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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2020年的调查数据，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对大量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

来探究社会分层与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社会分层对居民幸福感有正向的影响，尤其是相

对收入和绝对收入对居民幸福感影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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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the 2020 survey data from the Chinese Family Tracking Survey (CFPS) to descrip-
tively analyze a large number of data through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to explore the relation-
ship betwee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residents’ happiness. It was found that social stratification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residents' happiness, especially relative income and absolute income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residents' happ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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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幸福是一个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的话题。幸福的概念最早出现在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坚持认为

追求善是幸福的关键。在今天的背景下，幸福更像是一种心理上的感受。幸福感作为一个整体的幸福指

标，是人们全心全意感受生活的一种心理状态，它也是人们对社会满意度评价的一个重要指标，反映了

我们社会的整体运作。如今，人们对幸福的讨论常常发生在日常生活中，对幸福的追求也越来越多样化。

幸福是生活中常见的概念，但在学术界，它属于跨学科研究的范畴，因为研究跨越了多个范式，如心理

学、社会学、医学和管理学。本文对社会分层对人们幸福感的影响进行了科学有效地评估，有助于更好

地了解中国社会分层的现状，有助于研究中国社会治理的缺陷和不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1]。因此，本文探讨了社会分层与人们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从而在理论上促进人们幸福感的提升。 

2.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2.1. 研究概论 

学术界对于幸福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分析，宋佳萌和范会勇(2013)，他们使用社

会支持评定量表调查了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发现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支持使用、一般

的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绪之间存在中等程度的正相关关系[2]。刘军强和熊谋林(2012)利用

CGSS 数据发现，中国人的幸福水平在过去 10 年里有所提高，而且不同群体的幸福水平在政治社会地位、

是否是城镇户口、年龄大小、收入多少、是否结婚等方面存在差异[3]。而余鹏和宿淑华(2005)通过发放

问卷测量了 269 名大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和主观幸福感，发现自我效能感对主观幸福感有明显的积极关联，

主观幸福感没有性别和职业差异。在主观幸福感方面没有观察到性别或职业差异[4]。学界关于收入差距

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方面，大多数学者认为收入可以提高居民的幸福感，收入与幸福感之间存在正向联

系。而且根据“世界价值调查”显示我国居民幸福感下降的主要因素为收入差距拉大而催生出的“相对

剥夺感”。收入不平等而产生的不公平心理会使居民幸福感的水平降低[5]。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对于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以及居民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做了大量研究，但是

对于绝对收入与相对收入未作划分。基于此，本文尝试探讨相对收入与绝对收入对幸福感的作用机理。 

2.2. 研究假设 

总体而言，收入水平是评估社会地位的最重要方面，也是个人社会化的起点。它影响着认知水平的

形成。因此，本文的研究假设是： 
H1：一般来说，相对收入可以显著提高人们的主观幸福感。 
H2：一般来说，绝对收入可以显著提高人们的主观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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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据来源和变量的测量 

3.1. 数据来源 

本调查的数据来自 2020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该调查收集了一系列群体和社会层面的数据，

包括经济活动、人口、健康、教育程度和福祉，以及中国成人、儿童、家庭和社区的态度变化。 

3.2. 变量的引入 

3.2.1. 自变量：主观幸福感 
本研究的探讨难点是社会分层对人们的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在 CFPS 的基础上，来评估人们的

主观幸福感，询问“你认为自己有多幸福？”的问题。答复分为 10 个等级，从“非常不快乐”到“非常

快乐”不等，为简单起见，相邻两个项目的快乐分数合并为一个等级。1 是“非常不快乐”，2 是“相对

不快乐”，3 是“既不快乐也不快乐”，4 是“相对快乐”，5 个是“非常高兴”。 

3.2.2. 自变量：收入水平 
基于研究假设，本工作中有两个解释变量：① 绝对收入。根据 CFPS 问卷的结构，选择以下问题来

衡量人口的绝对收入。”税后月收入(人民币/月)”和绝对收入的自然对数。② 相对收入。为了评估人口

的相对收入，我们选择了基于 CFPS 的问卷结构，问题是“你在当地社区的社会地位如何？”。在这一

过程中，回答被分为 5 个等级，最低值为 1，最高值为 5。 

3.2.3. 控制变量 
本文选择了六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民族、政治观点、户口状况和教育水平。主

要变量选择在表 1 中。 
 
Table 1. Variable meaning 
表 1. 变量含义 

维度 变量 变量的解释 

因变量 人们的主观幸福感 非常不开心 = 1，相当不开心 = 2，说不清是开心还是不开心 = 3，
相当开心 = 4，非常开心 = 5。 

独立变量 
绝对收入 必要时进行对数化处理 

相对收入 非常低 = 1，相对低 = 2，不知道是高还是低 = 3，相对高 = 4， 
非常高 = 5。 

控制变量 

年龄(出生日期) 根据实际情况填写 

性别 男人 = 1，女人 = 0 

民族 汉族 = 1，其他 = 0 

政治派别 党员 = 1，其他 = 0 

家庭状况 非农业家庭 = 1，农业家庭 = 0 

教育水平 无教育 = 1，小学 = 2，中学 = 3，职高/专科 = 4，学士学位 = 5，
硕士学位 = 6，博士学位 = 7。 

3.2.4. 模型假设 
多重线性回归被用来分析社会分层和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在线性回归模型中，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

