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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该文梳理并讨论 了收人 与幸福感关系的七种理论
,

即需要实现理论
、

社会 比较理论
、

适应理论
、

欲望理论
、

评价的调节作用

模型
、

动态平衡理论和概念所指理论
。

它们分别从不同侧面揭示 了收人与幸福感关系的心理机制
,

各有其优缺点
。

未来的研究方向
:

一是进一步验证各种理论模型
,

二是致力于对各种理论模型的整合
,

三是加强此领域的本土化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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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 收入与幸福感关系的理论

金钱能买幸福吗 ?随着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
,

这

个具有社会哲学和人生哲学意义的问题 日益引起人

们的关注和思考
。

近几十年来
,

国外关于收人与幸福

感 ( S u
bj

e e t i v e W e l l一 b e i n g
,

SWB )* 关系的研究发展

迅猛
,

然而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
,

至今仍没有一个肯

定的普遍认可的结论
。

一般认为
,

收人与幸福感呈显

著的但较微弱的正相关关系
,

与传统经济学家所提

出的收人与幸福感高相关的假设不符 {’ }
。

在这个过

程中
,

研究者们也形成了许多不同的理论模型来解

释这一发现
。

近年来
,

这个领域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地

受到我国研究者的重视
。

如
,

赵秦军引人相对收人理

论和欲望理论来解释为什么经济增长未能带来国民

幸福程度的上升 l2]
。

曾飞
、

黄维德也讨论了收人的增

加到底能否引起幸福水平的提高这一问题
,

并引人

社会比较
、

适应水平理论和期望水平理论等给出了

相应的解释 131
。

胡秦月从欲望理论出发分析了影响

人们幸福感的因素 l4]
。

王晓彦
、

郑涌则对国外有关收

人与幸福感之间关系的具体研究以及一些理论解释

做了评述 151
。

但他们主要是综述 国外的实证研究结

果
,

而对于收人与幸福感关系的理论
,

虽有涉及
,

但

不全面
,

且只是 比较简单地介绍
。

鉴于此
,

本文试图

对国外关于收人与幸福感关系的理论进行系统的
、

全面的梳理和讨论
,

以使人们从多个侧面更好地理

解收人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

2
.

1 需要实现理论 ( N
e e d一 F u 币 Ilm e n t T h e o汀 )

需要实现理论
,

是以马斯洛提出的人类需求层

次论为基础
,

认为生理和安全需要必须在爱
、

尊重和

自我实现的需要之前被满足问
。

因此
,

收入如果能够

提供满足人类基本需求所必需的食物
、

衣服
、

住所等

物质
,

它就会增加幸福感
。

但是
,

人类的需要除了基

本的生理需求之外还有很多
,

如 自尊
、

地位
、

刺激寻

求
、

自我实现等等
。

因此
,

除了食物和住所等以外
,

收

人如果还能够帮助人们获得安全
、

地位和能力的发

展
,

它同样能增进幸福感日
。

这个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总体上富人比

穷人更幸福
。

因为高收人能给人们提供更多的物质

财富和更有利的机遇与选择
,

而满足他们更多的需

要
,

从而提升其幸福感
。

但是
,

它不能解释为什么国

民经济的大幅度增长并没有带来幸福感的相应增

加
。

而且也有研究者认为
,

收人只有在满足人类基本

需求时与幸福感是相关的
,

一旦这种需要被满足
,

收

人与幸福感的关系就变得不确定 了! ly8]
。

这是否意味

着收人对幸福感的影响存在一个 阑限值 ?此外
,

需要

实现理论存在的最大局限在于它很难清晰地界定和

测量人类需求何时得到了满足日
。

2
.

