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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借助CGSS 2015年的统计数据，通过SPSS 26.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来探究社会信任感、社区安全感

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结果表明：社会信任感对居民幸福感的回归系数具有统计学意义，社会信任感对

居民幸福感有正向预测作用；社区安全感对居民幸福感的回归系数具有统计学意义，社区安全感对居民

幸福感有正向预测作用。因此，可以通过弘扬诚信美德，关注社会民生；监管诚信危机，重构社会信任；

构建社会治理防御网，维护社区治安等方式来提高居民对社会的信任以及增强对社区安全氛围的认可，

从而作用于社区居民的主观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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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help of statistical data of CGSS in 2015 and SPSS 26.0 statistical software for analysi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mpact of social trust and community security on residents’ happiness. The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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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lts show that the regression coefficient of social trust on residents’ happiness is statistically sig-
nificant, and social trust has a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residents’ happiness. The regression 
coefficient of community security on residents’ happiness i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nd commu-
nity security has a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residents’ happiness. Therefore, by promoting the 
virtue of honesty,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people’s livelihood; Supervise credit crisis and 
reconstruct social trust; Constructing social governance defense network and maintaining com-
munity security can improve residents’ trust in society and enhance their recognition of commu-
nity safety atmosphere, thus affecting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community resi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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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近些年来，幸福感这个词频繁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人民关心的不再是怎样才能吃饱穿暖，而

是如何提高自身的幸福感，对幸福感的认识与追求也愈发深刻[1]。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当前国内的社

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变化，也反映出民众对于物质的追求逐步转变为对精神层次的追求，具体体现为

对于幸福感和安全感等的追求[2]。党中央提出：“为人民谋福祉，要将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结合起来”，

从社会治理场域来提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一直以来就是我们党和国家努力的方向[3]。“社会信任”与“社

区治安”是我国社会治理的两个重要场域，其治理效果的优劣，直接影响着我国城乡地区的人民福祉与

主观幸福感的改变。因而，无论是从现实角度，还是从理论角度，社会信任与社会安全都已成为当前研

究的热点议题，并对提高我国居民的幸福水平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本文借助对 CGSS 2015 年数

据的分析，深入探究对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上，是否社会信任感和社会治安安全感也存在其中，

且是否满足线性回归关系等。据此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和社会治理方向的把控给予可靠的建议。 

2.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当前，有着许多关于幸福感的研究，如在政治科学，经济科学，环境科学，社会科学中等。这些学

者尝试着运用他们的理论范式，去探索与人的幸福有关的一系列问题。关于幸福的研究自 1950 年代开始

于美国，经过近 70 多年的发展，对于幸福感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主要是在人口统计

学的关注上，对不同群体的幸福状况进行了描述、比较和分析[4]；在第二个时期，学者们的关注重点有

了显著的改变，开始尝试建立、运行和检验“实验”模式，并从“人格理论”、“乐观主义”、“适应

性理论”等方面对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5]；第三个时期则着重于对幸福指数的开发与改进，以期加深对

人的复杂心理活动过程的理解[6]。 
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是研究幸福感的一个重要领域，很多学者在这些方面花费大量精力，以下

是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内容：首先，经济收入对幸福感的正向影响首当其冲，许多学者根据相关数据证明，

居民的经济状况与其幸福感呈正相关，往往一个人经济收入越丰厚，其幸福感就越饱满。如 Di-ener E 等

学者发现了经济的关键作用，大量数据研究表明，在经济发展好的地区，人民的幸福感普遍很强烈，相

对地，在经济发展较差的地区，人民的幸福感通常较弱。而且，对于主体而言也是类似，收入较低的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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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在幸福感的表现上与高收入的群体相比往往差强人意[7]。其次，社会支持对幸福感的正向影响也紧随

其后。方黎明等人认为社会支持的非正式化在对幸福指数的影响上有着举足轻重的效果。自古以来靠子

女来养老的旧模式已经日渐式微，为提升社会整体老人的幸福质量，对相当精准的社会支持体系的需求

已经迫在眉睫[8]。最后、家庭环境的正向影响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杨剑、严丽萍等人对家庭环境与