引入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种族、政治派别、教育水平和家庭状况)，然后分别引入绝对收入和相对

收入来考察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最后将所有自变量纳入模型。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采用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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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法进行检验。 

1 2i i i iREP SG uXPSβ β γ′+ ++=  

其中， iREP 为因变量，代表居民幸福感。 iSG 、 iPS 为自变量，分别反映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 X ′

γ 代表控制变量， iu 代表随机扰动项。 

3.2.5. 描述性分析 
表 2 显示，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平均为 3.72 分，表明我国人口的主观幸福感水平较高，大多数人在生

活中感到比较幸福。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the main variables  
表 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平均价值 

人们的主观幸福感 3.72 

绝对个人收入(以对数计) 9.67 

相对的个人收入 2.74 

年龄(被调查者的出生日期–出生年份) 48.21 

性别 0.47 

民族 0.92 

政治派别 0.1 

家庭状况 0.57 

教育水平 3.71 

4. 实证分析 

在这项工作中，自变量是人口的相对收入和绝对收入，所以使用 Stata 软件来估计上一节中提出的多

元线性回归模型。控制变量首先被用作基线模型，在最后的完整模型的线性回归之前，逐步加入人口的

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这两个维度。为了检验社会分层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本文构建了四个相互关

联的模型，表 3 总结了后期分析数据的结果。 
 
Table 3. Regression analysis  
表 3. 回归分析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4 个模型 

解释变量 
绝对收入  0.014*  0.008* 

相对收入   0.029*** 0.033*** 

控制变量 

年龄 −0.005** −0.003** −0.002*** −0.002** 

性别 −0.051*** −0.068** −0.06*** −0.071** 

民族 0.019 0.017 0.007 −0.006 

政治派别 0.021*** 0.179*** 0.141*** 0.176*** 

教育水平 0.032*** 0.029*** 0.03*** 0.027*** 

家庭状况 −0.032 −0.036 −0.037 −0.038 

 F 值 5.72*** 11.97*** 10.624*** 13.844*** 

 R2 0.012 0.028 0.01 0.026 

注：*、**、***分别表示在 10%、5%和 1%水平上的显著性；使用 STATA 软件获得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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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个模型中，大多数变量，如年龄、性别、政治派别和教育水平，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特别

是，人口的年龄与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人口越老，主观幸福感越强。从数据中可以看出，年龄每增加

一岁，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就增加 0.005 倍；幸福感也有性别差异，女性的主观幸福感比男性高 0.051 倍；

党员和非党员的政治派别也有差异，党员的主观幸福感比非党员高 0.021 倍；在教育方面，居民每提高

一个等级的教育水平，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就增加 0.032 倍。这表明受教育程度高的群体的幸福感要高于

受教育程度低的群体。第二，其他变量，如种族和家庭状况，没有通过控制变量的显著性测试。 
模型 2 在模型 1 的基础上引入了绝对收入变量。在控制变量中，年龄、性别、政治观点和教育水平

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与模型 1 相比，政治观点变量的系数变大，说明在模型 2 中政治观点对人们幸福感

的影响增大。模型 3 在模型 1 的基础上引入了居民的相对收入维度。在控制变量中，年龄、性别、政治

观点和受教育程度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与模型 1 相比，政治观点变量的系数在模型 3 中也明显增大，

说明政治观点对人们幸福感的解释力在模型 3 中有所增强；在模型 4 中，相对收入和绝对收入变量都通

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相对收入和绝对收入水平变量对人们的幸福感有明显影响。此外，它表明社会分

层对人们的幸福感有显著影响，并与人们的幸福感呈正相关，即人们的收入(相对收入和绝对收入)越高，

人们的幸福感越高。 

5. 结论 

本文根据以往的研究结果，总结和归纳了一套社会分层指数体系，认为它应该包括两个主要部分：

人口的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研究发现，人口的绝对和相对收入对人口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证实

了工作假设。这项研究的结论是，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都能显著改善主观幸福感，而相对收入对人们的

幸福感贡献更大。 
收入不平等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复杂问题，在现阶段，收入不平等有加剧的趋势，这严重

影响了社会各阶层人民的幸福。为了提高人们的幸福感，第一步应该是提高人口的绝对收入，特别是中

低收入者的收入。经济增长和主观幸福感不是一回事，但经济发展是人类幸福的核心。相反，经济增长

是提高人们幸福感的前提。目前，中国的大部分人口属于中低收入群体，面临着更严重的社会问题。为

了提高人民的幸福感，应该更多地关注中低收入阶层，把更多的社会资源投向中低收入阶层，并出台各

种社会政策，更好地照顾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利益。只有有效地改善中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条件，才能提

高我们所有公民的幸福感。在收入分配过程中平衡机会，将确保人们的收入平等和社会正义感得到加强。

社会不平等的持续存在将导致中下层阶级的固化，使他们的收入更难提高，这又会导致恶性循环，收入

不平等进一步扩大，最终降低中国后方的平均幸福水平。要想让人们的满意度持续下去，他们的社会正

义感必须提高，他们的经济状况必须改善，反过来，他们的生活质量必须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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