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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

城市居民幸福感测评研究述评

陈松林

（安徽建筑大学城市管理研究中心，安徽合肥　２３０６０１）

摘　要：界定概念、指标选择和测评方法是城市居民幸福感测评的关键问题。通过文献研究法，发现心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

对幸福感定义的侧重点有明显差异。确定城市居民幸福感测评指标的理论依据主要是需要层次论、幸福结构论和居民生活

领域论。确定测评指标权重的方法有层次分析法、序数排列法和等权处理法。城市居民幸福感主观指标的测评方法重点是

编制问卷、抽样调查和处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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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年，由媒体、研究机构和学者推出的幸福城

市评比活动层出不穷，形成一次次的新闻轰动。但

是，评比结果的公信力经常遭到质疑。究其原因，不

同研究对幸福感的概念界定、确定测评幸福感指标

体系的理论基础、确定幸福感指标的权重、收集幸福

感指标数据的来源和方式、计算处理幸福感指标数

据的方法存在很大差异。结果出现在不同的排行榜

中，同一城市的幸福指数排名差异较大的现象，造成

幸福城市评比活动的新闻意义较大，实际意义不大。

因此，幸福城市评比活动要真正发挥指导城市建设

和管理的作用，就必须对城市居民幸福感测评的关

键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确保测评内容、测评方式、测

评过程方面更加科学有效，获得令人信服的测评

结果。

一、幸福感概念界定

界定概念是测评幸福感的前提条件，以往对幸

福感的研究主要有三个视角。

心理学研究者认为幸福感是个体的一种主观感

受和积极的心理状态，对自己是否幸福的评价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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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于个体内定的标准而不是他人或外界的准则。

（一）心理学视角

根据个体需要和价值观的差异，一些研究者将

幸福感具体细分为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会

幸福感三个方面［１４］。主观幸福感以快乐论为背景，

强调个体的感受，是指个体根据一定的标准对其生

活质量的综合性评价，包括认知和情感两种成分，是

生活满意度和情感平衡［５］。心理幸福感以实现论为

背景，强调个人潜能的实现，是指个人全心全意投入

生活时，自我潜能充分发挥，达成自我实现的愉悦体

验，幸福发生在个体从事与深层价值最匹配的活动

中，努力表现完美的真实的潜力［６７］。幸福的自我决

定理论认为，自我决定不仅是个体的一种能力，它还

是个体的一种需要，这种需要的满足能够促进个体

的幸福［８］。社会幸福感是指个体对自己与他人相处

的质量，以及自己与社会组织等社会机构的联结程

度的评估，是个体对社会生活的满意感，是个体对自

己与他人、集体、社会之间的关系质量以及对其生活

环境和社会功能的自我评估［９１０］。

上述三种幸福感探究了幸福的不同来源，与人

们的实际经验基本吻合，但是忽略了意义的关键作

用，没有真善美意义的快乐追求只能是自私自利的

低级趣味；不以造福社会为目的的潜能发挥只能是

毫无意义的自我实现；缺少共同理想、共同价值观的

人际关系只能是利害之交。可见，幸福感是十分复

杂的心理活动。首先，它是个体一种愉悦、快乐的心

理状态；其次，它来源于个体不同层次的需要获得一

定程度的满足；最后，它的基础是个体正确的理想与

价值观，个体只有在追求“真善美”的过程和阶段性

结果中，才会体验到真正的幸福感［１１］。

（二）社会学视角

社会学研究者关注的“主观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概念接近，但是出发点和归属点存在着非常明显的

