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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December 20, 1999, China resumed the exercise of sovereignty over Macao. From then on, 
Macao entered a completely new era in its history, and that brought changes to residents’ subject well-being. 
In order to analyze and compare this change when before and after Macao’s handover, we investigated 450 
residents in Macao with General Well-Being Schedule (GWBS) and Self-Compiled Questionnaire, and ana- 
lyzed from aspects of sex, age, religion, marriage states, school record, and monthly income. The results 
showed a significantly higher Subject well-being after Macao’s return no matter on 6 demographic variables, 
on GWBS overall or on 6 dimensions of GWBS (Satisfaction and interest toward life, worry about health, 
energy, mind of depression or delight, the control of emotion and behavior, relax or tension). We do think that 
the changes of residents’ subject well-being should be attributed to political system’s creation, economic 
took-off, better public security, a higher international status,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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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09 年时逢澳门回归十周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的双庆日子。为了比较和分析澳

门回归前后澳门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我们采用自编问卷和总体幸福感量表(GWBS)，对 450 名澳门居

民进行问卷调查，并从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宗教信仰、文化程度、月收入六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发现：无论在六种人口学变量上，在 GWBS 总体上，还是在 GWBS 的六个维度(对生活的满足和

兴趣，对健康的担心、精力、忧郁或愉快的心境、对情感和行为的控制、松弛和紧张)上，澳门回归后，

居民的幸福感均较回归前有显著提高。我们认为该结果是由于澳门回归后，在经济、政治方面的飞速

发展、国际地位的提高以及治安的改进等原因促成的。 

 

关键词：澳门回归十周年；主观幸福感 

1. 引言 

1887 年，中葡《和好通商条约》(又称《中葡北 

京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在本质上丧失了对澳门主

权和治权(邓开颂，1999；马万祺，2009；王贤禹，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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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 12 月 20 日零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对澳

门的行使主权，也开始了“一国两制、澳人治澳”政

策的实行，从此，澳门的发展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澳门的回归体现了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也体现了

中华民族的尊严神圣不可侵犯。澳门顺利回归是完成

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重要一步，洗刷了中华民族的耻

辱。不仅意味着西方在中国的殖民主义的存在的结

束，而且最终结束了白人在亚洲统治的历史，在亚洲

解放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是指个人依据

自订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价，是衡量个人

生活质量的综合性心理指标(严标兵，郑雪，邱林，

2004)，是一种主观的体验(王芳，陈福国，2005)。西

方学者提出了很多解释主观幸福感的理论，具代表性

主要有 Wilson 的古典理论，Tellegan 等人的遗传作用

理论，Gray 的人格理论，Diener 等人的人格–环境

交互作用和期望值理论。 

古典理论认为主观幸福感和满足有关，需要的及

时满足产生快乐，而需要满足到什么程度才能带来满

足感，有赖个人的适应或期望水平(Diener & Eunkook, 

1999)。遗传作用理论核心观点是，气质和人格对主观

幸福感有很强的相关性(Gomez, Krings, Bangerter, & 

Grob, 2009; Lyubomirsky, Sheldon, & Schkade, 2005)。

人格理论认为，个体差异主要是由行为激活系统和行

为抑制系统这两个基本脑动力系统差异造成(DeNeve 

& Cooper, 1998; Gomez, Krings, Bangerter, & Grob, 

2009)。人格–环境交互作用认为，人格特质对情绪的

影响可能被情境削弱或强化，因而其影响超出直接的

主效应，人格与环境交互影响主观幸福感(Diener, 

Eunkook, & Richard, 1999)。而在期望值理论看来，期

望值和实际成就之间的差异与主观幸福感相关

(Mentzakisa & Morob, 2009)。 

从西方学者关于主观幸福感评价的理论基础与

模型我们不难发现，他们对影响主观幸福感的重心己

经由用人口统计项目来解释转向用个体的内在因素

来解释。但是，用基因、人格等因素来解释主观幸福

感，过分地强调个体差异，而无视客观环境中人的行

为和评价标准的趋向性，也是有失偏颇的。后来很多

研究者都证实外部环境因素包括政治权利、经济状

况、文化差异、社会支持、生活事件等都对幸福感也

有很大的影响(陆建兰，陆家海，林天翔，2010；齐金

玲，李辉，2010；严标宾，郑雪，2006)。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下称为《公约》)

