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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全球化是产品、资本、服务和人员的跨境流动以及观念和规范跨境扩散的

历史进程ꎬ主要包括经济、政治、社会和人口四个维度ꎮ 对于西欧国民而言ꎬ经济全球化

带来了廉价产品和服务ꎬ但加剧了贫富分化和工作机会的流失ꎻ政治全球化提供了形式

多样的国际公共产品ꎬ同时产生少量的经济和生命成本ꎻ社会(文化)全球化既满足了欧

洲中心主义和文化优越感ꎬ又威胁到文化、经济和人身安全ꎻ人口全球化在降低生活成本

的同时ꎬ导致了严重的安全问题和巨额的社会福利支出ꎮ 总体上ꎬ全球化降低了西欧国

民的生活满意度ꎮ 基于 ２００２－２０１４ 年“欧洲社会调查”数据的跨层次回归分析以及稳健

性检测支持了本文的假设ꎬ即全球化在总体上降低了西欧国民的主观幸福感ꎬ其中经济

全球化、社会(文化)全球化和人口全球化与结果变量呈显著负相关关系ꎬ而政治全球化

则未能显著地增进他们的生活满意度ꎮ 此外ꎬ欧洲一体化既是全球化的重要动力ꎬ又是

针对全球化负外部性的保护带ꎬ因而显著提高了西欧国民的生活质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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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是人类社会正在经历的一个宏大的历史进程ꎬ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

化)和人口等多个维度ꎮ 它的主要特点是物资、资本、服务和人员的跨境流动以及观

念和规范的跨境扩散ꎮ 关于全球化的起源和成因ꎬ不同学科的学者们提供了不同的见

解ꎮ① 不过ꎬ学者们普遍认为ꎬ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来人类在通信、信息和运输等技术领

域突飞猛进的发展加速推进了全球化ꎮ② ２０ 世纪 ８０－９０ 年代是全球化的“黄金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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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ꎮ 在这个阶段ꎬ国家衰落论、全球国家论等唱衰民族－国家的理论一时甚嚣尘上ꎬ
蔚为大观ꎮ①

然而ꎬ进入新世纪之后ꎬ全球化的负外部性逐渐显露ꎬ并且似乎压倒了它所带来的

收益ꎮ 虽然不少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受益ꎬ但大量被边缘化的第三世界国家开

始公开抵制全球化ꎮ② 在发达工业化国家ꎬ全球化所导致的产业空心化和失业、贫富

高度分化以及移民、难民问题ꎬ激化了这些国家内部全球化受益群体与利益受损群体

之间的矛盾ꎬ对发达工业化国家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ꎮ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３ 日ꎬ
英国通过全民公决决定脱离欧盟ꎮ 同年ꎬ保守主义色彩极重的特朗普(Ｄｏｎａｌｄ Ｔｒｕｍｐ)
在美国大选中出人意料地击败建制派候选人希拉里(Ｈｉｌｌａｒｙ Ｃｌｉｎｔｏｎ)ꎬ当选第四十五

任总统ꎮ 在 ２０１７ 年 ４－５ 月的法国大选中ꎬ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领导人勒庞(Ｍａｒｉｎｅ
Ｌｅ Ｐａｎ)虽然未能最终赢得大选ꎬ但其支持率和影响力急剧上升ꎮ 这些现象都可以视

为发达工业化国家公民抗议和反对全球化的表现ꎮ
全球化的一个道德和政治初衷是通过在世界范围内推行市场经济来提高世界各

国人民的生活质量ꎮ 然而ꎬ反全球化潮流的涌现却似乎暗示了全球化的福利效用是负

的:它不是提高ꎬ而是降低了人们的生活满意度ꎬ这才导致了发达工业化国家公民用投

票和公决的方式来表达对全球化的强烈不满ꎮ 这个状况在西欧国家表现得尤为明显ꎮ
进入新世纪尤其是 ２００８ 年美国金融危机和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年欧债危机爆发以来ꎬ全球化

日益遭到西欧国民的抵制ꎬ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也有所减缓ꎬ极右翼政党在丹麦、法国和

奥地利等国的崛起以及英国退欧就是其中的标志性事件ꎮ
近代以来ꎬ西欧一直是引领人类现代政治文明发展方向的主要力量之一ꎮ 三十年

战争结束之后ꎬ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了民族－国家的合法性ꎬ并通过殖民扩张将这

个崭新的国家形式传播到全世界ꎮ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ꎬ为了实现持久和平ꎬ西欧

国家又启动了欧洲一体化进程ꎬ试图超越主权国家体系ꎬ后一种努力以 １９９１ 年«欧洲

联盟条约»的签署为标志而到达了一个高峰ꎮ 所以ꎬ西欧的政治发展无论是成功还是

受挫ꎬ都对地区乃至全人类政治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ꎬ因而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

意义ꎮ
以西欧为代表的发达工业化国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存在的一个显著区别ꎬ就是所

谓的政治“民主化”程度普遍较高ꎮ 按照梅斯奎塔(Ｂｒｕｃｅ Ｂｕｅｎｏ ｄｅ Ｍｅｓｑｕｉｔａ)等的选主

理论(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ｔｅ ｔｈｅｏｒｙ)ꎬ③在民主程度较高的政体中ꎬ选主的规模较大ꎬ相应的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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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胜联盟”(ｗｉｎｎｉｎｇ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的规模也较大ꎬ这就导致统治集团在内政外交中不得

不关注和尽可能满足支持者的利益诉求ꎮ 据此ꎬ近年来西方发达工业化国家出现的反

全球化现象是在全球化中利益受损的群体通过投票等政治参与形式向统治集团施加

影响产生的结果ꎮ 换言之ꎬ弱势群体对全球化下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发展不满意ꎬ所以

采取行动来捍卫自己的利益ꎮ 公民的“满意度”成为联结全球化和国内政治变化的中

间变量ꎮ 所以ꎬ西欧公民对全球化的评价ꎬ既是判断西欧国家未来政治发展的重要指

标ꎬ又是重塑全球化的关键ꎮ
本文旨在从理论上探讨全球化对西欧国家公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ꎬ并对由此产生

的理论假设进行经验检验ꎮ 本文的一个基本假设是全球化显著地削弱了西欧国民的

幸福感程度ꎮ 除导论之外ꎬ本文主要包括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提供了非常简要的文献

述评ꎬ通过对主观幸福感和全球化研究相关文献的回顾ꎬ突出本文选题的理论价值ꎻ第
二部分简要探讨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之间的关系ꎻ第三部分是理论建构ꎬ目的是演绎

出全球化不同维度作用于西欧国家公民幸福感的几个因果机制ꎬ并提出可供检验的理

论猜想ꎻ第四、五部分设计并实施了经验检验ꎻ结论部分总结全文ꎬ进一步探讨本文的

理论和政策意义ꎬ并提出若干下一步要回答的研究问题ꎮ

一　 主观幸福感与全球化:一个简要的文献述评

主观幸福感(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ꎬＳＷＢ)指人类积极的心理感受ꎮ 它至少包括三

个层次或维度ꎬ共同构成幸福科学研究(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ｓｔｕｄｙ)的主要因变量ꎮ 第一个层次

是通常所谓的“快乐”或“幸福”(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ꎬ主要指人的积极情感体验ꎬ在很大程度上

具有共时性ꎻ第二个层次是所谓的生活满意度(ｌｉｆｅ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ꎬ即个人对某个时间段

内自身生活状况的认知和评价ꎮ 从时间上看ꎬ这个概念显然是历时性的ꎮ 从内容上

看ꎬ它既重视情感ꎬ更强调认知ꎮ 生活质量(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则是第三个层次上的幸福

感ꎮ 如果说快乐和生活满意度只涉及人的内心感受ꎬ那么生活质量则是主观感受和客

观条件的综合ꎮ① 比如ꎬ一个收入水平低下的人可能会自我感觉很快乐ꎬ但这样的人

由于难以实现“财务自由”ꎬ所以总体的生活质量往往偏低ꎬ或者至少低于他自己所感

受到的水平ꎮ 幸福科学主要致力于前两个层次上人类幸福感的研究ꎮ 至于较为偏重

物质层面的生活质量研究ꎬ则是传统的福利经济学关注的主要内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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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本文中ꎬ除非特别说明ꎬ(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和生活质量三个词将交替使用ꎮ 这也是幸福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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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主观幸福感的经验研究集中于探讨 ＳＷＢ 的影响因素或机制ꎮ 从道德哲学的角

度看ꎬ人是衡量万物的尺度ꎮ 人类社会的一切物质产出、制度设计和文化设施ꎬ目的都

是为了让具体的人获得尽可能多的幸福感ꎮ 因此ꎬ也有学者指出ꎬ把 ＳＷＢ 称为“社会

科学的终极因变量”是恰如其分的ꎮ①

ＳＷＢ 是天然的跨学科领域ꎮ 心理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生物学家等都对该

领域的知识积累作出了重要的贡献ꎮ② 例如ꎬ在幸福科学中最具影响力的理论如攀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民俗 /文化(ｆｏｌｋｌｏｒｅ)和宜居性(ｌｉｖａｂｉｌｉｔｙ)等主要来自于社会学家和经济

