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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佛法的理論架構觀照經濟學所揭示的原理，探討二者的基

本原理可以如何地會通融合。首先，探討佛教經濟學的目的和範圍，並

以佛法透視經濟原理世俗目的的可轉化性。其次，針對研究方法，探索

佛法的理論分析和現代經濟分析模式的特性，先論述前者兼備「實然」

和「應然」的融合一體性，著重人「心」的認識和淨化，後者主張「客

觀事實」與「主觀價值」的切割性，關切人類物質環境進步和福祉提

昇。最後，會通二者，並試論佛教經濟學的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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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The aim of the study is to apply fundamental Buddhist 
principles and ethical values to investigating principles in economics. The 
core issue is to examine how to reconcile these two systems of thought. First, 
we will set out the aim and the scope of “Buddhist economics”. We will then 
examin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s of Buddhism and 
economics respectively: The former is characterized by an equal emphasis 
on “is” and “ought/how to” and focuses on purification of mind, whereas the 
latter postulates the dichotomy of “fact” and “value” and is mainly concerned 
with human beings’ material welfare. Finally we propose some principles of 
Buddhist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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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序言

經濟學的學術研究非常蓬勃，各種學理的發展亦推陳出新，令學人

感到知識浩瀚無涯。然而，人類面臨的經濟問題並未隨著知識的發展日

益減少，反而遭遇到更大的挑戰。全球性大規模工業化和都市化造成化

石能源的大量使用，致使溫室氣體排放，引發地球暖化，造成人為的氣

候變遷，生態遭受前所未見的破壞，危及人類發展的前途。科學的研究

早早就發出警告，國際會議不斷，各層面發起的救地球行動和號召琳瑯

滿目，令人振奮，可惜的是，成果有限，不足以產生決定性的力量來扭

轉局勢。要責怪經濟學的無能嗎？究竟人類社會和世界的問題錯綜複

雜，很難歸咎到一個罪魁禍首，至少我們知道人類需要更多的努力，經

濟學需要加入更切實際需要的思維和行動內涵，而佛教中豐富的教法正

可提供指引。

「佛教經濟學」（Buddhist Economics）一詞出自於曾任緬甸經濟

顧問的德國經濟學家Schumacher（1973）。佛教經濟學即是將佛法和經

濟學兩種思想體系結合的一門學科。佛教專注內在精神與心靈世界的改

善，經濟學擅長探索外在經濟世界的改善之道，各有獨特的方法架構。

佛法的層次架構嚴謹、明白且完整，一方面是理論的教法，一方面是實

踐教法，佛法對於個人的經濟行為可以起觀念與行為導引之效，具有深

廣的實用性。

經濟學的特點在探討經濟的普遍法則，著重在集體現象的探究，忽

略經濟個人的獨特行為，因此，經濟理論鮮少作為經濟行為的倫理判斷

和指引。此外，諸多理論皆被發現與現實情況不符，以致經常被後來的

理論推翻，故知識缺乏穩定性和實用性。

作為全球性的基礎學科，每年有許多學子開始學習經濟學，使用一

般教科書所吸收到的內容深深影響日後的思考模式，若能在學習之初即

有更正確的經濟倫理觀，相信能夠種下希望的種子，重新形塑全球的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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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體系，並引發集體自主性的良善行為，從根本解決人類的危機。此為

本研究探索佛教經濟學原理的動機和目的。佛教經濟學的存在，一方面

是藉助佛教在心智／精神層面教理的博大精深和實用性，可提供人們具

備正確的洞察力與引導良善經濟行為，一方面也是借助經濟學的科學思

考模式輔助現代人對現象界做理性地探討與溝通。

本研究試問若要建立所謂「佛教經濟學」的學門，二者的基本原理

可以如何地會通融合？本篇研究希望透過佛法與經濟學的相互學習，建

立更有用、更有力的知識體系。

二、傳統經濟學的範圍與目的

傳統經濟學主要分析市場經濟運作的原理，目的是希望找到改善

經濟效率及合理資源分配的方式，解決資源稀缺性的經濟衝突。若針

對事實探索目的，經濟學重視經濟現象的剖析，解釋因果關係，透過

建立理論和實證檢定以確立經濟活動運作的普遍原則，此為實是經濟

學（positive economics）的目的。其次，以此為基礎進一步討論應該

要做什麼，這是規範經濟學（normative economics）的目的。若探討

在既定的目的之下，如何利用政策達成目標，則是經濟學的藝術目的

（Landreth & Colander, 2002: 10-11）。

（一）經濟學的範圍

大學入門教科書對經濟學的定義著重在資源的稀少性問題，例如，

「經濟學是研究社會如何管理其稀少資源的學科」（Mankiw, 2020）；

「經濟學是一門社會科學，探討我們處理稀少性的選擇，以及影響我

們選擇的誘因」（Bade & Parkin, 2004）；「經濟學是探討貨物和服務

的生產、分配、與消費的社會科學」（Krugman & Wells, 2009）；經濟

學探討財富和福祉的本質及其決定因素，以及稀少資源應該如何派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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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therford, 2007）。歷史上有四種機制來處理資源相對稀少的問題，

