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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居民幸福感的变迁（２００２—２０１９）：
一项横断历史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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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通过对 ２００２—２０１９ 年 ９５ 篇采用《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ＳＷＢＳ
－ＣＣ）评价我国居民幸福感的研究文献进行的横断历史元分析（Ｎ＝ ８７０２４），考察了我国居民幸福

感的历时性变化趋势，对影响幸福感的社会宏观因素进行了分析。 结果表明，我国居民幸福感总

体呈上升趋势；居民幸福感的年代变化受地区和性别影响明显，东部地区居民幸福感提升幅度明

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与女性相比，男性居民幸福感的年代效应更为明显。 滞后分析显示，经济发

展、社会和谐、生活质量、文化教育等社会宏观变量对居民幸福感变化存在明显影响。
［关键词］ 　 居民幸福感； ＳＷＢＳ－ＣＣ； 横断历史元分析； 社会宏观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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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到 ２０１９ 年，我国 ＧＤＰ 总量排名

世界第二位，人均国民总收入首次突破万元大关，达到 １０３９０ 美元，向高收入国家稳步迈近①，常住人口

城镇化率突破 ６０％，城乡融合、协调发展程度进一步加深②，建成了世界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消除了绝

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坚持在发展中保障民生，人民物质生活日益丰裕，居民生活质量得到极大改

善。 我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过了一些西方国家上百年甚至数百年的现代化发展历程，但与此同时，急剧

的社会变革给居民生产生活方式带来巨大冲击，收入分配问题、区域差距问题、生态环境问题、公共安全

风险等抑制了居民幸福感的提升。 伴随着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我国居民的幸福感呈现何种变化趋势？
影响这种变化的因素有哪些？ 本研究采用横断历史研究方法对此加以探讨。

一、文献回顾

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 利用美国 １９４６—１９７０ 年的调查数据分析指出，国家宏观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带来国民幸福

感的增进③。 有学者对 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 的历时效应研究提出质疑，他们发现，包括美国在内很多国家国民收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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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也带来国民幸福感的增加①。 为回应此质疑，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 在对部分东欧及发展中国家进行研究的基础上

修正了自己的观点，他指出，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感之间呈 Ｕ 型关系②。 他对中国居民幸福感的研究也证

实了居民的幸福感确是遵循 Ｕ 型变化轨迹，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中国居民幸福感随时间推移呈下降趋势，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年跌落至谷底，随后开始回升③，这与 Ｔａｎｇ 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④。 后续学者利用世界价值观

调查（Ｗｏｒｌｄ Ｖａｌｕｅｓ Ｓｕｒｖｅｙ，ＷＶＳ）、全国总人口随机抽样调查等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结论同样支持了 Ｅａｓｔ⁃
ｅｒｌｉｎ 的观点⑤⑥。 一些学者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ＣＧＳＳ）对我国居民幸福感变化趋势进行分析，发
现近年来我国居民幸福感呈现单调上升的趋势⑦。 有学者综合国际和国内六大权威数据库中关于我国居

民幸福感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相同结论，认为我国居民幸福感总体处于改善上升通道⑧。 也有学者

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居民幸福感在波动中演进并未呈现明显的上升或下降趋势⑨。
横断历史元分析（ｃｒｏｓｓ－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是由美国心理学家 Ｔｗｅｎｇｅ 提出的一种定量文献研

究方法。 该方法通过搜集某一历史时期的实证研究，将现有孤立的研究以时间为轴加以连贯，探讨研究

变量均值随年代变化的趋势，弥补了元分析无法考察年代效应的弊端；同时，该方法还可以运用滞后相

关的分析思路，揭示研究变量的变化与社会因素变迁之间的关系。 目前，在幸福感变迁问题的研究上，
仅有少数学者采用该方法针对教师、大学生、城市居民等部分群体进行研究�I0，尚未见到关于我国居民

整体幸福感变迁的横断历史研究。
综上，鉴于有关我国居民幸福感的大跨度、大规模、连续性纵向研究尚不多见，而横断历史元分析可

以通过梳理不同时间点的实证调查研究形成横断水平上的大跨度时间研究，从而对研究变量的年代效

应予以考察并就研究背后整体的时代变迁规律进行发掘，本研究运用横断历史元分析考察我国居民幸

福感随年代的变迁趋势，同时采用滞后分析思路探究社会宏观因素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工具：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ＳＷＢＳ－ＣＣ）
《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ＳＷＢＳ－ＣＣ）》�I1共 ５４ 个项目，包括知足充裕体验、心理健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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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为便于大规模抽样调查，在全量表的基础上又编制了一套由 ２０ 个项目组成的《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简本（ ＳＷＢＳ－

ＣＣ２０）》，本研究亦将采用量表简本的文献纳入研究范畴。 需要说明的是，为规避量表版本差异可能带来的偏差，在进行数据统计分析

时，研究将其作为协变量加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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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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氛围体验 １０ 个分量表，可以从多元维度对居民幸福感进行综合评价。 该量表在相关研究中报

