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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旨在探讨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功利主义理论，并分析密尔功利主义视角下对幸福观的影响。密

尔的功利主义强调最大化幸福作为行为的道德准则，本文将从密尔的功利主义基本原则出发，探讨其对

个人和社会幸福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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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John Stuart Mill’s utilitarianism theory and analyze the influence on the 
concept of happin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ill’s utilitarianism. Mill’s utilitarianism emphasizes 
maximizing happiness as the moral criterion for actions. Starting from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ill’s 
utilitarianism,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its understanding of individual and social happ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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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古往今来，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哲学家们对于幸福的探讨都没有停止过。人们对幸福的向往与渴

望，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历史的演变已经成为一个永恒值得探讨的命题。当今时代对幸福观的哲学层次

的深入探讨和该理论对当今社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启发意义和指导意义。他的功利主义理论对后世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密尔认为，行为的正确与否取决于其对幸福的贡献，即“最大幸福原则”。 

2. 密尔功利主义幸福观的形成 

在密尔提出其功利主义幸福观之前，关于幸福的讨论经历了很多个哲学阶段，其中包括古希腊哲学、

中世纪哲学以及启蒙时期的哲学思想。但是与密尔的思想关联较大的则是感性功利主义论。感性功利主

义论的代表人物有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伊壁鸠鲁认为幸福与快乐紧密相关，他利用德谟克利特的原

子论提出了一套快乐主义的伦理学。他认为世界由原子构成，原子聚合和分散都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

人们应该用自然的方式生存，去追求快乐。灵魂的快乐和肉体的快乐都值得我们欲求，当然他也强调人

的灵魂的快乐更持久，强调心灵上的宁静和无痛苦的状态是幸福的关键。他们指出：人具有一项本质特

征即趋乐避苦，因此人们对于快乐的追求不应该被批判。 
密尔进一步发展了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伦理学。快乐作为功利主义幸福观的核心，自古以来就备受

哲学家们的关注。亚里士多德认为，快乐是高尚道德和行为的本质，而伊壁鸠鲁则继承了德谟克利特的

理论，将快乐视为人类幸福的起点。密尔在《功利主义》一书中说：所谓幸福，是指快乐和免除痛苦；所

谓不幸是指痛苦和丧失快乐。他还对幸福的质量进行了区分，提出了高级快乐与低级快乐的概念。密尔

认为：快乐是指幸福中的一部分，它能够推动幸福的到达[1]。 
除此之外，边沁的学说对密尔理论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边沁是功利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之一，他

的幸福观深刻影响了西方伦理学和政治哲学。边沁的幸福观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核心原则，

认为行为的正确性取决于其对增进幸福或造成不幸的总体影响。他的苦乐说认为人类是快乐和痛苦的有

机体，总是趋乐避苦的。他在《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开篇就确立了苦乐在人的行为中的支配地位，他

认为就人的所行、所言、所思均由快乐支配，行为的是非标准，因果联系也都由苦乐决定。他把快乐和

痛苦分为 14 种简单的快乐和 12 种简单的痛苦，几种简单的快乐和痛苦又构成复杂的苦乐。对于快乐的

价值，他提出各种快乐的价值是相等的，并没有优劣之分。边沁还提出了一种量化幸福的方法，即通过

计算行为带来的快乐和痛苦的总量来评估行为的道德价值。他提出了一系列的指标，如快乐的强度、持

久性、确定性、达成度、繁殖力、纯度、广度来量化这些感受。对于快乐，边沁认为，快乐和痛苦没有质

的区分，只有量的积累。因此，社会利益本质上是个人利益的总和，而个人是社会这个虚构群体的实体

基点。虽然边沁强调社会整体的幸福，但他也认为个人利益是构成社会利益的基础。他提出的功利准则

实际上是一种利己主义原则，即个人应该追求自己的最大幸福。 
然而，边沁的这一理论在实践中也遇到了诸多挑战。密尔则针对他的幸福观进行了进一步修正和完

善。密尔坚持边沁提出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密尔也用边沁的方式定义“幸福”，即“所谓

幸福，是指快乐和免除痛苦；所谓不幸。是指痛苦和丧失快乐”，但与边沁不同的是，密尔强调幸福的质

量差异。边沁是从“数量”上理解快乐的感觉，密尔则认为快乐这个概念也应该包括质量的分析。他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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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快乐存在高级和低级之分，人们更偏好能运用高级官能的生存方式。至于生活中有人自愿选择低等