2 社会比较理论 ( S o e ia l C o m p a ir s o n T h e o习 )

Woo d 把社会比较定义 为思考与自己有关 的一

个或多个他人的信息的过程
! 9] 。

幸福感没有绝对 的

* 国内学 界通常把 su bj ce t ive w el 卜 bie gn 译 为
“

主观幸福感
” ,

是为 了与另一个并列使用 的不同的概念
“

心理幸 福感
’ ,

(p
s ych ol 。 邵ca l w ell

-

be in g )相区别
。

但
“

主观幸福感
”

的说法不 太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
,

因为在中文中
, “

感
”

已能表明其主观性
。

而且本文讨论 的都是
“

主观幸福感
” ,

没有涉及到
“

心理幸福感
”

这个概念
。

因此
,

本文中我们把 su bj ec it ve w ell
一 be ing 一律译为

“

幸福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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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标准
,

人们往往拿自己的现有情形与周围相关 强烈的反应
,

但是不久他们会逐渐习惯
,

适应新的生

人们进行对 比
,

在收入方面也是如此
。

对于一个人来 活情境
,

致使其又回到原来的幸福水平
。

因此
,

幸福

说
,

最重要的不是他的绝对收入水平
,

而是他和别人 和不幸福仅仅是对环境变化的短期反应
。

然而
,

人们

比较的相对地位10[]
。

如果相对收人水平较高
,

他就会 会继续追求幸福
,

因为他们错误地相信更多的幸福

体验到更高的幸福感
。

无论是国内样本还是跨国样 在下一个 目标实现后
、

下一个社会关系获得后或下

本的研究都显示
,

相对收人能够有力地预测幸福感
,

一个问题解决后就会来临
,

因而他们不断地为幸福

尤其是 当处于高收入水平的时候 11 `ll2]]
。

社会 比较有 而奋斗
,

而没有意识到从长远来看
,

这种努力是徒劳

两种方向
:
向上比较和向下比较

,

它们都会影响幸福 的 ln[
。

这样看来
,

我们就好比站在一个快乐踏水车

感
。

然而
,

这个理论的一个难点就在于确定合适的参 上
,

刺激的新水平仅仅只能维持快乐的旧水平
,

那么

照点
,

也就是说
,

人们选择什么样的对象进行比较
,

永久的幸福就成了一种令人难以捉摸的
、

最终不可

按照什么方向来进行 比较
。

例如
:人们只是与比自己 达到的 目标 l6]

。

富裕或比自己穷的人相 比
,

还是根据所有人的收人 支 持 适 应 理 论 的 一 个 有 力 证 据 来 自于

分布来定位自己 ? B ir ck m an 等人的一项经典研究 l8l[
。

他们发现
,

彩票中

aP 记cu ic 的范围一频率理论 ( ar gn
e 一

fer q ue cn y 奖的人并不比一般的人更幸福
,

而且从一系列平凡

ht eo yr ) 对于收人与幸福感的关系作出了几种预期
:

的生活事件中得到的快乐更少
。

他们用对 比和适应

( l) 增加收人分布的最大值会降低个体的幸福感 ; 来解释这种现象
。

首先
,

与中奖后的兴奋和高峰体验

( 2 )增加收人分布的偏斜度会提高个体的幸福感
,

因 相 比
,

许多平常的生活事件看起来就不是那么有乐

为更多人会排列在他的收人水平以下
,

然而
,

它又会 趣了
。

因此
,

尽管中奖得到了新的快乐
,

但它也使旧

降低总体的幸福水平 ; ( 3) 人们与收人分布中的所有 的快乐减少了
,

新旧快乐相互抵消
,

使得彩票中奖者

其他人进行比较
,

而不仅仅是向上或向下 比较 1131
。

并不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幸福
。

其次
,

中奖的兴奋会

Sm iht 等人的实验研究结果显示
,

范围一频率理论很 随着时间而逐步消退
。

当他们习惯 了由新的财富所

好地预测了社会比较对幸福感的效应 [ l4]
。

而 H ag e rt y 带来的快乐时
,

这些快乐体验就不再那么强烈
,

对总

在自然情境中进行的两个研究也有力地支持了收入 体的幸福感就不再有很大的影响
。

对幸福感的社会比较效应
,

而且结果正如范围一频 适应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收人的增长不

率理论所预期的那样 ll3]
。

一定带来人们幸福水平的提高而是保持相对稳定
。

社会 比较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为什么高收人不 然而
,

有学者认为
,

我们不能将适应的概念推至极

能自动产生高幸福水平
,

因为具有高收人的人们拿 端
,

认为生活事件对幸福感没有任何长时的影响
。

事

自己 的收人与更高收人的人进行比较
。

另外它还可 实上
,

有些生活事件确实会对幸福感有着持续的负

以解释为什么增加所有人的收人并不会提高所有人 面影响
,

如长期下岗
、

贫困
、

饥饿等
,

人们对之的适应

的幸福水平
,

因为与别人相比
,

收人并没有提高
。

但 过程较为缓慢甚至难 以适应 I’ 5j
。

正因如此
,

我们不能

是
,

也有研究者对幸福感的社会比较方法提出了质 简单地认为人们对经济条件改善的适应已经达到了

疑
,

认为人格特质直接影响社会比较方法
。

也就是 这样一种地步
,

以致于这种改善对提高幸福水平都

说
,

人们会有意识地选择某些人进行 比较
:

人格特质 没能产生实际帮助
,

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适应的区

决定有些人总是向下比较
,

而有些人总是向上比较 l周
。

间
。

而且
,

即使面临相 同的事件
,

不同的个体在适应

M cF ar al dn 和 M ill
e r 的研究发现非抑郁

、

乐观的人倾 的速度和程度上也是有差异的 lln
,

因此我们还需要

向于关注比自己做得差的人的数量
,

而抑郁
、

悲观的 进一步研究适应的个体差异
。

人则更多地关注 比自己做得好 的人的数量
” 6]

,

这也 .2 4 欲望理论 (A sP i r iat on T heo yr )

说明了个体 的人格影响其使用社会 比较 信息的方 根据这个理论
,

个体所体验到的满意度与他已

式
。

因此
,

社会比较理论如果能把人格特质考虑进 满足的欲望 占他全部欲望的比例多少有关川
。

对于

来
,

会更加完善
。

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而言
,

幸福感仅仅取决于收人

.2 3 适应理论 ( A d ap at it on Theo yr ) 欲望与实际收人之间的差距而不是实际收人水平
。

适应就是对重复或连续刺激的减少的反应 ! 8]
。

实际收人与想要的收人的比率越高
,

人们的生活满

该理论认为
,

人们对生活环境中的变化最初会作出 意度越高 {l9]
。

如果收人欲望不变而实际收人增加
,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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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人们的生活满意度会提高
。

然而
,

收人欲望会随

个体收人的增加而增加
,

因此幸福水平不一定随收

人的增加而提高1191 圳
。

为了更直观地解释这一结论
,

我们用 E as et ilr n
提出的关于幸福感

、

收人和欲望水

平关系的图表 (图 l) 固来说明
。

幸福水平

欲望水平
。

假定一个人处于点 5
。

收人水平为 y Z ,

幸

福水平为
u m

。

他预期收人从 y :
增加到 y 3 ,

从而使幸

福水平从
u m 提高到了

u :
(点 6 )

。

但是他没有考虑

到
,

当他真正达到收人水平 y 3
时

,

物质欲望也会相

应地升高
,

从 A : 下滑到 A , ,

所以幸福水平仅仅是点

7 的
u m ,

和现在的幸福水平一样
,

而不是点 6
。

tS ut ez
r
进一步分析并证实了个体欲望形成的两

个过程
: 一是快乐适应过程导致收人欲望随个体收

人的增加而增加 ; 二是社会比较过程导致人们的收

人欲望水平随着社 区平均收人水平的提高而升高
,

它们综合起来使得 人们致 力 于 更 高的 收 人 欲

望 [ ’ 9 1
。

欲望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两种情况
。

其一
,

如

果社会平均欲望与人均收人同比例增长
,

我们就能

够更好地理解为什么现代化社会中的人们在在近几

十年里尽管有着经济财富的大幅度增长却没有变得

更幸福
。

其二
,

如果人们评价他们的幸福感是相对

于欲望而不是绝对收人而言的
,

那么
,

对于一部分处

于客观上不利经济状况中的人们仍能报告高的满意

度
,

而另一部分处于客观上好的经济条件下的人们

仍报告低的满意度的现象
,

我们就不足为奇了
。

欲

望理论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
,

要使我们的幸

福最大化
,

就要尽量减少 自己的欲望
。

2
.

