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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从社会学研究视角来看，人类社会其实就是一部社会变迁的进步史。

社会变迁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而转型则是社会变迁当中的“惊险一跳”。当

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加速期。我国的社会转型主要有如下三方面的特

征:一是在体制上，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 二是在社会结

构上，主要表现为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社会转型的具体内容是结构

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行为方式、

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 三是在社会形态上，中国社会正

经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

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作为社会学研究人员，我深知，准确把握和理解

社会转型期的上述特征，并对社会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各类社会矛盾和

问题保持敏感，发挥社会学的想象力加以诠释，无疑是一项神圣的使命和应

持有的社会责任。

基于上述研究认识和专业思考，在从事相关选题调查研究的过程中，我

一直在思考，倘若能将转型期中国社会不同类型、不同面向的社会焦点问题

全景式地呈现出来，岂不既是一种从学术研究视角的再思考，更是一种扎根

于社会发展实际的研究实践。当我向研究团队陈述此想法后，得到了他们

的大力赞成和支持。也正是在他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我终于赶在辛卯

年深秋到来之际将本书付梓。

本书在内容上突出如下两方面:既介绍了研究方法在研究我国转型期

社会热点、焦点问题中的应用，阐述了具体研究方法的选择、研究过程、研究

资料的分析和处理及研究文本的呈现; 又将各研究议题嵌入到当代中国社

会发展的生态背景下，力图从社会学、社会工作视角和现代社会发展实践两

个角度对我国转型期面临的各类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进行理性的思考。本

书所涉及的社会热点、焦点问题主要有:城市居民幸福感、社会诚信、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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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域下的国际化大都市建设、电子社会背景下的青少年休闲生活与发展成

长、城市化进程中历史文化街区发展与改造、经济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等，

涉及从当代中国社会价值观到城乡社会学研究所关注的不同面向。

中国的社会建设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转型期的中国还有许多新的

社会热点、焦点等待着我们去关注、去研究。我愿以此书的出版作为自己社

会研究实践的新起点，为新时期中国社会学的研究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最后，由于资料来源与本人水平有限，文中难免有许多不当之处，恳请

各位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作 者

2011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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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幸福”在哪里:
城乡居民幸福感的一项调查

人民幸福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标志，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

设的根本目的。近年来，陕西省步入了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新时期，

GDP持续增长，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此

背景下，陕西公众理解的幸福生活呈现怎样的图像? 他们的生活状况和幸

福感如何? 幸福的不同面向在实际生活中是如何体现的? 影响他们生活幸

福的因素又有哪些? 提高陕西公众幸福感的路径如何选择? 这些都是在构

建和谐社会过程中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一、研究背景

我们致力于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

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核心的和谐社会。社会发展不应片面地理解为经

济总量的增长，而是经济、社会、环境等多方面协调进步的综合结果。社

会发展应该“以人为本”，以满足人们生活需要，提高生活满意度与幸福

感为最终目的。正如温总理在 2010 年新春团拜会中讲话所提到的: “我们

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

长期以来，GDP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指标，成为衡量经济社会发

展状况的主要尺度。然而，片面地强调 GDP 的高速增长，忽视其与社会、

人口及环境的协调发展，导致诸多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发生。在 “以人为

本”的科学发展观背景下，国民生产总值 (GDP) 并不能全面反映经济增

长的质量和社会成本，不能从本质上反映国民的生活质量和人民的幸福程

度，对它的过度强调，也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所以，按照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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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观的要求衡量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引入国民生活幸福指数就显得尤

其重要。经济增长是增强幸福的手段，而人的幸福才是发展的目的。反映

人们主观生活质量的幸福指数，能真正体现出社会和谐的核心价值。社会

发展的主体创造者是人民群众，社会发展最终目标必须是人民群众幸福，

生活满意，否则就会背离其社会发展最基本的价值取向。

为适应各方面对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的全面发展的需求，

在国家统计局推出了幸福指数与社会和谐指数等一些新的统计内容后，

部分省市也结合当地情况对居民的幸福指数进行了调查研究，了解人

们的生活现状，探讨影响人们幸福感受的因素，为政府制定政策发展

和谐社会提供参考。因此，研究如何提高陕西居民的幸福指数，从微

观层面看，是公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问题; 从中观层面

看，是全省有限资源是否得到有效配置的社会组织、社会管理问题;