的快乐而舍弃高等的快乐，密尔回答：第一，人们享受高尚感情能力容易被各种不良的环境因素扼杀；

第二，社会环境或从事的职业不利于这种高级官能的不断运用，也会导致它迅速夭折；第三，他们沉迷

低级快乐不是有意偏好，是因为只有这种快乐他们能得到[2]。 
由于边沁将感观的快乐与理智的快乐相混同，认为它们之间只有量的差异，没有质的区别。对此密

尔做出解释，他指出：功利主义所强调的“幸福”或“快乐”不是指动物的幸福或快乐，而是指人的精神

上的幸福或快乐。“理智的快乐、感情和想象的快乐以及道德情感的快乐所具有的价值要远高于单纯感

官的快乐”，他将心灵的快乐置于肉体的快乐之上，因为心灵的快乐更持久，更加有保障。密尔认为，幸

福不仅仅是感官上的快乐，还包括个人的精神层面的满足和发展，如个性的充分发展、高尚品格的培养

和心灵的陶冶。针对边沁的快乐计算法，密尔提出，虽然快乐可以量化，但幸福具有质的不同。他认为，

某些高级的精神上的快乐优于低级的物质上的快乐。他在《论自由》中强调个体自由的重要性，主张允

许个体追求自己的幸福，只要不侵犯他人的权益。 
对于功利主义追求“幸福最大化”的观点，密尔认为，功利主义可以通过经验得到证明，因为人们

实际上都在追求幸福，所以幸福是值得欲求的。“导致人类苦难的所有大根源，都能在很大程度上通过

人类的关心和努力得以消除，其中的许多根源则几乎是完全能够消除的。”在密尔的哲学体系中，幸福

被视为人类行为的最终目标，它强调最大化整体幸福或快乐，同时最小化痛苦。这种观点认为，一个行

为的道德价值取决于它对增进社会整体幸福的贡献程度。密尔区分了高级快乐和低级快乐，认为追求知

识和审美等高级快乐比满足基本生理需求的低级快乐更有价值。这种幸福观不仅关注个体的幸福，也强

调社会整体的福祉，提倡通过公正和平等的社会制度来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3. 密尔功利主义幸福观下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的关系 

幸福被视为人类追求的核心价值，密尔强调每个人都应享有这一权利。根据密尔的“最大幸福原理”，

人生的终极目的就是尽可能多地免除痛苦，并且在数量和质量上尽可能多地享有快乐，而其他一切值得

欲求的事物(无论我们是从我们自己的善出发还是从他人的善出发)，则都与这个终极目的有关，并且是为

了这个终极目的。功利主义主张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不仅是我们的终极目标，也是评判行为

道德性的标准。他认为，个人的幸福是构建社会幸福大厦的基石，随着个体幸福感的增长，社会整体的

幸福感也会相应提升。密尔的功利主义理念以实现最大多数人的幸福为最高目标，这需要首先确保每个

人的幸福。功利主义的核心原则是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意味着在考虑行为的道德性时，

不仅要考虑个人的幸福，还要考虑这些行为对整个社会幸福的影响。通过量化幸福的概念，认为行为的

道德价值取决于其对增加幸福总量的贡献。因此，个人的幸福被看作是社会幸福总量的一部分[3]。 
密尔认为，个人追求自己的幸福与促进他人幸福并不矛盾。“功利主义要求，行为者在他自己的幸

福与他人的幸福之间，应当像一个公正无私的仁慈的旁观者那样，做到严格的不偏不倚。”在很多情况

下，个人利益的实现与社会利益的增进是一致的。通过促进他人幸福，个人也能获得幸福感。尽管如此，

他也指出，在特殊情况下，为了社会的整体福祉，个人利益可能需要被牺牲。例如，如果国家为了公共

利益需要征用个人土地或房产，即使政府的赔偿可能不完全满足个人需求，人们也应该为了更广泛的社

会利益而让步，这样才能实现长期的、更广泛的幸福。因此在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之间发生冲突时，他

认为，有时个人短期的幸福可能需要为了社会长期的整体幸福而牺牲。密尔强调，社会幸福具有更普遍

的意义，它能够使更多人的利益得到最大化，而个人应当将公共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以实现真正的

幸福。 
尽管有人质疑牺牲个人幸福是否合理，因为人们追求个人幸福是本性使然，但使个人关注但社会幸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5.144174


伍青青 
 

 

DOI: 10.12677/acpp.2025.144174 368 哲学进展 
 

福并为此努力则不是。对此，密尔强调了社会感情的重要性，认为人们天生具有同情心和对社会同胞的

关心。这种社会感情促使个人在追求个人幸福的同时，也考虑他人的利益。依据功利主义的行为标准：

不是行为者本人的最大幸福，而是全体相关人员的最大幸福。它要求的是一种理想的，有同情心的道德

行动者，关心并认同每个人的利益。密尔认为，那些为了社会福祉而作出牺牲的英雄和殉道者，是出于

对他人和社会幸福的深切关怀。他指出，如果牺牲不能增加整体的幸福，那么这种牺牲就没有价值。密

尔提倡，通过法律、社会组织、教育和舆论等手段，引导个人认识到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之间的联系，

并在行动中主动考虑社会利益，从而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这种协调不仅是一种外在的推动，更

应成为个人内在的自觉行动。他认为，道德行为应当能够促进社会整体的幸福，这包括个人的幸福和他

人的幸福。但是，道德行为往往需要在个人利益和他人利益之间找到平衡[4]。 

4. 密尔功利主义幸福观的历史评价 

密尔的功利主义论诞生于 19 世纪的英国，该时期英国正经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中，议会

