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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前，我国社会正步入从“单一经济发展”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战略转型期，以人为本的
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入人心，提高城乡居民总体生活质量，缩小城乡二元差距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的主要目标。
《经济管理学术文库·经济类：中国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统计研究》将宏观经济统计数据和微观抽样调
查有机结合，围绕“生活质量的城乡差距”、“城镇化政策实施对提高居民整体生活质量的影响”等
核心问题，利用数理统计学方法，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视角对当前我国城乡居民的生活质量问题进行
深入研究，进而探讨缩小这种城乡二元差距的政策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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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一节 研究综述 一、国内外文献综述 主观生活质量，也称可感生活质量，是实际
生活中人们所感觉到的或所承担的生活质量。
国际上的生活质量主观满意度研究，兴起于资本主义物质文明高速发展而精神需求迷茫的20世纪50年
代，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是学者对人类生活质量的研究认知从物质层面向精神层面发展的一次跨越，
它把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国民需要的社会看成是人们所追求的社会，而这种“以人为本”，的思路使研
究者把对生活的满意度当成研究的基本内容。
相对于包含着情绪、情感体验的幸福程度而言，满意度包含的是判断的或认知的体验，它是对原来的
期望水平和达到目标之间的差异的知觉。
生活质量意义上的主观满意度测量研究所选取的维度主要包括总体生活满意感和具体领域生活满意度
。
 测量人们总体生活满意度的具体方法包括：G.Guin和L.Veroff采用的直接询问方式，了解被试者是否
感到快乐（G.Guin和L.veroff，1960）；Neugarten等人编制的“生活满意感指数”（Life Satisfaction
Index，LSI），涉及生活热情、毅力，所达到目标与期望目标的一致程度，身体、心理、社会方面良
好的自我概念，愉快乐观的心理品质等维度（Neugarten，1961）；Cantril编制的“自我标定梯形量表
”（Serf—Anchoring Scale，SAS），要求人们按照自己的评价标准，就自己当前、5年前以及5年后预期
的生活满意度做出等级评价（M.Carley，1981）；Andrews和Withey等编制的多种形式的主观幸福感量
表，其中包括著名盼人脸测验，这是一种非文字呈现形式的主观幸福感测验，要求被调查者根据一组
不同表情的人脸，对于自己总体生活的感觉进行评价（F.M.Andrews和S.B.Withey，1976）；Daci等人
依据自我决定理论编制的由21个项目组成的总体基本需要满足量表（Basic Need Satisfaction in General
，BNSG），该量表包含三个分量表，分别测量人们在自主、能力和关系方面的需要满足情况。
完整的基本需要满足状况量表有51个项目组成，要求被测者依据自己的体验在这些项目上做出7级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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