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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从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开始 ，GDP（国内生产总值）和 GNP（国民
生产总值）等经济指标并不足以评价个人和国家真正的幸福感 。

自此 ，主观幸福指数逐渐成为评价一个国家人文指数之一的幸福
程度的重要指标 ，所以 ，国际心理学界乃至发达国家的政界不仅重
视幸福指数 ，而且在世纪之交还产生了一门心理学的新分支 ———

积极心理学 。积极心理学是关于人类幸福和力量的科学 ，创始人
是 Martin ．E ．P ．Seligman 。它以研究人类心理的积极方面 ，关

注人类的健康幸福与积极发展为主要内容 ，试图以新的理念 ，研究
和培养人固有的进取潜能 ，发展人类诸如乐观 、希望 、知识 、智力和

创造力等积极特征 。金一波博士等的枟通往幸福象牙塔枠正是在这

个学科发展背景和我国心理学健康教育发展的背景下问世的 。

全书从积极心理学的视角 ，将学术简单化 、实用化 ，帮助人们
通往幸福象牙塔 。它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

枟通往幸福象牙塔枠一共 １１章 。从首章“认识幸福”开始 ，到尾
章“触摸美丽的幸福” ，经历了自我意识 、创造力培养 、时间管理 、压
力管理 、情绪管理 、人际关系 、婚恋心理 、生命教育 、职业生涯规划
等方面 ，和大学生一起寻找幸福之旅 。每章的体例都这样安排 ：名
言 、四格漫画 、正文 、知识卡片 、自我测试和相关链接（参考文献 ，相
关网络资料检索途径等） 。作者希望通过努力 ，使枟通往幸福象牙

塔枠尽可能通俗易懂 、深入浅出 ，在保证科学性 、知识性的基础上 ，

突出可读性和可操作性 ，“开卷有益 ，轻松阅读” ，使之成为大学生
真心喜欢的一本书 。它既可以成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者和心理咨
询人员结合教学强化大学生心理健康 、心理培训的有效教材 ，又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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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成为家长 、关心大学生健康成长的人士了解大学生心理健康知

识 、掌握与大学生沟通的有效方法的参考用书 。

我仔细读了全书内容 ，认为本书有三个特点 ：一是可读性 。这

表现在知识性与趣味性的统一上 。本书在可读和可操作的基础上
能够明确心理健康的理念及其机制 。二是各单元或各章独立成
篇 ，都是有质量的文章 ，读者可按需阅读并使用 。三是适合不同层

次的需要 。原创漫画和案例 ，适合习惯于动漫阅读的一般青年大
学生读者的阅读习惯 ，旨在普及 ；正文和自我测试 ，适合想要了解

有关心理健康知识 、希望增强自我心理调适能力的读者 ，旨在自我
提高 ；知识库和相关链接 ，适合希望进一步了解心理学专业知识甚
至有意向进行专业研究的读者 。我相信广大读者 ，尤其是大学生
读者会喜欢这本枟通往幸福象牙塔枠 。

我曾多次说过 ：“心理和谐”从内涵上说 ，是积极心理学的核

心 ；从外延上说 ，它几乎包含了积极心理学的所有内容 。心理健康
教育的目的是促进心理和谐 ，枟通往幸福象牙塔枠试图通过介绍积

极心理学和主观幸福感来认识幸福 ，目的也是为了引导大学生心
理和谐 。让我们用“心理和谐”作为心理健康教育的指导思想 ，引

导人们 ，包括大学生正常调理自己健康 、幸福的人生 。

是为序 。

枟心理学报枠副主编 、枟心理发展与教育枠主编

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

亚洲太平洋地区健康心理学会第一副主席

教育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主任

中国教育学会常务理事兼学生委员会副主任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博士生导师

　 　 　 　 　 　 　

２０１２年 ５月 ２８日于北京师范大学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序 　 二

枟通往幸福象牙塔枠从大学生的角度谈大学生的幸福 ，文风活

泼而论述严谨 ，以积极心理学的视角 ，将心理学前沿研究深入浅出

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是对提高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实效性的一次