告的内在一致性信度均在 ０．７ 以上、效标关联效度 ０．４ 以上，具有良好的信效度①。
（二）文献筛选标准

参照以往横断历史研究常用的文献筛选原则，结合研究需要，本研究设定如下文献筛选标准：（１）
研究对幸福感的测量必须以《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ＳＷＢＳ－ＣＣ）》为工具，对量表进行修订后

的报告结果不纳入研究；（２）研究对象为普通成年居民，排除专门针对特殊群体，如残障人士、特殊病患

及其家属等所进行的研究；（３）研究中必须报告样本量（Ｎ）、量表均值（Ｍ）及标准差（ＳＤ），若数据缺失

且无法修正，对研究产生较大影响，则不予选用；（４）同一作者发表的多篇文章，若是数据来源一致，则
只选用数据报告最为完整的一篇录入数据库；（５）鉴于该量表编制于 ２００３ 年，故将相关文献搜集时间

设置为 ２００３—２０２１ 年②。
（三）文献检索

依据前文所述标准，在中国知网总库、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维普中文期刊服务平台高级检索界面，
分别以“幸福感”“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ＳＷＢＳ－ＣＣ”等作为并列主题、关键词、全文检索词进行

多次检索，时间范围设置为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对检索到的文献逐一浏览阅读，删除重复、数据缺

失等无效文献后，最终筛选出符合标准的研究文献 ９５ 篇，共获得 １５３ 组数据，包含 ８７０２４ 个被试。
本文的“取样年代”即研究所述之“年代”，是以文献作者报告的调查取样年份为准，但若文献中未

明确标注取样调查时间，则根据已有研究惯例、结合现实情况，按照期刊文献发表年度减去 ２ 年、学位论

文发表年度减去 １ 年的原则确定调查时间。 最终，本研究数据获取年代为 ２００２—２０１９ 年，共 １８ 年，各
年度文献分布详见表 １。

表 １　 各年度文献数量及样本量信息

取样年代 篇数 样本量 取样年代 篇数 样本量

２００２ １ １１０３ ２０１１ １５ ６３５９
２００３ １ ３１５５ ２０１２ ７ １５１８５
２００４ １ ３８４４ ２０１３ ８ ２４１５
２００５ ４ ５１４９ ２０１４ ３ ４３１９
２００６ ６ １１５７１ ２０１５ ６ １４７２
２００７ ４ １１５９ ２０１６ ６ １４２１３
２００８ ３ １１８１ ２０１７ ５ １９３０
２００９ ９ ５８８５ ２０１８ ３ １０２５
２０１０ １１ ５８３８ ２０１９ ２ １２２１

（四）文献编码及基本情况

按照横断历史研究的一般步骤③，结合研究需要对所有文献进行编码。 首先，将 ９５ 篇文献赋以唯

一 ＩＤ，将文献题名、作者、发表年代、期刊、被试来源地等信息录入，建立文献库；其次，将文献报告的相

关研究及其取样年代、样本量、量表均值、标准差等数据录入建立数据库。 在此，对文献内容编码及数据

统计作以下说明：（１）期刊类型依据“北大中文核心期刊目录（第八版）”进行划分，区域划分参考国家

１３１

①

②
③

邢占军：《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在老年群体中的应用》，《中国老年学杂志》２００３ 年第 １０ 期；邢占军：《城乡居民主观生活

质量比较研究初探》，《社会》２００６ 年第 １ 期；肖昕华、丁宇：《湖南省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调查》，《学位与研究生教育》２００８ 年第 １ 期；
刘方方、王福等：《国内高校图书馆馆员主观幸福感的调查与分析》，《图书与情报》２０１１ 年第 ３ 期；杨玲、付超等：《职业倦怠在中小学教

师工作家庭冲突与主观幸福感间的中介效应分析》，《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朱伶杰、赵林林：《档案工作者工作满意度与

主观幸福感相关研究———以辽宁省数据为例》，《档案学研究》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黄立清：《青年群体的幸福感：基于 ＣＧＳＳ 数据的分析》，《中
国青年研究》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２ 期。

注：检索截止时间为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１５ 日。
辛自强、张梅、何琳：《大学生心理健康变迁的横断历史研究》，《心理学报》２０１２ 年第 ５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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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区分形式；（２）为充分利用每篇文献的信息，对未提供总样本结果的研究（１４ 篇），
分别按照公式 １、公式 ２ 对其研究数据进行加权合成，并将合成后的结果纳入数据库（注： ｘ－ 、 ＳＴ 、 ｎｉ 、
ｘｉ 、 ｓｉ 分别代表合成后的平均数、合成后的标准差、研究的样本量、平均数和标准差）。 同时，需要说明

的是，纳入研究的 ９５ 篇文献中，有 ６ 篇没有报告标准差。 由于标准差对回归分析没有太大影响，出于充

分利用文献信息的考虑，研究参照前人方法，将文献保留并在相关分析及回归分析时使用，但在计算效

果量时予以排除①。 （３）《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采用 ６ 等级（１—６ 分）计分，本研究将原始得