于 1976 年 3 月 23 日生效，澳门回归后，《公约》仍

然适用。《公约》规定了公民有各项参政权利，少数

人的权利，言论和见解自由等多种自由，以及免于酷

刑等多种其他权利。并且，澳门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

李成俊表示，澳门回归十年来，居民各项权利和自由

得到前所未有的全面保障。 

从 2005 年起的 5 年里，澳门特区政府完成了四

次“澳门综合生活素质研究”的调研，回归后澳门居

民综合生活素质总体上呈改善趋势，特别是经济、健

康、教育、学习与信息取得、就业、家庭、公共安全、

文化与休闲和两性平等七个方面得到了显著提高(张

光南，赵永亮，黄燕玲，2010)。2009 年 12 月，一项

调查用数字说明了澳门回归十年间的巨变：2009 年人

均 GDP 达 31.3091 万澳门元，是 1999 年的 2.8 倍；

来自澳门统计暨普查局的统计资料显示，就业人口月

收入中位数从 1998 年的 5244 澳门元，增至 2007 的

7000 元，到 2009 年第四季度达到 9000 元并持续到现

在。回归一年内，澳门的凶杀案件减少了 72%，纵火

案下降了 40%。 

主观幸福感既是一种主观体验又与需要的满足

和环境的改变有关，根据以上几次调查，澳门经济实

力提升，教育大力普及、保障制度更完善，治安好转，

澳门居民就业率提高，收入增加。这些因素促进了居

民们生活质量的提高，那么幸福感是否也得到提升？

同时，以往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由于各种原因，均

无法涉及到政治制度、社会治安、教育福利等众多影

响生活质量和幸福感的社会背景问题。我们经过查阅

文献发现，关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从 1995 年后

才开始受到关注，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研究从研究

大学生和老年人开始，之后范围不断扩大，医护人员、

企业职工，留守儿童等的主观幸福感又成为了新的热

点。总结这十年来的研究成果，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

素可以归纳为外因和内因两个方面，外因包括社会环

境、社会支持、收入、婚姻状况、文化程度等，内因

主要是人格特征、自我意识。另外，不同职业、不同

身份的人还受到很多特殊因素的影响，例如，企业员

工来说还受工作性质、对企业的满意度的影响(焦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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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张静平，谢丽琴，彭芳，2010；陆建兰，陆家海，

林天翔，2010；齐金玲，李辉，2010；任杰，金志成，

杨秋娟，2010)。 

那么，对于对社会生活感受最深的居民而言，其

主观幸福感是否会因为政治、经济、治安各方面的提

升而发生改变呢？我们借澳门回归祖国十周年这一

特殊的历史时机，对前人难以触及的政治制度、治安

状况、社会环境等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首次进行了研

究。 

本研究从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学历、月收入

和宗教信仰六个方面对主观幸福感进行了比较。根据

十年间，澳门政治经济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预

期，澳门回归后，人们的主观幸福感增强。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28 岁以上、且最近十年均在澳居住的澳门永久居

民。问卷派出 450 份，收回 436 份，回收率 96.9%。

回收后调整反向记分题的数据，初步整理后保留有效

问卷 429 份。 

2.2. 研究方法 

被试基本情况问卷和总体主观幸福感量表(Ge- 

neral Well-Being Schedule, GWBS)。 

被试基本情况问卷为自编问卷，搜集被试的性

別、年齡、婚姻狀況、宗教信仰、学历和收入等多方

面的内容。总体幸福感量表(GWBS)由美国国立卫生

统计中心制订，段建华(1996)修订。本量表从对健康

的担心、精力、对生活的满足和兴趣，忧郁或愉快的

心境、对情感和行为的控制以及松弛与紧张(焦虑)6

个维度上来评价受试对幸福感。量表各个项目得分与

总分的相关在 .48~.78 之间，分量表与总表的相关

为.56~.88，内部一致性系数为男性.91、女性.95，重

测一致性为.85。 

2.3. 研究程序 

研究在 2009 年 12 月~2010 年 1 月间完成。我们

在问卷施测过程中，首先向被试解释清楚研究的目

的、幸福感的概念及各条目的内涵，并逐一请被试确

认自己具有清晰、准确的自主回忆和评价能力且自愿

参加本研究。测试匿名进行，请每位被试认真回忆个

人于澳门回归前后的主观幸福感，并且真实填答。 

2.4. 统计分析 

所有数据资料采用 SPSS16.0 进行统计分析，首

先进行正态检验，结果均呈正态分布，再进行描述统

计分析，最后根据研究设计和目的对余下的数据进行

t 检验或者方差分析。 

3. 结果 

3.1. 澳门居民回归前后主观幸福感比较 

根据描述统计结果，以 2.5 个标准差为标准删除

数据，结果保留下 422 个数据。 

回归前后，澳门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的状况见表 1。 

配对样本 t 检验表明，回归后的幸福感显著高于

回归前，t = 6.29, p < .001。 

3.2. 回归前后主观幸福感在六种人口学特征上 

的比较 

表 1 表明，回归十周年后，澳门居民的主观幸福

感有显著提高，那么在各种人口学特征上，主观幸福

感是否也有这种变化？我们分别从性別、年齡、婚姻

狀況、宗教信仰、学历和月收入六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结果见表 2。性别指男、女；年龄分为 18~27 岁、28~37