亦即，依憑武力、根據過去的傳統、社會權威（如政府或教會），以及

市場制度（Landreth & Colander, 2002: 2）。前三者屬於非市場的機制，

而西方現代經濟理論特別專注於市場機制來探討資源稀缺性的問題。

經濟學的知識有些是漸進演化，有些則是異軍突起式的發展出來，

探討的範疇隨經濟學家關注的問題焦點不同而呈現多樣性。例如，亞

當‧斯密（Adam Smith）承襲英國重商主義對國家財富的特性和本質

感到興趣。李嘉圖（Ricardo）則特重生產如何分配給勞動、土地和資

本的問題。現代經濟學根據分析的對象不同，有個體經濟與總體經濟的

劃分，個體經濟探討家庭與企業如何選擇，如何對誘因作出反應，他們

如何互動；總體經濟學探討經濟全面性現象，諸如所得、經濟成長、物

價、就業、利率、匯率、政府預算、貿易餘額等等。經濟學的基本概念

不勝枚舉（Rutherford, 2007），置於歷史長河中觀察，可看到它的發展

源流與脈絡（Roncaglia, 2017）。

（二）經濟學的目的

研究經濟學的目的是什麼？作為一門社會科學，學科的任務是努力

抽絲剝繭出經濟行為或現象的法則，而能夠診斷經濟問題的所在。若能

進一步提出方法來改善經濟結果，即可造福社會成員。根據用途不同，

分為實是性經濟學和規範性經濟學，前者著重分析和診斷經濟問題，

後者提出改善經濟結果的處方和建議。有一派的學者主張經濟學的方

法應避免涉及價值觀和倫理判斷，謹守科學的分際。例如，Rutherford

（2007: 62）指出，Carirnes認為經濟學關心是達成我們目標的手段。經

濟學解釋現象，並不表達贊成與否，在一些假設下，說明可能發生什麼

後果。例如，Ricardo純粹以抽象邏輯思考的方式來建構理論解釋經濟

現象，他認為經濟學主要的目的在於確認所得在地主、資本家與勞動者

之間如何分配的法則（Landreth & Colander, 2002: 113）。新興古典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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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neoclassical economics）將經濟學數學化，如Marshal認為將經濟學

發展為不涉及價值的科學，他把經濟學中實是性和規範性的部分區隔開

來，單純發展實是性經濟學，他認為瞭解經濟是如何運作之後，社會就

能夠回答應該怎麼做比較好的問題。

經濟學家von Mises更明白揭示經濟學的地位和屬性：

經濟學是一門理論性科學，因此避諱任何價值判斷。告訴人們

應該追求什麼目的，不是它的任務。它是一門研究手段的科學，研

究什麼手段適合用來達成人們所選的目的；它肯定不是一門研究如

何選擇目的的學科。最終的決定、各種目的的價值的評等和選擇，

不屬於任何學科的研究範圍。科學絕不可能告訴任何人應該怎麼行

動；它僅僅指出一個人必須怎麼行動，如果他想達到某些確定的目

的。（von Mises, 2018: 40）

此外，他認為經濟問題應擺在人的一般行為理論比較寬廣的架構內，不

應將市場交換問題或經濟問題隔離起來論述（von Mises, 2018: 41）。

他聲稱行為學是一門探討手段的科學。

然而，諸多學者指出事實／價值二分的經濟分析是不可能的，許

多前代或當代的經濟學者（Flanders, 1947; Hausman & McPherson, 1993; 

Sen, 1987）早已意識到將這門社會科學「科學窄化」的危機與危險，並

主張讓倫理與道德的考量在類人經濟行為的探討與實踐中重新被正視和

重視。Hausman與McPherson（1993）認為經濟學者應關心道德問題的

原因有四：1. 經濟行為者的道德影響期行為因此影響經濟結果。經濟學

者自身的道德觀點可能有意無意地影響其他人的道德和行為。因為經濟

學者關心結果，因此也必須關心道德。2. 標準的福利經濟學立基於強烈

可議論的道德前提。為了評估和發展福利經濟學因此必須關心道德。3. 

經濟學的理論必須與公共政策所驅動的道德承諾相互連結。為了瞭解經

濟學如何應用到政策上因此必須瞭解道德的承諾，故必須關心道德。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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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是與規範經濟學通常相互關聯。為了瞭解實是經濟學的道德相關性，

需要瞭解此相關性的道德原理。

三、佛法的範圍與目的

釋迦牟尼佛看到人類對生、老、病、死的苦難和必然性感到無可奈

何，所以苦行以尋求解脫之道，最後覺悟而成佛，體證涅槃之樂。佛陀

種種教法都是為眾生開示如何解脫生死輪迴的苦，以達到究竟的快樂。

用什麼方法能離苦得樂呢？諸多學說聚焦於改善外在的世界，不同的

是，佛陀教導人們透過心智和心靈的發展和轉化來達成。

佛陀根據眾生的根機開示不同層次的佛法，根據印順法師（2003）

成佛之道的三種學佛發心，佛法分為五乘共法、三乘共法，以及大乘不

共法。若發增上心學佛，屬於佛法中的下品人，了知三惡趣的苦因苦

果，以及現世福報的不圓滿，希得現世樂與來世樂，因此修集五戒十

善，願未來世能生人間或天上，福報增上。發出離心者是中品人，了知

就算獲得人天果報的極致，仍然在三界之內，一旦業力享盡，仍會墮

落，無法逃過無常與苦的逼迫，因此發起出離三界火宅的志願，修集出

世的法行，以了脫生死，獲得涅槃的解脫樂。最上品人發大菩提心，修

習菩薩道，志願上求佛道，下化眾生。「佛法，雖然有下、中、上的分

別，但從究竟的意義一切無非成佛之道的立場說，這不是獨立的，不相

關的，而是有著相依相攝的內在關係」（印順法師，2003：54）。相依

是說，五乘共法是基礎，而以此往上建立，相攝則是上層一定具備中下

層的佛法功德。

修學佛法的方法是解行並重，包括正見和正行。五乘共法的正見包

括，正見有善惡、業報、前生和後世、凡夫和聖人，因此求人天果報

者，要積集人天善業，而勤修三福行—布施、持戒、修定。三乘共

法，是出世間法，在五乘共法的基礎上向上進修。三乘共法的正見是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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諦與緣起法門，為了滅除生死輪迴的苦因苦果，必須修三學八正道。大