分统一按百分制进行了调整，总体幸福感得分为 １０ 个分量表得分之和②。
表 ２　 文献编码赋值及样本量情况

变量 编码 文献数量 样本量

期刊类型

１＝核心刊物 ２２ ３５５３５
２＝一般刊物 ３５ ２２０９８
３＝学位论文 ３８ ２９３９１

地区

０＝未明确地区 ７ １４５２０
１＝东部地区 ５２ ３５７９７
２＝中部地区 １９ ９０７４
３＝西部地区 ８ ３１４７

４＝包含两类地区以上 ９ ２４４８６

三、研究结果

（一）居民幸福感的年代变化情况

１．居民幸福感的年代变化趋势

以年代为横坐标、以幸福感总分均值为纵坐标绘制散点图，可以直观地呈现我国居民幸福感随年代

的变化趋势。 从图 １ 来看，２００２—２０１９ 年我国居民总体幸福感均值随年代变化呈线性上升趋势。

图 １　 ２００２—２０１９ 年总体幸福感得分均值变化散点图

考虑到每项调查的样本量不同，往往样本量越大，统计结果越可靠，越接近真实情况③。 因此，研究

以样本量为权数按照总体幸福感及各维度得分的均值进行加权处理，再以年代为横坐标、总体幸福感及

１０ 个维度得分加权平均值为纵坐标绘制折线图，更为准确地展现我国居民幸福感及各维度随年代的变

化情况，如图 ２、图 ３ 所示。 可以发现，２００２—２０１９ 年我国居民幸福感总分及各维度得分水平虽有所波

２３１

①
②
③

辛自强、周正：《大学生人际信任变迁的横断历史研究》，《心理科学进展》２０１２ 年第 ３ 期。
邢占军：《城乡居民主观生活质量比较研究初探》，《社会》２００６ 年第 １ 期。
侯佳伟、辛自强、黄四林、张梅、窦东徽：《横断历史元分析的原理、方法及人口学应用》，《人口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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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但整体上呈现稳步上升趋势。

图 ２　 ２００２—２０１９ 年我国总体居民幸福感均值变化趋势

图 ３　 ２００２—２０１９ 年居民主观幸福感 １０ 个维度加权均值变化趋势

为探讨以上变化趋势是否具有显著意义，本研究将总体幸福感及各维度得分均值与年代进行相关

及回归分析。 结果表明（表 ３），除人际适应体验外，幸福感的其他 ９ 个维度与年代均呈显著正相关，且
控制样本量后结果仍然显著；年代对幸福感总分及 ９ 个维度得分均值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 其中，受年

代影响最明显的是知足充裕体验，年代变化可解释其 ３８％的变异，其次分别是社会信心体验、幸福感总

分、心理健康体验、成长进步体验、自我接受体验、家庭氛围体验、目标价值体验、心态平衡体验，年代可

解释 ６％及以上的变异。
表 ３　 总体幸福感及各维度均值与年代的相关

维度 ＳＷＢ 知足充裕 心理健康 社会信心 成长进步 目标价值 自我接受 身体健康 心态平衡 人际适应 家庭氛围

未控制样本量
ｒ ０．４９∗∗∗ ０．６２∗∗∗ ０．４０∗∗ ０．５７∗∗∗ ０．４０∗∗∗ ０．２７∗∗∗ ０．３１∗∗∗ ０．２３∗∗∗ ０．２４∗∗∗ ０．０６ ０．２８∗∗∗

Ｒ２ ０．２４ ０．３８ ０．１６ ０．３３ ０．１６ ０．０７ ０．１０ ０．０５ ０．０６ ０．００ ０．０８

控制样本量
β ０．５０∗∗∗ ０．６１∗∗∗ ０．４０∗∗∗ ０．５７∗∗∗ ０．４０∗∗∗ ０．２７∗∗∗ ０．３２∗∗∗ ０．２３∗∗ ０．２４∗∗ ０．６２ ０．２８∗∗∗

Ｒ２ ０．２５ ０．３８ ０．１６ ０．３３ ０．１６ ０．０８ ０．１０ ０．０６ ０．０６ ０．０１ ０．０８

　 　 注：∗∗∗代表 ｐ＜０．０１，∗∗代表 ｐ＜０．０５，∗代表 ｐ＜０．１。 ｒ 为未控制样本量的相关系数，β 为控制样本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Ｒ２ 为决定系数。

横断历史研究结果会受出版年代、期刊类型、被试来源地等文献特征的影响①②，为进一步明确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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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辛自强、张梅等：《大学生心理健康变迁的横断历史研究》，《心理学报》２０１２ 年第 ５ 期。
田园、明桦等：《２００４ 至 ２０１３ 年中国大学生人格变迁的横断历史研究》，《心理发展与教育》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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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幸福感各维度之间的关系，以幸福感各维度得分均值为因变量，以年代、期刊类型、地区 ３ 个因素为自

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 结果发现，在纳入除年代外的其它 ２ 个自变量后，总体幸福感及 ９ 个维度（除
人际适应体验）均值的年代效应依然显著，这说明本研究中我国居民幸福感与年代的相关关系不受期

