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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国家治理的良政基准与善治标尺
——人民获得感的意蕴和量度

王浦劬 季程远

［摘 要 ］ 习 近平总 书记提 出的
“

获得感
”

体现了 人民 为 中心发展理念 ，
是准确把握 中 国特 色社会主义新 时代

主要矛盾 、推进全 面深化改革的新颖 （概念 ）
工具

，
更是新 时代 国 家 治理的 良政基准和善治标尺 。 在

我 国权威文本的 原初语境 中
，

“

获得感
”

是改革开放 、 经济社会发展 、社会公正价值和人民收益考量

等主客观要素的 有机结合和凝练表达 ，本文据此定义
“

获得感
”

的 内 涵 。 之后镜鉴
“

相对剥夺感
”

理

论的 比较研究路径 ，
按照 来源 ， 将

“

获得感
”

区 分为 空 间 维度的
“

横向 获得感
”

与 时 间 维度的
“

纵 向

获得感
”

， 并基于 ２ ００４／２００９／２０ １ ４ 年全 国公民价值观与 １ ９９ １ ／ １ ９９６ ／２０００ 国 际社会公正项 目 调 查数

据
，
给 出 了

“

获得感
”

、

“

横向 获得 感
”

、

“

纵向 获得感
”

的 测量方案 。 实证研究显 示 ，
处于转型期 的 中

国社会 ，
人民的

“

获得感
”

、

“

横向获得感
”

、

“

纵 向 获得感
”

在 １ ０ 年之 内都在稳步上升 ， 并呈现
“

纵 向

获得感
”

＞
“

获得感
”

＞
“

横向获得感
”

的稳定模式 。
显 然

，
这一模式有助 于理解供给不 平衡的转型

社会为何能够保持长期稳定 。 同 时 ，

人民的
“

横向获得感
”

呈现差序格局 ，
集 中表现为 与 亲近群体比

较的 高
“

横向获得感
”

、 与 陌 生群体比较的低
“

横向 获得感
”

。 相比西方 国 家
，
中 国 与 日 本 两 国人民

“

横

向获得感
”

分布的相似性 ， 原 因可能在于儒 家文化 圈 的影响 。 最后
，
趋势分析在排除世代更替影 响

因 素后
，
确认各 出 生世代人群

“

获得感
”

都在稳步提高 ，
最终使社会整体

“

获得感
”

水平稳定增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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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获得感的时代意义

２０ １ ７ 年 １ ０ 月 ， 习 近平总书记在十 九大报告 中指

出
，

“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人新时代 ，
我 国社会主要矛

盾已经转化为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

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

，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立足

点在于 ，

“

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 ，

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
朝着实现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
”

， 为此 ，党领导人民推进

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重要途径 ，
就

是
“

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 不断满

足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
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

义 ，
使人民获得感更加充实 、更有保障 、更可持续

”

。

ｍ

总书记的重要论述表明 ， 经历近 ４０年的改革开放

以后 ， 我国推进发展 、深化改革的焦点在于 ， 如何更加

平衡
、
更加充分 、更加公平和公正地实现人民的利益要

求 。 因此 ，在新时代 ，

“

获得感
”

具有国家治理的 良政基

准和善治标尺意义 ：

首先
，

“

获得感
”

是新时代 中 国 特 色社会主义伟 大

事 业根本 宗 旨 的 现实体现 ，是这一 历 史进程的客观映

现 。 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
根本宗 旨

是以人民为 中心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 ，

使得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因此
，
人民群众的

“

获得

感
”

是其切身利益和根本利益实现状况和实现程度 的

主观感受 ， 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根本属性

的现实诠释 。

其次
，

“

获得感
”

是新时代 中 国 特 色社会主义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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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 实 际状态和发展程度的 直接显现 。 新时代的主要

社会矛盾是人民对于美好生活 的向往和不平衡不充分

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

“

获得感
”

体现着改革开放以来 、尤

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群众获得的 巨大利益 ， 显示

着人民对于多方面美好生活 向往的内容 ，
凸显着发展

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实际状况和解决程度 ，
从而在微观

意义上具体生动地显示着社会发展的进程 。

再次
，

“

获得感
”

是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 国 家 ，
坚持

以经济建设为 中 心 ，
深化改革 ，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客

观指标。

“

获得感
”

深刻体现着坚持和贯彻经济建设

战略的成就状况
，
同时体现着社会公平正义状况 。 在

社会生活 中 ，
社会公平正义状况固然是由诸如反映居

民收人差距的基尼 系数等数据显示的 ，

［ ２ ］

但是 ，
研究

表 明
，
客观的 数据

，实际上与其政治态度 的相关性较

弱 。

［
３

］ ［
４

］

人们对于社会公平正义的主观感受和评价 ，

常常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构成内 容和衡量指标 。 当前 ，

我 国人民的
“

获得感
”

，
是社会公平正义主观评价的重

要来源 ，
是中国共产党人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作

为奋斗 目标和行动准则的绩效体现 ，
是深化改革开放 ，

不断推进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力度映现 ，也是执政党执

政基础实际状况的民意显现 。

复次
，

“

获得感
”

是社会主义 实现共 同 富裕的本质

特征的鲜 明体现
，
是实 现人的 全 面发展理 想的 实 际测

量 。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
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 ，

