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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继首次发布2006年北京市社会生活指数之后，2007年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进行了跟踪调查研究，并发布
了42007年北京市城镇居民社会生活指数体系》。
该指数体系包括42007年北京市城镇居民幸福指数》、42007年北京市城镇居民生存环境指数》、42007
年北京市城镇居民安全感指数》、42007年北京市城镇居民公共服务满意度指数》、42007年北京市社
会和谐指数》、42007年北京市城镇居民诚信指数》和《2007年北京市城镇居民资源节约指数》七个指
数。
这七个指数都是在抽样调查的基础上编制而成的。
此次调查在北京市城八区和四个郊县共发放问卷12 800份，回收有效问卷10 802份，各指数调查信度均
在80％以上。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07年北京市城镇居民社会生活指数>>

书籍目录

1　2007年北京市城镇居民幸福指数　1.1　居民幸福感理论与发展综述    1.1.1  居民幸福研究的范畴与
主要观点      1.1.2　居民幸福概念的界定　1.2　居民幸福指数测量方法论    1.2.1  居民幸福感的指标体系
设计    1.2.2　幸福指数的编制内容与框架    1.2.3　权数的确定　1.3　居民幸福指数现状描述    1.3.1  北
京居民幸福指数及基本状态描述    1.3.2  不同人群的幸福指数    1.3.3  幸福指数的居民总体分布    1.3.4　
利用结构方程测算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因素2　200　7年北京市社会和谐指数  2.1  总论  　2.1.1　和谐概
念综述  　2.1.2　调查方法    2.1.3  问卷设计    2.1.4　指数编制    2.1.5　指数计算  2.2　数据分析    2.2.1  
依据受访者个人信息对样本的代表性作出基本判断    2.2.2北京市2007年社会和谐指数  2.3　综合评述   
2.3.1  区域差别    2.3.2  性别    2.3.3　年龄    2.3.4  收入    2.3.5　学历    2.3.6　职业3　诚信指数分析报告
　3.1  诚信指数的研究动态及现实意义    3.1.1  关于诚信指数的研究动态    3.1.2　诚信问题的研究意义
　3.2　诚信指数调查概况    3.2.1  调查的组织与实施.    3.2.2　分析方法　3.3　北京市诚信指数调查分析
 　3.3.1  社会诚信概况——得分64.4分  　3.3.2　个人诚信——得分61.8分  　3.3.3　企业诚信——得
分59.1分  　3.3.4　政府诚信——得分64.8分  　3.3.5  上、中、下三代人的诚信  　3.3.6  总指数　3.4　建
议  　3.4.1  加强社会诚信教育和宣传，营造良好的社会诚信环境  　3.4.2　建立完善的信用监督体系  
　3.4.3  加强信用体系法制化建设，建立失信惩戒机制  3.5  附录：2007年北京市社会诚信指数测评研究
模型    3.5.1  构建模型的指标体系    3.5.2　模型的构建    3.5.3　研究模型的建立    3.5.4　模型的研究结
论4　2007年公共服务满意度指数调查研究报告5　2007年北京市城镇居民安全感指数6　2007年北京市
城镇居民生存环境感知指数与影响因素分析7　2007年北京市城镇居民资源节约调查研究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07年北京市城镇居民社会生活指数>>

章节摘录

　　1　2007年北京市城镇居民幸福指数　　1.1　居民幸福感理论与发展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我
国经济迅猛发展，GDP一直保持了高速的增长。
随着社会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我国人民生活水平也在逐步提高。
然而，伴随着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人们的生活质量并没有成比例地增长，相反，部分人的生活质
量出现了下滑。
GDP只能从某个侧面反映人民的生活水平，但其不能有效衡量出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程度。
　　正是由于这种原因，经济学家提出了生活质量的概念，强调精神生活水平对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意
义，向传统经济学仅仅用收入水平等客观要素来衡量社会发展和国民生活水平的做法发起了挑战。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人们开始把对生活质量的研究同社会指标结合在一起，一些研究者提出采用幸
福感作为反映生活质量的指标，由此而发展了生活质量意义上的幸福感研究。
　　1.1.1　居民幸福研究的范畴与主要观点　　1.1.1.1　居民幸福研究的范畴　　幸福是人们对生活
满意程度的一种主观感受。
幸福感大致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把握。
首先是满意感，即个人的基本需要是否得到了满足。
其中最基本的是身心健康，衣食无忧；其次是快乐感，即许多事情都能带给人快乐，但之中也包括了
周围环境因素对幸福程度的影响；最后是幸福感，而幸福感的较高表现是价值感，它是在满意感与快
乐感同时具备的基础上，增加了个人发展的因素，比如目标价值、成就感等，体现出了人的自我价值
的实现。
本文所研究的幸福感不同于单纯的只重视物质条件满足的享乐主义，它包括了更高的价值层面。
　　居民幸福指数的调查研究主要是针对人们的主观幸福感的研究。
这里将居民幸福感定义为人们依据自己的标准对自身生活满意程度的认知评价，主要涉及个人健康、
家庭生活、财产收入、社会生活、工作、个人发展等多个方面，从而了解现今人们的生活质量及满足
状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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