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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各國重視國民幸福感，許多研究探討影響幸福感相關因

素，然而分析方式多以生產函數為取向，並沒有深入探討影響幸福感

的中介因素及其對幸福感的效應量。本研究探討各國的教育年數透過

國民所得與預期壽命對幸福感的影響。本研究取自聯合國發展署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2017）統計年報的 153 個國

家，分為高低所得國家進行分析，獲得結論為：一、高所得與低所得

國家教育年數對國民所得、預期壽命與幸福感有正向影響；二、高所

得與低所得國家國民所得對預期壽命與幸福感，以及預期壽命對幸福

感都有正向顯著影響；三、153 個國家的各路徑之中介變項具有部分

中介效果，而高所得與低所得國家教育年數透過國民所得，以及教育

年數透過國民所得與預期壽命對幸福感具有完全中介效果；四、各國

的教育年數影響國民所得，以及教育年數影響預期壽命，再影響幸福

感是提升幸福感的途徑。本研究貢獻在於以國際資料分析支持了各國

教育發展透過國民所得及預期壽命之雙中介變項對幸福感有顯著關

聯。針對結論，深入討論，並提出具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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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 

  近年來國家發展的研究著重在幾個方向，一是選定許多國家發展指

標，這方面包括經濟、政治、教育、社會、科技、健康、環保等，進行國

家發展指數進行建構，接著對於國家發展的排名，瞭解各國發展的程度（馬

信行，1988；Lind, 1993）；二是透過國家發展的可能因素之歸納，然後選

定國家發展的成果，包括經濟發展、科技發展或國民生活素質等，透過國

家發展因素對於國家發展成果進行分析，來瞭解與國家發展的重要因素（張

芳全，2016）。就第一類研究來說，從 1970 年代的基本需求取向、1980
年代的經濟與政治發展取向、1990 年的完整人類發展需求取向、2000 年的

科技發展與競爭力取向、2010 年注重國民生活需求，以及近年追求精神層

面的國民幸福感與美好生活取向之研究與排名（Elliott, Dixon, Bisung, & 
Kangmennang, 2017；OECD, 2011）。上述在國家發展研究取向，隨著時代

變遷而有很大不同，本研究以近年來國家發展研究的幸福感（wellbeing）

為取向，以國家為單位，來探討與國民幸福感有關的因素。 

  就第二類研究來說，現有研究多以投入的相關因素，例如教育發展、

社會發展，包括人口成長、生育率、都市化程度，乃至於科技發展對於國

家發展分析。這些研究多以生產函數取向（production function approach）

來探究，也就是把相關因素視為投入變項對所要探討的結果變項分析以獲

得結論。這種研究設計有許多限制，一是它把國家發展歷程太過於簡化，

僅以國家發展的投入變項，對國家發展成果變項進行探究，這種分析無法

看出國家發展的歷程因素。二是縱使有些研究分析國家發展因素之間存在

的中介因素，然而也僅是運用一個中介因素探討國家發展狀況（張芳全，

2018）。此種研究結果，雖然可以突破生產函數取向的投入與產出變項之

關聯性的簡單化，但是在說明國家發展歷程仍然有其限制。例如國家教育

投資，進而影響國家經濟成長，這種簡單模式無法說明國家發展歷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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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發展過程可能有多重中介因素在其中，才會有國家發展結果。例如國家

發展過程上，教育投資與人力資本增加及素質提升，進而提高經濟發展，

而增加國民經濟所得。因為國家的經濟發展與國民所得提高之後，會更為

重視健康，提高預期壽命。國民健康與壽命可以更好維持，就可以感受到

幸福感。本研究的重點就在於探究國家發展過程中，以國民所得與預期壽

命為中介變項，來分析國民所得與預期壽命在教育發展與國民幸福感之

間，是否具有中介效用存在？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2011）在界定幸福感認為應掌握四柱（pillar），一