是

共产党人 的伟大事业 。 马克思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 》

中指出 ，在这
一

伟大事业的进程中 ， 高度发达的
“

生产

的物质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 、
以每个人的全面而

自 由 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创造现实基础
”

，
而

公平正义的制度机制才能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特征 。 习

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指 出 ， 共产党

人最高理想的实现途径在于 ， 与人民共享发展与改革

成果 ，促进更均衡更充分的发展 ，充实和保障人民
“

获

得感
”

的提高 ，
进而实现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 。

最后 ，

“

获得感
”

是进行经济社会发展和 国 家 治理

研究 的重要分析工具 。

“

获得感
”

把人民群众在社会生

活中的客观收益与主观感受有机结合 ，使得科学分析

具有公认的切实而具体的合理衡量指标 。

［
５

］ ［
６

］

就此而

言 ，

“

获得感
”

作为
一个新颖的分析概念 ，

是社会科学研

究工具的突破。 研究显示 ，

“

获得感
”

可以相对准确合

理地分析和呈现人民群众的利益实现程度和状况 。

鉴于
“

获得感
”

研究的重要理论意义 、现实价值和

学术效用 ，
本项研究从人民

“

获得感
”

形成的影响因素

和本源意义上 ，考察
“

获得感
”

的基本内涵 ，并且辩证镜

鉴
“

相对剥夺感
”

理论的路径 ，尝试探讨人民
“

获得感
”

形成和发展原因 。 在规范性研究的基础上 ，本项研究运

用 ３ 次全国性概率样本和国际调查数据 ，描述人民
“

获

得感
”

的测量方案和 ２００４－２０ １４ 年期 间我 国人民
“

获

得感
”

的基本状况 ，
试图揭示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人民

“

获得感
”

分布的两种基本模式 ，并给出实证性解释。

二 、获得感内涵规范分析

２０ １ ５ 年 ２ 月 ２７ 日
，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 深化改

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上首次提出
“

获得感
”

的理念。

至今 ， 在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 ，

“

获得感
”

的概

念至少已被提及 ３５ 次 由此可见
，
在习近平新时代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 ，
人民群众的

“

获得感
”

具有

重要份量和地位 。 总书记提 出并且在实践中发展的
“

获

得感
”

思想范畴 ，具有清晰的发展脉络和话语背景 ， 它

既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和改革开放实践的产

物 ，也是人民群众对于 自 己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所

得所获的主观感知 ，
因此

，
它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客观

实践与人民群众主观认知的有机结合 。

“

获得感
”

的这一基本属性 ，要求人们从中 国特色

社会主义发展的主客观相关要素 的有机结合上 ， 确定
“

获得感
”

的基本内涵 ：

１ ．
“

获得感
”

是我 国 改革开放事业的 产 物 。 首先 ，

获得感是衡量改革成效 的标准 。 如 同 ２０ １
６年 ２ 月 中

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
一

次会议指 出 的那

样 ，

“

把是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

在在的获得感 ，作为改革成效的评价标准
”

。

［
８

］

其次 ，

“

获得感
”

显示着改革方案 的实效性和价值量 。 换言

之
，
改革方案的分量 ，关键在于能够使人民群众获得多

少实实在在的好处 。 ２０ １ ５ 年 ２ 月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

导小组第十次会议提出 ，

“

要推出
一批能叫得响 、立得

住 、群众认可 的硬招实招 ，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

示出来 ，
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

”

，

［ ９ ］

因此
，

“

获得

感
”

是科学合理的改革的评价指标 。 按照 ２０ １ ７ 年 ３ 月

中 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三次会议文件 ，

“

深

人推进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的改革 ，
建立健全科学合

理的改革评价机制
，
把改革举措效益充分发挥出来 ，

不

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

。

［
Ｕ ）

］

因此
，
改革的评价指标体

系 ，
应当在客观指标之外纳入人民

“

获得感
”

的主观指

标 。 最后
，

“

获得感
”

是确定改革次序的优先性的依据 。

适时适地适机推 出 和贯彻不同 的改革方案 ，关键依据

是人民群众关心和期盼什么 ，
需要什么改革 ，

如 同 ２０ １ ６

年 ４ 月 习近平总书记调研考察安徽时强调的那样 ，

“

列

改革题 目
，定改革举措 ，

要紧密对接群众需求 ， 悉心听

取群众意见 ，
让人 民群众在改革中建功立业 、在改革中

多得实惠
”

。

［ １ １］

２ ．
“

获得感
”

是我 国经济社会诸方面发展的 结果 。

“

获得感
”

是衡量发展程度和成效的重要主观标准 。 而

发展是人民
“

获得感
”

得以形成 、发展和提高 的根本基

础 。 十九大报告指出 ， 十八大以来 ，正是习近平为核心

的党中央
“

深人贯彻以人民为 中心 的发展思想
，

一

大批

惠 民举措落地实施 ，
人民获得感显著增强

”

。

［ １ ２
］

在未

来 ，必须
“

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 必须多谋民

生之利
、多解民生之忧 ，

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 、促进

社会公平正义……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 中有

更多获得感 ，
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全体人民共同富

２０ １ ８ 年第 １ 期 总 第 ３９ １ 期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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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Ｂ ］

这就表明 ，
人民的

“

获得感
”

是在发展中形成 、

实现和提升的 ，
而经济社会发展最终必然现实地转化

落实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 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

人民的
“

获得感
”