岁、38~47 岁、48~57 岁、58 岁以上；婚姻状况分为

未婚独居或与家人同居、已婚且共同生活、分居/离婚、

未婚同居、鳏寡；宗教信仰指被试的信仰，分为佛教、

基督教、天主教、无信仰、其他；学历分为初中或以

下、高中、大专/大学、硕士、博士、其他；月收入指

个人月总收入，分为 10,000 澳门元以下、10,001~ 

15,000 澳门元、15,001~20,000 澳门元、20,001~25,000

澳门元、25,001 澳门元以上。 

分析结果显示，在六种人口学特征上，居民的主

观幸福感均是回归后强于回归前。性别、婚姻状况、 
 

Table 1. Macao residents’ subjective well-being when before and 
after Macao’s return 

表 1. 回归前后澳门居民主观幸福感状况(M ± SD) 

 回归前 回归后 

总分 110.47 ± 8.52 112.53 ± 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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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The comparison of Macao residents’ subjective well-being 
about 6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表 2. 在六种人口学特征上澳门回归前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比较
(M ± SD) 

 回归前 回归后 

性别 110.71 ± 0.43 112.84 ± .41 

年龄 110.84 ± 0.82 112.29 ± .79 

婚姻状况 110.86 ± 1.13 113.87 ± 1.07 

宗教信仰 110.51 ± 0.61 113.15 ± .57 

学历 110.43 ± 0.76 113.32 ± .72 

月收入 110.33 ± 0.50 112.55 ± .47 

 

宗教信仰、学历和月收入上的 F 分别为 40.51，11.99，

32.72，24.32，33.12，且均是 p < .001；年龄特征上的

F 值为 5.03，p < .05。 

3.3. 量表各维度上的分析 

总体幸福感量表包含对健康的担心、精力、对生

活的满足和兴趣，忧郁或愉快的心境、对情感和行为

的控制以及松弛与紧张(焦虑)六个维度。我们分别对

每个维度进行描述统计分析，以 2.5 个标准差为标准

删除数据，再分别比较了澳门回归前后，居民总体幸

福感的变化情况，结果见表 3。配对样本 t 检验表明，

在六个维度上，均表现出回归后的幸福感显著高于回

归前，如表 3。 

3.4. 总体幸福感各维度在六种人口学特征方面

的比较 

对生活满足和兴趣维度上，在六种人口学特征

上，居民在澳门回归后对生活的满意感均显著强于回

归之前。在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宗教信仰、学历

和月收入上的 F 值分别为 18.45，9.73，4.38，3.45，

16.41，4.40，显著性水平分别为 p < .001，p < .01，p 

< .05，p = .06，p < .001，p < .05。 

对健康的担心维度上，在六种人口学特征上，回

归后的对健康的担心度均显著低于回归前。在性别、

年龄、婚姻状况、宗教信仰、学历和月收入上的 F 值

分别为 18.45，3.89，8.51，6.75，16.93，162.84，显

著性水平分别为 p < .001，p < .05，p < .01，p < .01，

p < .001，p < .001。 

在精力维度上的分析，在六种人口学特征上，澳

门居民都感觉回归后比回归前精力更充沛。在性别、

年龄、婚姻状况、宗教信仰、学历和月收入上的 F 值 

Table 3. The comparison about 6 dimension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when before and after Macao’s return 
表 3. 幸福感六个维度上的回归前后的比较. 

 回归前 
(M ± SD) 

回归后 
(M ± SD) 

t(df) 

对生活的满 
足和兴趣 

10.07 ± 2.66 10.47 ± 2.69 –3.63(421)*** 

对健康的担心 11.31 ± 2.72 12.04 ± 2.32 –7.65(421)*** 

精力 12.68 ± 2.51 14.22 ± 2.32 –11.69(421)***

忧郁或愉快 
的心境 

18.02 ± 3.53 19.41 ± 3.11 –8.98(421)*** 

对情感和行 
为的控制 

34.95 ± 2.17 35.14 ± 1.96 –2.11(388)* 

松弛和紧张 21.81 ± 2.79 22.16 ± 2.93 –2.52(400)* 

注：*p < .05，**p < .01，***p < .001。 

 

