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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视域下获得感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王泽然  董  波  韦洪涛

苏州科技大学教育学院，苏州

摘  要｜获得感是当前党和国家关注的核心命题之一，通过对当前研究的分析发现，目前学术界主要从获得感概念内

涵界定、结构探究与测量，以及提升策略的角度进行研究。由于缺乏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指导，当前的获得感

研究存在概念内涵界定不清晰、测量工具科学性低及民众获得感改善方案缺乏三点不足。文章从心理学的角

度出发对获得感研究中存在的不足进行了分析与展望，认为未来获得感相关研究应结合心理学理论思想，厘

清获得感的概念内涵，运用心理测量的手段对获得感进行准确的测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切实有效的获得感

提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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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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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近四十年的改革发展，我国的综合国力有了显著的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已经得到全面

的提高。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如何将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最大限度地转化为人民群众的生活福祉，从

而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成为我国改革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2015 年 2 月 27 日，

习近平主席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提出“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同年，《中共

中央关于制定“十三五”规划的建议》再次强调，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要使全体人民

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获得感”是党中央结合当今中国发展实际创设出的词汇，是衡量全

面深化改革，国家治理和共享发展改革成果的重要标尺［1］。随着国家高质量发展的逐步推动和落实，

获得感受到了包括学术界在内的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获得感”一词被提出后，学术界围绕获得感的概念内涵界定，指标体系构建等方面开展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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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研究，截至 2020 年 7 月 13 日，在中国知网上已有 651 篇论文将获得感作为关键词进行深入的

分析和研究。纵观现有研究，突出获得感的重要性、探究获得感的具体定义、探索获得感的测量方

法并找寻其提升策略等是获得感研究的主要方向［2］。获得感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

可，但学术界对获得感具体概念内涵的界定仍不清晰，在测量获得感的过程中缺乏理论体系的支撑，

从而导致获得感测量整体缺乏科学严谨性，同时由于上述缺陷的存在也最终导致了获得感提升策略

的相对不足。

心理学是研究人类心理现象的学科。近年来，心理学的有关理论已经被应用于社会公共服务等研究

领域内。同时围绕幸福感、满意度等获得感相近概念，心理学家们已经通过质性访谈、量表测评、观察、

实验等方法，厘清了其认知机制，开发了一系列的测量工具［3，4］。获得感是一种强调客观获得的主观感受，

其心理学属性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部分心理学理论已经被应用到获得感的研究中［5］。将心理学

领域内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思想引入获得感研究中为解决获得感研究存在的内涵界定不清晰、测量工具科

学性低、民众获得感改善方案缺乏等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科学范式。因此，本文结合心理学有关理论

思想从获得感的概念内涵、结构探索与测量及提升策略三个方面对当前的获得感研究进行了回顾和梳理，

并就研究存在的问题及未来发展方向进行分析与展望，以期促进心理学视域下的获得感研究能够得到进

一步应用和发展。

2  获得感的概念及内涵探究

自“获得感”一词被提出以来，针对其具体概念定义的研究便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焦点，然而学术

界至今尚未能形成获得感准确、统一的定义。“获得感”是一个本土性非常强的“中国概念”，一方面，

获得感在国内外尚不存在直接的概念对应［6］，在解释获得感的概念及内涵时，往往需要借鉴诸如幸福感、

安全感等相似概念的研究，这也导致了部分研究在界定获得感时将其与幸福感、安全感、满意度等概念

混为一谈［7］；另一方面“获得感”一词扎根于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背景下，意在衡量广大人民群

众享受到发展成果的多少及由此产生的主观感受，因此在界定获得感时需要考虑到实际获得与主观感受

这一双重属性［8-11］。获得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幸福感或安全感，获得感的提升为幸福感和安全感提供可能，

是幸福感和安全感形成的基础，但与幸福感和安全感不同的是获得感具有客观获得与主观感受的双重属

性。获得感是一个强调客观获得的主观概念，包括客观获得和主观感受两个方面，二者缺一不可。就“客

观获得”来说，获得感要以获得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与经济利益为基础，就“主观感受”来说，获得感

