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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在国内外已有研究基础上，结合我国当前居民政治生活的实际状况，依据生活质量理论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对我国居民政治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初步构建，提出了由民主参与、法治进程和政

府绩效３个一级指标和２２个二级指标构成的我国居民政治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从政策、理论和实践三个层

面论述了对我国居民政治生活进行评价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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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不断发展，尤其是２０
世纪７０年代以后，生活质量测量范围趋于全面和广

泛，目前已有的生活质量指标体系，大多都包含了与

居民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的一些重要领域，如经济、环

境、社会、基本生存等。作为与生活质量直接相关的

政治生活领域，在以往的生活质量指标体系构建中

却往往被作为某个一级领域的组成部分，或者干脆

被拆分为几个部分分别划归到相应的领域，这与政

治生活质量在整个生活质量研究中的地位明显不相

称［１］。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各国政治实践 与 发 展

历程不同，各国对政治生活的重视程度也不尽相同，

由此导致各国学术研究与相关实践的侧重点也有所

不同，至今没有制定出一套相对独立的政治生活质

量测评指标体系。本研究在国内外有关政治生活质

量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当前我国居民政治生活

的实际状况，尝试构建一套能准确评价我国政治生

活质量的测评体系，并对我国开展政治生活质量评

价研究的价值做些初步的思考。

一、国内外政治生活质量

评价的相关研究

　　对政治生活质量的研究，是随着生活质量研究

的逐步深入而发展起来的。最初政治生活部分并未

被研究者们视为生活质量的一个主要领域，正如２０

世纪７０年代的美国制度经济学家罗斯托对生活质

量的界定：生活质量主要包括自然和社会两方面的

内容，自然方面即居民生活环境的美化和净化；社会

方面是指社会教育、卫生保健、交通、生活服务、社会

风尚乃至社会治安等条件的改善［２］。在罗斯托的理

论中，生活质量概念是与经济增长阶段相联系的，从

某种意义上讲，是经济增长过程的必然产物，政治生

活即便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也仅仅是附属于社会

的一个很小的部分。但是，随着国外经济的发展，政

治民主化的不断提高，研究者们逐步开始关注与人

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政治生活质量。

澳大 利 亚 学 者 Ｈｅｎｒｙ用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对 政 治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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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质量进行了界定。他认为政治生活质量是基于道

