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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因此，居民的生活幸福感也逐渐成为检

验社会治理水平的重要依据。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治理重心的逐步下移，我国社

会治理现代化取得诸多成效，但是城市居民的生活幸福感仍有待提升。本研究基于CGSS2015年的数据，

应用多元回归探究了社会治理满意度与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社会治理满意度对

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产生正向显著影响。因此，为更好地完善社会治理创新使得城市居民的生活更加

幸福，从促进环境污染协同治理、创新城建管理理念、道路安全管理立法、加强社会治安防控、完善食

品安全监督、加强市场秩序治理六个方面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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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port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proposed that seeking happiness for the people is the 
original intention and miss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Therefore, the residents’ sense of life 
happiness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basis for testing the level of social governance.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the gradual down-
ward shift of the focus of social governance, China’s soci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has achieved 
many results, but the well-being of urban residents still needs to be improved. Based on the data 
of CGSS in 2015, this study uses multiple regression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governance satisfaction and urban residents’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social 
governance satisfaction has a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impact on urban residents’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refore, in order to better improve soci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and make the lives 
of urban residents happier, relevant policy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from six aspects: promot-
ing coordinated governance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novating urban construction manage-
ment concept, road safety management legislation, strengthening social security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mproving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and strengthening market order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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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幸福是人类永恒追求的话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和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持续快速增长，但我

国居民的幸福感并未同步提升，反而呈现下降趋势[1]。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

不断提升，人们对政府的社会治理水平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会治理的满意度对人民的幸福生活同样

也产生着重要的影响。我国一直高度重视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如何更好地满足我国城市居民对

社会治理的要求，提升城市居民生活的幸福感，是当前社会亟待解决的难题。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回答，

不仅对于城市居民幸福感的提升提供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对于优化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具有重要的

意义。 

2. 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源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西方国家，学术界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最初多集中在心理

学和社会学等领域[2]。主观幸福感在我国的研究热潮是在十九大召开以来，为了使得更多的人群享受到

改革开放的红利，我国诸多学者开始重视民生环境的建设和人民幸福感的研究[3]。 
我国学术界对居民幸福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影响居民幸福感的因素。学术界侧重于从居民的个人特

征、经济因素、社会因素、文化因素等进行研究。基于居民个人特征的视角，张彤进认为个体特征变量

与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之间明显正相关[4]。从经济因素的视角，邢占军在系统的考察我国居民收入与

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基础上发现高收入群体比低收入群体的幸福感要更高[5]。徐海平等人在收入与农村居

民幸福感的研究中引入了社会阶层认同这一中介变量，研究表明两者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并且随着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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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加，社会阶层认同的中介作用会越来越强[6]。从社会因素的视角，邢占军认为相较于其他社会经济

因素对幸福感的正向影响，社会凝聚的影响作用更为显著[7]。孟祥斐认为居民的人社互动能力对于生活

幸福感有着重要的意义[8]。从文化因素的视角，胡宏兵通过对 CHIP2013 数据的研究发现，在当代背景

下，提升我国居民幸福感要重视发展教育事业，并且要合理分配教育资源以提升农村居民的幸福感[9]。
赵文龙则考虑到“文凭贬值”的现实因素，提出教育对幸福感的正向影响有所萎缩[10]。 

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背景下，近年来学术界对幸福感的讨论较为热衷于农村居民，对于城市

居民幸福感的研究热情稍有降低，而在社会治理领域探究城市居民幸福感的研究则少之又少。在创新社

会治理的大环境下，居民的生活幸福感也逐渐成为衡量社会治理水平的重要标尺。因此，探究社会治理

与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是必要的，本文尝试从 CGSS2015 家户问卷中社会治理的六个维度出

发，探究二者之间是否有相关性。并希望以此提出相关建议，从而为我国提升城市居民生活幸福感提供

新的思路。 

3. 数据来源与变量介绍 

3.1. 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基于 CGSS2015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问卷)，由于本文研究对象为城市居民，因此在剔除了

无效样本后保留了有效样本量 4753 个。在总体样本的特征中，女性样本量为 2468，样本比例为 51.93%，

略高于男性。在受教育程度的数据中，城市居民的受教育水平要普遍高于农村居民，其中以大专及本科

的比例最高，为 28.17%，受教育程度为初高中的比例稍低，分别为 24.41%、26.34%。在健康状况的样

本分析中，66.54%的城市居民身体是健康的。在城市居民的政治面貌的调查结果中显示，城市居民中的

党员比例为 18.33%，非党员比例高达 81.67%。在收入水平的数据中，绝大部分的城市居民年收入低于

100,000，其比例高达 95.62%。在婚姻状况的数据中，已婚比例为 87.73。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assignment of related variables (N = 4753) 
表 1. 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赋值说明(N = 4753) 

变量维度 变量名称 赋值说明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幸福感 非常不幸福  
= 1 