青少年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一个温暖、和谐的家庭生活环境，对青少年的幸福感

起到了推动作用，井然有序的家庭生活以及良性的互帮互助，都能极大地提高青少年的幸福感[9]。 
综上所述，虽然学者们对幸福感的研究层出不穷，但大多数是从宏观的层面来进行思考，而且与社

会治理模块相结合的研究是少之又少。为此，本文拟在已有的文献基础上，利用中国社会综合调查即 CGSS 
2015 年度的数据资料，以问卷中涉及社会信任水平和社区治安安全相关题目为出发点，系统地探讨社会

信任感和治安安全感对居民幸福的作用机制，为提高居民幸福水平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因此，本文提

出以下两个研究假设：首先，社会信任感与居民幸福感存在线性回归关系，提高信任水平越高，有助于

提升居民幸福感。其次，社区安全感与居民幸福感也存在线性回归，加强对社区治安的维护，也会增加

居民幸福水平。 

3. 数据选择和变量测定 

(一) 数据选择 
本文的数据样本来自于 CGSS 2015 年的统计数据，采用 10,968 份数据。样本中男性为 5134 人，占

比 46.8%，女性 5834 人，占比 53.2%；在学历上只有 16.8%的人学历为大学及以上，剩下 83.2%的为高

中及以下学历；在宗教信仰上，只有 12.1%的人信仰宗教；在政治面貌上，大多为非党员，占比 89.5%，

党员仅为 10.5%；在身体健康状况上，身体不健康的人较少，仅占比 18.0%。(详情请参照表 1) 
 
Table 1. Overall sample characteristics 
表 1. 总体样本特征 

变量 分类 频率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性别 

男 5134 46.8 46.8 

女 5834 53.2 100 

总计 10,968 100  

学历 

小学及以下 4131 37.7 37.7 

初中 3568 32.5 70.2 

高中 1422 13.0 83.2 

大学及以上 1847 16.8 100 

总计 10,968 100  

宗教信仰 

信仰 1329 12.1 12.1 

不信仰 9639 87.9 100 

总计 10,968 100  

政治面貌 

群众 9271 84.5 84.5 

共青团员 548 5 89.5 

民主党派 16 0.2 89.7 

共产党员 1133 10.3 100 

总计 10,96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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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健康状况 

很不健康 356 3.3 3.3 

比较不健康 1617 14.7 18.0 

一般 2379 21.7 39.7 

比较健康 4257 38.8 78.5 

很健康 2359 21.5 100 

总计 10,968 100  
 

(二) 变量界定 
本文将居民的幸福感设置为因变量，在 CGSS 2015 的调查问卷中涉及的具体问题是 A 板块的第 36

题；将社会信任感和社区安全感设置为自变量，社会信任感在 CGSS 2015 的调查问卷中囊括的具体问题

为 A 板块的第 33 题，社区安全感在 CGSS 2015 的调查问卷中囊括的具体问题为 F 板块的第 27 题；将研

究主题的性别、学历、宗教信仰、政治面貌、健康状况等 5 项人口学变量设置为此次研究的控制变量。 
(三)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 CGSS 2015 年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通过 SPSS 26.0 统计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独立样本

t 检验分析、单因素 ANOVA 分析、Pearson 相关性分析以及线性回归分析来探究各变量之间的关系，深

入探究社会信任感、社区安全感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4. 实证研究 

(一) 居民幸福感的基本情况 
本文通对 CGSS 2015 年的统计数据中的居民幸福感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得出：总体而言，认为自己

幸福的人有 8519 人，占比 77.7%，认为自己不幸福的人有 2449 人，占比 22.3%，可以看出有近八成的居

民认为自己幸福(详情请参照图 1)。相对于 2021 年 CGSS 数据中居民幸福感的变化，2015 年中居民幸福

感指数普遍偏高。且结果表明：2021 年的居民幸福感中说不上幸福不幸福的比例上升了 23.2%，比较幸

福的比例下降了 21.7%，其余三项变化均不明显(详情请参照图 2)。 
 

 
Figure 1. Histogram of residents’ happiness in 2015 
图 1. 2015 居民幸福感直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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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Histogram of residents’ happiness in 2021 
图 2. 2021 居民幸福感直方图 

 
(二) 居民幸福感与各人口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本文对居民幸福感与各人口变量之间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和单因素 ANOVA 分析得出：不同性别的

差异在居民幸福感方面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不论男女都会感到幸福与否；不同学历的差异在居

