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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目的：梳理我国生活满意度的研究现状，探究其演进路径与发

展脉络。方法：借助 CiteSpace 软件对 CNKI 数据库中 2000—2017 年收录的 424

条核心期刊论文和 211 篇硕博士论文共计 635 篇有效文献题录进行可视化分析。

结果：发文单位分析得到节点数 N=34，连线 E=9，中心度 D= 0.016 的可视图谱；

发文作者分析得到节点数 N=79，连线 E=63，中心度 D=0.0204 的可视图谱；关

键词分析得到节点数 N=132，连线 E=221，中心度 D=0.0256 的可视图谱。结论：

① 发文单位分析表明单位间合作情况不明显，国内生活满意度研究尚未形成核

心机构群，其次，生活满意度研究涉及学科较多，其中以心理学和教育学为主，

但跨学科合作极少；② 发文作者分析表明作者之间尚未形成广泛紧密的合作关

系，青少年学生群体和老年人群体是作者们一直较为关注的研究对象，研究热

点问题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有所变化；③ 关键词分析表明研究者热衷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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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满意度进行影响因素分析，其中社会支持、自尊和应对方式是较为重要的

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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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Combing the research status quo of life satisfaction in China, and 

exploring its evolution path and development context.Methods: A total of 635 valid 

bibliographies of 424 core journals and 211 master or doctor papers included in 2000-

2017 in CNKI database were analyzed by CiteSpace software. Results: The analysis of 

institution form a visual map containing 34 nodes, 9 connections, and the density is 

0.016；the analysis of author form a visual map containing 79 nodes, 63 connections, 

and the density is 0.0204; the analysis of key words form a visual map containing 

132 nodes, 221 connections, and the density is 0.0256. Conclusion: ① The analysis 

of institution shows that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institutions is not obvious, 

our country has not yet formed the core institutions, and life satisfaction research 

involving much disciplines, including psychology and pedagogy, but interdiscipli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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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peration is rare; ② The analysis of author shows that the authors has not formed a 

wide range of close cooperation , the adolescent student groups and the elderly group 

is the main study subject, the hotspot has chang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and culture; ③ The analysis of key words shows that researchers are keen to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life satisfaction, among which social support, self-

esteem and coping style are the most important influencing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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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近年来国家对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高度重视，引发国民对于“你幸福吗”“快

乐中国”和“心理健康”等话题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生活满意度作为个体

对自身生活质量的心理体验、主观幸福感的一个主要内容以及心理健康水平的

主要反映指标［1］［2］，得到了研究者们的大量关注。目前，国内对生活满

意度的现状调查和相关研究等取得的成果颇丰，研究热点与进展分析多见于文

献综述，鲜见于直观展示知识结构信息全景的可视化图谱。本研究借助分析科

学文献数据的信息可视化软件 CiteSpace 5.0，利用直观清晰的可视化图谱，梳理

2000—2017 年国内生活满意度研究的宏观结构及其发展脉络，为后续研究提供

参考。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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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进程

2.1  数据来源

研究者于 2017 年 4 月 25 日以“生活满意度”作为篇名分别在 CNKI 数据库

来源类别为“核心期刊”和“CSSCI”的期刊论文以及硕博士论文进行检索，以

保证研究文献样本质量。期刊论文检索条件为“时间 = 从 2000 年到不限”，析

出 424 条相关期刊文献检索结果、211 条硕博士学位论文检索结果，共计 635 条

有效文献题录，以 Refworks 格式导出数据，每条题录均包含作者、机构、标题、

关键词、摘要，导入 CiteSpace 5.0 转换数据格式后进行可视化分析。 

2.2  研究工具

CiteSpace 是美国华裔学者陈超美应用 Java 语言开发的一个知识可视化软件，

是目前最为流行的知识图谱绘制工具之一。它主要基于共引分析理论和寻径网

络算法等，对特定领域文献（集合）进行计量［3］，该软件具有精确的文献梳

理功能，运用多元、分时、动态等技术绘制可视化图谱［4］，通过图谱可重点

探析某特定时期、某学科领域的研究热点以形成对学科演化潜在动力机制的分

析和学科发展前沿的探测。 

2.3  参数设置及界面介绍

在参数设置中，Time Slicing（时间窗口）调整为“2000—2017 年”，Years 

Per Slice（时间切片）设置为“2”（以每 2 年作为一个时间片段，共得到 8 个

时间段），Node Types 选择 Author、 Keyword、Institution，LinkStrength（联线强度）

选择 Cosine 算法，Pruning（网络裁剪）选择 Pathfinder，top N= 50，即提取每一

时间切片内发文量排名前 50 的作者和机构，以简化网络图谱。 

3  结果与分析

3.1  发文单位分析

以发文单位（Institution）为网络节点，CiteSpace 5.0 软件分析得到节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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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4、连线 E=9、中心度 D= 0.016 的可视图谱（见图 1），其中节点大小表示

