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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

%!"%G"CX

"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批准号%

"X]9L%X""%N

和
"X]9L%X""%X

"的资助$作者感谢华中
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张克中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庄佳强讲师以及冯俊诚'江求川'叶文奇
和何凌云博士的宝贵意见$本文在(第三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颁奖典礼暨中国经济发展论
坛)上宣讲时得到了张署光教授'杨春学教授和范子英副教授的有益建议#在此表示衷心感谢$本文的部
分数据得到了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和盖乐普中国的帮助#在此一并谢过$作者同时感谢匿名审稿
人极富教益的评论和修改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 本文中#收入差距和收入不平等表示相同的含义#主观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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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活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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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混合使用$通过对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分析发现#我国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得分
已从

!XX"

年的
%7$X

分下降到
$""%

年的
D7%D

分#甚至还有不断下降的趋势#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可能
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收入不平等'社会犯罪与国民幸福感
***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王
"

韬
"

鲁元平!

摘
"

要
"

本文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对中国收入不平等与
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结论发
现#中国的收入不平等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而
且它对农村居民和低收入者的负面影响要显著大于城市居民和高收
入者$此外#收入不平等除了自身对居民的幸福感有显著负面影响
外#还通过社会犯罪间接地对居民的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

""

关键词
"

收入不平等#社会犯罪#主观幸福感

一!引
""

言
中国

G"

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过程!李实和佐藤
宏#

$""#

"#无论是城乡间的收入差距!赵人伟等#

!XXX

&蔡窻#

$""G

&万广
华'陆铭和陈钊#

$""C

"#还是城市或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都呈现不断扩大的
趋势!

T*?*44(-)*)Q&'3)

#

$""%

"$以上研究都是直接利用客观经济数据测算
出我国的收入不平等状况#本文通过对

$""%

年世界价值观调查!

E-14Q6*4M

03H01?3

5

#

E6H

"的主观数据分析发现#调查者中有
NGZ

的居民认为我国收
入差距太大#

N"Z

的居民认为政府应该努力缩小收入差距$这说明从居民主
观感知而言#我国的收入差距依旧过大$那么#如此巨大的收入差距是否会
对我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或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呢+

!如果存在的话#那么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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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不平等影响居民幸福感的机制又是什么+

本文正是基于这些问题#试图考察我国的收入不平等状况对居民主观幸
福感的影响#分析收入不平等所带来的主观心理效应而非客观经济效应$

$那
么#收入不平等如何影响我国居民幸福呢+ 本文研究发现#主要有两个方面%

其一#居民表现出的收入不平等厌恶$由于受到(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历史
传统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我国居民对不平等的容忍程度较低#

较低的收入不平等容忍度与较高的收入不平等之间的矛盾#使得它对居民的
主观幸福感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其二#收入差距过大#尤其是不合理'不
公正的收入差距扩大#直接影响社会成员的心态平和程度#导致心理失衡和
强烈的失落感#滋生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形成社会的不稳定和犯罪因素#这
些犯罪活动又会进一步对居民的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

$

$""X

年我国人均
W:@

已接近
G%""

美元#依据他国的经验我国已进入社会问题和矛盾的高发期#在这
一阶段对国民心理!幸福感"的研究也就显得尤为重要$西方发达国家#如法国已经于

$""N

年开发了国
民心理账户#开始关注民众的幸福感状况#并将其作为考核政府工作绩效的一个重要指标和依据$英国
国家统计局

$"!"

年
!!

月
!C

日正式宣布#展开对国民(主观幸福感)的调查#以便调整政策#让英国成为
一个人人感到幸福的国度$巴西

$"!"

年通过
!X

号宪法修正案#将(寻求幸福)作为公民的权利写入国家
宪法#受到国家法律的保障$做得最为彻底的是不丹#该国在

$"

世纪
%"

年代就提出并使用(国民幸福总
值)!

W8F

"代替传统
W:@

#成为最早实施(幸福工程)的国度$

""

本文作为国内较早考察收入不平等与国民幸福感之间关系的经验研究#

可能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前人的研究或者只考虑收入不平等
与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或者只考虑社会犯罪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较少
同时考虑两者的影响#而且缺乏收入不平等对国民幸福感作用机制的研究$

而本文将同时考虑这两者对幸福感的影响#并试图找到收入不平等影响居民
主观幸福感的渠道#这有利于更全面地分析收入不平等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

$

"本文考察了收入不平等'社会犯罪对不同收入等级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
响#分析了(相对收入)效应与收入不平等'社会犯罪之间的关系$此外#

结合中国特有的二元结构#文中进一步分析了收入不平等和社会犯罪对城乡
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并对其差异的原因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这都丰富了幸福
经济学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G

"当前大多数相关文献都是跨国研究#我们采
用一个国家内部地区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可以缓解遗漏变量问题!比如文化
和制度等因素"$而且本文用四次调查的数据#避免一次调查所可能存在的偏
误问题#从而有利于结论的稳健性和可靠性$全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
对收入不平等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第三部分是本文的实证模
型'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第四部分为实证回归结果及其分析&最后是结论
与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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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关研究综述
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始于

$"

世纪
C"

年代的欧美国家#它是伴随着生活质
量和社会指标运动而发展起来的研究领域$学术界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多集
中在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而经济学最近对幸福的研究呈现(后来者居上)

的态势$经济学家早期主要是从微观视角对幸福进行研究#主要考察个体特
征变量#比如婚姻状况'性别'年龄'健康'教育程度和就业状态等对主观
幸福感的影响$近些年来#他们开始把宏观经济因素作为解释变量加入幸福
方程#比如考察失业率!

:(V344*!"#$7

#

$""!

&

U13

5

*)QH202[31

#

$""$

"'通
货膨胀率!

:(V344*!"#$7

#

$""G

&

H*)<3

5

*)QV3P=-[

#

$""%

"'政府支出
!

E*==.31!"#$7

#

$""X

&

T*.

#

$""X

"等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G其中#收
入不平等作为一个重要的宏观经济变量#它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成为幸福经
济学关注的热点之一$

G 本文的文献综述中将不涉及个人特征变量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h=O*4Q

!

!XX%

"和
J4*),'<4-O31

!

$""%

"

等文献对此有很好的综述#其结论认为具有已婚'高收入'白人'女性'受过良好教育'自我雇佣者!

=34<M

3.

;

4-

5

3Q

"等特征的个体主观幸福感较高$关于宏观变量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鲁元平和王韬!

$"!"

"有
系统的综述$

# 神经科学家通过功能性
STi

直接测定人类大脑存在不平等厌恶倾向$对动物的实验也发现了同样的
结论#比如动物学家对非洲黑猩猩的试验发现#两只表现相当的猩猩#当其中一只分配的食物要明显多于
另一只时#那么所得较少的那只猩猩会表现出强烈的愤懑#甚至放弃自己原本得到的食物#什么都不吃$

国内外有关收入不平等对个体主观幸福感作用机制的研究#主要有直接
效应和间接效应两个方面$首先#直接效应有两种$其一#纯粹的收入不平
等厌恶$人类与生俱来具有不平等厌恶!

()3

K

0*4(2

5

*?31=(-)

"的社会偏好#

这个观点在人类学!

