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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城乡居民主观幸福差异研究：以成都市为例》在对成都市433名城区、郊区和
农村居民的结构式访问基础上，以“整体生活满意度”和“具体生活满意度”作为主观幸福的核心维
度，运用卡方检验、方差分析（均值比较）、因子分析以及多元回归分析等方法，对城乡居民的主观
幸福差异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较为全面而深入的分析。
《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城乡居民主观幸福差异研究：以成都市为例》通过分析认为：第一，分别生活在
城市、郊区和农村的居民的主观幸福在一些维度上存在明显差异，而在另一些维度上没有显著差异。
第二，城市、郊区和农村居民存在着影响主观幸福的共同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基础
。
第三，城市、郊区和农村居民分别存在着增进和损害其各自主观幸福的条件和因素，这些条件和因素
包括工作状况、家庭收入、居住条件、家庭生活、人际关系、闲暇活动、健康状况、生活城市等。
《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城乡居民主观幸福差异研究：以成都市为例》在对研究发现进行总结和讨论的基
础上，针对个体和政策制定者分别给出了追求幸福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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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方纲，1976年6月生，安徽桐城人，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
西南交通大学政治学院副教授。
现已发表论文10余篇；参与撰写著作3部，其中《城市化与农民》获四川省第十二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
成果三等奖；参与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项、参与成都市社科研究项目2项、主
持校级基金项目3项；获2003年度“全省高等学校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主要研究方向：人口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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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导言一、研究的背景二、城乡居民主观幸福的相关实证研究_三、问题的提出与研究的假设四
、城乡居民主观幸福研究的意义五、研究的方法与资料的获取第二章 主观幸福的概念、理论与影响因
素一、中西思想史上对幸福的理解二、主观幸福的界定三、主观幸福的理论解释四、主观幸福的影响
因素第三章 主观幸福的测量一、早期对幸福的测量二、幸福的客体测量法及其局限三、幸福的主体测
量法及其可能性四、幸福测量方法的发展趋势五、本书采用的测量方法及问卷结构说明第四章 成都市
城乡居民主观幸福现状一、中国城乡发展的巨大差异二、城乡居民主观幸福得分差异及检验三、影响
城乡居民主观幸福各可能因素的差异及检验第五章 影响城乡居民主观幸福的共同环境一、影响主观幸
福的成都自然环境二、影响主观幸福的成都人文环境三、与改善民生相关的经济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建
设第六章 影响城乡居民主观幸福的差异因素一、城乡居民总体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二、城乡居民
收入状况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三、城乡居民居住条件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四、城乡居民家庭生活满意
度影响因素分析五、城乡居民人际关系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六、城乡居民闲暇活动满意度影响因素分
析七、城乡居民生活城市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第七章 结论与讨论一、研究的主要结论二、对研究结果
的讨论三、尚待进一步努力的方向四、追求幸福的建议参考文献附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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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美国的一项全国性调查表明，受教育程度对主观幸福的作用是通过它对获得满意的工
作、增强自控能力、更好地选择婚姻，以及主动地获得各种形式的社会支持所产生的影响而得以实现
的。
比如，教育水平改变了关于健康的思维和行为而对本人、家人以及其他人的健康产生了积极的效应。
由于学校教育有助于人们在婚姻市场中找到更接近于理想的配偶等原因，使得教育对婚姻产生积极的
影响，进而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受。
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比那些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更有可能获得更高收入和更高地位的令人满意的工作
来提高生活质量。
尽管收入对幸福的作用比较复杂，但教育与收入之间呈正比例的关系具有普遍性。
接受良好的教育不仅仅意味着增加收入，而且还意味着降低失业的可能性和缩短失业的时间。
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也比那些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能够建立更加广泛的关系网络，提供更多的社会支持
，而较多的社会支持能直接地减轻忧虑，更好地应对生活和环境的压力。
此外，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在许多方面比那些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有着更强的控制感，而较高水平的控
制感意味着较低水平的心理忧虑。
事实上也正因为上述诸种间接作用发生的时间跨度比较长，使得教育对幸福的效应存在一个时滞。
教育与幸福关系的复杂性还在于，它不仅对个人或者个人所在集体产生积极效应，还对全社会技术变
革的增加、经济的增长、公平的促进、民主的完善、犯罪率的减少以及文明的推进都有着不可忽视的
作用。
教育的这种外部溢出效应在使得受教育个体获益的同时，也使得社会中的每个人获得了一个良好的外
部大环境，这无疑有利于增进人们的整体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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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城乡居民主观幸福差异研究:以成都市为例》由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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