乘不共法在五乘和三乘共法之上，發四弘誓願，以慈悲心、和法空慧，

勤修一切的世間出示間善法，總攝為六度四攝。

學佛者的經濟生活要符合正命的原則，依據五戒十善來從事經濟活

動，生產、消費、投資、勞動、儲蓄皆能與佛法相應。對於物質的五欲

要不貪著，能看出他的過患。

什麼是正命？命是生存，生活。無論是在家出家，都不能不生

活；衣食住行等一切經濟生活，合法的得來受用，就名為正命。正

常的經濟生活，是非常重要的；大部分的罪惡，都是從經濟生活的

不正常而來。學佛的在家眾，不但要是國法許可的，而且還要不違

佛法的。如以殺生（如屠戶，獵戶等），盜，淫（如賣淫，設妓院

等），妄語（以欺騙為生，走江湖的，多有這一類），酒（如釀

酒，設酒家等）為職業的，佛法中名為不律儀，是邪命，障礙佛

法的進修。出家眾，凡依信眾布施而生存的，是正命。如兼營醫

（完全義務，不犯），卜、星、相等為生，或設法騙取信施，就

是邪命。如法的經濟來源，布奢侈不吝嗇的消費態度，是正命。

要這樣，才能與佛法相應，否則人身也許不保，還說得上了生死

嗎？……學佛法，一定要職業合法，寧可短期內因職業改變而受到

苦痛，決不能長此邪命下去，自害害人！（印順法師，2003：65-

66）

此外，學佛者也要多行布施，物質的布施可以累積未來的物質福

樂，以免來生的貧乏艱苦，影響事業的成辦，佛法的進修。發菩提心的

大乘學佛者，更能擴大布施的心量與範圍，捨己為他，不但是破除慳

貪，而且要消除我我所執，達成無我我所的大捨。如印順法師的佛偈開

示應如何布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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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及諸受用，三世一切善，為利諸眾生，無惜而行施。下士為

己施；中士解脫施；利他一切施，是則明大士。財法無畏施；難施

殷勤施。聞法心歡喜，勝於寂滅樂。施以捨心勝，常修於意樂。三

輪處處著，是施名世間；三輪空相應，出世波羅蜜。（印順法師，

2003：281-289）

修學菩薩道的人會善用無常的資源來積極從事利他的事業，滋養自他的

法身慧命。

四、佛教經濟學的範圍與目的

（一）佛教經濟學文獻回顧

「佛教經濟學」一詞出自於曾任緬甸經濟顧問的德國經濟學家

Schumacher（1973）所著Small Is Beautiful一書中的第四章。這大約10

來頁的文章，採取佛法的價值觀和洞察，例如，八正道的正命，審視現

代經濟學對勞動、生產、消費、資源、經濟目的狹隘的認知和態度，並

強調「佛教經濟學」的簡單和非暴力的特色。此文章之後愈來愈多的佛

教徒也開始以佛教經濟學為主題，從佛法的角度來思考現代經濟問題。

Payutto（1994）採取靈性的角度來探討經濟活動的問題，溯本就

源檢視經濟活動的推動力量—恐懼、欲求與情緒，強調經濟學應注入

倫理的元素，此有別於西方經濟學強調理性分析經濟活動而忽視動機的

思考模式。文中論述現代經濟學的方法的限制、缺陷和過患，而致無

法因應現實的經濟問題。Payutto以佛法的倫理觀審視欲望、價值、選

擇、消費、專業化、生產、工作、財富、競爭、政府等議題，闡明有利

於真實福祉提昇的觀點與態度。Pryor（1990）從小乘佛典的經文中搜

尋佛陀對經濟問題的觀點，思索符合佛法倫理適當的現代經濟制度的樣

貌，揭櫫合理的財產、財富與所得的態度與行為。Pryor（1991）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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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探討佛典中對所得分配與分配正義的問題，例如，國家政策或統治者

的角色，個人善惡因果業報，以及市場的功能。Piboolsravut（1997）

的博士論文研究從基本的佛教原則發展佛教經濟學的理論架構，以及探

討基本的佛教經濟體系。論文首先根據佛教的原理與倫理價值建立基本

的哲學架構與方法，回顧現有的佛教經濟學的文獻，然後發展佛教經濟

學基本的理論架構，其中包括實是性和規範性兩個部分。實是的部分包

括三個基本公理描繪經濟現象的特性：無我、無常、不滿足。規範性部

分包括成本—效益原則，以及佛教的行為原則—負責、不害、慷慨與

明辨等。根據此理論架構，作者確認佛教經濟系統的範疇。論文中亦闡

述符合經濟原則的經濟活動，包括財富的取得、保護與運用，並討論佛

教經濟中主要經濟機構的特色：市場、廠商、社區與國家等。Puntasen

（2004）撰寫佛教經濟學專書，主要是為學界和研究生以及有興趣佛教

經濟學而寫的，原文是以泰文撰寫，共有16章，但其中僅有6章（1、

9、10、11、15、16）是以英文翻譯而流通。第2～8章回顧西方文明後

現代主義的論點，包括主流經濟學、馬克思經濟學以及人道經濟學的論

點，第12～14章將佛教經濟學應用至其他經濟主題，例如，發展經濟

學、人力資源經濟學、環境經濟學與自然資源（Puntasen, 2004）。英

文翻譯的6章中，Puntasen首先揭示般若是佛教中最重要的工具，然後

將般若的觀念引進主流經濟學中的核心理論，包括生產理論、消費理

論、效用理論與分配理論中，並提出三個額外的理論：時間使用理論、

經濟節約理論及工作滿足理論，使用佛教經濟學觀點重新詮釋傳統的理

論。Daniels（2005）描述佛教經濟學的基本特色，系統地比較佛教與

新興古典經濟學（neoclassical economics）各面向的異同，論述佛教哲

學可以提供經濟活動的指引。經濟學一般都蓄意忽略最終目的，除了假

設最大化來自勞動的所得與消費商品所獲得的效用，然而，經濟活動最

終的目標攸關經濟社會發展的方向與政策，有需要重新檢視人類經濟活

動的本質與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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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chuk與Subba（2018）採用固定比較分析技術QUAL（constant 