U3'1*)QH,'.(Q2

#

!XXX

"'行为科学!

b*')3.*)!"#$7

#

$""D

"#甚至神经科学#

!

V1(,-.(!"#$7

#

$"!"

"中都已得到证实$在经济学
文献中#

S-1*O32[

!

!X%%

"最早证实了人类具有的不平等厌恶偏好对主观幸
福感的影响$作者通过比较以色列两个收入不平等程度悬殊的相邻小村庄
!各有

#"

*

C"

户"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发现#生活在收入分配更加平等的社区
!虚拟变量"的居民生活满意度更高$

H,'O*1[3*)QF*1

;

<31

!

$""$

"利用德国
!XNC

*

!XXN

年间的社会经济面板数据!

WHh+@

"进行研究$他们分析联邦德
国

%C

个地区的
W()(

系数与当地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运用有序概率
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回归发现#

W()(

系数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效应显著为负#

而且无论被调查者是穷人还是富人#也就是说德国人具有明显的不平等厌恶$

通过类似的方法#

L43=()*!"#$7

!

$""#

"和
+A312*)QE34='

!

$""X

"分别对欧
美和欧洲十国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总之#正是由于人类与生俱来的
收入不平等厌恶#使得过高的收入分配差距会对个体的主观幸福感产生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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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其二#收入不平等的社会流动性感知C

!

=-,(*4.-A(4(2

5

=3)=3

"$收入不平
等也可以理解成一种积极的因素#因为它可以促进收入流动性的增强#导致
处于收入分配底层的群体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工作#而不是依赖于社会关系'

家庭背景等因素#实现收入不断增长$那么个体将认为收入的不平等对自己
来说是一种机遇#这会对个体产生一种激励作用#从而对其主观幸福感产生
积极的影响$

C 在本文中#我们没有对收入流动性和社会流动性进行区分#不过实际上#社会流动性是比收入流动性含
义更加广泛的一个概念#收入流动性是社会流动性最重要的表现$

D 关于收入不平等与社会犯罪主要有以下三种理论%!

!

"

J3,P31

!

!XDN

"提出的犯罪经济学理论#该理论认
为在收入不平等高的地区#穷人从市场交易中获得的回报很少#如果把时间用于从事犯罪则可能增加回
报&!

$

"

S312-)

!

!XGN

"提出的压力理论#由于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让不成功者感受到某种压力#从而使其
从事犯罪活动&!

G

"

H'*O*)QS,P*

5

!

!X#$

"提出的社会紊乱理论#不平等过高可能导致社会控制机制较
弱#犯罪就会发生$吴一平和芮萌!

$"!"

"对此有过系统阐述$

L43=()*!"#$7

!

$""#

"将欧美收入不平等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的差异归结
为流动性感知的差异% (11在美国#穷人将不平等视为一个阶梯#虽然陡
峭#但是可以往上攀登&而在欧洲#居民将其视为收入上升!或流动"的障
碍$)美国的收入流动性高于欧洲的收入流动性#这传达出了更多预测未来收
入的信息#促进美国居民幸福感的提升$对欧洲居民而言#收入不平等对幸
福感则是有害的$

S(4*)-?(,!"#$7

!

$""N

"发现#社会转型期国民可以容忍甚
至接受收入不平等#因为收入不平等为他们提供了快速摆脱落后和贫困'实
现收入快速增长的条件$很显然#收入不平等的(隧道效应)!

20))343<<3,2

"

关键取决于对社会流动性的看法$总之#社会流动性可以作为收入不平等影
响个体幸福感的一个重要解释变量$

其次#间接效应有一种#即收入不平等导致更高的社会犯罪率从而间接
地影响居民幸福感$亚当5斯密!

$""G

"指出%一个社会如果不对社会贫富
差距加以必要的引导#导致严重的社会不平等#那么(富人的阔绰#会激怒贫
者#贫者的匮乏和嫉妒#会驱使他们侵害富人的财产#从而走上犯罪的道
路)$社会学家默顿也曾深刻地指出% (一个社会只是贫穷或者只是富裕均不
产生犯罪#但一个社会贫富差别悬殊就会产生大量犯罪$)

D实证研究方面#

:3.-.A

5

)3=*)Q h[431

!

$""C

"'

9-)

B

.--P &'-3

!

$""N

"以及胡联合等
!

$""C

"'白雪梅和王少瑾!

$""%

"'陈春良和易君健!

$""X

"等研究都发现收
入差距!

W()(

系数"越大#违法犯罪活动越多$

在收入不平等导致更高的社会犯罪率从而间接地影响居民幸福感这个逻
辑链条中#如果社会犯罪确实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影响的话#这将为本文进
一步考察收入不平等对居民幸福感的间接效应提供经验基础$长期以来#社
会犯罪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的研究主要是心理学家关注的领域#心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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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研究发现受过犯罪侵害或者长期生活在高犯罪发生率地区的居民#会表现
出显著和持续的心理问题#包括抑郁'焦虑'压力紊乱以及情感上的敌视等
!

:*?(=*)QU1(3Q.*)

#

!XNC

&

H-13)=-)*)QW-4Q()

B

#

!XX"

&

8-11(=*)Qb*)(M

*=2

5

#

!XX$

"$这些心理问题对于个体的主观幸福感或生活满意度都有显著的
负面影响!

S(,'*4-=

#

$"""

"$经济学文献中#

L43=()*!"#$7

!

$""#

"在考虑
收入不平等对美国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时#加入了社会犯罪率变量#实证结果
显示地区的谋杀率与美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负向关系#而且对富人
群体很显著$

8*22*?0Q'@-OQ2'*?33

!

$""C

"使用南非公安部门公布的地区
犯罪率对居民幸福感进行回归发现#地区的犯罪率与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之间
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T*<*34:(V344**)Q+1)3=2-H,'*1

B

1-Q=P

5

!

$""X

"

和
H(.-):*?(3=*)QV(.F()P=

!

$""X

"也都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这些研究表
明#社会犯罪确实对居民的幸福感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由于收入不平等
与社会犯罪之间的正向关系较为明确#这意味着收入不平等通过导致更高的
社会犯罪率从而间接地对居民幸福感产生影响这个逻辑链条可能真是存在的$

% 由于,中国统计年鉴-中有关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的分组数据是单列的#难以直接测算某省城乡合一的
W()(

系数#所以我们参考
H0)Q10.

!

!XX"

"的算法计算得到本文
W()(

系数#其计算方法请参见附录
!

$

综上所述#对中国居民而言#在直接效应中到底是纯粹的收入不平等厌
恶占主导地位#还是收入不平等的社会流动性感知占主导地位+ 这也即是说
收入不平等对我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到底是有害的还是有利的+ 间接效
应中#收入不平等通过导致更高的社会犯罪率从而间接对幸福感产生不利的
影响这条路径是否确实存在+ 这些问题都有待本文的实证研究部分进行检验$

三!实证模型!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

!一"实证模型
参考

:(V344*!"#$7

!

$""G

"和
L43=()*!"#$7

!

$""#

"等相关研究#本文
采用

h1Q313QR-

B

(2S-Q34

来分析收入不平等和社会犯罪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
影响#实证模型设定如下%

F*

;;5

',"

_$

i)3

K

0*4(2

5

,"

a

!

&TiS+

,"

a+

SL&Th

,"

a"

Si&Th

',"

a

,

,

a

.

