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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nse of gain is a new word with both psychological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The idea of 

sense of gain is the embodiment of the idea of "people-centered", and also reflects the people's pursuit of a 

better life.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origin and meaning of the sense of acquisi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sychology, combs the relevant research of the sense of acquisition, analyzes various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sense of acquisition, and discusses the direction of future research, aiming to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for 

futu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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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获得感是一个既具有心理内涵又赋予时代特色的新词，获得感的提出是“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体现，

更体现了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本文从心理学视野介绍了获得感的由来、涵义,梳理了获得感的相

关研究,分析了影响获得感的多种因素,并探讨了今后研究的方向,旨在为今后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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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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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使人民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获得感”近年来已经成为与“幸福感”、“安全感”、

“满意度”并述的心理词汇，这其中“幸福感”、“安

全感”与“满意度”作为常用变量经常被用来评估人

们的需求满足程度与生活体验的状况，那么什么是获得

感呢？ 

获得感一词自提出以来，就得到了社会各界广泛关

注，获得感本身就是关系到社会和人民福祉的重要关键

词，更是由于它的“接地气”而深入到广大人民群众的

内心。获得感对社会和个体的发展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然而目前与获得感相关的研究可谓是凤毛麟角，心理学

界对获得感的研究也是刚刚起步，研究的成果也较为繁

杂并存在一定的争论。因此，本文就目前获得感的研究

作一个简要的梳理，希望能为今后的研究起到抛砖引玉

的作用。 

2. 获得感概念界定 

“获得感”是什么？从字面层面上来讲，“获得感”

是由“获得”和“感”组成，有所获得，才有主观层面

上的体验。作为极具中国特色的时代词汇“获得感”直

译过来大多是“The Gain of Sense”，国外对此并没

有直接的研究。但是，在国外的研究中有描述“获得感”

的相关词汇概念，诸如“生活质量”（Life Quality）、

“生活满意度”（Life Satisfaction）、“主观幸福感”

（Subjective Well-Being）等与获得感的意蕴内涵有

所相通的概念，如生活质量往往指个体对所处生活状况

的主观感受，主要由情感和认知两方面组成，即个体在

实际生活中的情感体验和个体基于自身某种标准，衡量

评价客观生活状况
[1]
；生活满意度是个体按照自己的标

准对自己一定时期内所处的生活领域如家庭、社会环境

等方面的生活质量的总体评价，是一种主观的评价
[2]
；

主观幸福感则是人们对自身生活满意度的一种认知评

价
[3]
。这些与获得感相关的概念可以对获得感概念的界

定有所启发。 

对于获得感的研究当前可以说是方兴未艾，从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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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来看，不同的学科对获得感的概念内涵的阐述非

常纷杂。在法学层面上认为，人的获得感，在法律上是

对人的生存发展权益的充分保障，是对人的权利、尊严

与价值的制度保障，正如黑格尔的法律体系中所言，人

之所以为人的那种富有尊严感与获得感的人格是一切

法律所必备的精神和基本出发点
[4]
。在社会学领域认为

人的获得感来源于个体通过与社会生活的相互作用，在

社会群体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与归属，不断丰富完善自己，

在社会的大家庭中创造实现自身的价值，为社会的存在

和延续创造条件
[5]
。在哲学上对于获得感的探讨主要在

于人类自身对于物质财富的认可与获取以及对人的尊

严的关注与捍卫，正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

知荣辱”。在教育学上有从学校教育角度提出中小学教

育应让师生在学校生活中“有更多获得感”，要以“人”

