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经阅读” 征文

经济人·财富·幸福
——读亚当 · 斯密著作有感

心 宇

提及亚当 · 斯密，一般人都知道他

的“经济人”理论。尽管“经济人”的概念

不是亚当· 斯密最先提出的，他甚至并

没有直接提到“经济人”这个词，而仅在

其作品中两次提到“看不见的手”，但其

描述显然已经淋漓尽致地勾画出具有“经

济人”特性的行为特征。

在著名的《 国富论》中，斯密描述到：

“每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

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

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

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

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

用途。”“ 由于每个人都努力把他的资本

尽可能用来支持国内产业，都努力管理国

内产业，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高

程度，他就必然竭力使社会的年收入尽

量增大起来。确实，他通常既不打算促

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

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受着一只看

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

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

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

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

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国富论》

第四篇第一章）。由此可见，斯密笔下的

经济人的思想行为基础主要是出于自利

的考虑。经济人假设的核心命题也被后

人总结为：在不违背法制的条件下，经济

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动会无

意识、卓有成效地增进社会公共利益。

自从经济人假设诞生以来，很多人

都在讨论和充实着“经济人”假设，对其

争论以及诟病最多的就是经济人假设所

包含的伦理学基础，即功利主义、利己主

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同时客观来说，

经济人假设的缺陷还在于它本身也不能

解释许多的经济、社会现象，所以以后

的西方经济学家发展出了“有限理性”观

点，期望能解决“经济人”的伦理学缺陷

并解释更多的经济社会现象。但是，没有

一个理论可以完美地适用于所有的社会

经济现实，也没有一种假设可以合理地

解释所有经济社会问题。发展了的经济人

假说也并不能像期望的那样解释更多的

经济社会现象，虽然可能会得到更多人

的接受。而与亚当 · 斯密的原始理论比较

可见，一方面后人似乎有着自觉或不自觉

地扩大经济人的范围的倾向，以致于对几

乎所有普通人的行为特性也采用经济人

的伦理学基础来进行分析，忽略了人其

实最先是自然人和社会人，其次才可能

是经济人；另一方面，后人似乎认为以利

己为基础的理论都是不得人心的，所以

力求避免或者修正之；最后，也是更多

后人所作的事情是将斯密的理性经济人

假设修正为有限理性，似乎这样就有了

更广泛的适用价值。

事实上，笔者认为，在斯密的学术

思想中，经济人主要是指拥有足够多财富

的富人，这在他的另一部经典著作《 道德

情操论》中有所体现 ：“虽然他们（富人）

只图自己方便，虽然他们雇用千百人来为

自己劳动的惟一目的是满足自己无聊而又

贪得无厌的欲望，但是他们还是同穷人

一样分享他们所作一切改良的成果。一

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作

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

情况下所能作出的一样的分配，从而不

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并为不断增多

的人口提供生活资料。”所以后人将其推

广适用于一切人（如所有自然人和社会

人），是不准确的。而且，很多人都忽略了

在上述这段话之后斯密的一段表述：“当

神把土地分给少数地主时，他既没有忘

记也没有遗弃那些在这种分配中似乎被

忽略了的人。后者也享用着他们在全部

土地产品中所占有的份额。在构成人类

生活的真正幸福之中，他们无论在哪方

面都不比似乎大大超过他们的那些人逊

色。在肉体的舒适和心灵的平静上，所

有不同阶层的人几乎处于同一水平，一

个在大路旁晒太阳的乞丐也享有国王们

正在为之战斗的那种安全。

这样看来，斯密有意或者无意地将

财富与幸福做了一番比较，虽然这比较

就像是乒乓球比赛里的擦边球一样，稍

不留心就会滑出人们的视线，但仍然在

有力而有效地警醒后人，其实财富与幸

福——“构成人类生活的真正幸福”并不

是一回事。

显然，拥有资本并具有投资能力的

经济人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但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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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经济怎样发展，我们也应该认识到，