有益尝试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

枟通往幸福象牙塔枠一共 １１章 ，首章“认识幸福”通过介绍积极

心理学和主观幸福感来认识幸福 。第 ２章到第 １０章分别从自我

意识 、创造力培养 、时间管理 、压力管理 、情绪管理 、人际关系 、婚恋

心理 、生命教育以及职业生涯规划等方面 ，和大学生一起认识 、展

开寻找幸福之旅 。全书以“尾章 ：触摸美丽的幸福”结束 。本书通

俗易懂 ，以一种充满趣味的方式将严谨的心理学研究与其在生活

中的应用结合起来 。原创漫画和案例 、正文以及知识库和相关链

接的体例设计很有新意 ，适合不同层次的阅读需求 ，以帮助大学生

能够既轻松又清晰地理解相关概念并掌握促进幸福的相关方法 。

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中国心理学会会士 、枟心理科学枠杂志主编

原中国心理学会副理事长（两届）、上海市心理学会理事长

　 　 　 　 　 　

２０１２年 ５月 ２２日于华东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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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初衷 ：总是有很多课程 ，教我们如何更好地思考 、更好地阅读 、

更好地写作 ⋯ ⋯可是为什么就不该有人教我们更好地生活呢 ？本

书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 ，将学术简单化 、实用化 ，帮助人们通往幸

福象牙塔 。

枟通往幸福象牙塔枠尝试从大学生的角度谈大学生感兴趣的话

题 ，尝试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 ，将学术简单化 、实用化 ，帮助大学生

通往幸福象牙塔 。这个想法最初来源于我的教学实践 。在健康心

理学的学习 、研究和教学中 ，我经常为一个问题所困 ：为什么为普

通大众广为接受的心理学与我们真正研究的心理学有着如此的天

壤之别 ？有没有可以将两者结合起来的好方法 ？

２０００年后我开始得到关于积极心理学的一些知识 ，２００４年我

有幸师从杨治良教授攻读基础心理学博士学位 ，于是觉得似乎有

了可以将两者结合起来的契机 。 ２００４年开始构思 、写稿 、修改 ，然

后推翻重写 、修改 ，又推翻重写 ，继续修改 ⋯ ⋯一直到今天 ，终于形

成这 ２０余万字 ，以及与之相关的 ３３幅漫画（由沈金鑫先生原创） 。

我们把文稿中的部分内容以讲义的形式在一些课堂讲授 ，得到大

学生的欢迎 ，同时也得到了许多宝贵的反馈和批评意见 ，帮助我们

对文稿进一步修改 。值得一提的是 ，沈金鑫先生创造的“阿菜”形

象不仅受大学生欢迎 ，而且引起了不少已经毕业的校友们的共鸣 。

这大大增强了我对这本书的信心 。

本书共 １１章 ，首章是“认识幸福” ，通过介绍积极心理学和主

观幸福感来认识幸福 。第 ２章到第 １０章分别从自我意识 、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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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 、时间管理 、压力管理 、情绪管理 、人际关系 、婚恋心理 、生命教

育以及职业生涯规划等方面 ，和大学生一起认识自我 ，展开寻找幸

福之旅 。每章的体例这样安排 ：名言 、四格漫画 、正文 、知识卡片 、

自我测试和相关链接（参考文献 ，相关网络资料检索途径等） 。我

们希望通过努力 ，使枟通往幸福象牙塔枠尽可能通俗易懂 、深入浅

出 ，在保证科学性 、知识性的基础上 ，突出可读性和可操作性 ，“开

卷有益 ，轻松阅读” ，使之成为大学生真心喜欢的一本书 。同时它

也可以成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者和心理咨询人员结合教学强化大

学生心理健康心理训练的有效教材 ，可以成为家长 、关心大学生健

康成长的人士了解大学生心理健康知识 、掌握与大学生沟通的有

效方法的参考用书 。

在这本书中 ，有一个“自以为是 、但是有很多烦恼 ，经常把自己

想象成哲学家”的人物陪伴我们一起去寻找幸福 ，他就是“阿菜” 。

他的眼睛经常眯着 ，以体现自己总是处于思考中 ；他的肖像画中没

有出现鼻子 ，因为他对与自己无关的人或事一贯不闻不问 ；他喜欢

以“高领毛衣 ＋ 短裤”的混搭形象出现 ，因为他觉得不这样不足以

显示自己是“有思想的年轻人” ⋯ ⋯他有着象牙塔中的你我一样的

困惑 ，一直在努力地寻找幸福 。亲爱的大学生朋友 ，希望你会喜欢

他的陪伴 。

祝你幸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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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 　章 　认识幸福

