国民幸福问题的研究，无论从广度上还是从深度上都远远不够。发展

经济一直是我国各级政府工作的重点，由于当前理论界在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之

间的关系在认识上较为模糊，各级政府在实践工作中往往将二者关系简单地等同

或简单地对立。针对当前我国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增进之间存在的不同步现象，

本文通过引入“收入—幸福”悖论及其相关理论作为依据，结合对厦门市的调查

研究，分析了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之间存在偏差的原因，提出了实现二者同步协

调发展的条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基于幸福理论视角的公共政策建议。 

本文主体的第一部分首先引入“收入—幸福”悖论，指出经济增长与人民幸

福之间关系并非是简单的线性关系。接着通过对于厦门市客观数据的分析和居民

主观幸福感的调查，证实在厦门同样存在经济增长与居民主观幸福感提升非同步

的现象。 

第二部分在综合经济学、心理学等学科领域对于“收入—幸福”悖论相关理

论解释的基础上，提出经济增长过程中关于主观幸福感的幸福函数模型，探索实

现经济增长与幸福感同步提升所需要满足的理论条件，并结合厦门市的具体情

况，分析当前厦门市经济增长与居民幸福存在偏差的原因。 

第三部分，尝试从公共政策的角度，寻求当前建设幸福厦门的治理改革路径。

从厦门市的具体市情出发，一方面必须承认当前发展经济与居民幸福所具有的现

实意义，另一方面，应从收入分配、住房、交通、医疗、环境治理等角度，强化

有助于人们产生幸福感的条件，消弭不利因素。这样才能既发挥经济增长对于居

民幸福的必要性作用，同时又弥补单纯依靠经济增长手段实现居民幸福的局限

性。 

 

 

关键词：经济增长；人民幸福；公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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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conomy, improving national 

happiness using public administration way effectively has become the focus center of 

the central to local governments. However, compare with international survey, 

domestic research of national happiness with public administration prospective is 

unsufficient no matter in depth or breadth. Promo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always the key point of governmental work. In the light of the obscure realization of 

the connection of economic growth and national happiness in theory horizon,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get used to equate or oppose them simply in daily work. In  

our research however, we introduce Easterlin paradox and relevant theories to 

annalyze the effect economic growth acted to national happiness. With more and more 

damands of happiness in this increasingly changed society, economic growth is not 

the only reason of the many sources of national happiness, and this is the origiral 

reason of the unsynchronicity between our country’s rapid ecomonic growth and 

comparatively low national happiness. Conbined with the survey and data of Xiamen 

city, we point out public policy recommendations based on theory of happiness.     

The first part of the thesis begins with the theory of the Easterlin paradox and 

some relevant theories, and then pointed out the limitation of national happiness 

depanding on economic growth.Then, we provide the redefinition of national 

happiness and point out the influents that the economic growth act to national 

happiness is limited. national happiness is defined as a whole system contained of 

many other demands. Therefore, the only effect factor brought by economic growth 

can not satisfy all the demands of national happiness.    

In the second part, we discuss the effect economic growth acting on national 

happiness based on the aforementioned theories. We piont out that economic growth 

is still the mian stream leading to national happiness at the present development stage 

of our country. Meanwhile, we remind the effect that economic factor acted on 

national happiness is limited. 

In the third part of the thesis, we tried to point out the solution of impo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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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happiness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growth from the government founction.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growth, there are improving factors and restricted factors 

of national happiness. Therefore, considering Xiamen’s practical situation, our 

government should take the responsibility to find out the solution of improving 

national happiness, from improving income, promoting distruction, enlarging 

employment, improving social security system and strengthen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uthermore, after considerating the practical situation of Xiamen city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national happiness, our government 

should take their responsibility to play a key function to make up the citizen national 

happiness restriction brought by economic growth, while enlarge the advantagement 

brought by economic growth.  