德和伦理自由的自主和自治，可以理解为以下结构：

（１）能够掌控自己的权利；（２）能够自由决策并有自

由决策的权利；（３）能够感受或预见到个体行为对自

身或他人 造 成 的 影 响；（４）具 有 践 行 自 己 决 定 的 能

力。当这些维度达到时，个人将不再认为社会中的

不公平与非正义的社会实践是理所当然的［３］。

联合国大 学 学 者 Ｈａｒｋｎｅｓｓ在《人 类 幸 福 感 中

的社会和政治指标》一文中指出，政治权利直接影响

了人们的主观幸福感，他将政治生活质量分为三个

维度，包括政治参与、公民自由、以及人权与劳工权

利，此外他还缜密调查了目前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

获得的社会福利和政治福利指标，并把调查重点放

在低收入群体对这些指标的感受。他指出：“过去十

年里，非货币性的福利指标迅速增加，未来一段时间

的持续挑战仍旧停留概念的发展以及数据的收集和

分析上面。在目前的形势下，在国家内部增加微观

管理的目标、具体而非抽象的目标可能是公共政策

层面的上佳应对之策”［４］。政治生活质量独立出来，

并逐步得到人们的关注。

考察已有的研究不难发现，政治生活质量较少

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出现，不过国内外的学者

曾从很多角度对政治生活质量评价问题进行探讨，

这些有益尝试对于我们构建政治生活质量指标体系

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从民主参与角度评价政治生活质量

Ｏｗｅｎ等 对４６个 国 家 生 活 满 意 度 数 据 的 分 析

发现，政治参与、民主的程度与形式直接影响了个人

的主观福利［５］。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者 Ｗｉｎｔｅｒｓ也

认为政治参与能让人们对生活更加满意，因为他们

会从中感受到自治、能力和关联性，但是在某些情况

下也可能会产生偏离。在《政治参与与生活质量》一

文中，Ｗｉｎｔｅｒｓ提 出 政 治 参 与 和 生 活 质 量 之 间 关 系

密切，在西方 国 家 中，公 民 参 与 政 治 的 方 式 有 很 多

种，如周期性的参与选举、组织政治性团体、参与合

法或者非法的抗议活动等等［６］。民众参与政治某种

程度上是希望自己的行为可以对政府的政策产生一

定的影响。但是政治参与本身并不仅仅以实际的政

策结果为惟一衡量标准，它同时会影响人们的生活

满意度。他通过实证研究了拉丁美洲地区投票率与

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联性，并特别指出强制性的投

票并不 能 给 人 们 带 来 幸 福 感，甚 至 会 起 到 相 反 的

作用。

Ｄｏｒｎ等分别从 瑞 士 国 内 以 及 国 际 两 个 层 面 对

民主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们指出，

尽管Ｆｅｒｙ和Ｓｔｕｔｚｅｒ发现瑞士的民主对幸福感产生

了积极的影响，但是之前的研究并没有以微观数据

为基础进行国际比较分析，因此缺乏一定的可信性。

他们的研究发现，瑞士国内各个地区之间的民主程

度与个人幸福感之间并没有显著的相关性，这或许

与瑞士广泛普及的民主权利有关，但是文化差异这

一重要因素如果被考虑在内，则会直接影响瑞士民

众的主观幸福感。此外，通过分析国际社会调查研

究组（ＩＳＳＰ）１９９８年对２８个国家的研究数据发现民

主与幸福感之间存在很大的相关性，民主直接影响

了民众的主观幸福感。他们的这项研究是基于如下

假设：高水平的民主将会导致政治更符合选民的偏

好，因此可以提高民众的幸福感，同样也可以提高居

民的主观福利。最后他们指出当前对民主与幸福感

的关系进行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很多国家在过

去２０年都在逐步实现不同程度的民主化。与传统

的民主国家相比，民主对幸福感的影响在转型国家

显得相对较弱。通过对民主结构的考察可以发现，

民主 所 产 生 的 效 益 需 要 一 定 的 时 间 才 能 完 全 体

现［７］。

在《关 于 民 主 质 量 的 概 述》一 文 中 指 出，Ｄｉａ－
ｍｏｎｄ　Ｌ等认为“高质量的民主是通过正规合法稳定

机制的运作来赋予其公民充分的自由、政治平等以

及对公共政策及政策制定者的控制。［８］”这样的政权

将满足公民对治理（结果意义上的质量）的期望；它

将允许公民、协会、团体享有广泛的自由和政治平等

（内容意义上的质量）；它也将提供一种氛围，在这种

氛围中，全体公民能通过诸如选举机制来评价政府

的表现，而政府机构和官员则确保彼此在法律和宪

法上承担责任（程序意义上的质量）。此外，他们确

立了民主质量变化的一些重要维度：法治，参与，竞

争，垂直以及 水 平 可 问 责 性，公 民 与 政 治 自 由 的 尊

重，政治平等的不断推进与政府回应性。该框架在

实施过程中，这些维度也被不断的加以修正与完善，

民主在评估的过程中体现了多维度特性，这表明对

民主质量这一概念理解的多元性。他们指出，民主

质量各个维度之间不仅存在密切的联系，而且还存

在着此消彼长以及紧张关系，民主政体会因在这些

维度的侧重不同而变化。没有一个实用的方法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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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 一 个 对 所 有 社 会 都 适 用 的 关 于 民 主 质 量 的

框架。

除了理论方面的研究，西方一些国家生活质量

指标构建中也涉及政治参与的内容。参考国际上的

指标体系，并基于所收集到的资料，当前涉及到政治

参与方面的指标体系主要有社会进步指数中的政治

参与、加拿大政策研究调查网（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Ｎｅｔｗｏｒｋ）的 生 活 质 量 指 标 体 系 的 民 主 权 利

