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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本研究在较为系统地考察以往收入与幸福感关系研究的基础上，

采用已经公开的政府统计数据、6 个省会城市的调查数据，以及来自山东省

城市居民连续 7 年的调查数据，对我国城市居民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进行较

为深入的分析。研究发现:在现阶段的中国，收入与城市居民幸福感之间具

有一定的正相关;地区富裕程度不同会对二者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高收入

群体幸福感水平明显高于低收入群体;从一段时期内考察，地区居民幸福指

数并没有随国民收入的增长而同步增长;地区富裕程度与居民幸福感水平之

间相关不明显。研究的主要政策主张有: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以快速

良性的经济发展来保证居民收入的稳定增长，为个体自由全面的发展提供必

要的物质保障;保障民生，建立与完善促进个体自由全面发展的利益调整机

制，加大公共产品，特别是社会保障的供给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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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收入是否会影响人们的幸福感? 古往今来这是一个令许多政治家

和思想者都感兴趣的问题。早在公元前 6 － 7 世纪，古希腊著名的政治

家梭伦在与吕底亚国王克洛伊索斯谈话时就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论断，

“许多有钱的人并不幸福，而许多只有中等财产的人却是幸福的”( 希

罗多德，2005:14 － 15)。亚里士多德也赞同梭伦的观点，在他看来，幸

福这种合乎德性的活动还需要一定的外部条件，“但尽管幸福也需要

外在的东西，我们不应当认为幸福需要很多或大量的东西 …… 只要

有中等的财产就可以做合乎德性的事”(亚里士多德，2003:310)。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随着生活质量研究的兴起，不少研究者试图

通过实证研究来探讨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柏德班的研究显示，

高收入者会体验到较多的正性情感，而低收入者体验到较多的负性情

感(Bradburn，1969)。坎波等人的研究发现，个人收入对幸福感产生的

影响很小(Campbell et al. ，1976)。哈瑞等人发现，收入与主观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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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平均相关为 0. 17 (Haring et al. ，1984)。后来的一些研究者

(Headey ＆ Wearing，1992;Diener et al. ，1993;King ＆ Napa，1998;Ng，

1997)也得出了大致类似的结论。但上述研究也受到了一些质疑，一

些研究者认为，在考察个人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时应当考虑国家的富

裕程度。威文的研究发现，在较为贫穷的国家，个人收入与主观幸福感

的相关较强(Veenhoven，1991)，这一结论也被哈伊等人对东欧一些转

型国家的研究所证实(Hayo，2003)。
与此同时，一些研究者也从宏观层面对国民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

进行了研究。这类研究在群体乃至国家层面展开，试图考察不同国家

的国民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美国经济学家埃斯特林，在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了所谓的“Easterlin 悖论”(Easterlin，1974)。根据埃斯特林

的观点，通常在一个国家内，富人报告的平均幸福感水平高于穷人;但

如果进行跨国比较，穷国的幸福感水平与富国几乎一样高。从另一个

角度看，国民收入的增长并不必然导致国民幸福感水平的提高。毫无

疑问，这与传统经济学“财富增加将导致福利或幸福增加”的命题相

悖。但也有一些研究者发现，国家的富裕程度与国民幸福感水平之间

存在较强的正相关 (Diener et al. ，1995;Diener ＆ Fujita，1995;Cum-
mins，1998;Schyns，1998)。

对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

意义和决策价值。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见到针对我国居民收入与幸

福感关系的系统研究。本研究以已经公开的政府统计资料为依据，结

合 2002 － 2008 年对山东省城市纵向研究，以及 2005 年对全国 6 个省

会城市①横向研究所取得的调查数据，分别以个体和地区为分析单位，

对我国城市居民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进行较为系统的探索研究，力图

对以下问题做出初步的回答:

(一)城市居民个人收入与幸福感之间存在何种关系?

(二)地区富裕程度对居民个人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存在何

种影响?

(三)收入差距对群体幸福感水平存在何种影响?

(四)地区富裕程度对居民幸福感水平存在何种影响?

(五) 基 于 收 入 与 幸 福 感 关 系 的 考 察 可 以 提 出 哪 些 公 共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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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主张?

二、核心概念与主要变量

( 一) 收入

本研究的核心概念之一是收入( income)，但以往研究者对这一概

念的把握却不尽一致。有时一些研究者也会采用“金钱”(money)、“财

产”(property)、“财富”(wealth)等说法。如果概念界定不清，很容易造

成理解上的混乱。金钱、财产和财富等概念，在内涵上要超过收入，既

可以通过收入来体现，也可以通过储蓄、消费等指标加以考察。但由于

收入相对而言更易操作，因而在实证研究中更多地被用来反映人们所

拥有的物质条件状况。以往对收入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中，研究者们

对收入主要是从以下三个层面把握的。
1. 个人收入(personal income)。
个人收入即个人在一段时期内通过各种途径所获得的收入的总

和，包括工资、租金、股利股息及社会福利等方面得来的收入。该指标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个人的实际购买力水平，因而可以用来预测个

人的消费能力。有关特定社会个人收入的数据可以通过问卷调查直接

取得。如果分析单位为国家或地区，个人收入还可以通过政府统计部

门公布的统计数据取得。
2. 家庭收入(household income)。
考虑到家庭因素对最终个人消费的影响，研究者也会采用家庭收

入这个指标。家庭收入指的是一个家庭在一段时期内通过各种途径所

获得的收入的总和，包括家庭成员工资、租金、股利股息及社会福利等

方面的收入。同样，根据分析单位的不同，研究者也可以通过问卷调查

或政府统计部门取得相应的数据。
3. 国民收入(national income)。
国民收入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通常为一年) 内物质

