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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2022第二期“职工幸福指数”发布
四成职工幸福感提升 高度认可抗疫表现

亮点 受疫情影响程度不同 普遍认可江门抗疫表现

建议 提升职工单位时间内的收入水平

■全媒体记者 许接英 通讯员 谭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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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行政地方行政 8686..9595分分

▲各年龄段评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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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维度满意度

在江门鹤山市雁山社区，从户外工作的建筑工人，到

穿街过巷的外卖小哥；从日常巡逻的公安干警，到坚守一

线的环卫工人，他们累了、渴了、热了，都喜欢到户外劳动

者工会爱心驿站歇歇脚。

这个广受户外劳动者欢迎的热门“打卡地”正是由鹤

山市委组织部、市总工会、沙坪街道联合打造而成，地点就

在雁山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内。

近年来，江门鹤山市总工会探索创新，加强党建引领，积

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一站式”服务平台，推动职工服务向

基层进一步延伸。例如，工会联合沙坪街道在辖区雁山社区

新建户外劳动者工会爱心驿站、工运史馆、“职工之家”等场

室，打造职工“家门口”的“一站式”服务平台。同时，在网格

化管理中融入职工力量，将户外劳动者工会爱心驿站打造成

新业态劳动者的落脚点、服务区，成为鹤山“党工共建”新样板。

接下来，江门将进一步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推动党群

服务中心与职工服务中心共建共治共享，高标准打造一批示

范点，创建具有本地特色的“党建带工建”“党工共建”品牌，不

断提升职工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7070前前””8585..9999分分

““8080后后””8383..66分分

““7070后后””8484..2626分分

““9090后后””8383..4242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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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水平 7474..66%%

▲江门最需提升方面调查

就业机会

1010..44%%

成长空间 66..11%%

城市氛围 44..88%% 政府行政效率 44..11%%

近日，2022年第二期江门“职工幸福指数”报告发布。

报告显示，江门市职工幸福感评价趋于正面，全市职工幸

福指数评价得分为84.03，相较第一期（79.49）提升5.7%。

2022年9月，南方工报与江门市总工会正式开展第二

期江门“职工幸福指数”的调查。与第一期不同的是，第二

期江门“职工幸福指数”的调查以关注不同年龄段的职工

对幸福的不同理解为主题，从个人主观感受、个人生活满

意度、社会满意度、政务环境满意度4大维度展开，旨在通

过对职工幸福感实况的调查分析，为地方政府制定幸福评

价指标体系以及提升职工幸福感提供参考。

调查通过线上调研平台向江门职工发放问卷，样本覆

盖江门三区四市的各年龄段职工。经过一周的投放，共计

回收有效答卷17586份。结合问卷情况、官方数据等，通

过科学的幸福指数体系研究，最终得出第二期江门“职工

幸福指数”报告。

报告显示，幸福指数高低与年龄呈“U”形关系，即“70

前”和“00 后”的幸福感水平高，分列前二，而“70 后”“80

后”“90后”等中青年职工的职业幸福感水平相对较低。

报告分析指出，不同年龄群体之间生活压力存在较大

差异，造成幸福指数的高低不同。“70前”在经济收入、社

会资源、薪资待遇等方面基本能满足自己的需求，对于退

休后的社会保障也充满信心，因此幸福感较高。“00后”作

为“朝阳一代”，虽收入水平较低，但工作满意度较高。

“70后”“80后”“90后”是目前的职场主力群体，出现

了收入越高、幸福感越低的情况。“70后”的工作和收入已

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满意度较高，其幸福指数被拉低的

主要原因可能是这部分人群在适应城市高速发展，以及掌

握匹配智慧城市发展方面的技能相对吃力。“80 后”“90

后”群体由于生活的各种压力，不得不通过大量工作付出

交换不成比例的收入提升，产生了过度竞争、资源浪费等

负面效应，最终造成幸福指数较低。尤其是作为本次调查

中数量占比最大的“80后”，是家庭的“顶梁柱”，其收入水

平虽位居本次调查五个年龄段中的首位，但主观幸福感却

最低。这也表明，单纯的收入提升对总体幸福指数并无显

著影响。

调查发现，剔除收入因素后，江门市职工认为影响幸

福感的其他因素“非常重要”程度的排序如下：社会治安>

社会公平>生活保障>政府作为与表现>自然生态环境>

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

由此可见，职工对于城市生活环境、安全保障等方面

的期待很高。其中，广大职工认为，江门政府在“为老百姓

办实事”“加强劳动就业保障”方面的措施可以有效地提高

自己的幸福感。

报告显示，相比于上一年，2022 年，有近18.86%的职

工认为自己非常幸福，49.21%的职工认为自己幸福。仅

11.49%的职工认为自己不幸福或不够幸福。其中有

40.51%的职工认为自己在2022年幸福感得到了提高。

从幸福感来源组成来看，职工认为自身幸福感主要来

源于身体健康、收入增加，生活改善等方面。反之，职工目

前最焦虑的方面也主要体现在收入水平和健康状况上。

相应地，提升收入是职工在调查中的最大呼声。有

74.6%的受访对象认为，江门要留住人才，关键在于提升收

入；再加上选择“就业机会（10.4%）”和“成长空间（6.1%）”

的人数，总体而言，超过九成受访者最关注的，仍然是与自

己利益最直接相关的“硬条件”。

新冠疫情改变了许多人的生活。有超过八成的受访

职工认为，疫情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

响，其中选择“非常影响”的有 40.1%；“比较影响”的有

26.3%；“有一定影响”的有17.2%。

在疫情控制速度方面，超过99%的受访职工都给出了

肯定的评价。其中，66.9%的职工认为江门“非常有效”及

时控制疫情传播；认为“比较及时”的有23.8%；选择“及时”

的有8.5%，三项合计达到99.2%。

综合来看，尽管疫情带来的影响无法改变，但对于江

门抗疫的表现，绝大部分的职工仍然给予了高度肯定。

报告建议从以下方面着力提升职工幸福指数：

全力打造生态宜居和民生幸福城市。研究显示，职工

在政府如何提高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的看法上，过半人选择

“为老百姓办实事”“加强劳动就业保障”，凸显出职工对政

府关怀、法治政府的期待，这也是政府提升市民幸福感的

着力方向。

深化改革，解决收入分配不均问题。在调查中，超过七

成受访者都将“提升收入”列为江门留住人才的第一要点，证

明了职工对提升收入的期盼。但与此同时，个人主观感受与

收入水平相背离的数据走势，表明简单地通过增加工作时间

来拉高收入对提升幸福感并无积极作用。政府可从体制的

层面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提升职工单位时间内的收入水平。

关注弱势群体的幸福感。本次调查中，有21.96%职工

认为自己的幸福感有所下降。想要提高全民幸福感构建

和谐社会，必须高度重视弱势群体。对于弱势群体，建议

政府和社会可合理出台有效的帮扶政策，并落实到位。同

时加大教育、医疗等民生工程的投入，让弱势群体切实体

会到社会保障的作用。

■“幸福”案例

江门鹤山市总：打造职工“家门口”“一站式”服务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