为目的，学校教育才可能成全“人”的“获得感”；以及

从学生学习体验角度提出，学生获得感主要是指学生学

习知识和能力的主观心理感受。心理学层面认为个体生

来就有对于食物的获得、保护与囤积意识，这个是在长

期的生物进化过程中，动物与生俱来的一种保护巢穴与

获得与囤积食物的本能。人们会无意识地主动去守护一

些东西，在这个守护的过程中不断获得内心的快乐体验，

那些天生的赌徒就是因为获得本能过于强势，获得感给

他们带来了强烈的心理刺激
[6]
。美国的弗洛姆则认为，

个体只有不去占有其他东西，也不渴望去占有，心中就

会充满快乐，他认为这是一种存在感，一种并不一定追

逐拥有什么，却内心足够丰富的一种意义上的获得感
[7]
。 

国内学者周海涛在对民办高校学生获得感的调查

与分析中指出“学生获得感”就是指学生在求学期间，

因学校提供的教育服务满足了学生学习和生活的需求，

获得了参与机会，得到了认同，并取得了一定成就的正

向综合心理感受；何小芹从社会比较的角度探讨了相对

获得感，也称为主观获得感，是指个体或者群体通过与

参照对象比较而感知到自身处于有利地位，进而体验到

愉快的一种主观认知和积极情绪体验；董洪杰通过对

“获得感”的结构探索，认为中国人的获得感是个体对

获取自身需求满足的内容、实现途径与所需条件的认知

评价以及在此过程中的心理体验。 

综合以上观点，笔者认为，获得感是指个体在社会

生活中，对自身需要的满足而产生的积极的心理体验，

包含着情绪、认知、价值观和行为倾向等基本维度。 

3. 获得感的结构与测量 

对个体的主观体验的测量，最初可以追溯到古希腊

时期的思想家柏拉图，他在他的著作《理想国》一书中

测量出国王比独裁者拥有更多的幸福
[8]
。柏拉图对于幸

福的测量方式虽然不能得以经过科学的严谨验证，但是

他的思想激发了后人对于幸福感等主观的心理体验的

测量。英国学者边沁在 18 世纪提出了幸福是可以通过

快乐与否的强度、持续时间、真实性等几个要素衡量的
[9]
。20 世纪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社会经济物质水平发展迅

速，“生活质量”这一概念应运而生，经济学家们将国民

收入作为基本要素衡量人民的生活质量水平。 

作为一个新兴的学术词汇，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与

研究传统，目前各个学科都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对获得感

进行了测量，并且都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

果，但是由于当前获得感的内涵结构不明，使得测量指

标的选择旨趣迥异。 

当前对于获得感的测量主要集中在一下两个方面：

一类是基于社会调查项目的测量研究。王浦劬和季程远

( 2018)以相对剥夺感为镜鉴，并结合时空差别提出了

“纵向获得感”与“横向获得感”，调查我国人民“获

得感”的实际状况及其发展趋势。吕小康（2018）基于

2006 至 2015 年间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数据

中的纵向比较的获得感测量模式，将获得感归结为个人

发展感、社会安全感、社会公正感和政府工作满意度四

个维度，并研究发现在此期间中国社会的获得感整体呈

现上升的趋势。文宏( 2018) 利用 CSGS 调研数据对我

国人民获得感进行时序比较，考察了人们经济获得感、

政治获得感与民生获得感三方面的时序差异。 

另一类则是围绕不同群体研究对象的心理量表的

编制。何小芹等( 2017) 编制了《贫困大学生相对获得

感量表》从经济条件、家庭支持、人际关系、学校支持、

教师关怀、发展机会六方面对贫困大学生的相对获得感

进行现状调查。周海涛等( 2016) 则编制了包括认同程

度、满足状况、参与机会、成就水平四维度的《民办高

校学生获得感调查量表》。董洪杰（2019）对中国人获得

感的结构进行了研究并编制了包括获得体验、获得环境、

获得内容、获得途径和获得分享五个维度的《获得感量

表》。 

在已有的测量方式中，研究者通常将所谓的客观指

标的变化（如收入水平提升）等同于个体获得感的变化，

忽略了个体在这中间的心理过程和心理体验。总体来看，

由于获得感的内涵概念不明，在这些研究中获得感的概

念内涵主要基于研究者从不同学科背景出发的逻辑建

构。对于个体的主观感受一般采用自我报告的方式进行

测量，即可以在问卷中描述某种行为特征，让个体自我

判断是否符合自我获得感的真实情况。 

4. 获得感的影响因素 

4.1. 人口统计学因素 

国外学者在研究青少年生活满意度的相关因素过

程中发现，人口统计学变量诸如年龄、性别等变量与青

少年的生活满意度之间呈弱相关，且这些变量对生活满

意度的预测作用不大
[10]

。同样，对于获得感而言，男性

和女性在客观获得基础上的获得感没有明显差异，但是

社会对男女角色有着不同定位和不同标准，一般女性低

于男性般女性低于男性，比男性更容易满足，而男性往

往雄心勃勃容易压抑自我，且年龄越大，个人的获得感

更高 

Neto 发现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对生活满意度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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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
[11]