民幸福感方面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学历越高的居民在幸福感上表现越好；不同宗教信仰的差异在

居民幸福感方面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有宗教信仰的居民幸福感较高；不同政治面貌的差异在居民

幸福感方面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其中共产党员的幸福感最强烈；不同身体健康状态的差异在居民

幸福感方面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身体健康状态越好的居民往往幸福感越强烈。(详情请参照表 2) 
 
Table 2. Independent sample t test and single factor ANOVA analysis 
表 2. 独立样本 t 检验和单因素 ANOVA 分析 

因变量 因子 t/F P 

居民幸福感 

性别 −1.607 0.574 

学历 12.252 0.000 

宗教信仰 −0.849 0.000 

政治面貌 31.772 0.000 

健康状况 139.070 0.000 

 
(三) 居民幸福感、社会信任感和社区安全感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本文对 CGSS 2015 年的统计数据中的居民幸福感、社会信任感和社区安全感进行 Pearson 相关性分

析得出：社会信任感和居民幸福感呈正相关(P < 0.01 且相关性系数小于 1)，即社会信任感越高，居民幸

福感也越高，反之亦然；社区安全感和居民幸福感呈正相关(P < 0.01 且相关性系数小于 1)，即社区安全

感越高，居民幸福感也越高，反之亦然；同时社会信任感和社区安全感也呈正相关(P < 0.01 且相关性系

数小于 1)，即社会信任感越高，社区安全感也越高，反之亦然。(详情请参照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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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表 3. Pearson 相关性分析 

 居民幸福感 社会信任感 社区安全感 

居民幸福感 1   

社会信任感 0.165** 1  

社区安全感 0.048** 0.046** 1 

**在 0.01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四) 居民幸福感、社会信任感和社区安全感之间的线性回归分析 
本文通过 CGSS 2015 年的统计数据，以居民幸福感为因变量，以社区安全感和社会信任感为自变量

建立线性回归方程，结果表明：社会信任感对居民幸福感的回归系数具有统计学意义(β = 0.171，P < 0.01)，
社会信任感对居民幸福感有正向预测作用；社区安全感对居民幸福感的回归系数具有统计学意义(β = 
0.051，P < 0.01)，社区安全感对居民幸福感有正向预测作用。(详情请参照表 4) 
 
Table 4.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表 4. 线性回归分析 

模型 B 标准错误 Beta t P 

1 
社区安全感 0.068 0.013 0.051 5.400 0.000 

社会信任感 0.146 0.008 0.171 18.148 0.000 

a 因变量：居民幸福感。 

5. 研究总结 

本文基于上述对于 CGSS 2015 相关数据的实证研究分析，可以得出：认为自己幸福的人占比 77.7%，

有近八成的人认为自己是幸福的。且相对于 2021 年 CGSS 数据中居民幸福感的变化，2015 年中居民幸

福感指数普遍偏高，2021 年的居民幸福感中说不上幸福不幸福的比例上升了 23.2%，比较幸福的比例下

降了 21.7%，表明近些年来居民的幸福感有所下降。对居民幸福感与各人口变量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和单

因素 ANOVA 分析得出：虽然性别在居民幸福感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即不管男女都有可能会感到幸福或

者不幸福。但是居民幸福感在学历、宗教信仰、政治面貌以及健康状况方面都存在显著性差异，表现为

学历越高，有宗教信仰，政治面貌为党员和身体非常健康的居民普遍幸福感偏高，结果也基本符合大多

数公民对幸福感追求的主要条件。对居民幸福感、社会信任感和社区安全感进行 Pearson 相关性分析得出：

社会信任感和居民幸福感呈正相关关系，社区安全感和居民幸福感呈正相关关系，同时社会信任感和社

区安全感也呈正相关关系，可以说明社会信任感和社区安全感对居民幸福感有着正向影响作用。为了进

一步验证这一关系，又以居民幸福感为因变量，以社区安全感和社会信任感为自变量建立线性回归方程，

结果表明：社会信任感对居民幸福感的回归系数具有统计学意义，社会信任感对居民幸福感有正向预测

作用；社区安全感对居民幸福感的回归系数具有统计学意义，社区安全感对居民幸福感有正向预测作用。

综上所述，提高居民对社会的信任以及增加对社区治安的保障，可以从微观层面上改善社区居民的幸福

指数，而这需要国家和社会的共同努力。 

6. 对策和建议 

基于上述对于 CGSS 2015 的相关数据的讨论结果，证实了本文提出的两个假设，因此就如何提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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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信任感以及强化社区安全感，以此来改善居民的主观幸福，提出以下几点对策和建议： 
弘扬诚信美德，关注社会民生。信任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变得简单，没有后顾之忧，一往无前直