的民主制度也急需完善。土地贵族利用自己的政治特权谋取私利，这使得产业资本家大力推动议会改革

希望获得政治影响力。1780 年的工业革命使得英国的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伴随经济上的改变，英

国政治斗争也愈演愈烈。其中主要存在两大矛盾斗争，一是工人阶级与工业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以及

工人阶级、工业资产阶级与封建和贵族势力之间的矛盾。而密尔的功利主义幸福观主张实现最大多数人

的最大幸福，为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提供了理论支撑。他的理论满足了当时的政治需求，从伦理学角度

探讨了个人利益的合理性，并主张政府应以实现最大幸福为一切活动的准则，为英国的社会变革运动提

供了理论基础。可以说，密尔的理论在当时具有很大影响力，他为社会的变革和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

贡献。 
除此之外，密尔幸福观在哲学史上的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密尔作为 19 世纪英国著名的哲学家和经

济学家，不仅继承了杰里米·边沁的功利主义理论，更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深刻地反思和创新。密尔对功

利主义的重新诠释，标志着这一理论在道德哲学中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在他看来，幸福不仅仅是追求

快乐的数量，更重要的是快乐本身的质量。他区分了高级快乐和低级快乐，认为那些能够促进个人精神

成长和智力发展的高级快乐，比那些仅仅满足感官享受的低级快乐更有价值。密尔进一步将道德行为的

出发点从个人利益转向他人利益，主张个人应当考虑自己的行为对他人和社会的影响。他认为，道德行

为的最高准则是促进最大多数人的幸福，而不仅仅是追求个人的幸福。这种以他人利益为出发点的道德

观，体现了密尔对功利主义的深化和拓展。此外，密尔还强调了良心在道德行为中的重要性。他认为，

良心是个体内在的道德判断力，是指导个人行为的内在声音。密尔认为，良心的约束力比法律和舆论更

为根本和持久，它是个体进行道德选择和判断的最终依据。 
密尔的这些观点，不仅在伦理学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激发了后来的哲学家们对功利主义的进

一步探讨。例如，亨利·西季威克尝试将功利主义与直觉主义结合起来，探讨了功利主义在解决道德问

题上的局限性和可能性。在美国，密尔的功利主义幸福观也得到了进一步地发展。实用主义者如拉尔夫·巴

顿·培里等人，将密尔的理论与实用主义哲学相结合，提出了一种更加注重实践和效果的功利主义观点。

尽管密尔的观点推动了功利主义的发展，但是由于功利主义要求幸福最大化，一味强调结果，忽视不同

个体的理性偏好使得它在现实实践中无法顺利推进[5]。 
根据功利主义原则，个人追求幸福是由于本身趋利避苦的本性，人天然自觉地去追求快乐，以期待

幸福，那么他必然尽可能地推进他自己的福利，满足自身的理性偏好。而同样的道理运用到社会体系中，

要推进群体的福利，必然要最大程度地实现社会全体成员的理性偏好。在个人层面，功利主义认为每个

人都有追求幸福的自然倾向。这种追求是基于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即通过满足自己的理性偏好来实现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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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最大幸福(理性偏好是指个人经过深思熟虑后认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将这一原则扩展到社会层

面，功利主义强调社会体系和政策应当致力于增进社会整体的福利。这意味着在制定政策或做出决策时，

应该考虑其对所有社会成员幸福的总体影响，而不仅仅是个别成员的利益。尽管功利主义提供了一种看

似客观的方法来评估行为和政策，但它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和批评。例如，如何量化和比较不同人的幸福

是一个难题。由于幸福是一种主观体验，每个人对于幸福的理解不同，在运用幸福最大化原则时，面对

长期幸福与短期幸福时，不同个体的观点可能存在分歧[6]。 
此外，功利主义追求幸福最大化，它只注重结果，这可能导致不同个体的偏好和需求在功利主义的

框架下被忽视。例如，在“电车难题”中，我们是否应该为了多数人的利益而牺牲少数人的利益？基于

此，另一个问题又出现了，即在量化幸福时，道德和伦理的问题能否被忽视？在功利主义看来，个体的

价值似乎可以简单地通过数量来衡量，但它忽视了个体权利的不可侵犯性，以及每个人生命的固有价值。

在“电车难题”问题中，突显了功利主义在量化和比较不同人的幸福时的局限性，即功利主义仍试图通

过计算快乐和痛苦的总量来做出决策，但是这种量化会忽略幸福和痛苦的质量差异[7]。 
在密尔功利主义视角下的幸福观，始终以实现幸福最大化为导向，然而在幸福的分配问题上，密尔

认为，功利主义的行为标准不是行为者本人的最大幸福，而是全体相关人员的最大幸福。这意味着在考

虑行为的正当性时，应该考虑到行为对所有人幸福的总体影响。他还强调，为了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

幸福，个人的自我牺牲有时是必要的，但这种牺牲应当是为了增进幸福的总量，而不是无目的的自我否

定。另外，他对于幸福总量的分配没有确定的唯一标准，这种只关注结果但忽视过程的决策形式导致了

该幸福观在实现过程中仍存在较大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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