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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伴随着物质生活质量的提高，“幸福”逐渐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有关幸福的研究和相关学术成果大量涌
现。基于此，对国外和国内的幸福感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并对幸福感后续研究进行了展望，以期在丰富和完善幸福

感研究的同时，能够为我国民众幸福感的提高提供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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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幸福是什么”的研究和探讨，国外早已有
之，最早起源于西方哲学。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

可伦理学》中谈到，幸福是人的自我完善，人活着就

要追求一个卓越的梦想，幸福就体现在实现梦想的

过程中。伊壁鸠鲁在《致美诺寇的信》中，深入地阐

述了他的幸福观，他认为幸福就是快乐，开展一切

人类活动都应该以获得快乐为前提。他还指出幸

福的生活应该包括肉体的健康和灵魂的平静。苏

格拉底认为幸福来自于不断地学习，获得幸福的前

提是理性地思考。伯利克里认为幸福是一种对现

实生活的感受，这种感受又能够反过来调节人的行

为。他认为“要自由，才能有幸福；要勇敢，才能有

自由”。

中国古代思想家对幸福的探讨侧重于人生体

悟层面，其中，以儒家所倡导的幸福观影响最为深

远。孔子把幸福看成是一种高于任何物质生活和

境遇本身，超越贫富贵贱之上的心理体验。在孔子

看来，幸福和物质生活没有必然的联系，追求幸福

关键是要加强德性的修养，最终达到“随心所欲不

逾矩”的幸福境界。道家主张合乎于自然的幸福

观。老子认为万物本身的状态就是最好的，排除个

人欲望好恶而顺其自然，“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

教”就是幸福。墨家主张兼爱天下，个人要把社会

和他人的利益放在首位，并辛勤劳动，努力践行道

德行为，就能得到最大的幸福。佛家对幸福的理解

是超脱性的，认为只要人们摆脱世间的种种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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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自身的局限性，就可以从现实的烦恼中解脱出

来，从而获得幸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建设上取得的成就

是举世瞩目的。然而，伴随着经济的腾飞，中国人

民的幸福指数却始终停留在较低的水平。近些年，

“幸福是什么”逐渐成为我国学者研究的热点课题

之一。通过对相关资料梳理，我们了解到西方学者

对幸福感的研究已经进行了很多年，并且取得了丰

硕的成果；我国的幸福感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取

得的成果相对有限。对国内外幸福感研究的文献

进行梳理，一方面，整理文献可以为我国学者关于

幸福感的研究提供资料借鉴；另一方面，分析西方

学者在幸福感领域取得的研究成果，对进一步提升

我国民众幸福感具有理论指导价值。本文将首先

简要说明幸福感的理论渊源，然后就国内外学者在

幸福感研究上取得的成果进行归纳与阐述，最后是

对幸福感研究的评述和展望。

　　一　国外幸福感研究状况

美国学者ＷａｎｎｅｒＷｉｌｓｏｎ在１９６７年出版的《自
称幸福感的相关因素》一书中，首次系统地阐述了

幸福感，并由此开启了近代意义上的幸福感研究。

到目前为止，幸福感研究已经经历了４０多年，幸福
感也逐渐成为研究热点。

国外学者倾向于把幸福感的研究分为三个阶

段：描述比较阶段、理论建构阶段和测量发展阶段。

目前的研究正处于第三个阶段［１］。

（一）描述比较阶段

在这个阶段中，主要是从人口统计学方面出

发，一般采用单项目测验，针对某个特定的群体进

行研究，然后找出影响该群体成员幸福感的因素，

并对其幸福水平予以描述和评价。这一阶段的学

者主要对影响幸福感的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进行

了深入探讨。

在影响幸福感的主观方面：Ｂｒａｄｂｕｒｎ发现善
于交际与正向情感密切相关；Ｃｏｓｔａ等人发现，外向
型与积极性、满意度有关，神经质与消极情感有关；

Ｈｅａｄｙ的研究表明人格特征影响生活事件，进而对
幸福感产生影响；ＤａｖｉｄＷａｔｓｏｎ＆ＬｅｅＡｎｎａＣｌａｒｋ
认为神经质对消极情感有较高的敏感性，外向性

对积极情感有较高的敏感性，这两者都对幸福感

起着重要作用。

影响幸福感的客观方面，大多数研究主要是从

环境的角度来加以分析的。Ｄｉｅｎｅｒ将影响幸福的
因素分为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２］。客观方面包括

地理、文化、生活事件、个人历史、职业、种族、年龄、

宗教等。Ｐａｖｏｔ＆Ｄｉｅｎｅｒ对学生、囚犯、精神病人、
修女等群体进行了系统研究，列出了不同人群在幸

福感上的差异；ＰａｍｅｌａＫ．Ａｄｅｌｍａｎｎ对工作和幸福
感的研究表明，有回报的雇佣关系对于精神健康更

有利；Ｂｒｉｃｋｍａｎ＆Ｃａｍｂｕｕｒ认为幸福会随着财富和
成就的增加而增长，但人们很快就会适应这种状

态；Ｌａｎｇｎｅｒ和Ｍｉｃｈａｅｌ指出高收入的人群有着更好
的身体及心理健康；但是，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首次研究了收
入和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并指出在某种程度上，随