资料生产部门的劳动者新创造的价值的总和，社会总产品的价值扣除

用于补偿消耗掉的生产资料价值的余额。国民收入作为一个国家或地

区一定时期内新创造的价值的总和，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这个国家或

地区新增加的物质财富，而人均国民收入则是直接反映这个国家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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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的综合指标。
本研究分别以个体和地区作为分析单位，从研究需要出发界定了

三个与收入有关的变量:个人调查收入、个人可支配收入和地区人均国

民收入。
个人调查收入可以操作性地界定为:在调查时间之前一年的时间

里，个人对自己各类收入总量的估计数值。由于我国文化背景下较为

普遍存在的“怕露富”心理，可以推测该数值可能被低估。
人均可支配收入，指个人收入扣除向政府缴纳的个人所得税、遗产

税和赠与税、不动产税、人头税、汽车使用税，以及交给政府的非商业性

费用等以后的余额。有关地区或城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可以通过政府

统计部门公布的统计数据取得。
地区人均国民收入，采用的是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即人均 GDP。

将一个地区核算期内实现的国内生产总值与这个地区同期的户籍人口

相比进行计算，就可以得到该地区的人均 GDP。本研究所需地区人均

GDP 可以通过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统计数据计算取得。由于计算该数

值的基数包括了这些地区所辖农村地区，因此对该数值可能被高估。

( 二) 幸福感

本研究的另一核心概念是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不同研究

者对幸福感含义的界定和理解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一些研究者在认

知的层面上加以理解，将幸福感等同于生活满意感( life satisfaction)。
例如，辛和约翰认为幸福感就是生活满意感，它可以定义为“依据自己

所持的准则对自身的生活质量的总体评价”(Shin ＆ Johnson ，1978)。
另一些研究者则在情感层面上使用这一术语，将其理解为快乐感(hap-
piness)。例如，柔斯称:“幸福感是一个人对自己当前的幸福状况的评

价，这种评价常常可以用那些情感性的术语加以表达。当你问一个人

的幸福感如何时，他常常会这样回答‘我感觉良好( good)’”(Ross ＆
Kishchuck，1986)。总的来看，这两种观点坚持的都是西方思想史上的

快乐主义幸福观传统。20 世纪 90 年代兴起的以完善论幸福观为基础

的幸福感研究，则力图超越快乐主义幸福观，更多强调自身潜能实现而

获得的价值感。例如，瑞佛等人将幸福感视为“通过充分发挥自身潜

能而达到完美的体验”(Ryff，1995)。
在整合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将幸福感界定为人们所拥有的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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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条件，以及人们的需求价值等因素共同作用而产生的个体对自身生

存与发展状况的一种积极的心理体验，它是满意感、快乐感和价值感的

有机统一。从体验论主观幸福感的观点出发，我们采用实证方法对当

前我国居民幸福感的结构进行了探索，提出我国居民幸福感由知足充

裕体验、心理健康体验、成长进步体验、社会信心体验、目标价值体验、
自我接受体验、人际适应体验、身体健康体验、心态平衡体验、家庭氛围

体验 10 个维度构成，这 10 个维度可以进一步概括为身心健康体验和

享有发展体验两个方面(见图 1)。

图 1 我国居民幸福感结构模型

依据该结构，我们编制了一套由 40 个项目组成的《中国城市居民

主观幸福感量表》，以及 20 个项目组成的量表简本(邢占军，2009)，通

过调查城市居民在该量表上的总得分，以及在各个分量表上的得分就

可以确定 11 个与幸福感有关的变量:总体幸福感、知足充裕体验、心理

健康体验、成长进步体验、社会信心体验、目标价值体验、自我接受体

验、人际适应体验、身体健康体验、心态平衡体验、家庭氛围体验。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二次分析(secondary analysis)的方法，主要数据来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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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公开的政府统计资料、笔者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

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研究”，以及笔者主持完成的山东省委委托课

题“山东省城市居民信心指数追踪研究”。

( 一) 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研究的样本情况
“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研究”课题组，从 2005 年 6 月开始到

2006 年 3 月，在全国 6 个省会城市进行了针对 18 周岁以上城市常住

居民的抽样问卷调查，有效样本总量为 3710 人。其中:从性别分布看，

男性受访者占 51. 3%，女性受访者 48. 7% ;从年龄分布看，24 岁及以

下受访者占 16. 4%，25 － 34 岁者占 32. 4%，35 － 44 岁者占 25. 8%，45
－ 54 岁者占 15. 1%，55 岁以上者占 10. 4% ;从文化程度分布看，初中