刊类型及被试来源等因素的影响。
２．居民幸福感的年代变化量和解释率

以上结果表明，整体而言，我国居民幸福感水平随年代变化稳步提升，那么，提升幅度是多少呢？ 为

了考察 ２００２—２０１９ 年总体幸福感及除人际适应外的 ９ 个领域得分均值的年代变化量，采用回归分析进

一步计算效果量 １（公式 １）和解释率 ｒ２（公式 ２）①。 首先，分别以人际适应之外的其它 ９ 个维度得分均

值为因变量，以年代为自变量，采用样本量进行加权建立回归方程 ｙ ＝Ｂｘ＋Ｃ（其中，ｙ 为均值，ｘ 为年代，Ｂ
为未标准化的回归系数，Ｃ 为常数项），再分别将年代 ２００２、２０１９ 带入回归方程获得 Ｍ２００２与 Ｍ２０１９并计算

二者差值 Ｍ变化，最后以 Ｍ变化除以 １８ 年间的平均标准差，即得到 ｄ 值。 本研究中，平均标准差是通过将

所有研究数据的标准差求平均获得，这种采用个体层面变量的方法可以有效避免生态谬误。

ｄ ＝
Ｍ２０１９ － Ｍ２００２

ＳＤ
（１）

ｒ２ ＝ （ ｄ
　
ｄ２ ＋ ４

） ２ （２）

由表 ４ 可知，ＳＷＢ 均值提升了 １０．８７（效果量提升了 ９．１８），年代变量可解释 ２６％的变异；９ 个维度

（除人际适应）２００２ 年的均值在 ４．８２ 和 ７．６６ 之间，２０１９ 年均值在 ６．３９ 和 ９．１２ 之间，１８ 年间 ９ 个维度均

值提高了 ０．６８—２．７４ 分（效果量提升度在 ０．３７ 和 １．２３ 之间）。 其中，提升幅度最大的维度是知足充裕

体验，变化最小的维度是身体健康体验。 根据 Ｃｏｈｅｎ（１９９２）的标准②，效果量 ｄ 的绝对值在 ０．２ 和 ０．５ 之

间为小效应，在 ０．５ 和 ０．８ 之间为中效应，大于 ０．８ 为大效应。 基于此标准可以发现，总体幸福感以及知

足充裕体验、社会信心体验、成长进步体验的效果量达到大效应，心理健康体验、成长进步体验、自我接

受体验、心态平衡体验的效果量为中效应，目标价值体验、身体健康体验的效果量为小效应。 以上结果

说明，在所考察的 １８ 年期间，我国居民幸福感水平总体上呈现明显提高的趋势。
表 ４　 ２００２—２０１９ 年我国居民幸福感及各维度与年代的相关及变化量

维度 Ｍ２００２ Ｍ２０１９ Ｍ变化 ＭＳＤ ｄ ｒ２

ＳＷＢ ６３．０２ ７３．８９ １０．８７ ９．１８ １．１８ ０．２６
知足充裕 ４．８２ ７．５６ ２．７４ ２．２２ １．２３ ０．２７
心理健康 ６．３７ ７．４１ １．０４ １．９２ ０．５４ ０．０７
社会信心 ６．０９ ８．２３ ２．１４ １．７５ １．２２ ０．２７
成长进步 ７．６６ ９．１２ １．４６ １．５３ ０．９５ ０．１８
目标价值 ５．９５ ６．７３ ０．７８ １．８５ ０．４２ ０．０４
自我接受 ６．１６ ６．９６ ０．８０ １．５１ ０．５３ ０．０７
身体健康 ７．０１ ７．６９ ０．６８ １．８６ ０．３７ ０．０３
心态平衡 ５．３７ ６．３９ １．０２ １．７８ ０．５７ ０．０８
家庭氛围 ７．３７ ８．０９ ０．７２ １．６１ ０．４５ ０．０５

（二）地区和性别对居民幸福感年代变化的影响

１．地区对居民幸福感年代变化的影响

我国幅员辽阔，由于地理区位、资源分布及各种现实因素限制，区域之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存在差距。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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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自强、张梅：《１９９２ 年以来中学生心理健康的变迁：一项横断历史研究》，《心理学报》２００９ 年第 １ 期。
Ｃｏｈｅｎ Ｊ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 １， ｎｏ． ３ ，１９９２， ｐｐ． ９８－１０１， 转引自廖友国、连

榕：《近三十年国民心理健康变迁的横断历史研究》，《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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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是否会影响区域内居民幸福感水平？ 进而对居民幸福感变化趋势产生影响？ 为此，本
研究对不同地区居民幸福感的年代变化情况进行了考察。 具体来说，针对东部地区 ５２ 篇文献（数据收集

年代为 ２００２—２０１９ 年，除 ２０１４ 年外，其他年份每年至少 １ 篇研究文献），中西部地区 ２８ 篇（数据收集年代

为 ２００７—２０１７ 年）文献所报告的结果，分别对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居民幸福感变化趋势进行考察。
控制样本量后，分别对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居民的幸福感及各维度得分与年代进行相关分析。 从