是關注每一個國家國民的幸福感，而不是僅針對先進國家的經濟發展、二

是應關注於不同團體人口的幸福感，而不是一個整體平均值；三是幸福感

成就應從成果指標，而不是投入或產出結果指標；四是主客觀幸福感都相

同重要，不僅是生活條件，而且需要個人感受幸福感。各國國家發展歷程，

隨著各國民主化、文化制度與經濟體制及社會結構差異，因此教育對於國

民幸福感之間的影響，透過國民所得與國民健康的路徑效果應有不同。為

了對不同類型國家分析，本研究以國民所得 12,475 美元為標準分為高低所

得國家分析，分為兩群可以參考研究設計與實施的說明。從這兩群國家分

析，來瞭解在不同經濟發展水準，教育年數透過國民所得與預期壽命和幸

福感的關聯性及其差異。 

二、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動機，本研究目的如下：（一）了解各國的教育年數、國民

所得、預期壽命和幸福感的關聯情形。（二）分析各國的教育年數和幸福

感的關聯性，國民所得與預期壽命的中介效果。（三）探究高所得與低所

得國家的教育年數、國民所得、預期壽命和幸福感的關聯情形。（四）了

解高所得與低所得國家的教育年數和幸福感之關聯性，國民所得與預期壽

命的中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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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幸福感意涵與本研究的理論依據 

  以下說明幸福感的意涵及其理論依據，如下： 

（一）幸福感的意涵 

  國家發展重視國民生活與幸福的感受，因此對於幸福感的意涵應說

明。幸福感（wellbeing）隨著不同的研究與取向，有不同定義。很多名詞

與幸福感有關，例如快樂、愉悅、滿意、高興、欣喜、正向態度與肯定及

支持等，雖然這些名詞的內涵不一定相同，但都有正面評價的意義。余民

寧（2015）認為，幸福感有多種意義，包括情緒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及社

會幸福感，前兩項都是與個人身心滿意有關，而後者則是對社會現象及相

關生活的滿意。Matthews（2012）認為，幸福感在文獻與演講中常聽到看

到，但是沒有一致性定義。Carruthers 與 Hood（2004）認為，幸福感讓人

聯想到快樂、樂觀、活力、自我實現、生活滿意等，他們所指的只要與個

人可以聯想到的事件、情境感到滿意就是一種幸福感。上述所指的是一種

個人心情與態度的感受，又稱為主觀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幸福

感包括物質的，例如所得與財富；身心方面的，例如健康與快樂，以及教

育面感受，包括透有能力參與公民社會的民主與立法。從心理感受來說，

它包括生活滿意、沒有負面情緒、樂觀主義與正向情緒。生活滿意是個人

生活不同層面的感受滿意或歡樂程度，包括整體判斷個人生活、滿意於某

一個重要領域，例如滿意個人職業、健康、婚姻、友誼、社會事件，甚至

對於公共政策等，換言之，這種感受可能對於公共部門，也可能是對個人

及家庭與社會的一種評價。正向情緒是個人心理對於事件與情境的正向情

感反應，如果個體的正向情緒及心理狀態持續就能較幸福。而負面情緒是

個人情緒及心理狀態不快樂持續性較多，憤怒、痛苦、傷心、心情低落等，

無法感受到快樂等皆是一種不幸福感。樂觀主義是個人對於事物與人際關

係都保持著歡樂的態度，這種快樂態度反應了心理的幸福感。總之，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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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是個人在生活所感受的歡樂、生活滿足、正向情緒、低度負面情緒、有

