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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洛阳市３５８名城市居民的实证调查发现：洛阳市城市居民的整体生活满意度较
高；从工作现状、居住环境、家庭生活、家庭收入、人际关系、业余活动、家人的健康状况、生活城市、

心理状态、预期目标的达成程度１０个主观幸福感的具体维度来看，洛阳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也较
高，但是在具体满意度幸福指标上其高低存在较大差异，满意度最高的是家庭生活，满意度最低的

是家庭收入。建议采取如下措施提升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确立科学的城市

发展目标；以和谐社会建设为契机，大力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建

立健全合理的社会发展主观指标；以中原经济区建设为载体，不断优化城市社会环境；在提高居民

收入水平的同时，建立和完善有效的利益调整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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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与发展，我国经济建
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质量不断改善。

同时，收入差距也不断拉大，不同阶层之间的差距逐

渐凸显并呈现固化的趋势。这一趋势在后媒体时代

很容易为人们所感知，尤其是其中通过不正当途径

而实现的“一夜暴富”，“富二代”的炫富，“官二代”

的“拼爹”等，必然会导致人们心理上的巨大落差，

进而影响民众正常的心态和心理健康，使幸福指数

降低，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在这一背景下，党和

政府把提高民众主观幸福感放在重要位置，提出要

不断加强社会建设与社会保障，让更多的人共享改

革发展的成果，而不是任由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

主观幸福感是社会及个体生活质量与满意度的

综合指标，是“人们根据内化了的社会标准对自己

的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肯定性的评估，是人们对生活

的满意度及其各个方面的全面评价”［１］，具有主观

性、稳定性和整体性三个显著特点。１９８０年代中
期，我国一些研究者开始关注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

感问题。林南等［２］在天津、上海等地采用大规模抽

样调查方法研究我国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问题；叶

南客等［３－４］对上海老年居民生活质量进行调查。这

些研究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主观幸福感问题。目前

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十分丰富的成

果，从总体上看，研究内容丰富多样，理论脉络各有

传承，研究方法长短互补且以实证为主导，不同学科

之间的借鉴和融合也渐成趋势。进入２１世纪，学者
们的研究焦点更多的是对带有明显主观特征的幸福

感和生活满意度的研究。从介入幸福感研究的学科

领域来看，以伦理学、社会学为主，兼有心理学、政治

学；从研究成果来看，涉及著作、期刊论文以及博士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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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等各种形式；从研究性质来看，以大型定量研究为

主，兼有高质量的理论探讨。但是，对于不同地域与

文化积淀的地区其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现状及其影响

因素的研究，还没有完成理想类型的建构（现有的研

究更多地是涉及东部沿海地区人们的主观幸福感）。

探讨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现状既能准确摸清

现阶段城市居民的实际心态、对幸福的主观感知程

度，全面揭示我国城市居民幸福指数的地区差异以

及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又可以作为反映社情民意、

衡量社会稳定程度的“晴雨表”，进一步为政府把握

社会建设的主观条件和城市居民的心理脉络提供科

学的现实依据，从而有助于促进我国和谐社会建设。

洛阳地处中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其居

民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具有典型性。本文拟通过对洛

阳市３６０名城市居民的实证调查，从“整体生活满
意度”和“具体维度生活满意度”两个层面剖析城市

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现状以及各个具体维度上的差

异，进而给出政策建议。

　　一、研究方法

１．样本与资料
本文所用的数据来自课题组２０１２年３—７月份

对河南省洛阳市１８周岁以上的３６０位城市常住居
民的抽样问卷调查，其目的是了解城市居民的生活

满意度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其中，从性别来看，男性

被访者１６９人，占比４７．９％，女性被访者１８４人，占
比５２．１％；从年龄来看，１８～３４岁的 １５０人，占比
４２．４％，３５～６０岁的１５２人，占比４２．９％，６１岁及以
上的５２人，占比１４．７％；从文化程度来看，小学及
以下的 ３５人，占比 １０．０％，初中的 ９６人，占比
２７４％，高中、中专１２３人占比３５．１％，大专以上的
９６人，占比 ２７．４％；从婚姻状况来看，已婚的 ２５６
人，占比７２．７％，未婚的９６人，占比２７．３％。