幸福的生活不是依赖于好运气或者任何外

部的情况 ，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人内心的反

应 ⋯ ⋯重要的不是他拥有什么 ，而是他如何看待

他所拥有的 。

———德谟克利特

蒂姆的故事

蒂姆小时候 ，是个无忧无虑的孩子 。但自打上小学那天起 ，他

忙碌奔波的人生就开始了 。父母和老师总告诫他 ，上学的目的 ，就

是取得好成绩 ，这样长大后 ，才能找到好工作 。没人告诉他 ，学校

也可以是个获得快乐的地方 ，学习也可以是件令人开心的事 。因

为害怕考试考不好 ，担心作文写错字 ，蒂姆背负着焦虑和压力 。他

天天盼望的 ，就是下课和放学 。他的精神寄托就是每年的假期 。

渐渐地 ，蒂姆接受了大人的价值观 。虽然他不喜欢学校 ，但还

是努力学习 。成绩好时 ，父母和老师都夸他 ，同学们也羡慕他 。到

高中时 ，蒂姆已对此深信不疑 ：牺牲现在 ，是为了换取未来的幸福 ；

没有痛苦 ，就不会有收获 。当压力大到无法承受时 ，他就安慰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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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 ：一旦上了大学 ，一切就会变好 。

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 ，蒂姆激动得落泪 。他长长舒了一口

气 ：现在 ，可以开心地生活了 。但没过几天 ，那熟悉的焦虑又卷土

重来 。他担心在和大学同学的竞争中 ，自己不能取胜 。如果不能

打败他们 ，自己将来就找不到好工作 。

大学 ４年 ，蒂姆依旧奔忙着 ，极力为自己的履历表增光添彩 。

他成立学生社团 、做义工 ，参加多种运动项目 ，小心翼翼地选修课

程 ，但这一切完全不是出于兴趣 ，而是这些科目 ，可以保证他获得

好成绩 。

大四那年 ，蒂姆被一家著名的公司录用了 。他又一次兴奋地

告诉自己 ，这回终于可以享受生活了 。可他很快就感觉到 ，这份每

周需要工作 ８４小时的高薪工作 ，充满压力 。他又说服自己 ：没关

系 ，这样干 ，今后的职位才会更稳固 ，才能更快地升职 。当然 ，他也

有开心的时刻 ，在加薪 、拿到奖金或升职时 。但这些满足感 ，很快

就消退了 。

经过多年的打拼 ，蒂姆成了公司合伙人 。蒂姆拥有了豪宅 、名

牌跑车 。他的存款一辈子都用不完 。 他曾多么渴望这一天 。可

是 ，当这一天真的到来时 ，他却没觉得有多快乐 。

他被身边的人认定为成功的典型 。朋友拿他当偶像 ，来教育

自己的小孩 。可是蒂姆呢 ，由于无法在盲目的追求中找到幸福 ，他

干脆把注意力集中在了眼下 ，用酗酒 、吸毒来麻醉自己 。他尽可能

延长假期 ，在阳光下的海滩一呆就是几个钟头 ，享受着毫无目的的

人生 ，再也不去担心明天的事 。起初 ，他快活极了 ，但很快 ，他又感

到了厌倦 。

这就是风靡网络的哈佛最受欢迎的选修课 ——— “幸福课”的讲

授者泰勒 ·本 ·沙哈尔经常讲的“蒂姆的故事” 。在这个故事里 ，

晃动着许多人熟悉的影子 。

为什么蒂姆总是不快乐呢 ？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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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热