在共建共享的发展中也会不断提升 ，

换言之 ，
发展形成的社会财富

“

蛋糕
”

做得越大 ，人 民

的
“

获得感
”

越强烈 。

３ ．

“

获得感
”

是社会公平正 义价值取向 的现实显 示 。

２０ １ ６年 ９ 月 习近平在 Ｇ２０ 峰会也强调
，
要

“

更加注重

公平公正 ，
在做大发展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 ，

从人民最

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出发 ， 让老百姓有更多

成就感和获得感
”

。

［
１４

］

党的十九大报告进
一

步强调指

出
，
要

“

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 不

断满足人民 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
不断促进社会

公平正义 ，使人 民获得感更加充实 、更有保障 、更可持

续
”

。

［ １５ ］

这就需要把改革和发展成果与公众共享 ，
补

齐民生短板 ，在教育 、
再分配 、

医疗
、住房 、养老 、扶贫等

领域推进公平正义 。

４ ．
“

获得感
”

是人 民群众在社会发展 中收益 的 正

向考量 。

“

获得感
”

是人民群众基于社会发展带来的实

际收益的考量和 比较而产生的感觉 。 受益 、实惠 、直接 、

现实的利益 、实实在在 、含金量等等直接涉及
“

获得感
”

的相关提法 ， 鲜明凸显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性 ，
体现了人

民群众对于 自 己利益实现的 比较和考量的感受效应 。

由此可见 ，

“

获得感
”

的内 涵既与改革和发展的客

观实践及其成果高度相关 ，
又与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

公正和人民收益等主观感知紧密联系 ， 简言之 ，

“

获得

感
”

实际上是客观世界发展与主观世界感知结合形成的

透镜和聚焦 。 基于此 ，本文遵循以它物定义此物的逻辑 ，

将
“

获得感
”

定义为 ， 多元利益主体 （个体 、群体 、组织 ）

在改革和发展客观过程中对 自身实际所得的主观评价 。

显然 ，

“

获得感
”

不同于
“

幸福感
”

和
“

满意度
”

，
它

是个人或者群体在改革和发展前后 ，
对 自身客观实际

收益得失的主观评价 ， 其重点强调 的是结果 ，而评价的

历史和实践背景 ， 则是改革与发展的实践 。

作为定向定准国家治理的新理念 ，关于
“

获得感
”

的研究 目 前尚未积累丰富 的理论资源 ，但是 ， 仔细检视

实证分析和评价经济社会发展的既有理论和方法工

具箱 ， 可 以发现 ，

“

获得感
”

与
“

相对剥夺感
”

（ ｒｅ ｌａｔ ｉｖｅ

ｄｅ
ｐｒｉ ｖａｔｉ ｏｎ ）

［
１ ６

］

概念之间具有密切相关性 ，如果说
“

获

得感
”

是人们的收益感 ，那么 ，

“

相对剥夺感
”

则是人们

的失落感 ，
具有负能量特性 。

“

获得感
”

是人们对于 自

身实际收益在特定阶段前后变化的评价 ，是人们对于

自 身所得的客观比较和对 比后产生的 主观感受 ，
具有

正能量特性 ，
在获得与失落的联系意义上 ，

“

获得感
”

也

可以称之为
“

相对获得感
”

。 正因为如此 ，

“

相对获得感
”

与
“

相对剥夺感
”

可 以视为一体两面的概念 ，
两者之间

构成的相反相成相关性
，
恰可以为我们分析研究

“

获得

感
”

提供有效切人点 ，
因此

， 本文的研究试图以
“

相对

剥夺感
”

为镜鉴 ，
在

“

剥夺
”

这一负能量投射和镜现的

对应正能量方面
，
即

“

获得
”

方面的镜像上 ， 建构与
“

相

对剥夺感
”

相反相成的路径和框架 ， 刻画和显示我国人

民
“

获得感
”

的实际状况及其发展趋势 。

在
“

相对剥夺感
”

的研究中 ， 学者对
“

剥夺感
”

的

来源进行了系统的区分 ，

Ｕ ７ ］

见图 １ 。 根据这种区分 相

对剥夺感
”

源 自 作为研究对象的个人利益的五个维度

的比较 ，
包括个人利益现状与过去和将来的比较 、个人

利益现状与群体内其他个人的 比较 、个人利益现状与

群体外其他个人的比较 、个人确认的群体内其他人与

群体外个人的 比较 、个人确认的群体内其他人 自 身现

状与过去与将来的 比较 。

“

相对剥夺感
”

的这五个维度

的比较 ，
总体上可以概括为时间为经 、

社会为纬的两个

维度 的比较 ， 其中第一 、
五项属于时间维度的 比较 ，

而

第二 、三 、
四项则属于社会维度的比较 ， 由此形成

“

相对

剥夺感
”

比较分析的路径和框架 。

基于 比较维度的差异 ，

“

相对剥夺感
”

的研究可以分

为
“

纵向剥夺感
”

与
“

横 向剥夺感
”

分析路径。

‘

壙向剥夺

感
”

分析路径以社会比较理论
［ １

８
］

为基础 ，参照对象是社

会生活中的其他个人或群体 ，而
“

纵向剥夺感
”