学家的贡献ꎮ③ 相比之下ꎬ政治学家在这个研究领域却建树不多ꎮ 迄今为止ꎬ政治学

家对 ＳＷＢ 的探讨集中于少数几个影响因子及其变体ꎬ包括民主体制、社会资本、政治

行为者(如政党)ꎬ以及政府规模和质量ꎮ 也有政治学家反过来探讨 ＳＷＢ 对公共政策

的影响ꎬ比如税制选择ꎮ④

在政治学的学科光谱中ꎬ幸福感研究基本属于比较政治学和公共政策的范畴ꎬ来

自国际关系学者的贡献则几乎付之阙如ꎮ 就笔者有限的涉猎所及ꎬ２０１３ 年米勒(Ｓｔｅ￣

ｖｅｎ Ｍｉｌｌｅｒ)的一篇论文尤其值得关注ꎮ 在该文中ꎬ米勒测试了国际领土冲突对 ＳＷＢ
的影响ꎮ 他发现ꎬ主观幸福感受领土冲突的性质而非领土冲突有无的影响ꎬ但领土冲

突的性质却发挥了如下作用:在一场领土冲突中ꎬ冲突发起国的国民会激发出强烈的

民族自豪感ꎬＳＷＢ 会得到较大的提升ꎻ相比之下ꎬ冲突目标国的国民则会由于国家被

动受到攻击而深感沮丧ꎬ产生严重的不安全感ꎬ同时由于承担战争带来的税负而滋生

不满情绪ꎬ这些都会导致 ＳＷＢ 显著下降ꎮ⑤ 尼可洛娃(Ｍｉｌｅｎａ Ｎｉｋｏｌｏｖａ)和尼可拉夫

(Ｂｏｒｉｓ Ｎｉｋｏｌａｅｖ)则测试了 ２００７ 年欧盟东扩对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这两个新成员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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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幸福感的影响ꎮ 他们发现ꎬ上述影响在两个国家都是显著的ꎬ但在前者是积极的ꎬ而

在后者则是消极的ꎮ 对此的一个解释是ꎬ两国在 ２００７ 年入盟时ꎬ保加利亚人对于欧盟

的信任度已经增长了ꎬ但罗马尼亚人并非如此ꎮ 此外ꎬ ２００７ 年罗马尼亚激烈的选举斗

争也抵消了入盟本应产生的积极效应ꎮ①

如果说主观幸福感研究的半壁江山是研究环境、制度和文化等外部约束如何影响

ＳＷＢꎬ②那么国际关系因素和机制的更多介入就是题中应有之义ꎮ 本文的一个可能的

贡献就在于探讨全球化这个 ２０ 世纪后半叶以来日益重要的国际因素如何作用于西欧

国民的主观幸福感ꎮ 另一方面ꎬ新千年前后ꎬ全球化研究虽呈井喷之势ꎮ 但总体上看ꎬ

相关研究却很少讨论全球化如何作用于个人ꎮ 因此ꎬ在汗牛充栋的全球化文献中ꎬ关

于全球化如何作用于个人福利的研究却显得几乎微不足道ꎮ 屈指可数的几篇文献都

把因变量设置为若干物质性的个体福利ꎬ如人类发展指数、婴儿死亡率、儿童死亡率和

生命预期ꎮ③ 因此ꎬ本文的另一个可能的贡献则是尝试将幸福科学“嫁接”到全球化研

究ꎮ

二　 全球化与欧洲一体化

二战结束以来ꎬ西欧政治最引人注目的变化和特点莫过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ꎮ

因此ꎬ要研究全球化对西欧国民幸福感的影响ꎬ全球化与欧洲一体化的关系是首先要

厘清的问题ꎮ 关于两者的关系ꎬ学者们持不同的观点ꎬ并且集中于全球化的经济层面ꎮ

以科林海(Ｃｏｌｉｎ Ｈａｙ)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认为ꎬ二战后欧洲一体化的历史就是一

４９ 欧洲研究　 ２０１７ 年第 ６ 期　

①

②

③

Ｍｉｌｅｎａ Ｎｉｋｏｌｏｖａ ａｎｄ Ｂｏｒｉｓ Ｎｉｋｏｌａｅｖꎬ “Ｄｏｅｓ Ｊｏ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Ｕ Ｍａｋｅ Ｙｏｕ Ｈａｐｐｙ?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Ｂｕｌｇａｒｉａ ａｎｄ Ｒｏ￣
ｍａｎｉａ”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１８ꎬ Ｎｏ.６ꎬ ２０１６ꎬ ｐｐ.１５９３－１６２３. 此外ꎬ也有学者探讨国际经济关系与
ＳＷＢ 的关联性ꎬ参见 Ｏｚａｎ Ｅｋｓｉ ａｎｄ Ｎｅｓｌｉｈａｎ Ｋａｙａꎬ “Ｌｉｆｅ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Ｋｅｅｐｉｎｇ Ｕｐ ｗｉｔｈ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１８ꎬ Ｎｏ.１ꎬ ２０１６ꎬ ｐｐ.１９９－２２８ꎮ

Ｋｅｎｎｏｎ Ｓｈｅｌｄ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ｎｊａ Ｌｙｕｂｏｍｉｒｓｋｙꎬ “Ｃｈａｎｇｅ Ｙｏｕｒ Ａｃｔｉｏｎｓꎬ Ｎｏｔ Ｙｏｕｒ 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 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Ｔｅ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Ｍｏｄｅｌ”ꎬ ｉｎ Ａｍｉｔａｖａ Ｄｕｔｔ ａｎｄ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Ｒａｄｃｌｉｆｆ ｅｄｓ.ꎬ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ꎬ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
ｔｉｃｓ: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Ｍｕｌｔｉ－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ꎬ ｐｐ.２８５－２９８.

Ｍｉｎｇ－Ｃｈａｎｇ Ｔｓａｉꎬ “Ｄｏｅｓ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ｆｆｅｃｔ Ｈｕｍａｎ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ꎬ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Ｖｏｌ.８１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０７ꎬ ｐｐ.１０３－１２６ꎻ Ａｎｄｒｅａｓ Ｂｅｒｇｈ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ｓｅ Ｎｉｌｓｓｏｎꎬ “Ｇｏｏｄ ｆｏｒ Ｌｉｖ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ｉｆｅ Ｅｘｐｅｃｔａｎｃｙ”ꎬ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Ｖｏｌ.３８ꎬ Ｎｏ.９ꎬ ２０１０ꎬ ｐｐ.１１９１－１２０３ꎻ Ｎｉｓｈａ Ｍｕｋｈｅｒｊｅｅ ａｎｄ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Ｋｒｉｅｃｋｈａｕｓꎬ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３３ꎬ Ｎｏ.２ꎬ ２０１１ꎬ ｐｐ.
１５０－１７０.



部“去全球化”的历史ꎬ后发的一体化进程削弱了更早出现的全球化趋势ꎮ① 他考察了

１１ 个欧洲国家ꎬ发现除了芬兰以外ꎬ其他国家的国际贸易都是与邻国的贸易占支配地

位ꎮ 在外来直接投资领域ꎬ情况大致也是如此ꎮ② 西欧国家的经济政策选择在一定程

度上取决于它们的政治合法性追求ꎮ 欧洲一体化与全球化的关系与欧盟的合法性之

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ꎮ 在绝大多数欧洲人眼里ꎬ欧盟的合法性部分地归功于保护它们

免受全球化的消极影响ꎬ同时按照欧洲人自己的标准来塑造全球化ꎮ 所以ꎬ只要共同

体被认为还有能力管理好全球化ꎬ那么它就是合法的ꎮ③

另一派学者持相反的观点ꎬ认为两者的关系是一体化强化和辅助全球化ꎮ 对于全

球化而言ꎬ欧洲不仅是被动的作用对象ꎬ也是积极的创造者和推动者ꎮ 欧洲一体化启

动后不久ꎬ就开始对全世界施加影响ꎬ这在事实上推动了全球化进程ꎮ 首先ꎬ欧共体和

欧盟既是全球贸易自由和关贸总协定(ＧＡＴＴ)升级为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的积极推

手ꎬ又是国际金融规则的主要创立者ꎮ 其次ꎬ在金融服务、食品、化工和 ＩＴ 等诸多领

域ꎬ欧洲的规则和标准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应用ꎮ 欧盟或者一手包办ꎬ或者与美国

联手制定国际监督规则、行使监管权力ꎮ④ 欧盟本身就是全球化的“楷模”ꎬ是“有管理

的全球化”的践行者ꎬ它不是消极地适应全球化ꎬ而是试图积极地影响全球化ꎬ并在环

境、贸易和社会政策等诸多领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ꎮ⑤

相关学者的经验研究也支持了上述观点ꎮ 比如ꎬ针对欧洲国家专门制定政策来阻

碍全球化的观点ꎬ相关研究并没有找到有力的证据ꎮ 相反ꎬ在财政金融领域ꎬ全球化和

欧洲化共同解释了贸易联盟的密度以及薪资博弈变化区间的设定ꎮ 在资本市场ꎬ全球

化甚至压倒了一体化ꎬ因为“市场改革在欧盟国家之间与非欧盟之间发生的速度相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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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几”ꎮ 可以认为ꎬ在欧洲ꎬ一体化还不能抵消全球化的影响ꎮ① 列维－弗劳(Ｄａｖｉｄ Ｌｅ￣