 

Key words:National Happiness; Economic Growth; Public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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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论 

 1

一、导论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政府已经开始认同和提倡国民幸福的政治理念，对幸福的

关注和追求正逐渐成为各国政府在制定和评估公共政策时的核心价值。科学发展

观强调社会发展与人本身发展的统一性与同步性。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十七大会议

上，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指出，社会建设和人民的幸福安康息息相关。科学发展观

与人民幸福有着密切的联系，科学发展观是党的宗旨在国家和社会发展问题上的

具体体现，为人民谋幸福是科学发展观的题中之义。 

改革开放 30 年来，我国的经济水平不断上升，但是人民的幸福感却没有与

经济增长同步提升。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期，这要求政府的公

共管理模式也必须完成与之相适应的转型。在对于人民幸福的研究中，只有对“什

么是幸福”、“怎样才能达到幸福”等基本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予以系统科学的

研究与回答，以此为思路指导公共管理模式的转型，才能正确地认识幸福，科学

地追求幸福，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推进社会和人的和谐发展。 

本文基于幸福研究的视角，分析我国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过程中经济增

长与实现人民幸福之间的相互联系，探讨二者在发展中出现偏差的原因，以此指

导公共管理改革和公共政策实践，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从理论层面上来说，“我国公共管理学科正处于创始和形成期，存在大量的

理论空白需要填补”①。当前以国民幸福为主题的研究主要局限于哲学、心理学

及经济学等学科领域，而公共管理学作为一门研究政府等公共组织对社会进行有

效管理规律的学科，对于国民幸福的研究涉及甚少。将幸福研究的相关理论引入

公共管理领域，研究影响我国国民幸福感的相关因素，尤其是经济因素，不仅可

以提高我国公共政策的系统性和理论性，为当前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供崭新的研

究视角，也为公共管理的学科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 

从实践层面上来说，提升民生幸福水平、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彻落

实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也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待。当前各级地方政府在建设

                                                 
① 陈振明，李德国.走向规范化的中国公共管理学研究[J]. 国际学术动态，2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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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城市的过程中，对于经济增长与实现国民幸福之间的联系从过去简单将两者

等同，到当前简单将两者对立，在认识上存在着误区。 

之所以选择厦门市作为调研对象，是因为厦门市作为较早开放的经济特区，

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一个缩影。同时，厦门市在十二

五发展规划中基于自身的城市特色，提出了建设幸福厦门的工作思路，因此通过

对厦门市进行调查分析，有助于实现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通过分析厦门市经

济增长与人民幸福感之间的影响关系，系统地解释当前经济增长与人民幸福感提

升不同步的原因，可以为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对于更好地发挥国民经

济增长的作用为实现人民幸福服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已有相关研究综述 

关于幸福的研究由来已久，从早期的哲学、伦理学幸福理论发展至今已有上

千年的历史。伴随着现代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社会的巨大变迁，经济学家发现了经

济和收入增长并没有给人类带来期望中的幸福感。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着手解决

以“幸福悖论”为代表的一系列幸福难题，对幸福问题产生了许多新的认识和理

解。以下将从“幸福悖论”的提出、形成的各种理论解释及其得出的基本结论三

个方面为线索，对于现代幸福理论的研究成果进行简要的梳理。 

1．关于“幸福悖论” 

人类很早就开始了对于幸福问题的研究，其中福利经济学基于个人效用的功

利主义幸福观，曾使关于社会福利的研究发展到巅峰。但是通过经济增长提高物

质生活水平并没有使人类幸福 大化，相反却出现了所谓的“幸福悖论”：在现

实生活中，物质财富带来的效用并不一定与人们的主观幸福感呈现正相关关系，

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并没有带来相应的幸福感提升。“幸福悖论”是对传统福利

经济学物质化幸福理论的质疑，这激发了人们对于幸福问题的反思和新的研究。

近四十年来，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和伦理哲学开始交叉研究幸福问题，出现

了关于幸福问题的大量著述。 

早研究“幸福悖论”的是心理学家布利克曼（Philip Brickman）和坎贝尔

（Donald Campell），他们在 1971 年发布论文《享乐的相对主义和规划美好的社

会》，文中利用心理学的“适应水平”研究个体和集体幸福，发现人们收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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