"

a%

',"

#

!

!

"

模型!

!

"中#解释变量
i)3

K

0*4(2

5

,"

表示
,

省
"

年的收入不平等状况#用该省
"

年的
W()(

系数!

Wi8i

"来度量%

&

&TiS+

,"

表示
,

省
"

年的社会犯罪状况#用
该省刑事案件发生率!起.十万人"来表示&向量

SL&Th

,"

和
Si&Th

',"

分别
表示那些被前人研究证实的'能够影响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宏观经济变量和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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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层面的个体特征变量$

SL&Th

,"

表示
,

省
"

年的宏观经济控制变量#包括
通货膨胀率!

i8URL

"以及失业率!

>8+S@

"$

Si&Th

',"

表示
,

省
"

年第
'

个被调查者的个体特征变量#包括性别!

H+_

"'年龄!

LW+

"'教育水平
!

+:>

"'婚姻状况!

SLTi

"'就业状况!

+S@R

"'自评健康状况!

F+LRH

"

和家庭相对收入等级!

i8&hSH

"$

,

,

表示省际虚拟变量#当样本属于该省时
则

,

,

Y!

#否则
,

,

Y"

$

.

"

表示年度虚拟变量#当调查是在该年进行的时则
.

"

Y!

#否则
.

"

Y"

$

%

',"

表示该回归模型的误差项$

N

!

到
#

意味着数字从小到大依次表示满意度增强#但这只是序数意义上的#例如#我们不能说#

#

和
$

之
间生活幸福感的差距是

$

和
!

之间差距的两倍$

被解释变量
F*

;;5

',"

表示
,

省
"

年第
'

个被调查者的主观幸福感$调查时
的问题是%(将所有的情况都考虑进来#目前您生活得幸福吗+)要求被调查
者从数字

!

到
#

之间进行选择#

!

表示最不幸福#

#

表示最幸福$

N

F*

;;5

!

',"

低
于一定临界值!

1

!

"时#调查者会感到(最不幸福)#高于临界值
1

!

但低于临
界值

1

$

时#会感到(不幸福)#以此类推#当
F*

;;5

!

',"

高于临界值
1

G

时#会感
到(最幸福)$由于

F*

;;5

',"

是潜变量!

4*23)2?*1(*A43

"#我们无法观察和得
到这些临界值#但我们能够获得被调查者的回答!

F*

;;5

!

',"

"#回答(最不满
意)时取

!

#回答(最满意)时取
#

#即
F*

;;5

',"

_

!

# 如果
F*

;;5

!

',"

+

1

!

&

F*

;;5

',"

_

$

# 如果
1

!

,

F*

;;5

!

',"

+

1

$

&

F*

;;5

',"

_

G

# 如果
1

$

,

F*

;;5

!

',"

+

1

G

&

F*

;;5

',"

_

#

# 如果
1

G

,

F*

;;5

!

',"

%

""

在模型!

!

"中#假定
%

',"

服从标准正态分布#如果用
(

!5"表示其累积分
布函数的话#那么被解释变量

F*

;;5

',"

的分布可以表达如下%

@1

!

F*

;;5

',"

_

!

"

_(

!

1

!

e

c

!

"

1

#

@1

!

F*

;;5

',"

_

$

"

_(

!

1

$

e

c

!

"

e(

!

1

!

e

c

!

"#

@1

!

F*

;;5

',"

_

G

"

_(

!

1

G

e

c

!

"

e(

!

1

$

e

c

!

"#

@1

!

F*

;;5

',"

_

#

"

_

!

e(

!

1

G

e

c

!

"

%

""

通过构造每一种回答!即
!

为最不幸福#

#

为最幸福"的似然函数#利用
最大似然法估计出参数

$

'

!

'

+

以及
"

$在这个设定中#只要随机误差项与解
释变量之间是相互独立的#用最大似然法估计出来的参数将是一致估计量$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
本文中我国居民主观幸福感和个体特征变量的数据来自世界价值观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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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

!

E6H

"#

E6H

在中国已经进行了四次#分别是在
!XX"

年'

!XXC

年'

$""!

年
和

$""%

年进行的$这四次调查分别委托了中国统计信息咨询服务中心!

!XX"

年"'盖洛普中国!

!XXC

年"和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

$""!

年和
$""%

年"来组织实施$

X这几个调查组织利用
W@L

.

WiH

辅助的区域抽样方法来进行
调查#调查的样本涉及中国

$#

个省'市或自治区$调查者根据村.居委会的
户籍资料随机抽取

!N

*

%"

岁的人作为受访者#

!XX"

年得到有效样本
!"""

份#

!XXC

年
!C""

份#

$""!

年
!"""

份#

$""%

年
$"!C

份#总共
CC!C

份$宏
观经济变量中各省的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数据通过

!XX!

年'

!XXD

年'

$""$

年和
$""N

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整理得到$收入不平等是利用
H0)Q10.

!

!XX"

"方法#通过计算
!XX!

年'

!XXD

年'

$""$

年和
$""N

年各省,统计年
鉴-中的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分组数据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组数据得到$

各省的刑事犯罪数据是通过
!XX!

年'

!XXD

年'

$""$

年和
$""N

年的,中国检
察年鉴-和,中国法律年鉴-获得#由于有少数省份的刑事犯罪数据难以通
过年鉴得到#我们逐一向该省的公安厅电话咨询该省该年的刑事犯罪数据情
况#从而最终得到本文的刑事犯罪数据$表

!

给出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
$

描述了我国居民总体的幸福感状况$

X 世界价值观调查!

E6H

"是世界银行资助的由美国密歇根大学政治科学系教授
T-)*4Qi)

B

43'*12

主持的
世界性调查#它的调查问卷涉及受访者的生活满意度'主观幸福感'社会信任等问题#该调查数据是完全
免费和公开的#它已成为各国学者研究居民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所公认的权威数据$该调查的中国部
分#由于有些数据比如户籍'地区信息等在世界价值观调查免费的数据库中没有包括#北京大学中国国情
研究中心和盖洛普中国免费为笔者提供了这些调查数据#在此我们表示衷心感谢$

表
!

"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描述 均值 标准差最小值 最大值

主观幸福感
!

表示最不幸福#

#

表示最幸福
$7NN% "7%XN ! #

性别
!

表示男#

$

表示女
!7#XN "7C"" ! $

年龄 岁
#$7$%N !G7$XN !N %"

婚姻状况# 见注
!7%$! !7%!N ! #

教育水平$ 见注
G7X#% $7#GX ! X

就业状态' 见注
$7$DC $7!$! ! N

自评健康状况
!

表示很差#

C

表示很好
G7%%X !7"$C ! #

自评收入等级
!

表示最低等#

!"

表示最高等
G7D%! $7D%X ! !"

失业率 该省的失业率!

Z

"

"7"GG "7""X "7"! "7"DC

通货膨胀率 该省的通货膨胀率!

Z

"

"7"GCC "7"$"C \"7"!G "7"D#

收入不平等 该省的
W()(

系数
"7GNC# "7!"NC "7$G "7D!

社会犯罪 该省刑事案件发生率!起.十万人"

G##7$G !CN7%X !$$ NGN

""

注%

#

婚姻状况%

!

