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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居民生活满意度是社会和心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而满意度评价模型的建立&检验和参数估计又

是其中的难点和重点问题%文章以结构方程模型理论为基础建立城镇居民生活满意度的测量模型#通过问卷调查

获取样本数据#并用偏最小二乘法估计模型参数%研究表明#与居民生活满意度有关的因素中#居民自身身体活动

能力与居住环境的安全性影响较显著#而物质条件好坏影响不大'家庭内部状况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力稍大于工作

状况的影响力'居民生活态度积极与否&对未来是否充满信心也是影响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居民生活满意度'结构方程模型'偏最小二乘法!

OD4

"'问卷调查'参数估计

中图分类号!

SG#!

!!!

文献标志码!

J

!!

生活满意度是心理学和社会学中非常重要的内

容之一%它是衡量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居民生活质

量的主要参数之一&目前对满意度的研究大多集中

在企事业单位)政府部门)服务部门的顾客满意度方

面&按照不同的学科%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也不同%有

的是从管理学方面来确定满意度的影响因素以及它

们的权重%利用的方法包括专家打分法)层次分析法

"

J\O

#等%有的是从消费心理学方面通过问卷调查

的方法获得满意度影响因素的权重*

#6!

+

&

对于生活满意度的评价不能只局限于主观的定

性测评%如果要从定量角度衡量生活满意度%就必须

建立量化模型&除了涉及可直接观察的变量"如居

民收入)居民寿命等#之外%还包括许多潜在变量"居

民心理感知)生活压力等#%这些潜变量与可观察变

量之间的关系是研究的难题&就我们所了解的%现

在已经建立了完善的生活满意度计量模型的国家有

很多%比如欧盟的一些国家以及美国等发达国家%在

注重环境保护)重视生活舒适度的挪威和瑞典等国

家也提出了相应的生活满意度评价模型*

%6L

+

&

借鉴顾客满意度研究的方法和思路%对于居民

生活满意度的评价我们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来研究%

并采用适合问卷调查样本数据特点的偏最小二乘法

"

OD4

#估计模型的参数&通过该模型将生活满意度

指数和几个潜在变量以及几个可观察变量联系起

来&这样的研究方法有助于适时了解居民生活满意

度%寻找影响居民满意度的重要因素%进而改善生活

环境%提高居民生活质量%这都是构建和谐社会推进

国家和地区协调发展的重要环节&

一$结构方程模型

结构方程模型"

4;)(5;()+,Q

^

(+;2'*W'V0,2*

3

%

简称
4QW

#是当代行为与社会领域量化研究的一项

重要的多变量统计分析技术和研究方法%融合了传

统多变量统计分析中的'因素分析(与'线性模型回

归分析(的技术%被广泛应用在多个学科领域中*

E

+

&

"一#

:?R

基本原理

4QW

包括两个基本模型"一是测量模型%一是

结构模型#和两组基本变量"一是潜在变量%一是观

察变量#&

测量模型是反映潜变量与观察变量之间的互变

效果%有两个方程!

%`

%

K

&

a

$

该方程规定了内生潜变量
&

.c#

与内生观察变

量
%

9

c#

之间的互变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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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该方程反映的是外生潜变量
'

'c#

和外生观察变

量
6

U

c#

之间的互变效果&

方程中
%

K

和
%

=

都是因子负荷%

$

9

c#

和
(

U

c#

表

示误差&

结构模型为!

&

`V

&

a

&

'

a

)

%反映潜变量之间

的连结关系%其中%

V

.c.

与
&

.c'

都是因子负荷%

)

.c#

是残差&

通过上面两组方程%可以求得模型假设下的协

方差矩阵
#

%再设
5

表示通过原始数据计算的样本

协方差矩阵%那么%通过比较
#

与
5

之间的差异大

小可以对模型进行检验和评价&

"二#模型参数估计的基本方法

结构方程模型参数估计基本思路是试图使得样

本协方差
5

减去被预测的协方差
#

所形成的残差

最小化&

在
4QW

分析中%提供的参数估计方法有很多%

研究中广泛使用的是极大似然估计法"

W+Z2T(T

,2_0,2/''V

%

WD

#)一般化最小平方法"

M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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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MD4

#)加权最小平方法"

d02

3

/;0V,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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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MdD4

#以及偏最小二乘法"

O+);2+,,0+:;

:

^

(+)0:

%

OD4

#&

WD

方法的使用很普遍%

DY4XQD

"

D2*0+)

4;)(5;()+,X0,+;2'*:

#软件就将这种方法作为预设

的模型估计方法%这种方法适合用在持续以及非对

称的大样本上%并且假设观察变量是独立)符合多元

正态性的时候%卡方检验才能合理使用&如果数据

是小样本%或者虽然是大样本%但是不符合多元正态

性假定%此时选用
MD4

或者
OD4

比较合理*

E

+

&

在此次研究中%因为受到人力物力的影响%通过

问卷调查收集到的居民生活满意度数据样本容量比

较小%观察变量很难满足正态分布%并且靠研究者主

观选取的指标之间的关系还不是非常确定%预计的

分析结果中也需要得到潜变量的分值%所以最终决

定采取
OD4

方法估计模型的参数*

H

+

%这样也可以有

效避免变量多重相关性的影响&

二$居民生活满意度模型的构建

"一#变量选择与问卷设置

实证分析中研究的对象是浙江省城镇居民"实

际研究过程中%主要选取了杭州市)宁波市)温州市)

台州市#%通过在大中型写字楼)工厂车间)学校)广

场)居民区发放居民生活满意度调查问卷表%建立居

民生活满意度的结构方程模型%估计模型参数%以此

来分析和评价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此次研

究共收集问卷
!L%

份%通过有效性筛选%确定可用的

问卷
!$I

份&问卷题目和答案的设置笔者借鉴了
L

级
D2_0);:5+,0

的方法%也就是最低分"非常不满意#

是
#

分%依次是
"

分)

!

分%

%

分%最高分"非常满意#

是
L

分&

问卷中的问题设置了两部分%一部分是以
!

个

外生潜变量
'

#

%

'

"

%

'

!

"分别是身体)社会活动)物质

条件#为基础%另外一部分是以
!

个内生潜变量
&

#

%

&

"

%

&

!

"分别是生活状况)情绪和心理感觉)家庭外部

关系#为基础&其中影响身体状况
'

#

的变量有身体

活动能力
6

#

和身体健康状况
6

"

%这里的
6

#

%

6

"

都

不是可以直接观察的变量%需要通过更细地划分可

观察变量
6

##

%

6

#"

%

6

#!

%

6

#%

%

6

#L

$

6

"#

%

6

""

%其他的

各变量按照同样的原理设置指标层&调查的问卷中

所涉及到的都是可观察变量
6

-

1

%

%

-

1

&

"二#模型路径图以及观察变量值的计算

首先根据设置的潜在变量与可观察变量建立了

图
#

所示的结构方程模型路径图&

图
#

!

居民生活满意度结构方程模型路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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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中椭圆代表潜变量%矩形框代表可观察变

量%每个潜变量都是由几个可观察变量决定的%同

时%潜变量之间也相互作用%最后居民的生活满意度

直接关系着居民的心理感觉%关系到居民的生活

状况&

因为在问卷调查的数据集中%没有变量
6

#

%2%

6

E

与
%

#

%2%

%

E

的值%于是在建立这两组变量之间

的模型前%需要先利用各自的下级变量
6

-

1

%

%

-

1

求得

相应的因子得分值%采用的计算工具是
4O44

"

4;+6

;2:;25+,O)'V(5;+*V40)92504',(;2'*:

#软件中的主

成分分析"

O)2*52

R

+,S'T

R

'*0*;J*+,

<

:2:

#功能

模块&

以下只列出变量
6

#

的取值计算过程&

6

#

的下级指标层有
L

个可观察的变量
6

##

%

6

#"

%

6

#!

%

6

#%

%

6

#L

%把问卷中关于这
L

个变量的取值

输入
5T55

数据分析区域%分析得到表
#

结果&

表
!

!

主成分提取与因子载荷

主

成分

特征

值

方差

百分比

方差累计

百分比

因子载荷

# "

# ">#I% %!>EIG %!>EIG $>G"H $>$HG

" #>##" "">"%% EL>G!! $>G#! $>#G%

! $>GLI #G>#E% IL>$GH $>$I$ $>!I"

% $>L"# #$>%"" GL>L#G $>!E% $>H""

L $>""% %>%I# #$$>$$$ B$>$%H $>IEH

!!

根据主成分对应的特征值大于
#

的前
.

个主

成分应该提取的原则%结合表
#

的计算结果%提取
"

个主成分可以基本反映全部指标的信息%对应的关

系式为!

AO3#`$>G"H6

##

a$>G#!6

#"

a$>$I$6

#!

a

$P!E%6

#%

B$>$%H6

#L

%

AO3"`$>$GH6

##

a$>#G%6

#"

a$>!I"6

#!

a

$PH""6

#%

a$>IEH6

#L

%

因为最后模型中计算的时候需要的是
6

#

一个

变量%所以把上面的两个主成分按照其对应的特征

值占总特征值的比重加权算术平均后%作为
6

#

的值&

即!

