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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消费决策与幸福%

动机*精神力场*行为假说

于席正
"

江莉莉!

摘
"

要
"

精神与物质并非全然等价#漠视心理机制#侈言幸福$

本文不仅内生化传统经济学的偏好#引入心理学对人类心智需求的

观点#建构一套同时考虑物质与精神需求的幸福模型 !动机*精神力

场*行为假说"#考量情绪与理智并存以及交互运作的本质$模型中

理性的代理人透过消费与心理特征取得#达成目标&而掌管情绪系

统的委托人除根据本能性)社会性与潜在的我世界三种动机#订定

目标外#也对代理人的行为结果进行幸福评价$本模型不仅更完整

呈现幸福的形成与演进#也揭示多元的心理哲学意涵#并合理解释

若干幸福的疑义$

""

关键词
"

幸福#双元系统#伊斯特林悖论

! 淡江大学经济学系#中国台湾$通信作者及地址%江莉莉#淡江大学经济学系#台湾新北市
#K!

淡水区

英专路
!K!

号$电话%!

;;<

"

##<#!K<K<@#??$

&

+@.*(4

%

4(4

5

"

!

.*(4D2Y0D3B0D2_

$作者感谢两位匿名审稿

人宝贵的建议以及主编对开创与尝试性论文的肯定$文中若有任何疏失#全属作者之责$

!

9B*.H.(2'

在
J'3J'3-1

5

-[S-1*4H3)2(.3)2C

!

!>?$

"探讨了人类情感与行为&

fDHDS(44

在
G2(4(@

2*1(*)(C.

!

!?<"

"阐述了其幸福观$

一!前
""

言

!;

世纪至
!?

世纪中叶#

9B*.H.(2'

)

Z*Q(BX(,*1B-

)

f313.

5

O3)2'*.

与
f-')H20*12S(44

等古典经济学者无不重视人类心智活动对市场经济的重要

性&特别是功利主义 !

02(4(2*1(*)(C.

"创始者
f313.

5

O3)2'*.

以效用 !

02(4(2

5

"

刻画人类苦与乐的主观心理感受#启迪效用理论的发展雏形#更丰富经济学

对人类行为的见地$

!直至
!?

世纪末叶#

94[13BS*1C'*44

完整诠释供需)生产

与边际效用理论#将效用概念转化为代表人类需求满足程度的计数测度$自

此经济学成为一套以数学演绎法为分析基础的知识体系$似乎人类行为皆可

被自利与理性公设下的经济人行为所解释&探讨的核心则全然付诸于价格机

能下的物质最优化选择$

尽管传统经济分析方法具有精确与简明的优点#但以探讨整体人类行为

与幸福 !

'*

::

()3CC

"而言#仍不免有缺失与遗漏$首先#该分析法无法直接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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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人类心智运作对市场机能的影响$其次#幸福的诠释被局限于单一效用程

度的变化上#间接拒斥诸如人本)社会)伦理道德等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与幸

福感受的多元性$最后#忽略生物神经基础的考察$是以#经济学所能探讨

的议题受到限制#其解释与预测人类行为的能力亦被削弱$

针对效用预测的实证研究中#最著名的结论当属伊斯特林悖论 !

+*C231@

4()

:

*1*B-̀

"$

+*C2314()

!

!?>%

"指出#在发达国家中#收入增加无法显著提升

幸福感$另一方面#亦有学者从心理的观点#提出与幸福相关的新见解#修

正传统理论的不足$其中#

O3,Y31

!

!?<#

"认为人类经济生活不单只有理性行

为的存在#非理性行为亦层出不穷$他认为广义的非理性行为至少包括处于

极端情况下的怠惰与冲动$

H(.-)

!

!?;%

"提出有限理性 !

T-0)B3B1*2(-)*4(2

5

"

的概念#考虑人类因认知与记忆限制等心理因素对经济行为的影响$

F*')3@

.*)!"#$%

!

!??>

"更强调探索人类幸福感 !

_344@T3()

E

"的重要性#并提出体验型

效用 !

3̀

:

31(3),3B02(4(2

5

"的概念#将效用回归
O3)2'*.

的初创理念$

#这些研究

成果均值得采撷并具体纳入经济分析中#以丰富经济理论对人类行为的诠释$

近期#以幸福为议题的文献主要朝两个方向发展%其一#以实证法找寻

幸福决定因素#例如收入)失业)物价膨胀#乃至于社会资本与制度等对个

体幸福程度的影响$其二#借由心理)神经科学与实验法的支援#直接诠释

幸福与其测度#并以实验结果修正传统经济理论 !如
8

E

#

!??<

&

F*')3.*)

*)BJQ31CY

5

#

#$$$

&

O4*),'[4-_31*)BNC_*1B

#

#$$%

"$尽管这些研究提供了

幸福条件的线索#然而幸福的形成与演进仍有待完整呈现#并与经济选择模

型构筑因果律$近年
X*

5

-*)BO3,Y31

!

#$$>

"建构一个结合生物性与经济选

择的幸福模型#刻画个体在面对知觉限制与有限幸福感受等生理限制下#受

幸福驱策而进行经济决策$唯该文仍然化约人的心理机制之若干层面$例如#

既然个体内在的感受与外在的行为是一贯的#则个体的精神系统势必在其间

扮演某些角色$又如幸福的体验系事后概念#很可能与事前预期有落差#进

而诱使个体重新调整心理决策与经济行为#并塑造新的幸福型态$这两方面

都是
X*

5

-*)BO3,Y31

!

#$$>

"所忽略的$此外#陈惠雄 !

#$$;

"综述了跨领

域幸福研究的发展历程#亦间接点出跨学科融合精进的未来趋势$

# 决策型效用即传统经济学定义的效用概念&体验型效用则考虑正向情感 !

:

-C(2(Q33.-2(-)

#如愉悦)快

乐"与负向情感 !

)3

E

*2(Q33.-2(-)

#如痛苦)悲伤"之和$

" 动力心理学指心理学研究的一种取向#而非单一学门$广义来说#动力泛指将有机体的行为归因于心

理内在驱动力$根据此意#精神分析学派 !

C,'--4-[

:

C

5

,'-*)*4

5

C(C

")策动心理学 !

'-1.(,

:

C

5

,'-4-

E5

")

目的行为主义 !

:

01

:

-C(Q3T3'*Q(-1(C.

")拓扑心理学 !

2-

:

-4-

E

(,*4

:

C

5

,'-4-

E5

")人本心理学 !

'0.*)(C2(,

:

C

5

,'-4-

E5

"等皆可列归于内$参见张春兴 !

#$$>

#

::

7#"?

#

"<#

#

"<K

#

<$>

#

<K<

#

>K>

#

;$!

"$

有鉴于此#本文宗旨在于保留传统经济理论严谨的数理化优势#引入动

力心理学 !

B

5

)*.(,

:

C

5

,'-4-

E5

"观点#延伸探索隐藏于效用下的内部心理活

动$

"并推论外在经济行为与心理历程的连结#试图建构一个能完整呈现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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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付诸市场活动与体验幸福的理论模型#期能解释与预测个人的幸福#

辅足幸福研究的具体运用$在本文所开发的幸福模型中#本能 !

()C2(),2

")社

会 !

C-,(32

5

"与我世界 !

_3@_-14B

"等三个心理动机为个体心理决策的核心#

同时也是显示幸福的多元指标$议题形成之初#个别心理动机将在议题的心

理取向上#形成独具的幸福观点$心理取向上的不同位置对应的幸福感受之

集合#即为三个心理动机线性组合成的幸福函数 !

'3B-)(,[0),2(-)

"$为追求

最优幸福而逐期调整心理状态的过程#则体现生命周期的变化$此外#调整

心理状态仰赖心理需求转换而成的精神能量 !

:

C

5

,'(,3)31

E5

"投入#据以形

成消费决策$

本文延伸传统效用理论在心理历程上的探索#建立一套利于未来幸福相

关领域实验研究的前设理论架构$相较于传统的消费选择*决策效用模型#

本研究具有以下特色%第一#有别于一阶段效用极大化架构#本模型分为四

阶段$首先#根据三个幸福函数#找寻代表最大幸福程度的参考点 !