和参与、加拿大幸福指数指标体系的民主参与、荷兰

生活条件指数的社会参与、德国社会指标体系中的

参与和公共安全两项指标、加拿大城市联盟（Ｆｅｄｅｒ－
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ｉｔｉｅｓ，ＦＣＭ）生活质量指

标体系中的公民参与、英国政府审计局地方层面生

活质量指标体系中的政治参与等。表１显示的是新

西兰社会报告指标体系、德国社会指标体系和英国

政府审计局地方层面生活质量指标体系中有关参与

方面的指标。
表１　政府层面关于政治参与的指标举例

国家指标体系 评价领域 指标

新西兰社会

报告指标
公民参与 选民投票率

德国社会

指标体系
参与

联邦大选投票

政党成员比例

对 政 治 有 强 烈 兴 趣

的人群比例

工会参与率

俱乐 部／协 会 成 员 百

分比

义工百分比

英 国 政 府 审 计 局 地

方 层 面 生 活 质 量 指

标体系

政治参与

选举投票率

自 我 报 告 能 影 响 当

地 政 治 决 策 的 人 口

比例

瑞典生活水平调查 政治参与
竞选中的投票

参与社团和政党

　　（二）从法治建设角度评价政治生活质量

当前国际国内层面对法治建设与政治生活质量

的理论研究相对较少，更多地体现在实践层面。考

察国际层面比较有影响力的指标体系发现，法治建

设一般以公共安全与犯罪的形式体现，一般归属于

社会生活质量的范围。表２列举了一些国家关于法

治建设的个别指标体系。

在我国的相关实践中，法治建设越来越受到重

视。肇始于江阴市的幸福城市建设，在提高人民生

活质量的同时把法治江阴建设作为维护民利的关键

举措。以幸福江阴建设推进法治建设，以法治建设

保障和促进幸福江阴建设，充分发挥法律的价值引

导作用、规范协调作用和制度保障作用，推动幸福江

阴建设逐步走上了制度化、规范化和法治化的轨道，

在法治建设的平台上不断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此

外，江阴市 先 后 出 台 了《建 设 法 治 政 府 三 年 规 划》、

《江阴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江阴市重大行政决策

听证办 法》等 重 要 文 件，重 在 提 高 官 员 依 法 行 政

水平。

表２　政府层面关于法治建设的指标举例

指标体系 所属类别 具体指标构建

德国社会

指标体系

公共安全

与犯罪

一般犯罪率

暴力犯罪率

对犯罪的担忧

警方密度率

犯罪案件解决率

英国 环 境、食 品

和 农 村 事 务 局

国 家 生 活 质 量

水平指标

无
犯罪率

对犯罪的恐惧感

中 国 全 面 建 设

小 康 社 会 统 计

监测指标体系

民主法制
公民自身民主权利满意度

社会安全指数

德国社会指标
公共安全

与犯罪

总体犯罪率

暴力犯罪率

犯罪恐惧感

警察密度

犯罪案件的解决率

入狱率

　　（三）从政府绩效角度评价政治生活质量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通过总 结 国 际 国 内 生 活 质 量 指 标 体

系，结合澳门的实际，制定了澳门居民生活质量指标

体系，该指标体系包括了客观指标与主观指标两部

分。与以往生活质量指标体系不同的是，该体系将

“政府管制”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其中包括了政府

的高效率和高效益，法律和审判权，国际关系，政府

对于性别的种族的年龄的平等施政。公共部门被统

称为政府，包括行政部门、法律部门，并具体到政府

管制的职能、法治、外交、平等具体的内容，有助于民

众对政府各项工作的独立评价，是测量政治生活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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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一项进步［９］。