数据分析结果来看，东部地区居民幸福感及 ８ 个维度（目标价值体验、人际适应体验除外）与年代正向

相关显著，中西部地区居民仅知足充裕体验与年代呈显著正相关，其他维度与年代相关不显著。 这说

明，年代对东部地区居民幸福感及 ８ 个维度水平有显著的预测作用，相对而言，年代对中西部地区居民

幸福感无明显的预测作用。
利用回归方程分别计算出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居民幸福感及各具体维度的效果量 ｄ 和解释率 ｒ２，

具体结果见表 ５。 除人际适应体验外，东部地区居民总体幸福感和其他维度均随年份变化提升。 总体

幸福感和知足充裕体验维度的效果量达到了大效应，成长进步体验、社会信心体验的效果量为中效应，
心理健康体验、自我接受体验、心态平衡体验、身体健康体验、家庭氛围体验 ５ 个维度的效果量为小效

应，总体看东部地区居民幸福感提升明显且较为全面。 中西部地区居民幸福感的年代效应并不同向。
总体幸福感和社会信心体验随年份提升，效果量为小效应；知足充裕体验也有提升，效果量达到了中效

应；成长进步体验、自我接受体验、身体健康体验、家庭氛围体验则随年份变化出现下降趋势，效果量达

到了小效应。
表 ５　 居民幸福感年代变化地区效应的分析结果

维度
东部地区（２００２—２０１９） 中西部地区（２００７—２０１７）

β Ｒ２ Ｍ２００２ Ｍ２０１９ Ｍ变化 ＭＳＤ Ｄ ｒ２ β Ｒ２ Ｍ２００７ Ｍ２０１９ Ｍ变化 ＭＳＤ ｄ ｒ２

ＳＷＢ ０．５０３∗∗∗ ０．２５３ ６４．４１ ７３．８８ ９．４７ １０．９５ ０．８６ ０．１５ ０．０９３ ０．００９ ６８．１４ ７０．４８ ２．３４ １１．２２ ０．２１ ０．０１
知足充裕 ０．６８１∗∗∗ ０．４６４ ４．４７ ７．１０ ２．６３ ２．３０ １．１４ ０．２５ ０．３７５∗∗ ０．１４１ ６．７１ ７．９０ １．１９ ２．２８ ０．５２ ０．０６
心理健康 ０．４１８∗∗∗ ０．１７５ ６．６０ ７．５２ ０．９２ ２．０５ ０．４５ ０．０５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０ ５．４５ ５．３９ －０．０６ ２．２１ －０．０３ ０．００
社会信心 ０．４５１∗∗∗ ０．２０３ ６．９０ ８．０６ １．１６ ２．００ ０．５８ ０．０７ ０．１２１ ０．０１５ ７．０２ ７．７２ ０．７ １．８９ ０．３７ ０．０３
成长进步 ０．４５８∗∗∗ ０．２１０ ７．３７ ８．５３ １．１６ １．７１ ０．６８ ０．１０ －０．０９４ ０．００９ ７．５７ ７．１８ －０．３９ １．６０ －０．２４ ０．０２
目标价值 ０．０７３ ０．００５ ５．７９ ５．９４ ０．１５ ２．０２ ０．０７ ０．００ －０．０７８ ０．００６ ６．４２ ６．０９ －０．３３ １．９１ －０．１７ ０．０１
自我接受 ０．４１９∗∗∗ ０．１７５ ６．６５ ７．４０ ０．７５ １．６８ ０．４５ ０．０４ －０．１９２ ０．０３７ ８．５３ ７．８２ －０．７１ １．７１ －０．４２ ０．０５
身体健康 ０．２７４∗∗ ０．０７５ ６．３１ ６．９９ ０．６８ ２．２０ ０．３１ ０．０２ －０．２７１ ０．０７３ ７．４６ ６．６６ －０．８ ２．１１ －０．３８ ０．０４
心态平衡 ０．２５４∗ ０．０６４ ５．４２ ６．１１ ０．６９ １．９９ ０．３５ ０．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６．８８ ６．８９ ０．０１ １．９５ ０．０１ ０．００
人际适应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０ ６．１９ ６．１４ －０．０５ １．９９ －０．０３ ０．００ ０．０７５ ０．００６ ６．５８ ６．８３ ０．２５ １．８５ ０．１４ ０．００
家庭氛围 ０．２７１∗∗ ０．０７３ ６．３８ ６．８９ ０．５１ １．９６ ０．２６ ０．０２ －０．１２９ ０．０１７ ７．７３ ７．３６ －０．３７ １．７３ －０．２１ ０．０１

　 　 注：∗∗∗代表 ｐ＜０．０１，∗∗代表 ｐ＜０．０５，∗代表 ｐ＜０．１。 β 为控制样本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Ｒ２ 为决定系数，下同。

２．性别对居民幸福感年代变化的影响

性别一直是幸福感研究中的一个关键预测变量，本研究考察了性别对居民幸福感年代变化的影响，
研究所涉年代为 ２００３ 年、２００６ 年、２０１１—２０１９ 年。 为保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将 ２０１１—２０１９ 年间连续

９ 年的文献纳入分析，结果见表 ６。 总体来看，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呈现出幸福感随年份变化而提升的

