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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國國人人滿滿意意什什麼麼擔擔心心什什麼麼

　　連日有關北京政府若干部門阻撓香港記者採訪京奧活動之事，令香港市民無分政治立
場咸感不安；當局的一些動作，不僅有違京奧期間自由採訪的承諾之嫌，粗暴對待記者的
行為被拍入鏡頭公諸於世，更對國家形象不利。筆者估計此非中國領導人原意，但各級辦
事人員尤其公安，在中央下達「不容有失」的如山軍令絕對要求之下，寧枉勿縱乃是十分
自然的事。過猶不及未能掌握分寸，始終是欠缺「軟實力」的社會最易犯的毛病。記者拍
攝群眾購票輕微混亂場面已遭如此對待，若奧運舉行期間北京不幸發生較為嚴重的政治事
件，香港記者能否安全行使採訪自由，豈非更無保證？

　　言歸正傳，續談昨日未及介紹的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re）有關零
八年中國大陸人民的社會心態調查結果。這項中國研究，是該中心今年在全球各地二十四
個國家展開的研究的一部分；今年的研究，則是又一個已經進行了六年的全球追蹤研究的
一部分。零二年及去年，所涉及的國家和地區，更多至四十七個。今年在中國做的部分，
用了三周時間，以十六種最常用方言訪問了三千二百餘位十八歲以上成年人，誤差度是百
分之二。

　　先講人民對國家的滿意度，分兩方面來看：國家的發展方向、總體的經濟狀況。對這
兩方面，中國人民的滿意度分別是百分之八十六和百分之八十二，高居二十四個研究對象
國家之首，拋離第二位的澳大利亞二十五和十三個百分點。（相比之下，美國人對自己國
家這兩個方面的滿意度為百分之二十三和百分之二十，南韓則更低至百分之十三和百分之
十，排在倒數第二！）從二○○二年起，中國人對國家的這兩個滿意度逐年穩步上升，六
年之間總共升了三十多個百分點。大家記得胡、溫於零二年的十六大開過之後才上台，故
這三十多點滿意度的增加，確實反映胡、溫管治手段成功之處。

　　其次，是人民對自己生活的滿意度，分三方面看，分別是家庭生活、職業、收入。對
家庭生活尚覺滿意和十分滿意的，合共百分之八十一；對職業方面滿意的，合共百分之六
十四。這兩方面的結果；幾乎和零二年的數字一樣，無大變化。至於收入方面，則尚稱滿
意和十分滿意的，合共百分之五十八，比六年前略增七個百分點。中國這三方面的得分，
都和發展水平相若的國家差不多，中規中矩。這一組結果六年進展一般，和前一組比較，
差別很大。如何解釋中國人對自身情況改善認為不大，對國家卻十分滿意且愈來愈滿意，
似乎是國情研究專家深入探討的好題材。（特區政府如能掌握其中奧秘，必將受用無
窮！）　　這組較為一般的結果，是與半個世紀以來西方不少類似的研究脗合的。上世紀
六十年代，美國著名社會心理學家Hadley	 Cantril做了一個經典研究，在十四個國家（包括
東西方、共產主義資本主義、窮國富國）發了問卷，目的是找出影響人們快樂程度（或對
生活滿意程度）的因素。Cantril的問卷不設選項而要求調查對象自己寫出這些因素。結果
十分意外：無論是什麼國家的人，大致上都依次認為個人收入、家庭關係、健康狀況、職
業是否有趣等幾個十分個人的因素，對個人快樂程度影響最大；至於國家或世界大事、社
會制度、自由民主權利等，並不怎麼影響大多數人生活中的美滿程度而甚少人提及。（絕
大多數民眾不是范仲淹式的精英！）其後，發展經濟學大師Richard	 Easterlin更從眾多實
證研究中總結出一條規律：當一個國家經濟達到基本溫飽之後，一般人民的平均主觀快樂
程度不因國民經濟進一步富裕而有所提升（此即為有名的Easterlin悖論）。更詳細一點
說，他的調查研究顯示，在同一時間裏，富人一般比窮人快樂；但同一個在基本溫飽線以
上的人，其財富隨時間而增加之後，快樂程度並無明顯改變，亦是事實；此二結果表面上
看，彼此相悖。按此理論，六年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約八成左右，但自身的快樂程度只
有輕微增加，還算合理。（在零七年皮尤研究的四十七個國家當中，中國人的平均主觀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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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程度排在中間的第二十九位，亦在研究者意料之中。）　　除了對國家和對自身之外，
中國人怎樣看待各種社會問題呢？皮尤研究顯示，中國人今年最擔心的問題依次為：通脹
（96％）、貧富懸殊（89％）、官員貪腐（78％）、空氣污染（74％）、失業率
（68％）、水污染（66％）、商人貪腐（61％）、犯罪率（61％）、勞動條件
（56％）、商品質量（55％）、退休保障（53％）、醫療（51％）、食物安全（51％）
等等。對經常留意國內新聞的人而言，這組結果和一般印象是相符的。

　　還有一組結果，卻很值得國人留意。被問及什麼是決定個人成就高低的主因之時，六
成二的國內調查對象認為外在因素是決定性的，個人努力作用微小；更令人意外的是，愈
富裕的人當中，持這種觀點的比率愈高。在去年的四十七個調查對象國家中，中國人認為
個人因素是成功主要因素的比率比較低，排在第四十位。處於榜首的兩國，是美國和加拿
大；在那裏，約百分之六十五的調查對象認為個人因素才是決定性的。這個分別，筆者認
為是整個研究中最堪玩味者。

　　皮尤研究很全面，筆者只能選出小部分內容作簡單介紹；想多了解國情的讀者，不妨
上網找出文件通讀精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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