泰国学者Ｌｅｅｌａｋｕｌｔｈａｎｉｔ在曼谷地区进行了主

观生活质量的研究，该研究就生活质量的１３个社会

关注的问题进行了标准式的问卷访谈，其中涉及到

民众对泰国政府与曼谷政府的主观评价。菲律宾的

社会气象站（Ｓｏｃｉａｌ　Ｗｅａｔｈ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长期对生活质

量的经济维度和政治维度进行跟踪调查，其中政治

维度的内容包括对现任总统的满意度、对目前民主

的满意度、对言论自由的满意度和对政治效率的满

意度等［１０］。

在指标构建与选择上，伦敦市生活质量指标体

系主要测评的是政府绩效。这一指标体系以可持续

发展为远景目标，将生活质量作为核心，主要测量政

府的绩效：（１）政府对社会和自然环境的责任（如教

育状况、儿童医疗服务水平、城市绿化面积等）；（２）

政府和市民对于环境和不同群体的尊重（如不同种

族的失业率，儿童贫困率，邻里关系满意度等）；（３）

科学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如伦敦生态足迹测量水

平、二氧化碳排放量等）；（４）最终可获得的积极成果

和各种利益（如人均寿命、住房改善状况、工商业繁

荣程度等）。通过测评政府的政治、经济、环境、社会

等各个方面的表现，不仅考察输入型指标，而且还特

别关注输出型指标［１１］。

纪竹荪在《我国国民生活质量统计指标体系的

构建》一文中构建了我国国民的生活质量统计指标

体系，其中社会生活质量方面将“对公务员和公共服

务机构的满意度”作为了一项指标，用以测评居民对

政府 及 其 工 作 人 员 的 提 供 的 工 作 质 量 的 主 观 评

价［１２］。

（四）国内政治生活质量评价的实践探索

我国国内目前有关政治生活质量的理论研究极

少，进入新世纪以来不少经济较发达地区开始探索

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实践，其中也涉及到居民的政

治生活质量。目前在政治生活质量评价方面探索较

多的是杭州市和广东省，这两个省所设计的政治生

活质量方面的评价指标也可以大致归为民主参与、

法治进程和政府绩效三大类（见表３）。

除了以上地区，江阴市在初期制定的生活质量

指标体系中虽然未涉及到政治生活质量，但是在此

后的幸福江阴建设中，他们不断注重社会主义法制

建设。以法治江阴建设为龙头，广泛开展社会主义

法治理念教育和“五五”普法宣传教育，大力推进依

法行政，促进司法公正，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开展

了“规范执法合格单位”和“规范执法示范点”活动，

不断完善法律援助网络，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在加

强法制建设的同时，积极开展基层民主建设。进一

步巩固和扩大基层民主，依法完善村民自治、社区居

民自治和企业民主管理制度，积极推进政务公开、村

务公开、厂务公开，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选举权、知

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创新社会建设和管理机制，

加强社区、社团、行业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建设，提

高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能力。
表３　国内各地生活质量实践中相关的政治类指标

地区 民主参与 法治进程 政府绩效

杭州

居（村）务 公 开

满意度

公 民 民 主 权 利

满意度

社 区（村）依 法

自治达标率

人民调解成功率

法治环境满意度

政 府 重 大 决 策

透明度满意率

政 府 依 法 行 政

满意度

广东

村（居）务 公 开

民 主 管 理 示 范

达标率

诉 求 表 达 渠 道

满意度

民 主 决 策 参 与

程度

选 举 权 利 保 障

程度

司法公正满意度

劳 动 人 事 争 议

仲裁结案率

行 政 复 议 案 件

按时办结率

法 院 案 件 法 定

审限内结案率

政 府 工 作 效 率

满意度

政 府 服 务 态 度

满意度

突 发 事 件 处 理

满意度

政务公开满意度

廉政建设满意度

涉 及 民 生 重 大

决 策 的 民 调 率

和听证率

　　国内政治生活指标体系的构建，本身就是推动

人们行使民主权利和参与民主生活的过程。不难看

出，国内政治生活质量评价的各个维度，突出了“引

导民主参与、丰富民主生活”的主题。在“民主参与”

“法治建设”“政 府 绩 效”３个 领 域，既 有 注 重 民 主 权

利的指标（如反映大众享有民主权利），又有注重法

制环境建设的指标（如反映城市法治建设），二级指

标以决策公开和民主参与为主。这样的指标设计与

安排，可以通过政府决策与群众监督、政务公开与民

主参与、依法管理与人民调解、民主权利与民主氛围

等方面的测评，引导各级党委政府不断推进民主决

策、改善法治环境、畅通民意渠道、保障民主权利，进

而提升民众的政治生活质量。

（五）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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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已有政治生活质量评价指标的梳理，可