从宏观层面看，是让社会的掌舵者深入思考陕西经济、社会、环境、

文化如何统筹协调的发展问题。

本研究正是在上述背景下进行设计并着手探讨的，以社会学中社会关

系、社会秩序、社会系统、和谐发展理论为研究前提，以国际、国内通常

的主观社会指标评价体系为基础，作为构建陕西 “幸福指数”主观评估指

标体系的依据，采用定量研究的问卷调查方法，强调统计样本抽样的代表

性、全面性，以期获得对陕西民众幸福感指标评估体系的深入性了解; 幸

福指标将纳入质性思维，关注公众对收入、生活水平、健康水平、人际关

系、成就感、安全感和对工作的满意度和理解，对社会生活环境未来发展

的需求和期望。在调研的基础上，探究和发现陕西居民幸福指数的影响因

素，揭示陕西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各种社会动力和需要面对的问题，提出

相关的发展对策和建议。

二、研究目标和研究内容

(一) 研究目标

第一，描述陕西居民总体幸福感及在新的经济社会发展背景下陕西居

民对自身的生存状态和相关环境的心理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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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探究和发现影响陕西居民幸福感的制约因素及相关程度。

第三，揭示陕西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各种社会动力和需要面对的问

题，提出相关的发展对策和建议。

(二) 主要研究内容

根据上述研究目标，本研究具体探讨了如下内容:

一是对国内外幸福指数调查、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整理分析，作为理

论分析、经验研究和制定政策的参考。

二是从陕西现在和未来的视角，探讨陕西居民幸福指数主观评价指标

体系中倾向性和状态性指标的结合度、影响力。

三是陕西居民对现在的生活状况有何感受和评价? 如何看待幸福感?

影响 (激励或限制) 陕西居民评价幸福感的因素有哪些? 在构建和谐社会

进程中，他们 /她们有什么困难和担忧、需求和希望?

四是陕西居民幸福感的差异性在哪里? 他们的幸福感在现有的政策、

制度框架下又是怎样被满足或是被限制的?

五是探究和发现陕西居民幸福指数的影响因素，揭示陕西在现代

社会发展中的各种社会动力和需要面对的问题，提出相关的发展对策

和建议。

三、文献述评

所谓“幸福指数”(GNH)，是衡量人们对生活满意程度的一种主观感

受，这种感受的主观指标，也就是幸福感。“幸福指数”的概念起源于 30

多年前，最早是由不丹国王提出的。他认为 “政策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

实现幸福为目标”，提出人生基本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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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政府善

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级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GNH)

指标。实践的结果，是在人均 GDP仅为 700 多美元的不丹，人民生活得很

幸福。不丹研究院院长卡玛·尤拉认为: 幸福事实上指的是一种和谐生存

的状态，其来源是健康长寿的人生、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良好的

关系、良好的生活环境和医疗卫生条件、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妥善解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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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将 GDP作为衡量一个国家进步的唯一标准，如同一架偏移航线的