差别。“主观生活质量”关注个人或群体认知层面的

生活满意度，其目标是在不断改善人们物质生活的

同时，努力促进人们的主观感受和评价朝着积极的、

满意的方向发展。比较而言，幸福感除了关注认知

层面外，还关注情感层面。现有研究对于上述概念

之间差异的认识还不是很清晰［１２］。

（三）经济学视角

经济学研究者认为幸福感是一种资源，是促进

幸福的客观条件，体现在硬性的经济指标和社会指

标，比如人均ＧＤＰ、失业率、平均寿命等。根据经济

学家萨缪尔森的观点，幸福＝效用／期望，幸福感类

似于满足感，是人们实际得到在期望获得中的实现

程度，通常实现程度越高越幸福［１３］。１９７２年，不丹

国王提出了“国民幸福总值”，主张政府应该关注国

民幸福，并应以实现国民幸福为政府的目标。受“不

丹模式”影响，英国提出了“国民发展指数”，英国“新

经济基金”编制了“幸福星球指数”［１４］。

综上所述，不同学科对幸福感概念界定的侧重

点不同。心理学侧重个体的主观体验，理论基础是

态度ＡＢＣ结构理论和需要层次论；社会学侧重群体

的生活满意度，是人们对生活状态的认知状况；经济

学侧重人们拥有的幸福资源，即获得幸福的外部条

件。值得注意的是，现有研究对幸福感、幸福指数、

生活质量、生活满意度等概念没有进行清晰的区分，

存在等同处理和内涵交叉重叠的问题，需要后来的

研究者进行科学区分和界定。

二、城市居民幸福感测评的指标选择和

权重确定

（一）构建城市居民幸福感测评指标的理论基础

１．需要层次论

曾鸿、赵明龙根据需要层次论七个方面（生理需

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自尊需要、认识和理

解的欲望、审美需要、自我实现需要），提出了幸福感

主观性评价指标体系，包括生存状况满意度、生活质

量满意度、情感认知满意度和人际及个人与城市的

和谐四个方面［１３］。韩康将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

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逐个细分为三个

层次———基本需求、发展需求和享受需求，每一个需

求层次又都有不同的内容［１５］。邹安全、杨威根据需

要五层次论构建了城市居民幸福指数测评模型［１６］。

２．幸福感结构论

陈志霞构建的城市幸福指数测评的五维综合结

构模型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层次，广义包括客观（城

市发展指数）和主观（城市管理满意度、生活满意度

和幸福感体验）两方面的指标；狭义包括主观幸福

感、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最狭义包括生活满意

度和情绪体验［１４］。邢占军将享有发展体验和身心

健康体验两个幸福感一级指标分解为１０个二级评

价指标：知足充裕体验指数、心理健康体验指数、成

长发展体验指数、社会信心体验指数、目标价值体验

指数、自我接受体验指数、人际适应体验指数、身体

健康体验指数、心态平衡体验指数和家庭氛围体验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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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１７］。刘建华等提出北京市女性市民幸福指数

