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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幸福指数”一语在社会上被广泛运用。指数，本是经济

学中经常用到的一个术语，其最初含义是指某一经济现象在某一时期内

的数值和同一现象在另一个作为比较标准的时期内的数值的比数，反映

的是经济现象变动的程度。后来，这一术语被广泛运用，逐渐演变为一

个大众词汇。幸福，是与“美好”联系在一起的，对它至少可以有两种

理解：一是指美好的生活;另一是指人们的主观感受和体验。由于每个

个体都浸染于特定的文化，因而这种幸福体验便具有了较多的文化特

色。幸福指数所针对的幸福，显然接近于人们对幸福的后一种理解，也

可以称之为幸福感。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国外研究者对幸福感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尽

管研究者对幸福感的含义理解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在将幸福感作为体

现人们主观生活质量的核心内容方面则存在着广泛的共识。与此相应，

幸福指数也被认为是反映人们主观生活质量的核心指标。在对以往的幸

福感研究加以整合的基础上，可以提出体验论幸福感的观点。根据这一

观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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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形式上讲，幸福感是一种心理体验。这种体验并不是某种转瞬即逝的情

绪状态，而是基于主体自觉或不自觉地自我反省而获得的某种切实的、

比较稳定的正向心理感受。从内容来讲，幸福感是人们所体验到的一种

积极的存在与发展状态。幸福感是一种个体的心理体验，但幸福指数反

映的则是一种社会事实，或者说社会现象，是一般人或特定的社会群体

在特定时期主观生活质量的变化程度。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为我们展现的是一幅幸福美好的社会

图景：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各尽其能”可以

理解为人们潜能的充分发挥；“各得其所”可以理解为人们基本生存需

要的充分满足。根据我国文化传统，也可将“和谐相处”理解为人们的

一种基本需求，这意味着在我们所要构建的和谐社会里，人们的基本生

存需要可以得到很好的满足，人们可以通过自身潜能的充分发挥而使个

人得到全面的发展。依据体验论幸福感的观点，作为体现主观生活质量

的幸福感，其基本内容恰恰是人们对自身所具备的生存与发展条件的一

种积极的体验。从这个角度上讲，幸福指数的内在含义与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的目标又有着高度的一致性，提高人们的幸福感、提升人们的

主观生活质量，也就成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  



  自古以来，幸福就是政治家和思想家提出的鼓舞人心的口号。它不

仅被视为人生的追求，而且也被视为社会政策的追求。从某种意义上可

以说，对幸福的追求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幸福指数能否成

为一种切实的政策目标，关键在于政策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人们的幸

福体验。在以往的幸福感研究中，研究者曾经提出了一种幸福感的人格

决定理论，按照这种理论，人们的幸福感比较稳定地受到人格特质的影

响。但后来的研究者却发现，国家或地区的富裕程度与人们的幸福感水

平之间存在着较强的正相关关系。这就意味着，一个国家能够为人们提

供的生存与发展条件与该国人民的幸福体验息息相关，而人们所具有的

生存和发展条件恰恰是政策可以关注并能够发挥作用的。我国是共产党

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

自己的特殊利益。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这就决定了

我们的政策选择必然是人民利益至上，在各项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必然

把为人民谋幸福、提供尽可能优越的生存与发展条件作为价值标准。以

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集中体现了政

策制定中这种鲜明的价值取向。 

  将幸福指数作为一种政策目标，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幸福指数是

衡量一个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指标。衡量一个社会的和谐发展，最根本

的标准是这个社会是否能够很好地满足人们的生存需求、是否能够为人

们提供广阔的自由发展空间、是否坚持社会发展目标上的以人为本。从

这个标准来看，以往将GDP反映经济发展的指标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核

心指标的做法显然是不充分的。反映人们主观生活质量的幸福指数，可

以弥补GDP指标的不足，用以衡量社会的全面进步与和谐发展。当前，

我国处在经济体制转轨期，我们应当密切关注各项重大政策对人们整体

幸福感的影响、关注城乡居民幸福感的差异和走势、关注社会不同利益

群体幸福感的状况，充分考虑发展的速度、改革的力度和人们幸福度的

协调与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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