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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生活质量》

内容概要

本书基于对大规模问卷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从深度和广度上展现研究者对“生活质量”的理解，在
理论上建构“生活质量”的分析框架，通过研究，本书认为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包括四个方面：第一
是客观条件，如收入和消费、就业、教育、住房、医疗等；第二是主观感受，如幸福感、满意度、环
境评价、“好社会”判断等；第三是社会关系，如社会公平、社会信任、社会支持等，第四是社会机
制，如社会流动、社会参与、社会融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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