表示已婚#

$

表示离异#

G

表示丧偶#

#

表示单身&

$

教育水平%

!

表示没有正式教
育#

$

'

G

表示初等教育!

$

没有完成#

G

完成"#

#

'

C

表示中等教育!

#

没有完成#

C

完成"#

D

'

%

表示职业教育
!

D

没有完成#

%

完成"#

N

'

X

表示大学教育!

N

完成没有学位#

X

完成有学位"&

'

就业状态%

!

表示全职#

$

表
示兼职#

G

表示自我雇佣#

#

'

C

'

D

表示离开劳动力市场!离退休'学生'家庭主妇等"#

%

表示失业$

表
$

显示#对于所有人而言#(非常幸福)和(比较幸福)的个体分别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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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N!Z

和
C#7!NZ

#其和占到
%#7XXZ

#说明我国居民总体而言比较幸福$

失业者报告自己为(非常幸福)和(比较幸福)的比重与总体比较约少了
!CZ

#报告(不很幸福)和(非常不幸福)的比重则相应增加了
!CZ

$已婚
者报告自己(非常幸福)要比离异者高出

!$7C!Z

#这与大多数幸福经济学的
研究结果是一致的$农村居民要比城市居民的幸福感更高#其报告(非常幸
福)和(比较幸福)的比例要比城市高

$7$#Z

和
$7#$Z

$收入等级是幸福感
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收入最低者报告其主观幸福感为(比较幸福)和(不
幸福)的比重要明显地低于和高于其他的收入等级$

表
$

"

中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状况

主观幸福感 所有人 失业 婚姻状况 户籍状况
已婚 离异 农村 城市

非常幸福
$"7N! !!7ND $C7GN !$7N% $"7C% !N7GG

比较幸福
C#7!N #N7G$ C$7!! #G7CX CX7D! C%7!X

不很幸福
$!7%C G$7%D $"7"X GN7"! !%7#G $!7"N

非常不幸福
G7$D %7"D $7#$ C7CG $7GX G7#"

主观幸福感 收入等级
最低 较低 中等 高等 最高

非常幸福
!C7%$ $!7!G $"7CC !X7$! !N7%G

比较幸福
#C7N% #N7#X D"7XD DC7N$ D"7C$

不很幸福
G$7CX $D7%% !D7GG !G7XD !X7N$

非常不幸福
C7N$ G7D! $7!D !7"! "7XG

""

注%所有的数据都是以百分数!

Z

"表示的&表
$

中的城市和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的描述性统计是
根据

!XXC

年'

$""!

年和
$""%

年的样本计算得到的#其原因在于
!XX"

年的户籍变量数据不能获得$

四!实证回归结果与分析

!一"收入不平等'社会犯罪对我国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回归结果

""

表
G

给出了计量模型!

!

"的
h1Q313QR-

B

(2

模型极大似然法估计结果$

我们从表
G

的回归式!

!

"开始分析#该列仅仅包括被调查者的个体特征变
量#笔者对其回归结果进行简要的分析#这有利于将本文的结论与前人进行
比较#毕竟目前经济学对幸福感的研究依旧主要是经验性的$

表
G

"

收入不平等'社会犯罪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全样本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主观幸福感 !

!

" !

$

" !

G

" !

#

" !

C

" !

D

"

L

%宏观经济变量
Wi8i

\!7GDX

!!!

!

"7GND

"

UMYMSK

\"7%DN

!!

!

"7G%$

"

UMYMPK

\"7%DG

!!

!

"7#GG

"

UMYMPM

\#7"X#

!!!

!

"7ND!

"

UMYMTL

\"7CN!

!!

!

"7$NG

"

UMYMLN

&TiS+

\%7N3M#

!

!

#7!G3M#

"

UMYMKT

\%7C3M#

!

!

#7$C3M#

"

UMYMKQ

\G7N%3M#

!

G7#$3M#

"

UMYMMR

\$7XX3MG

!!

!

!7#G3MG

"

UMYM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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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续表"

被解释变量%主观幸福感 !

!

" !

$

" !

G

" !

#

" !

C

" !

D

"

i8URL

\C7!$D

!!

!

$7#"%

"

\%7$NG

!!!

!

$7#$G

"

\C7#$"

!!

!

$7DDG

"

>8+S@

\"7%C!

!

#7CDG

"

\"7G$%

!

#7DXN

"

\!7%XD

!

!

!7"DN

"

J

%个体特征变量
LW+

\"7"C%

!!!

!

"7"!%

"

\"7"CD

!!!

!

"7"!N

"

\"7"C#

!!!

!

"7"!N

"

\"7"CC

!!!

!

"7"!N

"

\"7"%D

!!!

!

"7"$C

"

\"7!!"

!!!

!

"7"G%

"

LW+

$

"7"""N

!!!

!

"7"""

"

"7"""%

!!!

!

"7"""

"

"7"""N

!!!

!

"7"""

"

"7"""N

!!!

!

"7"""

"

"7""!!

!!!

!

"7"""

"

"7""!#

!!!

!

"7"""

"

SLR+

\"7!CD

!!

!

"7"D#

"

\"7!CX

!!

!

"7"D#

"

\"7!CX

!!

!

"7"D#

"

\"7!C#

!!

!

"7"D#

"

\"7G!G

!!!

!

"7"XG

"

\"7$!C

!

!

"7!$%

"

S*11(3Q

:

T3<313),3

;

:i6h

\"7CCX

!!!

!

"7!XX

"

\"7CDD

!!!

!

"7!X%

"

\"7C%D

!!!

!

"7!XN

"

\"7CNC

!!!

!

"7!XN

"

\"7D%$

!!!

!

"7$DG

"

\!7#$N

!!!

!

"7#XC

"

Ei:h

\"7GNN

!!!

!

"7!"C

"

\"7G%G

!!!

!

"7!"C

"

\"7GXG

!!!

!

"7!"C

"

\"7GXX

!!!

!

"7!"C

"

\"7G#D

!!

!

"7!%"

"

\"7%D#

!!!

!

"7$X!

"

Hi8W

\"7$D!

!

"7!G$

"

\"7$!N

!

"7!G#

"

\"7$GC

!

"7!G#

"

\"7$NG

!

"7!%#

"

\"7$D#

!

"7!%C

"

\"7$XX

!

"7CGN

"

U0442(.3

a

-A

:

T3<313),3

;

@LTV9

"7"%%

!

"7!!$

"

"7!!D

!

"7!!G

"

"7!#$

!

"7!!#

"

"7!#N

!

"7!!#

"

"7$GD

!

"7!#X

"

"7$"!

!

"7GD"

"

H+RU+

"7!!#

!

"7!G%

"

"7"NG

!

"7!GN

"

"7"%N

!

"7!GX

"

"7!"!

!

"7!G%

"

"7CGN

!!!

!

"7$!G

"

"7!GN

!

"7GND

"

>8+S@

\"7#C#

!!!

!

"7!$$

"

\"7#!%

!!!

!

"7!$$

"

\"7#$X

!!!

!

"7!$"

"

\"7##D

!!!

!

"7!D#

"

\"7$DG

!

"7$G%

"

\!7!XX

!!!

!

"7GD#

"

h>VRL

\"7!XN

!!!

!

"7"D#

"

\"7!X$

!!!

!

