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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与主双幸福感

一
基干性別与取並的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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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aper　discusses　the　causations　of

social　justic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based　on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The　conclusions　are

reached　that　first，　social　justice　of　social　security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play　important　roles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second，　the　higher　rank　occupation　is，　the

higher　subject　well－being　is；third，　Occupational　female

has　more　work　happiness　and　less　life　happiness　prior

to　m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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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向題的提出

　国家銃汁局数据湿示，2005年国内生声忌値力

182，321イ乙元，比上年増KIO．2％，在全球国民生声

忌値排名中位居第6。中国社科院2006年的社会形

勢藍皮弔指出，2005年有72．9％的城多居民感覚幸

福，比上年下降了5％。以上数据表明民森的幸福

感没有随経済増長而増長，反而出現負増長。基干

此，我伯有必要重新宙視中国経済増長的源泉以及

分配机制了。中国経済増K的源泉是市場化改革，

市場化改革在促遊経済増長的同吋，也帯来了不良

后果，最力突出的是牧入分配差距拉大。牧入分配

差距拉大帯姶民森的不公平感是否会対其幸福感声

生影桐？本文杁性別和取並的視角探吋二者的美

系。

　本文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対幸福感的測度、

影吻因素和研究方法倣一介紹，井対現有研究遊行

筒単回願，提出本文的研究思路；第三部分対本文

所使用的数据、変量的測量和定又等向題遡i行描述；

第四部分這用結杓方程模型分析公平感与幸福感的

美系；第五部分引入被凋査者的性別与取並特征，

分群体研究公平感与幸福感的美系；第六部分是研

究結姶与政策建汲。

　二、幸福感的測度及現有研究的筒単回願

　幸福生活是人美的普遍追求。在中国佳統文化中，

“ 大同社会”、“升平之世”和“小康之家”都是対

幸福生活的美好向往。18世妃末英国佗理学家辺沁

也提出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則来度量介

人和社会的苦床，遊而解繹介体与社会的利益凋整

以及介人的行力逸拝同題。幸福生活包括，衣、食、

住、行等物辰生活，反映人与自然的美系；介体和

群体同的杁同美系，反映人美杁社会美系中尋求リヨ

属感；介人的内在精神状杏，反映介体対生活意叉

的理解和領悟（陪汲文，2005）。

　対干幸福生活可以杁客規和主双丙介方面坪恰，

其中対幸福生活的主双1坪恰称力主双幸福感。主規

幸福感有三秒理解，基干情感居面的快示感、基干

仏知展面的満意度，和基干体験居面的伏値感（夙

笑天，林南等，1998）。対主双幸福感的測量有昆

変量与潜変量之分，湿変量是指通辻一介指椋来反

映幸福感状況，如向及“忌的来悦，悠現在幸福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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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綜合社会凋査（General　Social　Survey）、

世界規凋査（World　Value　Survey）和欧洲社会

凋査（Eurobarometer　Survey）都是通辻没汁単

一的同題凋査人伯的幸福感。然而区科1測量所得到

的幸福感属干情感尾面的快斥感受，往往変功不居，

是瞬同的情緒。潜変量是指将幸福感細分力若干方

面，毎介方面逸取一些指椋編制幸福感指数，如息

体生活滅意度凋査（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Diener　1985），区神分析方法能移得到杁知或体詮

