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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摘  要 

 

对幸福的追求一直人类社会的永恒目标。在物质水平极大丰富的当代，主观

幸福感（对生活满意程度）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上世纪 70 年代，“伊

斯特林悖论”一经提出就吸引了主流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对于主观幸福感相关问

题的探讨。其中相对收入和收入不平等都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受到了

广泛的关注。经济学家结合心理学和社会学提出了相对收入理论、攀比理论等来

解释有关幸福感的现象。本文的主要内容是探讨相对收入和收入不平等对主观幸

福感的影响。本文使用中国城市的数据，通过设定不同参照组（Reference Group）

的划分标准，计算不同参照标准的相对收入，从而探究了不同参照标准对幸福感

的影响。我们分别考察了不同参照组对城市户口居民、农村户口居民、高技能城

市户口居民（HU）、高技能农村户口居民（HR）、低技能城市户口居民(LU）、

低技能农村户口居民幸福感的不同作用。本文有以下发现：总体上看，相对收入

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收入不平等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负向作用；

相对收入和收入不平等对幸福感水平的影响作用在城市户口居民和农村户口居

民之间存在较大区别，城市户口居民更愿意攀比（与具有和自己类似特征的人比

较）；不同的参照组对不同群体有不同的影响，人们倾向于将低收入的群体作为

自己的参照组。也就是说，人们愿意去和比自己收入水平低的人比较，这与心理

学文献中的自我增强（Self-enhancement）机制相符合。 

关键词： 主观幸福感；相对收入；收入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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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Abstract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subjective well-being) has been the eternal goal of 

human society. In the great wealth of contemporary material level, subjective 

well-being (life satisfaction)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the focus of attention. In 1974, 

"Easterlin Paradox" attracted a great deal of economists and sociologists to discuss the 

issues related to happiness. Wherein the relative income and income inequality are 

important factors that affect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y have been widespread 

concerned. Economists proposed Relative Income theory, Reference Group theory 

and Aspiration Theory to explain phenomena related to happiness. The main content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relative income and income inequality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This article uses data from urban China, by setting different 

reference group criteria to calculate the relative income, to explores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reference standards on happiness. We investigated different reference group 

for urban residents, including rural hukou, urban hukou, high skill urban hukou (HU), 

high skill rural hukou (HR), low skill urban hukou (LU), low skill rural hukou (LR). 

We investigated different impacts of different reference groups on different group of 

people. This article has the following findings: Overall, the relative incom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happiness, income inequality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the impact of relative income and income inequality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varies between urban hukou residents and rural hukou residents; different reference 

groups have different effects on different groups, people tend to choose low income 

people as their reference group. That is, people are willing to compare with people 

who have lower income,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Self-Enhancement in the 

psychological literature. 

    Key Words:  happiness; relative income; income ine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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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言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对幸福的追求一直以来都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主题，尤其是在社会经济飞速

快速发展的今天，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越来越关注自己的精神生活以及

生活质量。“幸福是什么”这一问题受到了日益广泛的关注。Diener（1985）总

结了过去多年不同领域有关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提出了主观幸福感的四个维度：

（1）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生活的满意程度；（2）积极的情感体验，如成就感、

自豪感等；（3）消极的情感体验，如焦虑、羞耻、压抑等；（4）对生活各方面

的满意度：家庭、工作、健康状况、经济状况等。 

    近年来，我国的社会经济飞速发展，构建幸福社会、提高居民幸福感已经成

为越来越多人关注的目标。而居民收入水平被认为是影响居民幸福感最重要的因

素之一。根据央视 2012 年的“居民幸福感”调查结果显示，有 55.53%的受访者

认为影响幸福感的首要因素是收入。那么，人们收入水平的不断增长是否一定会

提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呢？世界价值观调查(WVS)的数据显示: 从 1990 年到

2001年,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迅速，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居民收入水平显

著增长，但是，我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却在持续下降；从 2001年及 2007年的两

