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得

到迅猛发展，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与此同时也涌现

了一系列的社会、环境问题，如贫富不均、犯罪率上升、生态破

坏、环境污染等。因而，就个人感受而言，人们并没有随着个人

或家庭经济收入提高而感到自身幸福感有所提升。人类的幸福

感究竟与哪些因素有关，如何有效地提升个人幸福感这一命题

已成为全世界各领域关注的焦点，尤其是在心理学、经济学和

社会学领域。本文以幸福问题作为研究探讨的对象，通过对幸

福问题的国内外研究文献的详细梳理，力图把握幸福问题的历

史研究脉络和借鉴国外研究的先进成果，为构建新时期我国和

谐社会伟大事业提供科学参考。
一、相关幸福问题研究的文献梳理

（一）国外幸福问题研究的梳理
国外关于幸福问题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其最

初兴起的导因与人们对经济腾飞、现代化的反思密切相关。自

“幸福问题”一词被正式关注以来，国外各个学科领域的专家学

者从自身学科的角度对幸福问题进行大量的研究，并做出了深

刻的阐释，其中以经济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界对幸福问题的研

究最为突出、最具影响力。
1.基于学科背景的幸福问题探讨

（1）幸福问题的经济学探讨。传统经济学对幸福的理解基

于“越多越好”理论，[1]等价于边沁功利主义将幸福简约为效用

的观点。它借用经济学中的偏好理论来刻画人类行为，暗含的

观点就是一个人可以通过增加收入来增加消费，从而提高满意

度。因此，在公共政策的导向上，就有了“提高全社会的收入水

平以增进社会福利”的论点。早在 1932 年，庇古就提出“我们很

清楚地认识到经济福利水平的变化将导致社会福利水平也朝

同一趋势发生变化。”然而，一些学者则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如

Galbrairh[2]在他 1958 年所著的《丰裕社会》一书中提到“这个世

界的目的不是消费，而是生活的效益和享受。”美国经济学家

Easterlin[3]认为“经济增长等因素对福利的影响，也并不一定是

越多越好”，并在其著作《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

的幸福》中提出了著名的伊斯特林悖论：收入和幸福之间不存

在明显的正向关系。澳大利亚经济学家 YewYwang Ng[4]在对东

亚地区“经济快速增长而人民幸福不足”现象研究后证实了“幸

福鸿沟”的存在，并提出“幸福是发展的终极目标，幸福与健康、
工作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观点。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Sen[5]

从幸福的反面———贫困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幸福进行了分析，提

出贫困导致不幸福的根本原因在于穷人获取粮食能力的不足，

而经济发展也并不能自然而然地给全体社会成员带来幸福的

改善。
（2）幸福问题的心理学探讨。心理学领域研究的幸福又被

称为主观幸福。心理学中关于幸福的研究主要基于“定值理

论”，该理论认为人会积极适应现状，每个人都有一个由其基

因、个性所设定的幸福值，客观条件的改变对个体的满意度而

言并无太大的作用。如果定值理论成立的话，那么公共政策的

目标旨在增进人们幸福的努力便是徒劳的，而且任何个体也都

无法进一步提高自己的福利水平。Brickman[6]等人的研究认为遭

受重大意外事故，如交通事故的受害者并没有预期的那样不幸

福，彩票中奖者也没有想象的那样幸福，这一理论是基于对定

值理论的支持，但这项研究的局限是样本太小，仅有 29 个受害

者样本和 22 个彩票中奖者样本。Mehnert[7]等人对 675 个残疾人

的调查则推翻了 Brickman 的结论，其研究证实，如果受害者的

健康状况恶化，将对个体的主观幸福感产生长期负面的影响。
另外 Blanchflower[8]的研究也表明在大多数社会经济条件下，

Mehnert 的结论是成立的。美国心理学家 Diener[9]对影响幸福感

的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作了区分，研究发现外部因素对幸福感

的影响较小。
（3）幸福问题的社会学探讨。社会学对于幸福的解释不同

于其它学科，与一般意义上将幸福作为某种纯粹个人现象或者

心理现象不同，社会学的幸福是一种大众幸福，倾向于将幸福

看作一种社会产物。在社会学领域，荷兰社会学家 Veenhoven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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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他总能提出新的理论与假设，并将