ｖｉ－Ｆｒａｕ)的观点与此类似ꎮ② 他发现至少在电子通信这样的基础设施领域ꎬ欧洲国家

实施市场自由化的方式与全球化影响下的拉丁美洲和其他发达国家没有显著的区别ꎬ

也就是一体化并没有导致自由化ꎮ

根据以上分析ꎬ欧洲一体化并非简单地阻碍或者促进全球化ꎮ 即使欧盟行为的动

机是在世界范围内追求成员国的集团利益ꎬ我们也不能否认这种努力的一个客观效果

就是推动了全球化ꎮ 但是ꎬ如果全球化与集团利益相违背ꎬ欧盟或成员国就会优先考

虑地区或国别利益ꎬ不惜为全球化设置障碍ꎮ 欧洲既是全球化的先锋ꎬ在消除劳动力、

物资和资本(跨国)流动的障碍方面功不可没ꎬ又是针对全球化下的(经济)不确定性

和文化威胁所形成的保护带ꎮ③ 正如迈尔(Ｔｈｏｍａｓ Ｍｅｙｅｒ)所言ꎬ欧洲一体化这样的地

区主义既是全球化的表达方式ꎬ又是应对全球化挑战的一条路径:“地区虽然不是整

个世界ꎬ但大到足以在经济、生态和安全领域开展有效的跨国协调ꎻ地区往往整合那些

具备共同文化传统和历史的国家和社会ꎻ地区能够强大到在全球经济和政治事务中担

当有效的行为者ꎻ同时ꎬ正是通过区域合作ꎬ在所有政策领域不合作的损失与合作的收

益才能最直接地呈现出来” ꎮ④由于研究问题的导向不同ꎬ本文不针对欧洲一体化对

国民幸福感的影响提出假设ꎬ但预测它们的关系是显著正相关的ꎮ

三　 全球化与西欧国民的主观幸福感

全球化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ꎬ通常被认为包括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三个构

件ꎬ其中经济全球化指日益增长的资本、商品和服务的跨国界流动ꎮ 政治全球化涉及

国际关系层面的合作与扩张ꎬ比如加入国际组织、参与国际机制、缔结条约和在外国设

立使领馆等ꎮ 社会全球化涉及国家间非正式交流的程度ꎬ包括跨国旅游、国际传媒和

其他形式的信息交流ꎬ结果是一个国家的国民受到国际社会和其他国家盛行的状况、

思想、规范和文化的影响ꎮ⑤ 本文认为ꎬ全球化的另一个重要维度是人口的全球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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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人口的加速跨界流动或跨国移民ꎮ 移民的动机主要包括寻找

工作机会或寻求家庭团聚ꎬ也可能是逃避战争或自然灾害ꎮ 全球化的这几个维度虽然

各有侧重ꎬ但又相互联系ꎮ 例如ꎬ信息交流和文化互动的程度就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人

口跨境流动的影响ꎮ

全球化对西欧国民幸福感的影响是复杂的ꎮ 这种复杂性不仅体现在全球化诸维

度会施加不同的影响ꎬ而且在于同一维度的不同侧面也会产生不同的作用ꎮ

西欧国家都是先进的工业化国家ꎬ并且具有成熟的“民主”制度ꎮ 尽管德法等国

的社会福利制度与北欧国家区别很大ꎬ①但相对于美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ꎬ绝大部分

西欧国家都是高水平的“福利国家”ꎮ 对于西欧国民的主观福利而言ꎬ经济全球化施

加了相反的影响ꎮ 跨境贸易使得这些国民能够以较低的价格购买和享受来自经济发

展水平较低国家的产品和服务ꎮ 按照经济学的比较优势原理ꎬ在国际贸易领域ꎬ欠发

达国家往往具有自然和人力资源优势ꎬ能够以较低的成本生产初级产品和工业品ꎬ而

发达经济体的优势则是资本密集、高产品附加值和高劳动生产率ꎬ所以通常出口技术

含量较高的工业品ꎮ

全球化对西欧国民生活质量的副作用也很显著ꎬ其中最深刻的负面影响是日益严

重的贫富分化ꎮ 虽然收入和财富不平等贯穿整个人类历史ꎬ②但全球化无疑加剧了这

一状况ꎮ③ 全球化影响收入差距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改变收入和其他要素价格ꎬ

借此改变市场收入分配ꎻ二是影响政治决定(比如设定最低工资标准)ꎬ引导政府改变

税收制度和公共支出结构ꎬ影响可支配收入的分配ꎮ④比如ꎬ根据斯托尔帕－塞缪尔森

模型(Ｓｔｏｌｐｅｒ－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 ｍｏｄｅｌ)ꎬ在经济跨国开放的前提下ꎬ一个国家会从本国相对充

足的资源禀赋中获益ꎬ而从相对稀缺的资源禀赋中遭受损失ꎮ 生产要素通常分为劳动

力和资本ꎬ以及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ꎮ 发达国家的资本和高技术劳动力相对

充足ꎬ收入会向少数人倾斜ꎬ扩大不平等ꎻ相反ꎬ在欠发达国家ꎬ低技能劳动力是充足的

生产要素ꎬ贸易会使他们增加收入ꎬ降低不平等ꎮ 有不少学者质疑这个模型ꎬ但是后继

７９　 全球化对西欧国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２００２－２０１４ 年)

①

②

③
④

Ｇｏｓｔａ Ｅｓｐｉｎｇ－Ａｎｄｅｒｓｅｎꎬ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Ｗｏｒｌｄｓ ｏｆ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ꎬ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ꎬ ＮＪ: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０ꎬ ｐｐ.８－３４.

[美]沃尔特谢德尔:“强大的均平机:暴力与贫富不均的全球史”ꎬ«欧洲研究»２０１６ 年第 ６ 期ꎬ第 １３６－
１５０ 页ꎮ

刘明礼:“西方国家‘反全球化’现象透析”ꎬ«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ꎬ第 ３３－３４ 页ꎮ
Ｆｌｏｒｉａｎ Ｄｏｒｎ ｅｔ ａｌ.ꎬ“Ｇｌｏｂｌａ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ｃｏｍｅ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ꎬ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 ０５６ꎬ Ｆｅｌｌｏｗｓｈｉｐ Ｉｎｉｔｉａ￣

ｔｉｖｅꎬ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ｔｏ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Ｍａｒｋｅｔｓ”ꎬ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７ꎬ ｐｐ.１－４８.



的很多研究发现资源禀赋与经济不平等之间确实存在正相关关系ꎮ① 从经验上看ꎬ皮
凯蒂(Ｔｈｏｍａｓ Ｐｉｋｅｔｔｙ)研究了 １８ 世纪以来全球的财富数据ꎬ发现工资收入增长持续低

于资本盈利增长ꎬ结果就是财富分配严重不平等ꎮ② 进入新千年以来ꎬ贫富分化日益

严重ꎮ③ 随着资本流动性的增强ꎬ劳动力的相对优势削弱ꎬ资本收益率与经济增长率

的差距不断拉大ꎮ④ 贫富差距加剧也是发达工业化国家的中下层收入群体“反全球

化”的根本原因ꎮ⑤

全球化的另一个重要消极影响是失业ꎮ 西欧国家工作机会流失有多重原因ꎮ 资

本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导致本国工作机会大量流失ꎮ 由于欧洲国家人力成本高、监
管力度大ꎬ导致资本收益率相对较低ꎮ 相比之下ꎬ欠发达国家则人均收入水平低、制度

建设相对落后ꎮ 出于发展的需要ꎬ这些国家往往给国际资本提供特别优惠如税收减免

等ꎬ以鼓励外来直接和间接投资ꎮ 这就为发达国家资本外流提供了强大的激励ꎮ 与此

同时ꎬ虽然技术创新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ꎬ但在全球化影响下ꎬ跨国技术转移也会让欠

发达国家受益ꎮ 加剧的进口竞争也会激励资本对新技术领域投资ꎬ加速技术转移ꎬ结
果显著减少了对低技能工作岗位的需求ꎮ⑥ 资本是经济体的“血液”ꎮ 以离岸生产和

技术含量的生产外包等形式的出现资本抽逃会导致投资下降、就业机会减少ꎬ其直接

的政策结果就是降低了发达国家低技能工人的工资水平和谈判能力ꎮ⑦ 此外ꎬ新兴经

济体发展迅猛ꎬ产业升级加快ꎬ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半导体、制药和信息技术等产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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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势逐渐缩小ꎬ也使就业机会不断流失ꎬ反过来加剧了不同阶层的收入差距ꎮ ２０１０

年欧洲货币危机更加剧了失业问题ꎮ① 经济全球化对西欧国民福利的总体影响取决

于廉价产品和服务所产生的正效应与贫富分化和就业机会流失所导致的负效应之间

的对比ꎮ 幸福科学的经验研究令人信服地验证了不平等和失业对于个人幸福感所产

生的强大负效应ꎮ② 人类社会的一个特质就是人际比较ꎬ而收入水平既是人际比较的

一个重要指标ꎬ又是阶级划分的标准ꎮ 弱势群体时常被痛苦、焦躁、压抑、担忧和孤立

无助的情绪所困扰ꎬ进而严重影响身心健康和预期寿命ꎮ 基于日本和英国较近的证据

表明ꎬ一个社会的收入分配对于群体心理－社会福利产生着显著的影响ꎬ较大的不平

等严重地损害了公众的社会心理健康ꎮ③ 就业收入则不仅是个人生存的基本来源ꎬ也

是个人存在感和自尊的基石ꎮ 冯希夫(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ｖｏｎ Ｓｃｈｅｖｅ)等发现ꎬ一个人在经历