的八个一级指标：健康感、满足感、成就感、向心感、

愉悦感、富裕感、认同感和安全感，再细分为１６个二

级指标、４５个三级指标
［１８］。乐正调查深圳市民幸

福感分为三个一级指标：认知范畴的生活满意程度；

情感范畴的心态和情绪愉悦程度；人际以及个体与

社会的和谐程度［１９］。

３．居民生活领域论

黄希庭等根据个体生活的不同领域，把幸福划

分为以下六个维度（子系统），包括经济生活满意度、

政治生活满意度、文化生活满意度、人际关系满意

度、健康状态满意度、环境满意度［１１］。吴启富从身

心健康、物质条件、人际关系、个人价值实现、家庭生

活五类生活领域考虑，构建了北京居民幸福感指标

体系，每个领域又细分为二级指标，例如物质条件包

括收入、住房、饮食、交通、生活环境、工作环境和公

共安全［２０］。

比较而言，以需要层次论为基础的指标体系关

注人们追求幸福的层次差异，以幸福感结构论为依

据的指标体系重视人们体验幸福的各种心理表现，

以居民生活领域论为根据的指标体系突出人们在不

同生活方面的幸福感，侧重点各有不同。就具体测

评指标而言，要么使用客观指标，要么使用主观指

标，要么主客观指标相结合。客观指标是人们获取

幸福感的外部条件，便于直接采用社会经济统计数

据，例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登记失业率、五

大保险参保率等；主观指标是人们体验幸福感的内

在态度，需要通过问卷调查获得统计数据，例如通过

问题“总的来说，我对现在的生活感到满意”测量城

市居民的总体生活满意度。

（二）确定城市居民幸福感测评指标权重的方法

１．层次分析法

曾鸿、赵明龙通过层次分析法，结合专家评分与

咨询，构建两两相对重要性判断矩阵，然后将其对应

的特征向量经过归一化处理，求得各个指标的

权值［１３］。

２．序数排列法

韩康按照三大类收入人群生理需求、安全需求、

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的重要程度来

设置序数，由高到低为５、４、３、２、１，把最重要的需

求分值设定为５，然后按照重要度分别递减为４、３、

２、１。在此基础上，根据三个需求层次的社会人群分

布比例，计算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

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的社会总合重要度。再经过简

略的归一化处理，就可以得出这五种需求的具体权

重数值［１５］。

３．等权处理法

郑卫星测量青岛市居民主观幸福感时，考虑到

幸福感的个体性和主观性特征非常明显，采取等权

处理的办法，即每一级、每一项指标的权数全部

相等［２１］。

以上三种方法主要依据研究者或一些专家的主

观判断，区别在于参与主观判断的人数多少和权威

性大小。事实上，个人所处社会阶层、占有资源状

况、幸福价值观都会影响人们对不同幸福感指标的

权重判断，等权处理法或许是一种简单易行的方法。

三、城市居民幸福感主观指标测评的方法

（一）编制问卷的方法

大多数研究者采用了里克特五点量表法。万树

构建了由６个目标层和１６个具体指标构成的安徽

幸福指数测度量表，各指标按照５分制法
［２２］。郑卫

星设计的青岛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问卷包括７个一级

指标，２１个二级指标，４２个三级指标，每个问题设

定５级选项“非常满意、比较满意 、一般 、不太满意

、很不满意”［２１］。刘杰等编制的城市幸福指数问卷

包括总体幸福指数４道题和领域幸福指数６个维度

３７个题目，采用５点记分，“完全不符合”记为１，“完

全符合”记为５。得分越高，表示幸福感越高
［２３］。

（二）抽样调查的方法

黄希庭等认为最好的一种方法是采用多阶段、

概率与规模成比例的方法进行抽样。以重庆市为

例，第一阶段首先是从３８个区县中按照各个区县人

口规模比例抽取乡镇／街道；第二阶段在抽中的各个

乡镇／街道中抽取２个村委会／居委会；第三阶段从

每个居委会内抽取样本户中的个人作为最终的样本

单位［１１］。但是，在实际操作时，受研究条件限制，运

用关系网络进行方便抽样的研究较多。邹安全、杨

威在调查长沙市居民幸福感时，采用了三种收集数

据的方式，一是电子问卷，让研究组成员向熟人发送

电子邮件；二是将问卷挂在主流网站首页，请浏览网

页、咨询办事人员进行网络填写；三是打印纸质问

卷，利用学生课程实习在校外期间，现场请被调查者

当场填写，问卷现场回收［１６］。刘修通、马仁锋在调

查浙江慈溪市居民幸福感时，采取面对面交流，受访

者在充分思虑后填写问卷［２４］。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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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处理数据的方法

大多数研究者采用ＳＰＳＳ和ＡＭＯＳ对数据进

行分析。刘杰等对获得的８９４份有效问卷进行随机

拆分，其中的４５６份数据用作探索性因素分析，４３８

份数据用作验证性因素分析，通过内部一致性信度

和内容效度检验后，获得理想的城市幸福指数测量

模型［２３］。郑卫星在测评幸福感时，与指标级别对

应，计算了幸福感的单项指数、类指数、综合

指数［２１］。

综上所述，不少研究者设计的幸福感问卷主要

在测量城市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人们的满意度既受

到个人拥有资源的影响，也受到个人对幸福感知能

力的影响。因此问卷测量结果一方面反映被调查者

对城市资源状况的满意程度，另一方面反映被调查

者的价值观和幸福标准，调查结果能否反映城市居

民幸福感值得商榷。由于城市居民是个庞大复杂的

群体，采用关系样本、在线答卷等方式都存在代表性

不够的问题，但是受研究条件局限，进行大规模抽样

有难度，采用城市分区域随机抽样能在一定程度上

提高样本代表性。在获取问卷数据后，运用统计软

件分析幸福感结构和维度，得出幸福感总分数和各

维度分数，并对各城市幸福感总分及各维度得分进

行排序，形成可信的测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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