自己的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结合起来。1984 年他建立了世界幸

福数据库，[10]该数据库涵盖了不同学科关于幸福的研究成果以

及世界范围内国家层面上的幸福调查数据，这为幸福的综合研

究提供了诸多便利。2004 年 Veenhoven[11]用 2×2 列连表通过区

分生活质量的 4 种类型对幸福概念进行了深入系统地分析，认

为幸福是个体对自身生活质量的整体评价，而且对幸福的评价

应基于持久的时间，短时的心境不会影响幸福。“幸福生活年

（Happy- Life- Years，HLY）”的概念 [11]也是 Veenhoven 建立在理

论与实证研究基础上提出的，它由人们的幸福指数与出生时的

预期寿命相乘而得，表示一个区域人们幸福生活有多长久。基

于这一概念，他比较了 1995—2005 年期间 95 个国家的幸福水

平，[10]结果表明：瑞士最高（63.9）、津巴布韦最低（11.5），中国处

于中等水平（44.3）。
（4）小结。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心理学主要从影响幸福

的内部因素（人格特性）进行研究，而经济学多从影响幸福的外

部因素（客观条件）加以分析，社会学则强调应把幸福置于社会

环境中研究。Easterlin[12]在对这些研究资料进行深入分析后，认

为单从主、客观因素的任一方面都难以全面地了解幸福的本

质，幸福应是主观和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基于这一认识，

他将影响幸福的内、外部因素相结合，把生活的方方面面看作

一个整体来考虑，构建了比心理学的“定值理论”或传统经济学

中的“越多越好”理论更完善的“满意度”理论。
2.基于影响因素的幸福问题探讨

影响幸福问题的因素涉及到与人类生活需要、活动条件有

关的各个方面。国外学者多数基于收入多少、年龄大小、婚姻状

况等角度对幸福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有部分学者还将影响个

人幸福的因素扩展到性别、失业、社会公平、文化教育、生态环

境、气候条件等。
（1）基于收入因子的幸福问题探讨。大量研究结果表明，当

人均收入大幅度提高时，个体幸福感却并没有得到相应程度的

提高。Easterlin 从横断面关系[13]和生命周期模式[14]对收入和幸福

的关系进行了系列研究，认为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在某一个时

刻，收入与幸福之间的关系显著；但从整个生命周期来看，收入

与幸福间关系并不明显，并且增加所有人的收入并不能增加所

有人的幸福。Manfred[15]对美国、英国、德国、奥地利和荷兰 5 个

国家的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ISEW）和人均 GDP 关系进行分

析，发现 19 世纪 50 年代到 70 年代期间，ISEW 随着人均 GDP
的增加提高，之后人均 GDP 持续增加，而 ISEW 开始呈下降趋

势，即两者之间存在“倒 U 型”曲线关系。Diener[16]对美国、法国

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人们收入与幸福关系的跟踪研究表明，尽管

这些国家的居民收入在最近 50 年有了迅猛增长，但是幸福水平

却没有多大提升。但是近年来的一些研究则对这种结论提出了

挑战，Veenhoven[17]发现，在较为贫穷国家，个体收入对幸福感的

影响较大。如果以 1~10 来标度幸福感，从 1946—2004 年美国

人们幸福感平均只提升了 0.006，而这一时期一些发展中国家

人们幸福感增幅很大，如韩国提升 2.18，巴西增加 1.46。这一结

论同样被 Hayo[18]在对东欧一些转型国家的研究中所验证。
（2）基于年龄因子的幸福问题探讨。幸福与年龄的关系较

为复杂。Blanchflower[8]对近 20 年来美国和英国不同人群的幸福

水平进行研究发现，幸福随年龄的增长呈现 U 型曲线，在其它

变量保持不变情况下，美国人和英国人的幸福感都在 40 岁左

右时达到最低。Gerdtham Johannesson[19]的研究也表明幸福与年

龄呈“U”型关系，且最低点在 45~64 岁之间。Wilson[20]提出“具有

幸福感的人应该是年轻的。”Theodossiou[21]研究结果表明相对年

轻人和老年人幸福感而言，中年人幸福感最低。Easterlin[22]在对

美国社会调查数据分析后，提出了不同观点，认为 18 岁至中年

期间人们幸福感缓慢提升，过了中年之后幸福感缓慢下降，并

认为呈现这种模式的原因是人们在不同时期对生活领域满意

度不同。具体而言，中年之前幸福感上升主要是由于对家庭生

活和工作的满意度在持续增加，中年之后幸福感开始下降，不

仅是因为身体健康满意度在下降，而且家庭状况满意度和工作

满意度也都在下降。
（3）基于婚姻因子的幸福问题探讨。婚姻生活往往被人们

视为幸福人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0 世纪 70 年代，Campbell[23]