5 评价的调节作用模型 (M
o d e l o f E v a l u a ti o n a s

M o d e r a t o r s
)

由于上述 四种理论都不能单独解释所有的现

象
,

A rt hau d一 day 和 N ea r
在它们的基础上

,

引人评价

理论 ( e v a l u a t i o n t h e o叮 )
,

试图提出一种关于收入与

幸福感的综合理论模型
。

评价理论是 由 iD en
e r 和

uL
c a S
提出来的

,

其中幸福感被定义为当个体面临

环境中的刺激时所产生的评价性反应的总和
。

他们

认为
,

个体对周围环境中信息的反应存在差异
,

而这

依赖于个体的人格
、

价值观和情感定向
。

个体对刺

激的知觉比实际的刺激在预测幸福感上更重要1211
。

A rt h a u d一 d a y 和 N e a r
认为

,

如果对收人 的主观

评价影响收人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
,

这将有助

于解释为什么需要实现理论和适应理论相对缺乏数

据的支持
。

需要实现理论往往关注收人的绝对水平
,

而不是它被个体所感知的重要性
。

同样地
,

适应理

论关注的是收人水平的变化
,

而不是个体所感知的

收人的变化
。

相对而言
,

社会比较和欲望水平理论

则涉及到了个体的知觉或评价作用
,

因而得到了更

多数据的支持
。

基于此
,

A rt h an d一day 和 N e
ar 建构了

,气

2A

爵一一
0 了

1

为 为 了3 收人

图 1 由收入和欲望水平决定的幸福函数 图

幸福感高低是由收人和欲望水平这两个因素共

同决定的
。

A : 、

A Z 、

A 3
为三条欲望水平曲线

,

A
. < A Z<

A 3 。

最初
,

假定人们有一个特定的欲望水平 lA
,

这

样收人 y ,

产生了幸福水平
u : 。

如果欲望水平保持不

变
,

收人水平从 y l
增加到 y 。 ,

那么幸福水平也就相

应地从 ul 提高到了 um
。

如果收人增加到 y:
,

那么

幸福水平也会相应地提高到
u Z。 这显示了较高的收

人水平确实会引起较高的幸福水平
,

符合传统经济

学的假设
。

然而
,

E as et ilr n
认为

,

事实上物质欲望几乎是与

收人成比例地变化的
。

因此
,

一般来说
,

个体从点 2

既不会上滑到点 3 也不会下滑到点 4
,

而会滑动到

点 5
。

因为当收人从 y m 增加到 y :
时

,

欲望水平也会

从 A
.

下滑到 A Z ,

从而抵消了收入增加带来的幸福

感增强
。

当然
,

图 2 所示的情况比较特殊
,

因为欲望

水平升高的程度对幸福感产生的负效应不一定刚好

完全抵消收人水平增加带来的正效应
。

但是不管欲

望水平升高多少
,

总会使现实的幸福水平低于预期
u Z 。

大多数人都认为
,

他们自己在过去不幸福
,

并期

待将来会更幸福
,

这种对过去和将来幸福评价过程

中的不对称性问题也可 以用此图来加以解释
。

处于

点 5 的人们会根据 目前的欲望水平 A :
来判断过去

的幸福
。

随着收人的增加
,

如从 ym 增加到 y Z ,

以前

的收入产生幸福感
u l

(点 4 )
,

这 比现在的幸福水平

um (点 5) 要低
。

因此
,

目前的幸福高于过去的幸福
。

在现实中
,

当人们实际得 到收人 y 。

且他们的欲望水

平较低 ( A
I

)时
,

这个收人水平实际上在过去产生了

幸福
u 。 ,

这个幸福水平在上图中其实与现在的幸福

水平是一样的
。

类似地
,

对将来幸福感 的评价也是基于 目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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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收人的主观评价对收入与生活满意度关系的调节

作用模型 (如图 2所示 ) {冈
。

文化

绝对收

相对收

收人的改变

二二二〕〕
.

石石
上上上」」」

...刀刀

想得到的收人

图 2评价作为收入指标的调节变 t

收人的四个指标 (绝对收人
、

相对收人
、

收入的

改变
、

想得到的收人 )分别通过需要实现
、

社会比较
、

适应
、

目标实现四种心理机制对幸福感产生影响
,

而

对收人的评价在其中起调节作用
。

例如
,

Jho sn on 和

K ur eg er 的研究表明
,

知觉到的经济状况可以调节实

际的财富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四
。

就是说
,

如果

个体感觉到自己的收人可以满足 自己的需要
,

即使

实际的收人水平并不高
,

也会有较高的生活满意度 ;

