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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群体心理卫生
·

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
周明洁 ①② 张建新 ①

【摘 要 】目的 探讨社会阶层
、

客观经济收人
、

主观经济满意度等因素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

响
。

方法 运用生活满意度量表对 名农村居民进行测试
。

结果 不同社会阶层农村居民的主观幸

福感存在显著差异
,

尸 二 刃
,

个体工商户 土 与乡镇企业工人 土 的主

观幸福感较强
,

教育 科研 卫生人员 土 以及外出打工者 士 的主观幸福感较弱

家庭收入不同的农村居民在主观幸福感上存在显著差异
,

尸 客观经济满意度与农

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弱相关
,

主观经济满意度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中度相关 二

性别
、

年龄
、

社会阶层
、

客观经济收人
、

主观经济满意度对主观幸福感有独立作用 月二

、 、 一 巧
、 、 。

结论 经济收人与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是相对的
,

主

观经济满意度比客观的经济收人更能预测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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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心态的调查和分析越来越受到重视
,

居民

的主观幸福感是其中一项重要的考察指标
。

为了更好

地了解有哪些因素对个体的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
,

心

理学与社会科学领域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

国外有

研究表明经济收人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相关紧密
’ 。

一项 针 对 中国 的调 查 也 显 示
,

分别有 和

的中国城镇
、

农村居民认为贫穷是感到不幸福

的主要原因川
。

经济收人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

是显而易见的
,

但是在学术界还存在一个争论 即经

济收人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是相对的还是绝对

的 持
“

绝对关系
”

观点者 认为
,

主观幸

福感源 自于对基本的人类需要的满意感
,

收人可以帮

助人们应对各种生活中的需要
,

因而低收人是低主观

幸福感的原因 , 而持
“

相对关系
”

观点的学者认

为经济收人或其他资源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受一些相

对标准的制约
,

如生活期望
、

适应水平和社会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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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主观的经济满意度更能预测个体的主观

幸福感
。

除经济收人外
,

也有研究者考察了社会阶层

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

研究结果一致表明居民所

处的社会阶层对其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影响
,

并且社

会地位越高
,

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也越高〔川
。

本研究探讨个体的客观经济收人
、

主观经济满意

度
、

社会阶层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

以及在中国农

村
,

经济收人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是
“

绝对的
”

还是
“

相对的
” ,

为提高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提供指

导
。

依据前人的研究
,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处

于不同社会阶层的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存在一致性

的差异
,

即居民所处的社会阶层越高
,

其主观幸福感

亦越强 客观的经济收人越高
,

农村居 民的主

观幸福感越强 主观经济满意度越高
,

农村居

民的主观幸福感越强 主观经济满意度对主观

幸福感的预测超过客观的经济收人对其的预测
。

表示同意
。

本研究中生活满意度量表的内部一致

性信度为
。

本研究用
“

我对我家庭现在的经济

收人感到满意
”

来测量被试的主观经济满意度
。

采

取 级计分的方式 表示非常不同意
,

表示 同

意
。

统计方法 进行方差分析
、

相关分析
、

回归

分析
。

结 果

对象与方法

对象 在湖南省浏阳市不同经济发展程度的

个乡镇抽取被试
,

计划每个乡镇抽取样本 人
。

根据我国农村各阶层的构成
,

将农村居 民分为七

个阶层
,

结合 年浏阳市年鉴记录的各阶层常住

人 口 比例
,

在各镇 乡 政府
、

学校
、

乡镇企业
、

自然村等机构随机抽取样本
。

发放问卷 份
,

回

收有效问卷 份
,

其中男性 人
,

女性 人
,

人性别不详 年龄 一 岁
,

平均年龄 士

岁 农村户口 人
,

城镇户口 人 小学受教育

程度 人
,

初中 人
,

高中 人
,

大专以上

人 农业劳动者 人
,

乡镇企业职工 人
,

党政机关管理人员 人
,

企业管理者 人
,

教育

科研 卫生人员 人
,

个体工商户 人
,

外出打

工者 人 家庭月收人 元 人
, 一 以〕

元 人
,

《 一 元 人
, 一 元

人
,

《 减 一 《 元 人
,

元 人
。

工具 生活满意度量表
,

比 ’〕包括生活接近理想
、

生活状况
、

生活满意
、

得到重要的东西
、

肯定人生道路 个项

目
,

采用 点计分
,

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
,

分值

越高
,

满意度越高
。

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

同时具有 良好的效标效度与结构效度〔’ 。

在本研究

中
,

利用 比 来测量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
,

考虑

到农村居民整体受教育程度较低
,

分级太多不容易理

解
,

因而采用 级计分的方式 表示非常不同意
,

不同人 口学变量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差异

比较 不同年龄段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的

组间差异
,

尸 《
,

年龄由小到大主

观幸福感得分依次为 士 、 士 、

士 、 士 、 土 、 土 不同受

教育程度居 民 的主观幸福感存在显 著差 异 二

,

尸
,

初中或技校得分最高 士

,

然后依次是高中或中专 土 、

大专

或以上 士 、

小学
,

土 不 同性

别与户口所在地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间无显著差异

均
。

不同社会阶层主观幸福感的差异比较

⋯⋯卜奢瑟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
长

粉面刀刀刀

声、、 一 入入入
厂厂厂 甲

、、、
解解解解解

二

图 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阶层分布

图 显示农村各社会阶层的主观幸福感由低到

高依次为 教育 科研 卫生人员 士 ,

外

出打工者
,

士 ,

农业劳动者 土 ,

党政机 关管理 人 员 土 ,

企 业 管理 者
土 ,

乡镇企业工人 士 ,

个体工

商户 士 。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

各阶层之

间差异有统计学显著性 二 , 二 。

不同客观经济收人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差异比

较

图 显示家庭收人不同的农村居民在主观幸福

感上存在显著差异 二 ,

侧
,

其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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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了