２０１２年 ６月 ２８日 ，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决议宣布每年 ３月

２０日作为“国际快乐日” ，并希望每个人都能投身于快乐之中 。决

议称 ：“对幸福的追求是一种基本的人类目标” ，呼吁所有成员国以

适当方式 ———包括通过教育和举行提升公众意识的活动等 ———

“庆祝国际快乐日” 。

联合国通过这个决议在一定程度上是不丹王国外交努力的结

果 。不丹 ２０１１ 年人均 GDP 只有 ２２８８ 美元 ，还不到我国人均

GDP的一半 ，在世界大家庭中 ，属于经济不发达国家 ，但不丹人的

幸福指数却在全世界名列前茅 。更重要的是顺应了时代发展的需

要 ，顺应了世界各国民众的需要 。随着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世界各

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 ，近年来 ，对幸福感的追求和重视 ，在全世

界范围内成为人们的共识 。

这种现象在我国尤为突出 。

“幸福”是各种文艺作品的主题 。从 ２０１０年年初开始 ，热播的

电视剧一部接着一部 ，枟老大的幸福枠枟老马家的幸福往事枠枟幸福枠

枟幸福像花儿一样枠枟幸福密码枠枟下一站幸福枠枟幸福来敲门枠枟天使

的幸福枠等有关幸福的影视非常多 。幸福也成了图书市场的卖点 ，

白岩松的枟幸福了吗枠 ，宋丹丹的自传枟幸福深处枠 ，毕淑敏的枟提醒

幸福枠 ，还有枟幸福书枠 、枟奔跑的幸福枠 、枟幸福的滋味枠等等书名中含

“幸福”二字的书籍不计其数 ，一时间似乎书名加上“幸福”二字就

能成为热销书 。

“幸福”是媒体竞相报道的标题 。报纸杂志讨论幸福的文章数

不胜数 ，随便翻开一张报纸 ，几乎都能看到有关幸福的文章或词

汇 。网络媒体的报道更是多如牛毛 。各类电台 、电视台诸如枟幸福

晚点名枠枟幸福魔方枠枟下一站幸福枠枟幸福来敲门枠枟幸福夫妻档枠枟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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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出发枠枟幸福家庭行动枠等节目交相辉映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中央

电视台走基层百姓心声特别调查节目组 ，赴各地采访包括白领 、农

民 、大学生 、工人及其他从业人员 ，他们被问的问题都一样 ，即“你

幸福吗” ，引发全国人民对幸福的思考 ，幸福成为媒体的热门词汇 。

不仅国内如此 ，国际媒体对中国的“幸福热”也给予高度关注 ，近两

年 ，枟参考消息枠刊出的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幸福”的文章几乎每周

都有 。

近些年各媒体纷纷评选最具幸福感城市 ，中国最具幸福感城

市是以市民的幸福感指数为评选标准的活动 ，评选的媒体不同 ，名

单也不同 ，其中以中国国家统计局与中央电视台联合主办的枟经济

生活大调查枠评选和由新华社枟瞭望东方周刊枠主办的枟中国最具幸

福感城市大调查枠评选最具影响力 。

“幸福”是专家学者研究的课题 。在万方数据库中输入“幸福”

二字 ，有超过 ５万篇相关期刊文章供您阅读 ，有近 ４５００ 篇学位论

文的论文题目含“幸福”二字 。这些研究成果从时间上来看 ，一半

是近两年所作 。 “幸福”问题成了时尚的学术课题 ，包括经济学 、社

会学 、政治学 、哲学 、心理学 、医学 、统计学 、流行病学 、管理科学等

各个领域的学者 ，针对幸福做了大量研究 。

“幸福”也是各级政府施政的议题 。 ２０１０年的两会报告中 ，温

家宝总理讲到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幸福 ，更有尊严 。在 ２０１１年 １月

６日召开的广东省委十届八次全会上 ，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

省委书记的汪洋立意“幸福广东” ，详解政治框架下的幸福观 ，点明

民众幸福可堪信赖的政治路径 。汪洋书记提出 ，建设幸福广东 ，就

是要坚持以人为本 ，维护公平正义 ，保护生态环境 ，建设宜居城乡 ，

改善社会治安 ，保障人民权益 ，畅通诉求表达渠道 ，满足民众文化

需求 ，从而强化转型升级的目的归依和价值导向 ，使转型升级成果

更好地转化成民众福祉 。 “幸福广东”要让人过得幸福 ，而且那种

幸福是作为人的幸福 。 “幸福广东”一说由此登上广东政治舞台 。

２０１１年两会前几天 ，温家宝总理接受采访时表示 ，要考核干部“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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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幸福”的能力 。