作者或机构的发文量，节点环代表年轮，标签字体大小指代中心性，连线描述

机构间的合作情况。根据图谱显示，发文量较多、较为重要的生活满意度研究

机构分别为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系、中国科学院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心理学系、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江西师范大学心理学院、中国

科学院心理心理研究所以及西南师范大学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中心。

图 1  2000—2017 年国内生活满意度发文单位分析图谱

以上图谱中显示节点间连线较少，未形成大范围连线网络和核心节点，这

表明我国生活满意度研究机构间合作较少，呈各自为阵的研究现状。图中显示

出的相对较为明显的合作关系多局限于小团体之间，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种情况：

① 发文量较多的机构间的合作，此种类型的合作关系非常少，仅有华南师范大

学心理学系与陕西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系之间存在长期的合作关系；② 发文量较

多与发文量一般的机构间的合作，此种类型合作更多一些，如华南师范大学心

理学系与肇庆学院教育学系早期建立的合作关系，西南大学心理学健康教育研

究中心和哈尔滨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江西师范大学心理学院与重庆师范大

学教育科学学院也分别在 2012 年和 2014 年出现合作关系；③ 发文量一般的机

构间的合作，如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和中国政法大学在 2004 年就已开始合作研究；

④ 机构内部间的合作，如中国科学院大学与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之间、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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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心理学部与西南大学心理健康研究中心之间的合作。

另外，根据发文单位名称可大致判断研究机构的学科背景，进而分析我国

生活满意度研究的跨学科合作情况。从图 1 中可看出，我国生活满意度研究机

构大多为心理学、教育学相关院系或研究所，除心理学、教育学外，经济学、

管理学、公共卫生学、护理学、社会保障学、人口学等学科也从不同视角对生

活满意度进行了大量研究，但较大规模的跨学科合作研究还未出现。这些不同

学科对于生活满意度的研究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心理学注重生活满意度的概念、

影响因素和机制的研究以及生活满意度相应测量工具的修订与编制；教育学更

多关注学生和教师群体的生活满意度状况及生活满意度与学生学业成绩和学习

倦怠、教师的教学效果之间的关系；经济学和管理学视角下的生活满意度研究

主要关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对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新生

代回流农民工、失地农民、农村流动人口、空巢老人等特殊群体也是经济学和

管理学的重点关注对象；社会保障学和人口学更多关注弱势群体，如贫困地区

人口、退休老人、流动儿童等的生活满意状况；公共卫生学和护理学更为关注

各类临床病人和失能老人等的生活满意度水平、干预方法及干预效果。

3.2  发文作者分析

以发文作者（Author）为网络节点，利用 CiteSpace 5.0 软件分析得到节点数

N=79、连线 E=63、中心度 D=0.0204 的可视图谱（见图 2），图中标签字体大小

指代中心性，连线描述作者的合作情况，连线颜色表示首次合作时间。从图中

可以看出刘旺、田丽丽两位作者在 2003—2004 年形成合作关系，郑雪也和他们

存在合作关系；同时期还有分别以李兆良、李苏蓉和陶芳标为代表的合作团队

发文量较多，影响较大；之后分别以牛更枫和王玉环为代表的合作团队形成，

发表了一系列生活满意度相关文献。但总体而言，关键节点的联系较少，节点

间联系不紧密，即对生活满意度进行深入研究的作者较少，作者之间的广泛合

作关系尚未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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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00—2017 年国内生活满意度发文作者分析图谱