分别为 132.06，16.86，4.48，11.54，42.37，107.34，

显著性水平分别为 p < .001，p < .001，p < .05，p < .01，

p < .001，p < .001。  

在忧郁或愉快心情维度上的分析，在六种人口学

特征上，居民的心情都是回归后比回归前更愉快。在

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宗教信仰、学历和月收入上

的 F 值分别为 84.88，10.29，6.41，8.78，31.91，46.52，

显著性水平分别为 p < .001，p < .01，p < .05，p < .01，

p < .001，p < .001。 

在对情感和行为的控制维度上的分析，在六种人

口学特征上，回归后控制力均显著好于回归前。在性

别、年龄、婚姻状况、宗教信仰、学历和月收入上的

F 值分别为 5.49，23.47，9.37，11.93，3.67，8.26，

显著性水平分别为 p < .05，p < .001，p < .01，p < .01，

p = .56，p < .01。 

在松弛和紧张维度上的分析，在六种人口学特征

上，均是回归后压力感觉更适度。在性别、年龄、婚

姻状况、宗教信仰、学历和月收入上的 F 值分别为

6.45，4.14，11.29，4.30，20.47，4.49，显著性水平

分别为 p < .05，p < .05，p < .01，p < .05，p < .001，p 

< .05。 

4. 讨论 

对澳门回归十周年前后，本地居民主观幸福感的

调查表明，总体上，澳门居民的幸福感在回归后显著

高于回归前。从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宗教信仰、

月收入、学历六种人口学变量方面分别进行分析，结

果和总体分析一样。总体幸福感量表包括六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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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检验总体分析的结果，又分别在六个维度

上，分别以六种人口学变量来比较了回归前后幸福感

的变化，结果一致表明，所有类别的个体在六个维度

上的得分，均是回归后显著高于回归前，即回归后幸

福感增强。 

正如前言中所述各种西方的主观幸福感理论，都

是从内在因素方面来解释人们的主观幸福感的差异，

但是本研究结果却一致表明，环境的变化对主观幸福

感也有显著性的影响。其原因如下： 

第一，政治制度创新、完善，并贯彻落实，居民

政治权利得到保障。上世纪 80 年代，邓小平同志创

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十年来，中央

政府坚定不移地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

高度自治的方针，始终把保持澳门长期繁荣稳定作为

处理涉澳事务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全力支持特别

行政区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推进民主。事实证明，

中央和澳门政府的努力正变为现实，新政策帮助壮大

博彩旅游业、促进产业多元化、帮助应对金融危机、

支持发展教育、治理安全问题等。2009 年，澳门理工

学院“一国两制”研究中心公布的大型民意调查报

告显示，81.84%的澳门居民对“一国两制”在澳门的

实施情况表示非常满意和满意。 

第二，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

就。十年来，有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综合国力的不

断增强作为坚强后盾，有“一国两制”和“澳人治

澳、高度自治”方针的贯彻落实(谢明干，江春泽，

2000)，加上澳门金融管理局的大力监管，澳门特区政

府依据自身特点，从实际出发，确立了“以博彩旅游

业为龙头、以服务业为主体、各行业协调发展”以及

“经济适度多元化”的策略，澳门整体经济实力大为

增强，完成了从边陲古老小城到国际旅游中心城市的

转变。 

第三，社会环境方面，治安好转，居民安居乐业。

澳门回归前的社会治安问题相当严峻，并且，由于澳

葡政府的管治不力，警方人员紧缺，士气不振，导致

澳门口岸管理松懈，使澳门成为一个有边无防的城

市。澳门回归后，特区政府成立，采取强有力的措施

打击黑社会犯罪，并且在内地和澳门警方的通力合作

和重拳出击下，近几年来治安一直不稳定的澳门逐渐

恢复了安宁(吴明刚，2000)。 

第四，400 年前，明朝开放澳门作为对外贸易的

商埠；400 年后，澳门成为了欧盟与中国乃至整个亚

洲发展关系和进行联系的纽带，而且，欧盟还在澳门

建立了 3 个面向亚洲乃至欧洲之外所有地区的服务中

心：欧洲咨询中心、欧洲文献中心和欧洲旅游培训中

心(冯赤樱，2000)，面向世界提供服务。回归后，澳

门经济向多元化发展，澳门已不仅仅是一个博彩中

心，同时开始逐步提升为次金融中心、中型国际贸易

中心、国际会议中心、购物中心、旅游度假中心、轻

型加工中心，以至人才培训与交流中心(邹琼，2005)。

这都充分体现了澳门重要的国际地位。 

第五，澳门教育改革全面推进，质量大幅提高。

澳门回归后，高校数量增多、设施、配置齐全，教育

政策逐步完善，加强与内地的合作交流，而且秉着

“人才就是最大的资源”观点，2007 至 2008 学年实

行了 15 年免费教育。同时，也开始注重教师的培养，

实行了“骨干教师培训计划”。 

可见，澳门政治制度的创新、经济的腾飞、社会

环境安全舒心、地位的提升以及教育的普及和高质量

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影响之大，随着这些方面的发展

和提升，居民的各种需求得到很好的满足，再加上各

项政治权利得到很好的保障和实现，主人翁角色得以

充分发挥，而主观幸福感的增强正是这些“满足”、

“实现”和“发挥”的综合性的、最好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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