以总结出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

第一，客观生活条件的测量和主观满意度的评

价相结合已经成为目前生活质量指标构建的趋势，

在政治生活质量的评价中明显出现将主客观指标结

合起来的趋势。

第二，评价内容的选择要与居民的实际政治生

活需求紧密相连，反映现阶段居民关心的政治问题，

如投票 参 与 率、民 主 制 度 的 满 意 度 等 特 别 关 注 的

问题。

第三，政府与民众政治生活质量的改善成为研

究者和实践者关注的焦点，一些体现政府与居民生

活质量联系的指标，比如政府腐败、政府满意度等，

出现频率较高。

二、我国居民政治生活质量评价

指标体系的初步建构

　　（一）构建我国居民政治生活质量指标体系的理

论依据

１．生 活 质 量 理 论。生 活 质 量 理 论（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ｔｈｅｏｒｙ）发轫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该理论认为在

国家经济迅速发展的最终结果是追求民众更高的生

活质量，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带来民众生活质

量的提高，主张用新的指标替代国民收入等反映经

济增长的指标。

对生活质量的研究迄今已有半个多世纪，国内

外对生活质量的理解也不下百余种，评价生活质量

的指标和指标体系也各不相同，归纳起来可以分为

三类：第一类是用影响人们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客观

条件来界 定。认 为 生 活 质 量 是 生 活 条 件 的 综 合 反

映，生活条件的改善就意味着生活质量的提高。这

里的生活条件包括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两方面的内

容。第二类是用反映人们生活舒适、便利程度的主

观感受来界定。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

的学者，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

斯在《富裕社会》一书中所提出的生活质量概念，他

们以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居民生活为研究对象，认为

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物质条件作为影

响人们生活的好坏已失去根本的效力，因而把研究

的视野转向人们的精神、心理和情感感受上［１３］。第

三类是将客观条件和主观感受两个方面相结合界定

生活质量。认为生活质量是社会提供国民生活的充

分程度和国民生活需求的满足程度，及对其自身所

处生存环境的认同感。

生活质量理论的提出改变了人们对经济增长的

一贯看法，将人们关注的视线由单纯的经济增长转

移到追求生活质量上来，而且这一理论是从政策制

定者角度看待经济社会发展与民众生活质量的辩证

关系。政治生活质量属于广义生活质量研究的一个

组成部分，生活质量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对于探

索我 国 居 民 政 治 生 活 质 量 评 价 具 有 重 要 的 借 鉴

意义。

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民主政治

包含实体的政治制度与理念的政治观念两个层面。

政治观念强调的是价值的合理性，在政治文明演进

的过程中，追求 价 值 的 合 理 性 目 标，就 是 要 保 障 社

会主体的自由、平等、权利和利益的实现，主要表现

为政治价值观、政治信念和政治情感的更新变化，如

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等思想观念的形成、普及和发

展，以及人们政治参与意识的普遍增强等等。实体

层面的政治制度是程序与形式正义得以实现的重要

保障。完善的制度对民主政治尤为重要，它是实现

公民权利的前提，是政治权力制衡的机制。［１４］

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人民民

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命，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

民。人民有权管理国家和社会各项事务，监督国家

机关及其工 作 人 员，依 法 享 有 广 泛 的 权 利 与 自 由。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

制度，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

式。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

实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

是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的重要方式。法治是

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国民

主制度的根本特征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

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理论，是评价我国居民政治生活质量的重要理论

基础。

（二）政治生活质量概念的界定

综合国内外研究者对政治生活质量的理解，以

及各自形成的具有不同特点的生活质量评价体系，

结合我国居民的实际情况，可以进一步对政治生活

质量作进 一 步 的 界 定。从 各 种 理 论 与 实 践 探 索 来

看，其共同点就是基本都包含了参与、政治关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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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法治、政府绩效等方面的内容，这也是我们传