屋面的感受，遊而能移荻得比較穏定和持久的志度

与意慮的信息。

　在対幸福感的影ロ向因素分析上，研究者主要集

中在牧入、年齢、取並、受教育程度和婚姻等因

素上，特別是牧入与幸福感的美系是人伯普遍美

心的同題。其中，有研究国家的富裕程度与国民的

幸福感美系，如美国密敵根大学的世界恰値双凋査

（WVS），2004年対全世界82介国家的幸福指数排

名中，経済不太友辻的拉美国家波多黎各和墨西寄

高居榜首，北欧国家丹麦力第3名，美国排到第15

名，日本、中国和輔国分別排在第42、48和49名1）。

男外也有研究介人牧入与幸福感的相美美系，如

Easterlin（2001）友現美国居民牧入与幸福感之同

的相美系数力O．20；Diener（1999）等対英国居民

的研究湿示，牧入対幸福感没有湿著影ロ向。

　美干政治経済制度和文化刀俗対居民幸福感的影

ロ向，Bruno（2000）這用瑞士的居民凋査数据分析

民主化程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対居民幸福感的影ロ向，

友現影ロ向湿著。Rose（2003）研究俄夢斯社会経済

鞍型対幸福感的影ロ向，友現政府福利政策的変劫対

民傘幸福感有重要的影ロ向。Alesina等人（2004）的

研究昆示牧入分配不平等対幸福感有昼著的影呵。

Diener（2003）ひ力文化、宗教信仰和刀俗対民炊

幸福感有重要的影ロ向。

　美干介人人口特征与幸福感的美系，早期的研

究曽假定，随着年齢的増長，人伯的幸福感会呈

下降超勢，然而実征研究井没有得到一致的結企。

Blanchflower＆Oswald（2000）対美国和英国居

民的研究表明年齢与主双幸福感之同存在U型美

系，U型的最低点在40歩左右。　Oswald（1997）

以友辻経済力背景，対婚姻、受教育程度、取並、

秒族、遊行了概括，汰力幸福感較高的人群包括：

己婚、高牧入者、白人、受辻良好教育、自我雇佃

等。Oswald仏力区些錯企具有普遣性，即対干不

同吋期、不同国家、甚至幸福感的不同測度形式都

成立。而美干性別与幸福感的美系，研究者井没有

取得一致的詰企。

　近年来，我国出現了杵多美干幸福感的付槍。由

干在幸福感測度、祥本逸取和分析方法上的差昇，

得出的結姶大相径庭。曽慧超、衰岳（2005），夢

楚亮（2006）采用湿変量測度幸福感，凋査的同題

是“息的看来，悠現在幸福喝？”，得出了衣村居

民幸福感強干城槙居民；那占軍（2006）采用潜変

量測度幸福感，凋査了10介方面的内容，渉及知足

充裕、自我接受、心理健康、身体健康、心志平衡、

社会信心、成長遡i歩、目椋f介値、人防美系和家庭

氣固等体毅，得出了城槙居民幸福感強干衣村居民．

　国内外文献考察表明，在有美中国居民幸福感的

影吻因素吋企中，対牧入姶予特別的美注，而対中

国社会経済特型遠一制度因素考慮不多；対城多居

民幸福感的比較美注校多，而対性別、駅並的吋論

較少。本文杁力，一方面対中国居民幸福感的i寸稔

不座咳萬升社会経済特型遠一制度背景的，因力社

会経済特型的泣程是利益的重杓」立程，利益的変劫

会対各除戻居民的幸福感声生深刻的影鴫；男一方

面，在和階社会的杓建中，丙性美系平等是判別人

与人美系和階与否的基本椋志，而販並美系平等則

能移反映社会美系的和階。基干遠一思考，本研究

与以往研究的不同点在干・

　第一、立足干中国的社会鋒済鞍型。在社会経済

特型中，佳銃社会保障解体，本庇当由国家提供的

1）相美研究児http：／／thehappinessshow．com／HappiestCountrie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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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如教育、医庁辻位干市場，増加了居民生