6

#

$̀>%!EIGAO3#a$>"""%%AO3"

其他几个变量的取值采用类似的方法计算%于

是可以得到
6

#

%2%

6

E

与
%

#

%2%

%

E

这
#"

个变量

的值&

"三#模型的检验

模型需要通过信度)效度和拟合优度等方面的

检验&在
5T55

软件相应的功能模块里%可以求得

各个潜变量的克朗巴哈
*

值"

S)'*A+5/f:J,

R

/+

#都

大于
$>I

%整个模型的
*

值大于
$>G

%按照这个系数

要求的大于
$>H

的标准%模型都达到了信度的标准&

输出的巴特利特球度测试
+

"

"̀!I>L"

%

G-

(

$̀>$$$

%

说明模型的观察变量和潜变量都具有充分的代

表性&

对于拟合优度的检验%可以从表
"

中的数值

分析&

表
'

!

拟合优度检验指标值

SWY?N@

"拟合优度#

M@Y

"拟合良好

性指数#

?@Y

"非常规拟

合指数#

S@Y

"比较拟合

指数#

XW4QJ

"近似误差

均方根#

#>%LE $>GGH $>GE" $>GEI $>$!!

!!

一般情况下%拟合优度较好的模型%

SWY?N@

要求小于
%

%

M@Y

)

?@Y

)

S@Y

大于
$>IL

%

XW4QJ

%

$P#

&以上计算结果说明模型拟合程度很好&

三$

SH:

参数估计

采用
OD4

方法估计前面建立的结构方程模型

参数%需要在
W+;,+A

"

W+;)2Z+*VD+A')+;')

<

#软件

里实现&

两个测量模型方程和一个结构模型方程的基本

形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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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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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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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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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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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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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L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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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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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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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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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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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W

!#

$ $ W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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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a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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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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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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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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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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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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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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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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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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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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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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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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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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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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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a

)

#

)

"

)

)

*

-

.

!

"

!

#

此处载荷矩阵的元素可以直接比较大小%而没

有规定有个别元素为
#

&

根据
OD4

的原理%需要分别在外生变量和内生

变量中按照贡献率最大的原则提取的第一主成分%

分别用
0

#

和
$

#

表示%则

0

#

È

##

6

#

a

2

aE

#E

6

E

È<

#

6

%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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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

#

a

2

aC

#E

%

E

C̀<

#

%

%

OD4

估计的思想就是要使得
0

#

和
$

#

之间的相关

程度达到最大%也就是要使得
3&C

"

0

#

%

$

#

#

`

W:4

"

0

#

#

W:4

"

$

#槡 #

4

"

0

#

%

$

#

#达到最大%通过拉格

朗日乘数法求条件极值的原理%结合样本的数据可

以求得以上两个方程的系数向量
E<

#

%

C<

#

%根据测量

方程的形式%各个潜变量分别可以写成对应的观察

变量的线性组合形式%则求得
E

个潜变量的值*

IIG

+

&

求得测量方程的估计结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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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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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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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

$

"

$

!

$

%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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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

"

L

#

结构方程的估计结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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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

在此基础上%可以计算绝对残差平均值

"

J9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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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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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1

?

#

-

-

1

X

G

-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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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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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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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均值应该位于
$

.

#

之间%指标值越小说明模

型拟合得越好%

$>!$$"

这个值也说明本文建立的模

型拟合得很好&

四$结
!

论

从方程"

%

#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目前对于居民

生活满意度影响较为显著的是其自身身体活动的能

力"

6

#

#与居住环境的安全性"

6

%

和
6

L

#%相比较而

言%物质条件的好坏影响不是特别大%这也充分验证

了人们常说的'金钱不是万能的%金钱买不来幸福(%

看来有个好身体是生活满意的基础&由方程"

L

#的

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就潜在变量中居民的生活状况

而言%家庭内部状况"

%

#

#的影响力稍大于工作状况

"

%

"

#的影响力%很显然%家庭内部婚姻美满)夫妻关

系和睦的人更能感觉到生活的幸福和满意%而居民

生活态度积极与否)对未来是否充满信心"

%

%

#也是

影响生活满意度的一个重要因素%主观上很自信)对

未来充满希望)感觉没有压力的人更能体会到生活

中较高的满意度&这也告诉我们%家庭是工作的后

盾%情绪是人生的支撑%我们每个人都要热爱家庭)

热爱家人%积极参加工作%不断学习充实自己%乐观

向上%就能够提高生活的满意度指数&对于居民生

活满意度的评价%结构方程模型是一种有效的方法%

利用偏最小二乘法去估计模型中的参数也是合理有

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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