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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基于2018年CGSS调查数据，使用stata14.0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检验社会政治参与对居民

生活幸福感的影响。回归分析发现：政治参与、社会交往以及信任感因素都对居民生活幸福感的提升有

显著的促进作用。研究建议，要扩大居民政治参与、促进社会交往网络的建立、培养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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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the 2018 CGSS survey, stata14.0 software was used to test the impact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n residents’ life happiness. Regression analysis found that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social communication and trust factors all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improve-
ment of residents’ life happiness. The research suggests to expand residents’ political participa-
tion, promote the establishment of social communication network, and cultivate the trust re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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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幸福是每个人都在努力追求和实现的奋斗目标。幸福感是指个人依据自定义的标准，对生活质量进

行全面的评价，是一个综合性、整体性的心理指标[1]。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对幸福感

的追求。而幸福感的相关问题研究已成为当前学术界的一个热点。 
国外学界对幸福感的探究起步比较早。20 世纪中期，西方有些学者就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进行

了研究，不仅包括财富、年龄、性别、婚姻、人格等个体性影响因素，还包括社会支持、生活事件、集

体活动、教育程度、职业状况等社会性影响因素[2]。Alesina 等学者运用有序 Logit 模型对美国和欧洲的

居民幸福感进行研究，发现收入的不平等对幸福感造成负影响[3]。Dolan 等基于固定效应模型，发现幸

福感与身体和心理健康之间有很强的关系[4]。国内学界对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研究较晚。陈立芳学者运用

了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结构方程模型来研究广州市大学生幸福感及影响因素[5]。张兴祥等研究学者先采

用 Lasso 的似然函数筛选出主要影响变量，然后对选中的变量建立连续比例模型来研究居民幸福感影响

因素[6]。 
从目前国内外研究结果来看，影响个人幸福感的因素众多，例如，年龄、财富、婚姻、社会支持、

集体活动等，而这些因素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也比较复杂。本研究主要对社会政治参与因素与居民生活

幸福感的关系进行研究，将社会政治参与分为政治参与、社会交往、信任感三个要素，通过有序 Logit
模型来探究社会政治参与的不同因素对居民生活幸福感的影响。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 Stata14.0 软件，对 CGSS2018 调查数据进行分析。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是中国第一个综合

性的大型社会调查项目[7]。通过收集社会、家庭、个人多个层次的数据，为政府决策与研究提供数据资

料，因此在学术界得到广泛应用。 

2.2. 变量描述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居民幸福感，在 CGSS2018 数据中体现在 A36，“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

并将回答依次赋值 1~5，数值越高越幸福。自变量为社会政治参与，具体量化为政治参与、社会交往以

及信任感三个要素。政治参与是通过对居民是否参与选举活动来判断的，具体体现在 A44，“上次居委

会选举/村委会选举，您是否参加了投票？”，“是” = 1，“否” = 0。社会交往主要是指与朋友的交

往情况，具体体现在 A31b，“请问您与其他朋友进行社交娱乐活动的频繁程度是？”，回答依次赋值为

1~5，数值越高，表示交往越频繁。信任感是指对陌生人的信任态度，主要体现在 A33，“您同不同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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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是可以信任的？”，回答依次赋值为 1~5，数值越高，表示越信任。控制变

量为性别、教育程度、政治面貌和户口类型，并分别对其进行赋值。 

2.3. 研究假设 

基于现有研究及变量定义，我们可以看出社会政治参与对居民生活幸福感的影响。基于此，提出以

下假设： 
H1：政治参与因素对居民生活幸福感有显著影响。 
政治参与是指普通公民作为参与主体，采用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加政治活动。在此过程中，居民的

基本诉求能够被接纳，自身权益能够得到保障，因此能够获得满足感；其次，公众可以在参与政府决策

过程中获得成就感，从而提高幸福感。 
H2：社会交往因素对居民生活幸福感有显著影响。 
在平时，多参加适当的社交活动、经常和亲友交流沟通，能够增进朋友之间的感情，对于舒缓心理

压力、调节精神状态等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由此而产生的愉悦感和放松感会促进人们生活幸福感的提

高。 
H3：信任感因素对居民生活幸福感有显著影响。 
在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更愿意在信任感基础上从事活动。在信任感较强的氛围下，人们生活更加

便捷、办事效率会提高、合作也会更密切。在诚信度较高的社会中，居民也更愿意和谐相处，幸福感会

随之上升。 

2.4. 模型建立 

为了论证社会政治参与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本研究运用有序 Logit 模型来进行分析，具体模型如下： 

happiness 0 1participation 2interaction 3trust Xi iβ β β β γ ε= + + + + +  

在模型中：happiness (居民生活幸福感)为因变量；participation (政治参与)、interaction (社会交往)、
trust (信任感)为自变量，β1、β2、β3 是其对应的回归系数；Xi 表示控制变量(性别、教育程度、政治面貌、

户口类型)，γ是其对应的回归系数矩阵；εi 表示随机扰动项。 

3. 回归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3.1. 回归分析 

本研究通过使用 Stata14.0 软件对 CGSS2018 数据进行分析，为研究居民幸福感与社会政治参与之间

的关系，建立了以居民幸福感为因变量，政治参与、社会交往、信任感为自变量，性别、受教育程度、

政治面貌、户口类型为控制变量的有序 Logit 模型，描述统计表如表 1 所示，模型的实证分析如表 2 所示。 
通过回归模型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控制变量不变的条件下，核心解释变量政治参与、社会交往、