趋势，年代可以解释男性总体幸福感变异的 ４３．９％，女性总体幸福感变异的 ４１．７％。 对于男性群体而

言，与年代变化显著相关的心理健康体验、社会信心体验、身体健康体验 ３ 个维度，年代可以解释的变异

分别为 ４６％、３９．３％和 ３５．４％。 而女性群体具体维度与年代的相关均未达到显著水平。
利用回归方程分别计算出男性、女性居民幸福感及各具体维度的效果量 ｄ 和解释率 ｒ２，具体结果见

表 ６。 除家庭氛围体验外，男性居民总体幸福感和其他维度均随年份变化明显提升。 总体幸福感和心

理健康体验、社会信心体验的效果量均达到了大效应，成长进步体验、身体健康体验、知足充裕体验、自
我接受体验、目标价值体验的效果量均为中效应，人际适应体验、心态平衡体验的效果量为小效应。 除

心态平衡体验外，女性居民总体幸福感和其他维度也均呈现随年份变化提升趋势。 总体幸福感效果量

为大效应，社会信心体验、成长进步体验的效果量达到了中效应，自我接受体验、身体健康体验、心理健

康体验、目标价值体验、知足充裕体验、家庭氛围体验、人际适应体验的效果量为小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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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居民幸福感年代变化性别效应的分析结果

维度
男性（Ｎ＝７６４７，２０１１—２０１９） 女性（Ｎ＝８３１１，２０１１—２０１９）

β Ｒ２ Ｍ２００２ Ｍ２０１９ Ｍ变化 ＭＳＤ Ｄ ｒ２ β Ｒ２ Ｍ２００７ Ｍ２０１９ Ｍ变化 ＭＳＤ ｄ ｒ２

ＳＷＢ ０．６６３∗∗∗ ０．４３９ ６１．５５ ７９．１９ １７．６４ １３．６５ １．２９２ ０．２９５ ０．６４６∗∗∗ ０．４１７ ７２．１５ ８４．６１ １２．４６ １２．３６ １．００８ ０．２０３

知足充裕 ０．３６９ ０．１３６ ７．７６ ９．３４ １．５８ ２．６２ ０．６０３ ０．０８３ ０．２５４ ０．０６５ ６．８２ ７．７４ ０．９２ ２．５０ ０．３６８ ０．０３３

心理健康 ０．６７８∗∗∗ ０．４６０ ５．８３ ８．２５ ２．４２ ２．４２ １．０００ ０．２００ ０．２５５ ０．０６５ ５．４１ ６．４５ １．０４ ２．２９ ０．４５４ ０．０４９

社会信心 ０．６２７∗∗∗ ０．３９３ ５．７７ ７．９３ ２．１６ ２．６６ ０．８１２ ０．１４２ ０．３８６ ０．１４９ ７．２３ ８．５９ １．３６ ２．４８ ０．５４８ ０．０７０

成长进步 ０．４９９ ０．２０１ ６．０４ ７．７４ １．７ ２．１９ ０．７７６ ０．１３１ ０．２４６ ０．０６１ ６．９２ ８．０２ １．１０ ２．０１ ０．５４７ ０．０７０

目标价值 ０．３９７ ０．１５７ ５．９５ ７．１６ １．２１ ２．３９ ０．５０６ ０．０６０ ０．２４０ ０．０５８ ６．４７ ７．４７ １．００ ２．２７ ０．４４１ ０．０４６

自我接受 ０．３４５ ０．１１９ ６．３６ ７．６５ １．２９ ２．２１ ０．５８４ ０．０７８ ０．３１０ ０．０９６ ６．１２ ７．１３ １．０１ ２．０７ ０．４８８ ０．０５６

身体健康 ０．５９５∗∗ ０．３５４ ５．８４ ７．５４ １．７ ２．２７ ０．７４９ ０．１２３ ０．３６５ ０．１３４ ５．８９ ６．９３ １．０４ ２．２２ ０．４６８ ０．０５２

心态平衡 ０．３５６ ０．１２７ ６．７５ ７３１ ０．５６ ２．４５ ０．２２９ ０．０１３ ０．１１６ ０．０１４ ６．７３ ７．０２ ０．２９ ２．２８ ０．１２７ ０．００４

人际适应 ０．３８８ ０．１５１ ７．０３ ８．０８ １．０５ ２．５０ ０．４２０ ０．０４２ ０．２１１ ０．０４５ ７．１０ ７．７２ ０．６２５ ２．４０ ０．２６０ ０．０１７

家庭氛围 ０．１１５ ０．００８ ７．７５ ７．８６ ０．１１ １．５１ ０．０７３ ０．００１ ０．２６２ ０．０６９ ７．７２ ８．３５ ０．６２９ ２．０３ ０．３１０ ０．０２３

（三）社会宏观变量对居民幸福感影响的滞后分析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一种以人民幸福为中心的社会建设思维，是一种由人本身的幸福需要出发而

又收敛于人自身幸福生活的社会建设行动①，它影响着国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探索，居民幸福感与小

康社会建设背景下的宏观社会变量之间有何关系？ 为此，将我国居民幸福感研究置于全面小康社会建

设的历时进程中，考察其变化趋势、探究影响其变化的宏观社会因素合理且必要。 基于已有相关成果，
参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统计指标，综合考虑指标数据可获得性和完整性，本研究最终选取经济发展（人均