失业的过程中ꎬ会更多地感到悲伤和忧虑ꎬ较少地感受到幸福ꎮ 失业不仅会降低生活

满意度ꎬ而且失业者即使重新就业ꎬ也无法再回到失业之前的幸福水平ꎮ④ 对于在业

者和失业者而言ꎬ欠发达国家的廉价商品所带来的愉悦程度应该是有区别的:前者是

自由选择的结果ꎬ后者则很可能是由于无法支付价格更高的国产或者来自其他发达国

家的商品ꎮ 鉴于此ꎬ本文假设如下:

(Ｈ１)经济全球化导致西欧国民生活满意度下降ꎮ

全球化虽然首先表现为经济现象和过程ꎬ但同时也是一种政治安排ꎮ 经济全球化

９９　 全球化对西欧国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２００２－２０１４ 年)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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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全球化的结果ꎮ① 全球市场有着强大的制度基础ꎬ“商品、服务和

人员得以自由流动的堤坝是由国际体系的设计师制造并调节的”ꎮ 西欧国家就是全

球化主要的设计师之一ꎮ② 不过ꎬ政治全球化对 ＳＷＢ 的影响是间接的ꎬ但总体上可以

认定为积极的ꎮ 无论是缔结条约、建立使领馆、参与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制定ꎬ还是参

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行动ꎬ它们对本国公民主要的效用在于提供了形式多样的国际

公共产品ꎮ 例如ꎬ使领馆的建立会为本国公民到驻在国旅游、访学和交流提供巨大的

便利ꎮ 而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这样的国际组织ꎬ则增强了工业化发达国

家的凝聚力ꎬ共同应对发展中国家的挑战ꎬ捍卫现存的国际经济秩序ꎬ结果也会让本国

国民受益ꎮ 当然ꎬ政治全球化在产生收益的同时ꎬ也制造了成本ꎮ 比如ꎬ建立和维持使

领馆需要财政投入ꎻ参与联合国或北约的维和行动不仅需要出钱出力ꎬ而且本国维和

人员很可能因公殉职ꎬ导致人员和财产的损失ꎬ这些都是公共财政的负担ꎮ 但是ꎬ相对

于政治全球化带来的收益ꎬ它所产生的成本是较小的ꎮ 所以ꎬ本文的第二个假设是:

(Ｈ２)政治全球化导致西欧国民生活满意度上升ꎮ

社会全球化有着厚重的文化内涵ꎮ 在当代世界的跨文化接触中ꎬ发达工业化国家占

据显著的优势地位ꎮ 由于收入水平的优势以及通信技术和交通手段提供的便利性ꎬ西欧

国民有更多的机会走出国门、环游世界ꎮ 虽然二战之后西欧丧失了世界政治的霸权地

位ꎬ但现代世界是由西欧国家按照自己的形象缔造的ꎮ 源于西欧的商业文化和商业品牌

风行全世界ꎮ 美国文化也是西欧文化在新大陆的变体ꎮ 在世界范围内通行的思想、规范

和文化也打上了深深的欧洲印记ꎬ这会让欧洲国民形成文化优越感和自豪感ꎮ

全球化在传播西欧价值观念和信仰体系的同时ꎬ也给西欧带来思想和观念上的冲

击ꎮ 例如ꎬ全球化被恐怖主义者视为传播西方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邪恶力量ꎬ必须

予以终结ꎮ 对于某些非西方的社会而言ꎬ全球化被认为挑战或破坏了传统的社会结构

和核心价值ꎬ引发了个体强烈的不安全感ꎮ 国际恐怖主义既是对西方文化和观念在世

界范围内制造的不安全感的回应ꎬ又反过来在西方社会制造了强烈的不安全感ꎬ引发

了一系列的反全球化现象:强化国家边界、国内政治极端化、民粹主义蔓延、反移民和

难民流入等ꎮ③

所以ꎬ全球化产生了上述两种相反的主观福利效果ꎮ 如果说前一种效应满足的是

个人自尊和优越感的需求ꎬ后一种效应则威胁到人们的安全ꎮ 如果说前者是“得”ꎬ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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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ｌｏｒｉａｎ Ｄｏｒｎ ｅｔ ａｌ.ꎬ“Ｇｌｏｂｌａ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ｃｏｍｅ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ꎬ ｐｐ.１－４８.
Ｗａｄｅ Ｊａｃｏｂｙ ａｎｄ Ｓｏｐｈｉｅ Ｍｅｕｎｉｅｒꎬ“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ｉｎ Ｍｉｃｈｅｌｌｅ Ｅｇａｎ ｅｔ ａｌ. ｅｄｓ.ꎬ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ｇｅｎｄａｓ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Ｓｔａｌ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ｌｅｐｈａｎｔꎬ ｐｐ.３６０－３６２.
曾向红:“全球化、逆全球化与恐怖主义新浪潮”ꎬ«外交评论»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ꎬ第 １３１－１３２、１５０－１５５ 页ꎮ



后者则是“失”ꎮ 按照卡尼曼(Ｄａｎｉｅｌ Ｋａｈｎｅｍａｎ)等的“前景理论”ꎬ①个人在作判断和

选择时会受到“禀赋效应”(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的强烈影响ꎬ即“失”所导致的成本会压

倒“得”所带来的收益ꎮ 基于这个考虑ꎬ本文的第三个假设是:

(Ｈ３)社会全球化导致西欧国民生活满意度下降ꎮ

人口流动是全球化的重要构件ꎬ被有些学者称为全球化的第三波浪潮ꎮ② 欧洲作

为发达经济体都是外来移民的净流入地ꎬ这个过程从 １９５０ 年代持续至今ꎬ只是在

１９７０ 年代初被石油危机短暂打断ꎮ 冷战终结以及欧盟扩大ꎬ进一步加速了移民的迁

入ꎮ③ 根据欧洲统计局提供的数据ꎬ２０１３ 年欧盟 ２８ 国外来移民至少达到 ３４０ 万人(净

流入 ６０ 万人) ꎬ其中来自非欧盟成员国的有 １４０ 万人ꎬ在德国、英国等国移民数量更

是分别达到 ６９.２７ 万人和 ５２.６ 万人ꎬ具有非本国公民身份的比例分别达到 ８７.６％和

８５.５％ꎬ而来自于非欧盟成员国的移民数量也超过 ４０％ꎮ④

从冷战结束后到 ２００８ 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ꎬ西欧国家在支持成员国之间移民和

不得不接受大量难民涌入的同时ꎬ对于来自第三世界的常规移民施加日益严厉的限

制ꎮ 例如ꎬ法国政府通过颁布«帕斯格瓦法案»强调“法国不再是一个移民国家”ꎬ为了

防止境内更多的跨境移民延长居留时间ꎬ拒绝为跨境移民发放长期的居留许可证ꎬ这

使得跨境移民及其子女很难在法国获得 １０ 年期的居留证ꎮ⑤ ２００８ 年以来ꎬ美国金融

危机和随后蔓延开来的欧债危机打击了欧盟和欧元区ꎬ减缓了一体化的步伐ꎬ此后爆

发的叙利亚内战造成的难民涌入进一步加剧了移民危机ꎮ 欧洲政治日益民粹化和两

极化ꎮ 经济衰退和政治冲突导致法国国民阵线、希腊“金色黎明”等右翼政党政治影

响力迅速上升ꎮ

西欧国家政府对移民政策的改变ꎬ主要基于两点考虑:一是移民问题“安全化”ꎮ

二战结束以来ꎬ移民在欧洲始终被视为国家安全的威胁ꎬ其危险性在政策文件、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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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ꎬ西欧虽然是移民的净流入地ꎬ但移民流出的绝对量并不小ꎮ 比如ꎬ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间ꎬ德

国每年对外移民约 ６０ 万ꎬ约为总人口的 ０.８％ꎬ其中绝大多数为没有德国国籍的外国人ꎬ德国公民所占的比例很
低ꎮ 在 １９９１－２０１２ 年间ꎬ外国人从德国移民出去的比例为 ９％ꎬ而德国人占比为 ０.１５％ꎮ 参见 Ｍａｒｃｅｌ Ｅｒｌｉｎｇｈａｇｅｎ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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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话以及媒体和公众中被反复地建构和放大ꎻ①二是移民流入所导致的巨额社会福利

