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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能不能加以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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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指数最近又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对于国家统计局

要推出幸福指数，一些人赞成，一些人反对，另一些人则提

出质疑。质疑声中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幸福能否被量

化”。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直接关系到统计幸福指数是否

可能，因此不能不认真地加以对待。 

    首先，需要澄清和明确幸福指数意义上“幸福”的含

义。按照国外幸福指数研究的传统，幸福指数所测定的幸

福，并非形而上学以及生活形态层面所指向或所理解的“幸

福”，而是科学层面所评价的“幸福感”，它是反映民众主

观生活质量的一种指标。幸福感是人们的一种主观体验，这

种体验绝不是抽象的体验，而是一种具体的体验，它是通过

一组极具针对性的指标来加以评价的。对幸福指数的评价，

依据的是个体的主观体验，而这种体验又受到人格、动机、

价值等因素的影响，因而不同个体的幸福感具有很大的差

异，但如果采用一定的抽样技术取样，对特定群体的幸福指

数加以考察，我们就会发现群体层面上的带有倾向性的趋

势。从这个意义上说，幸福感的构成、变化以及引起这些变

化的主体条件和环境因素都有客观规律可循。  

    事实上，幸福指数的含义远不止幸福感，它还应当包括

民众所拥有的客观生存和发展条件本身。因而，在追踪考察

幸福指数的基础上，可以通过社会政策的实施和调整，不断

改善民众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完善民众的人格，从而对民众

的幸福指数施以积极的影响，这本身就是幸福指数得以推出

的现实依据。  

    近年来，幸福指数的主观指标构建及测量研究已经有了

一些初步的进展。幸福感被认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

容：一，它是人们对生活总体以及主要生活领域的满意感；

二，它是人们所体验到的快乐感；三，它是人们由于潜能实

现而获得的价值感。因此，幸福感是由人们所具备的客观条

件以及人们的需求价值等因素共同作用而产生的个体对自身

存在与发展状况的一种积极的心理体验，是满意感、快乐感

和价值感的有机统一。  

    从我国的文化背景和当前的社会发展状况出发，我国民

众的幸福指数指标体系应由10个次级指标构成，即知足充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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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庭氛围体验指数。这10项指标可以通过《中国民众主观幸福

感量表》来加以测量。通过在山东连续5年的抽样调查研

究，证实了该量表具有理想的测量学特性。从去年10月开

始，在北京、沈阳、西安、杭州、广州、昆明6个城市对该

量表进行了验证修订，并最终形成了《中国民众主观幸福感

量表（修订版）》。这一修订版包含了40个项目，可作为评

价我国民众幸福感的具体测量工具。  

    当然，在对幸福指数的主观指标进行细化研究的进程

中，以下几个方面需要注意：第一，在编制幸福指数指标、

特别是主观指标时，一定要充分考虑到其复杂性，认真研究

编制这类指标的特点与规律。例如，在对幸福感加以测量

时，为了获得被调查者的真实体验，最为理想的境界是在测

试材料中淡化调查目的，最大限度地降低测量的表面效度，

提高测量工具本身的科学性。在正式推出幸福指数指标体系

之前，一定要通过大量试测来检验其的有效性和可靠性，不

断提高其科学性。  

    第二，一定要正确处理GDP指标与幸福指数之间的关

系，二者之间绝不是互相对立排斥的。幸福指数和GDP所发

挥的功能是不同的，幸福指数发挥的主要是诊断和预测功

能，是一种约束性指标，是为政策调整提供依据。而GDP所

发挥的主要是一种指示功能，是一种发展性指标。如果说

GDP指标所要考察的是发展速度的话，幸福指数指标则主要

是从发展方向来加以考察的，二者之间可以起到互为补充的

作用。  

    第三，一定要正视“幸福陷阱”，对幸福指数保持合理

期待。“幸福陷阱”，是指客观条件改善导致人们需求水平

的提高，但在一段较长时间里观察，人们的幸福指数有时并

不随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客观指标的增长而明显增长，甚至可

能出现暂时的下降。之所以会出现“幸福陷阱”，是因为幸

福指数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由于“幸福陷阱”等因素的存

在，我们没有必要期待指数与GDP同步增长，也没有必要统

计幸福指数的同期增长率以及对这种增长率进行预先的规

划，更没有必要在不同的地区之间进行不同形式的排名。  

    第四，不宜将幸福指数作为考察政绩的指标。将幸福指

数作为政绩指标，缺乏科学依据，因为幸福指数变化，往往

要受到一些宏观的、长期的因素影响，非一届一级政府、某

个领导者个人或某项政策所能左右。不仅如此，将幸福指数

作为政绩指标，还可能导致各种形式的“幸福指数崇拜”，

使该指标流于形式，远离百姓的幸福。  

第五，幸福指数指标的选取一定要立足于我国的文化背

景和社会发展现状，既要充分地吸收国外已有的研究成果，

 



又不照抄照搬；既要有一定的前瞻性，又不能脱离当前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建议在编制我国居民幸福指数指标体

系时，既考虑主观指标，又考虑客观指标，并采用科学的方

法确定不同指标所占的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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