意義生活與心靈滿足的一種心理狀態。 

  運用在國家發展研究上，是將個人在國家或各國國民在生活、家庭、

工作、社會制度與公共部門的政策等支持、滿意或情緒上的態度做一反應，

再將這些面向的個人評價聚合為一個統計指數，來代表國家國民幸福感

受。就如 Arora 等人（2016）就把幸福感分為，國民對於身體健康、情緒

健康、生活滿意、健康行為、健康環境滿意及基本需求滿足等感受，他們

也發現這些面向與預期壽命有正相關。UNDP（2014）將國家幸福感分為

個人幸福感、對社區幸福感、對政府幸福感與整體生活滿意程度。上述面

向所測量的內容再聚合成個人、社區、政府幸福感與整體生活滿意度或整

體幸福感。總之，幸福感的意涵及面向難以界定，本研究是以 UNDP 的整

體幸福感做為分析的內容，它是指個人在生活滿意感受程度，而 UNDP 再

將各國的資料聚合為國家層級的整體生活滿意度。 

（二）本研究的理論依據 

  本研究的學理依據包括人力資本理論（human capital theory）、正向心

理學理論（positive psychology theory）、現代化理論（modernization theory）

與社會因果理論（social causation theory）。人力資本理論主張，教育投資

可以增加個人的知識、技能、能力，因而提高個人的價值，同時增加了國

家的人力資本存量，促進個人經濟報酬提高，以及國家經濟成長（Becker, 
1962）。本研究所探究的路徑包括各國的教育年數對於國民所得的影響、

教育年數對預期壽命、教育年數對於預期壽命、教育年數對於幸福感之影

響等都是人力資本理論的主張。而國家或個體國民所得對幸福感的影響是

現代化理論的主張。社會因果理論可以詮釋預期壽命對幸福感的影響。其

內容說明如下： 

  人力資本理論強調人民知識水準提高、人民素質改善與技能提升，因

而可以增加個人國民所得與提升國家經濟發展的經濟效益，同時個人接受

教育也可提高預期壽命與降低成人死亡率，就是非經濟效益之一。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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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增加衛生醫療觀念之外，也可以讓個人體悟到工作、生活及生命價值，

也就是說教育與幸福感有密切關聯。這是本研究要分析各國教育年數與幸

福感關聯的依據。 

  正向心理學研究範圍有三個重點，一是個人的快樂生活、二是個人如

何獲得美好人生、三是探討有意義的人生之特性（Baumgardner & Crothers, 
2009；Seligman, 2002, p275）。本研究關注的是各國國民幸福感，是上述

第一個面向。而影響國民的快樂與幸福感因素相當多元，其中個人接受教

育程度、健康狀況與國民所得是不可以忽略的因素。這理論是做為上述變

項與幸福感關聯的依據。 

  現代化理論認為社會變遷將會改善社會及國家現代化，從落後國家走

向現代化讓社會的人口結構、國民所得提高、衛生環境進行改善，現代化

與傳統社會的經濟發展水準、人口素質及衛生醫療的資源不同，使得預期

壽命在現代化社會與國家大大提高。現代化國家國民所得提高，因而國民

有更多的費用改善生活水準，因而影響了預期壽命。而國民所得與幸福感

的之關係，在 Easterlin（1974）研究指出，富者會比窮困者更快樂，但若

在不同國家之中，落後國家只要達到一定生活水準，則富有國家人民並不

會比窮困國家更快樂。也就是，國民所得在一定水準之後，並不一定會與

幸福感有關。這是本研究分析各國經濟發展與幸福感關聯的依據。 

  社會因果理論認為個體的個人的健康狀況、生活條件與死亡或預期壽

命有關，如果個人的身體健康，預期壽命較長，可以感受到幸福的機會與

條件會比較多（Zagozdzon, Zaborski, & Ejsmont, 2009）；而如果生活條件

不好，包括失業，喪失經濟所得、貧窮與社會剝奪，要能較長的預期壽命

機會較少，甚至有可能會早夭，就無法感受到幸福感。這是本研究要分析

各國預期壽命與幸福感關聯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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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與幸福感有關因素的相關研究 