活的不碗定性，宜接影桐到民森的生活辰量和幸福

感；在牧入分配領域，牧入分配差距的拉大，居民

由此声生的不公平感，也会対其幸福感声生一定的

影ロ向。

　第二、対公平感的考察是基干民余的主双ひ沢。

本文杁民森対干牧入分配、住房政策、就並机会、

医庁保障、教育机会五介方面来判別民炊的公平感。

対幸福感的考察是基干満意度凋査，包括民森対牧

入、工作状況、人防美系、住房状況、家庭生活等

方面的満意度判断。正如前文指出，只有通迂多介

指椋的測度オ能荻得比較穏定和持久的志度与意慮

信息，オ能保征研究中所用数据的信度和敷度，遠

対干研究社会経済鞍型与民炊幸福感的美系，具有

分析上的現実性与方法上的可操作性。

　第三、在幸福感的研究中突出性別和駅並差昇。

汁刻経済吋代，政府扱力侶尋男女平等的双念，同

吋枳板実施“男女同工同酬”的政策，男女工資差

昇是彼小的。但是最近的几項研究表明，中国的社

会経済鞍型所帯来的経済利益在男女丙性之同的分

配是不平等的（Qustafsson，2000；李実，弓欣欣，

2005），区些研究反映出如女更多地承受着特型的

負面影哨，主要表現力：女性以高干男性的速度退

出芳劫力市場，2000年全国城槙男女16歩以上杁並

率之比力76．9％低干1995年；男女丙性的牧入差距

拉大，2003年城槙単位女性就並人員的年均牧入

是男性就並人員的81．9％，而1978年，迭一数据力

83％。杁社会保障来看，2004年城鎮取工生育保険

覆蓋率只有3＆9％，校1999年仮増加0、2介百分点2）。

　男外，丙性同在取並分布上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分

隔（兄表1）。女性在工資和取並声望較高的“党政

机美干部”和“企並管理者”上的分布低干男性，

而在“高退休”与“其他”上則高干男性，尽管在

青並技木人員的分布上高干男性，但工資水平却低

干男性。根据“棚折理企假説”（Bergmann，1974），

男女工資差昇不仮源干同一駅並対女性的岐視，而

且来自干駅並分布対女性的不利，因力能移対女性

升放的販並近近少干男性，地伯そ艮唯遊入男性主専

的販並，女性労功者対有限取並的大量供姶造成了

工資水平的下降。本文ひカ，遠秒労劫力市場上的

区隔和掘折，帯tA女性的不仮是低工資，而且遊一

歩影ロ向到其幸福感。

　第四、以結杓方程模型研究幸福感与各介影哨因

素的美系。本研究杁力即使借助潜変量来研究幸福

感，但如果没有先遊的方法体系来荻取幸福感的多

雄度的綜合特征，彼唯得到一介美干幸福感的綜合

判断。因此，本文借助結杓方程模型（SEM）（亦

称潜変量結杓方程模型LISERL），建立指椋与潜…

変量，潜変量与潜変量之同的美系探付幸福感的生

成及其決定因素。

表1　丙性杁並人貝駅並杓成及月工資比較

男性就並人員 女性就並人員
耳只並

取並杓成 月均工資 取並杓成 月均工資

党政机美干部 50 3458 4．3 3301

企並管理者 76 3873 42 3517

寺並技木人員 12．3 3138 14．4 2751

工人／商並服各人員 236 1609 1＆4 1722

介体私菅 11．4 3297 79 2576

外地来京各工 16 1000 08 821

高退休 1＆8 1594 254 1132

失並下因 7．5 583 64 375

其他 123 412 1＆3 321

　　　　資料来源，“2005年北京市和楷社会建没居民意向凋査”数据整理

2）中国性別平等与如女友展指椋研究与庇用課題姐，2006，《中国性別平等与如女友展i平佑扱告》，《如女研究途払》，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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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和測量

（一）祥本迭取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源干北京市統汁局“2005

年北京市和階社会建没居民意向凋査”，核項凋査

以北京市居民戸屯活号碍力抽祥枢，采用随机抜号

屯活坊淡的方式取得祥本，有敷祥本量力2113介。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変量主要有三部分，第一部分是