comparison analysis technique of QUAL）大量比較66篇以佛教經濟學、

西方經濟學、快樂與福祉為關鍵字的網路文章。作者分析文獻的結論指

出：1. 西方經濟學出錯的地方，包括極大化架構，採取追求自利的態

度，衡量經濟成長的方法有缺陷，例如，忽略人類與環境面向，如不均

等、快樂與污染的問題。西方經濟學接受物競天擇的觀念而不是道德和

價值，因此加速了競爭的程度。2. 佛教經濟學應被視為是另一種策略，

可應用在任何的經濟制度之中，促進個人和社會的永續福祉，同時保持

環境的完整。佛教經濟學的基礎是正業與正命，前者有關避免惡行，持

守戒律，後者有關人類基本生存的需要以獲得般若智慧。佛教經濟採取

中道的方法，主張適度，區別貪欲或是需要來引導適度生產與消費的方

法；貪欲製造錯誤的消費，需要產生和達成真實的價值，同時需要決定

生產的數量，這表示會揚棄使環境惡化的生產。

除了從理論上探討經濟問題，諸多佛教經濟學文獻亦著眼於現實

經濟狀況的改善，特別是對現代經濟模式所引發的空前危機提出實際

可行的解決之道。Daniels（2010a, 2010b）引進佛法的觀念與倫理價值

到環境分析模型DPSIR-IPAT中，分析氣候變遷的問題，並論述佛法的

原則，如相互關聯性、緣起觀、正念消費與生產等，這些觀念不僅可

以解釋問題的因果關係，更能提供解決之道。第8屆ICDV國際佛教研

討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Day of Vesak [ICDV], 2011）以佛教道德

與經社發展為題探討佛法在解決現代社會問題所扮演的角色。Drechsler

（2016）個案研究三個國家，檢視應用佛教經濟學的實際情形，包括

泰國、不丹、和印尼的特區Yogyakarta，這三個國家都是佛教王國，

皆採取佛教的經濟發展理論，著重精神的導引，例如，不丹的「國民

幸福毛額」（Gross National Happiness），泰國的「自足經濟」，以及

Yogyakar「王民合一」（Unification of King and People）。

此外，學者也以專書從理論和實務應用的角度論述佛教經濟學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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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與應用。

Brown（2017）以佛教經濟學為題的著作中論述佛教相互依存，以

及不害和慈悲的價值觀能夠啟發經濟學使其對生態和社會採取更為永續

的方法。Brown對比自由市場經濟模型與佛教經濟學的差異，指出前者

的缺失，觀照後者超越之處；書中指出自由市場模型衡量福祉的方式是

以外在財富／所得衡量，不關心所得分配，強調個人主義、自利，和自

我中心的自由，人都是理性的也都知道什麼是對自己最好，忽視公平與

正義等。反之，佛教經濟學重視人與人、人與環境相互依存的關係，衡

量個人或全體福祉需將其他人和環境皆一起考慮，以生活品質衡量繁

榮，強調利他、均等、正義、道德與永續的問題。此外，Brown以相互

依存（interdependence）的概念針對世界性的兩大危機，全球暖化、氣

候變遷與經濟不均的問題進行觀照和論述。Magnuson（2022）著述專

書鼓吹建立入世的佛教經濟學來轉化現代經濟與社會的制度，以解救人

類自我製造的危機和苦難。書中提出全面性的架構作為經濟行為、政策

和反思的指引，Magnuson論述入世的佛教經濟學進行正向轉化的過程

涉及兩個部分，一是向內觀照心智和精神層面，化解內在的煩惱，一是

將轉化擴展到社會和經濟制度，內在和外在的解脫是經濟生活轉化的基

礎。書中內容包括檢視制度化的貪、瞋、癡；探討佛法與經濟學的關聯

性；建立正命的新經濟制度；指出佛教經濟學在解決現代人類面臨巨大

的環境與社會危機的有用性。

觀察佛教經濟學的文獻，可發現此領域研究的方法和模式有幾點特

色：1. 佛教經濟學強調經濟活動的倫理價值；2. 佛教經濟學重視行為的

善惡／染淨動機與後果；3. 佛教經濟學對傳統經濟理論賦予新的詮釋和

內容；4. 佛教經濟學是心智與行為導向的知識體系；5. 佛教經濟學強調

個人觀念與行為的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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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佛教經濟學的範圍和目的

佛教經濟學就是將佛法和經濟學兩種思想體系結合的一門學科。佛

教專注內在精神與心靈世界的改善，經濟學擅長探索外在經濟世界的改

善之道，各有獨特的方法架構。佛法的組織完整和層次分明，如上所述

包括，下、中、上的教法，學佛者可以找到適合自己程度和根性的教

法。佛法的特色是兼具理論和實踐的內涵，強調解行並重；

佛祖之要，教觀而已矣。

佛經的數量龐雜，層次眾多，……在每一層次的教義經典之

中，亦均有其調心、攝心、明心、發慧的實踐方法，就是所謂觀

行。

教義與觀行並重、理論與實修雙運。（聖嚴法師，2003：21）

達賴喇嘛與圖丹‧卻准（2020：466）指出，佛陀的教義分為三種：1. 