次调查的数据也可以看到，我国居民的幸福感水平有所提升，但仍未达到上世纪

90年代的幸福感水平。 

    事实上，早在 1974年伊斯特林（Easterlin）就提出过类似的问题：“经济

发展能否很大程度的提高人们的幸福感？”他对美国的数据进行了研究，对这一

问题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他认为美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并没有给人们带来幸福感的

增加，这就是著名的“伊斯特林悖论”，也称“幸福悖论”。“伊斯特林悖论”

的提出开启了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对收入与幸福之间关系的研究。Lane（1998）、

Blanchflower and Oswald（2000）、Myers（2000）对美国的情况进行了研究，

他们都有类似的发现：美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过去的几十年里有了显著的提升，然

而，同一时期内，那些感到自己生活的非常幸福的人的比例却出现了下降。还有

一些学者对英国等欧洲国家的幸福感水平进行了研究，也有类似的结论。“幸福

悖论”现象并不仅仅出现在欧美发达国家，Veenhoven（1993）对日本的情况进

行了研究，他发现：从 1958年到 1987年，日本的人均收入提高了 5倍，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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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居民的平均幸福感水平却没有明显的上升，始终保持在 59%左右。 

“幸福悖论”这一问题自提出起就引起了大量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广泛关

注。很多学者尝试对这一现象给出合理的解释。相对收入理论是其中一个很重要

的解释。相对收入理论认为人们存在着攀比的心理，所以个人的幸福感不仅与自

身的收入水平有关，同时也受其他人（攀比对象）收入的影响。“幸福悖论”的

提出者伊斯特林在多篇文章中验证了相对收入对幸福感的重要作用。还有很多学

者都对这方面进行了实证研究，同样发现了相对收入对幸福感的显著影响作用。

例如 Clark and Oswald（1996）、McBride（2001）、Ferrer-i-Carbinell（2005）

等。其中 Ferrer-i-Carbinel讨论了相对收入对不同收入人群的不同效应，通过

一系列实证研究，他提出，对于收入低于自身的参照组（Reference Group）的

人来说，相对收入对他们的幸福感水平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即参照组收入水平的

提高，降低了个人的主观幸福感；而对于收入高于自身的参照组的人来说，相对

收入对个人的幸福感水平产生了明显的正向作用。那么我国是否同样存在“幸福

悖论”的现象呢？相对收入是否会对我国居民主观幸福感产生作用呢？答案是肯

定的，我国同样存在着“幸福悖论”现象。世界价值调查（WVS）分别在 1990

年、1995 年、2001 年和 2007年对我国居民进行了四次关于幸福感的调查，从调

查数据中可以看出，2007年我国居民的人均 GDP比 1990年增加了 10倍，然而，

我国居民的生活满意程度却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这一现象在其他的调查中也有体

现。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城乡居民生活质量调查报告，2005 年我国城乡

居民认为生活较为幸福的比例为 72.7%，而这一比例在 2004年为 77%，下降幅度

明显，受访者表示生活不幸福的比例为 10.9%，比 2004 年多了 2.1%。类似的结

果出现在由央视和国家统计局共同进行的经济生活调查中，调查结果显示，从

2007到 2009年这三年时间，受访者对幸福感的评价中，“很幸福”的比例分别

为 19.1%，21.6%，16.9%，而“比较幸福”的比例分别为 40%，28.6%，33.2%，

两者都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当然，也有很多学者幸福感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

这些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相关文献中对我国收入与幸福关系的研究结果并非完全

一致。有的学者（罗楚亮，2009；朱建芳、杨晓兰，2009；吴丽民和陈惠雄，2009）

经过实证研究发现，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即高收入群体

相对低收入群体有更高的幸福感。另一些学者（谢识予等，2010；邢占军,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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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结果却表明，收入对幸福有一定的正向影响作用，但这种效应相对比较小。

我国学者对相对收入与幸福感之间关系的研究也有一些一致的结论：相较于绝对

收入而言，相对收入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作用更大。比如，罗楚亮(2009)使用居

