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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Multiple Happiness Questionnaire (MHQ) scale and SF-12 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scale, this essay analyzed and compared the difference of the well-being between floating popula-
tion and urban residents,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happiness and quality of life of float-
ing population, and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well-being of floating population. The 
results showed: In the score of urban residents’ Subjective Well-being (SWB), friendly relationshi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floating population, but negative emotion score of the former was lower 
than the latter.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 0.05). There was a correlation between 
well-being and quality of life included physical health, mental health and scores of most domains 
among floating population (p < 0.05). There was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well-being and 
quality of life. We can improve happiness by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life of floating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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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综合幸福感问卷》 (MHQ)量表和SF-12生存质量量表进行实证研究，分析比较流动人口与城市居

民幸福感的差异，探索流动人口幸福感与生存质量的相关性，为提高流动人口幸福感提供参考依据。结

果显示：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SWB)、友好关系得分高于流动人口，负性情感得分流动人口高于城市居

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流动人口幸福感与躯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方面以及多个维度得分存在相

关性(p < 0.05)。幸福感与生存质量存在正相关，可通过提高流动人口生存质量提升其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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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和工业的迅速发展，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

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充分表现出当代人民对生活质量的追求，以及我们对人民生活的幸福感

提升的欠缺。在城市快速化的发展中我国大规模的流动人口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是城市化建设中的重

要力量，据《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2016》显示，未来一段时间我国人口流动迁移仍将持续活跃，且新

生代流动人口占比持续提升，因此对流动人口的生存质量和幸福感问题的关注和解决必须提上日程。幸

福感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种取向：主观幸福感(SWB)和心理幸福感(PWB)，主观幸福感是衡量个人生活质量

的重要综合性心理指标，具有多层次结构模型，与心理幸福感有着相互依赖的关系，将两者整合能更好

更全面地反应流动人口的幸福感(严标宾，郑雪，& 邱林，2004)。生存质量是个体在所处社会文化背景

下，依照自己的目标、期望和关注，对自身生活状态的感受与评价，包括心理、生理、社会功能和物质

状态四个方面，是对流动人口在异地生活情况的综合反映，对流动人口的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及社会支

持的建立和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本研究比较流动人口和城市居民综合幸福感和生存质量的差异，探索流动人口幸福感与生存质量的

相互关系，为缩小流动人口与城市居民差距，提高流动人口整体生存质量和幸福感等提供参考依据。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将浙江省按照经济水平分为高、中、低三类，每类各随机抽取 1 个市，对流

动人口集中的企业进行现场面对面问卷调查。最终获得样本量流动人口 768 人，平均年龄为 33.95 ± 9.95
岁，其中男性占 62.4%、女性占 37.6%，同时选择相应调查单位工作 3 个月及以上的本地居民为城市对照

组，共计 350 名，平均年龄为 36.69 ± 10.18 岁，其中男性占 59.9%、女性占 40.1%。 

2.2. 研究方法 

问卷主要包括苗元江的《综合幸福问卷》 (MHQ)、SF-12 生存质量量表和一般情况问卷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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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元江的《综合幸福问卷》(MHQ)：该量表包含 50 个条目，9 个维度(生活满意、正性情感、负性情

感、生命活力、健康关注、利他行为、自我价值、友好关系、人格成长)，其中前 3 个维度构成主观幸福

感，其余 6 个维度构成心理幸福感(苗元江，2003)。 
SF-12 生存质量量表：由躯体健康(PCS)和心理健康(MCS)两部分组成，共有 8 个维度：生理功能(PF)、

生理职能(RP)、躯体疼痛(BP)、总体健康(GH)、活力(VT)、社会功能(SF)、情感职能(RE)、心里健康(MH) 
(张莎，田晋，刘巧兰，等，2011)。 

一般情况问卷：内容包括出生年月、性别、原居住地、学历、婚姻状况、所在行业、每天工作时间、

平均月收入、自觉社会地位等。 

2.3.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18.0 进行统计分析，统计方法包括统计描述、t 检验、相关分析等。 

3. 结果与分析 

3.1. 流动人口与城市对照幸福感的比较 

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SWB)、友好关系的得分低于城市居民，负性情感得分则高于城市居民，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流动人口总幸福感、心理幸福感、生活满意、正性情感、健康关注、生命活力、

自我价值、人格成长、利他关系与城市居民无统计学意义差异(p > 0.05)。见表 1。 
 
Table 1. Comparison of the happiness of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urban control 
表 1. 流动人口与城市对照幸福感的比较 