佛教科學，包括佛陀對外在世界、身體與心識本質的描述；2. 佛教哲

學，包含佛陀的實相理論；3. 佛教宗教，關於精神之道的修持。因此可

知，佛法對於個人的經濟行為可以起觀念與行為導引之效，具有深廣的

實用性。

經濟學分析外在現象的步驟有一定的軌範，學者慣常會建立經濟學

理的理論體系，是希望在所定義的範圍中對問題能提供有條理且完整

的答案。例如，首先會定義探討的範圍，亦即定義研究問題，其次是

創造基本原理，並建立研究方法的原則，說明研究如何進行的方式和

結果如何評估，並有語言文字的辭庫，使知識可以分類、傳遞與溝通

（Screpanti & Zamagni, 2005: 10-11）。經濟學的特點在探討經濟的普遍

法則，著重在集體現象的探究，忽略經濟個人的獨特行為，因此，經濟

理論鮮少作為經濟行為的倫理判斷和指引，有部分也是因為諸多理論皆

被發現與現實情況不符，以致經常被後來的理論推翻，因此知識缺乏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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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和實用性。

本研究認為結合二者的方式並不是用經濟學的架構分析佛法，或是

用佛法的架構來分析經濟現象。比較省力有效的方式是用佛法的觀點來

透視經濟問題，在經濟學探討的架構下，加入佛法的倫理價值判斷以及

實踐方法。如此，一方面可彌補經濟學規避道德倫理和缺少行動指引的

缺失，避免因此可能造成日後經濟決策的錯誤和危害，另一方面，也是

強化佛法在世俗生活中的實用性。雖然經濟學的理論不至於鼓勵人們進

行犯法或違反道德規範的行為，但在一般的合法經濟行為上，仍有許多

可以重新調整觀念和行動之處，避免個人或集體的損害，以提高真正的

福祉。本研究定義佛教經濟學是：「探討如何運用佛法營造良善的經濟

活動以提高人類福祉的一門社會科學」。

五、佛教經濟學的原理

經濟面向只是人類活動的一部分，而佛法可以運用在各種生活領域

中。為了讓佛法聚焦在經濟活動的應用，本節透過佛法觀照經濟學者的

論點，嘗試提出佛教經濟學原理作為學習佛教經濟學的基礎。

（一）趨樂避苦：經濟活動的目的

儘管von Mises主張經濟學與倫理學脫鉤，但他確信人們行為的唯

一動機是要去除不適，不管何種價值判斷：

人的行為的誘因，總是某種不適的感覺，而行為的目的，總是

要盡可能去除這種不適。

行為的最終目的，總是在於滿足行為人的慾望。要分辨較多、

較少的滿足，沒有別的標準，除了個人的價值判斷；而這價值判

斷，人人不同，人人不同，即使同一個人，也會因時、因地而異。

（von Mises, 2018: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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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m Smith有同樣的看法，認為企求更好是人從出生到死亡具有的本

性。

佛陀覺悟後第一次說法的主題是四聖諦—苦、集、滅、道，人生

的四個真理，是佛教之道的基礎和架構。每一位眾生天生渴望追求持久

平靜、幸福及免於痛苦，這種渴望促使我們從事許多活動以獲得它們。

但事與願違，經常我們皆處於無法滿足的狀態中，這種不滿足感來自於

身、心以及外在環境的制約，經濟活動可以解除部分制約，短暫消除一

些痛苦和不適，使人感到一時的快樂，然而，佛法最終的目的是讓我們

辨識真正的快樂和體證真正的快樂，因此，佛教經濟學著眼於如何利用

經濟資源促進個人與群體真正的快樂，減少自他人的煩惱與衝突。

（二）相互關聯的事實和相互依存：互助互利的經濟理性

人類生存必須仰賴物質資源延續，自出生起，個人依賴他人而生

活。儘管個體成長到可以自食其力的階段，極其自然會與人合作，交換

物資，互通有無，因為這樣可以省去生活的勞頓和不便。人與人與環境

相互依存的事實來自切身的生活經驗。人不只是受到直接的照顧，更多

的支持是來自不認識之人的貢獻。我們吃飯、穿衣不需親自下田耕作，

紡紗織布，只要用薄薄的紙片—鈔票—到市場去買，就能輕鬆獲得所

需。完成一件事物所需投入的人力和物力相當可觀，比個人貢獻在他人

所需上所投入的精神和體力要大上許多。同時，因為自己需要的滿足建

立在他人需要的滿足之上，使我們受制於他人無法隨欲而為。然而，也

因這種互利互助的特色，揭露了人類世界相互依存的效率與公平原則。

一人日常所需遠超過自己能提供的規模，這樣的交換模式不只划算，也

占盡便宜，每個人都是交換過程中的勝利者，不同的是，人們獲取的相

對利益可能有差異甚至很懸殊，並非平均分布。

Smith（1776）指出，專業與分工讓這樣的好處得以實現和擴大。

當愈來愈多人形成一個交換的互助網時，群體需求的數量和種類更為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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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自然而然形成市場，而市場擴大，導致更細微和寬廣的分工，促進