本研究采用分段随机抽样的方式，首先在洛阳

市随机抽取２个区，然后在每个区中抽取２个街道，
再在每个街道各抽取２个社区，最后在每个社区各
抽取４０～５０户居民进行问卷调查，并对部分被调查
者进行个案访谈。同时，通过对河南省社会保障部

门、民政部门等相关机构和各级政府、村委会的实地

调查、个案访谈及现存统计资料收集，获取相关的一

些文献、统计资料等信息。需要说明的是，调查资料

的收集工作全部是由洛阳师范学院政法与公共管理

学院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通过一对一的问卷调查完

成的，并且在调查之前由专业老师进行了问卷调查

技巧方面的培训。调查资料的质量可靠。

资料的分析主要以定量研究法为主、质性研究

为辅，定量研究与质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具体来

说，在对大量样本进行科学统计的基础上，从人口学

特征和类型比较的分析视角出发，主要运用比较分

析的方法探讨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现状。

２．变量的操作
研究的变量主要有主观幸福感、工作状况、家庭

收入、居住条件、家庭生活、人际关系、业余生活、健

康状况、生活城市、心理状态、生活预期等。研究中

将“主观幸福感”转化为“生活满意度”指标。通过

整体生活满意度和１０个维度的生活满意度来加以
测量。对于整体生活满意度的测量主要是通过“您

对目前的生活感到满意么”这一问题来进行的，从

“非常不满意”到“非常满意”就构成了主观幸福感

从低到高的排序。此外问卷中“假如幸福感为０～
１０分，您认为您现在的幸福感可打多少分”一题更
是直接对主观幸福感的量化测量。而对于１０个维
度的具体生活满意度，则主要是通过一系列相关问

题（不同问题分别赋予不同的权重）来加以测量。

　　二、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现状描述

性分析

　　１．整体生活满意度分析
整体生活满意度是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这

一主观感受的整体性表征，是综合了各个方面因素

而成的综合性指标，对于测量包括很多因素、方面

（这些因素和方面彼此之间又可能存在这样或那样

的相关关系）而又具有很强主观性的“幸福感”是一

种很有效的方法。

通过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分析发现，洛阳市城市居民
的整体生活满意度情况较好。３５８位被访者（有效
样本）中对目前生活感到“非常不满意”和“不满意”

的分别有 ８人和 ３０人，有效百分比为 ２．４％、
８９％，也就是说有一成多的人对目前的生活状态感
到不满意；相反，对目前生活感到“非常满意”和“满

意”的有２２人和１４１人，占全部有效样本的６．５％
和４２．０％，可见对目前的生活状态感到满意的人数
较多。因此，可以认为：洛阳市城市居民的生活满意

度较高，大多数人对目前生活感到满意。需要注意

的是，在 ３３６个被访者中，仍然有 １３５个选择“一
般”，占比４０２％，这说明有四成居民对自己的生活
满意度没有明确表明态度。对这一部分我们要辩证

地分析、具体地研究。经过深入访谈发现，选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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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选项的人，他们大多是对目前的生活没有太多

的好坏感觉或是觉得同以前相比没有明显的变化，

但出于对目前社会主流趋势的积极期待，致使他们

的选择带有很大的社会期望性。因此，需要进一步

就具体的生活满意度指标进行分析，才能对洛阳市

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状况作出判断。

“您对自己现在的幸福感打多少分”的调查结

果显示，３５８位被访者中打分５分以下的有６３人，
占１８．４％；打分“６～８分”的有２１８人，占６３．７％；
打分“９～１０分”的有６１人，占１７．８％。这从量化的
角度反映出经过近３０多年改革开放城市居民的主
观幸福感普遍有所提升，洛阳市作为中原地区有代

表性的城市也不例外。这同方纲等［５］在成都市对

４３３名居民调查得出的结论相同（整体生活满意度
得分均值为７．１１分）。
２．具体生活满意度分析
作为主观性的整体感知，主观幸福感是民众对自

己各个方面感知的叠加和整合。为进一步了解城市

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现状，我们分别从１０个方面调查
了城市居民的生活满意度现状（见表１）。它们分别
是工作现状、居住环境、家庭生活、家庭收入、人际关

