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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伦理视野中 GNH 关怀的道德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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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 GDP 崇拜到 GNH 关怀，是两种发展观的转变，其实质就是对幸福的一种崭新诠释和评价标准的转变。

GDP 崇拜其实质就是唯效率崇拜，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也带来了道德的困惑和系列社会问题，由政府善治，经

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极组成的 GNH 关怀发展理念，已成为我们党和政府的执政理念和行政理念，具

有积极的伦理意义，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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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如果说 GDP 是衡量国富民强的标准，那么

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就是衡量人的幸福快

乐的标准。对于一个致力于把人民幸福作为发展宗旨

的社会而言，在发展理念和决策中，就不能不将人民

的幸福程度作为检测社会发展成就的标准，而要实现

这个目标，就有必要建立一个全面、科学地测量人民

幸福程度的指标体系。这样，幸福指数关怀在一定意

义上就成为发展理论和发展实践体现人的主体精神和

终极价值追求的一种重要形式，具有普遍的道德意义。

GNH 最早是由南亚的不丹王国的国王提出的，他认为

政策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人生基本

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在

这种执政理念的指导下，不丹创造性地提出了政府善

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极组成的“国

民幸福总值”(GNH)指标。现已发展为成熟的普遍的

执政理念和发展目标。根据本人的研究和理解，其核

心内容应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政府善治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

和管理活动，是人们幸福的根本。善治的本质特征，

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

治国家与公民社会两者的最佳状态。“善治”代表着一

种将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各方通力合作的管理过

程，代表着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的生存关

系和发展关系，是政治哲学反映的人与社会、人与政

治组织的最佳契合状态，是最广大人民幸福的社会根

本动因。政府善治还是一种公共政治，是一种人本主

义价值观的教育和塑造。只有在人真正地被当作人来

对待的社会，公民才成其为公民；只有坚持人本主义

的政治，才能成为公民政治；只有以人为本的政府，

才能期待公民精神的长成。因此，人本主义价值是公

民精神发育和成长不可或缺的养分和动力。社会责任

本位理念是对以人为本的进一步落实，其处处体现的

“大多数人利益”，“对社会共同尽责”，更是与和谐社

会中的以人为本精神不谋而合，从而有助于善治条件

下公民精神的培养，也最终有利于公民幸福生活的创

造。 
和谐社会的建构，包含着社会与政府之间良性的

互动机制的建构，因而也就包含国家权力资源配制模

式的改革与完善。在这个意义上说，政府善治与社会

良序之间的和谐程度，决定了一个社会人民生活的幸

福程度。欲建构和谐社会，首先就要构建政府与社会

的良序和谐，其基础就是政府善治——国家经济权力

的合理配置；而优化权力资源的配置模式，正是政府

善治建设的内容。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把最广

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

利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做到

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促进 人的全面发展，实现最广大人民的幸福愿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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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党的执政理念从 GDP 崇拜转移到关注人民幸福生

活的追求，而且还把政府的治理模式从治理到善治的

转移，以作为保证人民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是中国

人民福祉的最强音。 
2、经济增长确实能够提高人民幸福，但二者之

间不是简单的“正相关”关系。在经济发展水平很低

的情况下，收入增加能相应带来一定的快乐。但是，

人均 GDP 达到一定水平 3000 美元到 5000 美元后，

快乐效应就开始递减。“人民的幸福是全方位的，人

的需求是多层次的，财富越多未必幸福就越多。以人

民的幸福为目标，就要求用较少的资源和环境牺牲来

使人民接受一种更加科学、合理的生产与生活方式，

从而得到更多的幸福。”这是科学发展观在人们生活

理念上的体现。“快乐幸福的生活，才是我们经济、

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尤其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