对 2000—2017 年发文量相对较多的作者的主要研究内容和发文时间进行整

理得到表 1，可以发现生活满意度领域的研究热点问题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

演变过程。青少年（包括初中生、高中生和大学生）一直是研究者们较为关注

的研究对象，长期以来研究者们也一直致力于探索青少年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

素及作用机制。2007 年以前，由于生活满意度研究在国内还未发展成熟，研究

者们热衷于对青少年生活满意度进行跨国跨文化比较，了解和学习国外生活满

意度的研究热点与进展；2008 年开始，研究者们更多地将目光投注于留守儿童、

流动儿童等特殊群体生活满意度情况的研究之中。总体而言，学生群体中对小

学生和研究生的生活满意度的研究仍是缺口。老年人是另一个热门研究群体，

2000 年以前，研究者们更多关注城市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随着新农村建设的

提出，研究者们开始将关注点集中于农村老人；2005 年以后，农村老人的生活

满意度研究一直是热点问题。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突出，养老问题成为社会

关注焦点；2010 年开始，空巢老人、敬老院老人、失能老人等群体的生活满意

度的研究开始频繁出现。对于农民生活满意度的研究是在 2006 年开始出现的，

2010 年以前多为新时期农民的生活满意度的调查分析，此后基于城镇化进程的

快速发展，失地农民生活满意度研究成为新的热点问题。随着信息化社会的到来，

2007 年开始，青少年网络社会支持、网络成瘾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得到大量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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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近两年一系列校园欺凌事件视频在网络上曝光后，引起社会的巨大反响，

网络社会中的网络欺凌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研究也成为最新的研究热点和趋势。

随着现代社会职场压力不断增大，工作者的工作倦怠、心理脱离等问题受到重视，

研究者发现监狱警察的工作倦怠可能会降低其生活满意度、心理脱离则可以显

著提高其生活满意度［5］；对各类职业群体的生活满意度的关注也不再局限于

中小学教师和医护人员，监狱警察、基层公务员、企业员工等职业人员的生活

满意度也得到关注。

表 1  2000—2017 年国内生活满意度研究的重要发文作者与

主要研究内容

作者 发文时间 主要研究内容

李兆良 2002—2006 年 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与心血管疾病关系

田丽丽 2003—2007 年 中学生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及跨文化比较

刘旺 2003—2010 年 中小学生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及跨文化比较

郑雪 2004—2010 年 青少年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及文化差异比较

陶芳标 2004—2015 年 青少年生活满意度与自尊、焦虑抑郁症状的关系

彭代彦 2008—2014 年 农民生活满意度、社会信任感与生活满意度

王玉环 2013—2015 年 失能老人、居家非正式照护者的生活满意度

牛更枫 2014—2017 年 社交网络自我呈现和网络社会支持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罗盛 2016 年 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研究

李苏蓉 2016—2017 年 监狱警察心理脱离、工作倦怠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向运华 2016—2017 年 老年人的社会支持及健康状况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3.3  研究关键词分析

关键词是文献内容的精炼浓缩，是研究主题的集中体现，论文关键词出现

频次与研究热度呈正相关。通过 CiteSpace 5.0 软件对文献进行共词分析构建国

内生活满意度研究文献关键词共现图谱（见图 3），图谱中的每一个节点代表一

个关键词，节点大小代表该关键词出现频率，同时，每个节点由对应的时间切

片的各色年轮环构成，年轮环的宽度代表该关键词在相应时间段内的共现频率，

标注黑色外圈的节点为该研究领域的关键节点，从下图中可以发现“中学生”“老

年人”“社会支持”“影响因素”“应对方式”“大学生”“中介作用”“生

活质量”“青少年”“精神卫生”“自尊”“心理健康”共 12 个重要关键词（见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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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00 年—2017 年国内生活满意度研究的关键词可视化图谱

表 2  2000—2017 年国内生活满意度研究重要关键词

关键词 首次共现时间 中心性 出现率
中学生 2005 0.27 46
老年人 2004 0.27 42

社会支持 2004 0.26 58
影响因素 2000 0.26 45
应对方式 2008 0.23 21

大学生 2004 0.21 42
中介作用 2012 0.20 18
生活质量 2004 0.17 22

青少年 2004 0.15 12
精神卫生 2004 0.11 18

自尊 2004 0.10 23
心理健康 2009 0.10 9

主观幸福感 2006 0.10 7

“中学生”“大学生”和“青少年”“老年人”等关键词的高中心性以及

首次出现时间都表明我国对这些群体的研究开始得较早，发展得较为成熟，是

我国长期以来的热点研究群体。 “影响因素”反映了我国已有的对于生活满意度

的研究多为横断面调查，分析相关因素、纵向研究和对生活满意度的干预实验研

究较少。“社会支持”“应对方式”和 “自尊”是影响个体生活满意度的较为重

要的客观和主观因素，对留守妇女的一项研究表明，生活满意度与社会支持、积

极应对密切相关，并且获得的社会支持有助于其采取更为积极的应对方式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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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满意度［6］；一项对初中生的 3 年追踪研究发现，社会支持和自尊是初中生