13[313),3

:

-()2

"位置&其次#为趋近参考点而决定跨期最优化位移&再次#考量现实

要素转换为精神能量的历程#以极小化成本为目标#导出各期最优消费&最

后#因精神能量的投入#使个体心理状态发生改变#进而达成体验效用提升

的最终目标$此架构使同步探讨外在经济行为与内在心智活动变为可能$第

二#因效用概念被幸福所取代#而三种心理动机的满足本身即隐含自利)公

平与利他间的抵换关系#故纯粹自利的代表性个人假设被放宽$第三#多元

化幸福)逐期调整的动态过程与量化性质#均能更精准掌握体验效用的心理

哲学意涵$

本文共计五个部分#除第一部分之前言外#第二部分为结合动机)精神

能量与幸福感受的精神力场$此理论核心的内容包括幸福)决策与行为关系

的概论#基因演化机制#幸福的形成与历程以及有关实现幸福的主体与媒介$

第三部分则秉持核心概念#建构人生历程的幸福模型$依据脑部构造#设立

二我的模型#由委托人与代理人各司其职#并协力完成幸福的追求$第四部

分进一步阐述一般情况下生命历程的幸福变迁#随后延伸探讨两个重要的议

题%我世界动机对幸福的影响以及
+*C2314()

:

*1*B-̀

的解释$依据理论架构#

设立一个简化的单一特征模型#分别针对这三个议题进行模拟#呈现个中的

重要意涵$第五部分为结论$

二!精 神 力 场

!一"幸福)决策与行为关系概论

传统效用理论将决策效用 !

B3,(C(-)02(4(2

5

"视为物质财货投入的直接产

出#避谈财货转换为效用的心理历程$若引进心理机制于决策模型#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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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显行为与内在历程的经济意涵#除了可提升模型对消费行为与幸福的解释

能力外#亦可涵盖人文因素对行为影响的分析$针对此重要课题#本文参考

动力心理学论点做两项补强%其一#刻画形成决策效用的幸福动机&其二#

衡量物质财货转换为决策效用过程中的内在机制$

精神分析学派以驱力 !

B1(Q3

&

4(T(B-

"表达人类心灵深处策动一切心理活

动的最根本力量$

%伴随议案 !刺激"出现#内心将形成驱力并对应产生紧张

感$透过人格功能的不同观点加以评述并执行#于现实生活中找寻可以满足

紧张感的方案$

K根据这个概念#同时考量功利主义视幸福为驱动生物所有行

为的最高指导原则#我们假设决策效用的形成源自于内心的数个幸福动机$

在心理意涵上#动机代表最根本的内在价值观点&而在幸福感受上则表现不

同价值观点的体验效用$

为了最终满足体验效用的渴望#个体必须借助决策效用的取得来达成$

心理动力论者假托精神能量 !

:

C

5

,'(,3)31

E5

"的投入来描述此内在历程达成

的媒介#而精神能量的生产则仰赖特定心理特征需求 !

B3.*)B[-1

:

C

5

,'-4-

E

(@

,*4,'*1*,231(C2(,C

"的转换$

<特别因人类复杂的心智功能#心理特征呈现多元

的样貌$以
9T1*'*. S*C4-_

的需要层次论 !

)33B'(31*1,'

5

2'3-1

5

"为例#

心理特征可能表现于基本生理)安全)隶属与爱)自尊)知识)美感与自我

实现等需要$

>然而#心理特征无法借由凭空想象得到实质的满足#它必须使

用现实要素转换而来$如%消费食物与房产得以满足基本生理与安全需要#

投入时间在家人与工作上取得隶属与爱及自尊的需要等$

% 驱力为
H(

E

.0)BU130B

原创的词汇#后进学者多以动机 !

.-2(Q*2(-)

"或需要 !

)33B

"表达相似的概念$

K 三种人格表现遵循各自的原则$本我 !

(B

"的唯乐原则 !

:

43*C013

:

1(),(

:

43

"%本能的展现#要求立即消

除紧张感$自我 !

3

E

-

"的现实原则 !

13*4(2

5:

1(),(

:

43

"%考量现实出现切实可消除驱力的情境#与社会关

系有关$超我 !

C0

:

313

E

-

"的自我理想原则 !

3

E

-@(B3*4

:

1(),(

:

43

"%追求理想实现#驱使个体往超凡的具体

行动迈进$该学派将三个人格功能同时视为观点与决策体#却未直接探讨决策间的权衡方式$有鉴于

此#本文将动机观点之权衡#诠释为代表最优化幸福感之参考点的选择$详见!四"$

< 经济学的消费理论有类似的特征需求概念#参考
W*),*C231

!

!?<<

"$

>

O3)2'*.

!

!>;?

"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人类的需求来自于
!K

种基本因素#这些心理特征是人类苦乐

的根源$

根据上述的说明#个体的心理决策流程可大致描述如下%议题将形塑个

体不同观点的幸福动机#并由个体内生决定最优化幸福感的决策目标$随后#

根据议题的需要决定所需的能量投入$过程中#必须考量特征转换为能量以

及现实要素转换为特征等两个生产技术)既有财富)时间等约束$借此#个

体将在现实环境中决定最优化要素组合 !参见图
!

"$这个由精神幸福感下行

至现实要素选择的整体过程#我们称之为 '动机*精神力场*行为假说($以

下我们将以演化机制为开端#依序描述幸福动机的演化推论)模型架构与决

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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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心理决策流程

!二"重要的基因演化机制

在自然界的生存法则下#为了提供物种延续与适应环境的能力#基因借

由演化机制#在生物的情绪与行为功能上#扮演着重要的基础角色$本小节

将根据现有脑神经科学与社会心理学的证据#说明数个与幸福目标的形成)

行为决策有关的演化机制#作为后续推论之始$

近
K$

年来#脑科学研究的累积已经对脑部各区的功能有基本理解$起自

\*

:

3R

!

!?">

"提出有关情绪回路之后#关于幸福的神经生物学研究即如雨后

春笋般地开展$幸福程度可看做情绪对应的神经兴奋程度$截至目前#针对

人类的研究指出边缘系统 !

4(.TC

5

C23.

"与基底核 !

T*C*4

E

*)

E

4(*

"的神经生化

作用主导生物情绪反应$基底核中的伏隔阂 !

)0,430C*,,0.T3)C

"和尾状核

!

,*0B*23

"活化引发正向情绪的酬赏$边缘系统的杏仁核 !

*.

5E

B*43

"以及纹

状体腹侧 !

Q3)21*4C21(*20.

"与负向情绪)痛苦与压力有关&前扣带回 !

*)23@

1(-1,()

E

04*23

"对于调节情绪与舒缓压力则有高度影响力 !

W3Z-0̀

#

!??<

&

U(2RP31*4B*)BU-4*)@&011*)

#

#$$#

&

H,'_*12R*)BO3

E

43

5

#

#$$#

&

O-43

5

)@U(2R@

E

31*4B

#

#$!$

"$由此可知#与情绪相呼应的幸福感受早已是重要的演化机制

之一$此外#位于边缘系统中的脑岛 !

()C04*

"和情绪分享)同理心与慈悲心

有关 !

I*,-T-)(*)BH(3

E

*4

#

#$$%

"#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伴随高度幸福感受而产

生$

=*1T*0

E

'!"#$%

!

#$$>

"在捐献议题的研究中指出#当受试者捐助他人#

将同时活化伏隔阂)尾状核与脑岛等部位$

包含人类的部分哺乳类动物除了具有演化较早的边缘系统之外#也具备

较新生的前额叶皮质 !

:

13[1-)2*4,-123̀

"$针对人类而言#整体上它掌控抽象

思考)认知与决策功能$在此#我们特别指出其中几点$其一#背外侧前额

叶皮质 !

B-1C-4*231*4

:

13[1-)2*4,-123̀

"参与所有认知活动$在学习时#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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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的记忆将被提取#并在此区运作#对应形成心理思考$随后再回传给边

缘系统中的海马回 !

'(

::

-,*.

:

0C

"#进行长期记忆储存 !

U(2RP31*4B*)BU-@

4*)@&011*)

#

#$$>

#

::

7#<!

#

#>?

"$这意味着边缘系统的运作 !特别指情绪系

统"可能借由认知学习的方式而改变$其二#背外侧前额叶皮质区与边缘系

统的前扣带回有直接联系 !

U(2RP31*4B*)BU-4*)@&011*)

#

#$$>

#

:

7#;#

"$此点

提供个体在行为决策与幸福感受关系上的初步证据$其三#内侧前额叶皮质

!

.3B(*4

:

13[1-)2*4,-123̀

"与个体进行抽象思考以及 '自我(!

C34[

"的认知有

关 !

P0C)*1B!"#$%

#

#$$;

"$其四#内侧前额叶皮质在社会情绪上也扮演重要

的角色$许多研究指出#社会议题的决策将促使该脑区发生活化#同时刺激

边缘系统运作 !

=*11(C

#

#$$>

&

F40,'*13

#

#$!!

"$这表示个体与社会关系的建

立#不但影响决策#同时也牵动幸福感受的变化$

根据上述的说明#我们归纳出现阶段人类演化下的五个重要机制#以利

后文的推论#包括%!

