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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通向幸福之路》的主要研究居民幸福问题，选题新颖，观点新颖，结合湖北和湖南农民以及高
校教师的实际，研究我国居民的幸福问题，提出一些很有实际意义的建议。
该书先梳理和综述近20多年来西方经济学界有关幸福感的最新研究成果，探讨在我国进行幸福感研究
的理性基础，是本书的研究奠定前提；然后实证分析收入差距、失业、激励和宗教信仰对我国居民幸
福感的影响，从而检验最新西方效用理论的核心假说在我国的可适性；还应用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结
果从幸福感角度解释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自杀现象，扩展幸福感研究领域；最后对政府制定相关政策
改善公众福利状况和个人合理调适生活方式提高幸福感水平提出建议，为和谐社会建设和科学发展观
的落实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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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彭代彦，男，湖北仙桃人，1964年11月生。
1982年9月至1986年7月在华中农业大学农经系就读，获学士学位；1986年9月至1989年7月在中国社会科
学院研究生院农村发展系就读，获硕士学位；1998年4月至2001年3月在日本国立九州大学农经系就读
，获博士学位。
出国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2001年3月回国后在华中科技大学经济
学院任教至今，2001年7月晋升副教授职称，2004年11月晋升教授职称，2005年5月被聘为博士生导师。
已出版专著1部，在《世界经济》等刊物上发表独著和第一作者论文80余篇，主持完成国家、省部级、
学校和各类横向课题20余项。
研究方向为经济福利、农业经济、产业经济和区域经济。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通向幸福之路>>

书籍目录

绪论
第一章　幸福感理论的最新发展
　第一节　前言
　第二节　幸福感的定义与测量
　第三节　新古典绝对效用理论的困境
　第四节　对伊斯特林悖论的解释
　　一　相对效用假说
　　二　收入的边际效用递减假说
　　三　收入分配状况恶化假说
　　四　忽视变量假说
　　五　评述
　第五节　幸福感理论的实证检验方法
　第六节　幸福感理论的应用
　　一　问题的提出
　　二　相对效用假说与幸福感差异
　　三　忽视变量假说与幸福感差异
　　四　幸福感比较和排名的意义
　第七节　结语
第二章　幸福感研究的理性基础
　第一节　前言
　第二节　利他行为的利己动机
　　一　关于利他行为是否存在利己动机的争论
　　二　经济代价规则型利他行为的自利性
　　三　其他类型利他行为的自利性
　　四　我国居民的公益活动参与和幸福感
　第三节　我国农民的理性与合作性
　　一　我国农民的理性
　　二　我国农民的合作性——兼评曹锦清教授的主张
　　三　结论
　第四节　结语
第三章　收入差距与幸福感
　第一节　前言
　第二节　文献综述
　　一　相对收入的福利影响
　　二　地区收入差距的福利影响
　　三　评述
　第三节　相对收入和地区收入差距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一　模型设定
　　二　变量特征
　　三　计量结果
　第四节　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对农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_
　　一　模型设定
　　二　变量特征
　　三　计量结果
　第五节　结语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通向幸福之路>>

第四章　民生项目的财政投入与幸福感
　第一节　前言
　第二节　文献综述与模型设定
　　一　文献综述
　　二　模型设定
　第三节　变量特征
　第四节　计量结果
　第五节　不同的民生项目财政投入度量方式对计量结果的影响
　第六节　看病难的案例分析
　第七节　结语
第五章　失业与幸福感
　第一节　前言
　第二节　文献综述与分析框架
　第三节　样本特征
　第四节　计量结果
　第五节　性别差异
　第六节　结语
第六章　激励与满意度
　第一节　前言
　第二节　样本特征
　第三节　激励与生活满意度
　第四节　激励与工作满意度
　第五节　工作时间与收入
　第六节　结语
第七章　宗教信仰与幸福感
　第一节　前言
　第二节　宗教信仰对幸福感的影响
　　一　理论分析概述
　　二　实证检验概述
　第三节　宗教信仰与宗教参与
　第四节　我国居民的宗教参与
　　一　文献综述与解释变量选择
　　二　分布构成
　　三　计量结果
　第五节　结语
第八章　幸福感与自杀
　第一节　前言
　第二节　自杀的本质
　　一　幸福感与自杀
　　二　自杀者的幸福感函数特征
　　三　自杀者与非自杀者之间的幸福感函数差异
　第三节　经济发展与自杀
　第四节　导致自杀的微观因素
　　一　收入
　　二　失业
　　三　健康
　　四　欲望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通向幸福之路>>

　　五　宗教信仰
　　六　精神追求
　　七　人际依赖
　第五节　结语
第九章　通向幸福的政策选择
　第一节　前言
　第二节　加强农村职业技术教育促进人口城市化
　　一　现有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的留守家庭后果
　　二　现有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的福利影响
　　三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模式调整
　　四　人口城市化与农村高中教育
　　五　农村高中教育不足的原因
　　六　农村高中教育的结构调整与职业技术教育的强化
　第三节　引入公共服务满意度评价提高公共服务质量
　　一　公共服务的现状
　　二　公共服务质量对幸福感的影响
　　三　高质量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
　第四节　结语
第十章　通向幸福的自我调适
　第一节　前言
　第二节　凡事竭尽全力
　　一　刻苦学习
　　二　努力工作
　第三节　淡然面对现实
　　一　降低物质欲望
　　二　用自己的长处比他人的短处
　　三　用现在的好处比过去的不足
　第四节　善待家人
　　一　培育子女
　　二　赡养父母
　第五节　结语
结语
参考文献
致谢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通向幸福之路>>

章节摘录

　　在公共服务变量中，社会冲突的回归系数在1%以上统计水平显著为负，表明社会冲突降低了被调
查者的生活满意度，与没有遇到社会冲突的被调查者相比，遭遇到社会冲突的被调查者的生活满意度
低2.2010。
与Hayo和Seifert（2003）对东欧的研究相似，收入公平度和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回归系数在1%以上统计
水平显著为正，表明收入分配越公平，公共服务越完善，被调查者的生活满意度越高：如果收入公平
度再上升10010，被调查者的生活满意度将上升0.71%；如果公共服务满意度再上升10%，被调查者的
生活满意度将上升0.36%，这与对现实的观察是一致的。
而政府冲突、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社会冲突和政府冲突对被调查者的生活满意度没有显著影响。
　　在生活感受变量中，认为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比同龄人高和比同龄人低的回归系数分别为正和负
，认为生活比三年前好和比三年前差的回归系数也分别为正和负，且均在1%以上统计水平显著，这与
理论预期和已有研究结果（如Knightetal.2007；罗楚亮，2006;Hayo and Seifert，2003；Senik，2009）相
一致，表明被调查者既在乎横向比较，也在意生活水平在时间上的变化，感觉越好对生活就越满意：
与认为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和同龄人相同的被调查者相比，认为比同龄人高的被调查者的生活满意度
高3.8%，认为比同龄人低的生活满意度低6.3%；与认为自己的生活和三年前相同的被调查者相比，认
为比三年前好的被调查者的生活满意度高6.3010，认为比三年前低的生活满意度低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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