主观幸福感的变异量
。

表 各类变量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回归分析结果

预测变量

性别

年龄

户口

受教育程度

社会阶层

客观经济收人

主观经济满意度

偏 护 月值 值 值

《洲

减场

一

一

斜 加

《 旧

洲

《 〕

图 不同经济收入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得分

分别为 家庭月收人 元 士 , 一

元 士 , 一 元 土 ,

犯 元 士 , 一 元 士 ,

一 元 士 ,

元 土 。

总的来

看
,

随着客观经济收人的提高
,

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

感呈现提高的趋势
。

不同主观经济满意度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差异

比较 将主观经济满意度分为
“

对 自己的经济收人

非常不满意
,

基本不满意
,

基本满意
,

非常满意
”

四级
,

进行差异分析
。

结果表明不同主观经济满意度

的农村居 民在主观幸福感上存在显著差异 二

,

尸 。

随着主观经济满意度的提高
,

主观幸福感得分依次为 士 , 土 ,

土 , 土 。

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分析

主观幸福感与客观经济收人 二 、

主观

经济满意度 二 均呈正相关 洲
。

为了进一步了解影响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因

素
,

建立了回归模型
。

性别
、

户口所在地
、

社会阶层

是分类变量
,

由于分类回归分析

可对分类变量进行赋值以量化分类数据
,

并且

建立转换后数据的最优线性回归方程
,

因此
,

本研究

使用分类回归分析的方法探讨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

的影响因素
。

研究结果表明此回归方程有意义
, ,

表 显示性别
、

年龄
、

户 口
、

受教育程度
、

社会阶层
、

客观经济收人
、

主观经济满

意度等 个变量共解释约 的主观幸福满意度的

变异量
,

其中是否为城镇户口以及受教育程度的高低

对农村居民的生活满意度没有显著影响
。

在对农村居

民有显著影响的变量中
,

性别只能解释约 的生

活满意度的变异量
。

年龄与社会阶层分别解释生活满

意度约 的变异量
,

客观经济收人解释其 的变

异量
,

主观经济满意度能解释约 的农村居民的

讨 论

本研究表明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农村居民的主观

幸福感存在差异
,

农村居民所处的社会阶层对其主观

幸福感有显著的影响
。

在农村各社会阶层中
,

个体工

商户
、

乡镇企业工人的主观幸福感较强
,

而教育 科

研 卫生人员以及外出打工者的主观幸福感较弱
。

这

表明
,

不同社会阶层的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并没有

随其社会地位的高低呈现一致性的变化
,

其中教育
、

科研
、

卫生人员作为农村社会地位较高的阶层代表
,

拥有最多文化资本的阶层
,

并且他们的经济收人在农

村社会也是较高的
,

可是他们的主观幸福感却呈现出

较低的状态 而乡镇企业的工人虽然社会地位与收人

相对较低
,

但是他们的主观幸福感却较高
。

有研究者

认为
,

主观幸福感受社会比较与自我生活预期的影

响
。

农村教育科研卫生人员相对来说知识层次比

较高
,

与城市的接触也比较多
,

因而会对生活品质产

生更高的要求
,

这可能是农村教育科研卫生人员主观

幸福感比较低的原因
。

同时
,

早期社会比较理论强调

对比的结果
,

即个人与周围人比较
,

如果 自己优于别

人则感到幸福 ’
,

’“ 〕。

乡镇企业工人与没有固定收人的

农业劳动者相比
,

其生活质量有了明显的改善
,

这也

可能是其主观幸福感相对较高的原因
。

有研究〔川 发现主观经济满意度对个体的主观幸

福感的影响大于客观的经济收人
,

本研究结果也发现

客观的经济收人越高
,

主观幸福感越强 主观经济满

意度越高
,

主观幸福感越强 主观经济满意度对主观

幸福感的预测超过客观的经济收人对其的预测
。

等研究
‘, 〕表明金钱对个体幸福感的实际作用并不

是那么明显
,

在作幸福感归因时
,

夸大了金钱的作

用
。

本研究结论支持
“

相对关系
”

的观点
,

即主观

幸福感与主观的经济满意度的关联更大
。

同时
,

客观

的经济收人与主观满意度之间存在低度的相关
,

亦表



以
, , ,

明客观的经济收人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起作用的
。

提示

在农村居民基本的生活需要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
,

客

观的经济收人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作用会增强
。

总的来说
,

幸福感是一种主观的感觉
,

与社会地

位
、

经济收人之间并没有太强的联系
,

对幸福感影响

更大的可能是预期高低
、

参照比较对象水平等
。

要提

升主观幸福感
,

需要提升其主观经济满意度
,

进一步

的研究可以从社会比较的角度对农村居民的主观经济

满意度以及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进行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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