!

"幸福感受# !

#

"同理心# !

"

"认知与判断的能力#

!

%

"抽象思考以及 !

K

"社会情绪$

!三"幸福的形成及其历程

根据前述的五个基本演化机制#接续推论三个幸福动机的形成及其特性#

分别是本能性)社会性与我世界等动机$

!D

本能性动机

在个体的生命历程中#第一个出现的幸福动机纯粹来自于生物演化目的

下所形成的幸福感受$我们将这个动机称之为本能性动机$为了促使生物能

延续生存以繁衍物种#本能性动机所表现的是%当刺激有利于个体生存则会

形成正向感受&反之#则出现负向感受$这个动机通常反映在现实生活中基

本的生理需求 !如食物与水等"$此外#当考量人类高等的认知与学习能力#

本能动机也表现于更多衍生的需求#如%财富的取得能间接满足基本生理需

要#同时也能提供个体安全的庇荫场所$

本能性动机具备三项特性$首先#该动机的感受程度必须服从大自然常

见的边际递减的生物法则$其原因在于#生物机制为了避免刺激源无限扩大#

造成过度兴奋而导致精神系统损害#故自然形成所谓 '抑制作用(来回收化

合物对神经元的刺激 !

H(.-)C

#

!??%

&

F*)B34!"#$%

#

#$$$

"#故对应刺激形成

的感受具有边际递减的特性 !特性一"$其次#幸福感受可视为动机满足所获

得的精神报酬#而动机又源自于刺激的形成$根据神经生物学的相关研究#

当个体接收到刺激后#会借由神经元的生化作用传递讯号而产生神经兴奋$

当神经兴奋位于情绪中枢时#我们可以将其视为精神上对应形成的幸福感受$

因此#幸福感受的延续期间与刺激存续有关$若个体持续处于接收刺激的状

态#则幸福感受将借此延续&反之#若刺激本身延续期间短暂#则幸福感受

稍纵即逝$基于生理需求易于满足#故相对于其他动机#本能性动机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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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感受属瞬发的体验&若无新的刺激产生#则该感受将快速地消逝 !特性

二"$最后#本能性动机具有损失规避 !

4-CC*Q31C(-)

"的特性 !

JQ31CY

5

*)B

F*')3.*)

#

!??!

"$一个合理的解释是演化已经在基因中设定一个机制#当个

体意识到面临损失发生的情况时#相对加深负向感受程度#以驱避危险$这

个概念表现在当个体接收到等量的正向与负向的刺激时#面对负向刺激体验

到的负向感受程度将大于正向刺激产生的正向感受程度 !特性三"$

#D

社会性动机

伴随个体互助的生存策略与同理心#个体将逐步形成第二个幸福动机

***社会性动机$承前一节所述#当前额叶皮质功能成熟之后#其认知功能

协助个体意识到世界存在着 '非我(的事物#特别针对与相同物种共存 !社

会"$在该动机形成之初#个体会认知个人行为与社会的差异#随后借由三个

主要因素形成自己的社会标准$初阶成因来自于社会可能对个体具有强制力#

如%儿童饥饿时未遵照父母的规定而随意进食#或外出时未遵守规定#将遭

致处罚$伴随记忆能力#这种负向感受的预期#将驱使个体逐步形成社会标

准$第二个成因来自于社会情绪的演化机制$该机制驱使个体倾向群居互助

以延续生存#而维系群居状态稳定的方式即是借由 '感受到他人因自己行为

而产生的情绪#并直接形成自身的幸福感受(来完成$例如#一个不遵守社

会标准的个体往往不受他人欢迎而易被漠视)疏离#这些负面的社会反应是

令人难以忍受的&相反的#遵守规范的个体往往被人报以愉快)轻松)尊重

的回应#而对应形成个体精神上的正向感受 !

Z302C,'*)BP31*1B

#

!?KK

&

9C,'

#

!?KK

"$第三个成因则与同理心有关$

;个体借由自我的认知功能#了解

他人面对相同处境的幸福感受后#进一步发挥同理心#促使个体自身感受到

对他人体验的设想#而后形成自我约束与尊重#并逐步形塑社会标准$

; 心理学上同理心的意义包括%设身处地以对方的立场去体会对方的心境!当事人的感觉)需要)痛苦等"

的心理历程 !张春兴#

#$$>

"$

X-

E

31C

!

!?<!

"对同理心的定义为%能采纳一个人的内部相关架构而了解

他的世界#感受当事人的个人世界#就好像它是你自己的一样#但又不失去这种'仿佛(!

*C([

"的特质 !引

自张景然和吴芝仪#

!??K

"$

这三项成因皆涉及社会标准的影响力$在纯粹探讨社会性动机之下#无

论成因为何#达成社会标准意味个体能获得最高的幸福感受$相对地#若偏

离社会标准#则会减少个体的幸福感#甚至形成负向感受#故将社会标准作

为该动机的定位点 !特性一"$此外#在个体终生处于社会环境的情况之下#

社会性动机将持续存在 !可想成有关社会性的刺激持续地发生&特性二"$最

后#个体内心社会标准的形成仰赖外在客观环境的观察以及认知与记忆的持

续运作#因此该动机的定位点会随时间持续性地小幅度调整#当然若个体面

对的客体环境变化很大 !如%跨国的移民)收入引发社会观感的改变"#社会

定位点亦将对应做出较大的改变 !特性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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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世界动机

接下来我们说明现阶段人类的生命历程中最后出现的动机$描述这个动

机的困难之处在于#它形成的方式未如前两项动机有着根深蒂固的演化机制

作为基础#也欠缺必然的因果关系$然而#其存在的可能依然具有合理性$

在尚未形成第三项动机之前#针对特定议题的幸福感受皆来自本能性与

社会性动机的满足$尽管如此#在决策结果与利他行为有异之前提下#同理

心可能被激发#使得个体在议案的观察与执行间感到不和谐$举例来说#消

费皮衣得以满足御寒与财富炫耀的需要#然而心中难免浮现动物被剥皮而挣

扎的情景$当发达国家的民众在不匮乏的情况下取用丰盛的食物#仍会意识

到生于贫穷落后地区的人类饱受餐风露宿之苦$在美满家庭成长的个体#仍

可借由社会报道体会失亲同胞的苦痛与无助$我们深信#这类来自特定议题

所衍生之价值判断的抽象思考#在既有讯息与同理心的交互作用下#将不时

浮现于个体心中$若个体的自由意志选择忽略而淡忘这类不和谐感#则内心

不会产生新的历程 !该选择结果可能发生于大多数情况#因为这类情绪往往与

面对的现实议题无直接关系"&然而#若个体有意专注调和这类感受#则历经

释疑过程之后#个体将可能获得真正的内在平衡$

上述形成抽象思考的成因属于被动的引发$近代心理学与人文科学广为

引用的需要层次论提倡者
9DS*C4-_

则认为#谈论动机时#不宜将本能与理

性以对立的方式区别及强调$他指出存在理性成分的高阶动机同样具有本能

性质&不仅对食物)安全与爱等的渴望属于本能#认知)理解与美感等抽象

且高阶的渴望#虽然在演化上与个体发展上较迟#但仍应视为可独立运作的

本能 !

S*C4-_

#

!?K%

"$如此一来#好奇心)求知欲与创造力皆有可能主动引

发更高阶幸福动机的形成$

?

? 相对于本文将动机定义在幸福感受的基础上#需要层次论所称之动机!或需求"更贴近心理质化的特征

需求$两者皆主张心理动力论点#亦皆以演化基础配合形成历程来诠释内在动机$尽管关注的目标不同

!本文侧重幸福与实物决策的关系"#但人本心理学的观点确实与本文论点有高度呼应之处$

无论来自于被动或主动的成因#形成第三种幸福动机之前#必须经过一

段艰苦的历程$在进入新知与美感的追求阶段#价值判断的抽象思考触及知

识的渴望将引领个体不停的钻研与探索#于是抽象的领域逐步被雕琢得更具

体)深刻)丰富与多元$以原先狭隘的资讯去探索更广阔的领域#必然无法

完全利用既有知识的范畴推演#而需要引入大量新知做超然的归纳$在这个

过程中#个体将承受许多潜在的痛苦#如无法通解的焦虑)错误引导形成的

恐惧)专注产生的疲劳与虚弱感等$然而一旦开悟#个体的知识架构将变得

更清晰与宏观#进而形塑自成一格的内在秩序$当这个架构逐渐强化于个体

心理后#个体面对与该架构有关的特定议题时#将于边缘系统的幸福感受中

形成第三种幸福动机***我世界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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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此动机称为我世界动机的理由有二$其一#内在秩序具有将个人与其

他组成一体化的作用$

!$意即从此动机引发的观点不再纯粹是个体的自利本位#

而是含括被个体认定为我世界群组内所有组成 !一个更宏观的本位"#并且无

法再进一步被分割$

!!其二#对于不同个体来说#认定为我世界的组成不尽相

同#且关怀的事物各异$从整体世界角度观之#这也意味着人文活动丰富而

多元的特质$

!#因此#特定议题形成我世界动机所对应的幸福感受#取决于个

体主观认定自身行动是否利于我世界本位的存续$我们深信基于我世界动机

本位的宏观性质#在相同决策变量之下#该动机所对应的幸福感受会高过其

他动机$譬如在社会救助议题上#捐献对个体社会性动机的正向感受来自于

他人对自己的尊敬&然而#从我世界的角度来看#这笔捐献的意义在于能扶

助甚至挽救受难者的生命$这股油然而生的富足感#相信更胜前者$

!"