"7"D#

"

\"7!NN

!!!

!

"7"D#

"

\"7!N!

!!!

!

"7"GG

"

\"7"G$

!

"7!$X

"

\"7GN!

!!!

!

"7"%%

"

8-<-1.*43Q0,*2(-)

:

T3<313),3

;

@TiH

"7!#!

!

"7"%"

"

"7!GC

!

"7"%"

"

"7!$%

!

"7"%"

"

"7!$%

!

"7"%"

"

"7!#G

!

"7!"N

"

"7!%$

!

"7!#N

"

FiWFH

"7G"G

!!!

!

"7"DX

"

"7$X$

!!!

!

"7"DX

"

"7$NC

!!!

!

"7"DX

"

"7$$"

!!!

!

"7"##

"

"7G#N

!!!

!

"7!$$

"

"7GN%

!!!

!

"7!$#

"

>8i6

"7#XG

!!!

!

"7!!N

"

"7GDC

!!!

!

"7!!D

"

"7G$X

!!!

!

"7!!C

"

"7GGD

!!!

!

"7!$N

"

"7GND

!!!

!

"7!#!

"

"7D!X

!!!

!

"7$G!

"

@--1'3*42'43?34

:

T3<313),3

;

ULiTF+

"7X"N

!!!

!

"7!!D

"

"7NNG

!!!

!

"7!!D

"

"7NND

!!!

!

"7!!D

"

"7NX$

!!!

!

"7!!D

"

"7XND

!!!

!

"7!CC

"

"7N!G

!!!

!

"7$XX

"

Whh:F+

!7G%D

!!!

!

"7!!$

"

!7GCN

!!!

!

"7!!!

"

!7GD#

!!!

!

"7!!!

"

!7GDX

!!!

!

"7!!!

"

!7D%N

!!!

!

"7!#N

"

!7GND

!!!

!

"7$XN

"

J+HVF+

$7!XC

!!!

!

"7!$C

"

$7!D!

!!!

!

"7!$C

"

$7!D$

!!!

!

"7!$C

"

$7!C#

!!!

!

"7!$C

"

$7D!C

!!!

!

"7!%$

"

$7DNC

!!!

!

"7GC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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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被解释变量%主观幸福感 !

!

" !

$

" !

G

" !

#

" !

C

" !

D

"

R-O3=2(),-.343?34

:

T3<313),3

;

RhEi8&

"7"NX

!

"7"ND

"

"7"%N

!

"7"ND

"

"7"%D

!

"7"ND

"

"7"%X

!

"7"ND

"

"7GXG

!!!

!

"7!$"

"

"7GG%

!

"7$%!

"

Si:i8&

"7G$X

!!!

!

"7"NG

"

"7GG#

!!!

!

"7"NG

"

"7GGC

!!!

!

"7"NG

"

"7G$#

!!!

!

"7"N#

"

"7%#!

!!!

!

"7!!X

"

"7CN!

!!!

!

"7!N$

"

FiWi8&

"7#CD

!!!

!

"7"XN

"

"7#NG

!!!

!

"7"XX

"

"7C!#

!!!

!

"7"XX

"

"7#ND

!!!

!

"7!"!

"

"7XDG

!!!

!

"7!#C

"

"7%#!

!!!

!

"7$%$

"

@1-?:0..

5

]+H ]+H ]+H ]+H ]+H ]+H

]3*1:0..

5

]+H ]+H ]+H ]+H ]+H ]+H

hA= C#"D C#"D C#"D C#"D G!X$ !$$%

E*4Q,'($ C#!7"% CCC7#C CNC7C! CXD7%G #XG7"X $#%7N#

@=30Q-B

$

"7!CX! "7!D"% "7!D!% "7!D$! "7!!$G "7!$"%

""

注%本表给出的是各解释变量对主观幸福感的
h1Q313QR-

B

(2

模型的估计系数&圆括号中的值为稳健
性标准误!

1-A0=2=2*)Q*1Q311-1

"&

Wi8i

和
&TiS+

标准误下面的数值表示这两个变量变化一个标准差
时#报告自己(很幸福)个体的比例变化&第!

C

"列和第!

D

"列分别是对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回归结果#由
于

!XX"

年的问卷调查中没有城乡户口的相关信息#因此在城乡回归中只包括
!XXC

年'

$""!

年和
$""%

年
的样本&

]3*1:0..

5

包括
!XXC

年'

$""!

年和
$""%

年三个
:0..

5

&

!!!

'

!!

'

!分别表示在
!Z

'

CZ

及
!"Z

统计水平下显著$

回归式!

!

"显示#年龄!

LW+

"和年龄的平方!

LW+

$

"的回归系数分
别在

!Z

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负和为正#这说明我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随着年
龄的增长先下降而后上升#两者之间呈

>

形的关系$男性虚拟变量!

SLR+

"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我国的男性没有女性幸福$婚姻状况!

SLTiM

VLR

"的结果表明已婚者的幸福感要显著地高于离异!

:i6h

"和丧偶
!

Ei:h

"者$失业!

>8+S@

"或离开劳动力市场!

h>VRL

"会产生较大的
不幸福感#正如

&4*1P

!

$""N

"所言#失业对幸福感的负面影响程度超过任何
其他因素#包括离婚和分居等消极因素$教育对主观幸福感有重要作用#受
过高中!

FiWFH

"和大学!

>8i6

"教育的个体主观幸福感要显著地高于没
有受过正式教育的个体$健康状况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非常显著#那些认为
自己身体一般!

ULiTF+

"'较好!

Whh:F+

"和很好!

J+HVF+

"的人的
幸福感要比认为自己身体差的人高出很多#它是最为显著的特征变量之一$

自评收入等级对幸福感有重要的影响#

U1*)P

!

$""%

"指出#幸福感更多的来
自于自己的收入与他人收入的比较#炫耀和攀比是获得满足感的重要源泉#

绝对收入只起到较小的作用$!

!

"式显示中等收入者!

Si:i8&

"和高等收入
者!

FiWi8&

"的幸福感要显著地高于低收入者$所有这些结论看起来都很合
理#并且与大多数幸福经济学文献相一致$

在回归式!

$

"中#我们加入收入不平等变量!

Wi8i

"后发现#

W()(

系数
在

!Z

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负#这表明收入不平等对我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产
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为了便于比较!

$

"*!

D

"列的回归结果#笔者在重点分
析的宏观经济变量!

Wi8i

和
&TiS+

"的标准误下面添加了另外一个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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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数值的含义是指当该数值为负!或正"的时候!"

#表示
Wi8i

和
&TiS+

变
化一个标准差时#个体离开!或进入"最高幸福等级*** (非常幸福)和随
即进入!或离开"剩下的两个低幸福等级*** (比较幸福)' (不是很幸福)

的比例$

!!具体而言#收入不平等增加一个标准差!大约等于
!!Z

"的话#导
致报告自己(很幸福)的个体比重下降

C7!

个百分点#导致报告自己(不幸
福)的个体比重增加

$7%

个百分点$由于
$"7N!Z

的中国居民报告其(很幸
福)#那么收入不平等增加了一个标准差的话#可以预期这将会使得整个中国
居民报告其主观幸福感为(很幸福)的比重下降

$#7CZ

!

YC7!Z

.