乐，应该成为我们立法和道德的基础，为最广大的人

民谋幸福，应该成为我们最高的宗旨和法则” [2](10)。

有了这样一种发展理念和执政理念，中国就大有希望

了，也就不难理解，十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之前，国家

统计局指出要核算国民幸福指数、人的全面发展指

数、地区创新指数以及社会和谐指数等一些新的统计

内容。因此，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促进社会公平，

为弱势群体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通过财政转移支付

手段等实现财政资源的帕累托配置，是此时期政府职

责必须关注的重点问题，这是摆在执政党面前的历史

课题，也是“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我们期待，“为最

大多数人谋最大幸福”能够成为今后人们的价值中枢，

成为政府的价值中枢，成为政府工作的最根本目标，

那将是我国民众之大幸。 
3、文化知识属于人的认知范畴，也属于人的幸

福的一种中介性因素。由于人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的

发展，人们的生存质量在显著提高也是不争的事实，

因此，求真的过程充满幸福，一定要把这种幸福还给

求真的人们。一个人怎样认识幸福(幸福观)、感受幸

福的素质(幸福品质)和感受、创造幸福的能力(幸福能

力)与人的幸福密切相关，虽然并不是有了先进的理

念，人就能获得幸福，但人的幸福生活是要正确的幸

福观作指导的。感受幸福的品质和创造幸福的能力也

同样重要。幸福观是人们对什么是幸福、幸福的标准

等方面的根本看法，幸福品质是人们感受幸福的一种

素质基础，而幸福能力则是指人们追求幸福、创造幸

福、享受幸福的能力。对于幸福的获得，三者紧密相

关，缺一不可。因而，人的文化教育状态和水平与人

的幸福的获得就有内在必然性了。因此世界著名的教

育家乌申斯基说：“教育的主要目的在于使学生获得幸

福，不能为任何不相干的利益而牺牲这种幸福，这一

点当然是毋需置疑的。”[3](35)教育以幸福为目的既是一

种实然事实的存在，也是一种应然的价值追求。 
人在道德境界中追求的是善。文化教育就是将历

史上人类的精神内涵转化为当下生气勃勃的精神。在

进行知识教育的同时，更应该重视道德的培养，我们

人类需要用人文精神来指引前进的方向。文化教育不

仅仅是为了发展一个人的个性，还使得它培养出来的

人能够对社会有所贡献。追求善的过程之所以使人感

到幸福的原因：求善会使人的内心安宁，也会使人得

到别人的肯定和接纳。人们对幸福的认识与面对不幸

时的态度，和人们受教育的程度以及教育的质量有着

密切的关系。人的幸福追求是在社会中进行、在社会

中实现的。人对幸福的追求与道德的义务是统一的，

人的幸福也会在道德追求中得到满足和实现，缺乏道

德基础的幸福最终只能导致不幸。 
4、环境保护——自然与人的和谐是人的幸福之

所在。在全球化时代，人类追求的是人与自然、物质

与精神价值统一的真正幸福的生活状态。今天，随着

人类所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遭到愈来愈严重的破坏

和环境危机的日益加深,人们已愈来愈明白,对环境污

染和生态失衡问题的解决,不能仅仅依赖经济和法律

手段,还必须同时诉诸发展理念和价值信念。只有以发

展理念和价值信念为基础，从人们切身利益和生存质

量的高度来认识环境保护与人的幸福的关系问题，环

境保护运动才能从幼稚走向成熟，从肤浅走向深沉。

因为，对环境与生态的道德态度是一个人的道德境界

和生活理念的新的试金石。人不仅应当是完美的道德

监督者，他不应只把道德用作维护人这种生命形式的

生存的工具，而应把它用来维护所有完美的生命形

式。人应该有这样一种伟大的情怀：对他人的关心，

对动物的怜悯，对生命的爱护，对大自然的感激之情。

他应当与某种永恒的东西“照面”、把生活的意义与

某种比个人更宏大的过程联系起来。这种永恒的东西

和伟大的过程就是生命(包括人的生命)的生生不息和

绵延不绝，就是大自然的完整、稳定和美丽，就是“生

物成物”的大生之道和广生之德，这就是我们所理解

的幸福人生的基本理念。 
建设节约型社会，保持人类生存与自然环境的和

谐相处和可持续发展。是因为我们看到，经济增长了，

但是国民快乐与幸福指数并没有增长，由于沙尘暴、

水危机、环境污染，恶性疾病越来越多，整个社会弥

漫着一股烦躁不安的气氛，严重地影响着人民的生活

质量。社会的和谐发展必须尊重科学与自然规律，要

协调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内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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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没有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是谈不上社会的和谐

发展。这是一种智慧，也是一份责任，更是每个人应

该躬身践行的准则。只追求一时的经济发展和一代人

的幸福，人类将面临无穷的灾难和痛苦的深渊。 
5、当然，每个人由于社会环境、家庭背景、精

神氛围、个人禀赋的不同，往往会形成不同的道德个

性。个人的幸福体验、爱情婚姻生活的主观感受、事

业成就的社会认同程度、个人的欲望追求、年龄、性

别、宗教信仰等也影响着人们的幸福感。这些都是对

幸福有所影响的重要因素。当人们的理想在奋斗过程

中变为现实的时候，一个人哪怕穷困、潦倒、不顺，

只要他的身心需要得到极大满足，他仍然会感到无比

的幸福；如果精神上出现淡漠、麻木、偏离，不管外

在条件多么丰富，多么充实，还是没有幸福和快乐可

言，只有内在的幸福才具有本源性和实体性，这也是

人之所以区别于一般动物的标志之一。 
 

二 
 
从伦理学的角度看，GNH 关怀具有深厚的伦理意

蕴，是科学发展观的道德内涵和伦理精神的现实体

现。今天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方向已

经由单纯追求 GDP 上升到追求人文 GDP、环保 GDP、
GNH 关怀，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统筹协调发展的