介体特征，如性別、取並等；第二部分是幸福感状

況，包括五介操作性指椋；第三部分是社会公正状

況，亦有五介操作性指椋。

　本次凋査的取並分美共有1S美，本研究将其合

井力9美，分別是“党政机美或事並単位干部”，“企

並／公司干部／管理者”，“寺並技木人員”，“普通

工人／販員／商並服各並人員”，“介体私菅”，“外

地来京各工”，“萬退休”，“失並、下聞”，“其他”。

祥本的統汁分布兄表2。男外，祥本的信度栓詮兄

附表（杁后丙列可以看出，毎介同題的区分性都比

較好）。

（二）対潜変量的測量

1、幸福感

　対干幸福感潜変量，我伯通泣本次凋査的5介満

意度双測指椋予以反映，指椋内容包括対牧入、工

作、居住条件、人豚美系和家庭生活的満意程度，

遠5介変量均力定序変量，“1”力最満意，“5”力

最不満意。

　力了尽可能准碗地吋企解粁変量如何影駒幸福

感，箸者采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法，対描述幸福感的

5介測量指椋倣遊一歩的刻分，試圏将“幸福感”

細化力多介新的更加准碗的潜変量，因子分析結果

如表3言

　由表3可知，測量“幸福感”的5介指椋可以遊一

歩細分力2介新的潜変量。第一介潜変量包含的測

量指椋力“悠対目前居住条件的満意程度”，“悠対

目前人防美系的満意程度”和“悠対家庭生活的満

意程度”；而第二介潜変量包含的測量指椋力“悠

表2　祥本的銃汁分布

頻数 頻率

男 988 468

女 1125 532

党政机美或事並単位干部 94 44

企並／公司干部／管理者 117 5．5

寺」k技木人員 270 128

普通工人／駅員／商並服各並人員 421 199

介体私菅 193 91

外地来京各工 23 1．1

萬退休 450 21．3

失並、下肉 139 66

其他 312 148

訣失数据 94 44
Total 2113 100の

1

表3　幸福感的因子分析

主成分1 　　　　　1主成分2

Q10悠対目前ノト人牧入的満意程度 ．164 ．802

Q11悠対目前工作的満意程度 ．049 ．824

Q12悠対目前居住条件的満意程度 657 ．170

Q13悠対目前人后美系的満意程度 ．742 、041

Q14恋対家庭生活的満意程度 ．751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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対目前介人牧入的満意程度”，“悠対目前工作的満

意程度”。杁第一介潜変量包含的測量指椋看，其

所表示的是受坊者対“生活的満意程度”，而第二

介潜変量則表示受坊者）げ‘工作的満意程度”。因此，

我伯将幸福感潜変量遊一歩細化力丙介新的潜変量

“ 生活幸福感”和“工作幸福感”，在幸福感的測量

上，遵循其椋玖変量的測量規則，“1”力最幸福，“5”

力最不幸福。

2、社会公平

　祥本数据中対“社会公平”遠一潜変量遊行測量

的指椋有5介，包括対牧入分配政策、住房政策、

就並机会、医庁保障、教育机会公平与否的看法。

五介変量均力定序変量，其中“1”力非常公平，“4”

力非常不公平。美似干上文対干“幸福感”潜変量

的赴理，筆者在此利用因子分析方法対“社会公正”

遊行細分。継而得到表4的分ts　：

　通Lt上表中的分美，我伯可以看出“社会公正”