２０１２年 １１月 １５日 ，在党的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

会议上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在人民大会堂同采访党的

十八大的中外记者见面时说到 ：“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 ，期盼有更

好的教育 、更稳定的工作 、更满意的收入 、更可靠的社会保障 、更高

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 、更舒适的居住条件 、更优美的环境 ，期盼着

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 、工作得更好 、生活得更好 。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 ，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

的劳动来创造的 。我们的责任 ，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

民 ，继续解放思想 ，坚持改革开放 ，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努

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 ，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

幸福热反映出人们对幸福的渴求很强烈 ，但什么是幸福 ，怎样

才能获得幸福呢 ？

名利 ＝幸福 ？

英国作家萨克雷有一本很有名的小说叫枟名利场枠 ，他把我们

生存的世界比喻为名利场 ，人人都在追名逐利 ，人人都以为得到名

利就得到了幸福 ，然而小说的情节告诉我们 ，结局往往事与愿违 。

无论是读历史 、读小说 ，还是看现实 ，我们会发现太多太多事与愿

违的例子 ，却很少看到梦想成真的例子 ，如果有 ，也是在童话中 。

一项研究认为 ，如果生命只以追名逐利为目的的话 ，带来的多是负

面后果 ，这些人比其他人更有压力 ，更容易沮丧和焦虑 ，身心都显

得不健康 ，缺乏生命力 。有学者在新加坡商业学院学生中做的调

查显示 ，那些内心充满强烈的物质化价值观的人 ，其自我实现度 、

生命力和幸福感普遍较低 ，取而代之的 ，是更多的焦虑和身体

障碍 。

过于看重名利的人 ，心理预期值往往很高 ，并会不断提升 ，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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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止境 。绝大多数人根本不可能达成目标 ，幸福感当然很低 ；少数

人虽然能有所收获 ，但短暂满足之后 ，心理预期值会与现实状态值

偏离得更远 ，幸福感仍然在降低 。

我们承认物质决定意识 ，不否认物质条件的重要性 ，但物质条

件仅仅是幸福感受的基本条件而已 。名利其实只是别人眼中看到

的 ，对于人自身来说 ，只有正确认识它们 ，才能始终保持一颗平和

的心 。如果把名利作为追求的最终目标 ，结果只能是反受其累 。

享乐 ＝幸福 ？

享乐确实能带来快乐 ，但很难持久 。贪图享乐的人总是盲目

地去满足欲望 ，盲目地寻找快乐逃避痛苦 。在快乐的诱惑下 ，他们

很少考虑后果 ，认为充实的生活就是不断满足自己各种各样的欲

望 ，眼前的事儿只要能让自己开心 ，就不顾一切地去做 ，刺激劲儿

过去 ，再找更新鲜的刺激 。由于他们只看重眼前 ，短暂的快乐会让

他们失去理智 。因为同一件事给人带来的满足感会随着重复次数

的增多而递减 ，所以说贪图享乐的人 ，必须不断地去寻找新的刺

激 ，导致的结果往往是痴迷网游 、赌博 、无谓的冒险 ，甚至吸毒 、滥

交 ，最后当一切都无法为他带来满足的时候 ，就会变得极度空虚 ，

走向迷途 。心理学家做过这样的实验 ：付费给一些大学生 ，要求他

们只是享受 ，其他什么都不可以做 。实验结果是 ，一段时间后 ，这

些大学生就会感到极度沮丧 ，尽管参与研究的收入很可观 ，但过不

了多久 ，所有的人都主动放弃了 。贪图享乐的后果 ，是世上再没有

任何东西可以给自己带来快乐 ，最后只能选择毁灭性地解除痛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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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有钱 ，越幸福 ？