支出ꎮ 在全球化时代ꎬ发达国家的福利和经济安全吸引着经济衰败国家的公民ꎮ 移民

潮带来的社会支出不断增加以及新移民与本土居民之间的持续冲突正侵蚀着福利国

家的政治和经济基础ꎮ 在非法移民和难民潮问题日益严重的情况下ꎬ社会支出的不断

增加使得欧洲各国本已捉襟见肘的公共财政不堪重负ꎮ 如德国 ２０１６ 年社会支出占国

内生产总值的 ２５.３％ꎬ大大高于 ＯＥＣＤ 国家的平均值ꎬ而这并不包括用于难民的费

用ꎮ②

移民所导致的社会治安问题和政府支出急剧增长也使本土居民产生强烈不满ꎬ引

发对政府移民政策的严重质疑ꎬ成为欧洲政治极右翼思想泛滥的温床ꎮ③ 不仅如此ꎬ

以中东穆斯林为主的外来移民具有不同的文化、族性和语言背景ꎬ短期内难以适应和

认同目的地国的文化ꎬ很容易激发文化矛盾ꎮ 人口比例的变化影响到主体民族由来已

久的欧洲中心主义和文化优越感ꎬ加剧了他们对移民的敌对和排斥态度ꎮ 早在 ２０００

年ꎬ对移民持消极态度的欧洲人占到 ３８％ꎬ而在此前的 １９９９ 年ꎬ这一指标为 ２６％ꎬ１９９２

年仅为 １５％ꎮ④ 有学者甚至认为ꎬ外来移民是导致美国和欧洲从全球化的支持者转为

反对派的一个重要原因ꎮ 英国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３ 日退欧公投的最直接动因就是民众对

移民的恐惧ꎮ⑤

由于地缘关系ꎬ中东和北非国家是欧洲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和难民的主要来源

地ꎮ 鉴于西欧国家人口增长率多年来持续走低ꎬ移民为欧洲国家提供了紧缺的劳动

力ꎮ 由于移民的教育水平和文化素质普遍比欧洲国民低下ꎬ他们往往从事原住民所不

愿意从事的技术含量和收入水平较低的工作ꎬ沦为事实上的无产阶级ꎮ⑥ 这些工作对

于经济的运转不可或缺ꎬ但附加值和劳动力价格都比较低ꎬ所以间接地降低了欧洲国

民的生活成本ꎮ 但是ꎬ至少从短期来看ꎬ人口全球化所带来的这个主要收益显然远远

低于它所产生的政治和经济成本ꎬ所以ꎬ本文的第四个假设是:

(Ｈ４)人口全球化导致西欧国民生活满意度下降ꎮ

进入新世纪以来ꎬ全球化在欧美民众心目中的形象不断负面化ꎬ“反全球化”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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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嚣尘上ꎬ让发达国家的对外政策备受压力ꎬ政治上发生了严重的分化:“从华沙到华

盛顿ꎬ左和右的政治分野正变得越来越不重要ꎬ取而代之的是开放还是封闭那些

超越了传统党派界限的问题正在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欢迎移民还是把他们拒之门

外? 开放贸易还是保护本国工业? 拥抱还是抵制文化变革?” ①可见ꎬ西欧民众对全

球化负面影响的忧虑已经压倒了对全球化积极效应的计算ꎮ 据此ꎬ本文假设全球化四

个主要维度中的三个———经济、社会和人口———都对欧洲国民的生活满意度产生了消

极影响ꎬ同时假设包括人口全球化在内的全球化综合影响也是消极的:

(Ｈ５)全球化导致西欧国民生活满意度下降ꎮ

四　 数据与方法

本文的分析单元是个人 /年ꎬ统计样本中的西欧包括除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

以外的十八个欧洲国家: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冰岛、爱尔兰、

意大利、卢森堡、荷兰、挪威、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瑞士和英国ꎮ 统计分析使用的数据

覆盖个人 /微观和国家 /宏观两个层次ꎬ其中微观层次的变量都取自“欧洲社会调查”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ꎬＥＳＳ)ꎮ 自 ２００２ 年起ꎬ该调查每两年进行一次ꎬ至本文完成之

际ꎬ已经发布了六轮调查数据ꎮ 本文的经验研究覆盖 ２００２ 年、２００４ 年、２００６ 年、２００８

年、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４ 年七个年份ꎮ

(一)因变量

统计分析的因变量是生活满意度( ｌｉｆｅ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ꎬ这是一个微观层次的定距变

量ꎮ 在 ＥＳＳ 中ꎬ被调查者要回答的问题是:“总体上ꎬ你对这段时间自己的生活有多满

意?”答案共分十一个刻度ꎬ从“很不满意”(０)到“很满意”(１０)ꎮ 分值越高ꎬ表明个人

的生活满意度越高ꎮ 在本文观察期内ꎬ西欧国民的平均生活满意度见图 １ꎮ

图 １ 显示ꎬ２００２－２０１４ 年间ꎬ西欧十八国国民生活满意度的平均值是 ７.５ꎬ其中最

小值为葡萄牙的 ５.７ꎬ最大值为丹麦的 ８.５ꎮ 绝大部分国家的数值都大于 ７.０ꎬ倒数后三

位中除了葡萄牙外ꎬ还包括希腊和法国ꎬ二者都低于 ６.５ꎬ分别为 ６.１ 和 ６.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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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西欧国民生活满意度(２００２－２０１４ 年)

数据来源:ＥＳＳ 网站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ｓｏｃｉ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ｏｒｇ / ｄａｔａ / ꎬ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访问ꎮ

(二)自变量

经验研究的自变量是宏观 /国家层次变量ꎬ共五个ꎬ分别为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

化、社会全球化、人口全球化以及全球化指数ꎬ后者是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和社会

全球化的权重加权平均数ꎬ三者所占的比重分别为 ３６％、２７％和 ３７％ꎮ 这四个全球化

指标的值域是 ０ 到 １００ꎬ分值越高ꎬ表明全球化的程度越高ꎮ 具体而言ꎬ经济全球化被

度量为贸易、外来直接投资、投资组合和向外国人支付的收入占 ＧＤＰ 的比重ꎻ政治全

球化被度量为外国使领馆数、加入国际组织数、参与联合国安理会行动数以及国际条

约数的加权指数ꎻ社会全球化综合了电话通讯量、国际旅游、人均国际邮件、国际迁移

等二级指标ꎬ它们都取自加斯顿(Ｎｏｅｌ Ｇａｓｔｏｎ)和马滕斯(Ｐｉｍ Ｍａｒｔｅｎｓ)所设计的 ＫＯＦ

全球化指数ꎮ①该数据的时间起点是 １９７０ 年ꎬ在本文完成时已经更新到 ２０１４ 年ꎮ 它

在全球化经验研究中得到比较普遍的应用ꎮ②人口全球化的测量以 ２０００ 年新接收的

移民为基点ꎬ每一万人口中外国移民的人数ꎬ其中移民数据和总人口数据分别来源于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国际移民数据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和世界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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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集并发布的«世界发展指标»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ꎮ①人口全球化和其他

维度全球化的度量方式不相同ꎬ所以并不匹配ꎬ而且前者相对而言较为粗糙ꎮ 这是下

一步解读统计分析结果时必须注意的问题ꎮ 尽管如此ꎬ这个指标基本符合我们对于人

口全球化的定义ꎮ 而且ꎬ它与 ＫＯＦ 数据中全球化的经济、政治、社会三个维度以及综

合指数的皮尔森系数都很低ꎬ分别为－０.０３４６、－０.０９７８、０.２１８２ 和 ０.０２３５ꎬ所以不存在

多重线性关系ꎬ不会干扰统计分析的结果ꎮ

(三)控制变量

微观 /个人层次上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年龄的平方、教育水平、宗教信仰、

财务状况、身体状况以及对欧洲一体化的评价ꎮ

性别是一个二分变量ꎬ包括“男” (１)和“女” (２)ꎮ 幸福科学的经验研究普遍表

明ꎬ女性由于承担的社会责任和期待比男性小ꎬ所以承受的压力也较小ꎮ 此外ꎬ女性由

于性别的原因比男性更倾向于通过感情冲动来宣泄消极情绪ꎬ所以幸福程度更高ꎮ②

所以期待这个指标与结果变量呈显著正相关关系ꎮ 年龄对 ＳＷＢ 的影响则被反复发现

是非线性的:人们在年轻时由于承受的经济和社会压力较大ꎬ幸福感较小ꎬ而随着年龄

的增长ꎬ逐渐功成名就ꎬ或者适应性增加ꎬ幸福感也相应增强ꎮ③为此ꎬ我们控制了年龄

和年龄的平方两个变量ꎬ估计它们与生活满意度分别呈负的和正的相关关系ꎮ

此外ꎬ教育程度被度量为“全职教育”的年数ꎮ 不少学者发现ꎬ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

越可能掌握机会和资源ꎬ相应地也更开明、更适应社会生活ꎬ生活满意度也更高ꎮ④宗教

信仰则为人们提供了精神寄托ꎬ可以抗拒现实生活的风险和不如意ꎬ提高幸福感ꎮ⑤ 本

文把在 ＥＳＳ 中报告自己“属于某个宗教或教派”的被调查者度量为有宗教信仰ꎮ 经济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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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直接影响物质甚至精神需求的满足ꎬ但在群体 /国家层次上却存在着“伊斯特林悖论”

(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ｓ Ｐａｒａｄｏｘ)ꎬ①即在人均收入到达一定水平之后ꎬ经济增长不再显著地增进主