比较不幸福  
= 2 

说不上幸福 
不幸福 = 3 

比较幸福 
= 4 

非常幸福 
= 5 3.933 0.779 

自变量 

环境污染治

理满意度 非常低 = 1 比较低 = 2 一般 = 3 比较高 = 4 非常高 = 5 2.866 0.875 

城市建设治

理满意度 非常低 = 1 比较低 = 2 一般 = 3 比较高 = 4 非常高 = 5 3.185 0.799 

道路交通治

理满意度 非常低 = 1 比较低 = 2 一般 = 3 比较高 = 4 非常高 = 5 3.192 0.833 

社会治安治

理满意度 非常低 = 1 比较低 = 2 一般 = 3 比较高 = 4 非常高 = 5 3.297 0.781 

食品安全治

理满意度 非常低 = 1 比较低 = 2 一般 = 3 比较高 = 4 非常高 = 5 2.690 0.956 

市场秩序治

理满意度 非常低 = 1 比较低 = 2 一般 = 3 比较高 = 4 非常高 = 5 3.050 0.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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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变量 

性别 女性 = 0，男性 = 1 0.519 0.500 

政治面貌 非党员 = 0，党员 = 1 0.183 0.387 

受教育年限 取值范围：0-19 11.089 4.415 

健康状况 非常不健康  
= 1 

比较不健康 
= 2 一般 = 3 比较健康 

= 4 
非常健康 

= 5 3.684 1.015 

婚姻状况 未婚 = 0，已婚 = 1 0.877 0.328 

经济状况 100,000 及以下 = 1，100,000 及以上 = 2 1.044 0.205 

3.2. 变量介绍 

本文的因变量是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本文的自变量是在 CGSS2015 问卷中选取社会治理满意度

的六个指标变量，包括环境污染治理满意度、城市建设治理满意度、道路交通治理满意度、社会治安管

理满意度、食品安全治理满意度、市场秩序治理满意度。本文的控制变量选取了性别、受教育程度、健康

状况、政治面貌、婚姻状况和收入水平共 6 项城市居民部分个人特征。上述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详见表 1。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研究采用 stata16.0 软件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其中社会人口特征作为控制变量，模型 1 是基准模型，

仅仅体现控制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在本研究中模型2至模型7是分别在模型1 的基础上添加六个变量，

从而分析各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具体结果见表 2。 
 

Table 2. A model 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social governance satisfaction on the well-being of urban residents (N = 4753) 
表 2. 社会治理满意度对城市居民幸福感影响模型分析结果(N = 4753) 

变量名称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性别 0.081*** 
(0.023) 

0.103*** 
(0.040) 

0.098** 
(0.040) 

0.104*** 
(0.040) 

0.108*** 
(0.394) 

0.102*** 
(0.040) 

0.102*** 
(0.040) 

政治面貌 0.192*** 
(0.030) 

0.228*** 
(0.053) 

0.232*** 
(0.053) 

0.240*** 

(0.053) 
0.234*** 
(0.053) 

0.228*** 
(0.053) 

0.243*** 
(0.053) 

受教育年限 0.001 
(0.003) 

0.004 
(0.005) 

0.003 
(0.005) 

0.002 
(0.005) 

0.003 
(0.005) 

0.003 
(0.005) 

0.002 
(0.005) 

健康状况 0.181*** 
(0.011) 

0.178*** 
(0.020) 

0.177*** 
(0.053) 

0.179*** 
(0.020) 

0.178*** 
(0.020) 

0.176*** 
(0.020) 

0.177*** 
(0.020) 

婚姻状况 0.150*** 
(0.037) 

0.073 
(0.063) 

0.071 
(0.062) 

0.064 
(0.063) 

0.074 
(0.063) 

0.078 
(0.062) 

0.071 
(0.063) 

经济状况 0.076 
(0.056) 

0.049 
(0.095) 

0.034 
(0.093) 

0.054 
(0.094) 

0.031 
(0.094) 

0.058 
(0.095) 

0.051 
(0.095) 

环境污染治理

满意度 
 0.080*** 

(0.022)      

城市建设治理

满意度 
  0.143*** 

(0.024)     

https://doi.org/10.12677/aam.2022.114219


樊姝涵 
 

 

DOI: 10.12677/aam.2022.114219 2028 应用数学进展 
 

Continued  

道路交通治理

满意度 
   0.100*** 

(0.023)    

社会治安治理

满意度 
    0.077*** 

(0.024)   

食品安全治理

满意度 
     0.066*** 

(0.020)  

市场秩序治理

满意度 
      0.111*** 

(0.025) 

Constant 2.889*** 
(0.091) 

2.708*** 
(0.173) 

2.520*** 
(0.174) 

2.630*** 
(0.174) 

2.698*** 
(0.177) 

2.744*** 
(0.174) 

2.620*** 
(0.178) 

R-squared 0.067 0.089 0.089 0.081 0.075 0.071 0.079 

注：显著度水平：***P < 0.01，**P < 0.05；括号内为标准误。 

 
由模型 1 的回归结果可知，性别、健康状况、政治面貌和婚姻状况显著影响城市居民的幸福感。健

康状况每提高一个单位，幸福感增加 18.1%。此外，相较于未婚居民，已婚居民更加感到幸福。性别的

回归系数为 0.081，这说明相较于女性居民，男性城市居民的幸福感更高。政治面貌的回归系数为 0.192，
所以相较于非党员，党员幸福感程度更高。受教育年限和经济状况与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关系并不显著。 

