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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十四五”时期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
然而飞速发展的社会带来各行各业的“内卷”，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出现一定下滑，为实现人民美好生活

的需要，从职业特征的角度探索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至关重要。本文运用CSS2019的数据，针对城镇

男性生活满意度与职业特征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发现，工作安全感、工作专业性等职业

特征因素与城镇男性的生活满意度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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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our country will enter a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The 
people’s yearning for a better life is characterized by diversification, multi-level and multi-faceted 
characteristics. However, the rapidly developing society has brought “involution” from all walks of 
life, and residents’ life satisfaction has declined to a certain extent.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need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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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s better life,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explo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life satisfa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ccupational characteristics. Using the data of CSS2019, this paper conducts an 
empirical tes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fe satisfaction and occup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ur-
ban men.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occupational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job satisfaction, job 
security, and job professionalism are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urban men’s life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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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及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为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我们就要不断制定新的阶段性目

标，一步一个脚印沿着正确的道路往前走。”“十四五”时期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人民的需求开始

出现层次性多样性的变化。较高的生活满意度是群众实现美好生活的重要前提。激烈竞争的社会，各行

各业“内卷”现象层出不穷，与之俱来的是工作带来的压力，“996”等乱象也体现出了职业方面的因素

对于人的生活满意度存在一定冲击，因此从职业特征视角下对影响生活满意度的因素进行识别，有利于

提升居民生活满意度，实现美好生活需要，是我们亟需关注的重要问题。 

2. 文献综述 

生活满意度即个体对生活和环境所作出的主观评价[1]，是人们对生活的一种态度[2]，它对个体的生

活质量和全面发展都有影响[3]。 
现有的研究认为生活满意度有两种类型：一般生活满意度和特殊生活满意度。“一般生活满意度”

是指个体对自身生活状况的整体评价，“特殊生活满意度”是指个体对某个特定生活领域的生活作出的

详细评价[4]。生活满意度的提高有利于促进个体的积极发展，容易形成较高的自我效能感、心理弹性和

自我认同等，有利于个体的身心健康成长[5]。 
国外对生活满意度研究始于上个世纪 60 年代[6] [7]，国内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21

世纪初，很多学者对于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有的研究发现城市文化与社会公共生活

对城市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8]，也有学者从公共服务角度发现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对城市生活满意度有

显著影响[9]，有学者针对不同的人群的生活满意度进行了研究，其中包括流动儿童[10]、青年人[11]、老

年人[12]以及农民工[13]等，也有学者对如何提升满意度的举措进行了研究[14]。 
总体来说，对于生活满意度的研究一直是社科领域的热点，目前已有的研究，在角度上主要集中于

城市文化、公共服务等宏观视角，在研究对象上主要集中与儿童、青年、老年以及农民工等几个群体，

对于职业特征这一视角以及城镇男性这一群体，目前还鲜有研究涉及，因此，本研究致力于从职业特征

角度探讨城镇男性的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为厘清影响生活满意度的因素，提升城镇男性生活满意度

具有一定参考价值。为此，本研究提出假设，假设 1：工作安全感对城镇男性生活满意度存在显著影响；

假设 2：工作专业性对城镇男性生活满意度存在显著影响；假设 3：工作性质对城镇男性生活满意度存在

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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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据、变量与模型 

3.1. 数据来源及样本选择 

本研究使用 2019 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CSS2019)，该项调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发起，涵盖了劳动就业、家庭及社会生活、社会态度等内容，目的在于获取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变迁的数据

资料，为社科研究和政府决策提供科学的信息。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在全国 31 个省/自治

区的城乡区域展开。 
为了获得本研究的分析样本，采取了以下筛选步骤：以目前的户口性质，剔除掉获得城镇居民样本

3107 人，在上述样本基础上，以性别为标准，剔除掉性别为“女”的样本，保留城镇男性样本 1373 人。

最后得到有效分析样本共计 1373 人。总结起来，本研究针对的是居住在城镇的非农户口的男性。 

3.2. 变量测量 

3.2.1. 因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生活满意度”。在 CSS2019 问卷中，根据受访者“总体来说，您对生活的满意

度”的回答来衡量，备择选项分为 10 个等级(非常不满意 1~非常满意 10)，从低到高呈现被访问人对生活

的满意度。由于李克特量表的变量本质上是顺序变量(等级)，在借鉴其他文献的变量处理方法的基础上[15]，
将这种以李克特 10 点计分的变量当做近似连续变量，即将“生活满意度”作为连续变量来进行处理。 