飞机，速度越快越偏离航道①。世界银行主管南亚地区的副总裁、日本的

西水美惠子对不丹的这一创举给予了高度评价。她说: “世界上存在着唯

一以物质和精神的富有作为国家经济发展政策之源，并取得成功的国家。

这就是不丹王国，该国所讴歌的‘国民幸福总值’远远比国民生产总值重

要得多。”也正因此，不丹提出的 GNH发展模式引起了全世界瞩目，世界

上不少著名的经济学家把目光投向这个南亚小国，开始认真研究 “不丹模

式”。近年来，美国、英国、荷兰、日本等发达国家都相继开始了幸福指

数的研究，并创设了不同模式的幸福指数。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卡尼曼与

普林斯顿大学的艾伦·克鲁格于 2006 年起编制国民幸福指数，“使它与国

内生产总值 (GDP) 一样成为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衡量标准”。英国则在

创设“国民发展指数” (MDP) 时，把社会、环境成本和自然资本也考虑

进去。2002 年英国内阁公布的 “生活满意度”文件，认为 “国家有理由

进行干预，以提高国民对生活的满意度。”日本则开始采用另一种形式的

国民幸福总值 (GNC)，更强调了文化方面的因素。

随着心理学的不断发展，心理学研究者逐渐意识到如何使人们感到幸

福和快乐并不等同于对消极情绪和心理状态的研究，因此有关积极心理，

如乐观、快乐、满足、幸福等心理的研究日益增多，主观幸福感 (Subjec-

tive Well － being，SWB) 作为积极心理学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受到格外的关注。主观幸福感是专指评价者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

的整体性评估，它是衡量个人生活质量的重要综合性心理指标②。考察主

观幸福感的相关研究不难发现，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与主观幸福感的评估是

始终相伴随的。曾嘉在《陕西政治学院学报》2008 年第一期撰文，对我国

主观幸福感研究作了系统梳理，指出，自 1967 年第一篇有关幸福感研究的

评论诞生以来，主观幸福感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 主观幸福感研究分别经

历了比较描述阶段、理论形成阶段和测量发展阶段; 形成了活动理论、目

标理论、特质理论与状态理论、判断理论、动力平衡理论等相关理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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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研究为我们进一步进行主观幸福感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今后的相关

研究可以在已有成绩的基础上重点深入探讨下述几方面的问题: 第一是进

一步探讨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 第二是对于不同类型人群的研究，应该

进行更为细致的分类; 第三是国内相关学者应尝试运用实验方法进行主观

幸福感研究。

80 年代中期以后主观幸福感开始进入我国研究者的视野①。国内研究

者对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但思路和方法都大致沿

用了国外同类研究的模式，重点测量人们对过去自我、现在自我、未来自

我、社会物质、人际关系、社会活动等六方面的满意感。更多认为主观幸

福感是个体依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评价，是衡量个人和社会

生活质量的重要综合性心理指标。对于当代中国人主观幸福感的构成成分

研究，一则主要由国家统计局推出的一套幸福指标体系，即通过对一个地

区人们的收入、生活水平、健康水平、人际关系、成就感、安全感和对工

作满意度的测量，综合计算得出一个地区的幸福指数; 另一则主要由中国

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博士后刑武军提出的体验论主观幸福感研究，他认

为在获得幸福感实证材料的基础上，不能简单地给出主观幸福感的操作定

义，而应对主观幸福感的基本内涵，特别是主观幸福感测量研究的方法与

思路等基础性问题，进行深层次的研究与探讨。

在陕西尽管亦有研究者对公众的生活幸福感有过初步探讨，但仍存在

一些缺失: 一则所采用的资料均来自于反映陕西经济社会客观现象的客观

指标，缺乏反映陕西民众对生活的主观感受，反映他们对社会生活的直接

体验。二则研究内容不全面，只注重人们的生活、学习、工作感受，却忽

略了人们的心理、健康、自我感受以及对生活环境的评价。三则缺乏参考

国际上通行的幸福感主观评价量表进行考量。四则在研究中，注重利用研

究工具渗透研究者对幸福的理解和思考，忽略、缺少陕西居民作为研究主

体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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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设计

(一) 研究对象、调查方法

在我看来，幸福就是人们对生活满意程度的一种主观感受，它既是人

们对生活的客观条件和所处状态的一种事实判断，又是对于生活的主观意

义和满足程度的一种价值判断。故此，我选择 20 岁以上已经基本或者完全

社会化的陕西公众作为此次的研究对象。

本次调查采用问卷调查法，主要研究区域为陕西关中、陕西北部和陕

西南部的主要区域性城市。

(二) 研究的主要变量

根据研究目标和研究内容，在研究概念操作化的基础上，我们选取因

变量“整体上看，您感到自己生活幸福吗?”，以此来测定公众的幸福感。

选取的自变量分为三组:

第一组为: 个人背景。包括受访对象的基本信息: 性别、户口性质、

年龄、职业、婚姻状况、文化程度、是否拥有自己的房产、是否享有医疗

保险。其中，年龄是定距变量，性别、婚姻状况是虚拟变量，文化程度是

定序变量。

第二组为: 具体生活方面。对日常工作、学习、生活表现的满意度;