遠一潜変量也被細分力2介新的潜変量。第一介潜

変量所包含的測量指椋包括・“悠覚得当前社会牧

入分配是否公平”，“悠覚得当前社会住房政策是否

公平”，“悠覚得当前社会就並机会是否公平”；第

二介潜変量包括“悠覚得当前社会医庁保障是否公

平”，“悠覚得当前社会教育机会是否公平”。根豆

然，第一介潜変量所包含的測量指椋均与“牧入分

配”同題有芙，第二介潜変量所包含的測量指椋則

与“社会保障”向題有美。

　在此基石出上，筆者与前文的“生活幸福感”和“工

作幸福感”建立如下結杓美系（見圏1），遊而分析

牧入分配、社会保障対工作幸福感和生活幸福感的

影ロ向了。需要注意的是区里没有対牧入分配公平感

和社会保障公平感、工作幸福感和生活幸福感達銭，

是由干通迂以上因子分析，二者己是独立美系。

牧入分配

公平感

社会保障

公平感

圏1

工作

幸福感

生活

幸福感

四、公平感対丙性幸福感的影胸

（一）結杓方程模型的建立

　本文所建立的結杓方程模型包括：（1）測量模型，

反映潜変量和測量指椋同的美系；（2）錯杓模型，

反映潜変量之同的結杓美系。在本文的結杓方程中，

我イr］要イ古汁的参数包括：（1）外生潜変量与内生潜

変量的鈷杓方程系数；（2）椋玖変量与潜変量的測

量方程系数；（3）椋沢変量俣差項的イ古汁（反映剰

余俣差的大小）；（4）俣差項与俣差項之同扮方差

的借汁（反映椋狽変量之同的美朕）；（5）外生潜

変量的方差。由干反座公平感的二介因子是独立美

系，反座幸福感的二介因子亦独立，故本文不倣駿

征性因子分析。本文対干詰杓方程模型的拡合仇度

表4　社会公正的因子分析

主成分1 主成分2

Q71悠覚得当前牧入分配政策是否公平 0，759 0166

Q72悠覚得当前住房政策是否公平 0，510 0，445

Q73悠覚得当前就並机会是否公平 0，799 0，067

Q74悠覚得当前医庁保障是否公平 0159 0748

Q75悠覚得当前教育机会是否公平 0，097 0，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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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GFI、　AGFI、　RMR、　RMSEA遊行栓強，如

果被栓詮模型的各項栓毅値与炮和模型越接近，模

型的捌合仇度越好。

　我伯美心的同題是丙性之同“牧入分配公正感”

和“社会保障公正感”対介人工作和生活的幸福感

声生多大的影ロ向？究尭是牧入分配対介人幸福感的

影桐大？迩是社会保障対介人幸福感的影ロ向大？遊

一歩，我伯述需要了解“牧入分配”和“社会保障”

対“生活幸福感”和“工作幸福感”丙介潜変量的

作用。因此理姶模型杓造如下、

　（1）結杓方程：

　Job　hapPiness＝a’distribution＋c“welfare

　Life　happiness＝b’distribution＋d＄welfare

　（2）測量方程：

　QlO＝＝β1“　job＋el

　Q11＝β2’job＋e2

　Q12ニβ3＊life＋e3

　Q13ニβ4’life＋e4

　Q14ニβ5＊life＋e5

　Q71＝β6＊distribution＋e6

　Q72ニβ7＊distribution＋e7

　Q73＝β8奉distribution＋e8

　Q74＝β9　“welfare＋e9

　Q75ニβ10＊welfare＋e10

　本研究利用AMOS5．0軟件来完成。分三介歩ee　：

首先，分別対男性和女性丙姐祥本建立初始的錯杓

方程模型；其次，根据AMOS所提供的栓詮指数

和修正系数，凋整模型結杓，建立捌合仇度較高、

具有校強解秤力的結杓方程模型；第三，根据理想

的結杓方程模型，吋沿分析忌体数据得出的錯果。

理想的錯杓方程閤（児圏2），各項参数値及栓験値

児表5－6。

圏2

（二）基本判断

　理企上排，丙性美系的平等，一方面要求丙性枚

利与机会的平等；同吋要求在男女平等的原則下，

保障如女仇先友展，以弥朴女性尭争力的不足；男

夕卜由干先天因素，男女丙性各自的性別仇勢与潜能

座咳通辻互朴合作得到最大友揮。杁遠介意又出友，

男女丙性対社会保障和牧入分配公平感的仏枳上是

有差昇的，対幸福感的影桐通泣結杓方程模型得以

反映：

　第一、“牧入分配公平感”対“工作幸福感”和“生

活幸福感”都有湿著正影哨，但是対干丙性幸福感

的影ロ向是有差昇的，牧入分配公平感対干男性幸福

感的影ロ向近近大干女性。杁杓成“牧入分配公平感”