!$ 一体化的看法在
S*C4-_

!

!?K%

"也有相似的描述$

!! 另一个用以描述本体与客体关系的相关词汇为'本位化(#其具有将外来体之原始价值透过本体价值

的影响进而产生改变的意涵$然而#本文'一体化(指的是本体与外来体同时被接纳并视为一体的变动过

程$一体化的结果并不意味外来体必然历经本位化之过程$在此加以厘清$

!# 需要层次论中#最高级需要称为自我实现需要 !

C34[@*,20*4(2

5

)33BC

"$对应本文#可视为实践我世界动

机的特征需求$根据
9DS*C4-_

对自我实现者的研究当中#

94T312+()C23()

与
9T1*'*.W(),-4)

皆名列

其中&前者关注物理发展对人类的贡献#后者则是倾心于解决种族歧视的政治改革议题上$

!"

S*C4-_

!

!?K%

"对高级需要的描述也持一致的观点$

!% 具体表达心理取向需视议题而定$举例来说#在金钱捐献的议题上#心理取向可用捐献产生的精神充

实感称之&若探讨生命历程#则可以精神存在感表现$

!K 基于决策行为可归因于追求单一福祉极大的原则#我们将三种动机函数表达于单一维度 !心理取向"#

并假设动机的幸福函数具可加性$

!四"要素投入达成幸福的媒介

基于幸福极大的目标#个体必须借由满足心中的幸福动机来达成$动机

代表心中既有的价值观点#因议题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个体必须在特定议题

的主观心理取向 !

:

C

5

,'-4-

E

(,*4-1(3)2*2(-)

"上调整心理状态#方能促使动机

的幸福感受发生改变#进而达成幸福提升的目标$心理取向指的是针对特定

议题#个体自觉在心理上推行幸福变化所选择的方向$

!%而心理状态的变动量

即是个体获得的决策效用$

心理取向的向度与各幸福动机的关系#我们利用二维坐标图表示#纵轴

定义为幸福程度#横轴即为该议题的心理取向$向度改变对应产生之幸福变

化#可借由不同动机观点的幸福函数代表 !参考图
#

"$

!K给定某位置代表个体

原始心理状态#原始位置至特定向度位置的位移 !决策效用"为精神能量投入

的产出#而精神能量又系心理特征投入的结果$换言之#当个体接收到议题

之后#立即形成该议题的心理取向#并对应出现各个不同的幸福观点$个体

为求提升幸福感而期许改变原始心理状态#在给定的能量生产技术上#决策

特征需求量$一旦特征实际投入心理后#将驱动原始位置改变#进而促使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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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的幸福程度出现变化$

图
#

"

精神力场

!五"决策主体

根据第二小节的说明可知#当个体面对外在刺激进行反应时#脑部同时

发生多种功能的运作#并且交互影响$事实上#现有的脑科学研究仍无法完

全厘清各脑区职司的专属功能$但是在探讨决策的议题上#仍不宜将个体视

为单一的决策主体$因为人类行为所表现的结果#并非如同低智能哺乳动物

般完全受欲望与本能冲动所宰制#也不像电脑可具备完全的理性机能$毋庸

置疑#现代人类或多或少都存在于本能与理智两个极端之间$

近年部分行为经济学的文献将脑的运作设定为双元程序模型 !

B0*4@

:

1-,3CC.-B34

"#即两个决策主体$根据
W-3_3)C23()*)BZ-)-

E

'03

!

#$$>

"

的汇整#其分立方式大致可归纳为两种%!

!

"情感对认知 !

3.-2(-)QCD,-

E

)(@

2(-)

"&!

#

"自动对受控 !

*02-.*2(,QCD,-)21-443B

"$本文将采用类似于前者的

设定方式#依据幸福动机性与现实规划性等两种不同的判断原则#分立两种

决策主体$这个分类方式#可对应于脑部边缘系统与基底核 !情绪"对前额叶

皮质区 !思考)认知与决策"功能上的差异$

!< 相关的脑神经实验参见
W3Z-0̀

!

!??<

"$

根据
O*0.3(C231*)B6-'C

!

#$$"

"的研究#我们假设动机性的主体 !以下

称委托人"具有优先控制权&规划性的主体 !以下称代理人"必须根据委托人

提供的讯息做决策$

!<基于脑区所职司的功能不同#独具情绪系统的委托人#

面对议题发生时将形塑静态的幸福蓝图$然而#囿于汇整规划能力之阙如#

委托人的决策既不具时态 !过去)现在与未来"性质#也无从运用其他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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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它无法捕捉幸福动机动态变化#以及考量各期能量生产与配置$委托

人的角色仅系权衡各幸福动机#找出最优化幸福在心理取向上的参考点#提

供给代理人作为决策依据$

代理人了解参考点在心理取向上的位置后#为使委托人达成最优化幸福#

将尽可能使当下精神状态接近参考点$此时它将考量时间与财富约束)现实

要素转换成特征需求的技术)特征需求转换为能量的技术等因素#对资源配

置进行最优化决策$若议题属于跨期决策#则代理人将权衡跨期替代关系#

做前瞻性规划$其他条件不变之下#随着要素实际投入后#心理状态会逐期

改变$因此#代理人必须于每一期根据新的参考点调整决策$

本节末#我们试举单期助人的简单案例#以体现个体之精神力场在面对

议题至体验感受的内在历程$对于一位社会性动机成熟的个体来说#当触及

社会救助的议题之初#掌管情绪的委托人立即浮现以助人形成的精神充实感

为心理取向的幸福蓝图$尽管代理人无从窥知动机的确切形态#但仍能意识

到委托人所欲托付的目标$这种感觉即如我们无法明确口述传达想助人的具

体来由#但心中唤起的一股意念#却又驱使我们付诸行动$理性的代理人随

后将根据促成充实感提升的特征需求 !如爱人的需要)受尊重的需要"#进一

步从外在环境取得现实要素 !如时间与金钱资助"$然而#维系生存的负担依

然考验着个体的实践能力$代理人必须理智地权衡其他议题的需求#并对助

人议题做出适当分配$因此#我们不难观察到#现实中尽管大多数个体存有

助人的善念#却不易采取对等的行动&而对于能实际付出行动的个体#则能

借此感受达成动机而受回馈的内在喜悦$

针对一个尚未发展社会性动机 !或社会正义感不彰显"的个体来说#心中

仅存重视基本生理需求的本能性动机#可能对于助人议题持中立或对立的态

度#此举将大幅削弱助人行为的机会$然而#如个体秉持家天下之宏观信念

!我世界动机"#将可能扩大助人的心理目标#进而促成现实中更深度的助人

行为#获致高层次的幸福体验$无独有偶#我们仍能在社会中观察到这类现

象$故此#精神力场假说彰显了动机形态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力$尤有甚者#

在促进社会福利的公共政策议题上#精神力场假说无异于拓展了帕累托改进

!

\*132-(.

:

1-Q3.3)2

"的空间$

下一节我们将利用精神力场设立双元决策主体的幸福模型#延伸诠释跨

期生命历程的议题#并于第四节利用数值模拟方法#呈现个体的幸福变迁#

据此提出更多精神力场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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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幸福模型###精神力场对生命历程的诠释

!一"委托人的决策

面对刺激#掌管情绪系统的委托人在动机的驱使下#率先回应$针对生

命历程精神存续状态的选择#委托人在觉察本能性)社会性与我世界三个潜

在的幸福动机后#首先进行调合#决定个人一生最大幸福的目标#并以其对

应的精神存续状态 !下称存续状态"作为代理人行动决策之指标 !参考点
f?

"$

!>

兹将委托人的决策问题表示如下%

!;

.*̀

"

S

"

($

4

"

S

4

!

f?

.

?

"

.

!

"

7$

6

"

S

6

!

f?