GNH 关怀的发展观上来，不论在指导社会发展的战略

地位上还是在促进社会文明的进步上都有其深远的

道德意义。 
1、彰显以人为本的伦理理念。 以人为本是科学

发展观的核心内容。追求 GNH 关怀坚持了以人为本，

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幸福生活为目标，从人民群众

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

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

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以人为本不仅体现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客观要求，是

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还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

理论为基础，坚持人是目的和手段的有机统一，是马

克思主义追求人的彻底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的崇高

目标在现阶段的具体体现。以人为本作为一种价值取

向和思维方式，“就是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

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就是

要尊重和保障人权，包括公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

利；就是要不断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

素质和健康素质；就是要创造人们的平等发展、充分

发挥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4]  众所周知，把最广大

人民的利益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

点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从毛泽东讲“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到邓小平提出以“人民满意不满意，人

民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执政党和人民政府工作的标

准，再到江泽民反复强调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都是这一根本宗旨的生动表述。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

以后，注重解决民生问题，让党的阳光通过这一系列

的善措普照在每个社会公民的心底。因此，这种关注

GNH 的科学发展观，就是具有以人为本的深厚的伦理

意蕴：是一种对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作用与目

的地位的充分肯定，既强调人在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

地位和目的地位，又强调了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

体作用。 
2、匡扶公平正义的基本道德。 社会公平正义，是

古往今来人类始终探寻的一种普遍的基本道德原则。

“社会通过其制度安排与价值导向所体现的公正合

理的伦理精神与规范持续，以及在这种伦理规范秩序

的有效规导下所形成的人与人、人与群体以及群体与

群体之间的公平相待的社会伦理规范。”“它集中反映

着社会对人们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的公平分配和正

当要求，反映着人际关系中相会平等对待的方式和态

度，反映着个人所特有的正直公平的品质。”[5](256)  罗

尔斯说：“作为公平的正义可以说是不受现存的需要

和利益的支配。它为对社会制度的评判建立了一个阿

基米德支点”[6](2) 可见，公平正义是现代社会进行制

度安排和制度创新的重要依据，使协调社会各阶层关

系得基本准则，也是一个社会凝聚力的重要源泉。关

注 GNH 的科学发展观充分表明了以满足社会成员基

本的社会公正要求为基本价值取向，通过一系列凸显

公正合理的伦理精神的制度安排和举措，使经济社会

发展能够真正提高人们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提

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为人们提供更多的自由和机会，

激励人的活力，推动社会发展，从而使社会更具凝聚

力，是社会公平正义基本道德的功能得以充分发挥。 
3、尊重个体发展的主体价值。 社会与个体之间的

关系问题是社会发展进程中最基本的伦理问题之一。

关注 GNH 的科学发展观是在继承唯物史观关于“人

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思想基础上，对社会发展

的主体做出了新的表述。科学发展观提出，发展主体

是多层次的，包括社会主体、群众主体和个体主体。

三者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缺一不可。其中社会主体

和群众主体的价值选择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这并

不意味着可以忽视个体主体的价值，而是要为各个个

体主体的自由发展创造条件，让个体主体发展、完善

及其根本利益的实现得以顺利进行。因而社会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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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主体的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同时也是各个体主体

价值的实现过程，是广大人们群众的价值追求、价值

创造过程。因而，一种正义的社会制度，不以牺牲一

部分人的利益来增加另一部分人的利益，而是在社会

竞争和分配中首先保护弱者的利益。关注 GNH 的科

学发展观强调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人的自由全面

发展，首先应当是对个体主体价值的确认” 。党和

政府的发展理念着眼点在于提供一种促进每个人充

分发挥其能力的体制和机制，充分尊重个体主体价

值，让任何个人的合法权利都得到合理的尊重，对人

以外的任何事物都注入人性化的精神和理念，这无不

体现给予了人性化的思考和人文的关怀。 
4、凸显和谐可持续的发展伦理。关注 GNH 的科

学发展观所贯彻的基本价值取向就是和谐与可持续，

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

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

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

展。其核心是要充分认识和妥善处理人口、资源、环

境和发展之间的关系，使它们协调一致，求得互动平

衡。坚持人和自然的统一性，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

基本观点。马克思说：“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7](162)  