反之
,

如果个体感觉到自己的收人不足以满足其需

要
,

即使实际的收人水平再高
,

也不会有高的生活满

意度
。

而个体对收入的主观评价又受其所处文化和

价值观的直接影响
,

文化会影响个体把收人与幸福

感相联 系的程度 171
,

因此该模型包含了文化这一变

量
。

此外
,

由于 iD en e r 和 Lcu a S
指出生活满意度也能

够影响需求实现
、

社会比较
、

适应和 目标实现 1211
,

而

且还有大量研究表明幸福会导致各个生活领域包括

经济领域的成功 23I]
,

所以模型中用两个反 向箭头表

不
。

这个模 型把五个理论整合起来
,

弥补 了各个理

论解释力的不足
,

从理论上有利于我们更准确
、

更深

入地理解收人与幸福感的关系
,

但是在实践上还有

待于进一步的验证
。

这就需要在以后的研究中不仅

要把收入 的四个指标作为 自变量
,

还要把对这些指

标的评价考虑进来
,

作为一个潜在的调节变量
。

2
.

6 动态平衡理论 ( H o m e o s t at i e Th e o叮 )

以往有些研究者得出结论说个人收入对幸福感

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

而 C u m m in s
却认为个人收人与

幸福感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

并使用幸福感的动态

平衡理论 ( H o m e o s t a t i e Th e o叮 o f S u
bj

e e t iv e W e ll -

eB in g )来阐述这一观点四
。

该理论认为
,

幸福感被维

持在 由人格决定的狭窄范围内
。

不利的客观环境会

对这个动态平衡系统产生影响
,

但是这种影响能被

两套缓 冲器减弱
: 一个是内部缓冲器

,

它由可感的控

制
、

自尊和乐观这三种信念组成 ; 另一个是外部缓冲

器
,

它包含一些资源如他人的援助
、

朋友的支持等
。

那么
,

收人是怎样对幸福感产生影响的呢 ? 首

先
,

收入能够直接影响内部缓冲器的每种信念
。

例

如
,

拥有低收人可能会降低对环境的控制
、

自我感觉

良好以及规划美好未来的可能性
。

其次
,

收人也能够

减少或者增加外部资源的可得性
。

例如
,

一个贫穷的

老年人可能会体验到低的社会支持
,

因为他不能提

供维持社会联系所需的费用
。

因此
,

低收人会阻碍外

部资源的获得而使得幸福感的动态平衡系统更易受

到崩溃
。

所以
,

C u m m i ns 认为穷人会体验到低的幸福

感
,

因为他们要受到贫穷的直接和间接双重影响
。

直

接影响来 自于差 的营养和医疗条件
,

而这会增加疾

病和残疾发生的可能性
。

间接影响来 自于缺少应对

不利环境的内部和外部资源
。

那么
,

富人的情况又是

什么样子的呢 ?首先
,

高水平的收人能够增强他们的

控制感
、

自尊和乐观的信念
,

且能帮助他们获得更多

的外部资源
。

其次
,

高收人会带给他们好的营养和医

疗条件
,

而这又意味着他们将更少遭遇疾病
,

即使遭

受疾病的困扰
,

他们也有更多康复的机会
。

所以
,

高

收人是通过维持和优化幸福感动态平衡系统的功能

而导致高的幸福感水平
。

基于以上分析
,

C u m im
n S
提出了两点预测

。

一是

穷人 比富人会体验到更低的幸福感 ; 二是收入与幸

福感的关系对穷人来说更强烈
。

他认为
,

如果动态平

衡系统被维持
,

收入与幸福感就几乎没有什么关系
。

因此
,

钱虽然很重要
,

但更多并不一定更好
,

收人超

过一定水平
,

就不再影响幸福感
。

然而
,

只要个人资

源不足以维持动态平衡系统
,

幸福感将低于正常范

围
,

在这种条件下
,

幸福感将与收入呈正相关
。

因此
,

对穷人来说
,

钱是越多越好
。

但是
,

C u m m isn 也指出
,

钱不是获得资源的唯一途径
,

如交朋友或者求助于

神就不需要经济投资
,

而且
,

由于低收人对幸福感的

负面影响还可受到内部信念的缓冲
,

因此尽管对穷

人而言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更强烈
,

但绝对相关系

数不可能很大
。

动态平衡理论模型可以说是一种人格与环境的

交互作用模型
,

它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富人比穷

人更幸福的现象
。

但是
,

同需要实现理论相似
,

它的

局限在于不能界定和测量动态平衡系统何时处于被

维持的状态
。

2
.