ＧＤＰ ／城镇化率 ／城镇登记失业率 ／ Ｒ＆Ｄ 经费支出占 ＧＤＰ 比重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比重）、生活质量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恩格尔系数 ／ ５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政府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 ／平均预期寿

命）、文化教育（文化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比重 ／教育经费支出占 ＧＤＰ 比重 ／平均受教育年限）、社会和谐（基
尼系数 ／城乡居民收入比 ／基本社会保障覆盖率）四个方面共 １６ 项可能对居民幸福感产生影响的指标，采
用 Ｔｗｅｎｇｅ 滞后性分析思路②，探讨体现小康社会建设状况的社会宏观变量与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控制样本量后，将总体幸福感均值分别与 ５ 年前、当年和 ５ 年后的宏观变量进行相关分析，即将

２００２—２０１９ 年的总体幸福感均值分别与 １９９７—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０７—２０２４ 年的社会指标求相关。 但因为所

选社会指标只有 １９９７—２０１９ 年的数据，因此，实际上 ５ 年后的滞后分析是基于 ２００２—２０１９ 年的居民幸

福感得分均值与 ２００７—２０１９ 年的社会指标的相关分析，具体结果见表 ７。
表 ７　 社会指标与居民总体幸福感的滞后相关分析

社会指标 当年 ５ 年前 ５ 年后

经济发展

人均 ＧＤＰ ０．６３２∗∗∗ ０．５９０∗∗∗ ０．５４４∗

城镇化率 ０．６２８∗∗∗ ０．６１４∗∗∗ ０．５３９∗

城镇登记失业率 －０．４７８∗∗ －０．４３３ －０．４１２
Ｒ＆Ｄ 经费支出占 ＧＤＰ 比重 ０．６４８∗∗∗ ０．６０８∗∗∗ ０．４６６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比重 ０．５８９∗∗∗ ０．４４６∗ ０．６６６∗∗

社会和谐

基尼系数 －０．５８８∗∗ ０．４５６∗ －０．４３３
城乡居民收入比 －０．５９０∗∗∗ ０．３４０ －０．４８７∗

基本社会保险覆盖率 ０．６５８∗∗∗ ０．５００∗∗ ０．５４５∗

生活质量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０．６０９∗∗∗ ０．５７８∗∗ ０．５７５∗∗

恩格尔系数 ０．５６９∗∗ －０．４６８∗∗ －０．５４８∗

５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０．５３１∗∗ －０．６６３∗∗∗ －０．５７１∗∗

政府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 ０．６８５∗∗∗ ０．５２３∗∗ ０．４２０
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 ０．６２１∗∗∗ ０．４３９∗ ０．５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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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陈惠雄：《通往幸福之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结构逻辑与公共政策涵义》，《财经论丛》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
Ｔｗｅｎｇｅ， ａｎｄ Ｍ． Ｊｅａｎ，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Ｗｏｍｅｎ＇ｓ Ａｓｓｅｒ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ｉ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Ｒｏｌｅｓ： ａ Ｃｒｏｓｓ－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１９３１－

１９９３，”Ｊ Ｐｅｒｓ Ｓｏｃ Ｐｓｙｃｈｏｌ， ｖｏｌ．８１，ｎｏ．１， （２００１），ｐｐ．１３３－１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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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文化教育

文化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比重 ０．６０２∗∗∗ ０．５８１∗∗ ０．５９４∗∗

教育经费占 ＧＤＰ 比重 ０．７７２∗∗∗ ０．４２３∗ ０．２６６
平均受教育年限 ０．７１２∗∗∗ ０．５７９∗∗ ０．４４９

　 　 注：∗∗∗代表 ｐ＜０．０１，∗∗代表＜０．０５，∗代表 ｐ＜０．１。

从表 ７ 可以看出，居民幸福感与当年、５ 年前及 ５ 年后的人均 ＧＤＰ、城镇化率、基本社会保险覆盖

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文化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比重呈显著正相关，与当年

和 ５ 年前的 Ｒ＆Ｄ 经费支出占 ＧＤＰ 比重、政府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教育经费占 ＧＤＰ 比重、平均受

教育年限呈显著正相关，与当年、５ 年前及 ５ 年后 ５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呈显著负相关，与当年城镇登记

失业率、基尼系数、城乡居民收入比呈显著负相关。

四、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利用横断历史研究法对采用 ＳＢＷＳ－ＣＣ 进行幸福感测量的研究文献进行再分析，探讨我国

居民幸福感变迁趋势及社会影响因素，得出以下结论：
（一）我国居民幸福感水平随年代变迁稳步提升

横断历史研究结果表明，２００２—２０１９ 年间我国居民总体幸福感及各维度得分整体呈上升趋势，总
体幸福感得分提高了 １０．８７ 分，９ 个维度（除人际适应体验）得分提高了 ０．６８—２．７４ 分不等，其中，知足