  影響國民幸福感的因素相當多元。Chen（2012）研究亞洲四個國家指

出，個人接受的教育年數、個人所得、性別、個人世界觀、婚姻狀況及社

會網路為影響快樂與幸福感的主因。Salinas-Jimenez、Artes 與 Salinas- 
Jimenez（2011）以世界價值調查（World Values Survey）資料，包括 11 個

國家分為高度、中度及低度所得國家，分析影響幸福感（生活滿意度）顯

示，在這三組所得中，國民所得愈高、愈健康者、男性、已婚、有信仰宗

教、職業地位，他們對對生活滿意度愈高，然而如果加入了教育程度之後，

在低度及中度所得組的發現與上述一樣，但是在高所得組，教育程度高低

並沒有明顯的影響。上述可以看出，影響幸福感的因素相當多。與本研究

有關的內容，說明如下： 

（一）教育與幸福感之關聯性的研究 

  張芳全（2016）以 115 個國家的國民所得、教育年數、失業率、每萬

人口中殺人犯數對於國家幸福感的影響情形發現，國民所得、失業率是影

響個人主觀幸福感、對社區及對政府幸福感的重要因素，然而高度與中度

幸福國家的國民教育年數愈長，對政府面向的幸福感愈低。Assari、Preiser
與 Kelly（2018）研究發現，美國的黑人與白人的教育程度愈高，正向情緒

愈高。很顯然的，個人與國家的教育量愈多，幸福感愈高。上述看出，教

育和幸福感之間為正向關聯，但若是愈先進或所得愈高的國家，教育對幸

福感的效果有限。 

（二）國民所得與預期壽命之關聯性的研究 

  Hertz、Hebert 和 Landon（1994）指出，經濟發展提高國民所得與社會

環境改善，例如：國家擁有健全醫療制度，是增加預期壽命與減少成年死

亡率的重要因素。World Bank（1997）指出，開發中國家的預期壽命與每

人國民所得具有高度的正相關。Kaja、Georg 和 Runo（2005）指出愛沙尼

亞於 1990 年代中期，政府提出許多改善國家健康與醫療環境方案，因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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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愛沙尼亞的國民健康，最顯著的是政府的健康經費投資對國民健康有正

向影響，例如嬰兒死亡率大為減少，而預期壽命大大提高、傳染病減少，

人民變得比較健康。可以看出，國民所得愈高，預期壽命愈長。上述看出，

國民所得愈高或健康經費投資愈多，預期壽命愈長。 

（三）教育與預期壽命之關聯性的研究 

  張芳全（2006）以世界銀行資料分析各國教育在學率與壽命之關係發

現，兩者有正向顯著關係。Hill 與 King（1995）、Gulis（2000）研究指出，

教育，尤其是女性教育在整體預期壽命的延長扮演重要角色，女性的教育

程度愈高，預期壽命愈長。Lutz 與 Kebede（2018）分析 1975 年至 2015 年

149 個國家資料發現，國民所得與教育程度對預期壽命都有正向顯著影

響，其中以國民教育程度影響力高於國民所得；同時如果以五歲以下嬰兒

死亡率為依變項分析發現，教育程度對死亡率有負向顯著影響，而國民所

得則否。上述可看出，教育程度愈高，預期壽命愈長。 

（四）教育與國民所得之關聯性的研究 

  人力資本理論主張教育就是有價值的投資，而更有許多研究支持，教

育與所得或經濟發展有正向關係（Barro & Lee, 2013；Cohen & Soto, 2007；

Colclough, Kingdon, & Patrinos, 2010）。LaBarbera 與 Gürhan（1997）研究

發現，教育年數與國民所得為.24 顯著相關，主觀幸福感與壓力為-.22 顯著

相關，而國民平均的教育年數、國民所得及主觀幸福感、教育年數、國民

所得與壓力之相關係數各為.23、.06、.23、.13。Psacharopoulos 與 Patrinos
（2004）研究指出，各國高等教育的平均教育收益率大約在 10%。因此，