统上对政治生活的理解范围。在本研究中，我们将

政治生活质量界定为：居民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所

享有的政治福利（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具体体现为

民众民主、自由、人权等的实现程度以及由此而产生

的心理体 验。政 治 生 活 质 量 主 要 包 含 两 方 面 的 内

容：一是指既存的政治生活状态如何，即民众的客观

政治福利，可以通过构建客观指标进行测量；二是民

众对客观政治福利的主观感受指标，一般表现为满

意感、快乐感和价值感等指标。

政治需求是在经济需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

种更高层次的需求，这种需求主要表现为人们对政

治自由的渴望、对政治权力的取得和运用以及对政

治过程的参与诉求等方面。较高的政治生活质量，

从根本上说也就是人的政治权利得以充分实现以及

由此而带来的积极的心理体验，这些方面对个人总

体生活质量的提升有着重要的作用。

（三）初步构建的我国居民政治生活质量评价指

标体系

根据对政治生活质量含义的理解，借鉴国内外

政治生活质量评价相关研究成果，结合我国社会主

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相关论述，本研究构建的政治生

活质量部分评价指标体系包括了民主参与、法治进

程、政府绩效三大类。根据全面性与代表性相结合

的原则、系统性原则、科学有效性原则、可比性原则、

可操作性原则、动态性与前瞻性原则、政策相关性原

则、城乡兼顾原则等原则，筛选出３大类２２项指标

（指标数据基本来源于各类现行的统计年鉴，主要为

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会统计年鉴》、《统

计局社会发展主要指标》、《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

库》、司法部的统计数据等），构成了政治生活质量的

评价体系（见表４）。
表４　我国居民政治生活质量指标体系构想

领域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数据来源

民主参与

参与意愿
ａ１民主观念

ａ２入党积极性

％
％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库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库

民主选举

ａ３女性参政率

ａ４人大代表选举参与率

ａ５基层选举参选率（村委、居委）

％
％
％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库

社会组织

ａ６居民参与程度

ａ７社团自主性

ａ８万人工会组织数

ａ９万人社会组织数

％
％

万个

万个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库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库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年鉴

法治进程

法治环境

ａ１０万人律师数

ａ１１中央机关年颁布的法律数量

ａ１２法律援助机构数

ａ１３法治意识

万人

个

个

等级

中国统计年鉴

司法部网站统计数据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库

犯罪治理

ａ１４公安机关案件结案率

ａ１５检察机关案件的结案率

ａ１６人民法院案件结案率

％
％
％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年鉴

政府绩效

行政权威 ａ１７政府机关在民众中的权威 等级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库

民主管理
ａ１８政府中的少数民族代表

ａ１９政府中民主党派代表

％
％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年鉴

依法行政

ａ２０万人信访上访次数

ａ２１人均年行政诉讼案件结案率

ａ２２人均年行政复议案件结案率

次

％
％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年鉴

　　１．民主参与类指标。民主参与类指标包括了参

与意愿、民主选举与民主结社。其中参与意愿下设

民主观念、入党积极性；民主选举包括女性参政率、

人大代表选举参与率、基层选举参选率；民主结社包

括了居民参与程度、社团自主性、万人工会组织数、

万人社会 组 织 数 四 项 指 标。在 现 代 民 主 政 治 建 设

中，积极参与公共事务不仅是每个公民的权利，而且

是每个公民的义务。只有通过积极的政治参与，公

民的权 利 才 能 得 到 切 实 保 障，民 主 制 度 才 能 有 效

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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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法治进程类指标。法治进程类主要参考了国