$"7N!Z

"$

由于有
$#7"!Z

的中国居民报告其自身的主观幸福感为(不很幸福)#那么收
入不平等增加一个标准差将会使那些报告自己(不幸福)的居民比重相应地
增加

!$7GZ

$

!" 对于有序
4-

B

(2

模型而言#可以通过变量的系数计算出它的概率$具体的计算公式可以参见
T*()31

E()P34.*))*)QH23<*)J-3=

!

$""D

"或
LI&-4()&*.31-)*)Q@1*?()bIV1(?3Q(

!

$""C

"$

!! 通过表
!

可知调查报告自己(很不幸福)的比率很低#只占到总样本的
G7N#Z

#因此在实证回归中#作
者将其与报告(不是很幸福)的个体合并在一起进行回归#统称为(不幸福)$

!$ 其实#陈钊和陆铭!

$""X

"'王洪亮!

$""X

"等都指出中国的收入流动性在近十几年来呈显著下降趋势#

我国已是一个收入流动性较低的国家$因此#在我国不存在通过收入不平等促进收入的流动性#进而促
进幸福感提高这条路径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从经济学的直觉可知#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效应$这个结论意味着我国居
民对收入不平等度的容忍度确实较低#对收入不平等有明显的厌恶情绪#从
而使其对居民的幸福感有较大的负面影响$究其原因#可能正如前文所讲#

由于受到(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历史传统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

我国居民具有的收入不平等厌恶偏好与现实中较高的收入不平等之间的矛盾#

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产生了严重的负面效应$这个结论同时也表明#通过收
入不平等的社会流动性感知来影响居民幸福感的路径在我国并不存在$

!$

回归式!

G

"中#我们加入了另外一个宏观经济变量***社会犯罪率
!

&TiS+

"$结果显示#社会犯罪率的系数为负并且在
!"Z

的统计水平下显
著#这意味着#社会犯罪对居民的幸福感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关于社会
犯罪对居民幸福感影响的大小#表

G

显示#社会犯罪率增加一个标准差!约
等于

!CX

"将会使得报告自己的主观幸福感为(很幸福)的个体比重下降
!7%

个百分点#使得报告自己(不幸福)的个体比重增加
!7!

个百分点$这表明#

我国居民报告其幸福感为(很幸福)的比重下降
N7!%Z

!从
$"7N!Z

下降到
!X7!!Z

"#报告为(不幸福)的居民将会增加
#7#Z

!从
$C7"!Z

增加到
$D7$!Z

"$其原因可能主要是由于社会犯罪具有明显的负的外部性#地区犯
罪率的上升导致大众心理恐惧感'不安全感甚至是不信任感增加#经常担心
自己可能成为下一个受害者#这种紧张的情绪导致居民心理健康状态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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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降低了其主观幸福感$

加入
&TiS+

之后#

Wi8i

的系数下降了大约
#G7XZ

#显著性水平也从
!Z

降到
CZ

#这表明在没有加入社会犯罪的情况下高估了收入不平等对幸福
感的影响$这同时也意味着#社会犯罪可能是收入不平等影响居民主观幸福
感的一个重要传导机制$鉴于胡联合等!

$""C

"'白雪梅和王少瑾!

$""%

"'

陈春良和易君健!

$""X

"等学者对中国收入不平等与社会犯罪率之间关系的
研究都发现#收入不平等的上升显著地导致了社会犯罪率的提高$那么本文
得出社会犯罪是收入不平等影响居民幸福感的传导机制这个结论#也就是可
能的了$为了进一步考察收入不平等*主观幸福感联系中有多少是由社会犯
罪传导的#本文参考

S-

!

$""!

"的传导机制分析方法#得出结论***收入不
平等导致居民主观幸福感下降关系中#有

C%7GZ

是由于社会犯罪率的增加导
致的$

!G这表明#社会犯罪确实是收入不平等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一个重要的
渠道$不过#收入不平等依旧在

CZ

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负#这表明社会犯罪
只是收入不平等影响主观幸福感的渠道之一#收入不平等自身或者其他的渠
道依旧对主观幸福感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

!G 参考
S-

!

$""!

"的方法#我们先对收入不平等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进行分解%

QF*

;;5

QWi8i

Y

*

F*

;;5

*

Wi8i

c

*

F*

;;5

*

&TiS+

*

&TiS+

*

" $

Wi8i

$在控制了通货膨胀'失业率以及省际和年度虚拟变量之后#用收入不平等对社
会犯罪率进行回归#发现收入不平等的系数为

!G$!7$%C

#并且在
!Z

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依据回归结
果#可以求得收入不平等通过社会犯罪渠道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为%!

\%7N3M#

"

k

!

!G$!7$%C

"

Y

\!7"G"D

#由于收入不平等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直接影响为
\"7%DN

#那么可以得到社会犯罪解释了收入
不平等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负面影响为

C%7GZ

!

Y\!7"G"D

.3!

\!7"G"D

"

c

!

\"7%DN

"4"$当然#收入不
平等对居民幸福感负面影响还有

#$7%Z

没有得到解释#可能是收入不平等自身带来的负面效应#正如文
献综述中所阐述的#是人类与身俱来的对不平等的厌恶$本文认为社会犯罪已经解释了收入不平等对居
民主观幸福感影响的

C%7GZ

#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效应#所以我们也无意深究其他的传导机制#不过这
可以作为下一篇文章继续研究的课题$衷心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宝贵意见$

回归式!

#

"中#我们又加入了两个幸福经济学中通常都会控制的宏观经
济变量***通货膨胀率!

i8URL

"和失业率!

>8+S@

"$结果表明#加入控
制变量后对前面的结论没有太大的影响#收入不平等和社会犯罪依旧显著为
负$通货膨胀率自身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失业率的
影响为负但不显著$

回归式!

C

"和!

D

"分别为农村样本和城市样本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

收入不平等无论是对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的幸福感都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这表明它对我国居民幸福感的负面影响具有一致性和稳健性$社会犯罪对城
市和农村居民的幸福感都有负面影响#但是只对城市居民显著$回归式!

C

"

和!

D

"是用城乡合并的收入不平等指数进行回归的#但局部范围的收入差距
可能更具有可比性#所以下一部分将用城乡各自的收入不平等指数对其样本
进行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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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入不平等'社会犯罪对城乡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回归结果
该部分我们按照户籍差异#将总样本分拆为城市样本和农村样本分别进

行回归$出于城乡比较的目的#城乡各自回归中均采用与表
G

相同的解释变
量$唯一不同的是#用城乡各自的收入不平等指数对自身样本进行回归$参
照全样本分析#在此也采取分步回归的方法#在控制个体特征变量的基础上#

先后加入了收入不平等'社会犯罪以及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由于篇幅的限
制#在这里只给出宏观经济变量的回归结果$个体特征变量'年度和省际虚
拟变量都已控制$

首先#对收入不平等的回归结果进行分析$表
#

显示#城乡居民都受到
了收入不平等的显著负面影响#但是它对农村居民的负面影响要远远大于城
市居民$回归式!

G

"表明收入不平等增加一个标准差#将会使农村居民报告
其主观幸福感为(非常幸福)的比重下降

$"7X"Z

!

Y#7GZ

.

$"7C%Z

"#以及
报告其为(不幸福)的比重增加

!N7D%Z

!