由模型 2 的回归结果可知，环境污染治理满意度对我国城市居民的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环境污

染治理每提高一个单位，幸福感提高 8%。近年来，我国对环境治理的问题愈发重视，与此同时，城市居

民对居住环境的要求和环保意识也有所提高，良好的生态环境有助于增强居民生活的幸福感。 
由模型 3 的回归结果可知，城市建设治理满意度对我国城市居民的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城市建

设治理每提高一个单位，幸福感提高 14.3%。由于城市化建设进程加快，政府城市建设治理的能力影响

和决定了城市建设的力度和效度，也大大影响着城市居民生活质量，同时也关系到城市居民生活幸福感

的获得。 
由模型 4 的回归结果可知，道路交通治理满意度对我国城市居民的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道路交

通治理每提高一个单位，幸福感就提高 10%。近年来，我国道路交通治理的水平较过去有了巨大的飞跃，

城市居民日常出行的频率大大增加，这不仅表明我国的道路交通发展迅速，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

国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因此，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也在增强。 
由模型 5 的回归结果可知，社会治安治理满意度对我国城市居民的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社会治

安治理每提高一个单位，幸福感就提高了 7.7%。社会治安治理水平不仅关系到社会成员的安全感和幸福

感，而且影响着社会环境的稳定。社会治安治理水平越高，城市居民的安全感和幸福感也会随之提升。 
由模型 6 的回归结果可知，食品安全治理满意度对我国城市居民的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食品安

全治理每提高一个单位，幸福感就提高了 6.6%。食品安全是人民群众健康的重要前提，食品安全监督治

理水平的高低关系着我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食品安全治理越完善，城市居民的生活幸福感也会

越高。 
由模型 7 的回归结果可知，市场秩序治理满意度显著对我国城市居民的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市

场秩序治理每提高一个单位，幸福感就提高了 11.1%。市场秩序的治理关系着市场经济的平稳发展，良

好的市场秩序有利于提高社会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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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2 可知，社会治理满意度与城市居民的幸福感之间呈现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即社会治理满意

度越高，城市居民越幸福。 

5. 政策建议 

5.1. 下放环境污染治理权力，引导城市居民共同参与 

环境污染防治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日益增强，环境治理对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呈现显著性。经济的

飞速发展往往是以日趋严峻的生态环境为代价，首先帮助城市居民强化环保意识，以思想指导行动，对

社区居民的思想观念加以正向引导，使之在环境污染治理中发挥出主人翁作用，使之意识到社会协同合

作的巨大引力，从而加强环境污染防治。同时，要加强城市环境信息公开体系的建设，良好的城市污染

治理不仅需要各方主体的共同努力，而且需要监督体系作为保障，健全环境监督保障机制有利于提升城

市环境污染治理的成效。 

5.2. 树立新城建管理理念，保障人民城市建设主体地位 

近年来城市建设正在成为发达国家提升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方面，城市建设管理的效果大大影响了城

市居民生活的幸福感。为建设人民生活幸福的现代化城市，我国政府应提高城市建设治理能力，建设更

加和谐宜人的城市空间环境。因此，应重视人民群众在城市建设和发展中的主体地位，促进城市建设管

理方式的创新。 

5.3. 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立法，营造居民安全出行环境 

道路交通对城市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快速、高效的城市道路交通系统，为城市居民的生活

出行提供了便利。道路交通治理的有效性关系到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因此，我国政府应重视加强道路

交通的治理能力，塑造更加便捷和舒适的道路交通环境。对道路交通安全环境的治理，应以人治为基础，

法治为保障，两者相结合的方式健全道路安全立法体系，为城市居民营造一个安全有保障的道路安全出

行环境。 

5.4. 创新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创建人民幸福生活环境 

提升社会治安治理水平，增强城市居民生活幸福感，要重视城市社区居民在社会治安治理体系中的

重要力量。虽然目前来说我国社会治安治理主体主要是政府，但是人民群众的力量是值得信赖的。因此，

应主动向公众公开相关非涉密信息，要把公众参与作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创新和建设的重要力量的重要

地位凸显出来。 

5.5. 健全食品安全监督体系，完善食品安全立法 

食品安全是关系国泰民安的头等大事，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实行食品安全

战略，将构建食品安全监督治理体系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完善食品安全立法是必要的，但

是食品安全的监督不仅仅依靠利用行政手段，还应该充分调动社会监督的积极性，实现食品安全共治的

良好格局。 

5.6. 加强市场秩序综合治理，创建市场公平竞争环境 

公平健康的市场秩序是市场经济发挥活力和生命力的重要前提条件。我国如今处于市场经济发展的

初期，市场发育不够成熟，假冒伪劣产品冲击市场的现象时有发生。为保障市场秩序平稳发展、人民的合

法权益得以维护，就需要加强市场秩序的综合治理，完善市场监管体制，营造公开平等的市场竞争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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