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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好地服务于鹤壁市广大中老年朋友，春天保健品有限公司将倾力打造以健康、

保健、幸福晚年等为主题的真正属于中老年朋友的杂志。 关于杂志的名称、内容、形式

等，如果您有好的想法和建议，请及时与我们联系。 此外，《春天保健之歌》的词、曲也在

火热征集中。

您的作品、想法一经采用，将会得到我们丰厚的回报。

期待您的参与 !

“让人民幸福”成高频词 民生指数课题组相关专项调查出炉

幸福观调查 国人最重家庭和谐

在近期召开的地方两会上，“让人民幸福”成

为各地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十二五”规划中的高

频词。 哪些因素影响中国人的幸福感？

从 2009 年底开始， 由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

副主任吴晓灵领导的中国民生指数课题组致力

于“中国人幸福观调查”，经过一年多的实践，近

日，该调查发布，中国民生指数的指标体系基本

形成。

在 19 个主观指标中，“家庭和谐” 是影响中

国居民幸福感的最重要因素， 其次为“健康”和

“子女教育”。“社会管理参与” 对幸福影响最低。

另外，“居住”幸福不幸福出现偏差： “居

住” 的重要性评分仅列第 10 位。 这与当下舆论

关注程度存在一定的偏差： 住房问题是当下舆

论最关注的话题之一， 关注度甚至高于教育、

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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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感调查 和谐居榜首

课题组委托中国人民银行统计调

查队在全国发展水平不一的 24 个城

市对 4800 名居民进行调查。

根据民生课题组专家的研究，并

参考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 本次调查

列出了 19 个调查问题，要求受访者对

每个问题影响生活品质或幸福感的程

度作出回答。

根据调查结果， 调查组把受访者

对 19 个影响个体幸福感的问题按照

重要性评分进行排序。

排序显示， 在影响中国居民幸福

感的各个因素之中，最重要的是家庭，

“家庭和谐” 被评为第一位，“健康”位

列第二，“子女教育”位列第三。

城市规模越小， 越重视“家庭和

谐”。 经济发达大城市的居民更加重

视生活水平 （家庭经济状况、 物价）、

生活质量和社会正义。 相应地， 政府

行政的方向应该是构建良好的生存环

境。

另外， 收入越高， 学历越高，对

“生活安全”的重要性评分越高；经济

发达大城市更关心“生活安全”。

家庭和谐 93.6 分

健康 93.2 分

子女教育 90.4 分

生活安全 89.9 分

医疗服务 89.2 分

家庭经济状况 88.2 分

环境质量 87.2 分

尊重 87.1 分

社会保险 85.9 分

居住 84.1 分

工作 83.8 分

物价 83.6 分

公用设施 82.7 分

交通 82.1 分

司法 80.0 分

贫富差距与社会公平 79.2 分

社会交往 77.8 分

政府行政 77.0 分

社会管理参与 73.2 分

“幸福感”重要性评分

参

与

社

会

社会管理参与对幸福影响最低

与媒体频频曝光的热点类别不

同，“司法”、“贫富差距与社会公平”、

“社会交往”、“政府行政”、“社会管理

参与” 等几个方面在 19 个问题中评

分靠后。

在 19 个因素中， 重要性评分最

末的为“社会管理参与”，其次是政府

行政、社会交往。

但是受访者回答“非常重要”或

“比较重要”的比例至少为 60%，回答

“不太重要”或“不重要”的比例最多

为 16%。

生存和发展仍是当前主题

出现这种结果可能与国家整体

的发展阶段有关。 因为我国刚刚开始

迈向小康社会， 生存和发展还是主

题，公民社会尚未形成。

毕竟，我们改革开放才 30 余年，

这么多年来一直以经济增长为中心，

有的地方甚至以 GDP 为核心、 其他

方面为 GDP 数据的增长让路，所以，

“社会管理参与”不太受重视。

但今后“社会管理参与”将会越

来越受到重视。 调研中也发现了这一

潜在的规律。 从调查结果来看，中等

收入以上的群体， 对“社会管理参

与”、“政府行政”等方面均较为重视。

同时，对这些因素，学历越高重视程

度越高；城市规模越大，赋予的分值

越高。

这表明，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人们对政府行政服务的要求日益增

加，特别是在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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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幸福不幸福 评分出现偏差

在 19 个因素中，“居住” 的重要性评分位

列第 10 位。 这与当下舆论关注程度存在一定

的偏差：住房问题是当下舆论最关注的话题之

一，关注度甚至高于教育、医疗。

从评分数据看， 月收入 5000 元以上的中

等偏高和高收入群体，对“居住”的评分更高。

从城市规模分组情况看，经济发达大城市更重

视“居住”，将其列为第 10 位，其他规模的城市

列为第 11 位。

高低收入者问题均解决

“居住”，从 19 个指标的排名位置看，位居

第 10 位， 说明这是老百姓非常重视的一个问

题。

但是，它的排名低于教育、医疗，与舆论关

注程度有偏差。

原因可能是， 居住问题呈现分化的态势：

高收入群体的居住问题已经得到妥善解决，而

低收入群体的居住问题也因为历史以及后来

的保障住房等举措得到解决，真正需要解决的

是“夹心层”的居住问题。 （据《法制晚报》）

学历低、 收入低人群“痛苦指数 ” 更明

显， 这可能与物价上涨等多方因素有关。 前

一阶段的发展， 国家可能更重经济增长 ， 轻

消费和分配， 于是， 人们分享经济发展的成

果显得不足； 与此同时， 收入分配不尽合理，

差距有所拉大。

而学历低、 收入低人群 ， 在收入分配上

处于不利地位， 加上这两年的物价快速上涨

因素， 他们的就业比较难等， 他们在就业以

及保障和提高生活水平上有更明显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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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低收入低“痛苦指数”更高

主流经济学非常重视“物价”和“工作”，从

而提出广受关注的“痛苦指数”（通货膨胀百分

比 + 失业率百分比）。

课题调研发现，在 19 个问题中，“工作”的

重要性评分位列第 11，“物价”的重要性评分位

列第 12，比较靠后，这似乎与主流经济学的分

析有所偏离。

对于“物价 ”而言 ，从家庭收入分组情况

看，收入越低，对“物价”的重要性排序越高。 从

学历分组情况看，学历越低，对“物价”重要性

的排序越高。

分配不尽合理 差距有所拉大

中国人历来重视家庭问题

中国人历来重视家庭问题， 这与

其他国家不同，中国人甚至将“国”称

之为“国家”。

外国民众是外向的， 相比而言中

国人更恋家，更重视家庭。

中国的家庭观念和其他国家不

同， 中国人习惯于从家的角度去看待

外界事物。 子女教育位居前列也是如

此。 中国文化中子女教育不仅仅是职

业发展，更重要的是社会地位的认同。

相比之下， 社会公共服务等宏观

方面因素看上去是作用于每个人，但

实际上并不是， 只能说有些社会公共

服务覆盖面大些，关联度高些，有些则

相反。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越微观的层

次对幸福感影响越直接，这也是“家庭

和谐”、“健康”、“子女教育” 排在前面

的原因。

幸福感来自多个方面， 就好像在

一天中人在不同时段的不同角色一

样。 工作上的满足、家庭和谐、身体健

康都是幸福感的体现形式， 而其中情

感上的因素更为重要。

研究表明， 结婚的人群幸福度高

于非婚人士，同居的高于单身，这是情

感安全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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