YG7%Z

.

!X7N$Z

"$而!

D

"式显示
对城市居民相应的比重分别为

%7D#Z

和
#7$Z

#比农村居民都要低很多$究
其原因可能在于%!

!

"我国农村依旧具有费孝通所称的(熟人社会)的特征#

表
#

"

收入不平等'社会犯罪对城乡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主观幸福感 农村样本 城市样本
!

!

" !

$

" !

G

" !

#

" !

C

" !

D

"

L

%个体特征变量!已控制"

J

%宏观经济变量
Wi8i

\G7CD%

!!!

!

"7%G!

"

UMYMSQ

\G7#NN

!!!

!

!7"!N

"

UMYMOR

\G7#CG

!!!

!

!7"!N

"

UMYMOP

\"7NNC

!!

!

"7#G$

"

UMYMLO

\"7C%$

!

!

"7GG%

"

UMYMKT

\"7CCX

!

!

"7GG$

"

UMYMKO

&TiS+

\G7DC3M#

!

G7%%3M#

"

UMYMMN

\#7!X3M#

!

G7X$3M#

"

UMYMKK

\$7!D3MG

!!

!

!7"$3MG

"

UMYMPP

\!7NX3MG

!!

!

X7C#3M#

"

UMYMLN

i8URL

\%7!GG

!!!

!

$7C"%

"

\C7G#D

!!

!

$7D!G

"

>8+S@

\"7#%%

!

#7D$N

"

\!7D#G

!

!

"7X%$

"

@1-?:0..

5

]+H ]+H ]+H ]+H ]+H ]+H

]3*1:0..

5

]+H ]+H ]+H ]+H ]+H ]+H

hA= G!X$ G!X$ G!X$ !$$% !$$% !$$%

E*4Q,'($ #XX7#$ #XX7CG C"!7!% $#C7$! $#C7CX $#%7N#

@=30Q-B

$

"7!!C" "7!!C" "7!!CD "7!$$X "7!$$X "7!$G"

""

注%由于
!XX"

年的问卷调查中没有城乡户籍相关的信息#因此在城乡回归中是对
!XXC

年'

$""!

年和
$""%

年的样本回归&

W()(

系数分别用城乡各自的收入不平等指标&本表给出的是各解释变量对主观幸福
感的

h1Q313QR-

B

(2

模型的估计系数&圆括号中的值为稳健性标准误!

1-A0=2=2*)Q*1Q311-1

"&

!!!

'

!!

'

!

分别表示在
!Z

'

CZ

及
!"Z

统计水平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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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村的农民相互认识#对彼此的收入状况和收入差距比较了解#相互之间
容易进行攀比#在(熟人社会)中(相对收入)效应更加明显$比如#上海
居民的高收入可能对贵州居民的幸福感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如果某贵州居民
的收入要远低于其邻居的话#那么这种收入差距带来的负面影响却是不能低
估的$!

$

"非农收入造成了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使得农村收入差距一
直高于城市!

]*-*)Q '̂*)

B

#

$""!

"#从而导致它对农村居民的负面影响要大
于城市居民$!

G

"外出务工'人口的频繁流动以及信息的广泛交流等因素#使
得农民常常将自己的收入状况与城市居民进行比较#导致农民在心理上出现
了巨大的落差#降低了其主观幸福感$相对而言#由于城市基本上算是(匿
名社会)#(相对收入)效应可能不是那么明显#而且城市居民由于收入普遍
要高于农村居民#他们本身就处于(相对收入)效应中的优势地位#所以其
负面效应相对而言要小很多$

!# 不过#这里有可能存在样本选择偏误的问题$世界价值观调查中的中国农村部分基本上是选择那些
长期在农村生活的居民来访问#所以本文的样本中农民工不多#如果将农民工加入农村样本的话#也许结
果会有所差异$因为农民工也是长期生活在城市地区的居民#他们在心理上的认知与长期生活在农村地
区的农民是有差异的$当然#这里还有个缺陷就是#我们无法区分这些罪是城市人还是进城农民所犯的#

因为对于犯罪来源的数据我们无法获得$

其次#社会犯罪率的结果显示#它只在对城市样本回归时显著为负#对
农村样本回归为负但不显著$这表明#社会犯罪率仅仅对城市居民的幸福感
产生消极影响#农村居民并未受其显著的负面影响$进一步比较城乡的社会
犯罪系数发现#它对城市居民的负面影响要大于农村居民$主要的解释是#

随着我国地区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跨省流动人口激增#内地落后地区的人口
大量向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省份及省内大中城市积聚#使得一个省的犯罪大部
分是在城市中发生的#快速扩张的城市化给城市的安全带来巨大的隐患#所以
城市居民容易受到犯罪所带来的心理冲击$相对而言#在农村犯罪的收益较小#

使得农村的犯罪率相对较低#农村居民对刑事犯罪并无太多感知#所以社会犯
罪对农村居民的影响不显著#而对城市居民的幸福感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

宏观经济控制变量中#通货膨胀对城乡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基本相似#都
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不过#有趣的是#失业率对农村居民没有产生显著
的影响#对城市居民却是显著为负$究其原因#可能在于农村居民是在经济
形势好的情况下外出务工#经济形势差的情况下回乡务农#这种(进可去城
里打工#退可回农村种田)的工作方式使其对失业率并没有太多的认知#而
城市居民对失业率却有较强烈的感受$

!三"收入不平等'社会犯罪对不同收入等级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回归
结果

本部分试图考察收入不平等和社会犯罪对不同收入等级居民幸福感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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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是否有显著差异$

!C本文收入等级的分类依据是#按照
E6H

调查问卷的问
题%(如果将全国人民的平均家庭收入十等分#

!

表示家庭收入最低层#

!"

表
示家庭收入最高层#您的家庭收入水平属于+)依据被调查者的回答#我们将
回答

!

*

$

的家庭视为最低收入等级!占
$!7$CZ

"#回答
G

*

#

的家庭视为低
收入等级!占

$%7!!Z

"#回答
C

*

%

的家庭视为中等收入等级!占
GC7DXZ

"#

回答
N

*

!"

的家庭视为高收入等级!占
!C7XCZ

"$

!C 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宝贵意见$

从回归式!

!

"可以看到#收入不平等对最低收入等级居民的幸福感有显
著的负面影响$相比于最低收入者#低收入者与

Wi8i

交互项!

Wi8ikRhEM

i8

"的系数为正#其含义表明收入不平等对较低收入者的负面影响要小#但
这个结论不显著$中等收入者与

Wi8i

交互项!

Wi8ikSi:i8

"'高等收入与
Wi8i

交互项!

Wi8ikFiWi8

"的系数都在
!Z

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这说明
收入不平等对中高等收入者的负面影响要显著地小于最低收入者$而且重要
的是#收入不平等对高等收入者幸福感的总效应为%

*

HEJ

.

*

Wi8i Y

\$7N!Xc$7X%%Y"7!CD

'

"

#这意味着#收入不平等对高收入者产生了积极而
非消极的影响$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相对收入)效应的存在#幸福经济
学的经典结论表明居民幸福感随着自身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正向变化#随着他
人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反向变化#相对收入越高#则主观幸福感越强!

+*=231M

4()

#

$""!