枟２００９年幸福指数调查报告枠显示 ，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 ，

“赚”到钱才能“赚”到幸福 ，所以 ，提高自己的收入水平成了多数人

的追求 ，快速发展经济 、改善人们的生活条件成了政府的首要任

务 。然而 ，在美国曾经做过一项研究 ：调查在博彩中中头奖的人 ，

一开始中奖的时候 ，他们都很兴奋 ，但一个月后 ，他们发现自己的

生活并没有什么大的改变 ，并没有比中奖前有更多的幸福感 。

枟２０１１年广东幸福消费报告枠也显示 ，收入越高的人幸福指数并非

就越高 ，反而那些中等收入水平的人幸福指数最高 。经济条件和

幸福有关系吗 ？

学者们早就发现 ，当国家变得更富有时 ，人们的平均幸福水平

并未随之提高 。经济学家 Easterlin最早研究这一现象 ，这种现象

被称之为“幸福 ———收入之谜” ，也被称作 Easterlin悖论 。 Easter‐
lin悖论已在美国 、英国 、日本等很多发达国家出现 ，它同样开始适

用于中国 ：１９８０年以来 ，中国的 GDP以年均 ９畅４％ 的高速度增长 ，

在东亚创造了新的经济奇迹 。经济成就举世瞩目 ，而整体的人文

发展情况却呈现出与 GDP增长不协调的逆态势 。根据荷兰 Era‐
mus大学的 Ruut Veenhov 教授对中国 ３ 次幸福指数的调查 ，中

国 １９９０ 年国民幸福指数为 ６畅６４ （１ — １０ 标度） ，１９９５ 年上升到

７畅０８ ，但 ２００１年却下降到 ６畅６０ 。数据表明 ，即使经济持续快速增

长也并不能保证国民幸福的持续增加 。 “有一项调查表明 ，中国人

的幸福感在过去 １０年中先升后降 ，与经济发展的曲线并不同步 。”

（黄庭钧 ：枟国内 １０大城市幸福度调查 ：安居乐业是幸福之本枠 ，新

华网上海频道 ２００６年 １月 １７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２００６年 １月

１６日发布的枟２００５年中国城市及生活幸福度调查报告枠表明 ，“此

次城市总幸福度排行榜上名列前两位的杭州和成都 ，居民收入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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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最高的” 。①

田国强 、杨立岩构建了一个规范的经济学理论模型 ，来研究

“幸福 ———收入之谜” 。他们在个人理性选择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

假定下研究人们的幸福问题 ，从而将幸福经济学整合到主流经济

学中来 。该模型同时考虑了收入和非收入因素 ，将心理学和经济

学中的攀比理论和“忽视变量”理论的基本思想统一起来 ，在现代

经济学中最为基本的帕累托最优标准和个人自利性假设下 ，探讨

了幸福 ———收入悖论问题并给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他们的研究

发现 ，存在一个与非物质初始禀赋正相关的临界收入水平 ，当收入

尚未达到这个临界水平之前 ，增加收入能够提高社会的幸福度 ；一

旦达到或超过这个临界收入水平 ，增加收入反而会降低总体幸福

水平 ，导致帕累托无效的配置结果 。②

钱多并不能保证我们幸福 ，对钱的态度更能影响我们的幸福 。

常若松 、王馨竹 ，采用金钱态度量表 （MAS ）和总体幸福感量表
（GWB）对中 、日两国 ３７７ 名大学生的金钱态度和幸福感进行调

查 ，以分析中 、日两国大学生对金钱的态度与幸福感的关系 。结果

发现 ，两者存在显著负相关 。说明两国大学生都认为注重金钱 、权

力 、名望象征的人 ，使用金钱时抱有怀疑态度的人 ，以及把金钱看

成是引发焦虑主要原因的人 ，其幸福感水平较低 。
③

①

②

③

陈统奎 、刘劭 ：枟从 GDP 到 GNH ：中国经济增长但人民并不幸福枠 ，枟新民周刊枠

２００５ 年第 ４１ 期 。

田国强 ，杨立岩 ：枟对“幸福 ——— 收入之谜”的一个解答枠 ，枟经济研究枠２００６ 年第

１１ 期 。

常若松 、王馨竹 ：枟大学生金钱态度和幸福感关系的跨文化研究枠 ，枟教育科学枠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第 ２５ 卷第 ６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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