 流动人口 城市对照 t 值 p 值 

总幸福感 4.81 ± 0.74 4.88 ± 0.78 −1.402 0.161 

主观幸福感(SWB) 4.82 ± 0.83 4.94 ± 0.89 −2.132 0.033 

心理幸福感(PWB) 4.80 ± 0.83 4.84 ± 0.87 −0.816 0.415 

生活满意 4.34 ± 1.21 4.45 ± 1.23 −1.369 0.171 

正性情感 4.64 ± 1.21 4.60 ± 1.28 0.416 0.677 

负性情感 2.56 ± 1.28 2.23 ± 1.13 4.329 <0.001 

健康关注 5.21 ± 1.12 5.19 ± 1.16 0.242 0.809 

生命活力 4.60 ± 1.16 4.67 ± 1.09 −1.000 0.318 

自我价值 5.04 ± 1.04 5.04 ± 1.07 −0.017 0.986 

人格成长 4.56 ± 0.81 4.56 ± 0.86 −0.063 0.949 

友好关系 4.92 ± 1.20 5.09 ± 1.13 −2.224 0.026 

利他行为 4.74 ± 1.12 4.85 ± 1.14 −1.568 0.117 

3.2. 流动人口幸福感与生存质量的相关性 

流动人口幸福感与躯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方面以及多个维度得分存在相关性(p < 0.05)。负性情感与生

活质量及各个维度呈负相关，总幸福感、主观幸福感、心里幸福感、正性情感、健康关注、生命活力、

自我价值、人格成长、友好关系与生活质量及各维度呈正相关(详见表 2)。 

4. 讨论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流动人口数量不断增加。本研究结果显示，流动人口主观幸福

感和友好关系低于城市居民，负性情感则高于城市居民(p < 0.05)。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教育程度和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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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能力的差异，流动人口的生存质量往往低于城市居民。职业的可选择性、社会医疗保障等与城市居民

的差异也使流动人口缺乏安全感，难以融入城市(袁爱清，2014)，影响了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在自我

群体归属上，流动人口存在难以准确将自己定义为“农”或“工”，群体归属困难，缺乏归属感的状况，

又难以融入城市生活，加之房租、抚养小孩、对家乡的牵挂等一系列的生活压力，使其无法安逸快乐地

享受生活，影响了友好关系，负性情感得分较高。据《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2016》指出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计划生育服务和社会医疗保险的流动人口覆盖面不断扩大(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司

2016)，这些制度措施的实施，将有利于加强流动人口的安全感，提升幸福指数，但政策的落实和辐射效

应以及流动人口幸福感的提升尚需一段时间。 
 
Table 2.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happiness of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表 2. 流动人口幸福感与生存质量的相关性 

 PCS MCS PF RP BP GH VT RE SF MH 

总幸福感 0.293** 0.248** 0.246** 0.204** 0.205** 0.282** 0.191** 0.208** 0.200** 0.245** 

主观幸福感 0.258** 0.303** 0.200** 0.226** 0.247** 0.262** 0.150** 0.267** 0.199** 0.307** 

心理幸福感 0.259** 0.183** 0.226** 0.157** 0.147** 0.245** 0.183** 0.144** 0.162** 0.176** 

生活满意 0.107* 0.142** 0.090* 0.060 0.071 0.192** 0.043 0.094** 0.093* 0.158** 

正性情感 0.262** 0.207** 0.185** 0.178** 0.130** 0.295** 0.179** 0.134** 0.067 0.233** 

负性情感 −0.164** −0.243** −0.121 −0.222** −0.300** −0.042 −0.074* −0.300** −0.241** −0.198** 

健康关注 0.310** 0.138** 0.250** 0.185** 0.176** 0.256** 0.162** 0.167** 0.176** 0.116** 

生命活力 0.262** 0.077* 0.253** 0.085* 0.112** 0.230** 0.122** 0.078* 0.095** 0.082* 

自我价值 0.181** 0.189** 0.174** 0.139** 0.125** 0.155** 0.169** 0.125** 0.161** 0.178** 

人格成长 0.196** 0.264** 0.143** 0.167** 0.152** 0.232** 0.231** 0.160** 0.166** 0.255** 

友好关系 0.120** 0.097* 0.078* 0.097** 0.105** 0.107** 0.079* 0.068 0.036 0.131** 

利他行为 0.150** 0.086* 0.156** 0.079* 0.040 0.144** 0.079* 0.084* 0.108** 0.066 

*P < 0.05，**P < 0.01。 
 

研究表明，流动人口幸福感与躯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方面以及多个维度得分均存在相关性，MCS和PCS
得分越高，幸福感越高。心理和躯体越健康，情绪越积极向上，越有机会接触新事物，越有能力和活力

去创造生活，能更好地融入新环境，增加归属感、幸福感。 

5. 结论 

综上所述，为进一步提高流动人口幸福感，改善流动人口生存质量，应加强对流动人口健康的关注，

尽所能去满足健康卫生方面的需求，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社会基础医疗设施；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基

本权益，更好地贯彻落实相关法律；应加强对流动人口的人文关怀，号召公司、社区居委等积极组织集

体活动，提升流动人口归属感与积极的情绪，帮助流动人口消除“外来”的陌生感，温暖积极地与他们

相处，营造人人平等、和谐互助的社会氛围，促进社会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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