民所在地的平均收入、家庭收入与主观贫困线的对数差以及当前个人生活状况与

五年前生活状况比较的方式衡量了相对收入，并以此对幸福感进行了研究；官皓

（2011）使用个人对自身经济地位的主观评价来度量相对收入，并以此进行了幸

福感相关的研究，曹大宇（2009）通过构建收入方程的方法计算了相对收入。也

有很多学者探讨了收入不平等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例如，鲁元平等（2011）

发现，我国的收入不平等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并且收入

不平等对农村居民和低收入居民的负面影响要显著的高于城市高收入居民。 

 

1.2 研究内容 

 

相对收入和收入不平等对个人幸福感的影响长期以来是经济学家和社会学

家关注的热点。上述文献从不同方面对主观幸福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还有一

些问题没有很好的结论或一致的结果。例如，如何更好的度量相收入，以不同的

参照组（Reference Group）为标准得出的相对收入是否会对主观幸福感产生不

同的影响。例如，一位刚从学校毕业、踏入工作岗位的硕士研究生，他的比较对

象（参照组）可能是那些和他一样刚毕业的硕士生。也就是说，他的比较对象（参

照组）的收入水平会对他产生一定影响，如果他的收入相对参照组较低，他可能

会感到压力，如果他的收入相对参照组较高，他可能会感到更开心。当然，他的

上司（或比他早几年入职的员工）的收入水平对他可能就没有太大影响了，因为

上司并不是他的比较对象。反过来看，他的出色表现和赚取的高收入可能会对比

他早入职的员工产生压力。那就是说，他可能是他上司的比较对象。这个例子其

实符合心理学的相关文献，具体见文献综述部分。又上面简单的例子，我们可以

看到，不同参照组对不同群体产生的影响可能是不同的。而这一点在文献中很少

有人研究。 

本文在以往主观幸福感研究的基础上，用我国城市居民的数据，探讨个人相

对收入、收入不平等与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本文的重点内容和创新之处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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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划分不同的参照组，设立不同的参照标准，得出不同标准的相对收入和基尼

系数，从而探讨不同参照组对于不同群体幸福感的不同影响。本文研究的主要目

的如下： 

（1）使用城市居民数据验证相对收入和收入不平等对幸福感的影响作用。

并通过参照组的划分，研究相对收入和收入不平等对幸福感的作用在城市户口居

民和农村户口居民之间的异同。 

（2）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不同参照组对不同人群的影响。从

而更全面的认识幸福感与相对收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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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综述 

 

2.1 主观幸福感的涵义 

     

主观幸福感是个人对生活满意程度的主观评价和经验，它受到诸多因素的影

响, 以下是其中比较重要的几个方面的因素：（1）社会因素。生活在不同的社

会环境中的人往往会受到自己所处的社会所特有的文化特征、社会背景的影响，

进而产生不同匪评价和判断标准，不同的文化背景使得人们的主观幸福感产生差

异。（2）家庭因素。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老师，人们在家庭中成长，不同的家

庭背景会对个人的性格、价值观等产生巨大影响。在和谐、互相包容、互相信任

的家庭氛围中成长的子女可能更好地体验到幸福感。例如，有研究表明，青少年

的幸福感水平的受到家庭矛盾、家庭成员之间相互关系的影响。（3）经济因素。

经济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大量的研究表明，收入与个人主观幸福

感呈正相关，想要更好的享受生活、有更高的社会地位需要较高的个人收入。当

然也有学者认为，正如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所揭示的，当人们的基本需求获得

满足时，人们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所以，当个人收入或社会福利水平较高

时，经济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就不会那么显著。 

 

2.2 幸福感、收入和相对收入 

 

Easterlin（1974）第一次提出，美国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在二战之后出现