及以 下 者 占 18. 2%，高 中 ( 中 专) 者 占 31. 1%，大 专 及 以 上 者 占

50. 7% ;从婚姻状况看，未婚者占 25. 4，已婚者占 66. 9%，丧偶、离婚或

分居者占 7. 7%。

( 二) 山东省城市居民信心指数追踪研究的样本情况
“山东省城市居民信心指数追踪研究”课题组，从 2002 年 5 月开

始到 2008 年 11 月，连续 7 年在山东省进行了针对 18 周岁以上城市常

住居民的抽样问卷调查，其中城市居民幸福感是调查内容的主要组成

部分。7 年调查积累的有效样本总量为 11812 人。其中:从性别来看，

男性受访者占 54. 2%，女性受访者 45. 8% ;从年龄来看，24 岁及以下

者占 14. 2%，25 － 34 岁者占 34%，35 － 44 岁者占 28. 7%，45 － 54 岁者

占 13. 7%，55 岁以上者占 9. 5% ;从文化程度来看，初中及以下者占

23. 1%，高中(中专)者占 38. 6%，大专及以上者占 38. 3% ;从婚姻状况

来看，未婚者占 19. 5，已婚者占 78. 2%，丧偶、离婚或分居者占 2. 4%。

四、研究结果与发现

( 一) 城市居民个人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

我们采用来自 6 个省会城市的调查数据，对城市居民个人收入与

幸福感的关系进行考察。对数据的初步分析显示，不同城市个人收入

差距较大，6 个 省 会 城 市 的 个 人 年 平 均 收 入 分 别 为 15064. 21 元、

102

研究报告 我国居民收入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



16195. 07 元、17392. 62 元、19534. 17 元、24710. 06 元、44785. 38 元。为

更加合理地反映出城市居民幸福感总分，以及各分量表得分在收入水

平上的分布趋势，我们将每个地区的数据按收入变量进行重新分组。
具体做法是，将每个城市的数据按个人年收入水平分为 10 组，这样每

个城市的每位被调查者都可归为由低到高的 10 个收入组，然后再将这

些城市的数据合并为总的数据库。在最后形成的总数据库中，各个收

入群体的样本量，以及在总样本中的分布情况见表 1。

表 1 不同收入群体的样本量以及在总样本中的分布情况

组别 参考值(元) 频次 百分比
有 效

百分比

累 积

百分比

有效

缺失

1 4999 以下 432 11. 6 12. 7 12. 7

2 5000 － 7999 294 7. 9 8. 6 21. 3

3 8000 － 9999 348 9. 4 10. 2 31. 5

4 10000 － 11999 467 12. 6 13. 7 45. 2

5 12000 － 14999 288 7. 8 8. 4 53. 6

6 15000 － 19999 297 8. 0 8. 7 62. 3

7 20000 － 20999 341 9. 2 10. 0 72. 3

8 21000 － 29999 386 10. 4 11. 3 83. 6

9 30000 － 49999 305 8. 2 8. 9 92. 5

10 50000 以上 255 6. 9 7. 5 100. 0

合计 3413 92. 0 100. 0

297 8. 0

总计 3710 100. 0

注:表中参考值是全国 6 个城市的平均值，每个城市个人年收入水平的分组标准与此有

不同程度的出入。

考察幸福感变量在不同收入群体的分布状况(表 2)，可以发现，在

幸福感总量表，以及绝大多数分量表得分上，都存在随着收入水平提高

幸福感得分也缓慢提升的趋势。这种趋势通过图 2 可以更为直观地表

现出来。为此，我们进一步考察了个人收入与幸福感总分及各分量表

得分的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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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个人收入与幸福感总分及各分量表得分分布状况

幸福感指标
个人收入

1 2 3 4 5 6 7 8 9 10

总体幸福感 56. 1 60. 8 60. 9 60. 1 62. 8 59. 2 63. 4 61. 3 64. 0 64. 7

知足充裕体验 41. 3 42. 6 44. 8 47. 8 47. 5 45. 1 52. 5 48. 3 57. 0 57. 4

心理健康体验 51. 3 54. 2 54. 0 55. 9 56. 7 56. 0 60. 9 55. 9 58. 4 61. 4

社会信心体验 58. 6 62. 8 60. 5 63. 0 62. 2 59. 4 61. 3 62. 3 65. 2 64. 3

成长进步体验 64. 7 68. 7 70. 4 69. 1 70. 9 65. 3 70. 7 66. 8 71. 8 71. 3

目标价值体验 58. 1 61. 8 61. 6 62. 8 65. 2 59. 1 65. 5 64. 5 65. 7 67. 2

自我接受体验 64. 9 67. 8 67. 4 65. 1 68. 1 64. 5 67. 0 64. 4 66. 4 67. 5

身体健康体验 53. 8 56. 7 57. 9 54. 5 59. 2 57. 2 58. 2 57. 3 56. 7 58. 4

心态平衡体验 52. 9 55. 4 55. 0 56. 6 59. 4 56. 7 62. 2 58. 3 60. 4 61. 2

人际适应体验 62. 8 68. 9 68. 6 64. 6 68. 5 63. 8 66. 2 67. 4 68. 5 69. 1

家庭氛围体验 64. 2 69. 0 68. 6 70. 4 70. 2 65. 2 69. 2 67. 8 70. 4 68. 8

图 2 不同收入组幸福感总分的分布趋势

图 3 显示的是个人收入与幸福感总分及各个分量表得分的相关系

数。从中可以看到，除了自我接受体验外，个人收入与幸福感总分，以

及其他 9 个分量表得分的相关系数均达到了显著性水平。其中，个人

收入与知足充裕体验得分、幸福感总分、心理健康体验得分和心态平衡

302

研究报告 我国居民收入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



图 3 个人收入与幸福感的相关分析

体验得分的相关超过了 0. 10，与知足充裕体验得分的相关最高，相关

系数为 0. 189，但解释率较低，仅为 3. 6%。个人收入对幸福感总分的

解释率不足 2%，这与国外多数研究者的研究结果基本吻合，表明个人

收入因素对幸福感仅有微弱的影响。
在幸福感各个具体指标中，与个人收入相关较强的依次是知足充

裕体验( r = 0. 189，p = 0. 000)、心理健康体验( r = 0. 119，p = 0. 000) 和

心态平衡体验( r = 0. 118，p = 0. 000)。知足充裕体验，反映的是人们对

自身所拥有的客观物质条件的体验，由于客观物质条件与收入状况密

不可分，因而二者之间相关程度最高也就不难理解。之所以二者相关

没有达到很高的水平，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该指标还包含了个体对

客观物质条件存在主观期望的因素，这一点集中体现在个体的知足程

度方面。个人收入与心态平衡体验之间相关系数较高，说明收入因素

可能对城市居民的心态平衡有一定的影响，但这种影响较低。个人收

入对心态平衡体验的影响相对较低，与社会比较理论的解释相吻合。
根据社会比较理论，一个人是否感到幸福，取决于个体进行社会比较的

方式与标准(Diener et al. ，1999)。与个体内在的比较方式和比较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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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收入等外在因素所起的作用是相对有限的。这里值得注意的是，