系、业余活动、家人的健康状况、生活的城市、心理状

态、预期目标的达成程度。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人

在这１０个维度上的选择是“一般”和“满意”。这就
充分印证了上文整体生活满意度较高的判断。

就工作现状而言，３０５位被访者中大部分人对工
作现状感到满意。调查显示，仅有３人对工作现状
“非常不满意”，另有３９人对工作现状“不满意”，总
共占１３．８％；对工作现状感觉“一般”的占５１５％；对
工作现状感到“满意”的占３０２％；对工作现状感到
“非常满意”的占４．６％。此外，在问到“对目前工作

取得的成就满意吗”时，５４．７％的被访者回答“一般”；
２３．４％的被访者回答“满意”和“很满意”；近１／２的
被访者认为工作中的压力适中，不大也不小；６６．０％
被访者认为工作中付出和回报较为平衡。

就居住环境而言，被访者普遍较为满意。调查

显示，３５４位被访者中仅有６人对现在的居住环境
“非常不满意”，３０人对居住环境“不满意”，４８．１％
的被访者表示对现有的居住环境感到“满意”和“非

常满意”；同时７２．２％的被访者与配偶或子女共同
居住，生活幸福，４２．０％的被访者对居住小区的环境
表示满意。这主要是因为近年来洛阳的城市社会建

设使人们普遍受益。

就家庭生活而言，被访者的满意度很高。数据

显示，３５４位被访者中 １９７人对家庭生活感到“满
意”，占总数的５５．６％；１１．０％的被访者对家庭生活
感到“非常满意”。６１．５％的被访者认为“家庭和睦
幸福，家庭成员沟通愉快，感觉满意”。在有婚姻关

系的３５８位被访者中，５６．４％的被访者认为自己的
婚姻关系“不错，和睦相爱”，１３．５％的被访者认为
“十分亲密”。可见，洛阳市居民比较高的生活满意

度与家庭生活之间具有很大的相关性。

家庭收入方面，与其他具体维度相比，被访者的

满意度有所下降。调查显示，在３５２个被访者中，有
１１６个被访者表示对家庭收入“满意”、“非常满
意”，占３３．０％；１７．９％的被访者对家庭收入“不满
意”、“非常不满意”。这还可以从以下两个数据中

得到体现：４３．５％的被访者认为月收支情况“一般，
有时候需要精打细算”；５６．６％的被访者认为洛阳
市的物价水平“比较高”和“非常高”。

人际关系方面，被访者的满意度也较高。３５３
位被访者中５１８％的人对自己的人际关系感到“满

表１　关于生活满意度的具体维度的调查统计

具体维度
非常不满意

频数 占比

不满意

频数 占比

一般

频数 占比

满意

频数 占比

非常满意

频数 占比

工作现状 ３ １．０ ３９ １２．８ １５７ ５１．５ ９２ ３０．２ １４ ４．６
居住环境 ６ １．７ ３０ ８．５ １４８ ４１．８ １５７ ４４．４ １３ ３．７
家庭生活 ４ １．１ １３ ３．７ １０１ ２８．５ １９７ ５５．６ ３９ １１．０
家庭收入 ６ １．７ ５７ １６．２ １７３ ４９．１ １０８ ３０．７ ８ ２．３
人际关系 ２ ０．６ １２ ３．４ １２８ ３６．３ １８３ ５１．８ ２８ ７．９
业余活动 ３ ０．９ ４１ １１．７ １７５ ５０．０ １１４ ３２．６ １７ ４．９

家人的健康状况 ２ ０．６ １３ ３．７ １２５ ３５．３ １７４ ４９．２ ４０ １１．３
生活的城市 ３ ０．８ １３ ３．７ １２０ ３４．０ １９０ ５３．８ ２７ ７．６
心理状态 ２ ０．６ ２２ ６．３ １０９ ３１．１ １７５ ４９．９ ４３ １２．３