.

?

6

"

"

7$

A

"

S

A

!

f?

"

CD2D

"$

4

"

7$

6

"

7$

A

"

(

!

#

$

4

"

'

$

#

"$

6

"

#

$

A

"

,

$%

!

!

"

委托人在某一个存续状态所感受的幸福#除了综合考量三个潜在的幸福观点

外#也与各个幸福观点的定位点做评比$

!> 精神存续状态假定为心理取向在生命历程议题上的描述$

!; 为节省篇幅#包括委托人与代理人各阶段模型的数学推导与比较静态分析结果皆不列入文中#惟可供

索取$

模型中#

?

"̂ !

与
?

6

"

分别代表本能性与社会性两个观点下的定位点$基于我

世界的宏观视野#本文假设该幸福函数不存在定位点$

S

4

)

S

6与
S

A 分别是

本能性)社会性与我世界等动机的幸福函数&假设其函数形式不随时间改变$

$

4

"

)

$

6

"

与
$

A

"

则是委托人基于不同观点#对幸福的重视程度$诚如上述#我

世界观是三个动机中最后形成的#且其形成必须是在个人的意志力达到某一

水准#足以促使自我与他我的观点兼容并蓄$换言之#意志力薄弱者#其行

动与幸福完全受本能性与社会性动机左右$一旦缺乏崇高的我世界观#可以

预期#在相同的客观条件下#个人没有自发的利社会行为#存续状态较差#

幸福感受也较低$

根据最优化条件 !三个动机加权平均边际幸福等于零"得知#如果最优存

续状态是有限度的#则参考点必定不低于委托人决策当时设定的社会标准$

其次#参考点决定于各个动机的定位点与委托人对个别动机的重视程度$利

用比较静态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得知#任何动机的定位点提高都促使参考点

的位置提高#亦即人生最优的存续状态提升$此外#给定本能性动机的权重

不变#若委托人愈看重我世界动机#则最优化幸福对应的参考点位置愈高$

再者#就委托人而言#整体的幸福全然决定于两个动机的定位点与每个

动机受重视程度#与现实环境无关$应用包络定理 !

2'33)Q34-

:

32'3-13.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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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证明#在最优化的状态下#给定本能性动机的权重不变#委托人的我世界

观愈强烈时#整体我的幸福变化取决于当下我世界动机与社会动机所对应幸

福感受差距 !

S

A

!

f?

"

^S

6

!

f?̂ ?

6

"

""$

!二"代理人的决策

具有行动能力的代理人#根据委托人的指导原则#即生命中最优化的存

续状态#负责最后的决策$代理人不仅是目标导向#且具有较长期的视野$

因此#它将利用外部的消费行为与内部的生产活动#力求生命各期的存续状

态与参考点的差距总和最小$假设个人的生命总共有
-

期#在面对委托人给

定的参考点
f?

#其决策目标是
%

-

"

(

!

!

?

"

.

f?

"

#

$由于存续状态相当于心理特征的组

成#因此个体必须透过外部的消费取得财货#再结合个人的时间与注意力#

生产所需的特征$假设特征需求有
E

种#个体某一时期 !

"

期"的存续状态改

善与该期特征集合 !

!

"

"的关系为
'

?

"

1

?

"

?̂

"̂ !

]

H"

!

!

"

"$而每一项特征必须

借由特定的生产方式取得#以生产函数表示成
0

&

"

]

B

&

"

!

b

&

"

#

$

&

"

&

#

&

"

"#

&

]!

#.#

E

#式中
b

&

"

)

$

&

"

与
#

&

"

分别代表
"

期生产
&

特征所需的市场财货)时间投入与

注意力$不同特征的生产方式或有不同#各项投入的密集度也可能有相当的

差异$此外#随着存续状态的提升#生产特征的技术也可能调整$

代理人在决定生命历程中各期的存续状态的提升幅度时#必须考量现实

的条件#包括跨期的预算约束)各期的时间约束与注意力的禀赋$假设市场

只有一种财货$对个人而言#财货价格 !

:"

"与工资率 !

A

"

"都是外生给定的$

至于第三项投入***注意力#是一种心智的集中与持续的能力#它包含对能

量与资讯的觉醒)定向与执行$

!?注意力有其最大限度#且同一时间内#关注

的事项愈多#注意力耗用的愈多$

#$我们相信#绝大多数的特征生产或多或少

都需要注意力的投入$除此之外#若注意力启动后设的认知#进一步养成内

发的注意力#则长期下来或有助于意志的锻炼$而当个体专注于意念时#更

容易感知他人的行为模式#进而产生同理心 !参见
U1(2'*)BU1(2'

#

#$$"

"$意

志与同理心正是我世界观形成的两个重要元素$

#!

!?

X*R*)BO0'43

!

#$$<

"分析大脑的注意力网络#并指出注意力网络是可以修改的$惟在不同事项上注

意力投入的多寡#究竟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如刺激的性质与强度)个体的敏感度与喜好等等#目前无法获

知$为简化分析#本文假设个体的注意力存量以及注意力在各个事项上投入的配置都是外生决定的$

#$

O*0.3(C231*)B6-'C

!

#$$"

"以实验佐证#提出类似的观点$

#! 关于自由意志的形成与作用#目前对人类仍是一大谜题#故此处我们简化假设个人的意志力是外生给

定的$同时为简化分析#本模型也不考虑注意力的内发养成$

依此#代理人选择各期最优的精神存续状态 !

?

"

"#其决策问题如下%

.()

"

%

?

?

(

!

!

?

"

.

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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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2D

"

?

"

(

?

"

.

!

7'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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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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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H"

!

!

"

"#

3

"

#

0

&

"

(

B

&

"

!

b

&

"

#

$

&

"

&

#

&

"

"#

3

&

#

"

#

&

(

!

#.#

E

#

%

E

&

(

!

$

&

"

7

$

"

(

2

#

%

E

&

(

!

#

&

"

7

#

"

(2

#

#

%

-

"

(

!

%

E

&

(

!

:"

!

!

7

'

"

"

"

.

!

b

&

"

(

%

-

"

(

!

A

"

!

!

7

'

"

"

"

.

!

$

#

?

$

给定
%

!

#

"

模型中#

2

是每一期的时间禀赋#

$

"

是
"

期个人在劳动市场的工作时间#

'

"

则

是折现率$

2

#

与
#

"

分别是注意力的存量与
"

期专注于意志培养的注意力&如同

上述#

#

"

结合同理心#才能形成我世界观以及对应的幸福感受 !

S

A

!

?

"

""$

上述问题可以分成两阶段求解#第一阶段先决定生产心理特征的要素投

入之最优组合 !

b

&

"

#

$

&

"

"#第二阶段决定每一期存续状态最优的提升幅度

!

'

?

"

"$第一阶段的决策问题是

.()

"

%

-

"

(

!

%

E

&

(

!

:"

!

!

7

'

"

"

.

!

b

'"

7

A

"

!

!

7

'

"

"

.

!

$

&

! "

"

CD2D

"

0

&

"

.

B

&

"

!

b

&

"

#

$

&

"

&

#

&

"

"

(

$

#

3

&

#

"

#

%

E

&

(

!

$

&

"

7

$

"

(

2

#

%

E

&

(

!

#

&

"

7

#

"

(2

#%

!

"

"

根据最优化条件得知#欲极小化生产心理特征的成本#就同一期间而言#

要素组合必须合乎下列原则% !

!

"市场财货在各个特征的边际产值相等#

!

#

"时间投入在各个特征的边际产值相等#!

"

"市场财货与时间投入的边际

技术替代率 !

.*1

E

()*41*23-[23,')(,*4C0TC2(202(-)

"等于财货相对于时间的价

格$

## 如果生产技术具有固定规模报酬的性质#则影子价格不受特征数量的影响$

明显地#针对每一个特征#市场财货与时间投入的需求都是财货价格)

工资率)利率)特征数量与注意力的函数$由这些要素需求函数#进一步导

出每一项心理特征的成本函数$假设所有特征的生产技术都属于固定规模报

酬#则每一项心理特征的边际成本即是其影子价格 !

C'*B-_

:

1(,3

"#以

-

&

"

!

:"

#

A

"

#

'

"

&

#

&

"

"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注意力的发挥可以提高要素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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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力#则必定降低特征的影子价格&尤以那些高度需要注意力的心理特征

为然$

有了这一组心理特征的影子价格后#代理人即可以根据心理特征的生产

可能)机会成本与参考点#决定各期存续状态的提升幅度$第二阶段的决策

问题写成

.()

"

%

-

"

(

!

!

?

"

.

f?

"

#

CD2D

"

?

"

(

?

"

.

!

7'

?