分析路

径则建基于时间 比较理论 ，

［
１ ９

］

参照对象是特定个人不

同时间位点的状态 。 社会 比较理论在相对剥夺感研究

中长期居于主导地位 ，而时间 比较理论则 出现较晚 ，但

是对于正在经历大变革
［
２° ］

＿

［
２２

］

或大萧条
［
２３

］ 的 国家和

社会中的特定个人 ，时间比较理论应当得到更加关注 。

图 １ 学者关于
“

剥夺感
”

的系统 区分

“

获得感
”

的分析路径和研究框架 ， 可 以此作为参

照加 以构建 。 按照不同的维度划分 ，

“

获得感
”

研究可

以在价值意义相反的方向上设置两个分析路径。 具体

地讲 ， 我 国人民的
“

获得感
”

既源于个人利益在改革开

放前后状态的对 比 ，
亦源于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获得

和实现状态 的对 比 。 显然
， 前者基于纵 向时间维度 的

考察
，可以称之为

“

纵向获得感
”

， 而后者则是从横向空

间维度进行的考察 ， 因而可以称之为
“

横向获得感
”

，两

者共 同构成了个人
“

获得感
”

的分析维度和基本框架 。

时间 比较理论或者纵向获得感 ，
往往是理解在不均衡

状态下持续保持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枢机 ，
而社会比较

或者横 向获得感 ，
则是把握社会公平正义现实状况的

鲜明显示 。

三 、关于获得感的实证分析
“

获得感
”

既是规范性价值取向 ，更是现实的心理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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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 ，对于特定社会背景下的
“

获得感
”

及其变化

发展状况
，
需要在规范研究前提下 ， 通过实证研究予以

深化与细化 、验证与显示 。

１ ． 研究数据选取

为探索社会转型期人民 的获得感 、纵 向获得感和

横 向获得感的 现状及其变迁 ，
并且进行 国际 比较分

析
，
本研究采用了１ ９９ １ ／ １ ９９６／２０００ 国际社会公正项 目

（ Ｉｎ ｔｅ 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 ｌＳｏｃ ｉａｌＪ ｕｓ ｔ ｉ ｃｅＰｒｏｊｅ ｃｔ ，
 ＩＳＪ Ｐ） 调查数据 和

２００４／２００９ ／２０ １４ 年全国公民价值观项 目 调查数据 。 国

际社会公正项 目 由 德国洪堡大学 的社会学家魏格纳

（ ＢｅｍｄＷｅｇｎｅ ｒ ） 教授主持进行 ，
调查主题集中 于 民众

社会 、经济和政治正义态度等主题 ，调查一共 ４ 波 ，分

别于 １ ９９ １／ １
９９６／２０００／２００６ 年执行 。 本文使用历次调查

中的发达国家数据 ，包括德国 （分东德和西德 ） 、美国 、

日 本 、英国和荷兰等五个 国家 。 而全国公 民价值观调

查 ，
由 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怀默霆 （

Ｍａｒｔ ｉ ｎＷｈ
ｙ
ｔｅ ）主

持 ，北京大学中国 国情研究 中心实施 ， 问卷设计参考了

国际社会公正项 目
，采用分层 、多阶段 、 概率与人 口规

模成比例的抽样方法抽取全 国概率样本 ， 并基于 ＧＰＳ

辅助区域抽样
［
２４

］

解决流动人口覆盖的问题
，

２００４ 年完

成 全国 概率样本 ３２６７个 ，
２００９ 年完成 ２９６７ 个 ，

２０ １ ４

年完成 ２５０７ 个 。

在 国际社会公正项 目 和全国公民价值观调查中 ，

都有恰 当的问题询 问 了公众 的
“

获得感
”

、

“

纵向获得

感
”

和
“

横向获得感
”

（ 见表 １）。 关于
“

纵向获得感
”

，

询问公众与 ５ 年前相比家庭经济状况的改变情况 ， 选

项从 １
－

５ 分别是
“

好 了很多
”

、

“

好了
一些

”

、

“

没变化
”

、

“

差了
一

些
”

、

“

差了很多
”

。 关于
“

横 向获得感
”

，询问了

公众相对于亲戚 、 同学 、同事 、邻居 、本省公众 、全国公

众的生活水平 ，
选项从 １

－

５分别是
“

好很多
”

、

“

好
一些

”

、

“

差不多
”

、

“

差一些
”

、

“

差很多
”

。 最后
，询问了公众在

改革开放中 的
“

总体获得感
”

，
选项为 ０

－

１０ 的量表
，

〇

为
“

有失无得
”

，

５ 为
“

得失相当
”

，
１ ０ 为

“

有得无失
”

。

表 １ 获得感 、纵向获得感和横 向获得感的变 量操作化

概念 概念操作化

纵向获得感

您认为 您 目 前 的 家庭经济状况 ， 与五年 前相 比 ， 是

好 了 很 多 、 好 了
一些 、 没变化 、 差 了

一些 ，
还是 差

了 寺艮 多 ？

横 向获得 感

与 您的亲戚们 （ 教育程度
一样的 同 学们 、 同事 们 、

邻居 ／村 里人 、 本省 ／市 、 全 国人 ） 的平均生活水平相

比
， 您觉得 自 己的 生 活水平是好很 多 、 好一些 、 差

不 多 、 差一些 ， 还是差很 多 ？

获得感

在我 国正在进行的 变 革 中
，
有的人 失去很 多

， 有的

人得 到很 多 。 您觉得 您 是得 到的 多 ，
还是 失去 的

多 ？

２ ． 社会转型 时期 的人民
“

获得感
”