3.2.2. 自变量 
核心自变量共有三个，均为能体现研究对象“职业特征”的变量。包括：1) 工作安全感(完全有可能 

= 1；有可能 = 2；一般 = 3；不太可能 = 4；完全不可能 = 5；[不清楚] = 8)，数据处理时，由于回答选

项为 8 的受访者无法确认其工作安全感，故将其处理为缺失值；2) 工作专业性(需要很高专业技能的工作 
= 1；需要较高专业技能的工作 = 2；需要一些专业技能的工作 = 3；不需要专业技能的工作 = 4；其他(请
注明) = 5)，数据处理时，由于回答选项为 5 的受访者无法确认其工作专业性质，故将其处理为缺失值；

3) 工作性质(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军队 = 1；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 = 2；国有/集体事业单位 = 3；
集体企业 = 4；私营企业 = 5；三资企业 = 6；个体工商户 = 7；民办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 = 8；社

区居委会、村委会等自治组织 = 9；其他(请注明) = 10 没有单位 = 11 [不清楚] = 98)，数据处理时，由于

回答选项为 10、11、98 的受访者无法确认其工作所在单位，故将其处理为缺失值。 

3.2.3. 控制变量 
在本研究中可能影响城镇男性生活满意度的基本人口统计学变量被选作控制变量，包括年龄，由于

CSS2019 数据库中不存在年龄这一变量，因此在数据处理时，生成新变量 age = 2019 − 出生年份，以此

来表明受访者年龄，同时为了避免数据的科学性，将年龄小于 0 岁和大于 60 岁的样本剔除；教育程度(未
上学 = 1；小学 = 2；初中 = 3；高中 = 4；中专 = 5；职高技校 = 6；大学专科 = 7；大学本科 = 8；研

究生 = 9；其他(请说明：____) = 10；[不清楚] = 98)，数据处理时，由于回答选项为 10、98 的受访者无

法确认其教育程度，因此处理为缺失值；政治面貌(中共党员 = 1；共青团员 = 2；民主党派 = 3；群众 = 
4)，在数据处理时，将非党员重新编码为 0，党员编码为 1；收入水平，在数据处理时，将收入进行对数

化处理，同时对缺失值进行剔除。 

3.3. 模型设定 

本研究致力于考察工作安全感、工作专业性、工作性质等职业特征方面的因素对城镇男性生活满意

度的影响效应，以“生活满意度”作为因变量，以“工作安全感”、“工作专业性”、“工作性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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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变量。由于因变量“生活满意度”为李克特十点量表构成的连续变量，故采用 OLS 回归法，回归方

程如下所示： 

0 1 1 2 2 3 3 4 1Y X X X Zβ β β β β ξ= + + + + +  

其中，Y 为因变量“生活满意度”，β0 为常量，X1、X2、X3 分别对应工作安全感、工作专业性、工作性

质，Z1 为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教育程度、政治面貌、收入水平)。β1、β2、β3、β4 分别对应上述四类变量

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相关度，β值越大，表示其相关度越高，ξ为误差项。 

4. 研究结果 

4.1. 描述分析结果 

根据描述分析结果所示，样本对生活的满意度的均值介于较为满意和满意之间，平均年龄在 44 岁左

右，收入的标准差为 1.169，样本的平均教育程度介于高中和中专，工作专业性介于不需要专业技能的工

作和需要一些专业技能的工作之间，对于工作的安全感较高。对所有分析变量的描述统计分析结果详见

表 1。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 1. 描述性统计 

类别 变量名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对生活的满意度 845 7.517 1.796 

控制变量 

年龄 845 44.245 10.549 

教育程度 845 4.75 2.131 

政治面貌 845 0.262 0.44 

收入 845 10.632 1.169 

核心解释变量 

工作性质 598 4.239 2.158 

工作专业性 92 3.217 1.127 

工作安全感 598 4.089 1.221 

4.2. 实证结果与分析 

在进行 OLS 模型分析之前，先将变量进行相关分析，剔除无关变量。数据发现，“工作性质”并未

通过相关分析，假设 3 未通过检验，剔除出模型，将剩余变量纳入模型，建立 OLS 模型。表 2 显示城镇

男性生活满意度所建立的模型分析结果。3 个模型拟合系数符合要求，拟合度良好。 
模型 1 研究的控制变量(年龄、教育程度、政治面貌、收入)对城镇男性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结果表明

