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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指数研究对于社会宏观决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透过科学发

展观的视野来加以审视，幸福指数可以作为衡量一个社会进步发展的重

要指标。衡量一个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最为根本的标准是这个社会是否

能够很好地满足民众的生存需求、是否能够为民众提供广阔的自由发展

空间、是否坚持了社会发展目标上的以人为本。从这个标准来看，以往

将GDP这类反映经济发展的指标作为衡量社会进步发展的核心指标的做

法显然是不充分的，反映民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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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不仅如此，幸福指数还是

监测一个社会良性运转的重要指标。作为检测社会良性运转的指标，幸

福指数更多地发挥一种诊断功能。在我国，社会决策者追求的是广大人

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体现人民群众切身感受的幸福指数是我们制定和调

整各项政策的根本依据。我们可以通过对幸福指数的追踪研究，把握不

同社会群体幸福指数的走势和变化规律，将幸福指数作为改革目标实现

程度的重要“指示器”、了解民众情绪波动和变化的“晴雨表”、检测

社会良性运转的“预警器”。 

幸福指数研究对于企业经营管理决策也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企业

发展的动力和目标到底是什么，不同时代条件下的企业家秉持的可能是

不同的理念。毫无疑问，追求利润的增长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多数企业

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动力，但是今天越来越多的企业经营者也开始意识

到，利润并不是企业的唯一目标，企业发展的终极目标在于人的发展以

及人的需求与价值的实现。在一个以人为本和社会和谐为特征的时代背

景下，一些富有远见和有责任感的企业家们开始把员工幸福与企业利润

看得同样重要。他们开始关注：企业在实现利润的同时如何全面提升员

工的生活质量、进而促进员工的全面发展？幸福指数研究在提升员工整

体素质和工作效率方面到底能起多大的作用？企业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

式，在构建和谐社会（幸福指数也可被视为度量和谐社会的重要指标，

参见拙文《幸福指数量度和谐社会》，《人民日报》2006年10月9日）

中应当承担何种责任以及能够发挥何种能动作用？对企业员工幸福指数

的横向比较和纵向追踪研究，可以帮助企业决策者们了解企业员工的主

观生活质量状况，分析影响员工幸福感的个体、组织和社会原因，进而

结合企业的实际探讨提升员工幸福指数的对策与途径。 

幸福指数对于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每个人而言，同样具有重要的现

实价值。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幸福指数研究者们已经能够并且会继续

努力为人们提供一些相对完善的幸福指数测量工具。通过这些测量工

 



具，人们有可能对自身的主观生活质量状况加以理性地把握和认识，发

现自身主观生活质量方面的优势和不足，分析可能导致自身持续的幸福

与痛苦体验（或者说，正向与负向体验）的各种环境和个体因素，帮助

人们对自己的人生走向加以反思，从而更好地实现自我、享受人生，过

上更加美好的生活。需要强调的是，尽管研究者们所归纳出来的幸福要

素来源于我们普通人的生活，但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全部具备所有这些

要素或特征的人则可能少之又少，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要素或特

征也会出现变化，因而幸福对于每个人而言也是相对的。作为一个社会

人，要在社会生活中获得切实的幸福体验，关键要从自身的实际情况出

发，努力创造获得幸福体验的条件，同时还应注意培养体验幸福的意识

与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那些企望幸福指数研究可以直接给人们带来

幸福的人注定是要失望的，幸福在很大程度上的确掌握在每个人自己的

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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