的三介指椋看，対丙性来説，“就並机会公平”的

影鴫最大；対干男性，“分配政策公平”次之，而

対女性来説，則“住房分配公平”次之。

　第二、“社会保障公平感”対丙性的“工作幸福感”

和“生活幸福感”均有湿著的影鴫，尤其対“生活

幸福感”的影ロ向要更大些。“社会保障公平感”対

女性幸福感的影吻尤其突出。

　因此，“牧入分配公平感”対男性幸福感的影鴫大，

“ 社会保障公平感”対女性幸福感的影ロ向大。丙性

相比，男性幸福感更多体現在工作上，女性幸福感

則体現在生活上。区表明二性的幸福感存在互ネ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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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社会保障与牧入分配対幸福感影駒

男性 女性

Estimate Z Estimate Z

拮杓模型

生活幸福感 〈一一， 牧入分配 731 9408 509 ＆114

工作幸福感 〈，．， 牧入分配 874 ＆172 576 6466

工作幸福感 ＜＿ 社会保障 020 215 627 3307

生活幸福感 〈一一一 社会保障 293 4，816 1，571 5266

測量模型

工作状況 ＜一一一 工作幸福感 1，000 1，000

介人牧入 〈一一一 工作幸福感 878 6209 1382 6834

居住条件 ＜一一一 生活幸福感 1，000 1，000

人后美系 〈一．一 生活幸福感 1055 ＆972 ．756 9301

家庭生活 〈＿ 生活幸福感 1071 ＆661 1，068 10218

分配政策 ＜一．一 牧入分配 1，000 1，000

住房政策 〈＿一 牧入分配 ．988 9218 1045 9985

就並机会 ＜＿一 牧入分配 1D25 9485 1，179 10238

教育机会 ＜一一一 社会保障 1，000 1，000

医庁保障 ＜＿ 社会保障 1，210 4，044 930 4141

表6　模型栓強結果

男性 女性

RMR RMSEA GFI AGFI RMR RMSEA GFI AGFI

被栓詮模型

砲和模型

独立模型

0112

0000

0227

0102

0106

0892

1，000

0736

0882

0643

被栓詮模型

砲和模型

独立模型

0100

0000

0212

0092

0162

0942

1，000

0724

0901

0663

特征，女性更需要通辻社会保障提高尭争力来荻得

幸福感。

五、引入取」k変量后，公平感対丙性幸福感

　　的影ロ向

（一）拮杓方程模型

　経済学美干取並対性別工資差昇影ロ向的分析，分

力“取並同差昇”和“駅並内差昇”遊行分析。本

文不同干佳統的研究方法是在公平感対幸福感影ロ向

的詰杓方程模型基石出上，引入取並変量，双察取並

対幸福感的影桐。由干取並是定美数据，我伯首先

対駅並変量遊行虚捌化姓理，以“其他”作力参照美，

在AMOS中，定美数据通辻虚似化赴理可以作力

外生変量引入結杓方程模型。圏3作力圏2的尭争模

型，在圏2模型基石出上，通迂引入駅止変量，我｛『］

希望現察取並的影駒敷座。引入取並虚似変量后，

理姶模型杓造如下：

（二）基本判断

　与没有引入販並特征的結杓方程相比，“牧入分

配公平感”和“社会保障公平感”対丙性“工作幸

福感”和“家庭幸福感”的影ロ向均有所下降。女性

的“工作幸福感”大干男性，而］駅並女性的“生活

幸福感”却小干男性。対幸福感的坪恰，“1”力最

幸福，“5”力最不幸福，汁算値越大，幸福感越低。

我伯根据取並的影胸程度，対幸福感見高到低倣一

排序。

　対男性来悦，“工作幸福感”的排序力，机美干

部、企並管理者、介体／私菅杁並者、工人／商並服

各人員／取員、寺並技木人員、外来各工、失並下肉、

高退休；

　男性“生活幸福感”的排序力；机美干部、寺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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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牧入分配公平感与社会保障公平感対丙性幸福感的影胸