将婚姻和家庭视为预测美国人总体幸福感 15 个因素中最主要

的两个因素。在他看来，由于配偶所提供的社会支持，婚姻因素

会有助于提高幸福感水平。Stutzer[24]认为较幸福的个体倾向于

选择结婚，而且夫妻双方从婚姻中得到的幸福感有较大差异，

并且由于劳动力分工的不同，女性和新组建的家庭往往幸福感

更高。Diener[25]的研究也表明婚姻状况与幸福水平呈正相关，已

婚者相比单身、离婚、分居或者寡妇（鳏夫）有较强的幸福感。
Blanchflower[8]用计量经济学方法试图从离婚角度确定幸福或痛

苦的价值，计算出和睦的婚姻给人们带来的幸福价值大约为 10
万美元 / 年，那些已婚、受过高等教育以及父母没有离异的女士

幸福感最高，再婚的幸福感次之，失业的幸福感最低。Argyle[26]

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婚姻增强幸福的原因给予了两点

解释，即婚姻能够减轻个人生活的压力，也能减少个体生活的

孤独感。不过近年来美国已婚者与未婚者之间的幸福差异在逐

渐缩小，Stutzer[24]认为在美国出现的这种变化应当归因于离婚

率上升、结婚率下降和未婚同居现象的增多。
（4）基于其他因子的幸福问题探讨。除以上三个方面外，学

者们还从性别、失业、社会公平、文化教育、生态环境、气候等因

子分析了其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Lu 等[27]使用中国人幸福感量

表随机选取了 600 位年龄在 18~65 岁之间的高雄市居民进行

调查，结果显示性别和教育程度对幸福感的影响显著，已婚者

和高收入人群更幸福。Theodossiou[22]从失业和精神压力之间关

系对 1992 年英国家庭的幸福感进行研究，发现失业人员感到

不幸福，而且男性受到失业的影响要比女性大。Van Praag[28]从
生活领域的 6 个方面解读了德国人的幸福感，认为总体生活满

意度可由工作满意度、经济满意度、住房满意度、健康满意度、
闲暇满意度和环境状况满意度 6 部分组成。并计算出经济、健
康和工作领域的满意度是影响德国人幸福感的三个决定因素。
Alberto 等[29]使用 123 668 份问卷调查了社会收入不平等对个体

幸福感的影响，发现在欧洲和美国国家公平和幸福之间都具有

密切的正向关系，尤为表现在欧洲国家的穷人对不平等更为关

注。除此之外，部分学者还对人们幸福与环境、气候等方面的关

系进行了探讨。Rehdanz 和 Maddison[30]对 67 个国家的气候与幸

福关系作了分析，发现温度、降水等气候变量能够用来解释幸

福的差异。气候变化可能会极大地改变国家间幸福的分配，因

为那些高纬度国家可能会从温度变化中获得收益，而那些夏季

高温的国家最有可能遭受气候变化的损失。Ferrer- i- Carbonell
和 Gowdy[31]运用有序概率模型对英国人的主观幸福与其对臭氧

空洞、物种灭绝的态度关系作了检验。结论显示两者态度对幸

福的影响巧好相反，人们对物种灭绝的关注对个体的幸福感呈

正面影响，而对臭氧空洞的关注则呈负面影响。Welsch[32]采用幸

福研究方法对西欧 10 个国家 1990—1997 年改善空气质量的

价值进行了评估，计算结果显示，减少空气中二氧化氮含量每

年每人需支付 750 美元，而减少铅的含量每年每人需支付 1 440
美元。

輥輮



（二）国内幸福问题研究的梳理
相对于国外对幸福问题的大量研究，幸福问题在我国的研

究则较为滞后，正处于不断探索阶段。我国学者对幸福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心理学领域和经济学领域。心理学领域大多侧重于