了技能熟練，生產力提高，物質享受因此更為豐富。市場有效地整合了

成千上萬人自利的行動，引導這看似龐雜混亂的集體遵循著有序的路

徑互動，以完成資源分配。市場令人驚奇之處在於個人的自利無心插

柳的也造就了團體的共好。人類是靠這樣的互惠互助體系生活的，古

希臘哲人早有對分工的集體利益作出觀察，Smith在《國富論》中更清

楚地描述分工和專業帶來經濟成長的繁榮。透過市場經濟，社會自動

分工並專業化，重農主義時期的學者就已看到經濟局部與局部之間的

相互關聯性（interconnectedness），如Quesnay（1694-1774）提出經濟

三個部門—農夫、地主、技工和奴隸之間的經濟關聯圖（Landreth & 

Colander, 2002: 58-60），可視為是經濟循環周流圖的雛形，描繪出人與

人之間休戚與共，脣齒相依的事實。經濟學認為任何理性的人都會做出

最有利的選擇，而交易必然互利雙贏，這是經濟鐵律。

佛法說諸法存在的方式有二，本質和表相。現象界所呈現的世界都

是依靠因緣條件，由許多相關的現象互相依賴而存在，所以是無常的，

而實相是本質上沒有獨立的自性，因此事物本身並不實有存在，稱之為

「空性」。我們一般人因為無明不能了悟這些真理，執取諸法的實有，

造作善惡業而因此感到利益和損害，這種惑業苦不斷地循環不已。經濟

學企圖找到經濟現象的普遍原則，著眼於表相的探究，但對於現象的本

質可說無能洞察。如何在經濟領域中利用這兩種真理呢？

從人類彼此交易的合作行為可以體驗佛法緣起無我的真理，這讓我

們看到個人的生命繫於個人之外的人和環境，個人行為將影響他人的福

祉，他人的行為必也對自己的福祉產生效果。這種反饋的作用，讓我們

也瞭解到，設法讓自己福祉提昇的效果不若以利他的行動所產生的效

應，究竟個人只有一個，但存在許許多多的其他人，顧及他人的利益顯

然是聰明的自利行為。同理，當損及他人的福祉時，自己也會得到巨大

的反噬力量。可知，真正自利的作法是以他利來利己才符合經濟學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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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原則（rationality）。

從本質上而言，任何的經濟利益或損失皆非真實存在，面對經濟利

損時可以學習不起貪戀或嫌惡的心理反應，若欲改善經濟處境，瞭解並

加入／移除適當的條件，以促成利人利己良善的結果發生。

（三）真正的福祉來自內心的品質

經濟學注重資源的分配問題，然而，生產的目的在於滿足人們的慾

望，例如，Smith認為消費是所有生產的目的（Rutherford, 2007: 30）。

衡量經濟福祉的方法，有用客觀的方式直接測量生產或所得的價值，如

國內生產毛額（GDP）之類的指標，此假設消費愈多，經濟福祉愈大。

也有用主觀的方法以效用（utility）來表示人們從消費獲得的滿足感。

然而，是否消費愈大，人們愈滿意呢？Easterlin（1974）從問卷調查的

結果發現，人們所得水準顯著提高，生活滿意度或快樂程度並沒有顯著

地提昇。使用單一指標像經濟所得或產出來測量經濟福祉的不當早已被

學者認識到（Thinley, 2012: 43-45; Frey & Stutzer, 2002: 19-47）。因而

國際間趨向注重多面向的指標來觀察社會的福祉狀況，如不丹的國家幸

福力（Thinley, 2012），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美好生活指數（Your Better Life 

Index）（OECD, 2013），人類發展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 2021），聯合國永

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另外，也有愈來愈多

的學者關注主觀福祉，興起了快樂科學（the Science of Happiness）的

學術研究熱潮（Frey & Stutzer, 2002），例如，世界快樂報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 WHR）（Helliwell et al., 2022）定期追蹤各國生活滿

意度或快樂。WHR發現人們逐漸從關注所得與GDP轉向快樂和主觀福

祉。

如果金錢或物質財富無法令人滿意或快樂，將大量人力、物力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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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改善物質環境的享受終將是白忙一場的蠢事。佛陀揭示了我們凡夫的

困境：

大多數眾生都有這種心願、欲求及渴望：「想減少使人不悅

樂、不戀棧、不歡喜的事物，想增加使人悅樂、戀棧、歡喜的事

物」。雖然大多數眾生都有這種心願、欲求及渴望，但結果往往是

使人不悅樂、不戀棧、不歡喜的東西增加，使人悅樂、戀棧、歡喜

的事物減少。（達賴喇嘛、圖丹•卻准，2020：43）

佛法對於如何快樂有完整而睿智的洞察和方法。達賴喇嘛（2019：

26）開示提及：「……，我們想要得到的快樂必須靠調伏內心才能擁

有。」心是什麼呢？

心包括智力，也包括認知、情緒和其他心理因素。心是指我們

所有的識—感官和心理，以及經驗到的各種的心理狀態，藉著調

伏內心的煩惱，我們對外界的感受便會改觀。如果我們只是尋求外

在環境和人類的改變，我們將會不斷地遭受挫折和失望，因為我們

並不能控制外在世界。唯有藉由發展自心強大的潛能方能帶領我們

脫離痛苦，也才能真正利益他人。

以佛教來說，我們所要消除的障礙並非存在於外，而是那些扭

曲心態及不安情緒等讓我們煩惱的心態。用來對抗那些煩惱心態的

方法，同樣也需要從內在心理層面著手，亦即有意識地培養慈悲、

智慧及其他實際而有益的心態和情緒。（達賴喇嘛、圖丹•卻准，

2020：43）

既然知道真正的福祉來自內在的心靈修為，淨化的心智能擴展人

們的智慧和慈悲心，因此所從事的經濟行為，於個人能帶來立即和未

來持久的幸福，於群體也能實現更大的經濟效率和經濟正義。良善的

德性帶來經濟效率早為經濟學者所探討和發現（Hausman & McPh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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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四） 經濟行為的利／損來自行為本身和動機的良善清淨 
與否

