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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全国 14 个省市不同类别人口进行了健康满意度社会调查，调查结果显示：第

一，我国国民对健康满意度处于较低水平，“非常满意”和“满意”之和为 59.3%；对个人未来健

康期望度较高，为 70.5%。与社会发展的其他指标满意度比较，对“我国人口健康”满意度在社

会发展的 19 项指标中，排在第 18 位。满意度最低的是对“我国人口素质”，排在第 19 位。第二，

健康满意度越高，对社会和生活的满意度也越高。第三，国民对体育活动开展的满意率远远低于

对体育与健康的期望率，多数国民对我国体育活动的开展情况处于不满意或模糊的状态，而对体

育的期望值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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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carrying out a social investigation on the degree of satisfaction with health of different types of popu-

lation in 14 cities and provinces in China, the authors revealed the following findings: 1) the degree of satisfaction 

with health of citizens in China is at a low level - the percentage of “Very Satisfied” and “Satisfied” is 59.3%; the 

degree of satisfaction with expectation for individual health in the future is 70.5%, which is relatively high; com-

pared with the degree of satisfaction with other indexes for social development, the degree of satisfaction  with 

“Health of Population in China” is listed the eighteenth in 19 indexes for social development, the second place 

backward; the lowest degree of satisfaction is “Quality of Population in China”, listed the nineteenth; 2) the higher 

the satisfaction degree, the higher degree of satisfaction with the society and life; 3) the citizens’ rate of satisfac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activities is much lower than the rate of their expectation for sport and health;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activities in China, most of the citizens are in a dissatisfied or unclear state, while the 

value of their expectation for sport is very 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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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是社会进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一

个重要标志。追求健康不仅是个人的目标，也是一种

重要的社会目标。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确

立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的价值观。“1989 年世界卫

生组织进一步深化了健康概念，认为健康应包括躯体

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和道德健康”[1]。这就

是说，健康不仅属于医学范畴，而且属于心理和社会

范畴。“健康”是一个关于人的生命存在的身体性的稳

定性的文化概念，对其界定为“身体的良好状态”，包

括体质良好、功能良好、心理良好；健康的重要特征

是人体的正常功能活动[2]。本文根据研究需要主要从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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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的 3 个主要维度(即躯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

进行健康满意度研究。 

 

1  研究方法 

1.1  问卷的设计 

参 照 世 界 卫 生 组 织 生 存 质 量 测 定 量 表

(WHOQOL-100)，于 2007 年 5 月完成了问卷调查。经

过实验性填写和修订，问卷内容包括：(1)基本情况(包

括年龄、性别、健康状况等与研究相关的 14 项指标)；

(2)对健康满意度(包括对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

应满意程度和其他有关身体健康满意程度等 21 项指

标)；(3)对社会进步和生活满意度(包括对社会、经济、

生活、环境满意程度等 19 项指标)；(4)参加体育活动

情况(包括体育锻炼对健康影响，体育活动的开展，对

全民健身工作满意程度，锻炼的时间、次数等 19 项指

标)。共 73 个问题(指标)的调查问卷。 

1.2  问卷调查的抽样 

问卷调查采用社会学分层随机抽样的理论和方

法，于 2007 年 4 月至 8 月从全国抽取样本。抽样方法：

(1)区域分布：本抽样框按照我国现行行政区域东、中、

西部划分为 3 大区域，然后按照各区域省市总数，按

1︰2 的比例随机抽取天津、上海、浙江、山东、河北、

辽宁、河南、湖南、江西、山西、甘肃、新疆、广西、

内蒙 14 省市自治区作为调查样本。(2)各省市(样本)抽

取人数的比例：根据第 5 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基本

按照各省人数的 1/(5×105 )的比例抽取。(3)第 5 次全国

人口普查数据表明，男女性别比例(以女性为 100，男

性对女性的比例)为 106.74，因此，在选择样本时遇偶

数时则男女比例为 1︰1，遇奇数时则男性比女性多 1

名。(4)第 5 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目前祖国大陆

城镇人口与乡村人口的比例为 1︰2，因此，在确定城

乡人口样本比例时，城乡比例为 1︰2。而据天津市第

5 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天津市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