承受生活压力的能力评价; 日常生活中的心理状态; 一年来面临的生活困

扰; 生活信心度。

第三组为: 社会因素。①对陕西社会发展诸方面的评价; ②对陕西未

来发展的乐观度。

(三) 分析方法

根据回收所得问卷资料，经过滤、整理、编码、登录等步骤后，利用

专业分析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及统计分析。

(四) 样本情况介绍

调查实施时间为 2010 年 9 月下旬—10 月上旬，共发放问卷 1700 份，

经排除作答不完全、不明确问卷，过滤出有效 1538 份，问卷有效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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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47%。具体样本特征描述如表 1 所示:

表 1 问卷调查受访者基本情况

变量 取值 频率 ( % )

性别
男 54. 2

女 45. 8

户口所在地
城市 /城镇 72. 9

农村 27. 1

年龄

20 岁及以下 0. 2

21—30 岁 26. 9

31—40 岁 31. 8

41—50 岁 24. 0

51—60 岁 10. 0

61 岁及以上 7. 1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5. 3

初中 14. 7

高中 /中专 /技校 28. 6

大专 23. 7

大学本科及以上 27. 7

婚姻状况

未婚 20. 0

已婚 77. 9

丧偶 1. 0

离异 1. 1

家庭月收入

1—1000 元 13. 3

1001—3000 元 50. 0

3001—5000 元 22. 8

5001—10000 元 12. 0

10001—50000 元 1. 9

是否有自己的房子?
有 84. 3

无 15. 7

是否有医疗保险?
有 90. 5

无 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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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发现

(一) 居民对幸福生活的认定

1. 居民对幸福的认知

幸福感，是人们根据内化了的社会标准对自己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肯

定性的评估，它既是一种主观感受，也是一种情感体验。基于此，我们没

有采用目前研究幸福感惯用的封闭式问题，而是赋予受访者以主动权，以

“提到幸福，您会想到什么?”展开调查，受访者分别从日常生活、生活环

境、社会环境、社会发展、城乡发展等不同层面进行了表述，经合并后的

结果呈现如下:

◆安居乐业，家庭和睦，身体健康 ◆爱情生活美满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按自己的方式生活，不受别人束缚 ◆安逸、舒适、富裕的生活 ◆帮助别人

◆比较安定的生活环境 ◆不愁吃喝开心就好 ◆参加各种文化活动

◆车子，房子，票子 ◆成就得到别人认可 ◆得到想要的

◆村上公路修好，庄稼收入再好些 ◆得到别人的关心 ◆对现状的满足

◆党的政策好 ◆地里的庄稼收成好 ◆儿女孝顺，后代健康

◆多拉快跑，多赚钱，不出事故 ◆多挣钱，像城市人一样生活 ◆放下所有的包袱

◆房子够住，钱够花，衣服够穿 ◆个人价值充分体现 ◆感觉好就是幸福
◆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不怨天

尤人
◆稳定的工作，理想的职业 ◆没烦恼

◆社会稳定、收入增长、物价稳定 ◆心情舒畅 ◆做事一帆风顺

◆真诚，友爱，宽容，谦虚

2. 居民心目中的“幸福生活”图景

幸福和快乐是人们永恒的终极的价值目标，追求幸福和快乐是人与生

俱来的基本权利。为了解陕西居民心目中的 “幸福生活”图景，探询陕西

居民衡量幸福的尺度，我们设计了 15 个选项，供受访者参考。调查结果如

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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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居民理想中的幸福生活

理想中的幸福生活 样本量 ( 人) 百分比 ( % ) 排序

家人和睦相处 1048 68. 5 1

平安健康 798 52. 2 2

有较高收入 397 26. 0 3

子女有出息 365 23. 9 4

有车有房 260 17. 0 5

安逸 /舒适 253 16. 5 6

精神状态良好 250 16. 4 7

人际关系良好 243 15. 9 8

有份好工作 193 12. 6 9

实现自己的追求 191 12. 5 10

文化生活丰富 187 12. 2 11

有成就感 131 8. 6 12

稳定 /安全感 115 7. 5 13

穿名牌吃大餐 21 1. 4 14

其他 2 0. 1 15

合计 4454 291. 3

注: 本题为多项选择题，故百分比之和大于 100%。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陕西居民心目中，理想中的幸福生活首先为 “家