了大幅度增长，然而，同一时期人们的幸福感水平却几乎没有增加。这就是幸福

经济学中经典的“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 Paradox)。后来的一些研究又重

申了这一事实(Easterlin，1995；Oswald，1997)。美国 1991年时的人均收入是

1946 年的 2.5 倍，但主观幸福感基本上没有变化(Easterlin，2001；Frey and 

Stutzer，2002）。日本 1987 年的人均实际 GDP 比 1958 年高 5 倍，但居民幸福

感水平也没有显著提高。Easterlin（1995）首次相对收入效应引入到幸福感研

究中，并使用这一理论较好的解释了“伊斯特林悖论”。他认为，人格的主观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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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感主要取决于相对收入而非绝对收入，相对收入比绝对收入对幸福感具有更为

重要的影响，个人的幸福感水平随着自身收入水平的提高提升，但随着他人收入

水平的提高而反向变化(Easterlin，1995)。如果所有人的收入水平都提高，那

么尽管自身收入增长会使自身的幸福感提高，但这一正效应会被其他人的收入增

长带来的负效应所抵消。通过对美国、日本和多个欧洲国家的幸福感与收入增长

的关系进行比较研究，Easterlin(1995）认为，经济体收入水平的普遍增长并不

一定使得经济体中每个个体主观幸福感水平得到提高。这一“相对收入效应”理

论引起了经济学家的广泛兴趣。经过进一步的发展，结合经济学中的效用理论，

形成了更为协调一致的攀比理论(Aspiration Theory)。Easterlin（2001）提出，

个人的效用与自身的收入水平正相关，但是与社会的平均收入水平（攀比水平）

负相关。如果整个社会变得更富裕，居民平均收入得到提高，攀比水平也会随之

提高，从而使得总效用水平没有明显变化。随后大量的实证研究都支持了这一结

论（Di Tella et al.，2003；Ferrer Carbonell，2005；Knight et al.，2009；

Oshio et al.，2011；Wolbring et al.，2013）。 

    除了相对收入理论，社会比较的过程中产生的相对剥夺感（Relative 

Deprivation）提供了另一个解释。即人们在与参照群体的比较过程中会产生一

种自身利益被其他群体剥夺的内心感受，这种感受可能会抑制主观幸福感。布罗

克曼（Brockman，2009）等人对中国 1990-2000年人均绝对收入增加、主观幸福

感下降的研究表明，相对剥夺感会使得人们对于自身收入状况不满意，这是导致

主观幸福感下降的主要原因。他们认为，尽管绝对收入增长，但大部分人群感到

自己处于一个更加不利的相对地位并产生强烈的收入不满意，进而使得主观幸福

感下降。 

文献中对伊斯特林悖论进行解释的理论有很多，这些理论主要分为以下两

类：一类是侧重于“比较视角”的理论，例如：相对收入理论、参照组理论、攀

比理论等。这类理论认为自身的收入水平与个人效用（主观幸福感）正相关，而

攀比水平（参照组的收入水平）与主观幸福感负相关。随着整个社会经济水平上

升，攀比水平也会上升，这使得收入幸福曲线向下移动，导致总体幸福感水平没

有显著变化。另一类是 “忽视变量”理论。这一理论提出，经济学家在对幸福

感进行研究时，往往会忽略一些影响人们幸福感受的其他重要因素，比如健康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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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激励与创造、自由、政治参与等。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当收入和财富等经济

因素与影响幸福感的非经济因素负相关时，个人的收入增长，可能使得影响人们

主观幸福感的非经济因素下降，从而使得经济因素带来的正向效应被非经济因素

带来的负面效应在所抵消，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何很多地区个人收入水平

的大幅提升没有带来人们幸福感的相应增加。 

 

2.1.1 相对收入的度量 

 