7 概 念 所 指 理 论 (hT
e Co n e e p t u al R e fe r e n t

T h e o钾 )

最近
,

Roj as 对于收入与幸福之间的关系提 出了



李 静等
:

收人与幸福感关系的理论

一种新的解释
,

这种解释是基于幸福的概念所指理

论 ( T h e C o n e e p t u a l R e fe r e n t Th e o叮 o f H a p v in e s s ,

C RT )固
。

CRT 的基本内容是
,

每个人对于幸福生活

都有自己的概念所指
,

而这个概念在他对自己生活

质量的判断和幸福的评估上起着重要作用
。

因此
,

CR T 是从判断过程 中的认知因素而非情感因素的

角度来理解幸福
,

它关注的是个体对于幸福生活的

观点是什么
。

C R T 强调异质性的重要性
,

也就是说
,

每个人对于幸福的概念所指是不一样的
,

人们对于

幸福是什么有不 同的理解
。

从这个意义上说
,

C RT

打破了传统理论的假设
,

即每个人对幸福生活有相

同的概念所指和解释 因素
。

为了检验这种异质性
,

R oj as 在回顾大量关于幸福的哲学论文的基础上
,

建

构了 8 种类型 的幸福 概 念
,

分别是
:

淡泊主义

( S t o i e i s m )
、

美德 ( V i rt u e )
、

享乐 ( E nj
o y m e n t )

、

及 时行

乐 ( C呷
e d i e m )

、

满足 ( S
a t i s af e t i o n )

、

理 想化 的

(U t o p i a n )
、

宁静 ( T r a n q u i l li ty )
、

实现 ( F
u
ilf lm e n t )

。

由

于这些哲学家的语言不易被常人所理解
,

它们又被

转化为简单的
、

通俗的语句 (见表 1 )
。

表 1 幸福的概念所指
:
简单的句子

概念所指 简单的句子

淡泊主义 幸福就是接受事物本身的样子

美德 幸福是按照 自己的良心适当地行动所产生的一种

感觉

享乐 幸福是享受自己生活中已经得到的东西

及时行乐 幸福是抓住生活中的每一个瞬间
,

尽情地享受现

在

满足 幸福是满足于我所拥有的以及我是谁

理想化的 幸福是一种不可达到的理想状态
,

我们只能尽力

去靠近

宁静 幸福是过着宁静的生活
,

没有焦虑
,

不期待不可得

到的东西

实现 幸福是充分施展我们的能力

R oj as 的调查结果显示
,

选择以上这些概念 的人

数分布百分 比依次为
: 14

.

6
、

8
.

2
、

14
.

0
、

1 1
.

6
、

24
.

2
、

7
.

7
、

8
.

1
、

11
.