个人收入与心理健康体验之间相关程度较高。心理健康体验考察个体

的社会适应状态，主要包括个体精力是否充沛、能否处理好日常工作和

生活方面的事情、心胸是否开阔、性格是否开朗、遇到困难能否从容应

对等内容。二者之间相关较高，意味着目前城市居民个人收入对其自

身的社会适应可能存在一定的影响。个人收入与自我接受体验之间的

相关接近于零( r = 0. 002，p = 0. 905)。自我接受体验，反映的是人们在

自我悦纳方面的心理体验。高分者的典型特征是:充满自信，对自身持

有肯定的态度;承认和容忍自身在很多方面的优缺点;对过去的经历持

肯定的态度。在一个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社会里，收入对个体自我接

受体验无疑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由于自我接受体验更多折射出来的

是个体的人格，而自我被认为是人格的核心，也是相对稳定较难改变的

部分(Loevinger，1976)。由此可以进一步推定:作为单一外部因素，个

人收入对与人格较为密切的幸福感变量的直接影响可能十分有限。

( 二) 地区富裕程度对个人收入与幸福感关系的影响

为考察地区富裕程度对个人收入与幸福感关系的影响，首先对地

区富裕程度加以考察。地区富裕程度所采用的指标是人均 GDP，根据

所调查的 6 个省会城市公布的 2005 年 GDP 总量和户籍人口数，计算

出当年 6 个省会城市的人均 GDP 分别为 17124 元、20893 元、29833
元、44754 元、44969 元、53871 元。据此，将 6 个省会城市按地区富裕

程度分为两类，一类地区的人均 GDP 在 40000 元以上，三个属于一类

地区的城市(北京、杭州、广州) 都在东部，样本量为 1864 人。二类地

区的人均 GDP 在 30000 元以下，三个属于二类地区的城市( 沈阳、西

安、昆明)都在中西部，样本量为 1846 人。分别考察两类地区个人收入

与幸福感各指标的相关程度，结果见图 4、图 5。
通过对图 4 和图 5 的比较可以看出，地区富裕程度对居民个人收

入与幸福感关系的影响是比较明显的。总体看来，二类地区居民个人

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的相关要强于一类地区，换句话讲，在富裕程度较低

的地区，个人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较大。这一结果一定程度上可以证

实威文(Veenhoven ，1991)的假定:在较为贫穷的国家(地区)，个人收

入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较强，但在这里如何确定满足该假定成立的贫

穷地区(国家) 和富裕地区( 国家) 界限，无疑是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

502

研究报告 我国居民收入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



图 4 一类地区个人收入与幸福感的相关分析

题。从幸福感的具体指标来看，与一类地区相比，二类地区居民个人收

入与知足充裕体验、心理健康体验、目标价值体验、心态平衡体验、人际

适应体验、家庭氛围体验得分，以及幸福感总分之间的相关均有不同程

度的增强。而与一类地区相比，个人收入与社会信心体验、成长进步体

验和身体健康体验的相关在二类地区反而有些弱化，有的甚至未达到

显著性水平。

( 三) 低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幸福感水平差异分析

为了从群体层面上考察个人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分别抽取了 6
个省会城市样本中个人调查收入排在前 10%和后 10%的被调查者(他

们分别被作为理论上的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组成了一个新的

分析样本，同时根据实际情况对该样本进行了调整。考虑到在校大学

生群体在收入变量上的特殊性，排除了样本中所含的在校大学生。根

据 2003 年 12 月原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颁布的《最低工资规定》，调查年

份(2005 年)6 个省会城市当年最低工资标准在每月 400 － 680 元之间

(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网站，2006)，从对新样本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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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二类地区个人收入与幸福感的相关分析

的分析显示，一些城市有部分被调查者个人年收入超过了当地的最低

工资线，将这部分被调查者也予以排除。从高收入群体的情况看，排在

各个城市个人调查收入前 10%的被调查者，其个人调查收入均在当地

规定最低工资的 8 倍以上，因此没有排除任何被调查者。最后形成的

样本总量为 583 人，其中高收入群体 255 人，低收入群体 328 人;高收

入群体的年收入中位数是 60000 元，低收入群体的年收入中位数是

2400 元，前者年收入中位数是后者的 25 倍。表 3 是高收入群体和低

收入群体在幸福感各指标上得分的分布趋势。
从表 3 可以看出，在总体幸福感，以及幸福感各个具体维度上，高

收入群体得分均高于低收入群体。为考察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在

幸福感各指标上得分均值的差异是否显著，又进行了独立样本 T 检验

(见表 4)。结果显示，除自我接受体验外，低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在

幸福感总分和其他 9 个维度上的均值差异，都达到了显著性水平。其

中，低收入群体与高收入群体在知足充裕体验方面的差距最大，达到了

17. 4%，在心理健康体验、心态平衡体验、成长进步体验方面的差距也

超过或接近 10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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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幸福感得分的分布趋势

幸福感指标
低收入群体 高收入群体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总体幸福感 57. 445 11. 634 64. 651 12. 153