720.53 万，占总人口的 71.99%；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

280.35 万人，占总人口的 28.01%。因此将直辖市的城

乡人口比例确定为 2︰1。样本基本情况见表 1。

 

                                      表 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人 

性别  学历 居住地 年龄/
岁 男 女 总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学 硕士 博士 总数 城市 城镇 农村 总数

<18 
19~35 
36~49 
>50 

127 
230 
173 
 90 

116 
207 
176 
74 

243 
437 
349 
164 

28 
17 
15 
35 

75 
37 
66 
57 

123
 75
 94
 32

 17
235
153
 37

 0 
71 
17 
 2 

0 
2 
4 
1 

243 
437 
349 
164 

 72 
130 
125 
 50 

 52 
108 
 78 
 24 

119 
200 
146 
 90 

243 
437 
349 
164 

合计 620 573 1 193 95 235 324 442 90 7 1 193 377 262 555 1 193

职业 
年龄/

岁 工人 农民 服务业 专业
公务
员 

高级
管理 

自由
职业 

个体户 学生 其他 总数 

<18 
19~35 
36~49 
>50 

 2 
24 
47 
32 

 7 
39 
58 
41 

 5 
32 
31 
 6 

 3 
89 
80 
23 

 1 
44 
50 
19 

 1 
 8 
18 
 6 

 0 
15 
23 
10 

 0 
17 
20 
11 

224 
 84 
  9 
  2 

 0 
85 
13 
14 

243 
437 
349 
164 

合计 75 145 74 195 114 33 48 48 319 112 1 193
 

发放问卷 1 200 份，回收问卷 1 200 份，有效问卷

1 193 份，有效回收率 99.5%。 

1.3  问卷的信度与效度 

问卷信度采用“测验-再测验”的方法，即第一

次填表 7 d 后，再次填表，将两次填表结果进行统计

处理，相关系数为 0.88。采用特尔斐法对问卷进行效

度检验，100%的专家认为问卷的内容效度和结构效度

有效。问卷回收率 99.2 %，有效率 95.98%，能满足社

会学问卷调查的要求。采用 SPSS10.0 统计软件对问卷

进行统计处理。 

 

2  结果与分析 

2.1  我国国民对健康满意度 

1)对身体健康满意度。 

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国民对自己身体健康满意度

表现出如下特点：总体对身体健康满意度不高，对自

己身体状况“非常满意”和“满意”为 11%和 44%。

对自己身体状况“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为 7.9%

和 1.1%。按照这个比例，我国对自己身体健康状况不

满意的绝对人口数可达到约 1.17 亿。再加上对自己身

体状况满意度“一般”的 36%的人口，我国几乎一半

人口对自己身体状况持消极态度。这一结果只是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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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感觉，如果用科学的标准测试，要远远高于这

个结果。因为健康的科学标准要高于人们心目中“没

病就是健康”的标准。在身体健康中，对自己的体型

不满意的(包括“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占的比

例最高，为 16.6%，不满意的为 11.1%。 

2)对心理健康满意度。 

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国民对自己心理健康满意度

表现出如下特点：总体对心理健康满意度不高，各项

指标的“非常满意”和“满意”之和都在 50%左右；

“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之和在 12%左右。按照

这个比例，我国有约 1.6 亿左右人口对自己精神健康

状况不满意，再加上满意度“一般”的 38%左右的人

口，我国超过一半人口对自己精神健康持消极态度。 

在心理健康中，对自己处理焦虑能力的满意度最

低，“非常满意”仅 6.8%；对自己的睡眠状况不满意(包

括“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最高，为 18.5%。与

身体健康满意度相比，国民对心理健康满意度略低于

对身体健康满意度。 

3)对社会适应满意度。 

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国民对自己社会适应(社会性

健康)满意度表现出如下特点：与对身体健康和心理健

康相比，对社会性健康满意度最高。其中，与家人关

系的满意度最高，“从家庭得到的支持”和“与家人的

关系愉快”2 项指标的“非常满意”和“满意”之和

都达到 70%~80%。对人际关系的满意度也较高，“对

自己的人际关系”和“自己在朋友那里得到支持”2

项指标的“非常满意”和“满意”之和在 60%以上。

对自己社会适应能力的满意度(满意和非常满意之和)