"

#

3

"

#

"

(

!

#.#

-

#

'

?

"

(

H"

!

0

"

"#

3

"

#

%

-

"

(

!

%

E

&

(

!

-

&

"

!

!

7

'

"

"

"

.

!

0

&

"

(

%

-

"

(

!

A

"

!

!

7

'

"

"

"

.

!

2%

?

$

给定
%

!

%

"

最后一个约束式右边项即全部收入 !

[044(),-.3

"$

#"

#" 休闲在本模型中可视为带给个人精神存续状态提升的心理特征之一$

个体生命周期内最优化的存续状态之演进#决定于委托人设定的人生目

标)存续状态提升与特征组成的关联性)全部收入以及各项特征的价格&后

者又决定于财货价格)工资率)利率与注意力$值得一提的是#如果个体将

绝大部分的注意力用于特征的生产#而疏于意志培养#则固然当期的存续状

态较接近参考点#却可能陷于没有我世界观的状态#肇致长期的幸福无法提

升$至于各期存续状态最优化提升幅度的特性#我们将于第四部分 !一"中

利用简单的模拟模型加以阐述$

!三"参考点的逐期调整

当代理人将决策付之实际#在市场上消费财货#并从事内部的心理特征

生产#提升存续状态#幸福感随即油然而生$一旦委托人体验到实际的幸福

感#基于本能动机#立即将新一期的定位点设定成当下的存续状态#并据此

重新找寻人生最优化的目标$容或不同的是#如果前期代理人将大量的专注

力投入意志的强化#并因此于当期形成我世界观与包容非我的幸福函数#则

委托人将同时受三种动机的驱策#寻找最优幸福的参考点$人生目标的推进#

再次引导代理人在新一期运用相同的方式#重新规划当期与未来各期存续状

态的最优提升幅度$

综观之#委托人与代理人各自有其决策目标&前者是动机导向#后者是

目标导向$二者的决策方式亦各具特色%委托人受动机的驱使#对情绪系统

的奖惩自主回应#且要求立即的报偿&代理人以前瞻的视野#衡量现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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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且细腻的评估因果与得失$行为是这两个主体运作的结果$两个主体除了

具有互补的功能外#也存在牵制的可能性$当代理人因着客观的限制#而未

能达成委托人预设的存续状态提升的目标时#委托人即刻感受到行动结果的

幸福#并修正参考点$代理人面对新的参考点以及特征需要与生产方式的潜

在变化#选择新的一期之存续状态提升幅度#从而促成委托人新的幸福体验$

此一递回的决策与体验模式即形成个人一生的幸福演进$又或者#代理人运

用内发的专注力强化自由意志#促使委托人具有我世界观#借以减轻本能性

与社会性动机的束缚#提升与延续较长期的幸福感$

四!精神力场的启示

!一"生命历程的幸福变迁%基准模型 !

T3),'.*1Y

"的数值模拟

本小节拟聚焦于个人生命历程$根据前文所设立的幸福模型#模拟一位

终生仅具有本能性与社会性动机的个体#在精神存续状态与幸福感受上的演

进$后续将以该个体为基准#分别引进我世界观以及收入的变动#其中后者

涉及
+*C2314()

:

*1*B-̀

的解释$

#% 文献称为参考点依赖性 !

13[313),3B3

:

3)B3)2

"$唯在精神力场中#参考点定义为综合三个动机后之最

大幸福程度的所在位置#与单一动机的定位点不同$故文中以定位点依赖性取代之$

#K 损失规避的概念已经获得许多实验的佐证#相关文献参考
J'*431

!

!?;$

"#

JQ31CY

5

*)BF*')3.*)

!

!??!

#

!??#

"$

图
"

描述委托人在第
"

期面对的精神力场状态$其中#本能性动机的函数

形态服从
JQ31CY

5

*)BF*')3.*)

!

!??!

"之价值函数 !

Q*403[0),2(-)

"的概

念$回顾前两个部分#首先#本能的幸福感受属于瞬发体验#无期间延续效

果#故感受程度 !文献称利得或损失程度"纯粹决定于心理取向轴线上相对于

当期定位点的差距大小&其次#基于神经刺激的抑制作用#感受具有边际递

减的特性$这两点呼应上述文献指称的定位点依赖性 !

*),'-1B3

:

3)B3),3

"与

递减敏感性 !

B(.()(C'()

E

C3)C(2(Q(2

5

"两项消费者偏好的性质$

#%此外#本能性

动机也考量损失规避之特性 !特性三"#亦即以定位点为核心#即使精神状态

在心理取向轴线上发生不同方向但等距之变动#两者获致的感受程度是不对

称的#尤其是负向感受较大$

#K

根据上述说明#我们假设本能性动机的幸福函数为两段式的累积分配函

数形式#且符合边际幸福递减法则 !特性一"$其幸福曲线与横轴相交于
?

"̂ !

处#其为
"

期决策当下存续状态的位置#同时也是本能性动机的定位点$当精

神能量实际投入后#该动机所引发的幸福感受源自于存续状态的变动 !位移"$

若在
?

"̂ !

处朝反方向微量改变位置#其形成的边际负向感受将大于边际正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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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精神力场 !基准模型"

受 !特性三"$

#<此外#基于动机瞬发的特性#当各期存续状态改变后#定位点

位置即进行调整 !特性二"$

#< 在特定议题中#若个体主观上仅存在本能性动机#即
$

4

]!

#

$

6

]

$

A

]$

#综合幸福函数将化约为本能

性动机的幸福函数#此时将凸显损失规避在决策结果的重要性$然而#因本文主要探讨具多元动机的生

命历程之幸福感受#且假定无负向冲击的发生#故后续模拟结果不会呈现损失规避的影响$尽管如此#并

无损该特性在实证研究上的宝贵价值$

在社会性动机方面#假设函数形式为
:

*1*T-4(,[0),2(-)

$社会标准 !

?

6

"

"

为此动机下最高幸福感的所在位置 !特性一"$如果个体持续处于不变的社会

环境#则各期定位点皆相同 !

?

6

"

]?

6

#

3

"

#

"]!

.

-

"$关于社会定位点改变的情

况#我们将于第三小节讨论$

为了探索个体幸福与存续状态逐期的变化#我们将一生的决策期间分为

!$

期$为简化分析#假定存续状态变动所需的精神能量来自单一特征的投入#

其投入产出的关系以一个凹函数表示 !

'

?

"

] 0

"

+槡 #

"$特征由物质财货与时间

组成#其方法由一个具固定规模报酬的
&-TT@Z-0

E

4*C

生产函数表示 !

0

"

]

#

"

b

(

"

$

!̂

(

"

"$两个动机的受重视程度 !

$

4 与
$

6

"不随决策期间改变$模拟中外

生变数薪资系根据
S(),31

对数薪资回归式 !

=3,Y.*)

#

#$$K

"估算#利率则

使用美国
"$

年期国债收益率$又为凸显心理因素对幸福的影响#假设财货价

格固定不变$至于注意力与各动机的幸福函数之边际幸福变动率皆需经脑科

学与行为实验提供实际数据$在缺乏相关资料下#本文仅能径自设定这些参

数值 !参见附录"$

委托人在第
"

期根据本能与社会性动机之幸福函数的线性组合 !即综合幸

福函数
S

"

]

$

4

S

4

"

!

?

"

?̂

"̂ !

"

k

$

6

!

?

"

?̂

6

""决定最优化幸福感受的参考点 !

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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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代理人以极小化各期存续状态与参考点的差距为目标#考量预算约束#

决策各期最优化预拟存续状态变动量 !

"

'

?

!

U

#

U]"

#.#

!$

&

"

'

?

!

"

]

'

?

"

"$个体在

实现存续状态变动后#可实际体验当期幸福感受 !

S

"

"#以及未来期间的预期

幸福感 !

"

S

!

U

#

U]"k!

#.#

!$

"$

#>委托人于第
"k!

期若调整参考点#则代理人

在
"k!

期将重新选择一序列的最优预拟存续状态变动量 !以下简称预拟变动

量"$

#> 代理人可向委托人询问预拟存续状态对应的幸福感受$委托人则根据当下的幸福蓝图提供结果$

由此可知#各期实际幸福感受的变化来自于实际存续状态与综合幸福函

数的逐期调整$其主要的影响途径有以下三者#参考附表
!

的模拟结果进一

步说明%

途径
!

%决策时点目标函数与各期能量 !特征"机会成本对位移配置的

影响$

在决策时点#代理人对各期位移的配置需考量目标函数与预算约束$

途径
!M!

%参考点决定各期预拟变动量$

若参考点较高#则各期预拟变动量较大 !

)

"

'

?

!

U

+

)

f?