在 P 值小于 0.05 的情况下，城镇男性的生活满意度与年龄、教育程度和收入呈正相关，与城镇男性的政

治面貌也具有相关性。 
在模型 1 的基础上，加入核心自变量“工作安全感”构建模型 2：数据显示在控制变量不变的情况

下，在 P 值小于 0.05 的情况下，城镇男性的生活满意度与“工作安全感”呈正相关，假设 2 成立。 
在模型 2 的基础上，加入核心自变量“工作专业性”构建模型 3：数据显示在控制变量和变量“工

作安全感”的情况下，在 P 值小于 0.05 的情况下，城镇男性的生活满意度与“工作专业性”的关系具有

显著性，假设 3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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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Model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urban male life satisfaction 
表 2. 城镇男性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模型分析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年龄 0.020*** 0.011* 0.036** 

 (3.26) (1.65) (2.12) 

教育程度 0.128*** 0.114*** 0.186** 

 (4.03) (3.40) (2.15) 

政治面貌 0.394*** 0.437*** −0.095 

 (2.80) (2.96) (−0.25) 

收入 0.152*** −0.029 −0.361** 

 (2.75) (−0.36) (−2.01) 

工作安全感  0.254*** 0.420*** 

  (4.67) (3.07) 

工作专业性   −0.343** 

   (−2.43) 

Constant 4.295*** 5.730*** 8.671*** 

 (6.23) (6.19) (3.65) 

Observations 845 598 92 

R-squared 0.055 0.083 0.243 

t-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p < 0.01，**p < 0.05，*p < 0.1。 

5. 结论与对策建议 

本文在年龄、教育程度、政治面貌与收入等控制变量下，从职业特征的角度出发，建立 OLS 回归分

析模型，研究职业特征因素对城镇男性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主要得到以下结论： 
在年龄方面，年龄更大的城镇男性的生活满意度往往更高。这主要是因为，年轻的城镇男性往往属

于社会新人，不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且生活相比于年龄大的城镇男性较不稳定，相比于有

稳定家庭的城镇男性，其生活满意度定是不如后者；在教育程度方面，拥有更高教育程度的城镇男性往

往生活满意度更高，这个不难理解。在物质上，拥有更高的教育程度便能够获得更为满意的工作。在精

神上，更高的教育程度带来更高的审美情趣，这都与生活满意度息息相关；在政治面貌上，党员身份往

往能够提升城镇男性的生活满意度，这与党员为人民服务的行为具有密切关系，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中，

党员能够收获更多的认同感，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都与生活满意度密切相关；在收入方面，更高的

收入给城镇男性带来更高的生活质量以及经济地位，这当然也与生活满意度相关。 
在工作安全感方面，工作安全感更高的城镇男性往往拥有更高的生活满意度。飞速发展的社会带来

诸多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风险，大部分的城镇男性作为家庭经济的主要来源，传统意义上的“顶

梁柱”，在经济方面承担了更大的压力，因此对于很多城镇男性来说，稳定的工作意味着持续的收入，

本研究的样本的平均年龄为 44 岁左右，稳定的工作对于这个年龄段的城镇男性更为重要。故不难理解为

何城镇男性的工作稳定性与生活满意度是密切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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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专业性方面，研究发现城镇男性的工作专业性程度越低，生活满意度越低。具有更高的专业

技能的工作所带来的成就感是低专业技能的工作所不可比拟的，在工作上所获得的成就感也会反映在生

活之中，对生活满意度的提升十分显著。 
提升城镇男性的生活满意度，符合我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出发点，是增进人民

福祉，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切入点。如何从职业特征的视角提升城镇男性的生活满意度，可以从以下

几点着手： 
首先，企业可以通过工作设计，例如工作扩大化、工作专业化、工作轮换等方式，对具体的工作内

容进行重新的设计或调整，以间接提升工作的专业性程度，使得工作能获有更多的成就感，继而提升城

镇男性的生活满意度。 
其次，政府可以出台相关的政策法规，保障城镇男性的工作权益不受损害，同时出台“兜底”措施，

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如此便能一定程度上提升城镇男性的生活满意度。 
本文运用 CSS2019 的数据，针对城镇男性生活满意度与职业特征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

果发现，工作安全感、工作专业性等职业特征因素与城镇男性的生活满意度显著相关，这为从职业设计

方面改革以提升城镇男性生活满意度提供了一定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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