恩格斯在《自然辨证法》中也指出：“我们连同我们

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    
的。”[8](384)而关注 GNH 的科学发展观就是通过对环

境、资源价值的确认，要求我们重新规范人与自然环

境视为同一个发展系统，不仅重视人的生存和发展，

也重视环境对人类的支撑和服务价值，尊重生态环境

的自我价值，保持大自然生物圈的生态平衡。它所蕴

含的可持续发展的伦理精神就在于，在经济社会发展

进程中我们应该以人类所特有的道德自觉态度协调

任与自然的关系，重视自然界的权利和内在价值，尊

重地球上的生命形式的多样性，爱护各种动物和植

物，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维护地球生态系统的平衡，

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让人作为人的类本质和道

德属性在生产实践中得到升华。 
5、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和价值实现的终极关怀。关

注 GNH 的科学发展观强调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价值

的实现。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人

是处在一定历史条件、劳动条件和社会关系中的社会

存在物。因而，所谓人的“价值”，“这个表述本身就

说明其中隐藏某中社会关系”，是一种“超自然属性”，

是“某种纯粹社会的东西”[9](190)。我们对人类命运与

归宿、痛苦与解脱、幸福与完善的思索，这些都属于

个体伦理的终极关怀，它显示了人的终极价值。现代

社会是一个自由的时代，然而，自由发展到了极致，

反而会陷入不自由的境地，个中原因除了理性自决能

力不发达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失去了终极关怀，

无所信仰，在价值世界中陷入了虚无的境地。我们的

最终目标不是最大化财富，而是人们幸福的最大化。

人们除了要具备感知幸福的能力外，还应该具有创造

幸福的能力，只有在创造的过程中，才能感知到真正

的幸福，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价值目的。将人的生存

与发展当作最高的价值目标，一切为了人，一切服务

于人。这种道德发展观，不仅具有“让发展的成果惠

及全体人民”的现实社会意义，更含有“人的全面发

展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要素”的历史文化价值。因而，

它既重视着人的社会价值，又体现着人的自我价值和

终极关怀。 
 

三 
  

GDP 崇拜虽然给我们带来了丰厚的物质财富和

舒适的物质生活，但不能全面提高人民生活的幸福

感，它带来了物本主义的价值取向，导致忽视人的价

值和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因此，必须树立“人是目的”的基本理念。贯彻

科学发展观，对GNH关怀就应成为我们党和政府的执

政理念和行政目的，要让这一理念和目的不仅写入我

们的制度、报告、方针和政策中，更应具体落实到每

一个人的工作和行动中。 
必须构建政府的善治模式，实现政府善治与社会

良序之间的真正和谐，合理配置国家经济权力资源，

教育每一个公民都具有权利意识、自主意识和规则意

识，让他们成为有着普遍的爱国心和公民精神的社会

主体和国家主人。 
必须大力发展具有环保效益的科学技术，促进经

济发展，为幸福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使“快乐幸福

的生活，尤其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应该成为我

们立法和道德的基础，为最广大的人民谋幸福，应该

成为我们最高的宗旨和法则”变为现实。 
必须高度关注并认真解决好当今最突出的贫富

悬殊、下岗失业、养老救助、医疗救助、农村贫困人

口和城市贫困居民生活困难等民生问题。以人为本归

根结底是以民生为本，最广大人民的生产生活问题解

决好了，才能为人的尊严、价值和各项权利的实现和

幸福生活铺平道路。 
必须尊重科学与自然规律，一定要协调经济社会

各项事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内在一致性，像爱护我们

的眼睛一样保护我们所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使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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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不再让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

遭摧残。让我们在蓝天白云下、青山绿水中创造幸福，

感知和体验属于我们自己的真正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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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ic Inquires from GDP Worship to GNH Conc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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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hange from GDP Worship to GNH Concern is a change of two viewpoints of development, and its 
essence is a change of a kind of brand-new annotation and evaluation standard to happiness. GDP Worship, whose 
essence is the only worship to efficiency, has stimulated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but has brought out moral 
confusion and series of social problems as well. The belief of GNH concern and development, consisting of four 
extremes, namely, the harness of government, the growth of economy,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the protection of 
environment, has become government belief and administration belief of our Party and government, possesses positive 
ethic significance to which clos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Key Words: Development ethic; GNH Concern; politics；culture; et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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