国外的理论介绍，通常从个体心理健康方面进行研究，以邢占

军[33- 34]、黄立清[35]、辛自强[36]、池丽萍[37]、吴明霞[38]等人为代表，其

中刑占军从 10 个维度编制的中国人幸福感量表是该领域较具

影响的研究之一。经济学领域多从国家政策目标，对收入与幸

福关系进行研究。陈惠雄[39]、傅红春[40]、赵奉军[41]、曾飞[42]等从经

济学角度出发，对幸福研究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陈惠雄对

传统经济学所奉行的效益最大化提出了质疑，认为人类一切活

动的最终目的是“趋乐避苦”的幸福最大化，因而提出了以幸福

原则来衡量社会运行绩效。傅红春通过抽样调查对上海居民收

入满足度低的原因给予了三点解释，一是房价高、二是教育费

用高、三是就业压力大。赵奉军从相对收入理论，曾飞从社会比

较理论、适应水平理论分别对收入与幸福关系作了经济学解释。
除以上两个领域对幸福研究外，近年来其他学科对幸福的

研究也相继展开。程国栋[43]从国家核算体系的演变和特点入

手，对中国人文发展的理论内涵和人文发展面临的环境和社会

压力作了深入分析后，提出“建立中国国民幸福生活核算体系

的构想”，是近期最具影响的研究之一。李卫平[44]运用文献资

料、理论分析法对北京 2008 奥运会的申办与北京市民幸福指

数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奥运会的举办不但能促进北京经济

发展、增加就业机会，还会提升北京市民的幸福感。张明军[45]通

过发放调查问卷，采用 Ordered Logistic 模型对与幸福感有相关

关系的变量进行组群差异分析，认为兰州市居民幸福感与性

别、教育程度、健康状况、职业稳定、家庭关系等因素显著相关。
二、结语与展望
尽管幸福研究已在全世界范围内形成热潮，但在发展与完

善的同时也存在一些固有的问题，如幸福感究竟包括哪些成

分，幸福感从哪里来等等。这就要求我们要从更深层次上来探

讨幸福感的本质和影响因素。由于幸福感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

性，它既包含了一个人的理智判断，也包含了一个人的情感成

分，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幸福感是主观的，要把主观性很强的

心理态度作为一种客观指标是测量幸福的最大难题。除此之

外，对比国外研究成果，我国幸福问题研究还存在着诸多不足，

如对幸福的理论体系把握不够；对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统计测评

不够科学，如分析收入和幸福关系时，没有考虑到收入的分布、
边际收入、其他变量对收入的影响等等方面，而这些因素对于

幸福水平的影响非常大；在进行社会调查时，设计的问卷内容

往往不一致，研究者们只是根据自己的研究目的和研究需要任

意地选择指标，没有形成统一的问卷格式，这样使得研究结果

不具有可比性。总体来看，关于幸福的研究在我国还处于起步

阶段，以上诸多问题需要亟待系统和全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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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显著性水平），而拒绝 PPI 成为 GDP 原因的概率大于拒绝

CPI 成为 GDP 原因的概率，这说明 CPI 变动对 GDP 的影响要

大于 PPI 变动的影响，但两者的影响都不大。而假设 GDP 不是

成为 PPI 和 CPI 的原因的检验值都大于临界值（1%的显著性水

平），这说明 GDP 的变动对 CPI 与 PPI 的变动有很大的影响。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从总体上我国 GDP 的变化

要领先于 CPI 与 PPI 的变化，CPI 与 PPI 变动对 GDP 变动的影

响较小，GDP 变动对 CPI 与 PPI 变动的影响较大，这与前面的

分析结论相一致。即我国经济周期领先于物价周期，物价变动

受到经济产出水平影响较大，而对与物价指数进一步分析，我

们发现居民消费品价格对产出的影响大于工业品价格的影响，

这说明消费价格变动更容易影响总需求的变化进而对产出造

成影响。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第一，从 1978—2007 年间，我国经济周期大体上领先于物

价周期，物价波动受到产出波动较大的影响，这说明了我国经

济周期的原因主要来自于外部供给方面的冲击而不是内部需

求的冲击，因此经济周期理论中的“外因论”对我国实际经济运

行更有解释力。
第二，在最近的经济周期中物价变动与产出变动出现了不

一致，这表明我国经济周期的产生受到除技术进步、制度创新

等因素的影响外有其他因素的影响。
第三，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物价周期波动幅度出现先上

升后下降的局面，这表明我国宏观调控在稳定物价方面起到一

定作用。
（二）建议
第一，继续推进市场经济制度建设，完善市场配置资源职

能，发挥市场经济制度对我国经济的促进作用。
第二，鼓励企业创新，加大科技研发费用，推动技术创新步

伐，为我国经济找到新的增长点。
第三，继续推进产业结构转型，鼓励高科技等新兴产业的

发展，促进国民经济协调稳定发展。
第四，坚持可持续发展道路，改变过去高耗能，高污染，低

效率的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第五，提高居民收入，缩小国民收入分配差距，优化当前的

投资消费结构，促进今后我国的经济向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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