着收入的增加，人们的幸福感反而降低了。基于

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的开创性发现，幸福经济学开始成为一个
新的研究分支。

（二）理论建构阶段

第二阶段进一步发展了幸福理论，重点研究了

幸福感的形成机制，构建了许多理论模型，形成了

多种幸福感解释范式。然而，这些研究成果只是对

幸福感形成的某一或某些方面进行了阐释，其解释

和说服力相对较弱。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理论

有：社会比较模型、目标理论、跨文化理论、人格理

论和状态理论等。

（１）社会比较理论。社会比较是指“想到与自
我相关的事物或多个他人的信息的过程”，包括获

取社会信息、思考和比较社会信息、做出反应等三

个过程。一方面，个人价值的自我实现程度会影响

到幸福感的高低。Ｈｉｇｇｉｎｓ认为，当现实自我与理
想自我不一致时，就容易使人产生抑郁、沮丧等负

面情绪，从而降低幸福感［３］。另一方面，比较的方

式不同，获得幸福感的程度也不同。Ｄｉｅｎｅｒ的研究
发现喜欢向下比较的人幸福指数较高，而不怎么幸

福的人则是既向上比较又向下比较。

（２）目标理论。根据Ｍａｓｌｏｗ的需要层次理论，
个体特定的需要得到满足后，幸福感就会提高，所

以，个体的幸福感来源于其目标的实现和需要的满

足。Ｅｍｍｏｎｓ发现，当个体的目标实现后，就会产生
积极地情绪体验。但是，目标的设立也要有针对

性，Ｂｒｕｎｓｔｅｉｎ等认为，设定的目标必须要与人的需
要相适应才能获得较高的幸福感，即目标只有与人

的内在动机或者需要相适宜时，才能提高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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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跨文化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体获得和维
持幸福感的程度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

就在于文化的不同。Ｓｕｎ＆Ｄｉｅｎｅｒ的跨文化研究表
明，在倡行个人主义的国家，情绪与生活满意度高

度相关；而在推崇集体主义的国家二者关系的相关

性不大。Ｍａｒｋｕｓ＆Ｋｉｔｔａｙａｍａ的研究发现，不同的
文化中，幸福感的构成要素是有区别的：日本的幸

福感涉及良好的关系、履行义务和期望等；而在美

国，幸福感主要包括自尊与自我实现。

（４）人格理论。即通常所说的特质理论。该理
论认为，人天生就有快乐和不快乐的基因，不同的

基因会产生不同的情绪体验，进而影响幸福感水

平。具有快乐基因的人，其幸福指数自然就高，具

有不快乐基因的人，其幸福感水平相对较低。Ｄｉｅ
ｎｅｒ的研究也表明人格因素是预测主观幸福感最可
靠、最有力的指标之一。

（５）状体理论。该理论认为一个人是否感觉到
幸福，取决于其生活中所有幸福事件的多少。Ｆｏｒ
ａｙｃｅ的研究也发现，如果有意识地努力减少消极情
绪，可以增加幸福感，长期缺乏幸福事件会导致

抑郁。

（三）测量发展阶段

在这个阶段中，研究者们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

幸福感的测评技术，加强了各种理论之间的整合，

并试图构建一个能全面测评幸福感的模型。自陈

量表法、体验取样法、昨日重现法、生理测量法、任

务测量法等等，都是这个阶段的研究成果。

（１）自称量表法。由于量表的得分与日常心境
报告、私下报告、配偶报告呈中等相关，其结果具有

很好的信度，因而这也是目前采用得最多的测量方

法。主要包括 Ｂｒａｄｂｕｒｎ编制的情感平衡量表
（ＡＢＳ）、Ｃａｍｐｅｌｌ编制的幸福感指数量表（ＷＢＩＳ）、
Ｗａｔｓｏｎ等人编制的积极与消极情感量表（ＰＡ
ＮＡＳ）、ＣａｒｏｌＲｙｆｆ编制的心理幸福感量表（ＰＷＳ）、
Ｆｉｓｈｅｒ编制的工作情绪量表（ＪＥＳ）等等。