观幸福感ꎮ 但对于个人而言ꎬ良好的经济状况是幸福的基础ꎮ②泰(Ｌｏｕｉｓ Ｔａｙ)等的研究

也表明ꎬ债务既直接地降低人的幸福感ꎬ又通过加剧对经济状况的忧虑来间接地降低生

活满意度ꎮ③ ＥＳＳ 中关于财务状况的问题是“你觉得自己最近的收入状况如何?”ꎬ答案则

有四个选择ꎬ分别是“情况很好”(１)、“勉强够用”(２)、“不够用”(３)和“很困难”(４)ꎮ

它显然是一个定距变量ꎮ 本文将这一变量乘以－１ꎬ以便于阐释ꎮ

与此同时ꎬ人的身体状况与精神状况也存在紧密的联系ꎮ 比如ꎬ一型和二型糖尿

病患者的 ＳＷＢ 显著低于普通人ꎮ 即使控制了经济－社会地位、人口学状况、患病时

间、体脂率、糖尿病并发症的数量以及抑郁等因素ꎬ这个结果也很稳定ꎮ④糖尿病这样

的疾病会直接影响人的健康感受ꎬ而身体感受消极的人很难保持良好的心态ꎬ⑤所以

本文推测主观健康状况与 ＳＷＢ 的关系是正相关的ꎮ 在 ＥＳＳ 中ꎬ被调查者要对自己的

总体健康状况作出评价ꎬ从“很好”(１)到“很差”(５)ꎬ共五个刻度ꎮ 为了便于阐释ꎬ本

文也将这一变量乘以－１ꎮ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ꎬ它为人提供物质和精神上的庇护

和安慰ꎮ 无论是正式的婚姻关系ꎬ还是稳定、持久的非婚姻两性关系ꎬ都被发现显著有

益于人的身心健康ꎬ或者甚至是幸福最重要的来源ꎮ⑥在 ＥＳＳ 中ꎬ如果被调查者对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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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中的一个作出了肯定回答ꎬ就被认定为处于婚姻状态ꎮ 这两个问题是:“你的合

法婚姻状况如何?”和“你曾经选择同居而不结婚吗?”ꎮ

此外ꎬ欧洲一体化是欧洲人政治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ꎮ 一体化的进程深刻地

影响到欧洲国民的日常生活ꎬ所以ꎬ本文预测对欧洲一体化的未来持积极态度的人生

活质量会更高ꎮ 这也是一个定距变量ꎬ是对“欧洲一体化需要进一步深化ꎬ还是已经

走得太远”这个问题的回答ꎬ答案为从“已经走得太远” (１)到“需要进一步加强”
(１０)ꎮ

本文的计量模型也控制了若干宏观 /国家层次变量ꎬ具体而言包括人均 ＧＤＰ、通

货膨胀率、失业率和欧洲一体化等ꎮ 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一个基本指标就是人

均 ＧＤＰꎮ 国家发展程度越高ꎬ就有更多的资源为公民提供更多福利ꎬ从而提高他们的

生活满意度ꎮ① 通货膨胀率上升意味着货币购买力和生活水平下降ꎬ很容易激起人们

的负面情绪ꎮ②就业则既是满足生存需要的手段ꎬ又是个人社会存在和成就感的基础ꎮ

反过来说ꎬ失业会严重影响生活质量ꎮ③这三个指标的数据都取自«世界发展指标»ꎮ④

本文把宏观层次的欧洲一体化设定为具体年份与 １９５１ 年的差ꎮ 欧洲一体化的制

度起点是 １９５１ 年建立的欧洲煤钢联营ꎬ此后虽然不断有波折ꎬ但一体化始终在不断深

化ꎮ 这个设定有其合理性:它既模拟了政治组织 /实体的组织 /行为能力ꎬ又代表其合

法性ꎬ因为两者都需要时间来成长和发育ꎮ 所以ꎬ在国家建设(ｓｔａｔ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研究中ꎬ
学者们比较经常地使用这一变量以及它的平方来度量制度、组织或政治实体的能力与

合法性ꎮ⑤欧洲一体化是以组织形式展开的ꎬ可以认为基本适用于这个逻辑ꎮ 尽管瑞

士、冰岛等是非欧盟成员国ꎬ但也会受到一体化的影响ꎮ 实际上ꎬ欧盟数据中心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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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量一体化进程的更精确的 Ｅ－２８ 指标ꎬ包括单一市场、协同性(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ｉｔｙ)、对称性

(ｓｙｍｍｅｔｒｙ)等次级指标以及加总而成的综合指标ꎮ①然而ꎬ该指标却不是年度的ꎬ迄今

为止只包含 １９９９ 年和 ２０１２ 年两年ꎮ 由于本文的分析时间是 ２００２－２０１４ 年ꎬ使用该数

据很可能导致较大的偏差ꎬ所以不予采用ꎮ

西欧国家都是福利国家ꎮ 福利国家的主要功能是为老人、穷人、失业者和单亲家

庭等弱势群体提供必要的经济保障ꎬ以帮助他们规避残酷的市场竞争带来的风险ꎬ因

此是幸福感的一个重要来源ꎮ②按照艾斯平－安德森(Ｇｏｓｔａ Ｅｓｐｉｎｇ－Ａｎｄｅｒｓｅｎ)被广为接

受的观点ꎬ福利国家分为自由主义(以英国及其前殖民地为代表)、保守主义(以法国、

德国、奥地利为主)和社会民主主义(以北欧国家为代表)三种类型ꎬ③其中社会民主主

义福利国家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全套保障ꎬ相对于鼓励参与市场竞争的英美和重

视工作绩效的德国ꎬ北欧国民所面临的压力最小ꎬ所以估计幸福感也更强ꎮ④

对于多层次横截面时间序列数据ꎬ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采取了不同的回归分析方

法ꎮ 英格尔哈特(Ｒｏｎａｌｄ Ｉｎｇｌｅｈｅａｒｔ)等使用的是最小二乘回归( 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ｌｅａｓｔ ｓｑｕａｒｅｓ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ꎬＯＬＳ)和层级线性模型(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ｌｉｎｅａｒ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ꎬＨＬＭ)ꎮ⑤ 有学者选择普

通的有序 ｐｒｏｂｉｔ / ｌｏｇｉｔ 模型ꎮ⑥还有学者选择 Ｈｕｂｅｒ－Ｗｈｉｔｅ 稳健标准差模型或多层次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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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模型ꎮ①

生活满意度这个结果变量是个有序等距变量ꎬ从 ０ 到 １０ 共有 １１ 个刻度ꎬ所以可

以采用普通最小二乘回归ꎬ而不是使用回归结果难以直接解释的有序 ｌｏｇｉｔ / ｐｒｏｂｉｔ 模

型ꎮ② 另一方面ꎬ本文统计模型纳入的变量是嵌套的ꎬ包括个人和国家两个层次ꎮ 一

国之内的个人通常会比不同国家的个人具有更多的相似性ꎮ 这样的数据结构违反了

回归分析的观察独立性原则ꎬ影响到结果变量的方差ꎮ 鉴于此ꎬ本文采用多层次回归

模型来控制个体的国别性ꎮ③该回归在 ＳＴＡＴＡ 中的命令是 ｘｔｍｉｘｅｄꎮ

五　 经验发现与分析

本文的统计分析设置了两组多层次回归模型ꎬ两者的区别在于控制变量略有不

同ꎮ 具体而言ꎬ第二组模型控制了“对欧洲一体化的评价”这个微观变量ꎬ而第一组则

没有ꎮ 原因在于:这个微观变量只在 ＥＳＳ 的第二、四、七次调查中使用过ꎬ而其他微观

变量则出现在全部七轮调查中ꎮ 如果在回归模型中纳入该变量ꎬ数据会减少约 ５０％ꎬ

严重削弱了经验发现的外部有效性ꎮ 但是ꎬ这个变量对于衡量欧洲一体化对西欧国民

主观福利感的影响又至关重要ꎬ所以ꎬ本文根据是否纳入这个变量设置了两组回归模

型ꎬ既控制了这个至关重要的控制变量ꎬ又可以观察这个变量对模型整体拟合能力和

对自变量作用的影响ꎮ 由于这个差异ꎬ第一组模型的观察数从 １８８１５８ 到 ２０５９４９ 不

等ꎬ而第二组模型的观察数总体上则从 １２６８５４ 到 １２８８３４ 不等ꎮ

表 １ 和表 ２ 显示了多层次回归分析的结果ꎮ 两张表格各包括 ７ 个模型ꎬ其中模型

１－４ 分别控制了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社会全球化和人口全球化四个自变量ꎮ 模

型 ５ 同时纳入这四个变量ꎮ 模型 ６ 和模型 ７ 则分别控制由经济、政治和社会全球化加

总而成的全球化综合指数以及综合指数和人口全球化ꎮ

９０１　 全球化对西欧国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２００２－２０１４ 年)

①

②

③

Ｓｕｚａｎｎｅ Ｃｏｓｈｏｗ ａｎｄ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Ｒａｄｃｌｉｆｆꎬ“Ｌａｂｏｒ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ｉｎ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ｔａｔｅｓ”ꎬ ｉｎ
Ａｍｉｔａｖａ Ｄｕｔｔ ａｎｄ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Ｒａｄｃｌｉｆｆ ｅｄｓ.ꎬ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ꎬ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Ｍｕｌｔｉ－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ꎬ
ｐｐ.２８９－２９１ꎻ Ｅｌｉｎａ Ｋｅｓｔｉｌä－Ｋｅｋｋｏｎｅｎ ａｎｄ Ｐｅｔｅｒ Ｓöｄｅｒｌｕｎｄꎬ“Ｉｓ Ｉｔ Ａｌｌ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ｃｒｏｓｓ Ｅｕｒｏｐｅꎬ ２００２－２０１３”ꎬ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 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ꎬ Ｖｏｌ.５２ꎬ
Ｎｏ.１ꎬ ２０１７ꎬ ｐｐ.１１２－１１３.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Ｃｏｎｒｏｙ－Ｋｒｕｔｚ ａｎｄ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Ｋｅｒｒꎬ“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ｔｔｉｎｇｓ: Ｅｖｉ￣
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ａ Ｐａｎｅｌ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Ｕｇａｎｄａ”ꎬ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ꎬ Ｖｏｌ.６８ꎬ Ｎｏ.３ꎬ ２０１５ꎬ ｐｐ.５９３－６０６.