当我们研究相对收入对幸福感的作用时，一般会设定一个参照组，用个人收

入与参照组的收入水平进行比较，从而确定相对收入。因此，参照组的选取是研

究的关键所在。目前文献中对于相对收入的度量主要有以下两种方法。第一种方

法是研究者选定某个或某些因素，比如性别、地域、年龄等，按这些标准定义参

照组。这种参照组（Reference Group）的收入可以用两种方法计算。方法（1）

是先估计收入的回归方程，之后用回归方程系数来计算参照组的收入预测值。一

般来说，回归方程需要控制个人的特征，如年龄、性别、教育水平、所在地区等。

Clark和 Oswald（2006）研究英国数据时将工人按照、职业和教育水平分类，从

而设定参照组；Van de Stadt 等(1985)按照年龄、受教育水平和就业情况来定

义参照组。Ferrer-i-Carbonell（2005）使用了年龄、受教育水平和地理区域设

定参照组。方法（2）更简单一些，我们可以先把个人按性别、地区和受教育水

平等分组，再计算每个组内的平均收入。第一种方法的关键是，哪一种参照组的

划分标准更为合理。较为常见的分类标准是按年龄、性别、地域等。Easterlin

（1995）认为社会中的个人会会把自己和同一个国家的其他居民相比较。Persky

和 Tam（1990）则认为个人的参照对象应该是居住在同一区域的其他人。McBride

（2001）利用了原始样本的数据，把原样本中相对于受访者年龄小 5 岁至大 5

岁的全部样本视为受访者的参照组。 

第二种选择参照组的方法是根据受访者自身的主观判断定义参照组，可以是

自己与其他人的对比，比如判断自身收入水平在社会中处在哪一阶层，也可以是

自身的比较，比如自己与过去的收入状况相比较或与自身期望收入水平的比较

等。第二种方法较为直观，它实际上是受访者对自身的主观判断，所以可能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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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受访者真实的参照对象。Graham与 Pettinato(2001)构建了三个变量，并验

证了它们对幸福感的作用：当前经济状况与自身过去收入情况的比较、对未来收

入状况的预期以及对自身所处社会中经济地位的自我评价。其中最为直观的相对

收入度量是受访者报告对自身在所处社会中经济地位的自我评价，从最穷到最富

依次分 10 个层级。罗楚亮（2009）在对幸福感的研究中定义了家庭收入与主观

贫困线的对数差这一变量，其中主观贫困线是受访者自身的主观判断。受访者会

被询问以下问题：“根据您家的实际情况，您认为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每月/年需

要多少钱？”。事实上，这一问题和“您认为您的家庭收入相对于贫困线来说处

于什么水平？”是类似的。 

    如果个人的幸福感水平取决于与他人的比较，那么收入的绝对值对幸福感的

影响就十分有限了。Graham与 Pettinato（2001）发现，居民的绝对收入增加不

能提升整个社会整体的幸福感水平，但却可以提升社会底层人群的生活满足感。

他们还发现，社会中间阶层对自己的相对地位具有更强的不满足感。由此可见，

对于不同的收入阶层，相对收入的效应有所不同。当收入水平比较低时，绝对收

入的增长可以使得个人的主观幸福感提高；但当收入水平达到某种程度后，绝对

收入对幸福感的作用减弱，而相对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变得更为重要

（Ferrer-i-Carbinell，2005）。当然，也有部分学者对相对收入与绝对收入对

个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比如 Ferrer-i-Carbinell（2005）、

Frijters（2004）对德国主观幸福感与收入关系的研究发现：个人的绝对收入水

平对幸福感至关重要。他们使用面板数据，通过固定效应模型估计了主观幸福感

的决定，他们发现从 1991年到 2001年，原东德居民主观幸福感提升中的 35%-40%

可以由实际收入的大规模增长所解释。 

    本文使用收入方程估计相对收入。其中一个关键的计量经济学问题是模型的

识别。在文献中，相对收入一般是用线性的收入回归方程估计的。而要确定相对

收入对于幸福感的影响时，我们需要排除一些约束条件（一些变量出现在收入的

回归方程中但不出现在幸福感的回归方程中），或者直接从函数形式识别。Daniel 

Hamermesh（1997）首先同时使用收入和相对收入来估计幸福感方程。Hamermesh 

关注的是美国人的职业选择。尽管没有仔细的讨论相对收入，他关于工作满意程

度的回归中将从收入方程回归得到的残差作为一个解释变量。这一残差，即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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