预期目标的达成程度 ７ ２．０ ６３ １７．９ １４８ ４２．２ １１８ ３３．６ １５ ４．３
生活满意度 ８ ２．４ ３０ ８．９ １３５ ４０．２ １４１ ４２．０ ２２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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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７９％的人对自己的人际关系感到“非常满
意”。６０２％的人认为自己的朋友不少；尽管是在
城市，仍有３７．７％的人与邻里经常有往来；６１４％
的人认为自己与同事之间的关系比较融洽；９５２％
的人认为自己遇到困难时会得到亲朋好友、邻里的

帮助；８７．７％的人有心事时会向亲朋好友、邻里诉
说。这说明大多数人都能构建良好的人际关系网

络，这是其生活满意度高的一个原因。

从业余活动看，虽然人们的业余活动日渐丰富，

但还没有达到人们的满意状态。调查显示，３５０位
被访者中５０．０％的人认为自己的业余活动“一般”，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人们的业余生活距离其期望

值尚有空间。从表２和表３也可以看出，人们对业
余生活满意程度较低。

表２　调查对象对自己空闲时间的回答情况
类别 空间情况 频数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非常充足 ３９ １０．９ １１．０ １１．０
比较充足 ９３ ２６．０ ２６．３ ３７．３

有效值
一般 １３６ ３８．０ ３８．４ ７５．７

不太充足 ６５ １８．２ １８．４ ９４．１
很不充足 ２１ ５．９ ５．９ １００．０
共计 ３５４ ９８．９ １００．０

缺失值 ４ １．１
总数 ３５８ １００．０

表３　调查对象对自己业余活动的回答情况

类别 业余活动 频数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丰富多彩 ２２ ６．１ ６．３ ６．３
比较丰富 ５９ １６．５ １６．８ ２３．０

有效值 一般 ２４３ ６７．９ ６９．０ ９２．０
枯燥无味 ２８ ７．８ ８．０ １００．０
共计 ３５２ ９８．３ １００．０

缺失值 ６ １．７
总数 ３５８ １００．０

从家人的健康状况来看，被访者的满意度较高。

数据显示，３５４位被访者中４９．２％的人对家人的健
康状况感到“满意”；１１．３％的人对家人的健康状况
感到“非常满意”；仅有４．３％的人对家人的健康状
况感到“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

就生活的城市而言，被访者的满意度非常高。

调查显示，３５３位被访者中６１．４％的人对生活的城
市感到“满意”和“非常满意”。人们可以从城市的

绿化、道路交通、公共配套设施、安全状况等方面得

到自己对城市的整体感觉。调查中的大多数人对城

市的绿化、道路交通、公共配套设施、安全状况感到

较为满意，６４．９％的被访者认为生活在洛阳很舒心、
很幸福。

此外，３５１位被访者中４９．９％的人对自己的心
理状态感到“满意”，１２．３％的人对自己的心理状态
感到“非常满意”；３７．９％的人对预期目标的达成程
度感到“满意”和“非常满意”，４２２％的人认为预期
目标达成情况“一般”。

总之，在１０项具体生活满意度中，满意度最高
（包括“满意”和“非常满意”）的是家庭生活（占

６６６％），满意度最低的是家庭收入（占 ３３０％）。
这种结果一方面表明洛阳作为中原文化的核心地

带，人们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家庭生活较为和谐；

另一方面也表明随着社会转型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

不断深入，人们的生活深受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

之力量的影响———其一是现代性经济全球化的长波

进程所代表的力量，其二是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

动所代表的力量。［６］此外，家庭生活、人际关系、家

人的健康状况、生活的城市、心理状态５个具体维度
的满意度均超过了５０．０％，具有很高的满意度。其
他５个维度没有超过５０．０％，但是满意度与不满意
度的比率（满意度

!