无法脱离开“客观获得”的基础而独立存在［6］。但如何准确界定客观获得与主观感受，并将二者统一

为完整的获得感定义，学术界目前尚无统一定论。因此虽然明确了获得感是一个强调客观获得的主观概

念，但其具体概念内涵依旧不够清晰。

学术界至今未能形成科学准确的获得感定义，这与获得感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有一定的联系。部分研

究认为获得感是指在实际社会生活中人们享受改革发展成果的多寡和对于这种成果享受的主观感受与满

意程度［12］。研究者虽将获得感与幸福感进行了区分，且同时指出了获得感的客观属性与主观属性，但

在这一获得感定义中，其主观获得被视为是一种满意程度。同幸福感相同，满意度不应被等同于获得感，

获得感以客观获得作为必要条件，而满意度则侧重强调主观感受。也有学者将获得感认为是个人或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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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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改革与发展过

程中的实践［13］。此外，获得感还被认为应包括物质方面的获得感、心理方面的获得感，以及公平公正

和包容等特征［6，14］。在上述的获得感分类中，实际得失的主观评价、心理方面的获得感、公正、包容

等概念，均存在概念定义偏颇之嫌，同时缺乏有力的理论支撑。综上所述，虽然研究者们尝试给出获得

感的定义，大部分研究者也意识到要将获得感与幸福感等概念进行区分，但在解构概念时缺乏有力的理

论支撑，从而导致其概念内涵略显偏颇，缺乏科学性。

获得感具备心理学属性，在心理学视域下，获得感被视为是一种心理现象，对应了一个心理过程。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学术界对获得感的内涵界定并不清晰。人的心理具备可测性，心理学可以通过人

的外显行为来推测人的心理。这种依照一定的心理学理论，使用测验对人的心理特质进行定量描述的活

动被称为心理测量。在心理测量领域，研究者可以依照理论对某一心理过程进行自上而下的解构（如智

力测验），也可以依照调查数据自下而上地对其进行解构（如卡特尔 16 种人格因素测验）。这些解构

方法不同于诸如“物质的 vs 精神的”“横向的 vs 纵向的”“经济收入 vs 子女教育”等较为主观的划分，

心理测量中的目标分解是严格依照某一成熟的心理学理论或大量自上而下的分析而构成的。因此，就获

得感概念内涵界定不清晰这一缺陷而言，结合心理学有关理论，界定和解构获得感的内涵和外延，为获

得感提供一个准确且具有普适性的定义，是获得感研究的改进方向之一。

3  获得感的结构探索与测量

“获得感”诞生于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背景下，涉及人民群众生活的方方面面，现有研究从公

共服务、文化、教育等多个不同的角度对获得感的结构与测量方法进行了探索，得出了部分研究成果，

但其科学性还有待考证［15-17］。“获得感”是衡量全面深化改革，国家治理和共享发展改革成果的重要标尺，

如何科学准确地衡量获得感是获得感研究的关键。学术界围绕这一问题开展了大量的研究，但由于获得

感的概念内涵目前尚未统一，获得感的测量研究也相应地呈现出了结构划分多样，测量方式科学性低等

问题。现有研究针对获得感的结构划分存在差异，不同研究对象的划分方式各不相同，如在公共服务领

域获得感的研究中，获得感被划分为便利性、充足性、普惠性和均等性四个方面［15］；在文化服务领域内，

获得感则被划分为基础设施、资源内容、外部支持和人才队伍四个方面，而当以青年人作为研究对象时，

获得感则被认为包括获得感的项目重要性、当前获得感知和未来获得预期三个方面［16，18］。而即便是在

同一研究领域内，获得感的维度划分也存在差异。同样测量人民获得感，王浦劬和季程远将获得感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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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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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文宏和刘志鹏则将人民

