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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E N  W E I  E D U C A T I O N

現代中國 + 全球化

1. 幸福感是否能夠進行量化計算？你認為評價幸福指數的指標應該包括哪些？

2. 如果你認同資料三的調查結果，那麼你認為造成不同年齡階段群體幸福感差異的原因是甚麼？

3. 經濟發展與幸福之間有必然聯繫嗎？經濟越發達的地區，人們的幸福感就越強烈嗎？

4. 如果你是人大代表，你會向政府提出甚麼建議來增強民眾的幸福感？

5. 為甚麼越來越多國家關注國民幸福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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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五」規劃實
施城鎮保障性安居工
程，目標全國保障性
住房覆蓋達20%。

資料圖片

■「十二五」規劃提高養老保障水準，城鎮參加基本養老保險人數新增1億，實現
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全覆蓋。 資料圖片

2010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超過日本，一躍成為經濟總量

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然而，內地多年的經濟快速增長亦帶來了發

展不平衡的問題，看病難、上學難、就業難、收入差距拉大等現象

惹人關注。在這種情況下，如何令民眾更實惠地分享改革開放和經濟發

展的成果，提高民眾的幸福感，成為今年「兩會」的中心議題，國家「十二

五」規劃更是將民生問題列為重點，發出了「告別GDP崇拜，締造幸福中國」

的強烈信號。究竟應該如何界定及量度「幸福」呢？

■作者：岳經綸 中山大學教授

■統籌：教育社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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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一：中國整體幸福感回升（10分制）
1990年 1995年 2001年 2007年

6.5 7.08 6.6 6.72

資料來源：荷蘭伊拉斯謨大學的世界幸福感資料庫

資料二：中國近年幸福地區排名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資料三：2010年中國不同年齡層幸福指數（1為不幸福，5為非常幸福）

30歲以下 31-40歲 41-50歲 51-60歲 61-70歲 70歲以上

3.69 3.76 3.75 3.77 3.83 3.88

資料來源：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中國民生指數課題組：《2010年中國城市居

民幸福感調查》

資料四：2009年中國家庭收入與幸福感對比（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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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何謂幸福？
幸福應該有幾個含義，第一個是通常說的快樂

（happiness），一種感受良好時的情緒反應，心理欲望
得到滿足時的狀態，常見的成因包括感到健康、安

全、愛情和性快感等。第二個應該是福祉（well-being），內涵更加豐富。
中國幸福學認為，幸福強調的是讓人們感到幸福和滿足的一種狀態。此
種狀態包括安定、滿足、自由、平等、尊嚴和權利等方面的內容。無論
是普通的快樂還是其他概念的定義，「滿足」（satisfaction）似乎是獲得
well-being這種狀態的前提條件。

美國經濟學家薩繆爾森（Paul A. Samuelson）提出了幸福方程式：效
用/欲望=幸福指數。根據馬斯洛5個層次需求理論，欲望是一種缺乏的
感覺與求得滿足的願望，它分為5種層次，效用是從消費物品中所得到的
滿足程度，是對欲望的滿足。判斷一個人的幸福與否，可以從答案中得
到，以得數1為分界嶺。比1小就證明不幸福，等於1或者比1大就證明是
幸福的。也可理解為，當人的需求（不同層次的）和欲望（不同方面的）
得到或者沒得到滿足，那麼人就是感受到幸福或者不幸福，也即處於幸
福或者不幸福的狀態。

2. 幸福廣東
廣東是內地推動民眾幸福感的地區，於2011年1月6日提出建設「幸福

廣東」的口號，並將其定義為：「讓民眾幸福更給力更持久！」中共廣
東省委十屆八次全會還強調了建設幸福廣東的具體要求：「堅持以人為
本，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保護生態環境，建設宜居城鄉，改善社會治
安，保障人民權益，暢通訴求表達管道，滿足人民群眾文化需求，強化
轉型升級的目的依歸和價值導向，使轉型升級成果更好地轉化成人民群
眾福祉。」

幸福或幸福感，受到許多複雜因素的影響，主
要包括：經濟因素如就業狀況和收入水準等；社
會因素如教育程度和婚姻品質等；人口因素如性
別和年齡等；文化因素如價值觀念和傳統習慣
等；心理因素如民族性格、自尊程度、生活態
度、個性特徵和成就動機等；政治因素如民主權
利和參與機會等。此外，對主觀幸福的理解還涉
及許多分析層面，主要包括認知與情感、個體與
群體、橫向與縱向，以及時點與時段等。

國民幸福總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的概
念起源於30多年前，最早是由不丹國王提出並付
諸實踐，而幸福指數(Gross Happiness Index)是用來
衡量幸福感具體程度的主觀指標數值。一般而
言，評價民眾幸福指數的指標包括以下三類：