知足充裕体验 4. 003 2. 292 5. 741 2. 251

心理健康体验 5. 116 2. 088 6. 141 1. 937

社会信心体验 5. 872 2. 098 6. 431 1. 961

目标价值体验 6. 704 1. 906 7. 126 2. 000

成长进步体验 5. 906 2. 316 6. 718 2. 371

自我接受体验 6. 579 1. 728 6. 745 1. 675

身体健康体验 5. 244 2. 296 5. 839 2. 172

心态平衡体验 5. 244 2. 197 6. 118 1. 845

人际适应体验 6. 311 2. 634 6. 910 2. 424

家庭氛围体验 6. 467 2. 039 6. 882 1. 997

表 4 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

幸福感

指标

Levene 方差齐性检验 均值检验

方差是

否齐性
F 值

显著性

水平
T 值 自由度

显著性

水平
均值差 标准误

95%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总体

幸福感

知足充

裕体验

心理健

康体验

社会信

心体验

成长进

步体验

目标价

值体验

自我接

受体验

方差齐性 . 879 . 349 － 7. 275 581 . 000 － 7. 206 . 991 － 9. 151 － 5. 261

方差不齐 － 7. 235 534 . 000 － 7. 206 . 996 － 9. 162 － 5. 249

方差齐性 . 779 . 378 － 9. 156 581 . 000 － 1. 738 . 190 － 2. 111 － 1. 365

方差不齐 － 9. 176 551 . 000 － 1. 738 . 189 － 2. 110 － 1. 366

方差齐性 2. 549 . 111 － 6. 070 581 . 000 － 1. 025 . 169 － 1. 357 － . 694

方差不齐 － 6. 127 563 . 000 － 1. 025 . 167 － 1. 354 － . 697

方差齐性 . 795 . 373 － 3. 286 581 . 001 － . 559 . 170 － . 894 － . 225

方差不齐 － 3. 314 562 . 001 － . 559 . 169 － . 891 － . 228

方差齐性 . 022 . 882 － 2. 590 581 . 010 － . 421 . 163 － . 741 － . 102

方差不齐 － 2. 580 533 . 010 － . 421 . 164 － . 743 － . 100

方差齐性 . 000 . 987 － 4. 157 581 . 000 － . 812 . 195 － 1. 196 － . 428

方差不齐 － 4. 145 540 . 000 － . 812 . 196 － 1. 197 － . 427

方差齐性 1. 521 . 218 － 1. 165 581 . 244 － . 166 . 142 － . 445 . 114

方差不齐 － 1. 170 554 . 243 － . 166 . 142 － . 444 .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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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

幸福感

指标

Levene 方差齐性检验 均值检验

方差是

否齐性
F 值

显著性

水平
T 值 自由度

显著性

水平
均值差 标准误

95%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身体健

康体验

心态平

衡体验

人际适

应体验

家族氛

围体验

方差齐性 2. 162 . 142 － 3. 179 581 . 002 － . 595 . 187 － . 963 － . 228

方差不齐 － 3. 201 559 . 001 － . 595 . 186 － . 961 － . 230

方差齐性 7. 120 . 008 － 5. 104 581 . 000 － . 874 . 171 － 1. 210 － . 538

方差不齐 － 5. 216 578 . 000 － . 874 . 168 － 1. 203 － . 545

方差齐性 2. 932 . 087 － 2. 819 581 . 005 － . 599 . 212 － 1. 016 － . 182

方差不齐 － 2. 848 565 . 005 － . 599 . 210 － 1. 012 － . 186

方差齐性 . 242 . 623 － 2. 465 581 . 014 － . 416 . 169 － . 747 － . 085

方差不齐 － 2. 472 551 . 014 － . 416 . 168 － . 746 － . 085

( 四) 国民收入变化对幸福指数的影响

为了考察在一段较长时期内国民收入的变化对国民幸福指数可能

存在的影响，一些研究者在国家或地区层面上对收入与幸福感的走势

进行了纵向研究( longitudinal research)。迪讷等人对二战后一段时期

内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幸福指数的变化趋势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

尽管 1946 － 1989 年近半个世纪里美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有了迅猛的

增长，但国民幸福指数却几乎没有什么变化(Diener ＆ Oishi，2000)。
布兰斯 劳 沃 等 人 对 英 国 和 美 国 的 研 究 也 取 得 了 大 致 相 同 的 结 果

(Blanchflower ＆ Oswald，2004)。对日本的研究也显示，尽管这个国家

二战后发展迅猛，人均 GDP 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被称为“日本奇迹”，但

是 1958 － 1987 年近 30 年的时间里国民幸福指数一直比较稳定(Die-
ner ＆ B-Diener，2002)。一些研究者还发现，尽管国民收入的增长不会

带来幸福指数的提升，但国民收入的减少却会带来幸福指数的降低。
例如，英格勒哈特等人的研究发现，从 1979 年开始的几年里比利时国

民收入出现下滑，幸福指数也相应地降低( Inglehart ＆ Rabier，1986)。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和国民财富积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在国民收入快速增长的同时，国民幸福指数会如何变化? 结合山东省

2002 － 2008 年政府公布的统计数据，以及在此期间对该省城市居民幸

福感调查的数据，可以对该问题进行初步考察。值得一提的是，所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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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山东省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方面，与当今中国的发展状况具有很

强的同构性，因而也可以讲在取样上该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考虑到

地区人均 GDP 指标包含了农村部分，存在一定的高估，因此又引入了

该地区的城市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表 5 中简称人均可支配收入) 和

城市个人人均调查收入(表 5 中简称人均调查收入)两个变量，作为对

人均 GDP 指标的重要补充。相关分析显示，幸福感变量与收入变量之

间的相关系数都接近于零(参见表 5)。

表 5 居民总体幸福感水平与收入指标的相关分析

总体幸福感 人均 GDP 人均可支配收入 人均调查收入

总体幸福感 1. 000

人均 GDP . 054 1. 000

人均可支配收入 . 053 . 993 1. 000

人均调查收入 . 014 . 998 . 987 1. 000

图 6 山东省国民收入与幸福指数走势

图 6 是 2002 － 2008 年我国山东省人均 GDP、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各有关年份城市人均调查收入，以及该省城市居民幸福指数的走

势。图中的各项指数是以 2002 年为 100 计算出来的。从图中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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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7 年间各项指数中增长幅度最大的是人均 GDP 指数，其次是城市