分析 ：
现状 、 变

化与 比较

表 ２ 汇总 了２００４
－２０ １４ 年 １ ０ 年间人 民

“

获得感
”

的变化
， 数据为各问题的均值 。 总体上 ，

１ ０ 年间 ，
人民

的
“

获得感
”

在稳步提高 ， 其中
“

纵向获得感
”

明显强

于
“

横向获得感
”

。

表 ２ 获得感的变迁

调查年 获得感
纵向获

得感

横 向获得感

亲戚 同学 同 事 邻居
本省

公众

全 国

公众

２００４ ４ ． ８２ （ ２ ．９３ ） ３ ． ５ ７ ２ ．７９ ２ ． ７７ ２ ． ８ ５ ２ ． ８８ ２ ． ２８ ２ ．

１ ４

２００９ ５ ． ３９ （ ３ ． １ ６ ） ３ ． ８６ ２ ．８９ ２ ． ７９ ２ ．９ １ ２ ． ８９ ２ ． ３ ２ ２ ．３ １

２０ １４ ５ ．３ ５（ ３ ． １ ４ ） ３ ． ９５ ２ ． ９９ ２ ．９０ ２ ． ９５ ２ ．９ ８ ２ ． ５２ ２ ．３ ４

变化 ０ ． ５３（ ０ ．２ １） ０ ． ３ ８ ０ ． ２ ０ ０ ． １ ３ ０ ． １ ０ ０ ． １ ０ ０ ． ２４ ０ ．２０

由于
“

获得感
”

的选项有 １ １ 个 ， 而
“

纵向获得感
”

和
“

横向获得感
”

的选项只有 ５ 个
， 为 了 便于 比较 ，

笔

者将
“

获得感
”

的均值做了相应调整 ，
以保证选项的均

值
一致 。 关于人民

“

获得感
”

。 ２００４ 年均值为 ２ ．９ ３
，
小

于量表选项均值 ３
，意味着认为

“

失大于得
”

的人群比

例略高于认为
“

得大于失
”

的人群
，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 １ ４ 年
，

“

获得感
”

得分显著提高 ，
均分跨过均值 ３ 分达到 ３ ． １４ 。

具体地说 ，
２００４ 年有 ３ １ ．２７％ 的人群认 为在改革 中失

去比得到 的多 ，
而 ２００９ 年这一 比例降至 １

８ ．７７％
，

２０
１４

年为 １ ９ ． ５７％ 。 关于
“

纵向获得感
”

，
相对于 ５ 点量表的

均值 ３
，
人民

“

纵向获得感
”

普遍较高 ，

且仍然在稳步提

高 ， 已经从 ２００４ 年的 ３ ．５７ 提高到 ２０ １ ４ 年 的 ３ ．９５ ，认

为家庭生活与 ５ 年前相比没有改善的公众从 ２００４年

的１４ ．５４％
，降至２００９年和２０ １ ４

年的 ４．０３％和３ ．３２％。

关于横向获得感 ，人们在对 比身边人 （ 亲戚 、 同学 、 同

事 、邻居 ） 时有较高的
“

获得感
”

，
得分普遍接近或超过

２ ．８ 分 ，而对比本省和全国公众时 ，普遍
“

获得感
”

降低 ，

仅为 ２ ． １
－２ ． ５ 分 。 当然相比本 省和全国公众 ，

“

横向获

得感
”

增长更快 ，
１０ 年增长 ０．２４ 和 ０． ２分 。 另外 ，

１ ０年

内 ，针对所有参照人群 ，

“

横向获得感
”

均稳步提高 。 最

后
，
从

“

纵向 获得感
”

与
“

横向获得感
”

的对比来看 ，
人

们对于纵向 时间维度上的
“

获得感
”

，远远强于横向 比

较带来的
“

获得感
”

。

综合以上分析 ，从总体上看 ，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

（ １ ）社会转型期我国人民的
“

获得感
”

、

“

纵向获得

感
”

和
“

横向获得感
”

在 １ ０ 年间都有提高 。 显然 ，
社会

转型期中国 的发展和改革 ，促进了三者的提高 。

（ ２ ）社会转型期我 国人民的
“

获得感
”

呈现较为稳

定的模式 ，纵向 获得感 ＞ 获得感 ＞ 横向获得感 。 高水

平的
“

纵向获得感
”

实际上平抑了低水平
“

横向获得感
”

带来的影响 。

（ ３）社会转型期我 国人民的
“

横向获得感
”

呈现差

序格局 ，
这就是说 ，与亲近群体比较 ，

“

横向获得感
”

高 ，

与较为陌生 的全省全国其他群体比较 ，

“

横向 获得感
”

则低 。 与此同时 ，
陌生群体之间 比较的

“

横 向获得感
”

增长速度
， 却快于亲近群体的

“

横向 获得感
”

的增长 。

表 ３ 汇总 了利用 １ ９９ １ 、 １９９６ 和 ２０００年 国际社会

公正项 目调查数据得到的
“

获得感
”

数据 。 虽 然我国

的调查和 国际项 目 的调查在时间上并不相同 ， 但经济

发展程度却处在较为接近的水平 。 就
“

纵 向获得感
”

而言
，
最高 的荷兰为 ３ ．２２ 分 ， 但仍然低于我国 ２００４ 年

最低的 ３ ．５７ 分 ，显示我国人民的
“

纵向获得感
”