人力資本愈高，國民所得愈高。 

（五）國民所得與幸福感之關聯性的研究 

  張芳全（2018）研究指出，臺灣的國民經濟收入是影響快樂的關鍵因

素。Assari、Preiser 與 Kelly（2018）研究發現，美國的白人經濟所得對正

負向情緒各有正負向顯著影響，然而非洲裔黑人則否。Deaton（2008）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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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123 個國家分析，國民所得取對數對生活滿意發現，在 123 個國家、低

於 12,000 美元 85 國與高於 12,000 美元 38 國之中，國民所得都對於生活滿

意有顯著正向影響，其中低所得組國家的影響力最大，然而如果以高於 2
萬美元的 25 個國家分析，國民所得則沒有明顯的影響。可見，國民所得對

於幸福感的影響會依國家經濟水平而有差別，低度國民所得國家隨著經濟

發展，幸福感會提升，但是經濟所得到一定水準之後，就不一定所得愈高，

幸福感愈高。 

（六）預期壽命與幸福感之關聯性的研究 

  Deaton（2008）運用 2003 年的蓋樂普世界調查（Gallup World Poll）
資料分析，在沒有區分經濟發展的 120 個國家之國民所得及 1990 至 2005
年預期壽命變化，對於生活滿意度（幸福感）有正向顯著影響，然而 2000
至 2003 年的經濟成長對於幸福感則為負向顯著的影響。可見預期壽命對於

幸福感有正向影響。如果國民所得在 12,000 美元以下的 83 個國家分析顯

示，與 120 個國家的結果一樣，代表國民所得與預期壽命對幸福感有明顯

影響；然而僅以 37 個 12,000 美元以上的國家分析，國民所得對幸福感有

正向顯著影響，經濟成長與預期壽命對幸福感則沒有顯著影響。高所得國

家預期壽命普遍較高，要再提高預期壽命幅度比起中低度所得國家還困

難，加上高所得國家傾向於較長期於較好的生活水準之中，國民要再多感

受到生活、工作、健康、安全等滿意及幸福感較為有限。上述可以看出，

預期壽命對幸福感影響狀況，可能還要看國家經濟水平而定。 

三、教育年數與幸福感之中介變項的論證 

  本研究所要建立的模式涉及三條中介變項路徑的論證、理論與相關研

究說明如下。本研究將各國的教育年數視為投入變項，它對於國民所得與

預期壽命的中介變項可能產生影響，再影響幸福感。其理論基礎之一是人

力資本理論，它主張個人與國家教育投資對於個人與國家的人力資本累積

有所幫助，這方面資本對於個人與國家產生經濟效益，最明顯的是國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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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提高與經濟發展更有競爭力。個人國民所得提高，因而可以有更多資源