"$由于在收入比较的阶梯上#高收入者已经站在顶端#收入不平等
的增加意味着财富更加集中#富者更富'贫者更贫#高收入者在(相对收入)

效应的作用下#心理上能够得到较大的满足感$相反#低收入者与他人比较
处于弱势地位#这往往会降低其幸福感$

!

$

"式加入了社会犯罪与收入等级的交互项#回归结果显示#社会犯罪
对最低收入者的幸福感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较低收入者'中等收入者和高等
收入者与社会犯罪的交互项系数都为正#而且中高等收入者在

CZ

水平下显
著#这意味着社会犯罪对中高等收入者的负面影响要显著地小于最低收入者#

不过其总效应依旧为负$这与
b()

B

Q-)*)Qb)(

B

'2

!

$""G

"得出的地区犯罪
率对穷人的影响要显著大于富人的结论相一致$分析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低
收入者没有太多的经济能力来应付犯罪带来的负面影响#他们较容易受到社
会犯罪的伤害$不过社会犯罪对高收入者幸福感依旧有负面影响#原因可能
是前面提到的#社会犯罪具有明显的负外部性$而且当前的许多刑事犯罪
是针对富人的#比如偷窃'绑票等都呈现出明显的仇富特征#社会上普遍
存在的仇富心理肯定会对富人的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 !

G

"式同时加入了
收入不平等和社会犯罪与收入等级的交互项#回归显示其结论没有显著
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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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全样本回归之外#我们还分别考虑了收入不平等'社会犯罪对城市
和农村不同收入等级居民幸福感的影响$首先#表

C

的!

#

"* !

X

"列显示#

收入不平等对城乡居民的幸福感都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而且对农村居民的负
面影响要大于城市居民#这与表

#

的结果基本相同$中等和高等收入者与
W(M

)(

系数的交互项都显著为正#而且收入不平等对高等收入者的总影响为正#

这一结论对于城市样本和农村样本都是一致的$其次#对城市居民而言#社
会犯罪依旧显著为负#它对中等和高等收入者的负面影响要显著地小于最低
收入者$对农村居民而言#社会犯罪对各种收入等级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为负
但都不显著#这与表

#

的结论基本一致$由于其原因在前文都进行了详细的
分析#在此不再赘述$

!四"稳健性检验

!D 由于篇幅的缘故#作者在此不给出具体的实证回归结果#如有需要可以向作者索取$

""

为了检验上述结论的稳健性#本文从以下两个方面对其进行检验%首先#

检验本文的数据是否存在结构性的变异$虽然本文的样本是随机抽样得到的#

但是调查时间从
!XX"

*

$""%

年#间隔较长#我国居民有可能对幸福感和不平
等的理解出现结构性的变动#从而使得用四次调查数据的混合回归结果有偏$

鉴于此#我们分别对每一次调查的数据进行回归#四次回归结果显示#本文
所关注的收入不平等'社会犯罪等变量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除了系数大小不
同外#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并没有太大的差异#这表明本文利用混合回归得
到的结论是可信的$

其次#我们利用不同的被解释变量对其进行检验$以上实证回归中的被
解释变量为(主观幸福感)#而在稳健性检验部分我们将用(生活满意度)取
代(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调查时的问题是%(将所有的情况都考虑进
来#总的来说#您对自己目前的生活满意吗+)调查者可以从数字

!

到
!"

进
行选择#

!

表示(最不满意)#

!"

表示(最满意)$

b*')3.*)!"#$7

!

$""D

"

说明了这样选择的理由#他认为主观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都是反映人心理的
积极状态#它们具有相同并且一致的本质特性#也就是说现实中很少出现
(生活很满意)但(很不幸福)的人$所以#本文用来自同一份问卷中的(生
活满意度)作为被解释变量对前文的结果进行检验$稳健性回归结果表明#

收入不平等和社会犯罪率对于我国居民的生活满意度都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而且加入社会犯罪率之后#收入不平等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显著下降$

这意味着收入不平等除了自身对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之外#还可能是由于导
致更高的社会犯罪率从而间接对其产生负面影响$这与用主观幸福感的回归
结果在较高程度上吻合#表明本文的结论具有较高的稳健性和说服力$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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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

E6H

数据在控制个体社会人口学特征变量之后#考察了我国收
入不平等'社会犯罪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实证结论表明% !

!

"收入不
平等对我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我国居民存在明显的收入
不平等厌恶#收入不平等的社会流动性感知在我国并不存在$ !

$

"收入不平
等除了自身对居民的幸福感有显著负面影响之外#还通过社会犯罪率间接地
对居民的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

G

"收入不平等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负面影
响要远远大于对城市居民的影响#对中等和高等收入者的影响要显著地小于
低收入者#甚至对高收入者产生了积极的作用$社会犯罪对城乡居民幸福感
均有负面影响#但是只对城市居民显著$

!% 见温家宝总理
$"!"

年
N

月到深圳视察时的讲话$

据此#为了促进国民幸福感的提升#政府的宏观政策应该重点考虑以下
几个方面%!

!

"改革收入分配制度'降低社会贫富差距#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
制度把(蛋糕)分好#这对于减少收入不平等给幸福感带来的负面影响有积
极的作用$!

$

"由于收入不平等给低收入者带来了显著的负面影响#那么政府
应该逐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扩大政府社会性支出#给低收入者改善生活的
空间#让所有国民#尤其是让穷人都能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这有利于从整
体上提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

G

"除了以上两点治本之策外#还必须有效地控
制违法犯罪活动的上升趋势#降低社会犯罪给国民主观幸福感带来的负面影
响$最终实现%让每一个中国人活得幸福而有尊严&让人民感到安全有保障&

让社会实现公平正义&让每个人对未来有信心$

!%

附
"

录
!

!

"

W()(

系数的测度
W()(

系数'泰尔指数'五等分指标是国际通用的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指标#其
中#

W()(

系数的运用最为广泛$本文采用以家庭人均收入计算的
W()(

系数来反映我国居民
收入不平等程度$因为现行居民家庭收支抽样调查分别按城镇和农村进行#由此只能直接
分别计算出城镇'农村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

W()(

系数#全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
W()(

系
数则不能直接获取$鉴于此#本文运用

H0)Q10.

!

!XX"

"的城乡分解法对全国居民收入差
距

W()(

系数进行测算$计算公式为

9

_

;

$

!

M

!

M

9

!

a

;

$

$

M

$

M

9

$

a

;

!

;

$

M

$

e

M

!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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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9

'

9

!

和
9

$

分别表示全国居民'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的
W()(

系数#

;

!

和
;

$

分别表示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M

'

M

!

和
M

$

分别表示全国居民'城镇居民
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为满足数据资料在统计时间上的一致性#人口比重与居民人均收入
都按年末统计数计算$

!

$

"社会犯罪的测度
在对社会安定产生冲击的诸多行为中#以各种刑事案件的影响最大#而且有关刑事案

件方面的连续的时间序列数据较易获取$我们的研究以
!XX"

年'

!XXC

年'

$""!

年以及
$""%

年中国各省的刑事案件发生率!起.十万人"作为社会犯罪率变量的测度$ ,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法-规定的刑事案件包括%杀人'伤害'抢劫'强奸'拐卖妇女儿童'盗窃'

财产诈骗'走私'伪造'变造假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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