經濟學避免涉及任何價值觀，希望純粹以科學的角度來發現經濟現

象的法則，固然已有許多的知識累積足以描繪經濟現象的前因後果，但

論及要改善現實的經濟問題上，即顯得左支右絀。因為沒有道德倫理的

內蘊，對於個人或集體社會就無法產生指引或導正的力量，頭痛醫頭，

腳痛醫腳，治標不治本外，還衍生更多的後遺症。個人認為這是起因於

將經濟行為所產生的利益置於商品之上，而不是行為本身。

因為經濟學注重資源稀少的問題和貨物與服務的交換上，商品價值

（value）與價格（price）問題自古以來是學者關切的問題，例如，價

值的本質、價值的衡量、價值的決定因素、相對價格的改變等等，因為

這攸關所得與經濟利益的分配。Aristotle指出使用價值（value in use）

與交換價值（value in exchange）的區別，Smith用水與鑽石的經典例子

闡釋說明。現在我們知道價格由市場供需決定，一方面反應生產的成

本，一方面是消費者主觀的評價。市場上商品的價格純粹以金錢衡量，

人們往往認為這就是經濟行為的價值，因此金錢的多寡就是經濟行為的

利益或損失。

然而，佛法講求因果緣起法則，教導我們辨識業因、業果的連鎖關

係。達賴喇嘛與圖丹‧卻准（2020：87）開示提及：「業是透過身、

語、意所作有意志的行為。這些業帶來的結果有：我們所感的投生，我

們生活中的經驗，我們身處的環境」。

緣起是修持一切佛法的基礎。通過深入理解因果緣起的真實性

質，我們逐漸重視業力的運作及其結果：我們的行為（業）會帶來

期果報。痛苦由惡業而生，快樂和值得期待的經驗是善業之果。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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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這一點，我們選擇以良善的道德行為生活，這能將我們在將來有

更好的投生。透過深思緣起，我們開始瞭解空性，即究竟的存在模

式。這種智慧可以對治把我們困在輪迴裡的根本無明，讓我們實現

解脫和圓滿覺悟這個心靈目標。（達賴喇嘛、圖丹•卻准，2020：

91）

可知，若要改善經濟的結果，應該聚焦在經濟行為本身以及行為動機的

良善，才能真正對症下藥，將心力放在外在的事物或是金錢的追逐，恐

怕是打錯標靶嚴重的失焦。

（五）節制物質欲望和鼓勵分享是減少經濟衝突的方法

經濟學公認資源的稀少性是所有經濟問題的根源。資源相對人們的

欲望而言顯得不足，所以無法滿足社會成員的需要。因為稀缺性，所以

必須妥善使用資源，以期能收到最大的經濟成果。經濟學視人們無窮的

欲望是正常的，所以在預算限制內會極力填補每個欲望。在經濟學的世

界中，似乎只要得以擴大資源的限制，人們的福祉即可提高，換言之，

金錢與財富可以買到幸福。但實際上，就算欲望被滿足了，我們仍然感

到不夠滿足。經濟學以價格作為抑制個人欲望的機制，在所得一定的情

況下，價格愈高，個人購買的數量愈少，市場購買人數也會愈少。以價

制量限制的是個人的消費能力，然而，若消費者願意主動調整消費的意

欲，特別是需要層次低的物質欲望，不但不會減損生活水準和滿意程

度，反而因緩和了人類對於物質資源的需要，人與人之間因為物資稀少

而可能發生的競爭和衝突會大大降低。

每個人有好的欲望（菩提願心），也有壞的欲望（五欲、貪欲），

若壞欲望減少或消除，是不是等於資源相對可以多出來滿足好的欲望。

例如，佛陀在《八大人覺經》直指「多欲為苦，生死疲勞從貪欲起，少

欲無為，身心自在」。《華嚴經十迴向品》也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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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間之樂無非是苦，眾魔境界愚人所貪、諸佛所呵，一切苦患

因之而起。地獄、餓鬼及以畜牲、閻羅王處，忿恚鬥訟，更相毀

辱。如是諸惡，皆因貪著五欲所致。耽著五欲，遠離諸佛，障礙

生天，何況得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菩薩如是觀諸世間，貪少欲

味，受無量苦，終不為彼五欲樂故，求無上菩提，修菩薩行；但為

安樂一切眾生，發心修習，成滿大願，斷截眾生諸苦罥索，令得解

脫。（CBETA, T10, no. 279, pp. 125c29-126a8）

經濟問題的舒緩或解決，需要雙管齊下從壞欲望的節制和資源的節

約使用著手。如何節制壞的欲望呢？聖嚴法師的「四要」處方—「需

要的不多，想要的太多，能要的才要，不該要的絕對不要」。正是對治

貪欲的良藥。

另一方面，市場經濟的特徵是所得與財富的分配不均，社會弱勢在

市場經濟中若沒有社會福利機制，往往無法獲得基本需要的滿足，也難

以獲得個人發展所需的資源與機會，諸如取得教育等，貧窮會永無止境

地世襲。社會優勢者應該認知到自己的福報除了來自自己的努力外，絕

大多數的經濟成果皆靠大眾的付出與支持。因為每個人都承受巨大的恩

德：「父母恩、眾生恩、國家恩、三寶恩」，在市場經濟中，個人的付

出微薄，但所得甚鉅，因此應該要有報恩回饋的心與作為。目前世界仍

有幾十億的人口處於飢餓或赤貧的情況，相對富有者應多多分享物質資

源，廣大布施，相信這世界的苦難能夠減少一點。財富或資源是無常

的，為五家共有的，若能以利他心樂於與人分享，不求回報，個人會是

最富有的人。個人發起無量無邊的利他願心，能夠長養無量無邊的智慧

和慈悲心，許多個人的集體力量，必然能夠造就富裕且和諧的人間天

堂。

05-04-江靜儀_p077-104.indd   97 2023/10/23   上午 10:18:23



心靈環保學報　第1期98

（六）人們面臨取捨—明辨因果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是經濟學的第一條法則，不論是個人或是