获得感分为民生获得感（包括生存保障，发展保障两个维度）、经济获得感（包括宏观经济，个人经济，

分配公平三个维度）和政治获得感（包括正风反腐，政治参与两个维度）三个维度［19］。尽管研究者在

提出其获得感结构划分时均有其自身依据，但获得感结构维度划分的不一致势必造成研究结果间难以相

互比较，从而影响研究对民众获得感真实情况的判断。

获得感结构划分的多样性导致了不同研究之间的结果难以互通，获得感的测量缺乏一套兼具科学性

与普适性的测量工具，而现有研究用来测量获得感的工具也存在科学性较低的问题。获得感结构划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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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本质上是由于获得感概念内涵界定不清晰、不统一所导致，相较于幸福感等概念，获得感的研究尚

处于起步阶段，对于概念及结构的界定与划分尚不清晰，因而其在测量工具的选用上也缺乏较为完善的

工具，多数研究采用特定领域的调查数据作为衡量获得感的标准，其科学性还有待进一步验证。在针对

人民获得感的研究中，研究者借助 2015 年中国综合社会数据对我国人民获得感进行了实证研究［20］。另

有研究以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调查中“最近三年您的生活改善属于哪一种？（选项：有改善，改善程度

高于社会上多数人；有改善，与社会上多数人差不多；有改善，改善程度低于社会上大多数人；没有改善；

比以前更糟）”一题的得分作为获得感的测量指标［21］。此外通过语义和语素分析，相关研究提出了使

用获得感语境的三要素：主体指向性属性，客体具体性和方法可行率，并结合有关公式对获得感进行度

量［22］。从心理测量的角度来看，上述测量方式难以代表人们的获得感，其测量结果的科学性有待考证。

现有研究针对获得感的结构划分较为多样，且基于社会调查数据或调查问卷进行的获得感测量难以

客观地、科学地反映获得感的真实水平，将心理测量学方法引入获得感测量研究可推动获得感结构划分

与测量的科学化。获得感本质上是一种主观感受，具备一定的心理学属性，通过社会调查数据或调查问

卷测量出的获得感数据难以有效反应获得感作为主观感受的真实水平，采用上述测量方式实际上是忽略

了问卷调查和心理测评量表的区别。问卷调查是针对某些社会现象或者研究者关心的问题而设置的，题

目之间结构性差，题目背后缺乏理论支撑。而心理测评量表是按照一套严格的科学程序编制的符合人类

心理构成机制的问卷。随着获得感的心理学属性逐渐受到关注，部分研究开始尝试将心理测量学方法应

用于获得感结构探索与测量的研究中。董洪杰等人为测量中国人的获得感，按照心理测量学有关步骤编

制了获得感量表，首先通过自由联想法形成量表的初始项目，之后进行两次预测并根据结果修订量表，

最后通过施测检验其信效度，并选用生活满意度量表和幸福倾向量表进行效标效度检验［5］。董洪杰的

研究是心理学应用于获得感研究的大胆尝试，在具体编制过程中研究者采用了自由联想、项目分析、因

素分析及信效度检验等具体方法，所得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但由于现有研究尚未从心理学的角度对

获得感与幸福感、满意度等概念进行区分，因此采用幸福感与满意度作为获得感量表的效标是否准确，

还需要进一步探讨。同时研究中所提出的获得感结构维度被认为与 Seligman 主张的积极心理学 PERMA

框架相契合，但研究者并未就这一理论与获得感的内在联系进行详细说明，其是否可作为获得感研究的

理论支撑还需进一步明确。心理学与获得感研究的结合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研究的理论基础较为薄弱，

部分变量间的关系还需明确，但相较于传统的社会调查数据或调查问卷，借助心理学测量学手段编制出

的获得感量表具有严谨的编制过程及清晰的信效度指标，具备较高的准确性与科学性。因此心理学视角

下的获得感研究可在清晰界定获得感内涵的基础上，严格依照心理测评量表的编制步骤，构建获得感的

科学测评工具。

4  获得感的提升策略

任何概念的提出总有一定的历史背景，获得感的提出，正处于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为应

对多年来高速发展所积累下来的问题，中央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而

共享发展理念的根本目标就是要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6，23］。如何切实有效地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是全社会需要去思考的问题，学术界也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借助相关理论［16，24］，通过实证研究构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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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出了包括推动包容性发展、改善民生、实现公民政治权利等在内的部分获得感改进策略［6，19，25］。