"

,

$

#

U]"

#.#

!$

"$此

时#若预拟存续状态落在综合幸福递增阶段#则其对应的幸福感较高$

途径
!M#

%各期特征的机会成本影响各期预拟变动量$

除考虑参考点与初始位置的关系外#各期预拟变动量与前期及后期的边

际机会成本有关$若他期的边际机会成本相对较高#则当期变动量扩大#幸

福感较高&反之#则减少当期变动量#幸福感较低$

途径
!M"

%参考点位置决定财货与时间投入的生产效率$

如果参考点非常远 !等同于传统经济学的局部非饱和性假定"#则在有限

的预算下#两现实要素将达成生产效率&反之#如果参考点越近#生产低效

率的程度增大#导致特征价格较高的期间反而有较大的存续状态变动量#而

对应产生较大的幸福感$

简言之#途径
!M#

与途径
!M"

表示参考点位置与各期边际机会成本在决

定位移配置上可能产生抵消效果$在本文的模拟例子中#途径
!M"

的效果相

对大于途径
!M#

#故存在现实要素生产低效率的情况$此隐含当个体面对充分

的预算与易于达成的终身目标 !参考点"时#于早期机会成本较高的阶段反而

有较多的投入$然而#这也表示#假若未来面对更远大的终身目标#个体尚

有提升效率的余裕#扩大各期变动量#借以提升各期幸福感$

途径
#

%逐期调整决策时#综合动机函数因实际存续状态改变而变动$

前述途径
!

仅单纯说明给定委托人的综合幸福函数#个体在决策时点对

未来各期位移的最优化决策$若进一步考量逐期调整#因实际存续状态的提

升#将使本能性动机幸福曲线水平右移#以至于即使在相同的存续状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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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本能性动机幸福感受直接来自当期位移而非绝对位置$

际幸福感将低于先前的预期 !

S

"k!

!

?

"k!

"

*

S

"

!

"

?

!

"k!

"#

"

?

!

"k!

]?

"k!

"$

#;这也意味

在逐步接近终身目标的前提下#即使没有不确定因素的发生#仍会出现幸福

感高估的情况$

途径
"

%逐期调整决策时#若参考点改变#则各期预拟变动量将重新

配置$

最后#若精神存续状态逐期提高#透过综合幸福函数的改变#参考点出

现调整$此时代理人将进一步调整各期最优化位移配置#随后再透过途径
!

的方式影响当期实际幸福感受$

整体而言#由个体生命历程的模拟可知#个体一生幸福感呈现倒
G

形

!参考图
%

与附表
!

"$早期阶段 !第一期至第四期"综合幸福感逐步提升且变

动幅度较大#其成因主要来自于途径
!M"

效果强于途径
!M#

#致使个体投入

较多资源#使早期精神存续状态快速提升$此外#本能与社会动机的幸福皆

迅速递增#促使综合幸福大幅上升$随后在第五期因实际存续变动量减少#

且实际位置已接近社会标准 !初始位置为
K

#当期位置
!">7%;

#社会标准

#$$

"#使两动机的边际幸福皆减少#进而使得综合幸福上升趋缓$而第七期

以后#因预算已所剩无几且机会成本逐渐提高#存续状态提升更加缓慢$使

得本能性动机幸福感大量减少 !途径
#

"#综合幸福感受呈现逐期缓慢的下滑$

最后#个体在第十期的实际位置达到
!?!7"?

#低于社会标准
;7<!

个单位$十

期综合幸福感加总为
!"$!>

$根据前述模拟设定与数值#可归结为以下结论%

图
%

"

各期实际幸福感受 !基准模型
*

与形成我世界动机
T

之比较"

结论
!

%在个体仅具有本能性与社会性两个动机#且心理特征需求单一的

情况下#假设各动机的幸福感受与精神存续状态的关系是%!

!

"本能性%瞬发

体验)边际递减)与损失规避&!

#

"社会性%社会标准倾向#则个体生命历程

的幸福感受呈倒
G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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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意志与我世界观

设想代理人将较多的注意力专注于自由意志的养成与强化#一旦个体的

意志够强#足以在某一期形成我世界观#则委托人一方面调和我世界动机与

既有的本能与社会性两动机#形成新的整体幸福与精神存续状态的对应关系#

另一方面再次设定更高的存续状态目标#引导代理人逐期实践$如果个体因

此而减少投入注意力于心理特征的生产#则当期实现的存续状态提升幅度下

降#幸福感受变差$

#?即或如此#对于形成我世界的宏观视野者#短期幸福的

下降可以换取长期的幸福改善$

#? 如果个体的注意力原本就未充分使用#将这些闲置的注意力用来锻炼自由意志#则不影响当期的精神

存续与幸福$

诚如上述#我世界动机源自于同理心#包容)接纳乃至于利社会都是其

中心价值$此意味着#即使存续状态维持不变#在开阔的胸襟下#个体更加

满足于当下#其幸福感较无我世界观时高$事实上#在有我世界动机后#存

续状态的参考点提高#诱使代理人更有效率的)更积极地从事心智活动#充

实存在感#生命幸福得以进一步提升 !途径
!M!

"$不惟如此#这两个效果延

续至未来各期$换言之#改变专注力并形成我世界观#个体得以步入一个新

的存续状态之变动轨迹$以下将模拟融入我世界动机后生命历程的幸福演变#

借以呈现我世界观对生命的重大价值$

假设个体在生命的第六期形成我世界观#在此崇高的观点下#存续状态

与幸福感的对应关系#以一个自然对数函数表示#

S

A

"

]

#

4)

!

?

"

?̂

K

"#

"]<

#.#

!$

#

#

是存续状态转化成幸福感的因子#

?

K

是第五期结束时个体实际的存续状

态$此处假设在形成我世界观之初#精神存续状态提升别具意义#其边际幸

福很高$其后#随着存续状态持续提升#边际幸福递减#惟相较于本能性与

社会性两观点#其幸福水准始终较高$另一方面#代理人生产心理特征的专

注力提高$尤有甚者#个体因应此时心理特征的需要#调整要素投入的份额#

减低对财货的依赖#转而投入较多的时间$相关的参数设定值见附录$

模拟结果显示#个体于第六期形成我世界观后#委托人将参考点提高$

在只考虑单一心理特征的情况下#代理人当期实现的存续状态较无我世界动

机时佳#幸福感受也较高$进入第七期#受到本能性动机定位点提高的影响#

参考点调整至更高的水准#促使存续状态与幸福感持续以较无我世界动机下

大的幅度改善$显而易见#在只有一个心理特征需要的情况下#我世界观的

养成借由内部的心理机转#减少外部的消费#确实可以增进生命历程的幸福$

以模拟为例#后半个阶段存在我世界动机下#生命的总幸福由无我世界动机

的
!"$!>

提高至
!;K$;

!参考图
%

与附表
!

"$

结论
#

%在个体同时具有本能性)社会性与我世界三个动机#且心理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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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单一的情况下#假设我世界动机的幸福感受递增#且边际感受递减#则

形成我世界动机后#个体一生幸福感受的历程全面提升#并延迟后期历程幸

福感受下降的时点$

在考虑多元特征的情况下#我世界动机的实践有赖高层次的心理特征#

如
S*C4-_

!

!?%"

"所云的知识)自我实现等$此意味着具有我世界动机的同

时#个体除了继续生产既有的心理特征外#也开始生产高层次的心理特征&

透过所有特征的组成#持续提升自我的精神存续状态$不同于单一特征的情

况#对于新形成我世界观者#参考点调高对后期生命历程的存续状态的影响#

尚取决于三个因素%!

!

"各种心理特征的替代性#!

#

"高层次特征之于存续状

态的价值#!