A類指標： 涉及認知範疇的生活滿意程度，包括

生存狀況滿意度（如就業、收入和社

會保障等），生活品質滿意度（如居

住狀況、醫療狀況和教育狀況等）。

B類指標： 涉及情感範疇的心態和情緒愉悅程

度，包括精神緊張程度和心態等。

C類指標： 涉及人際以及個體與社會的和諧等。

不過，人們普遍認為，體現民眾幸福感的幸福
指數是「毋須調查統計的反應」，是掛在人民群眾
臉上「指數」。

外國幸福指標
1. 澳大利亞

澳大利亞的幸福指標明確把well-being與happiness

區分，happiness只是一時間的心情愉悅和情緒之
快樂，但是well-being則是一種更加穩定的狀態

（stable state），而且是一種處於（being）良好的
（well）、感到（feeling）滿意（satisfied）和滿足
（contented）的狀態。可見良好的境況和滿足的心
理感受都是幸福（well-being）的重要構成。

澳大利亞的幸福指標還從個人（personal）和國
家（national）維度區分。

個人的有以下幾個要素：身體健康（health）、
人際交往關係（personal relationships）、安全感受

（how safe you feel）、 生活標準（standard of
living）、人生成就水準（what you are achieving in
life）、社區團體的歸屬感（feeling part of the
community）和未來的保障（future security）；

國家層面的有以下幾個要素：社會狀況（social
conditions）、經濟狀況（economic situation）、自然
環境（The state of the environment）、商業貿易

(business)、國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政府
（government）。
2. 加拿大

加拿大也有自己的一套幸福評價標準，與GDP
狹隘的評價經濟發展水準不同，加拿大的幸福指
數注重於生活品質（quality of life），包括了：

－ 生活水準（living standards），包括收入和財富
的水準和分配、貧困率、收入波動性，以及經
濟上的保障；

－ 健康人口（healthy populations），衡量處於生
理和心理健康的人口數，如預期壽命、影響健
康的行為和生活環境、醫療品質和使用，以及
公共衛生服務等；

－ 教育（education），識字率和擁有專業技能水
準的人口；

－ 自然環境（environment），健康、完好的自然
環境，包括生態系統、水資源和自然資源的可
持續發展狀況；

－ 社區團體的生命力（community vitality），普通
居民、私人部門、公共部門、志願組織中能發
揮的力量、活躍程度以及相互間關係的包容
性；

－ 民主參與度（democratic engagement），公民
在公共事務中的參與度，政府運作的公開、透
明、效率、公平、公正以及便民的水準；

－ 閒暇與文化（leisure & culture），文化娛樂活動
水準，包括所有形式的藝術和文化以及娛樂活
動時間的運用（time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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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幸福 源起不丹

 

   

 

   

「十二五」規劃構建幸福
擴大城鄉就業規模 城鎮年均新增就業900萬人，年均轉移農村勞動力800萬人

提高最低工資標準 最低工資標準年均增長13%以上

提高養老保障水準 實現城鎮職工基礎養老金全國統籌，城鎮參加基本養老保險人數

新增1億，實現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全覆蓋

提高醫療保障水準 城鄉三項基本醫療保險參保人數新增6,000萬以上

提高城鄉低保標準 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年均增長10%以上

減輕居民稅收負擔 「十二五」中後期建立健全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

實施城鎮保障性安居工程 全國保障性住房覆蓋面達20%左右

完善就業和社會保障服務體系 推行社會保障一卡通，全國統一的社會保障卡發放覆蓋60%人口

排名 地區│幸福率（%） 地區│幸福率（%） 地區│幸福率（%）

1 青海│66.67 吉林│62.86 西藏│64.10

2 山西│61.45 山東│57.91 遼寧│60.98

3 安徽│61.05 陝西│57.63 山東│58.65

4 內蒙│60.59 河南│57.38 內蒙│58.08

5 黑龍江│60.48 河北│56.19 安徽│57.29

資料來源：CCTV2010經濟生活大調查，《中國經濟週刊》，2011年第二期

■幸福感受到許多複雜的因素影響，當中包括
民族性格的心理因素。 資料圖片

■「十二五」規劃提高最低
工資保障，目標最低工資標
準年均增長13%以上。

網上圖片

■人們普遍認為，掛在臉
上的歡笑，才是真正量度
幸福的指數。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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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收入 很幸福 比較幸福 一般 不太幸福 很不幸福 幸福率 不幸福率

全國平均 17.39 34.22 39.20 5.38 3.81 51.61 9.19

2萬元以下 14.79 29.40 44.35 6.53 4.93 44.19 11.46

2-5萬元 17.59 36.48 38.39 4.73 2.81 54.07 7.54

5-10萬元 21.97 41.27 29.24 4.06 3.46 63.24 7.52

10萬元以上 31.71 40.08 19.36 3.79 5.05 71.79 8.84

資料來源：CCTV2010經濟生活大調查，《中國經濟週刊》，201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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