生活幸福感

工作幸福感

工作幸福感

生活幸福感

工作幸福感

工作幸福感

工作幸福感

工作幸福感

工作幸福感

工作幸福感

工作幸福感

工作幸福感

生活幸福感

生活幸福感

生活幸福感

生活幸福感

生活幸福感

生活幸福感

生活幸福感

生活幸福感

工作状況

介人牧入

居住条件

人阪美系

家庭生活

分配政策

住房政策

就並机会

教育机会

医庁保障

結杓模型
く一一一牧入分配

く一一一牧入分配

く一一一社会保障

く一一　社会保障

く一一一机美干部

く一一企並管理者

く…　寺並技木

く一一一工商／取員

ぐ一一介体／私菅

く一一一外来各工

く一　高退休

く一一一失並下肉

く一一机美干部

ぐ一一企並管理者

く一一モ並技木

く一一一工人／駅員／商並

く…　介体／私菅

く一一一タト来各工

く…　萬退休

く＿．失並下肉

測量模型

工作幸福感

工作幸福感

生活幸福感

生活幸福感

生活幸福感

牧入分配

牧入分配

牧入分配

社会保障

社会保障

．547

．064

．008

．383

－
．298

－
．252

－
．233

－
．237

－
．239

－
．186

．158

．089

－
．157

．053

．049

．144

．129

．445

．156

，381

1．000

6．456

LOOO
1．042

1．018

1．000

1．019

．995

1．000

1．125

8．729

3．343

．486

5．684

4．M2
4．C60

4769
－4．921

－4．763

－3．056

4．591

3．060

－
1．963

　．804

　．931

3．440

2．339

3．136

3．444

5．480

＆879

＆334

9．455

9．425

．444

．112

．151

1．305

－
．499

－
．467

－
．473

－
．412

．
．398

〔232

．091

．103

．000

．027

．076

．176

．138

．268

．217

．520

1．000

4．775

1．000

．812

1ユ17

1．000

1．076

U14
1．000

．928

7．710

4．650

3．157

5．567

－
7．398

－7．205

－8．288

－8．237

－
7．526

－
2．466

4．416

3．029

　．090

　．303

1．466

3．692

2．035

1．267

5．058

6．689

9．984

10964

9．800

9．844

表8　模型栓強錆果

男性 女性

RMR RMSEA GFI AGFI RMR RMSEA GFI AGFI

被栓毅模型

砲和模型

独立模型

0081

0000

0133

0119

0145

0892

1，000

0736

0851

0705

被栓詮模型

抱和模型

独立模型

0081

0000

0126

0102

0136

0906

1，000

0746

0871

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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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木人員、企並管理者、介体／私菅杁並者、工人／