改善生活條件、健康衛生與醫療條件，可以購買更營養物資與安全住所，

可以更健康而有更長的預期壽命，在此條件之下，進而可以有感受更幸福

的機會與條件。從另一方面來說，教育的非經濟效益是無法從貨幣來衡量，

因此，教育對於預期壽命增長及幸福感提高為非經濟效益範圍。所以人力

資本理論與本研究所要檢定的路徑有很大的關聯。而正向心理學主張個人

感受幸福感與生活滿意，很重要的前提是個人健康，而預期壽命長短是健

康反應之一，也是個人有機會與條件感受生活滿意及幸福感的前提。各路

徑及變項之間的關聯說明如下： 

（一）路徑 1：教育年數→國民所得→幸福感的研究 

  教育投資之後有明顯的經濟報酬（Psacharopoulos & Patrinos, 2004），

接受較高層次的教育可以減少失業的風險（Hartog & Oosterbeek, 1998）。

教育不僅可以讓個體找到更好的工作機會，增加他們經濟收入之外，還可

以在較好經濟收入影響了他們在生活滿意度及幸福感。Assari、Preiser 與

Kelly（2018）建構一個影響情緒幸福感的中介模式，以國民所得為中介的

研究發現，個人教育程度透過國民所得，影響了個人正負向情緒。FitzRoy
與 Nolan（2018）針對英國成年人研究發現，擁有高教育程度者在生活滿

意度從最高到最低都有，但他們平均所得都比較高，縱使在 2008 年至 2009
年已有高度經濟成長，教育程度較低者，仍然沒有提高他們的生活滿意度，

然而高教育程度者，雖然國民所得略為下降，但他們的生活滿意度卻提高。 

（二）路徑 2：教育年數→國民所得→預期壽命→幸福感的研究 

  教育是改善生活水準及獲得成果的媒介之一，這些成果包括取得較多

的就業機會、賺取更多的國民所得與獲得更高的社會地位、富有更健康身

心，較長的預期壽命，以及成為提升國民態度及幸福感的重要變項。

Mirowsky 與 Ross（2003）研究指出，高等教育是獲得較穩定及高收入工作

的主因，同時可以增加國民所得，再透過所賺取所得購買營養食品、房舍

與高品質醫療，進而提高他們的預期壽命。Saeed、Moslem、Zabih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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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hammad（2016）的研究發現，預期壽命、心理幸福给與生老年人的生

活品質有顯著正相關，迴歸分析顯示，預期壽命可以解釋老年人生活品質

滿度有 5.33%。上述可知，各國的國民教育年數影響國民所得，進而影響

預期壽命，再影響國民幸福感。此路徑在高所得、低所得國家及各國實際

效果如何呢?是本研究要分析。 

（三）路徑 3：教育年數→預期壽命→幸福感的研究 

  各國的教育年數透過預期壽命為中介可能影響幸福感。張芳全（2018）

研究臺灣國民快樂因素發現，臺灣的男性會透過人際信任影響快樂；個人

經濟收入透過國家為榮及健康狀況影響快樂；個人教育年數與年齡透過對

休閒認知重要性影響快樂程度。Zhanga、Braunb 與 Wu（2017）以美國健

康與退休資料庫（Health and Retirement Study）的五波資料（2006 至 2014
年）分析 16,163 名樣本發現，老年人的生活滿意較高，這些經過經濟大

衰退的受試者，認為經濟狀況對生活滿意度影響很大，如果交叉分析發

現，性別、教育程度與族群都影響生活狀況，其中女性接受高等教育者有

較高的生活滿意度，拉丁語系族群者滿意度又高於非拉丁語系及美國裔黑

人。Husain（2013）以孟加拉的資料研究顯示，每增加 1%預期壽命可以

增加 3%的財富指數幸福感。這表示，預期壽命可以帶給個體幸福感。整

體來看，教育透過預期壽命，再影響幸福感，然而各國是否如此呢?為本

研究所要分析。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研究架構及假設 

  本研究架構如圖 1。圖中直線代表有關聯性，因為此圖將分析 73 個高

所得國家、80 個低所得國家，以及整體 153 個國家在變項的關係，也就是

會有三個架構圖，但是三組國家（高、低與整體）都是運用相同的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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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縮減篇幅僅以一個圖為參照。圖中主要在檢定，153 個國家（高所得、

低所得國家）的教育年數影響國民所得、國民所得影響預期壽命、預期壽

命影響幸福感、教育年數影響幸福感。各國的教育年數影響國民所得，再

影響預期壽命，最後再影響幸福感。 

 

 

 

 

 

 

 

圖1  研究架構 

 

本研究的假設如下： 

  H1：各國的教育年數愈長，國民所得愈高。 
  H2：各國的教育年數愈長，預期壽命愈長。 
  H3：各國的教育年數愈長，幸福感愈好。 
  H4：各國的國民所得愈高，預期壽命愈長。 
  H5：各國的國民所得愈高，幸福感愈好。 
  H6：各國的預期壽命愈長，幸福感愈好。 
  H7：各路徑所形成的整體中介效果達到統計顯著水準。 
  H8：各國的國民所得在教育年數與幸福感之間具有中介效果。 
  H9： 各國的國民所得與預期壽命在教育年數與幸福感之間具有中介