现有研究虽然就获得感的提升策略进行了探索，但具体的获得感提升方案仍相对少见，且提出的方

案往往流于形式、观念陈旧、缺乏考证。在针对民众获得感钝化的研究中，研究者以马斯洛的需求层次

理论为理论基础提出了获得感改善四大措施（提升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确保实实在在地获得；打造平等

和谐的社会环境，保护相对公平感；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建立人民对未来的美好预期；培育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增强社会认同）［24］。虽然针对获得感钝化提出了改进措施，但该研究存在两个问题。首先，

随着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需求层次理论已经难以适应时代的发展而准确概括出人们的心理需求。心理

学家们也已经提出了诸多更适于新时代的理论来阐述现代人类的基本需求。其次，研究者通过公平感和

社会认同感来提升获得感的思路并未经过验证，理论基础薄弱。在学术界尚未就获得感定义达成共识，

获得感自身概念内涵界定不清，且在获得感测量工具缺乏科学性的背景下，研究者很难忽略上述问题，

提出切实有效的获得感提升策略。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从获得感的概念内涵界定、结构探索与测量及提升策略三个方面进行了研究，

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获得感是一个具有时代背景的新兴概念，现有研究推动了获得感从理论构想

到实际落地的进程，为促进发展改革成果更好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做出了贡献。但是获得感的现有研究仍

然存在内涵界定不清晰、测量工具科学性低、民众获得感改善方案缺乏等问题。在概念内涵界定方面，

现有研究始终未能形成统一准确的获得感定义，对获得感的结构划分也较为多样。与此同时现有的获得

感测量工具也存在科学性低等问题，导致研究结果难以相互比较且缺乏准确性，上述问题也最终导致了

学术界鲜有切实有效的获得感提升策略出现。随着获得感的心理属性逐渐被学界所关注，将心理学有关

概念和方法引入获得感研究，为改善获得感研究中存在的缺陷提供新的思路成为了解决获得感研究现存

问题的主要方向之一。

5  基于心理学视角的展望

获得感是一个强调客观获得的主观概念，现有的获得感研究存在内涵界定不清晰、测量工具科学性

低及民众获得感改善方案缺乏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部分研究尝试从心理学的角度探索和解决问

题的方法。获得感具有主观感受的部分，具备心理学属性。吕小康等人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出发，指出

了获得感的心理学属性，并将心理测量学中测量的两个基本要素：参照点和单位引入到获得感研究之中，

以时间节点和参照群体为参照分别从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的维度，结合 CSS 数据对中国社会整体上的获

得感进行了分析［26］。董洪杰等人在研究中也指出，获得感是一个具有心理内涵与时代特色的新生概念。

研究者为测量中国人的获得感，按照心理测量学有关步骤编制了信效度良好获得感量表，并据此提出了

中国人获得感的五维结构（包括获得体验、获得内容、获得环境、获得途径与获得分享）［5］。上述研

究将心理学的理论思想或方法与获得感研究进行了结合，为获得感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但现有研

究的心理学理论支撑依旧较为薄弱，同时获得感与幸福感、满意度等概念的关系仍需要基于心理学的视

角进行进一步探讨。

尽管存在一些不足，但心理学与获得感研究的结合具有良好广阔的研究前景。从现实情况来看，心

理学视域愈发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国务院将心理学确定为 18 个重点发展学科之一。党的十九大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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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要“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国家卫生健

康委、中央政法委、中宣部、教育部等十部委 2018 年联合印发的《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工

作方案》，更进一步肯定了心理学的社会价值。提升人民获得感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获得，心理上的获得

同样是当前社会背景下重要的一环。从研究方法和范式来看，科学心理学一直是遵循自然科学研究规范

而发展起来的，并主张通过大量的精密、严谨的实验研究，探讨人类心理和行为活动的规律。而这些是

当前获得感研究所前欠缺的。心理学与获得感在研究方面的结合尚处于起步阶段，尽管存在着理论支撑

薄弱，与幸福感、满意度概念区分模糊等问题，但随着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与深入，融合了心理学理论思