非常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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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

横向获得感
”

而言 ，
我国人民对比 同学同事时 ， 其

“

获得感
”

高 （ ３ 个年度对比同学平均 ２ ．８２ 分 ，
对于同事

２ ．９ ０分 ）
，
对比全国其他群体时 ，其获得感低 （ ３ 个年度

平均 ２ ．２６ 分 ） ，
日本民众

“

横向获得感
”

的分布与 中国

相似 。 而调查涉及的西德 、美国 、英国和荷兰 ４ 国的相

关情况则相反 （ ２ 个年度对比同学平均 ２ ．８ ８ 分 ，
对比同

事 ２ ．８７ 分 ，
对 比全国 ２ ．９５ 分 ）。

表 ３ 获 得感的国际比较

国家
纵向获得感

横 向获得感

同 学 同 事 全国

１ ９９６ ２０００ １ ９９ １ １ ９９ ６ １ ９９ １ １ ９９６ １ ９９ １ １ ９９６

西德 ２ ． ９５ ２ ．９８ ２ ． ９９ ３ ．０３ ２ ． ９５ ３ ． ０３ ３ ． ２８ ３ ． １ ２

美国
— —

２ ． ８ ２
—

２ ． ７５
—

２ ．９６
—

英国 — —

２ ． ７９
—

２ ． ７９
—

２ ．９０
—

荷兰 ３ ．２２
—

２ ． ８０ ２ ．８３ ２ ． ８ ７ ２ ． ８ ６ ３ ． １４ ３ ． １ ６

曰 本 — —

２ ．７ １
—

２ ． ８
—

２ ． ６２
—

均值 ３ ．０７ ２ ．９８ ２ ． ８２ ２ ．９４ ２ ． ８３ ２ ． ９ ２ ． ９８ ２ ． ９２

由此可见
，
从总体上看 ：

（ １）社会转型期 ，
我国人民的

“

纵向获得感
”

水平

高于德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水平 。 ２００４ 年 ，我国人

民的
“

纵向获得感
”

最低为 ３ ． ５７分
，
而荷兰 １ ９９６ 年的水

平为 ３ ．２２ 分 。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 ， １ ９９ １
－

１ ９９６ 年荷兰

的人均 ＧＤＰ增速为 １ ． ８６％
，德国为 １ ．３ ３％

，
中国在 １ ９９９－

２００４ 年的人均 ＧＤＰ 增速则高达 ８ ．４ ８％ 。 客观的经济

发展在人民的
“

纵向获得感
”

指标上得到了恰当反映 。

（ ２ ） 中 国 、
日 本与西方 国家之间 ， 存在着

“

横向获

得感
”

分布模式的差异 。 中 日 民众的
“

获得感
”

分布特

征是 ，
与亲近群体比较的

“

获得感
”

高 ，与陌生群体比

较的
“

获得感
”

低 ，而西方国家则截然相反 。 中国和 日

本的相似性 ，
究其原因 ，

也许可从儒家文化圈 的影响来

解释 ，但是 ， 目前尚缺乏必要的数据予以验证 。

３ ． 获得感 变 迁的世代效应

在 ２００４－２０ １４ 年的三次全国公民价值观调查 中 ，

“

获得感
”

显示 了 明显上升 。 不过 ， 在这其 中 ，也不排

除某些虚假的上升 ，
在研究中 ，排除这种虚假上升的主

要方法在于确认趋势分析中 的 世代效应 。

“

世代可以

被用来获取结构性变迁 ，
因为世代可 以从个人特征层

面加以证明 （ 趋势的存在 ）

”

，

［ ２５ ］

世代作为一个特殊的

视角 ，
可以借 以观察结构性变迁是否真实作用于个人 。

如果每一个出生世代的人群的
“

获得感
”

都呈现上升

态势 ，那么 ，结构性影响的作用和价值就可以被确认 ^

世代因素对于
“

获得感
”

的总体变化的影响途径 ，

不仅包括出生世代本身的真实变化 ，
而且包括世代更

替带来的变化 ，

［ ２６ ］

这是趋势分析的复杂之处 。 解决这
一难题的关键在于 ，追踪特定世代内人民

“

获得感
”

的

变化 。 如果世代内 的变化与总体变化
一

致 ，就可以推

论认为 ， 总体变化来 自 于个人 的真实变化 的净效应 。

而如果世代内几乎没有变化 ，
那么

，
总体变化来 自 世代

更替的变化 。

Ｕ ７
］

不过 ，笔者需要补充的是 ， 如果个人

的
“

获得感
”

变化本身呈现
一种非线性变化 ，

如 Ｕ 型或

倒 Ｕ 型变化 ， 即年长和年轻的群体拥有相似的
“

获得

感
”

，
世代更替的效应就会很小。

我们以 ５ 年为
一个出生世代 ，并计算相应的各个

调查年中各个世代的获得感均值 ，据此计算不同调查

时间世代 内 的均值变化 ，并附上样本量（ 见表 ４ ）。 表

４ 的同
一行代表同

一世代在历次调查中 的表现 ， 例如

１ ９４５
－

１ ９４９ 世代 ，

“

获得感
”