外的指标构建方法，其中分为法治环境与犯罪。法

治环境维度包括了万人律师数、中央机关年颁布的

法律数量、法律援助机构数、法治意识四项指标；而

犯罪治理则包括公安机关案件结案率、检察机关案

件的结案率与人民法院案件结案率。纯粹的民主制

度无法实现权力的自我安顿，容易在不断的扩张中

走向自我毁灭。强调限制权力、保障权利的宪政法

治体系为民主失败提供了解毒剂，保证了民主的健

康发展。民主与法治的互补不但限制了民主权力的

过分扩张，而且保证了法制体系的自我更新，成为两

股相辅相成的力量，决定了宪政民主制度的内在结

构［１５］。

３．政府绩效类指标。政府绩效包括行 政 权 威、

民主管理与依法行政。行政权威主要指政府机关在

民众中的威望；民主管理包括政府中的少数民族代

表、政府中民主党派代表；依法行政包括万人信访上

访次数、人均年行政复议案件结案率、人均年行政诉

讼案件结案率３项指标。考察国外政治生活的质量

评价发现，政府绩效评价已纳入其中。因为政府的

作为会直接 的 影 响 到 居 民 对 政 治 生 活 的 感 知 与 评

价，因此对于政府绩效的评价越来越受到重视。

三、对我国居民政治生活

进行评价研究的价值

　　西方发达国家生活质量研究历经半个多世纪的

发展不断走向完善，不仅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综合生

活质量测量理论和测量方法，而且生活质量测量各

子领域也获得独立发展。近３０年来，我国的生活质

量研究尽管在实践和理论上有所发展，但总体上没

有形成相对 独 立 的 和 普 遍 认 可 的 生 活 质 量 理 论 体

系，尤其在政治生活质量测量方面，专门阐述政治生

活质量指标构建、测量和政策价值方面还没有较多

的论述和实证研究。在这种背景下对我国居民政治

生活质量评价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一）政策价值

政治生活质量能否成为一种切实的政策目标，

关键在于政策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民众的生活质

量。有研究表明，一个国家能够为民众提供的生存

与发展条件与该国民众的生活质量体验息息相关。

而民众所具有的生存和发展条件恰恰是政策可以关

注并能够发挥作用的［１６］。首先，政治生活质量指标

体系是衡量一个社会政治发展状况的重要指标。衡

量一个社会政治的进步与发展，最为根本的标准是

这个社会是否能够很好地满足民众对于民主、自由、

法治的需求，是否能够为民众提供广阔的自由发展

空间，是否坚持了社会发展目标上的以人为本。其

次，政治生活质量是监测一个社会良性运转的重要

指标。一个运转良好的社会，一定要在经济发展与

政治现代化之间取得某种平衡。作为发展中国家，

我们应当很 好 地 吸 取 发 达 国 家 在 这 方 面 的 经 验 教

训，在走向现代化的同时，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良

性发展。再次，政治生活质量是改革和调整相关政

策的重要依据。政治体制改革涉及到了民众的民主

参与、政府绩效的改善、法治社会的进程，对这些方

面进行系统的量化研究，一定程度上可以检验我国

政治体制改革的成效。

（二）理论价值

构建生活质量指标体系的主要目的是监测和评

估居民的生活质量水平及其变化，以尊重和保障公

民权利为重点的政治生活质量一直是西方生活质量

和幸福感研究中的关注点。但是在我国生活质量的

研究中，政治生活质量的概念却罕有提及，对我国居

民政治生活质量进行评价研究，可以为发展我国政

治生活质量相关理论提供实证依据。不仅如此，对

我国居民生活质量评价进行研究，还可以推动生活

质量的内涵和结构等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目前生

活质量研究 主 要 限 于 经 济 生 活、文 化 生 活、社 会 生

活、基本生存等方面，关注和研究政治生活质量，可

以为生活质量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和视角。

（三）实践价值

根据我国当前社会发展现状与国内外已有的研

究，从实际出发尝试构建一套评价我国居民政治生

活质量的指标体系，通过这套指标体系进行纵向分

析以及横向对比研究，把握我国居民政治生活质量

的现状以及发展走势，从而为各级政府提升居民政

治生活质量提供决策参考。不仅如此，关注和研究

政治生活质量层面的生活质量，还有助于提升政治

合法性，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政治合法性即政治统

治被认可的价值。合法性主要关心的是政府能否以

及如何在社会成员心理认同的基础上有效运行。民

主政治条件下政府管理的实质在于肯定政治权利是

民众所拥有的基本权利，而不是沦为少数人的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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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这样，就会激发广大民众的政治热情，使政治实

践得到民众的认可与支持，由此而不断增进政治的

合法性。另一方面，只有民众广泛参与政治生活，才
能使公共政策尽可能体现大多数人的意志，避免独

断专行，使社会公平正义得以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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