居民人均调查收入指数，再次是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数。由于

人均调查收入没有考虑到物价等因素的影响，因而增长幅度要高于人

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 GDP 指数的增幅相比，城市居民人均调查收入

指数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数增幅上的差距有不断拉大的趋势，但总体

上看这三种指数仍呈正相关。然而，该省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数却一直

比较平稳，除 2003 年和 2007 年略有下降外，基本维持在 2002 年的水

平。这与国外研究者对处于经济上升期国家或地区的有关研究结果是

2003 年人均 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单位:美元)

图 7 2003 年一些国家人均 GDP 与平均生活满意度分布

一致的。

( 五) 地区富裕程度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如前所述，在国家或地区富裕程度与居民幸福感关系问题上，存在

两种不同的观点。伊斯特林发现，国民收入的增长，并不必然导致国民

幸福感水平的提高。而另外一些研究者则发现，国家的富裕程度与国

民幸福感水平之间存在较强的正相关。美国盖洛普公司公布的一些研

究结果似乎对后者提供了更有力的支持证据。2003 年盖洛普通过其

全球调查系统对全球一些国家居民满意感进行了一轮调查，结果发现

112

研究报告 我国居民收入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



那些生活在富裕的国家或地区的居民其生活满意感更高 (Deaton，

2008)。图 7 是根据盖洛普调查数据所绘制的一些国家富裕程度与居

民生活满意感分布散点图，呈现出居民满意感水平随着国家富裕程度

的提高而提升的趋势。
在从地区层面考察富裕程度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时，除了“当今

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研究”课题所调查的 6 个省会城市外，又增

加了同期对山东省济南市城市居民的调查数据，这样最终参与分析的

地区增加到了 7 个。图 8 的散点图显示，所考察的国内地区富裕程度

与居民幸福感之间，并不存在着国外研究者所得出的变化趋势。由于

本次研究样本量过少，因而所得出的研究结果是否具有普遍意义，还需

要在今后增加地区样本进一步验证。但人均 GDP 最高的地区总体幸

福感水平却最低，与群体层面上所得出的研究结论完全相反，无疑是值

得关注的。

图 8 2005 年我国 7 个地区人均 GDP 与总体幸福感

为进一步考察地区富裕程度对民众的幸福感的影响，在此仍将 6
个省会城市按地区富裕程度分为两类:一类地区的人均 GDP 在 40000
元以上，二类地区的人均 GDP 在 30000 元以下。表 6 是两类地区在幸

福感各指标上得分的分布趋势。从表 6 可以看出，在总体幸福感，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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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感各个具体维度上，除知足充裕体验外，一类地区得分均低于二类

地区。为考察一类地区与二类地区居民在幸福感各指标上得分均值的

差异是否显著，又进行了独立样本 T 检验(见表 7)。结果显示，一类地

区与二类地区在幸福感总分和 10 个具体维度上得分的均值差异，都达

到了显著性水平。除知足充裕体验外，在总量表，以及其他 9 个分量表

上所体现出来的这种趋势，不仅与“伊斯特林悖论”相悖，而且与迪讷

(Diener ＆ Oishi，2000)等研究者的结论也不同，这是否与转型社会的

特定状态有一定关系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加以验证。

表 6 一类地区和二类地区居民幸福感得分的分布趋势

幸福感指标
一类地区 二类地区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总体幸福感 59. 283 12. 309 63. 128 11. 518

知足充裕体验 5. 031 2. 301 4. 607 2. 489

心理健康体验 5. 361 2. 071 5. 773 2. 072

社会信心体验 6. 051 2. 046 6. 258 2. 098

目标价值体验 6. 638 1. 922 7. 117 1. 698

成长进步体验 5. 886 2. 408 6. 665 2. 224

自我接受体验 6. 520 1. 794 6. 706 1. 722

身体健康体验 5. 518 2. 272 5. 840 2. 160

心态平衡体验 5. 526 2. 098 5. 977 2. 077

人际适应体验 6. 324 2. 540 6. 985 2. 315

家庭氛围体验 6. 428 2. 049 7. 200 1. 764

表 7 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

幸福感

指标

Levene 方差齐性检验 均值检验

方差是

否齐性
F 值

显著性

水平
T 值 自由度

显著性

水平
均值差 标准误

95%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总体

幸福感

知足充

裕体验

心理健

康体验

方差齐性 14. 357 . 000 － 9. 822 3708 . 000 － 3. 845 . 392 － 4. 613 － 3. 078

方差不齐 － 9. 826 3696 . 000 － 3. 845 . 391 － 4. 612 － 3. 078

方差齐性 19. 731 . 000 5. 387 3708 . 000 . 424 . 079 . 270 . 578

方差不齐 5. 385 3679 . 000 . 424 . 079 . 270 . 578

方差齐性 1. 157 . 282 － 6. 065 3708 . 000 － . 413 . 068 － . 546 － . 279

方差不齐 － 6. 064 3707 . 000 － . 413 . 068 － . 546 － .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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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7