类似模型选择参见 Ｓｔｅｖｅｎ Ｍｉｌｌｅｒꎬ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ａ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Ｖｏｌ.５０ꎬ Ｎｏ.６ꎬ ２０１３ꎬ ｐ.６８５ꎮ 虽然该文的数据是横截面数据ꎬ但作者认为这个回归模型也适用于
横截面时间序列数据ꎬ参见 Ｓｏｐｈｉａ Ｒａｂｅ－Ｈｅｓｋｅｔｈ ａｎｄ Ａｎｄｅｒｓ Ｓｋｒｏｎｄａｌꎬ 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Ｕｓｉｎｇ
Ｓｔａｔａ(Ｓｅｃｏ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ꎬ Ａｕｓｔｉｎꎬ ＴＸ: Ｓｔａｔａ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８ꎬ ｐｐ.６２－６６ꎬ １８６－１９６ꎮ



０１１ 欧洲研究　 ２０１７ 年第 ６ 期　



１１１　 全球化对西欧国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２００２－２０１４ 年)



２１１ 欧洲研究　 ２０１７ 年第 ６ 期　



３１１　 全球化对西欧国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２００２－２０１４ 年)



　 　 对比两个表格发现ꎬ是否纳入“对欧洲一体化”这个微观层次变量虽然导致了两

组模型外部有效性的差异ꎬ但对于自变量作用于结果变量的显著性和方向都没有影

响ꎮ 鉴于此ꎬ本节的说明和阐释以表 ２ 为主ꎮ 在模型 １－７ 中ꎬ经济全球化、社会全球

化、人口全球化和全球化综合指数都显著降低了欧洲国民的幸福感ꎬ唯一例外的是政

治全球化变量ꎮ 以表 ２ 为例ꎬ在模型 ２ 中ꎬ它的系数为－０.０１６６ꎬ在 ５％水平下显著ꎬ但

是在模型 ５ 中的系数变成了 ０ ００５８１ꎬ丧失了显著性ꎮ 也就是说ꎬ在控制了全球化的

其他三个维度的情况下ꎬ政治全球化的影响由负转正ꎮ 就自变量的影响而言ꎬ对比表

１ 和表 ２ 还可以发现一个基本事实ꎬ那就是在表 ２ 中ꎬ自变量的绝对值略大于表 ３ꎮ 例

如ꎬ同样是模型 ５ꎬ自变量系数的绝对值在表 ２ 中比在表 １ 中大ꎬ经济全球化的系数是

０.０３３６ 对 ０.０２２４ꎮ 根据包括四个自变量的模型 ５ 这个主模型ꎬ五个假设中的四个都获

得了经验支持ꎮ 具体而言ꎬ模型 ５ 证实了 Ｈ１(经济全球化导致西欧国民生活满意度下

降)、Ｈ３(社会全球化导致西欧国民生活满意度下降)、Ｈ４(人口全球化导致西欧国民

主观幸福感下降)ꎬ但证伪了 Ｈ２(政治全球化导致西欧国民生活满意度上升)ꎮ 尽管

人口全球化的衡量方式与全球化的其他维度不同ꎬ但在模型 ７ 中ꎬ人口全球化和全球

化综合指数的系数都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ꎬ并且数值都是同向的负值ꎬ即－０.０２２ 和－

０ ０３１ꎬ故可认定为 Ｈ５ 提供了支持ꎬ即全球化总体上削弱了西欧人的幸福感ꎮ

从自变量的影响大小来看ꎬ经济全球化最强(在模型 ７ 中的值是－０.０３３６)ꎬ其次

是人口全球化 ( － ０. ０２３９)ꎬ再次是社会全球化 ( － ０. ０１２１)ꎬ最后是政治全球化

(０ ００５８１)ꎬ尽管其作用在控制了全球化兄弟变量的模型 ７ 中不显著ꎮ 这个序贯排列

也符合我们的直觉:经济安全是最基本的价值ꎬ其次才是移民所带来的经济竞争和文

化冲突ꎻ相较于政治全球化ꎬ社会全球化更贴近欧洲普通国民的生活ꎬ所以对幸福感造

成的冲击也更大ꎮ

在控制变量中ꎬ最值得关注的是关于欧洲一体化的两个指标ꎬ即微观层次的“对

欧洲一体化的评价”以及宏观层次的“欧洲一体化的进程”ꎮ 相比几个关于全球化的

自变量ꎬ在 ９ 个模型中ꎬ这两个变量的影响都显著并且正相关ꎮ 换言之ꎬ欧洲一体化显

著提高了欧洲国民的生活满意度ꎮ 而且ꎬ这两个变量的实质影响在诸模型中也相对稳

定ꎮ 以表 ２ 为例ꎬ“对欧洲一体化的评价”这个变量在七个模型中影响的均值约为

０ ０４６４ꎻ至于“欧洲一体化进程”ꎬ其实际影响的波动略大一些ꎬ均值大约为 ０.０２５ꎮ 这

两条证据支持了欧洲一体化制度的社会安全阀功能ꎮ 在西欧国民对全球化不满程度

普遍上升的同时ꎬ欧盟为他们提供了显著的幸福感来源ꎮ 这个发现应该说较多地支持

了关于全球化与欧洲一体化关系的第一种理论ꎬ那就是两者很可能存在相互矛盾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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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ꎮ

微观层次上的其他控制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在显著性、方向和数值上都相对稳

定ꎬ根据表 ２ꎬ性别、年龄、年龄平方、教育程度、宗教信仰、财务状况、健康状况和婚姻

状况变量都产生了显著的影响ꎮ 而且ꎬ除了教育程度之外ꎬ其他变量的作用都符合预

期的方向ꎮ 比如ꎬ年轻人往往对生活不满意ꎬ而老年人则享受更高的生活质量ꎮ 然而ꎬ

系统教育年限却与幸福感成反比ꎬ这是一条反直觉的经验证据ꎮ 通常认为ꎬ教育程度

与人们的社会地位、职业成就基本成正比ꎮ 这样的人更有机会成为社会的精英ꎬ所以

对生活的满意程度也会相对较高ꎮ 然而ꎬ我们的经验发现更接近于较早时期一些学者

对美国人幸福水平的研究ꎬ那就是教育程度与 ＳＷＢ 的关系可能并不显著或者即使是

显著的ꎬ其作用也是负面的ꎮ 这些学者提供的解释是ꎬ教育可能只会对 ＳＷＢ 产生间接

的影响ꎮ 具体而言ꎬ教育有助于人们朝着既定的目标不断进步ꎬ或者适应环境的变化ꎬ

但同时又会提高人们的期待ꎮ①正是由于教育程度较高者对个人成就和社会发展的期

望更高ꎬ如果与教育程度较低者一样都处于失业状态ꎬ那么他们的挫折感会比后者强

得多ꎮ②

本文在宏观层次上也控制了若干其他变量ꎮ 一方面ꎬ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扬、失业

率上升都令生活质量显著地下降ꎮ 另一方面ꎬ在北欧的高福利国家ꎬ国民的幸福感显

著更强ꎮ 度量国家发展程度的人均 ＧＤＰ 这个指标虽然也符合预期ꎬ积极地作用于幸

福感ꎬ但是它的作用并不显著ꎮ 这个结果并不出人意料ꎮ 原因可能在于:虽然西欧十

八国之间的人均 ＧＤＰ 差异很大ꎬ在统计样本中ꎬ最低 １６６３８ 美元ꎬ最高 ４７０７９ 美元ꎬ但

它们都达到或超过了中上等发展水平ꎮ 按照“伊斯特林悖论”ꎬ一个国家在人均收入

达到约 １２０００ 美元后ꎬ它对生活质量的边际影响就急剧下降ꎬ所以ꎬ表 １、表 ２ 中不显

著的结果ꎬ可以视为对“伊斯特林悖论”的支持ꎮ

此外ꎬ本文还对上述两组模型进行了稳健性检测( ｒｏｂｕｓｔｎｅｓｓ)ꎮ 具体的操作办法

是用幸福感(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这个结果变量替代生活满意度ꎮ 这个指标的数据也取自 ＥＳＳꎬ

原问题是“总体上ꎬ你认为自己有多幸福?”ꎬ答案为从“很不幸福” (０)到“很幸福”

(１０)ꎮ 通常认为ꎬ幸福感是即时的ꎬ是情感反应(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ｅｃｔｓ)ꎻ生活满意度则是历

时的ꎬ是由情感性和认知性共同主导的评价ꎮ 检测结果表明ꎬ无论就自变量还是控制

变量而言ꎬ回归模型运行的结果与使用生活满意度的模型高度相似ꎬ表明至少就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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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变量这个稳健性检测手段而言ꎬ本文的经验发现是相对可靠的ꎮ 检测结果同时也