（２）体检取样法。这种方法的具体做法是：调
查者在调查期间随身携带传呼装置，在随机接到测

试指示后，停止正在进行的活动，并在短时间内填

好幸福感调查问卷。包括目前所在的地点、从事的

活动、和谁在一起，更重要的是要写下当时的心情

是高兴、生气还是无聊等等。通过收集被测试者大

量的生活片段信息，从而推断出其幸福感水平。

（３）昨日重现法。这种方法是由 Ｋａｈｎｅｍａｎ提
出的。具体操作方法是：根据一定的问题框架，将

被测试者前一日的活动引导出来，然后写下每项活

动消耗的时间和精力、从事每项活动时的心情等信

息，并以此作为推导被测试者幸福感水平的基础。

（４）生理测量法。研究者通过被测试者的心
率、体温、血压、呼吸频率、皮肤导电系数等来判断

其情绪；还可以通过核磁共振成像技术测试大脑的

活动区域等来判断其正在体验的情感种类。但是

这些生理测量方法目前还只能做出定性分析。

（５）任务测量法。就某些特定的任务，快乐的
人比不快乐的人完成得更好，因此可以通过比较任

务的完成情况来判断被测试者的情绪。Ｓｅｉｄｌｉｔｚ＆
Ｄｉｅｎｅｒ让被测试者在短时间内回忆快乐的体验，并
根据回忆的快乐体验的多少来判断其所处的情感

状态。Ｒｕｓｔｉｎｇ让被测试者写下与积极情绪相关的
词语，并根据写下词语的多少来判断他们的幸福感

状况。

　　二　我国幸福感研究状况

直到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才逐渐有国内学者
关注到幸福感的问题，第一个将幸福学研究和幸福

指数概念引入中国的学者是奚恺元教授。虽然对

幸福感系统研究的时间不长，但取得的成果也是很

多的，研究的对象基本上涵盖了所有人群，其中对

大学生群体的研究最多，其次是老龄人群体和中小

学生群体［４］。

近些年来，我国学者在幸福感理论研究方面取

得的成果，可以归纳为如下五个部分：

（１）城乡差异与幸福感的关系。周翠金、王洪
礼、周涛峰的研究成果表明，城市的交通便利、福利

保障体系、教育体系等优于农村，因而城市居民的

幸福感指数较高［５］；李黎、谢敏芳、高益君认为：农

村居民由于其生活环境良好、生活压力偏低等因

素，使得其幸福感高于城市居民；学者肖昕华的研

究则得出城乡居民幸福感差异不大的结论。

（２）性别与幸福感的关系。徐维东、吴明证、邱
林则认为由于生活定向的不同，女性一般是人际关

系定向，而男性更多的是成就定向，因而男性的幸

福感水平要高于女性［６］；但严标宾、郑雪、邱林却得

出女性的幸福感水平高于男性的结论［７］；张倩妹的

研究表明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幸福感水平没有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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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

（３）经济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有的研究结果
显示，高收入能带来更多的物质享受，能得到更高

的权利和地位，从而带来更高的幸福感；也有学者

认为一旦经济收入满足了人们的基本生活要求，获

得金钱就再难以带来幸福感，经济收入对幸福感的

影响也就不大了。

（４）生活事件与幸福感的关系。王极盛等发
现，初中生的幸福感与不喜欢上学、学习负担重、与

老师关系紧张、受父母责罚等四项生活事件呈显著

的负相关。王平、王晖等对高中生群体的研究得到

的结论为，各种生活事件中，学习压力对幸福感的

影响最大。

（５）幸福感的跨文化研究。严标宾、郑雪、邱林
通过对中国大陆、香港、美国三个地区的大学生幸

福感进行比较，发现他们在生活满意度、积极情绪

和消极情绪等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郑雪、王磊关

于澳大利亚中国留学生的研究也显示，文化认同和

价值取向可以影响幸福感。

另外，在幸福感的测量方面，我国学者也有自

己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修订和

应用西方的测量量表，比如生活满意度量表、费城

老年中心信心量表、总体幸福感量表、积极和消极

情感量表、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感量表等，这些量

表主要是在西方量表的基础上，加以修正而来。二

是尝试编制了一些本土化的量表，比如中学生主观

幸福感量表、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青少

年学生生活满意度量表、中学教师主观幸福感量

表、综合幸福问卷等［８］。尽管我国学者自己编制的

量表还存在诸多不足，但也相当具有理论意义和实

践价值。

从上述研究现状分析，目前幸福感的研究对象

主要集中于大学生群体、老年人群体和中小学生群

体等，对企业员工幸福感的研究则相对不足，有参

考价值的文献也不多。同时，反映中国特色的研究

成果也较少。

各方面文献综合分析表明，国外的幸福感研究

起步较早，理论研究相对成熟；而我国的幸福感研

究正处于不断丰富和完善的阶段，研究成果的实践

指导意义还具有较强的局限性。当前，国内外研究

还存在如下不足之处，包括：（１）一些研究范式的选
择不科学，导致研究结论相互冲突。例如，我国学

者关于幸福感高低与城乡差别、性别关系的研究。

（２）研究视角偏小，目前的幸福感研究主要是从心
理学角度出发，从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角度进

行的幸福感研究相对较少。（３）目前国内外的幸福
感研究主要以定性研究为主，缺乏相应的定量研

究，如何把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科学量化，也是值得

深思的问题。

目前，我们面临的环境是，一方面经济飞速发

展，物质生活条件迅速提高；另一方面人们的幸福

感水平得不到提升，人们对幸福的追求动机却越来

越强。幸福感将会是未来的研究热点之一，基于目

前的研究现状分析，未来的研究重点可能是充分结

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深入借鉴西方国家的研究范式

与方法，全面剖析幸福感的形成机理和影响因素，

为进一步提升我国民众的幸福感水平提供理论

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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