幸福感

指标

Levene 方差齐性检验 均值检验

方差是

否齐性
F 值

显著性

水平
T 值 自由度

显著性

水平
均值差 标准误

95%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社会信

心体验

成长进

步体验

目标价

值体验

自我接

受体验

身体健

康体验

心态平

衡体验

人际适

应体验

家族氛

围体验

方差齐性 2. 267 . 132 － 3. 049 3708 . 002 － . 207 . 068 － . 341 － 7. 405

方差不齐 － 3. 049 3704 . 002 － . 207 . 068 － . 341 － 7. 403

方差齐性 55. 260 . 000 － 8. 034 3708 . 000 － . 479 . 060 － . 595 － . 362

方差不齐 － 8. 039 3661 . 000 － . 479 . 060 － . 595 － . 362

方差齐性 17. 558 . 000 － 10. 241 3708 . 000 － . 780 . 076 － . 929 － . 630

方差不齐 － 10. 245 3690 . 000 － . 780 . 076 － . 929 － . 630

方差齐性 3. 224 . 073 － 3. 212 3708 . 001 － . 186 . 058 － . 299 － 7. 225

方差不齐 － 3. 212 3704 . 001 － . 186 . 058 － . 299 － 7. 227

方差齐性 8. 317 . 004 － 4. 423 3708 . 000 － . 322 . 073 － . 465 － . 179

方差不齐 － 4. 424 3702 . 000 － . 322 . 073 － . 465 － . 180

方差齐性 2. 822 . 093 － 6. 571 3708 . 000 － . 450 . 069 － . 585 － . 316

方差不齐 － 6. 572 3708 . 000 － . 450 . 069 － . 585 － . 316

方差齐性 31. 746 . 000 － 8. 280 3708 . 000 － . 661 . 080 － . 817 － . 50

方差不齐 － 8. 283 3683 . 000 － . 661 . 080 － . 817 － . 504

方差齐性 48. 327 . 000 － 12. 298 3708 . 000 － . 772 . 063 － . 896 － . 649

方差不齐 14. 357 － 12. 307 3638 . 000 － . 772 . 063 － . 895 － . 649

五、结论、讨论与政策建议

( 一) 结论

总结以上研究结果，本研究主要得出了以下结论:

第一，对 6 个省会城市数据的分析显示，城市居民个人收入与总体

幸福感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0. 14，对总体幸福感差异的解释率较低，不

足 2%。除自我接受体验外，个人收入与幸福感各维度得分之间的相

关均达到了显著程度，其中个人收入与知足充裕体验、心理健康体验、
心态平衡体验的相关程度较强。

412

社会学研究 2011. 1



第二，城市居民个人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的相关受到地区富裕程度

的影响。富裕程度较低地区居民个人收入与总体幸福感之间的相关要

强于富裕程度较高地区。此外，居民个人收入与知足充裕体验、心理健

康体验、目标价值体验、心态平衡体验、人际适应体验、家庭氛围体验之

间的相关也有不同程度的增强。
第三，从群体层面上对 6 个省会城市居民幸福感差异的分析显示，

高收入群体幸福感总分，以及在各个维度上的得分均高于低收入群体。
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除自我接受体验外，低收入群体和高收入

群体在幸福感总分和其他 9 个维度上的均值差异，都达到了显著性水

平。其中，知足充裕体验方面的差距最大，达到了 17. 4%。
第四，对山东省 7 年检测数据的分析显示，尽管所考察城市的人均

GDP 和居民收入近年来实现了较大程度的增长，但幸福感水平却大致

稳定。居民总体幸福感与人均 GDP、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城市居民

调查收入之间的相关均未达到显著性水平。财富的增长并没有带来城

市居民幸福感的同步增长。
第五，在地区层面上对国内 7 个地区(包括 6 个省会城市和山东省

济南市)国民收入与居民幸福感分布趋势所进行的分析显示，不存在

居民幸福感水平随着地区富裕程度的提高而提升的趋势。相反，对富

裕程度不同的两类地区的比较分析发现，国民收入较高城市居民的幸

福感水平总体明显低于国民收入较低城市。

( 二) 讨论

从梭伦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出发，在对个人收入与幸福感关系的

考察中，我们理应得到的是一条倒“U”型的曲线。在这条曲线上，收入

特别低的人和收入特别高的人，幸福感水平都相对较低，而那些拥有中

等收入水平的人，幸福感最高。这一假定与我国传统的“中庸”思维也

十分耦合，“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思维定势很容易令特定人群满足，

因而中等收入者更容易获得某种幸福感便在情理之中。但我们对 6 个

省会城市居民的实证研究，得到的却是一条略呈上升的曲线，总体幸福

感的最高点出现在收入最高组。这一结果提醒我们，在对个体收入与

幸福感关系进行假定时，除了要考虑社会心理因素外，还有必要结合特

定的经济社会条件。例如，当社会仍处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

的独立性”(马克思、恩格斯，1998:107) 阶段时，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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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会体现出这种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根据传统经济学的假定，财富增加将导致福利或幸福增加。但是

与国外大多数研究一样，本研究所提供的实证材料否定了这一命题。
对财富与幸福感关系的实证考察显示，财富的增长并没有带来城市居

民幸福感的同步增长，也不存在居民幸福感水平随着地区富裕程度的

提高而提升的趋势。这不能不促使我们对传统经济学的这一假定进行

反思。财富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幸福。当一个社会财富积累达到一定

程度时，如果没有社会、文化、精神等领域的相应跟进，民众普遍的幸福

感提升也不会预期而至。从社会满足民众需求的角度看，马斯洛的需

要层次理论可以较好地做出解释;但仅从这个角度来解释，则无疑忽略

了社会精神供给和个体的自主满足及自我调整对于幸福感获得的

作用。
收入与幸福感关系实证研究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对幸

福感含义的理解。如果从快乐主义幸福观出发来界定幸福感，特别是

将幸福感等同于满意感，所得出的实证结论很可能与人们的实际感受

相去甚远。例如，将幸福感简单地定义为满意感，并以此为依据设计体

现幸福感的指标，便很可能会得出诸如“穷人的幸福感明显高于富人”
之类令人瞠目的结论。满意感、快乐感和价值感，是幸福感的核心成

分，三者之间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满足是幸福的重要基础，快乐是幸福

的直观体现，价值是幸福的理性守护。对于幸福感的构成要素，研究者

可能会有更为合理的界定和分类，但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心理现象，对

幸福感的界定无疑应当采用整合的思路，而对幸福感的评价相应地也

应当采用复合指标。
由于采用的是二次分析方法，本研究只是对我国城市居民收入与

幸福感的关系进行初步的探索研究。在分析二者关系时，受数据结构

的限制，一些可能对收入与幸福感关系产生影响的重要变量没有纳入

分析，而且在取样上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因而本研究的一些结论还有待

于进一步验证，对二者之间的关系也有待于更为深入系统的实证探讨。
另外，在对有关数据进行解释分析时，本研究没有考虑条件变化的影

响。例如，从一些全国性的相关实证研究看，2008 年后基于贫富差距

急剧拉大而出现“幸福感”分化的趋势。因此，依据 2005 年最低工资

标准和 2005 － 2006 年调研数据分析结果所做的推论，也有待于进一步

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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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政策建议