到成功。提升社会信任需要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这就要求在道德层面上加强诚信建设，无论是职业方

面、社会公共方面，还是家庭维护方面，都应大力弘扬诚信美德，使诚信固化为每个社会成员的价值理

念，内化为每个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民生工作不应局限在满足民众衣食住行等生活方面的需要，更要

关注社会心态，重视群体、个人彼此互相尊重、认同、接纳等的社会性需求。此外，要关注社会阶层意

识，关注社会各阶层尤其是中下阶层的心态和处境，切实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 
监管诚信危机，重构社会信任。社会信任是社会稳定、国家繁荣的基础，在中国，增强社会信任感

不仅有利于居民幸福感，而且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提高社会信任度的关键在于强化政府信

用，而政府信用又起到一种标杆作用，它的影响是通过放大标杆作用来实现的。而让民众对公务员的诚

信服务程度进行评分，并以此作为公务员评价、提拔的重要参考，是我国公务员诚信建设的一条重要路

径。在政治制度阶段性变革的模块，应从“小政府、大社会”的角度来进行改进，一步步减少政府的介

入，提高公众的参与度与透明度。在社会需求场景良性维护的前提下，用法律保护相关参与者的合法权

益，司法体系将会更加独立，这种现象将有利于市场主体之间信任机制的形成，进一步提升居民的信任

水平[10]。 
构建社会治理防御网，维护社区治安。社区治安状况的好坏，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经济能否持续、健

康地发展，同时也关系到人们的幸福程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背景下，人们对现实生活的需

求越来越多样化、复杂化，并且人们也对社会的安全与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各级政府要牢牢

把握政府工作报告的主旨，始终把人民放在第一位，对涉黑、涉恶、盗窃、抢劫、偷窃等违法犯罪行为

进行严厉打击，对一些治安较差的区域，要不断加强安全维护，增强公众对社会安全的信心。 

参考文献 
[1] 戴斌, 张进福, 马仪亮, 等. 中国旅游发展笔谈——品质旅游[J]. 旅游学刊, 2018, 33(12): 1-14. 

[2] 赵昕. 养老保险对我国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广州: 广东财经大学, 2021. 

[3] 朱克力. 蓄势新动能寻找经济治理创新路径[J]. 中华儿女, 2020(1): 60-62. 

[4] 汤磊, 朱俊红, 梁昌勇, 等. 代际关系和老人主观幸福感相关性的文献综述[J]. 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33(1): 78-85+139. 

[5] 梁增贤. 主观幸福感的理论源流及其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 一个批判性文献综述[J]. 旅游导刊, 2019, 3(3): 
71-92. 

[6] 张志元, 黄慧. 阶层差异、幸福感与艺术资产配置: 文献综述[J]. 东北财经大学学报, 2018(4): 82-89. 
[7] Diener, E. and Biswas-Diener, R. (2002) Will Money Increase Subjective Well-Being?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57, 

119-169. https://doi.org/10.1023/A:1014411319119 
[8] 方黎明. 社会支持与农村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6, 55(1): 54-63. 

[9] 杨剑, 严丽萍, 王林, 唐颖, 夏宏伟. 家庭环境因素对儿童青少年幸福感的影响[J]. 中国健康教育, 2016, 32(3): 
221-225. 

[10] 闫静. 社会信任感对中国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D]: [硕士学位论文].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2015. 

https://doi.org/10.12677/orf.2023.133235
https://doi.org/10.1023/A:1014411319119

	社会信任感、社区安全感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基于CGSS 2015数据的实证研究
	摘  要
	关键词
	The Effects of Social Trust and Community Security on Residents’ Happiness: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CGSS 2015 Data
	Abstract
	Keywords
	1. 问题的提出
	2.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3. 数据选择和变量测定
	4. 实证研究
	5. 研究总结
	6. 对策和建议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