从 ４．８２ 提高到 ５ ．６３ ；对角线

代表同一年龄群体的表现 ， 例如 ２００４ 年调查 中 １ ９４５－

１ ９４９ 世代 中 ，该世代为 ５５－５９ 岁 ， 获得感为 ４ ．８２
， 到

２００９ 年的调查 ，

“

获得感
”

的分值为 ５ ． ２４
，
到 ２０ １ ４ 年的

调查
，

“

获得感
”

的分值为 ５ ． ５０
；
同
一列为同

一调查年不

同世代的表现 。 由 中可以发现 ，
２００９ 年相比于 ２ ００４ 年

的调查 ， 除 ３０ 世代 ，各个世代的
“

获得感
”

都有大幅度

的提高 ，介于 ０ ．２５－０．９６ 分 ，
而 ２０ １４ 年相 比 ２００９ 年 ， 变

化各不相同 ，有些世代有提高 ，而有些世代则出现了下

降 。 在调查样本量 比较充足的世代中 ， 即 ４０ 世代到 ８０

世代 ， ６５－６９ 出生世代的
“

获得感
”

都是最低或第二低

的
，但也从 ４ ．６５分增长 到了５ ． ０５ 分 。 这一现象也表明 ，

就世代之间的 比较而言 ， 年长的世代和年轻的世代 ，

“

获得感
”

均值都相对较高 。 因而 ， 世代更替进而使得
“

获得感
”

总体上提高的效应可能比较小。

表 ４ 获得感的世代内变化和总变化

世代
获得感 变化 样本量

２ ００４ ２００９ ２０ １ ４ ２００ ４
－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９
－

２０ １ ４ ２００４ ２ ００９ ２０ １ ４

１ ９３４
－

１ ９３ ９ ５ ． ３４ ４ ． ３ ５
—

－

１
． ００

—

１ ７３ ５ ０
—

１
９４０

－

１
９４４ ４ ． ７２ ５ ． ５ １ ５ ．４４ ０ ． ７９

－

０ ． ０７ １ ９５ ２０９ ３ ７

１ ９４５
－

１
９４９ ４ ． ８２ ５ ． ７ ８ ５ ．６３ ０ ． ９６ －０ ． １５ ２ ０８ ２ ００ ２０８

１ ９５ ０－ １ ９５ ４ ４ ． ８９ ５ ． ２４ ５ ． ５９ ０ ． ３ ６ ０ ． ３ ５ ３ １８ ３ ３ ５ ２ ３ ２

１ ９５ ５
－

１ ９５ ９ ４ ． ７８ ５ ． ３ ７ ５ ． ５０ ０ ． ５ ９ ０ ． １４ ３ ６ ７ ２ ８ ５ ２２ ３

１ ９６０
－

１ ９６４ ４ ．４９ ５ ．４５ ５ ．

１ １ ０ ． ９６
－

０ ． ３３ ４ １５ ３ ５４ ２３２

１ ９６５
－

１ ９６９ ４ ． ６５ ４ ． ９ １ ５ ．０５ ０ ． ２５ ０ ．

１ ５ ４７２ ３ ８ ９ ２ １ ５

１
９７０

－

１ ９７４ ４ ． ８０ ５ ．４４ ５ ． ３７ ０ ． ６４ －０ ．０７ ４３４ ３ ７５ ３６８

１ ９７ ５ － １ ９ ７９ ４ ． ８０ ５ ． ６４ ５ ． ３６ ０ ． ８ ４
－

０ ． ２ ８ ３ １５ ２９９ ２６８

１ ９８０
－

１ ９８４ ５ ． ２ １ ５ ．８ ０ ５ ． ３９ ０ ． ５ ９
－

０ ． ４１ ２７０ １ ９６ ２５ ８

１ ９８５
－

１ ９８９ ４ ．９３ ５ ．４７ ５ ．４２ ０ ． ５ ４
－

０ ． ０５ １ ００ ２０７ ２２５

１ ９ ９０
－

１ ９ ９７
—

４ ．９７ ５ ． ３２
—

０ ． ３ ５
—

６ ８ ２４ １

所有世代 ４ ． ８２ ５ ．３ ９ ５ ． ３５ ０ ． ５ ７ －０ ． ０４ ３ ２ ６７ ２ ９ ６７ ２５０７

为 了进一步分解世代内变化和世代更替对总变化

的影响 ，菲尔鲍提供了线性分解的办法 ：

Ｙ
ｉ ｔ
＝ ａ＋

Ｐｐｅ
ｒｉｏｄ

ｉｔ
＋０ｃｏｈｏｒ ｔ

ｉ ｔ

＋ｅ ｉ
ｔ
 （１ ）

其中 ，
Ｙ

ｕ 是第 ｔ 次调查中第 ｉ 个受访者的获得感 ，

ａ 为截距
， Ｐ 为估计的世代内的斜率 ，

０ 为估计的世

代间的斜率 ， ｐ
ｅｒｉｏｄ

ｉ ，

是第 ｔ 次调查中第 ｉ 个受访者的调

查年
，

ｃｏｈｏｒｔ是第 ｔ 次调查中第 ｉ 个受访者的 出生年 。

该方程将世代看作是连续的（ 即每
一

个出生年都为
一

个世代 ） 。 之后 ，估计的世代内变化的贡献和世代更替

的贡献可通过式 （ ２） 和式 （ ３ ）获得 ：

世代内变化的贡献 ＝
Ｐ（

ｐ
ｅｒｉｏｄ

，

－

ｐｅｒｉｏｄ ， ）（２）

世代更替的贡献 ＝ ０（Ｃｏｈｏｒｔ
－Ｃｏｈｏ ｒｔ

， ）（３）

其 中
， 式 （ ２ ） 中 ｐｅｒｉｏｄ

，

代表最后 一次 调查年 的

年份 ， ｐ
ｅｒｉｏｄ

，

则是第
一

次调查年的 年份 。 式 （ ３） 中
，

代表最后
一

次调查 中 受访者的 平均 出 生年 ，

代表第
一

次调查中受访者的平均出生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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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式（ １ ）（ ２ ）（ ３ ）
，
对系数和世代 内 变化和世