充裕体验、社会信心体验、成长进步体验三个维度的年代效应最为显著，分别提升了 ２．７４ 分、２．１４ 分、
１．４６分，对总体幸福感提升起到了重要的拉动作用。

近 ２０ 年来，我国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提供了根本

保障，由此带来了人们知足充裕体验的大幅提升，可以说经济发展对居民幸福感持续提升起到了重要的

支撑作用。 马克思认为高度发展的社会生产力构成个人全面发展的现实内容和现实基础①，为了实现

人的全面发展，党带领人民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国家经济实力、综合国力的显著提升，社会全面进

步，一方面提升了居民对社会发展的信心，另一方面为人们的成长发展提供了动力支持，人们更有条件

实现自身的潜能与价值，到 ２０１９ 年居民的成长进步体验均值达到了 ９．１２ 分（满分 １０ 分）的历史新高，
分值位居 １０ 个维度之首，成为居民幸福感持续走高的重要支撑。

（二）我国居民幸福感年代变化的地区和性别效应

本研究发现，我国居民幸福感随年代变化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中西部地区居民幸福感提升幅度仍

然明显滞后于东部地区。 已有研究表明，地区富裕程度对居民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②，即生活在较富裕

地区的人通常比生活在相对不富裕地区的人更为幸福。 东部地区综合条件优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

水平差异以及资源配置差异的客观存在③，由此可能影响到他们的幸福感受。 公共服务对居民幸福感

具有重要的积极影响④，中西部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充足性和普惠性滞后，也可能是制约居民幸福

感提升的重要因素。 我国居民幸福感年代变化的地区效应，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经济因素导致的，居民幸

福感的提升仍然需要坚实的经济基础作为保障。
本研究中，２００２—２０１９ 年男性与女性幸福感历时变化均为大效应，总体上看男性幸福感提升的幅度大

于女性。 男性的心理健康体验、社会信心体验随年代变化明显提升，效果量达到了大效应，成长进步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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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向东：《论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马克思主义研究》２００５ 年第 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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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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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身体健康体验提升幅度也接近大效应；而女性在幸福感所有维度上的提升幅度都在中小效应。 幸福感

历时变化之所以“男高女低”，可能是以下两方面原因：一方面，现代女性在深度卷入社会后，在家庭中仍然

承担较多的责任，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感受到“时间贫困”①；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仍然存在某种“男性优

势”，就业市场一定程度上存在的性别歧视对女性工作满意度会产生负向影响，进而损耗其幸福感②。
（三）社会宏观因素对居民幸福感年代变化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经济发展状况对居民幸福感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５ 年前、当年、５ 年后人均 ＧＤＰ、城
镇化率、第三产业增加值均与居民幸福感正相关显著，５ 年前与当年 Ｒ＆Ｄ 经费支出与幸福感正相关显

著。 研究发现，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从 ２００２ 年的 ３９．０９％到 ２０１９ 年的 ６０．６％，城市发展带来了

更为完善的基础设施、更好的人居环境、更优越的教育条件，城镇化的发展不断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并即时改变着人们对幸福的体验，拉动居民幸福感的提升。 当年城镇登记失业率这一指标与幸福

感负相关显著，５ 年前城镇登记失业率与幸福感无显著相关，说明失业率对居民幸福感存在一定滞后性

影响，失业带来的经济压力和心理压力会导致幸福感下降。③

本研究发现，社会和谐对居民幸福感变化具有重要影响。 ５ 年前、当年、５ 年后基本社会保险覆盖率

与居民幸福感显著正相关。 社会保障是提升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制度安排，我国已建成世界上最大的社

会保障体系，其中，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超 １３ 亿人，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超 １０ 亿人，基本社会保障使人们可

以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风险，增强人们对生活的控制感和心理安全感，进而提高居民幸福感。 当年基尼

系数、城乡居民收入比与居民幸福感负相关显著，５ 年后城乡居民收入比与居民幸福感负相关显著，贫
富分化、收入差距扩大是制约居民幸福感提升的重要因素。④

本研究发现，居民生活质量对其幸福感变化具有重要影响。 ５ 年前、当年、５ 年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恩格尔系数、５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与居民幸福感显著相关，５ 年前、当年政府

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与居民幸福感正相关显著。 收入是影响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可支配收入增加

意味着能通过消费满足需求，而需求满足是幸福感的重要基础，医疗卫生服务条件对提升居民幸福感具

有重要作用，政府加大公共医疗卫生支出，增强医疗卫生服务的可获得性，强化医疗卫生服务质量可以

渐进、持续提升居民幸福感。
本研究发现，文化教育发展对居民幸福感变化具有重要影响。 当年、５ 年前及 ５ 年后文化产业增加

值占 ＧＤＰ 比重指标与居民幸福感显著正相关，文化产业是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要的重要载体，在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实践中，我国文化产业健康持续发展，通过增加文化服务供给、丰富文化服务的形式，增强

居民的幸福感。 当年及 ５ 年前教育经费占 ＧＤＰ 比重、平均受教育年限指标与居民幸福感水平正相关显

著。 教育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和认知，是提升居民幸福感知的重要途径，政府公共教育投入对

提升居民幸福感具有重要的作用。
（责任编辑：刘要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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