"

"高层次特征的生产方式$

结论
"

%在个体同时具有本能性)社会性与我世界三个动机#且心理特征

需求多元的情况下#假若物质与时间投入在高层次特征的投入份额愈小#专

注力的投入份额愈大&同时各层次的特征替代程度愈高#存续状态愈倚重高

层次的特征#则愈有利于存续状态与幸福的提升$

以上结论对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成效#具有重要的意涵$一项公共政

策若不可避免地会剥夺某些社会成员的资源#必然招致施行阻力$唯若在推

动政策的前期#政府设法形成一个蕴酿我世界观的环境#让较多人正视利他

与利社会的价值#从内在去改变个体的幸福感#如此不但降低施行阻力#并

且创造较预期更大的社会幸福$或许这是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的写照$

!三"

+*C2314()

:

*1*B-̀

个体的收入增加对幸福的影响#并非传统的消费模型所预期#必然提高

效用$就本文创造的精神力场而论#收入的变动包含许多潜在的影响#以下

完整陈述$

"$ 如果工作所带来的自我肯定与价值是心理特征需求之一#抑或工作本身是生产某些心理特征不可或

缺的要素#则劳动供给的增加或可提高精神存续状态$感谢评审人之一贡献此宝贵意见$

首先#在其他条件不变下#财富效果带来精神存续状态的提升与幸福的

增加&一如消费理论所称#购买力提高使得效用增加$其次#薪资上升意谓

生产特征所需的时间成本提高#此将改变各期心理特征的生产与幸福感受$

"$

再者#无论基于经济成长的现实或社会评断自我的考量#个体在收入增加的

同时#往往调高社会性动机的定位点 !社会标准"$如此一来#个体的幸福感

受又额外增添两个冲击$其一#从个体的综合幸福观之#如果存续状态尚未

达到原来的社会标准#则标准的提高势必降低幸福$此一冲击呼应经济理论

的相对位置或收入 !个人相对于社会平均"的概念$其二#当社会标准提高

后#个体的委托人随之调高一生中存续状态的参考点#其代理人在新的指引

下#调整决策$如同上述#假如个体可以借由生产效率的提升追求较高的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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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目标#则其当期存续状态提升#幸福改善 !途径
!@"

"$

简言之#考量时间配置#如果心理特征的机会成本大幅提高#或社会比

较的心理作祟的效力很大#则收入增加可能使幸福不增反减&

+*C2314()

:

*1*@

B-̀

不再是迷思$传统经济理论只考量决策效用#也不论消费形成幸福的方

式#故在解释
+*C2314()

:

*1*B-̀

时#没有心理特征成本变动与定位点提高所

衍生的负面幸福效果$

再就跨期的观点论之#单期收入的增加也会影响未来各期的精神存续状

态与幸福$收入增加造成当期的存续状态改变#其接续的影响分别透过本能

性动机的定位点之改变与参考点重新订定等二个途径 !途径
#

与途径
"

"$这

隐含当收入恒常增加时#各期幸福的变动包含当期收入增加的财富效果与前

期的衍生效果$

"! 假若第六期社会动机的定位点不变#维持先前的
#$$

#则收入增加
!$L

的幸福效果为正的#增加幅度为

<L

!参考附图
!

"$

我们以数值模拟呈现一个
+*C2314()

:

*1*B-̀

的例子$试想自第六期开始#

个体的薪资每期成长
!$L

#连带的个体所持社会标准也提升
!$L

至
##$L

$

尽管此时心理特征的边际机会成本增加#唯在预算更加宽裕且参考点随着社

会定位点调高的双重诱因下#第六期精神存续状态实际提升的幅度仍达
!KL

!参考图
K

与附表
!

"$值得重视的是#薪资成长固然改善精神存续状态#却未

提升整体的幸福&实则第六期幸福降低
!#L

$基于本能性动机#存续状态改

善使得个体体验较高幸福#殆无疑义$惟与社会标准的提升幅度相比较#精

神存续状态的改善犹无法满足社会性动机#故比较心理降低了幸福感受$

"!归

根结底#收入增加#心灵受制于机会成本的考量未能同步成长#在社会比较

的推波助澜下#个体的幸福损失大大抵消财富增加的本能性动机幸福改善#

以至于整体的幸福不增反减$

图
K

"

各期实际幸福感受 !基准模型
*

与收入和社会标准同步增加
B

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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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的一期后#个体不仅延续较高的社会标准#其本能性动机的定位

点也提高$尽管薪资持续调升#精神存续状态也不断改善#但在社会标准的

压制下#幸福感依旧下降$此种收入与幸福不相称的现象持续至生命终结$

以模拟为例#自第六期开始收入恒常增加
!$L

#全期的综合幸福反而减

少
%L

$

"#

"# 假若社会动机的定位点不变#第六期后收入恒常增加
!$L

使得全期的综合福祉增加
#L

$

结论
%

%根据精神力场假说#

+*C2314()

:

*1*B-̀

系三个因素所肇致的%

!

!

"心理特征的机会成本增加# !

#

"社会标准提高# !

"

"本能性动机与时

俱进$

有鉴于此#在收入增加的同时#淡化社会比较心理 !如形成我世界动机"

与改变心理机制以有效扭转特征机会成本的增加#或许是长期提升幸福的必

要调适$

五!结
""

语

在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今日#我们不禁要问% '人类的幸福是否与时俱

进-(传统经济学在外生偏好的假设下#多局限于研究个体的外在行为#鲜少

探究决策的心理历程与幸福的意涵$着重物质的效用价值#不仅无法全然解

释经济行为与人类幸福#也加深价值偏差的荼害$令人忧心的是#引导人

类获得幸福的宗旨已式微&甚者#反而成为意图者追求个人私利之工具#

扩大贫富差距#排挤弱势者取得基本物质需求的能力#使社会总幸福遭受

侵蚀$

物质取用无法与个人幸福呈现完全的等价关系#其中涉及的人文意涵或

许是维系人类发展与幸福提升至为关键的因素$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填补这

部分的研究空缺#建构同时能分析个体外在经济行为与内在心智运作的 '动

机*精神力场*行为假说($在模型设计上#保留传统经济分析严谨的数理化

优势#综引心理学与神经生物学之贡献#将抽象的心理历程与外在行为系统

性接轨$其次#考量幸福动机)现实要素转化为精神能量之机制与心理决策

方式#益于内化心理哲学的意涵与人本价值#更多元地诠释幸福的具体面向$

期许传统经济理论成为广纳心理本质的人文学科$

就生命历程的幸福变迁而言#本文借由幸福模型推论与数值模拟#获得

几项初步启示$人生有如避苦求乐的过程#在逐步迈向终身目标的前提下#

个体不但充实了心理存在感#也促成幸福感受的提升$尽管初期幸福感低落#

基于幸福动机的特性与预算之考量#在充分的终身财富水平下#早期将大幅

度提升精神存续状态与幸福感受#中期逐渐趋缓$由于预算逐渐告罄#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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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续状态的调整缓慢#加以趋近社会标准#幸福感逐步缓慢降低$整体而言#

一生的幸福体验呈现倒
G

形发展$

金钱能否买到幸福- 若单纯考量收入增加的情况#财富效果与存续状态

提升成本相抵消结果#各期存续状态与幸福感依旧提升&最后结果与传统经

济学的推论无异$然而#进一步考量收入增加透过社会比较心态#驱使个体

同步提高社会标准#若社会性动机幸福感骤降的效果大于收入增加的净效果#

则个体的整体幸福感将不升反降$此结论可作为
+*C2314()

:

*1*B-̀

的一种合

理解释$

考量人类心灵成长的契机#跳脱自我本位的框架#善用自由意志形塑超

越且新颖的动机***我世界幸福动机$尽管发展初始将历经偌大的困苦#然

而动机一旦形成#必然引导个体朝向更宏大的目标迈进#同时报以高度幸福

感受作为酬赏$最终#个体获得更高的精神存在感与高度的幸福体验$此概

念与人本心理学之宗旨相呼应$

未来如能延伸研究层面#考量认知与记忆功能)风险与不确定)跨国

之比较与心理素质提升改变幸福函数形式的可能#将使精神力场假说更具

解释力$特别针对生命历程#幸福动机的形态举足轻重&它不但决定个体

的终身目标#生命历程的幸福演进也取决于此$未来如能借由实验科学之

佐证#具体刻画各种动机的形成与其幸福的本质#俾从制度面致力于降低

社会比较之心态#促进民众形成多元高阶的新幸福动机#更直接而有效的改

善社会幸福$因此#重新审视科学轨迹#尝试回顾精神导向#或许能成为兼

善的发展契机$我们期盼借由本文之初步见解唤醒社会大众对精神自觉的

重视$

附录"模拟函数与数值设定

!

!

"基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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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至第五期之设定与基准模型相同#第六期后设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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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

"

各期参考点)存续状态与幸福感受的模拟结果

决策期间

模拟模型
! # " % K < > ; ? !$

基准模型

参考点
f?

"

#$$7$$ #$$7$$ #$$7$$ #$$7$$ #$$7$% #$!7>? #$;7<; #!<7?" ##%7"!##;7;;

实际存续状态
?

"

#<7%< KK7%< ;K7<% !!"7K< !">7%; !K<7K< !>$7?" !;!7?? !;;7%%!?!7"?

实际幸福感受
S

"

!

?

"

"

#̂""$ K̂#% ;%$ !>%< ##%! #%!! #">? #"$$ #$>K !;>;

形成我世界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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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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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与社会标准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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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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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 !>%< ##%! #K<K #%K> #"%$ #$?< !;?!

附图
!

"

各期实际幸福感受 !基准模型
*

与收入恒常增加
,

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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