信任感与居民生活幸福感都在 0.1%显著水平上相关，表明政治参与、社会交往、信任感都对居民幸福感

存在显著影响。由回归系数可知，这三个要素都对居民幸福感产生正向影响。由此可以得出，个体政治

参与度越高，与朋友联系越紧密，对陌生人的信任度越高，个体的幸福感越强。并且，在政治参与、社

会交往、信任感三个因素中，信任感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最大。对于控制变量，性别、受教育程度、政

治面貌、户口类型均在 0.1%的显著水平上对居民幸福感有影响。且受教育程度与居民幸福感是正相关，

居民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幸福；其次，党员身份、城市户口更能让居民拥有幸福感；男性的幸福感低于女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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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分析，要想增强居民幸福感，应当重视个人的政治参与和社会交往关系，鼓励居民积极参加政

治活动，加强其与亲友的沟通联系，维持个体的信任网络。 
 

Table 1. Variable definition and description statistics table 
表 1. 变量定义与描述统计表 

变量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幸福感 

1 = 非常不幸福 
2 = 比较不幸福 
3 = 说不上幸福不幸福 
4 = 比较幸福 
5 = 非常幸福 

3.900 0.813 

自变量    

政治参与 
1 = 是 
0 = 否 

0.484 0.500 

社会交往 

1 = 从来不 
2 = 一年 1 次或更少、一年几次 
3 = 大约一个月 1 次、一个月几次 
4 = 一周 1~2 次 
5 = 几乎每天 

2.752 1.120 

信任感 

1 = 非常不同意 
2 = 比较不同意 
3 = 说不上同意不同意 
4 = 比较同意 
5 = 非常同意 

3.554 0.997 

控制变量    

性别 
1 = 男性 
0 = 女性 

0.467 0.499 

受教育程度 

1 = 没有受过任何教育 
2 = 私塾、扫盲班、小学 
3 = 初中、职业高中、普通高中、中专、技校 
4 = 大学专科、大学本科 
5 = 研究生及以上 

2.679 0.965 

政治面貌 
1 = 共产党员 
0 = 群众、共青团员、民主党派 

0.112 0.315 

户口类型 
1 = 非农业户口、居民户口(以前是非农业户口) 
0 = 农业户口、居民户口(以前是农业户口 

0.372 0.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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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Empirical analysis and robustness test of the impact of socio-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n residents’ life happiness 
表 2. 社会政治参与对居民生活幸福感影响的实证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有序 Logit 模型 有序 Probit 模型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  

性别 −0.212*** 性别 −0.122*** 

 (0.037)  (0.021) 

受教育程度 0.115*** 受教育程度 0.088*** 

 (0.021)  (0.011) 

政治面貌 0.373*** 政治面貌 0.220*** 

 (0.061)  (0.034) 

户口类型 0.146*** 婚姻状况 0.153*** 

 (0.042)  (0.025) 

自变量  自变量  

政治参与 0.185*** 政治参与 0.092*** 

 (0.037)  (0.021) 

社会交往 0.113*** 社会交往 0.067*** 

 (0.017)  (0.009) 

信任感 0.435*** 信任感 0.229*** 

 (0.019)  (0.010) 

Constant cut1 −2.327*** Constant cut1 −1.015*** 

 (0.125)  (0.063) 

Constant cut2 −0.389*** Constant cut2 −0.153** 

 (0.099)  (0.058) 

Constant cut3 0.826*** Constant cut3 0.501*** 

 (0.098)  (0.058) 

Constant cut4 3.804*** Constant cut4 2.282*** 

 (0.105)  (0.060) 

Observations 11,903 Observations 11,927 

***p < 0.001, **p < 0.01, *p < 0.05. 

3.2. 稳健性检验 

对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的目的是保证实证结果的真实性。本研究通过更换户口类型这个控制变量为

婚姻状况变量，并使用有序 Probit模型来检验有序Logit 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其数据同样来源于CGSS2018。
模型结果如表 2 所示，从表中可得，有序 Probit 模型系数与有序 Logit 模型系数方向一致，且都是显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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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通过替换控制变量与更换回归模型后的主要结论与有序 Logit 模型下的结论一致，这说明上述的实

证分析通过了稳健性检验。 

4. 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是根据 CGSS2018 数据，分析社会政治参与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通过回归分析，前文所提

出的假设可以得出结果：H1、H2、H3 假设都成立，政治参与、社会交往、信任感都对居民生活幸福感

产生重要影响，即社会政治参与对居民幸福感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 

4.1. 鼓励居民积极参与政治活动 

政治参与因素与公民的幸福指数休戚相关。居民生活幸福感的影响不仅包括日常生活层面的要素，

而且还包括政治层面的要素。政府作为社会政治生活的管理者和组织者，要激发公民政治参与热情，把

政治生活纳入到居民日常生活的范围中，使公民在日常生活中获得组织依托，形成价值上的认同感和归

属感。 

4.2. 建立稳健的社会交往网络 

社会交往对居民生活幸福感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当今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交际行为呈现多元化的

路径，有传统的血缘、地缘交往，也有现代的学缘与业缘交往，还有后现代的网络虚拟交往。只有彼此

之间相互熟识、相互依赖，才能形成向心力极强的社会交往网络。重视与发挥社会交往与幸福社会之间

的唇齿关系，重视对社区、家庭、机构的文化建设和制度管理，是我国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 

4.3. 培养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 

信任是培养人与人之间感情的必要条件，也是居民幸福的情感基础。建立起彼此的信任感和社会的

信任体系有益于人们生活幸福指数的提升。此外，信任关系与诚信社会的建立密切相关，个人信任感的

建立是以制度公信力为基本前提的。诚信社会的建立更需加强制度规范，这既是当下社会发展与文化价

值的要义，也是提升人们幸福感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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