，这与 Huebner 的研究结果一致，即，社会经济

地位低的学生比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学生报告的社会经

济地位低
[12]

。不同于生活满意度的是，我国学者为了解

贫困大学生相对获得感是否受性别、家庭类型、独生与

否等人口学变量的影响，在性别、家庭类型以及独生与

否三个人口学变量上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发现

相对获得感在性别、家庭单亲与否、独生子女与否上均

不显著。为进一步探寻影响贫困大学生相对获得感的因

素，对学校支持（M=11.07）、人际关系（M=9.73）、家庭

支持（M=9.19）、教师关怀（M=9.09）、发展机会（M=8.15）、

经济条件（M=5.32）这六个维度进行描述统计分析结果

发现，学校支持是贫困生相对获得感来源的重要方面，

这可能与贫困学生在学生生活的过程中，师生关系、学

校管理等方面给与他们的支持，让学生感受到自己被关

心与爱护，并在此基础之上，相信自己是有存在的尊严

与价值，从而体验到较高的获得感。 

4.2. 经济因素 

经济因素对于个体主观体验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目

前的研究中发现，个人收入对个体的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较弱，即使是在高收入人群中，他们确实比全国样本人

群感到幸福，但是收入的影响在其中仍然很小
[13]

。另一

方面，有研究者从社会层面总体收入水平的变化角度切

入研究收入对于个体主观体验的影响，发现社会整体经

济的大规模变化对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会产生影响，尤

其是在经济衰退期影响社会民众的抑郁率
[14]

。 

大部分经济发达地区的居民平均获得感较高，且

经济收入对获得感的影响显著收入对获得感的影响显

著，我国的研究也发现，东部与西部地区的获得感明

显高于中部，东部经济发展水平显著高于中部和西部

地区，这可能与东部地区相较于中西部地区较高水平

上的物质获得提升了居民的获得感，而西部地区可能

得益于西部大开发等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带来的政策红

利。这个研究结果可以是在情理之中，经济发达地区

的整体社会服务、教育、医疗等社会福利水平通常比

不发达的贫困地区好，故人们的获得感也相应增高。 

另一方面家庭经济收入对获得感也有一定的影响，

家庭经济因素与居民获得感表现出显著的相关，家庭收

入越高，代表家庭在物质方面的获得越多，由物质带来

的获得感也会越高。童年期有留守经历的个体在生活满

意度、幸福感、安全感等方面明显低于童年非留守经验

的个体
[15]

，这其中主要影响因素还是家庭的经济收入。

这可能因为经济不富裕家庭学生一般较为自卑，较少有

机会参与各种活动，不能产生获得体验。 

4.3. 家庭因素 

家庭是个体融入社会时的最初单位，在个体身心发

展中承担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自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以

来，国外学者就针对家庭因素展开了一些列广泛的研究。 

Glickman 根据家庭成员的社会交往风格、家庭关系

结构等方面认为适当型和最佳型家庭为健康家庭，而极

端性的家庭会造成家庭成员的社会适应障碍等影响心

理健康水平的问题出现
[16]

。Grossman 和 Rowat 在研究

家庭父母的婚姻与青少年的生活满意度的关系中也发

现，父母的离婚、分居以及再婚都会造成青少年的生活

满意度、幸福感有所下降
[17]

。个体的身心健康发展不仅

受到来自父母的家庭因素影响，家庭中的其他成员也会

对他们产生复杂的影响，如兄弟姐妹的关系，这种因素

的影响在他们的青春期显得尤为突出，复杂的社会情感

和认知发生变化对青少年的影响时巨大的，这其中女生

相对男生影响更大。 

家庭因素另一个方面影响个体身心发展的在于父

母的教养方式，Suldo 和 Huebner 发现权威型父母的教

养方式与青少年的生活满意度呈现显著的正相关，这可

能因为权威性的父母更多的介入参与到了孩子的生活

中，让他们感受到了更多的家庭支持与参与有关
[18]

。

Rask 从对青少年的研究中发现,他们的满意感或不幸福

的感觉与他们所体会到的家庭气氛相关。家庭的稳定、

成员间的相互关怀、没有明显的家庭矛盾是青少年总体

满意度的预期因素
[19]