想与研究方法的获得感研究将为解决现有研究问题提供切实有效的解决方案。

心理学家们已经通过质性访谈、量表测评、观察、实验等方法，厘清了安全感、幸福感等心理现

象的认知机制，开发了一系列的测量工具，并在政治学、教育学和公共管理等领域取得丰富的成果。

从获得感的属性上来看，获得感同幸福感、安全感、满足感一样也应是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学术界亟

需站在心理学的视角，界定和测量获得感。具体而言，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对未来获得感的研究主

要有以下三点展望：第一，结合心理学有关理论，界定和解构获得感的内涵和外延，为获得感提供一

个准确且具有普适性的定义。获得感是一个强调客观获得的主观概念，“获得”是获得感产生的必要

条件，并且“获得”的对象包括客观物质和主观精神两个层面［27］。部分研究忽略了获得感的主观属性，

单纯以客观指标衡量获得感，显然是缺乏科学性和严谨性的。值得注意的是，未来研究通过心理学理

论思想构建获得感的内涵和外延时，同样不能只关注获得感的主观属性，要将客观获得融入进来进而

形成获得感的准确定义。同时，获得感产生于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背景之下，对于政策的解读同

样是构建获得感内涵与外延的关键之一。未来研究可在充分把握政策与时代背景的前提下，结合具体

的心理学理论，统合获得感的客观获得和主观感受，解释其内在的心理过程，最终构建出科学准确且

具有普适性的获得感定义。第二，以心理测量为基础，借鉴有关概念测量工具的开发路径，开发获得

感的科学测评工具。测量工具的开发是科学化考评获得感的重要基础。以往的获得感测量方式，有的

测量了客观获得而忽略了主观感受，有的则过分关注主观层面的测量而忽视了主体是否存在客观获 

得［27］。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获得感自身概念内涵不清晰，研究者们对获得感客观获得和主观感受

的关系把握不准确所导致的。未来研究在开发获得感测量工具时，首先，要明确获得感的概念内涵与

内在逻辑，同时对个体的客观获得和主观感受进行测量。其次，要严格依照心理测评量表的编制步骤，

编制出具有良好信效度的获得感量表。第三，在厘清获得感概念内涵，以及拥有科学的获得感测评工

具的基础上，开展实证研究，为切实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探索出切实有效的改进方案。李昊

婷在研究高校思政课获得感时提出获得感包括认知、情感和行为三个层面，并以此为基础揭示出其存

在一个由外到内，由理论到实践的内在心理过程，研究者基于上述结果提出了高校思政课获得感的提

升路径［17］。客观获得的提升不代表获得感的绝对提升，获得感提升路径的提出是建立在清晰的概念

界定和准确的测量数据的基础上的。研究者们在未来的研究中可将寻找获得感提升策略的研究与获得

感概念内涵界定及获得感测量的研究结合起来，在科学的理论体系支撑下寻找提升获得感的方法。同

时，要发挥心理学领域的特点，结合访谈，观察等质性研究手段，挖掘个体真实的“主观感受”，并

寻找出与之相对应的“客观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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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Sense of Gai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sychology: 
Difficulties and Expectation

Wang Zeran Dong Bo Wei Hongtao

Suz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llege of education, Suzhou

Abstract: The sense of gain is one of the core propositions concerned by the current party and the stat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research, it is found that the current academic re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the definition of the concept of sense of gain, structural exploration and measurement, and promotion 
strategies. Due to the lack of scientific theory and method guidance, the current sense of gain research has 
three shortcomings: unclear definition of concept connotation, low scientific measurement tools, and lack 
of public sense of gain improvement progra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sychology,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looks forward to the shortcomings in the research of sense of gain, and believes that the future 
research on sense of gain should combine psychological theory to clarify the concept and connotation of 
sense of gain, use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to accurately measure the sense of gain, and on this basis, 
put forward effective strategies to improve the sense of gain.
Key words: Perceived acquired; Perceived measurement; Psycholog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