第一，建立评价社会发展的主观指标。应该如何评价一个社会的

进步程度? 较长时期内存在着一种“重增长、轻发展”、“重客观、轻主

观”的偏向。在大力倡导科学发展观的今天，各级决策者对前一个问

题已逐步有所认识并在实践中逐步调整，但后一个问题却仍然没有引

起足够的重视。社会进步，归根结底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此，科学

发展观的核心应是“以人为本”。收入因素对民众幸福感的解释力有

限，说明像收入这类客观指标只有转化为民众积极的主观体验，才能够

成为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力量。因而，客观条件不能

代替主观体验，金钱和财富也不一定总能够给人们带来幸福，目前迫切

需要建立评价社会进步的主观指标体系，而民众幸福感在其中处于核

心的位置。
第二，确立科学切实的发展目标。在转变发展理念的过程中，近年

来不少地方将民生问题作为工作的重点，将提升民众的幸福指数作为

重要的政策目标。在我国，为人民谋幸福是执政党的根本宗旨，提升国

民幸福应当成为各级决策者大力倡导的执政理念。但是，在将幸福指

数这类主观指标作为发展目标时，应当保持清醒的认识，警惕公共决策

中的“幸福陷阱”。所谓“幸福陷阱”，是指客观条件改善导致人们需求

水平的提高，但在一段较长时间里观察，人们的幸福指数有时并不随人

均可支配收入等客观指标的增长而明显增长，会出现徘徊，甚至可能暂

时下滑。由于“幸福陷阱”等因素的存在，我们必须对一段时期内某个

地区民众的幸福指数变化进行具体的分析，不宜设定幸福指数增长的

预期性政策指标。
第三，促进经济快速与良性发展。尽管收入不是幸福的决定因素，

但“低收入群体的幸福感明显低于高收入群体”这一研究结果却意味

着，客观生存条件对于民众幸福感的制约作用是不容忽略的。经过了

改革开放以来 30 多年的发展，我国的综合国力有了很大提升，人民群

众生活水平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但与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相比，我

们的经济发展程度还很不充分、很不平衡。居民的收入和财富积累与

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需求相比，也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差距。贫困，仍然

是困扰部分人群的首要问题。因此，各级决策者应当进一步更新观念，

推动经济快速良性发展，为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提供条件，在最大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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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贫困。与此同时，还要通过发展经济，不断提升各级政府提供公共

服务的能力，满足民众的基本公共需求，提供良好的社会保障。
第四，建立和完善利益调整机制。当前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日趋

明显，财富分布不均的问题已经出现，不同社会群体利益分化日益加

剧，这一切对民众的幸福感都会产生不容忽略的影响。因此，建立和完

善实现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的利益调整机制，是宏观决策中必须认真

面对的问题。首先，要通过这种机制为任何一个愿意合法生存下去的

人提供保障他们有尊严生活的基本生存条件，特别要保障好在改革与

发展中生存能力较差的社会群体的基本生存条件。其次，要通过这种

机制为缺乏发展条件的群体及其子女发展提供必要的支持，使他们既

能感受到生存的尊严，又能够预见到发展的希望。再次，通过政策的、
法律的、道德的渠道，努力营造一种利益优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责任意

识和关爱氛围，缩小因客观条件差距而造成的心理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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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 1978; (b) kinship does not affect the development of village election in form，but
it will limit the substance of grassroots democracy; (c) there is no essential differ-
ence for kinship and village democracy in the provision of public goods if there is only
one of them. The better performance of village governance comes true only when they
coexist within the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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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major challenge for quantitative research in social science is the endoge-
neity problem. How to exploit various model identification strategies to alleviate esti-
mation bias to identify causality has recently been a cutting-edge research field in stud-
ies on social capital. This paper reviews the endogeneity problem and model identifica-
tion issues in existing studies on the labor market role of social capital，following three
research lines focusing on using contacts，used social capital and accessed social cap-
ital. Improving model specification and data collection，exploiting exogenous variables，
clearly specifying working assumptions and replication studies are called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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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d in the existing research on relation-
ship between incom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and examined the relationship based
on public government statistical data，the survey data from six provincial capitals，
and the survey data of urban residents from a coastal province for seven consecu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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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rs. The main findings were as following: In the stage studied，income and subjec-
tive well-being of urban residents had some relevant relationship; regional wealth
differences could affe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high-income group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low-income groups; in the time span
of the studies，the wellbeing index of Chinese citizen was not synchronized with the
growth of national income growth; regional wealth level and the residents association
between happiness is not obvious. The main policy proposals were as following: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China need for rapid and posit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en-
sure the inhabitants revenue and earnings，to provide material condition for individual
free and all-round individual development，to ensure livelihood，establishing and per-
fecting the adjustment mechanism of peoples free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and to
increase the supply of public goods，in particular the supply of social security eff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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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ed the general approaches of subaltern stud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logy of knowledge. In India，the issue of subaltern studies is how
to reconstruct subaltern groups history during the colonialism period. But in China，

the subaltern issue is the changes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the differentiation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since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China，when we discuss the
politics of subaltern，it is more important to rethink these issues: How to open the
discourse space of subaltern groups? How to listen to the small voice of the subaltern
groups，and how to record the representation of subaltern groups? The most important
inspiration that the Indian subaltern studies give us is grasping the subaltern image
from the daily life of common people，and regarding everyday life of subaltern groups
as basic resource to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academic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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