不满意）都大于１，这就意味着
被访者对这５个维度也具有比较高的满意度。

　　三、结论与建议

１．结论
本研究将城市居民个体作为基本的考察单位，

以洛阳市１８周岁以上的３６０位城市常住居民为调
研对象，以个体对幸福的主观感知为分析内容，研究

了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具体情况，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数据分析显示，洛阳市城市居民的整体主

观幸福感较高。

第二，从主观幸福感的１０个具体维度———工作
现状、居住环境、家庭生活、家庭收入、人际关系、业

余活动、家人的健康状况、生活的城市、心理状态、预

期目标的达成程度来看，洛阳市居民的生活满意度

也较高。满意度最高（包括“满意”和“非常满意”）

的是家庭生活（占６６．６％），满意度最低的是家庭收
入（占３３．０％）。

研究还发现，就主观幸福感的具体维度而言，当

前城市居民不仅关注微观自我利益范畴因素对满意

度的影响（如工作单位和自我心理状态等），而且越

来越关注宏观社会利益范畴因素对满意度的影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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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环境、生活城市与社会环境等）。这一细小的变

化，折射出居民从以往更多关注微观层面问题发展到

现在更多关注宏观层面问题，也即居民生活中更为宏

观层面的内容正在逐渐深入到居民对生活满意与否

的感知中，反映了随着社会的发展，城市居民的主导

需求开始由经济型向发展型转变。［７］这方面还需要在

更多实证数据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探讨。

２．建议
从上文的描述性分析来看，提升城市居民主观

幸福感的具体对策可以从以下５个方面介入。
第一，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确立科学的城市发

展目标。改革开放３０多年，我国在经济、政治、文
化、社会、生态各方面均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发

展过程中也存在不少矛盾与问题，甚至出现了所谓

的“有增长、无发展”的“类发展困境”。国家整体上

发展了、富裕了，但是民众生活并没有获得同等比例

的发展，尤其是一些弱势群体，在这一过程中更为弱

势。这与我们国家一直以来的“ＧＤＰ挂帅”理念有
很大的关系。某些地方政府为了 ＧＤＰ的高增长和
短期的政绩，牺牲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以环境、

生态为代价来换取短期的增长。因此，在城市的发

展过程中，尤其是现在全国很多城市都在推进的新

区建设过程中，一定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依据城

市的起点、现状与环境社会的可承受程度来合理制

定其发展的目标与规划。只有这样才可能实现城市

居民幸福感的渐次提升。

第二，以和谐社会建设为契机，大力推进以改善

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一要深入做好就业工作，

特别是做好高校毕业生和部分困难群众等重点群体

的就业工作。这是提升城市居民幸福感的根本。二

要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和对低收入群体的帮扶。

这是提升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保障。三要加快推

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这是新形势下提升城市居

民主观幸福感的关键。四要加快发展教育、卫生、文

化等各项公共事业。这是提升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

的重要工作。五要创新社会管理和服务。这是提升

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题中应有之义。

第三，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建立健全合理的社会

发展主观指标。马克思认为，社会进步，归根到底应

落实到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我们的社会在

进步与发展的历程中长期存在“重增长、轻发展”、

“重客观指标、轻主观感知”的评价制度。为政者应

时刻谨记客观的“中国经验”只有有效及时地转化为

“中国体验”的时候，民众才能获得全面的发展。在

推进城市的发展过程中能不能将一些关键的主观性

的指标纳入社会整体发展的评估体系中，在一定程度

上决定了城市发展最终目标的实现程度。

第四，以中原经济区建设为载体，不断优化城市

社会环境。近年来，洛阳市以“国家卫生城市”建设

为契机，不断优化城市环境，包括市内交通、绿化、公

共文化设施与场馆等，大大提升了居民对城市的归属

感与认同感。在本次调查中，６４．９％的被访者认为生
活在洛阳很舒心、很幸福；与国内其他城市相比，大多

数人更愿意生活在洛阳。政府应该继续发挥“创建精

神”，建设宜居洛阳，不断提升城市品位与魅力。

第五，在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的同时，建立和完善

有效的利益调整机制。尽管我们的调查没有直接证

实家庭收入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存在，但是收

入水平的改善对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作用已被众多的

研究所证实。因此，政府要多策并举，不断优化居民

的就业环境，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一是要不断解

放和发展生产力，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提高城市居

民的绝对收入；二是要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减少收入

差距，注重收入分配制度的合理性和公平性；三是要

深化社会结构调整，打破城乡二元格局；四是要通过

多种路径努力建立弱者关爱机制，重点是缩小因客

观条件差距而造成的人们的心理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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