。但是 Shek 在一系列针对中国经

济弱势青少年的研究中，研究了感知父母行为、父母控

制过程、亲子关系质量、家庭功能与青少年心理健康、

药物滥用和违法行为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经济弱势

青少年的生活满意度水平较低
[20]

；我国学者调查贫困大

学生相对获得感的时候发现，在家庭给与的情感支持方

面，以贫困生的相对获得感在家庭支持方面高于非贫困

生，但是差异未达到显著水平。虽然家庭经济条件存在

差异，但是贫困生从家庭方面获得的情感支持并不会比

非贫困生少。 

上述相关研究都从不同角度强调了家庭变量在个

体身体发展中的作用，如家庭结构、父母教养方式、父

母情感等家庭相关的因素，这些家庭因素对于个体获得

感的实现是至关重要的。 

4.4. 情绪智力 

情绪智力联结了个体认知和情绪两个重要的心理

过程，是促进个体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能力
[21]

。目前许

多研究倾向于将情绪智力引入到个体的谁会适应、心理

调适、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的研究，尤其是在个体

的职业、社会生活、学业等领域。情绪智力在很大程度

上左右着生活满意度，人的情绪智力越高，积极情绪体 

验就越多，从而使个体更可能有着较高的生活满意度。 

情绪智力中的情绪管理能力也会对个体的获得感

产生一定的影响。我国学者周海涛（2016）为深入探讨

情绪管理、学习力和能力发展对学生获得感的影响，将

获得感作为效标变量加入因变量，将情绪管理、学习力、

能力发展作为预测变量加入自变量，通过回归分析发现

青少年情绪管理能力对获得感的有影响。 

情绪智力的概念是多元的，包括情绪的自控能力、

管理能力、表达能力等方面，其对个体保持心理健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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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不言而喻，后期演技可以从个体的情绪智力作为切

入点，对获得感展开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4.5. 人格因素 

自美国学者 Tellegen 等人在双生子爬梯实验中发

现人格中的气质因素对儿童的情感体验产生了重要的

作用以来，学术界将人格的各个因素与个体内部心理体

验的研究推向了高潮。DeNeve 研究了一项大五人格风格

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元分析，从中发现人格维度中的外

倾性与宜人性可以预测个体积极的性感，其中严谨行与

生活满意度的相关最高
[22]

。Tucker 在 1998 年的研究也

进一步验证了 DeNeve 的研究结果，他发现快乐的人更

倾向于积极地解释生活中遇到的事件相比于不快乐的

人来说。Schmutte 和 Ryff 的研究发现，外向性、尽责

性和低神经质的个体更倾向于自我接受、掌控生活。 

正如人们经常被问到的问题：“什么样的人可能会

幸福?”、“什么样的人又可能会经常感受到获得感？”，

是否存在某些人格因素始终与获得感相关，获得感本身

是否可以被认为是一种人格变量?这些问题有待在后续

的研究中进一步展开深入。 

5. 展望 

获得感诞生于特殊的时代，是当前人们群众对于美

好生活向往的内涵体现，更是一个极具中国时代色彩的

新词。社会各界对于获得感的关注可以说是到了一个前

所未有的高度，也是社会心理学在改革浪潮中的蓬勃发

展的体现。 

获得感毫无疑问是一种带有浓厚个人主观色彩的

心理体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获得感。贫穷的乞丐可以

因为得到一个硬币而产生获得感,但是腰缠万贯的富翁

却未必比乞丐有更高的获得感。因此,对获得感的深人

研究是了解个人满足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依据,也是调

节个人生活与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手段。今后的研究可

以深人探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l)进一步探讨影响获

得感的其他因素,如人格特质、归因方式、人际关系、家

庭文化背景、家庭结构等是如何影响个人获得感的,以

及它们对个人获得感影响作用的不同权重；(2) 探讨不

同群体(如青少年学生、军人、党员、下岗职工、社会高

收人者等)的获得感；（3）进一步将获得感与幸福感、满

足感、成就感等心理概念进行辨析，建构获得感的相关

理论模型；(4)研究方法的创新,近年来国内外运用较多

的研究方法是自我报告法,除此之外,国外一些学者也

在尝试着运用实验的方法进行研究,这也是我们今后努

力的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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