代更替变化的贡献进行了估计 ，其 中 ， 第一次调查年

的平均 出生 年为 １％２ ．９
，
最后 一次调査的 平均 出 生

年 为 １ ９６７ ．０（ 见表 ５ ）。 根据 表 ４ 的 结 果 ，
２００４－２０ １４

年公众获 得感提高 了０ ．５７ 分 ， 这与表 ５ 的结果 ０ ．５２

（
０．５ １ ５５４．００４３

 ）接近 ，
因而 ，

“

获得感
”

变迁的变化几

乎全部来 自 于 （ ０ ．５ １ ５５ ／０ ．５２＝９９ ． １ ７％） 世代 内 的 变化。

因 而 ，
在我国社会转型期的发展和改革的背景下 ，在世

代层面确实伴随着人民
“

获得感
”

的稳步提高 。

表 ５ 线性分解的结果

变量 系数 标准误

调查年 Ｐ ０ ． ０５２＊
＊ ＊ ０．００５

出 生年 Ｇ ０ ． ０００６ ０ ．００ １ ５

截距 ａ
－

９９ ． ５６４ ９．９ ８４

世代 内 变化的贡献 ０ ． ５ １ ５ ５

世代更替的贡献 ０ ． ００４３

四 、小结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的语境 ，
改革开放 、

经济社会发展 、
社会公正价值和人民收益考量等主客观

要素构成了我国人民
“

获得感
”

的基础 ，从社会实践与人

民的主观感受的结合上 ，
规定着获得感的基本内涵 ，

确定

着我国国家治理的人民基准和标尺。

随着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进程

的发展 ，
我 国人民的

“

获得感
”

稳步上升 。 排除世代更

替影响等趋势分析的干扰因素后可见 ， 不同世代的
“

获

得感
”

均有上升 。 与此同时 ，
我们也应该注意到 ，这种

上升在 １ ０ 年间却与纵向获得感＞获得感＞横 向获得

感的稳定存在共存 。 这一状况有助于我们理解这样的

命题 ， 即在一个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但发展不平衡的国

家
，
人民为何仍然具有相对较高的

“

获得感
”

。 进而言之 ，

这
一

命题也事关发展过程中社会矛盾的爆发问题 ，

［
２ ８ ］

即中 国社会矛盾为何总体处于温和状态 ，
某些激化的

矛盾为何没有 向着极端方 向演化 ，我国社会总体上为

何能够保持长期的稳定 。

从人民获得感的角度来看 ，这一现象的答案在于 ，

空间维度
“

获得感
”

的不平衡与时 间维度的
“

获得感
”

是并存的 。 在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 国家 ， 当时间维度

的获得感高于空 间维度的剥夺感时 ，
人们往往不会因

获得感低而对既有体制采取过激行为 。 这一
“

获得感
”

模式 ，实际上对国家的发展和改革事业提出 了很高要

求 ，
因为发展的不均衡往往是绝对的 ，资源禀赋很大程

度上决定了地区发展的水平和速度 ，
所以

，
维持高水平

的人民
“

获得感
”

，
关键在于持续稳定推进发展和深化

改革 。 与此同时 ，
这一

“

获得感
”

模式也提出 了特别提

示
，
不恰当的变革本身可能带来不稳定 ，

［ ２９ ］

因此
，
如 同

托克维尔和亨廷顿所指 出 的那样 ，对一个将要改变或

处于变革状态的政府而言 ， 保证改革次序的合理性 ，保

证发展与改革之间 的相互适应 ， 实际上是转型社会中

执政党治理国家的重大命题 ，
因为发展和改革的利益

相关者需要调整他们本身的定位和对变革的认识 ，

［
Ｍ

］

本刊 专稿 《中国行政管理

由此影响人民的政治认同 、执政党的执政基础和 国家

治理运行的稳定性和有效性。

“

获得感
”

与西方发达国家的 比较表明 ，

“

纵向 获

得感
”

的主观指标确实能够反映客观经济发展 。 人们

通过时 间上的生活状况的对比 ，
可 以较为准确的把握

国家的经济发展形势 。 另
一

个有趣现象是横向获得感

分布模式在东西方之间的差异 ， 中 日 民众的
“

横向获得

感
”

分布特征是 ， 与亲近群体 比较高获得感 ， 与陌生群

体 比较低
“

获得感
”

，
而西方国家则截然相反 。 这种相

似性可能来 自于儒家文化圈的影响 ，人们对于亲近群

体获取的信息更为充分 ，
而陌生群体的信息则较为匮

乏 ，谦恭这
一

儒家文化中 的因子使人们倾向于在面对

陌生情况时更谨慎地评价 自身的状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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