效果。 
  H10：各國的預期壽命在教育年數與幸福感之間具有中介效果。 
  H11：H8 所檢定的中介效果與 H9 所檢定的中介效果有明顯差異。 

教育年數 幸福感 

國民所得 預期壽命 H4 

H2 

H5 

H6 

H3 

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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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12：H8 所檢定的中介效果與 H10 所檢定的中介效果有明顯差異。 
  H13：H9 所檢定的中介效果與 H10 所檢定的中介效果有明顯差異。 

  上述的 H7 至 H13 無法用圖 1 顯示，以上述文字說明。同時本研究關注

高低所得群的上述狀況，在研究假設亦分為兩群，例如 H1a：高所得國家教

育年數愈長，國民所得愈高。而 H1b：低所得國家教育年數愈長，國民所

得愈高。H2 至 H13 的情形依此類推。H11 至 H13 在檢定不同路徑所產生的中

介效果差異。 

二、變項測量 

  各變項的測量說明如下：1.教育年數：以各國國民平均接受正規教育

年數，單位為年，教育年數愈多，代表國民教育水準愈高。2.國民所得：

以各國一整年度的每位國民平均所獲得可以購買的經濟能力，以美元為單

位。國民所得愈高，代表經濟發展愈好。3.預期壽命：它又稱為平均餘命，

是從一個人現在年齡算起，預期可以繼續存活平均年數，其基本假定是如

果目前各年齡層死亡率一直保持不變，則今年各年齡層世代，預期可以繼

續存活平均年數，如以 0 歲年齡層來看，其平均餘命為該世代的預期壽命

（國家教育研究院，2020）。本研究以各國國民可以預期生命的年數，以

年為單位，年數愈高，代表預期壽命愈長。4.幸福感：它是個體對生活感

受的滿意度。本研究以 UNDP（2017）對各國國民在整體生活滿意度的調

查所獲得資料。UNDP 對各國抽出的樣本進行生活滿意調查（整體生活滿

意度有一題），再從每一個國家的樣本聚合為國家層級的數據。也就是它

原本的題目測量從 1 至 8 計分，但是每一個國家再進行該國的所調查的樣

本整體平均，所獲得的分數。Oswald 與 Wu（2010）研究支持運用一題來

量測整體生活滿意度做為幸福感有維持一定穩定性。本研究如在此題的分

數愈高，也就是幸福感分數愈高，代表愈幸福，反之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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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高所得及低所得國家方面，World Bank（2017）對 2016 年的各國分