为 56.9%，也高于对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的满意度。

在社会适应中，满意度最低的是对“自己的社会适应

能力”，不满意度(非常不满与不满之和)为 7.2%。 

4)对健康整体状况满意度及期望度。 

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国民对个人健康总体满意度

表现出如下特点：我国国民对个人整体健康满意度与

对心理健康、身体健康和社会适应满意度相比，处于

中间水平，“非常满意”和“满意”为 10.7%和 48.6%。

高于“身体健康”(55%)4.3 个百分点；高于“心理健

康”(48.98%)11.39 个百分点；但低于“社会性健康”

满意度。对个人整体健康“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

分别为 5.6%和 1.4%。低于“精神健康”和“身体健

康”，但高于“社会性健康”满意度。人们对个人未来

健康期望度较高，达到 70.5%(17.1%+53.4%)，高于对

现在健康的满意度(59.3%)11.2 个百分点。 

2.2  我国国民对健康满意度与对社会进步、生活满意

度比较 

国民对健康满意度在各种满意度中处于什么水

平，为此作了社会、生活满意度调查，并进行分析比

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

有目共睹。这次调查也显示，人们对社会进步和生活

满意度很高。尤其是对社会发展的未来更是抱有极高

的信心。 

调查结果显示，在 19 项发展指标中，排在第 1

位的“对未来生活非常有信心”的为 18.2%，“有信心”

的为 52.9%；第 2 位的是“对我国未来发展看法”，有

信心的为 65.5%。我国国民对社会、经济、生活发展

进步满意度也很高，19 项指标中，排在第 3~5 位的分

别是“对我国经济发展速度”(满意以上为 58.4%）；“对

自己的生活”(满意以上为 56.1%)；“能享有健康平等”

(满意以上为 52.9%)。 

调查结果还显示，在调查的 19 项社会指标中，满

意度最低的是对“我国人口素质”和“我国人口健康”，

分别排在第 19 位(倒数第 1)和第 18 位(倒数第 2)。满

意以上分别只有 26%和 28.9%。说明社会迅速发展，

而人的发展严重滞后，人的素质、人的健康，这 2 个

关于人的指标的满意度最低。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是

以人为中心，我国 1978 年改革开放以后，经济、社会

迅速发展，在社会迅速发展的前期出现的人的发展滞

后，可以说是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是，在我国建设

和谐社会的今天仍然如此，显然，是与我国社会发展和

经济发展的初衷相悖，与和谐社会的基本理念相悖。 

值得关注的是，所有与社会发展相关的指标满意

度都很高或较高，所有与个人相关的指标满意度均较

低或很低，所有与人的素质、健康相关的指标满意度

最低。但对社会健康平等(第 5 位)、国家和社会关注

国民健康的满意程度(第 10 位)、社会通过体育达到国

民健康的工作和制度(第 11 位)的满意度较高。 

国民对人口健康、人口素质的满意程度最低，说

明我们需要反思的是我国教育、宣传、社会舆论等影

响人们意识的社会活动，特别是体育教育。值得关注

的是“从 1985 年开始，中国进行了 4 次全国青少年体

质健康调查。调查显示，最近 20 年，中国青少年的体

质在持续下降。最近一次全国青少年体质健康调查报

告表明，学生肥胖率在过去 5 年内迅速增加，1/4 的城

市男生是“胖墩”。眼睛近视的比例，初中生接近 60%，

高中生为 76%，大学生高达 83%”[3]。29 岁以下中国

男子的身高低于日本同龄男子，并表现出年龄越小差

值越大的特点。而从学生的比较结果可以推测，在今

后一段时间里中国人的身高还将继续表现出低于日本

同龄人群身高的现象[4]。儿童青少年的生长发育时间有

所提前，儿童性发育提早，骨龄在 10 年间提前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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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5]；研究结果证明，人口健康问题已经是我国构建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解决的问题。 