7
。

可见
,

不是每个人都有 同样的幸福概念
,

人

们对于幸福 的理解存在很大程度的异质性
。

R oj as 便是利用这种异质性来解释收人与幸福

之间的关系 I[]
。

他认为
,

收入对于有些人来说是幸福

的一个重要解释变量
,

而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则与

幸福完全不相关
,

这取决于一个人所持的幸福概念

是什么
。

为了验证这一假设
,

他把幸福的上述 8 种概

念所指进行了进一步划分
,

其分类依据是哲学家对

获得幸福的条件的两种理论取向
。

一种取向认为人

的内部条件如动机和态度是获得幸福的基础
,

强调

人的内部因素在追求幸福中的作用 ; 另外一种取向

则恰好相反
,

认为幸福来源于个体与外部世界的关

系
,

强调外部因素在追求幸福中的作用
。

再结合每种

概念的含义
,

他把淡泊主义
、

美德
、

理想化
、

宁静归为

内部定向的概念
,

把享乐
、

及时行乐
、

满足
、

实现则归

为外部定向的概念
。

由于一个人的收人反映 了他购

买经济商品和服务的能力
,

它显然是与外部条件相

联系的
。

因此
,

如果一个人对幸福持有外部定 向的概

念
,

那么收人对他的幸福所产生的作用会更大
。

换句

话说
,

外部定向的个体会从更高的收人水平中获益
,

因为其幸福主要依赖于外部条件
,

而内部定 向者的

幸福将更少被收入的变化所影响
。

Roj as 对墨西哥样

本的研究发现
,

对于持有及时行乐
、

实现
、

满足
、

享乐

这些概念的被试
,

收人与幸福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

而

对于持有淡泊主义
、

美德
、

理想化
、

宁静这些概念的

被试
,

收人与幸福的相关不显著
。

显然
,

这一结果支

持了最初的假设
,

即收人与幸福的关系取决于个体

对幸福的概念所指
。

收人对于持外部定 向概念的人

是幸福的一个相关解释变量
,

而对于持内部定向概

念的人却不是
。

C RT 对于收人与幸福关系的解释符合 Sag iv 和

cS hw art
z 所提出的个人价值观与环境一致性 的假

设
,

即认为幸福依赖于个人价值观与环境支持的一

致性
,

这种一致性会导致更高的幸福感水平【圳
。

按照

这种观点
,

具有外在价值观和高收入的个体比具有

外在价值观和低收人的个体会体验到更多的幸福
。

因此
,

收人对于具有外在价值观的人来说是幸福 的

解释变量
,

而对于具有内在价值观的人来说却不是
。

然而
,

这种一致性观点也遭到 了反 驳
。

K as se r 和

A h u vi a 的研究发现
,

外在 的
、

物质主义价值观总是

与低的幸福感水平相联系
,

即使是在支持这种价值

观的环境当中l2n
。

究竟哪一种正确
,

还有待于进一步

的验证
。

CR T 还存在一些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

如
:

人们为什么有不同的概念所指
,

它是否受到文化
、

教

育水平
、

教养方式
、

生活经历
、

媒体
、

人格特质 的影

响? 个体所持的概念所指是否具有跨时间和跨情境

的一致性 ? 不同国家各种概念所指的人数分布是否

有差异 ?概念所指的分类是不是准确 ?一个人有没有

同时持有两个或多个概念所指的可能性 ?

3 小结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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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每个理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解释了收入与

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

可见
,

正是由于收人与幸福感之

间涉及了多种心理过程
,

才使得它们的关系比我们

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

未来研究还需从三个方面努力
:

首先
,

各种理论模型都有待于进一步验证
。

有研

究者认为
,

收人与幸福感的关系之所 以令人迷惑
,

主

要是 由于缺少方法学的一致性
。

如很多研究用不同

的方法来测量收人
,

导致了从同样的数据库得出相

互冲突的结论
。

而且
,

收人与幸福感相关系数的大小

依赖于所采用的数据分析方法 l6[
。

因此
,

今后在验证

某个理论模型的时候
,

需要注意的是
:
第一

,

更好地

测量收人
。

例如把收人划分为更细的类别
,

以避免被

试在总体报告时对某些收人没有 回忆起来 ; 另外不

能仅仅测量收人
,

还需要测量对商品和服务的占有
、

使用和消费等
,

以免夸大或低估实际的物质生活标

准
。

第二
,

更好地测量幸福感
。

由于总体报告法存在

着一些缺陷
,

如容易受记忆偏差
、

被试报告时的情绪

状态
、

问卷项 目编排顺序的影响
,

可尝试使用经验取

样法
,

还可用幸福感的生理指标如对皮质醇水平和

眨眼反应的测量来加以补充
。

另外
,

对幸福感的实验

研究很少
,

有待于加强
。

第三
,

增加对中介心理过程

如社会比较
、

收人欲望
、

对收人的评价的测量
。

第四
,

采用高级的数据统计方法
。

其次
,

由于每种理论各有其优缺点
, _

且不能解释

所有的现象
,

未来研究可尝试提出收人与幸福感关

系的综合理论模型
,

把各种理论有机地整合起来
,

以

便于更全面地
、

准确地解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

最后
,

目前有关收人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几乎

都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完成的
,

而国内对这一领域

的研究比较欠缺
,

因此
,

本土化的研究有待于加强
。

尤其是在以
“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

为主题的中国

现阶段
,

各个城市纷纷掀起 了构建幸福指数的热潮
,

人们对幸福与收人的关系也越来越敏感
。

如果我们

能够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加强此领域 的实证研究
,

检验已有的或提出自己的理论模型
,

将有着非常重

要的现实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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