说明ꎬ对于西欧国民而言ꎬ幸福感与生活质量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区别ꎮ

六　 结论

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到现在ꎬ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经历了大起大落ꎮ 如果说民意是

政治和公共政策的基础ꎬ那么近些年全球化在发达工业化国家遭遇挫折的一个直接原

因就是国民对全球化的评价逐渐转为消极ꎬ这种情绪又经过“民主”制度以公共政策

的形式表达出来ꎮ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ꎬ近年来极右势力在欧洲的兴起以及普通国民

强烈的反移民情绪并不是偶然的ꎬ而是长期酝酿的民意在政治上的反映ꎮ 在这一地区

出现的反全球化浪潮表明ꎬ全球化对西欧国民主观福利的总体影响是消极的ꎮ 它带走

了工作机会ꎬ带来了经济竞争和文明冲突ꎬ导致了人们文化上的挫折感和精神上的失

落ꎬ威胁到西欧人的文化、经济甚至人身安全ꎬ显著地降低了西欧人的生活质量ꎮ

本文的发现体现了主观福利研究的独特价值ꎬ那就是它超越了从人的选择来倒推

个体偏好的传统研究路径ꎬ直接面对人的内心世界ꎮ 政治经济学家长期以来回避主观

幸福问题ꎬ主要的理由是 ＳＷＢ 难以准确捕捉和度量以及在群体 /社会间不具备可比

性ꎮ 他们转而将注意力集中到客观福利ꎬ比如人均 ＧＤＰ、人均住房面积、受教育程度

等相对容易观察和测量的指标ꎮ 学者们假定人的幸福感与客观福利的实现成正比ꎬ所

以ꎬ如果客观福利值高ꎬ那么个人的幸福感也就比较强ꎮ 实验和临床心理学近三十多

年来的发展表明ꎬＳＷＢ 数据是有效的ꎬ尽管不能完全排除干扰因素ꎬ但大体上反映了

个人真实的效用或内心感受ꎻＳＷＢ 也是可靠和一贯的ꎬ从长时段来看也相对稳定ꎻ而

且ꎬ只要采取恰当的度量方式ꎬＳＷＢ 在人际间和国家间也是可比的ꎮ① “伊斯特林悖

论”的提出则从经验上质疑了传统政治经济学家以选择倒推偏好的路径ꎮ 伊斯特林

(Ｒｏｎａｌｄ 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ｅ)通过对 １９４６－１９７０ 年间包括美国在内的 １９ 个国家的权威问卷调

查的分析发现ꎬ虽然二战结束以来发达工业化国家的人均 ＧＤＰ 和收入持续增长ꎬ但人

们的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却没有随之显著提高ꎮ②在 ２００９ 年的经验研究中ꎬ伊斯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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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把分析样本扩大到包括 １１ 个发达国家、９ 个发展中国家和 １１ 个转型国家在内的共

３７ 个国家ꎬ最终得出了相似的结论:收入增长和幸福感在短期内呈现正相关关系ꎬ原
因是宏观经济条件的影响ꎻ但是ꎬ从长期来看ꎬ两者并不存在相关性ꎮ①“伊斯特林悖

论”的理论和政策启示在于ꎬ既然物质福利与主观幸福感不是始终呈线性正相关关

系ꎬ那么就有必要将两者区别对待ꎮ
全球化的确给西欧国民带来了更多的生活便利和物质享受ꎮ 同时ꎬ随着全球化的

不断推进ꎬ其内生的弊病也不断暴露出来ꎬ日益威胁到西欧国民在经济、政治、文化和

安全领域的既得利益ꎬ从而引致了普遍的反感ꎮ 欧洲国民对全球化的负面心态体现了

他们在全球化背景下强烈的失落感ꎮ 对于西欧的政治家来说ꎬ如何提振民众对全球化

的信心是一个重要的使命ꎮ 如果说建立大同世界是全球化的终极目的ꎬ那么实现“可
掌控”的全球化则是当务之急ꎮ 过去二十多年ꎬ全球化进程出现了很大的偏差ꎬ主要

表现为少数人从中受益而多数人利益受损ꎬ以及穷者越穷、富者越富的“马太效应”ꎮ
对于有着深厚社会主义传统的欧洲国家来说ꎬ这些偏差是难以接受的ꎮ 如何充分发挥

全球化的积极作用同时尽可能回避其消极影响ꎬ这是全球化能否在欧洲继续深入推进

的关键ꎮ
西欧国民对全球化的失望凸显出欧盟的重要性ꎮ 尽管全球化与地区一体化有着

相互促进的一面ꎬ但是ꎬ地区一体化毕竟为西欧提供了一道应对和规避全球化风险的

防火墙ꎮ 近几年欧洲一体化进程遭遇到不同程度的挫折ꎬ尤其是 ２０１６ 年的英国公投

退欧ꎬ对欧盟是一次巨大的打击ꎮ 实际上ꎬ一体化过程中的这些曲折ꎬ恰恰是成员国国

民对欧盟应对全球化、难民潮等负外部性不力的一种反应ꎮ 从这个角度来看ꎬ一体化

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欧洲如何处理全球化所导致的一

系列负外部性ꎮ 可以认为ꎬ无论政治制度和文化背景如何ꎬ政治的终极决定力量还是

人心ꎮ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ꎬ虽然技术变革是当今世界全球化一个主要的外生刺激因

素ꎬ②但全球化的未来走向似乎并不取决于技术进步本身ꎬ而是取决于人们的认识和

评价ꎬ这就使得全球化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成为一个具备较强理论和政策意义的论

题ꎮ
本文在性质上是经验研究ꎮ 由于因变量数据的时间跨度是 ２００２－２０１４ 年ꎬ本文

的论证相应地聚焦在进入新千年之后ꎮ 这让本文至少在形式上具有较强的“数据驱

动”性ꎮ 前文曾论及ꎬ从时间上看ꎬ全球化负外部性的显现主要是进入新千年之后ꎬ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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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探讨也以此为背景ꎬ故而应在审慎解读本文立论的同时ꎬ注意其时间上的外部有

效性问题ꎮ 而且ꎬ鉴于本文对人口全球化的度量较为粗糙ꎬ与对全球化其他维度的操

作并不匹配ꎬ因此需要更精细、更系统的数据来比对本文的经验发现ꎮ 同时ꎬ本文在方

法论上还有一个不足ꎬ那就是尽管本文的数据结构是横截面时间序列ꎬ但在分层次回

归分析中并没有考虑时间因素ꎮ 作出这种保守选择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如前所

述ꎬ幸福科学领域代表性的学者在处理类似数据时ꎬ并没有考虑时间因素ꎻ二是克雷夫

特(Ｉｔａ Ｋｒｅｆｔ)和德里夫(Ｊａｎ Ｄｅ Ｌｅｅｕｗ)等在多层次分析领域声名卓著的学者在处理

这种数据时ꎬ也没有作相应的时间序列分析ꎮ①尽管如此ꎬ有学者已经对方法论上的这

个不足表示了合理的质疑ꎬ并提出了技术上改进的途径ꎬ②应该说这为 ＳＷＢ 经验研究

指明了一个值得努力的方向ꎮ

此外ꎬ由于数据和研究设计的限制ꎬ本文既无法展示新千年之前尤其是 ２０ 世纪

８０－９０ 年代全球化高歌猛进时期欧洲国民的幸福程度ꎬ也无法揭示全球化的影响从积

极转向消极的拐点和轨迹ꎮ 例如ꎬ从二战结束直到石油危机爆发之前ꎬ西欧国家出于

经济重建的目的ꎬ对外来劳动力产生了旺盛的需求ꎬ实行很宽松的移民和福利政策ꎬ同

时不断地扩大移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ꎬ吸引主要来自前殖民地的劳工ꎮ 从石油

危机到冷战结束ꎬ由于经济下滑导致就业机会减少ꎬ社会福利支出增加ꎬ西欧国家开始

限制移民ꎬ压制他们的公民和社会权利ꎬ但仍然鼓励家庭团聚ꎮ 可以推想ꎬ从二战结束

到冷战结束期间ꎬ人口全球化对西欧公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很可能是积极的ꎮ 这些都

是下一步的研究要回答的问题ꎮ 除此之外ꎬ我们还可以探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国民幸

福感与全球化的关系ꎬ比如美国、中国、拉丁美洲、东南亚、南亚、中东、撒哈拉以南非洲

等ꎮ 下一步也可以比较发达工业化国家(如 ＯＥＣＤ 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国民对这一问

题的回答是否存在着系统性差异ꎮ 鉴于全球化至少包括经济、政治、社会、人口四种内

涵ꎬ而主观幸福感由家庭、经济状况、事业等多个维度组成ꎬ那么不同维度的全球化如

何影响幸福感的不同内涵则是更具政策研究价值的议题ꎮ 同样有意义的是反向的研

究:既然民意是公共政策和政治的基础ꎬ那么民意至少间接地会影响到全球化的进程ꎬ

为此ꎬ我们也有必要思考 ＳＷＢ 在中长期是如何作用于全球化的ꎮ

(作者简介:卢凌宇ꎬ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ꎻ责任编辑:宋晓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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