2.3  我国国民对健康满意度与对社会满意度方差分析 

通过对满意度评分的方法，进行了健康与社会满

意度的比较分析。在每项选择中，选择“非常满意”5

分、“满意”4 分、“一般”3 分、“不满意”2 分，“非

常不满意”1 分，然后，将健康与社会的各相关指标

得分相加，通过方差分析，进行比较研究。 

结果表明，对健康满意度与对社会满意度之间存

在密切关系，对健康满意度越高，对社会满意度得分

也越高。而且，经检验 P<0.01，差异存在非常显著性。

对健康“非常不满意”的，对社会满意度得分为 51.41

分；而对健康达到“非常满意”的，对社会满意度得

分为 72.17 分，相差 21 个百分点。说明，健康不仅仅

是国民个人身体的问题，而且，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

定和个人生活的幸福。 
2.4  国民对体育活动开展情况满意度 

1)对体育活动开展情况满意度。 

我们国家历来对体育活动的开展是非常重视的，

下发一系列文件，制定各种制度、纲要、计划，领导

着体育工作，提升国民的健康水平。但是，在实际工

作中可能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此，我们就国

民对关系到国民健康的体育活动开展情况满意度进行

了调查，结果显示，相当一部分人对我国体育活动情

况处于模糊或不满意状态。尤其是对社区体育活动开

展状况处于这种模糊或不满意状态的比例最高，达到

69.1%，对社区体育活动开展满意的仅为 29.9%。对国

家全民体育健身工作满意度较高，为 38.15%。对个人

参加体育锻炼的满意度最高，但也仅有 46.3%。 

2)对体育与健康的期望。 

调查结果显示，国民对体育与健康的期望很高。

在所有 7 项调查指标中，期望率(非常希望和希望)均

达到 75%以上，其中 4 项指标达到 80%以上。可见国

民对体育活动开展的满意度远低于对体育与健康期望

度，低 40 多个百分点。 

 

3  讨论 
从总体上说，我国国民对自己健康满意度处于较

低水平，“非常满意”和“满意”之和仅为 59.3%。对

个人未来健康期望度较高，为 70.5%。在国民健康的

3 个维度中，对心理健康满意度最低，对身体健康满

意度稍高于心理健康满意度，与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

相比，社会性健康满意度最高。 

从健康的 3 个维度分析，在“身体健康”这一维

度中，对自己体型的不满意度最高，为 16.6%。这一

数据提示，应组织国民参与科学的体育锻炼，充分发

挥体育运动的生物学效应，提高国民对身体健康状况

满意度。在“心理健康”这一维度中，对自己的睡眠

状况不满意度最高，为 18.5%，这一数据提示，低质

量的睡眠已成为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社会

适应”这一维度中，满意度最低的是对“自己的社会

适应能力”，不满意度为 7.2%。 

“我国人口健康”满意度在社会发展的 19 项指标

的满意度中，排在第 18 位(倒数第 2 位)，仅高于对“我

国人口素质”的满意度，说明国民对与人相关的指标

满意度最低。 

通过相关分析发现，健康满意度与社会满意度之

间存在密切关系，对健康满意度越高，对社会满意度

也越高。这一统计结果再次提示，国民健康满意度直

接影响对社会的满意度、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应积极

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国民对健康满意度，为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国民对体育活动开展的满意度远远低于对体育与

健康的期望度，均低 40 个百分点左右。因此，国家应

加大《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实施，加大对体育设施

的投入，加大对体育的宣传，积极开展各种体育活动，

提高我国体育人口数量和国民体育运动的参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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