集體而言，皆面臨到受限的現實，在資源稀少性下，必須在利弊得失中

做選擇。當要達成某些願望時，必須考量該怎麼做可以達到目的，這

等於以某些事物交換目的的達成，這個捨棄掉的事物就是所付出的代

價，稱為成本。人無時無刻都在交換，von Mises（2018）稱行為即是

交換，「行為是一個嘗試，嘗試以一個比較滿意的事態取代另一個比較

不滿意的事態。我們稱這樣的一個故意引起的改變為一個交換。一個比

較不可喜的情況交出去，換來比較可喜的情況。為了得到某個比較滿意

的事物，比較不滿意的事物捨棄了。那個捨棄掉的事物稱為代價—為

達到所追求的目的所需付出的代價。這代價的價值，稱為成本。成本等

於一個人為了達到所追求的目的，而必須捨棄的那個滿足在他眼裡的價

值」。「所需付出的代價的價值（實際的成本），和所達到的那個目標

的價值，兩者之間的差距，稱為利得、利潤或收益」（von Mises 2018: 

140）。

佛法認為人類受到制約的現狀是苦的樣貌，凡夫眾生有三苦—苦

苦、壞苦、周遍行苦，就人類而言，具體來說有八苦，生、老、病、

死、求不得、怨憎會、五蘊熾盛苦。凡夫無時不在做追求快樂和去除痛

苦的事，這讓人付出不少代價，遺憾的是，收穫有限，更不幸的是，以

苦為樂而不自知。

每一位眾生天生有著追求持久平靜、幸福即免於痛苦的渴望。

這種渴望促使我們從事許多活動以獲得它們。然而，直到現在，我

們所做的一切都沒有帶來相應的平靜與喜悅，因為我們生活在輪

迴—即有著受煩惱心所和業所影響的身心狀態—當中。在輪迴

中我們所遭遇的只有苦—各種無法令人滿意的處境和痛苦。（達

賴喇嘛、圖丹•卻准，202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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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初轉法輪教授的是四聖諦，離苦得樂的第一步就是要辨識苦的事

實，進一步瞭解苦的原因，運用離苦的方法達到離苦得樂的目標。

在經濟事務中我們運用佛法的智慧來洞察真正的目以及行為的利

益—成本所在，做出正確的取捨。這需要明辨正確的因果關係，善因

善果，惡因惡果的因果因緣法則，揀擇善法促成善果以真正提昇福祉，

如此能讓人以最小代價促進經濟的福祉。

經濟學是一門研究如何取捨或選擇的學科，企圖找出經濟現象之間

的因果關係，von Mises對於行為的取捨有這樣的觀察；他認為因果觀

是行為的一個必要條件，也指出人的任何行為必須有三個條件，感到不

舒適，想到有更滿意的情況，以及預期有意的行動可以減輕或去除不適

（von Mises, 2018: 48）。

人所以能行為，是因為人能在這宇宙中發現一些決定變化和生

成的因果關係。行為，需要具備因果觀，也預設因果觀存在。只有

能夠用因果觀來觀察這世界的人，才具備這世界的人，才具備行為

能力。（von Mises, 2018: 57）

「手段和目的」這個（行為概念中）必要條件，預設「因果觀」這

個必要條件（von Mises, 2018: 57）。

因果研究的原型是這樣的：我必須在什麼地方，以及怎樣出手

干預，才能改變事態的發展，從沒我干預時，事態原本會繼續下

去的方向，轉移到一個比較符合我願望的方向？（von Mises, 2018: 

57-58）

可知正確地瞭解因與果才能真正趨樂避苦，但一般人所瞭解的因果

相當有限，幸好佛法的智慧能幫我們探索其中的奧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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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

經濟學的特點在探討經濟的普遍法則，諸如，資源分配的機制、價

格／價值的決定因素、所得分配理論、經濟成長、經濟波動、經濟穩定

政策等議題，這些皆著重在集體現象的探究，忽略經濟個人的獨特行為

以及經濟行為的動機與目的，因此，經濟理論鮮少作為經濟行為的倫理

判斷和指引。再者，經濟學是一門年輕的社會科學，仍在發展當中，諸

多理論皆被發現與現實情況不符，以致經常被後來的理論所推翻，因此

知識缺乏穩定性和實用性。相反地，佛法的內容可提供行為的指引協助

個人離苦得樂，其組織架構和內容完整且層次分明，適合不同根性的眾

生需要。

本研究試問若要建立所謂「佛教經濟學」的學門，二者的基本原理

可以怎樣地會通融合？本研究認為結合二者的方式是用佛法的觀點來透

視經濟問題，在經濟學探討的架構下，加入佛法的倫理價值判斷以及實

踐方法。佛教經濟學的存在，一方面是藉助佛教在心智／精神層面教理

的博大精深和實用性，可以提供人們的具備正確的洞察力與引導良善經

濟行為，一方面也是借助經濟學的科學思考模式輔助現代人對現象界做

理性地探討與溝通。因此，透過佛法與經濟學的相互學習，佛教經濟學

可以建立更有用、更有力的知識體系。

本研究亦提出六個佛教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包括：（一）趨樂避苦

是經濟活動的目的；（二）相互依存的互助互利經濟理性；（三）真正

的福祉來自內心的品質；（四）經濟行為的利／損來自行為本身和動機

的良善清淨與否；（五）節制物質欲望和鼓勵分享是減少經濟衝突的方

法；（六）人們面臨取捨—明辨因果。此六個原理，可以作為個人經濟

決策的指引。

本研究尚未觸及總體經濟的基本原理，在此先列出其他六個原理的

標題：（一）交易可能互惠雙贏也可能互損俱傷；（二）市場機制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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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力量和利他普惠主義的調和；（三）資源分配的結果取決於個人和

集體業報；（四）良善的政府可以協調經濟關係的衝突；（五）總體經

濟目標是促進人類的永續發展；（六）經濟穩定政策應兼顧外在經濟環

境的改善與社會成員心靈的安頓。這些議題留待日後的研究再進一步闡

釋與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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