人和睦相处”和 “平安健康”，有接近七成 ( 68. 5% ) 和超过半数

(52. 2% ) 的受访者将它们作为幸福生活最为重要的评价指标，其所占比

例不仅排在前两位，而且远高于其他选项 30—60 个百分点。这反映出陕西

居民朴素却又内涵深刻的生活价值目标。紧随其后的分别是 “有较高收

入”、“子女有出息”、“有车有房”、“安逸 /舒适”、“精神状态良好”、“人

际关系良好”等表征幸福生活的基础或前提，其所占比例均不太高，依次

为: 26. 0%、23. 9%、17. 0%、16. 5%、16. 4%、15. 9%。接下来，部分

受访者选择了 “有份好工作”、 “实现自己的追求”、 “文化生活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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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成就感”、“稳定 /安全感”等被人们视为创造幸福生活的途径或心理体

验方面，其所占比例也都不太高，只占一成左右; 最后，有少数受访者视

“穿名牌，吃大餐”为幸福生活的重要标志，比例仅占 1. 4%。整体来看，

居民对理想中幸福生活的认知比较丰富，涵盖了生活的目标、表现、实现

路径等各个层面。这既是人们在新时代的社会发展背景下的生活期望，也

包含着深刻的社会动因。

3. 将近六成居民认定生活幸福

调查结果显示，当问及 “您感到生活幸福吗?”，有将近六成

(56. 1% ) 的居民认定自己的生活 “很幸福” (13. 3% ) 或 “比较幸福”

(42. 8% )，认为生活 “不太幸福”的只占 9. 0%。认为生活 “很不幸福”

也仅为 2. 4%，用 5 级量表赋值方法测量并求取平均值，陕西居民的总体

幸福感得分为 3. 57 分 (标准差: 0. 922)，处于 “一般”和 “比较幸福”

偏向“比较幸福”之列。这一结果表明，大部分陕西居民整体上对自己的

生活质量持积极的正向评价，主观幸福感较高。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

居民对陕西近年来社会经济发展成就的肯定。具体如图 1 所示:

图 1 陕西居民对自己生活幸福感的总体评价

4. 居民主观幸福感在各维度上的差异检验

(1) 性别: 调查结果显示，主观幸福感整体评价在性别维度上存在显

著差异。女性认为生活幸福的比例明显高出男性 8. 8 个百分点，而男性认

为生活不幸福的比例却高出女性接近 5 个百分点。这说明，与男性相比，

女性幸福感强于男性，女性比男性更容易从生活中获得满足感。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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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方检验: = 18. 479; P值 = 0. 001

图 2 不同性别居民对自己生活幸福感的总体评价

(2) 户口性质: 调查结果显示，居民主观幸福感在户口性质维度上存

在显著差异。城市居民的幸福感 (63. 8% ) 比农村居民的 (42. 9% ) 明显高

出 20多个百分点; 而农村居民认为生活不幸福的比例 (23. 9% ) 要比城市

居民的比例 (6. 9% ) 高出 17 个百分点。可见，陕西的城乡差距仍比较大。

见图 3。

卡方检验: = 92. 766; P值 = 0. 000

图 3 不同户口居民对自己生活幸福感的总体评价

(3) 家庭月收入: 调查结果显示，居民幸福感在家庭月收入维度上存

在显著差异，基本呈现出家庭月收入越高，则居民对其生活幸福感的评价

越高的特点。具体来看，家庭月收入在 1000 元及以下的居民认为生活幸福

的比例为 40. 2%，家庭月收入在 1001—3000 元区间的居民认为生活幸福

的比例为 52. 4%，家庭月收入在 3001—5000 元区间的居民认为生活幸福

的比例为 68. 3%，家庭月收入在 5001—10000 元区间的居民认为生活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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