商並服各人員／販員、萬退休、失並下同、外来各工；

　対女性来説，“工作幸福感”的排序力：机美干

部、企並管理者、寺並技木人員、工人／商並服各

人員／取員、介体／私菅杁並者、タト来各工、失並下

肉、萬退休；

　女性“生活幸福感”的排序力、机美干部、企並

管理者、モ並技木人員、工人／商並服各人員／取員、

介体私菅杁並者、萬退休、タト来各工、失並下聞。

　綜合来看，排在幸福感前面的均是牧入和取並声

望較高的販並，而排在后面的是低牧入和失並下肉

人員。由干女性在牧入和取並声望校高的正規部1］

工作的人数比例低干男性（4＆5％＞40．3％），而在高

退休和失並下肉的比例高干男性（31．8％＞26．3％），

因此“棚排理稔假悦”可以遊一歩用以解粋丙性幸

福感的差昇。

六、結企与政策建改

　1、研究表明，民傘的社会保障公平感和牧入分

配公平感対民余幸福感有重要的影ロ向，因此牧入分

配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是否以人力本，能否得到百

姓的棚炉，是可以通辻百姓的幸福感体現出来的。

八遠意又上ii，幸福感座咳成力制定社会保障和牧

入分配政策的目椋。

　2、駅』（同幸福感比較昆示，高牧入和高声望駅

並的幸福感高干低牧入和低声望取並，遠意味着牧

入与幸福感有昼著美系。因此，一味強凋幸福感，

排斥GDP和人均牧入是不座核的，因力社会保障

的完善和牧入分配的公正有頼干“蛋樵”的倣大，

有頼干社会財富不断釈累，只有大力友展経済，オ

能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牧入分配机制，使

人民群森有一ノトK期穏定的幸福感。

　3、丙性“工作幸福感”的比校豆示，棚有販並

会在彼大程度上提升女性的“工作幸福感”，但由

干女性必須承担生育天駅，在家庭中承担家各芳劫、

照願該子和老人的責任，遠又必然影吻到“生活幸

福感”。男外女性在家庭中承担的責任往往是芳劫

力市場性別隔萬和用人単位性別岐視的主要原因，

因此女性“工作幸福感”与就並和牧入分配政策有

彼大美系。国家在制定就並政策和牧入分配政策必

須将性別意玖納入其主流，保障女性的基本枚利。

　4、丙性“生活幸福感”的比較湿示，“社会保障”

対女性“生活幸福感”影ロ向湿著，本文的社会保障

主要体現在“医iiG”和“教育”丙介方面。対如女

健康遊行基本的保障，不仮美系到如女自身的生存

和友展，而且述影駒到整介家庭及子刊、后代的幸福

生活。同祥対干如女的取並培洲和継綾教育，也有

助丁如女牧入的提高，増強如女経済上的独立性，

遊而増加如女的“生活幸福感”。杁遠介意叉上洪，

国家在制定社会保障政策，企並在制定取工培Vll汁

刻上，也需要将性別意玖納入其決策中。

　5、杁幸福感的販並排序看，排在前几位的取並

都是牧入穏定，享有社会保障的販並，排在末位的

是萬退休、外来各工者和失並下同人員。因此，在

社会保障和牧入分配政策上，政府座咳遊一歩加強

対萬退休、外来各工和失並下同人員的傾斜，如対

其子女引入免費教育，保障他伯的受教育枚利；使

他伯有能力支付医i庁費用，保障其医庁和公共玉生

享有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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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脆●m・Total　Statistics

　　　　　　　　Scale
Scale　Mean　if　　Variance　if

Item　Deleted　　ltem　Deleted

Corrected　　　Cronbach’s

ltem・Total　　Alpha　if　ltem

Correlation　　　　Deleted

Q71、悠覚得在現在社
会在牧入分配方面是
否公平？（単逸）

Q72．悠覚得在現在社
会在住房政策方面是
否公平？（単逸）

Q73．恋覚得在現在社
会在就並机会方面是
否公平？（単逸）

Q74．悠覚得在現在社
会在医痔保障方面是
否公平？（単逸）

Q75．恋覚得在現在社
会在教育机会方面是
否公平？（単迭）

Q10、悠対介人牧入
的満意程度？（単逸）

Qlt、悠対悠目前工作
的満意程度？（単逸）

Q12、悠対悠目前居住
条件的満意程度？（単
逸）

Q13、悠対悠目前人隊
美系的満意程度？（単
逸）

Q14、悠的家庭生活幸
福喝？（単逸）

24．62

24．65

24．83

24．76

25．10

24．26

23．76

24．71

25．04

25．27

27．075

26．501

26．372

27305

27．395

26．507

24．731

26．998

27．921

27．731

．409

．396

．411

．339

．312

．351

．261

．360

．326

．415

．652

．652

．649

．662

．667

．660

．697

．659

．665

．6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