生活满意度发展的重要预测变量［7］。“生活质量”“主观幸福感”则与生活满

意度的概念有关，有研究者认为生活满意度是生活质量的主观体验，理论上包括

认知和情感两个部分，也有研究者认为生活满意度是主观幸福感的一个认知成分

［8］，对于这两种概念间的分歧，目前尚没有统一结论。“中介作用”表明目前

研究者热衷于对生活满意度进行中介分析，除此之外，“回归分析”“结构方程

模型”也是生活满意度研究领域的热门的统计学分析方法。“精神卫生”与“心

理健康”是生活满意度研究较多、影响较大的两个领域，生活满意度的高低对个

体的精神卫生与心理健康发展有着重要影响［9］。

综上所述，首先，基于 CiteSpace 的发文单位分析表明单位间合作情况不明显，

国内尚没有形成核心机构群；其次，生活满意度研究涉及学科较多，其中以心

理学和教育学为主，但跨学科合作极少；然后，发文作者分析表明作者之间尚

未形成广泛紧密的合作关系，青少年学生群体和老年人群体是作者们一直较为

关注的研究对象，作者们的研究内容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有所变化；最后，

关键词分析表明研究者热衷于对生活满意度进行影响因素分析，其中社会支持、

自尊和应对方式是较为重要的影响因素。

4  讨论

4.1  跨文化研究

目前我国的生活满意度跨文化研究多基于国与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对学生群

体进行研究，如中国与美国、爱尔兰、以色列以及泰国等国家的学生群体生活

满意度的差异研究。但文化差异不仅存在于国家之间，也存在于民族之间，我

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但已有的文献中针对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进行比较研

究的报道较少，影响较大的是 2007 年的一项研究，发现不同民族中学生生活满

意度的结构和水平受到民族差异的影响［10］，但其缺乏进一步深入的探索。

4.2  跨学科研究

目前涉及生活满意度研究的学科较多，主要有心理学、教育学、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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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公共卫生学、护理学、社会保障学、人口学等，各个学科都从各自的

不同视角切入，对生活满意度进行研究，但目前各学科多局限于各自领域，缺

乏相互的交流与协作，这是今后研究的发展方向，打破学科界限，融合各学科

知识，以发展出交叉综合的、比较新的领域的知识、方法或技巧是未来发展的

重要方向，如根据生理—心理—医学模型，护理学、公共卫生学可以与心理学

进行深入合作研究，为提高临床病人生活满意度探索出更为有效的心理干预方

法，促进其心身健康，提高临床治疗效果。

4.3  机构间、作者间的合作

目前国内生活满意度研究呈横向发展趋势，研究范围相对较广，涉及内容

较多，但机构间、作者间的合作网络松散，联系不紧密，高产机构和高产作者

间的合作范围小、合作界限分明，尚未形成核心节点作者群、机构群。我国生

活满意度研究需要加强机构间的合作、作者间的合作，同时要注意不同类型、

不同职能机构间的合作，如政府部门、高校和企业等机构进行合作，团结力量，

共享资源，促进国内生活满意研究内容的深入，研究范围的扩大，使研究成果

惠及更多国民。

4.4  研究方法

目前国内生活满意度研究大多采用横截面调查数据，关注的多是不同地区、

不同群体间的生活满意度差异，很少采取纵向研究以关注随着时间变化、年龄

的增长，个体发展变量对其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情况，少数关注年龄对个体生活

满意度影响的学者，也是将调查获得的截面数据按照年龄将个体划分成不同年

龄段，从而比较其生活满意度的差异，忽略了不同年龄阶段群体的个体间差异。

目前，提升生活满意度的实验干预研究较为零散，在基于已有的较多相关研究

基础上，进行实验研究探索因果关系和寻找提升生活满意度、促进心理健康水

平的有效方式方法是研究者们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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