人首先是自然人和社会人，其次才有可

能是经济人。作为社会人，人们之所以热

情地投入生活，根本上是为了如己所愿

地过上理想的美好生活——即我们通常

所谓的幸福的生活。再进一步，人们通常

所说的追求幸福，其实是在追求幸福的

最大化，也就是追求在力所能及的前提

下最大程度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而不是

违背自己的意愿来换取其他，这就是为

什么有些东西能用钱买到，有些却不能。

我们因此也可以说，任何一个社会群体

中占最大多数的都是追求幸福的社会人

（用追求幸福来代替追求幸福最大化，下

同），这在一定意义上是一个事实，但在

理论上只能称作假设。换句话说，每个

人都希望自己的幸福理想能完美实现，

但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关系错综复杂的社

会系统中的社会人，所以我们也许是出

于自己的本意，也许是受到某一只“看不

见的手”的驱使，总之，每个人在争取实

现自身理想的美好生活的同时，也同样

最大程度地增进了社会的福利，为实现

使最大多数人的生活幸福这一社会目标

作出贡献。也即所有人都在为自身的幸

福最大化而努力，并最终实现全社会最

大多数人的幸福最大化。

什么是幸福最大化呢？笔者提出几点

假设：1、生活的本意是幸福，所谓幸福

就是在所有可能的生活模式中能选择按

自己理想的方式去生活；2、人们生活的

终极目标是幸福；3、没有人会主动放弃

幸福，相反，人们都在尽可能多地按照自

己的想法去过自己所希望的美好生活；4、

一切规范（包括公序良俗、伦理道德及法

律规范）以及社会管理的出发点本应该为

实现每个人的幸福最大化服务，但在所

有人都同时追求幸福最大化的情况下，规

范（包括法律）更多是要建立公正公平的

机制，以保证最大多数人实现自己的幸福

最大化；5、最大多数人的幸福最大化将

表现为整个社会群体的幸福最大化。

如 何 理 解 这个 假 设 呢？不 妨 来

分析 一下。人们的 一 切行为，包 括思

维 模 式，以 至 于 通 常 所 说的 世界 观

和价值取向，都不 会脱离自身的经 济

和社会环境等因素在人们心理中的积淀，

人们作出任何选择和决定，必定是与自

身的这些积淀有关，故而人们作出的一

切选择，为或者不为某事——如果不是

被迫作出的话，都首先会从自身的愿望出

发，选择可以导向自己期望的美好生活的

最佳途径。然而人是一种社会动物，每

个人都希望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的结果

通常是大家都要按照一定的规则在一定

程度上予以妥协，并抑制自己的一部分

愿望，以最大程度的实现可能实现的那

一部分愿望——似乎可看作是众人愿望

的交集，这是人作为社会人所能期望最

大程度实现的幸福。如果我们有足够的

能力——财富、智慧，而自己的愿望又有

足够代表性的话，自己的愿望通常会成

为大多数人的共同期望，那么个人愿望

就能实现得更多些，也就是自己的幸福

理想兑现得多些；相反，如果一个人的

愿望总是离奇古怪，很少能得到人们的

理解、同情和支持，甚至经常受到打击、

排斥，那么很不幸，他的愿望实现起来就

有诸多困难，他会因此而感到不幸或者

说感到幸福离自己很远——但这并不意

味着他的愿望不能实现。如果他坚信自

己的选择而不在意别人的看法，并且肯

努力，取得越来越多人的理解，则情况有

可能会改变。按照生活本意，一切制度、

规范都应该以使最大多数人生活幸福为

出发点，这些制度、规范中的限制性规范

应该是限制、打击破坏这种制度和威胁、

限制他人实现自身幸福的行为、思想的，

如此，个体愿望的被修正在所难免，即

幸福减让是必要和必须的，但每个人都

希望能够在有所修正后最大限度地实现

自己的愿望，实现自身幸福的最大化。每

个人都会不遗余力地朝着这个目标努力，

从而促使整个社会朝着令最大多数人生

活幸福的方向发展，实现社会群体的幸

福最大化。

在“幸福最大化”假设下，经济人和

社会人混同了——追逐利益最大化也不

过是追求幸福最大化的一部分或者说

是一种手段、一种途径、一种形式。因为

“生活”这一概念对应的是社会人，而财

富（利益）最大化是针对经济人而言的，

经济人只不过是全部社会人中的一 部

分。因此，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理

应首先是追求幸福最大化的社会人。同

时，我们稍加分析就可以理解，经济人

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出发点本身就是幸福

最大化，而利益最大化不过是一种短期

的过渡目标。只是幸福这一生活的本意，

在很多人心目中被利益最大化这一过渡

目标替代了，反以为利益最大化就是生

活的本意，或者实现了利益最大化就实

现了幸福。

不过我们似乎也可以这样理解：幸

福最大化涵盖了财富（或称为利益）最大

化，因为对于真正的经济人来说，财富最

大化或许就是他们的幸福最大化。或者

说，财富最大化就是他们所期望的最高

生活理想，也就是他们的幸福最大化。

但绝不可反过来说，因为幸福最大化不

惟财富最大化。

（作者单位 ：陕西渭南兴 和有限责

任会计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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