為低所得（low income）（低於 1,025 美元）、低中所得（low middle income）

（1,026-4,035 美元）、高中所得（upper middle income）（4,036-12,475 美

元）與高所得（high income）（高於 12,475 美元）。因為區分為四組，高

所得、中高所得國家數少；分為高中低三組，也有同樣問題，因此本研究

分為高低所得兩類國家，也就是以 12,475 美元為高低所得國家臨界點，高

於此標準為高所得國家，低於此為低所得國家，各有 73 及 80 個國家，兩

群樣本數比起三群及四群多，較不會有估計偏誤的情形。 

三、研究對象與資料來源 

  本研究納入分析的國家以 UNDP（2017）發布的 2016 年統計資料為依

據，共有 153 個，包括 OECD 國家、先進與開發中、高低所得國家，其中

高所得與低所得國家各有 73 及 80 個。UNDP 以蓋洛普世界調查的問題

（Gallup World Poll question），所設計的題目相同，針對各國被抽中的國

民進行問卷調查，所建置的資料，在測量上不是個人特質反應，也不是以

個人為分析樣本，而是以國家為單位的聚集資料。簡言之，本研究從國家

層級角度探討，不是以個體觀點來分析教育、經濟、預期壽命與幸福感的

關係。因 UNDP 的統計報告中，許多國家調查資料缺失，無法納入本研究，

臺灣沒有與 UNDP 相同的幸福感調查資料，無法在研究之列，也沒有蒐集

跨年度資料來追蹤分析。 

  表 1 看出，個人幸福感，即生活滿意度方面，最低為 2.70 分，最高為

7.50 分。各國的教育年數最少僅有 1.40 年，最高為 13.10 年，平均 8.20 年，

而國民所得最少為 581.00 美元，最多為 83,961 美元，平均為 17,116.73 美

元，可見各國的幸福感、國民所得、教育年數與預期壽命的差異大。經過

獨立樣本平均數 t 檢定後，從表 1 可以看出，高低所得國家在教育年數、

國民所得、預期壽命與幸福感都達到 p<.01，高所得國家在教育年數、國民

所得、預期壽命與幸福感都明顯高於低所得國家。例如：高所得國家的教

育年數明顯高於低所得國家有 4.20 年，預期壽命高出 11.32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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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高所得與低所得國家在變項差異的檢定結果 

變項 組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偏態 峰度 差異 

教育 
年數 

高 6.40 13.10 10.40 1.85 -0.35 -1.10 4.20** 

低 1.40 12.10 6.20 2.78 0.31 -0.87  

整體 1.40 13.10 8.20 3.17 -0.33 -0.98  

國民 
所得 

高 12547.00 83961.00 30283.15 15876.77 1.22 1.32 25180.1** 

低 581.00 12190.00 5102.44 3571.96 0.57 -0.96  

整體 581.00 83961.00 17116.76 16889.63 1.45 2.01  

預期 
壽命 

高 64.40 84.00 77.30 4.71 -0.79 0.18 11.13** 

低 50.70 77.80 65.98 7.37 -0.36 -0.90  

整體 50.70 84.00 71.38 8.42 -0.62 -0.43  

幸福感 

高 3.90 7.50 6.22 0.88 -0.54 -0.18 1.325** 

低 2.70 6.50 4.60 0.86 0.04 -0.32  

整體 2.70 7.50 5.37 1.18 -0.04 -0.82  

註：N＝153。**p＜.01 

 

四、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採用 IBM SPSS Statistics 25.0 版軟體，分析方法包括描述統計、

獨立樣本平均數 t 檢定、積差相關係數與迴歸分析。描述統計在瞭解各變

項平均數與標準差掌握資料分配狀況。獨立樣本 t 平均數檢定在瞭解高低

所得國家的變項差異性。積差相關係數在估計各變項之間的關聯性。迴歸

分析在瞭解各變項對於幸福感之間的關係，在分析之前會先對其基本假定

診斷，也就是直線性、常態性、誤差獨立性與變異數齊一性，並針對極端

值檢測。本研究以拔靴法（bootstrap method）對時間數列先後的雙中介變

項檢定，瞭解各國的國民所得與幸福感在教育年數與幸福感之間是否產生

中介效果，檢定方法的相關內容可參考 Preacher 與 Hayes（2004）、Ha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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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論著，以及 Hayes 所設計 PROCESS 軟體之操作。本研究的推論

統計犯錯機率均以.05 或.01 為裁決標準。 

  拔靴法以重複取樣來獲得中介效果平均數及 95%信賴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 CI）。如果 95%信賴區間不包含 0，就代表中介效果存在。判斷完

全中介效果或部分中介效果標準如下（Lau & Cheung, 2012）：1.間接效果

值的 95%信賴區間（CI）內，若包括 0，表示沒有中介效果；2.間接效果

值的 95%信賴區間內，若不包括 0，表示有中介效果，且直接效果值的 95%
信賴區間內，若包括 0，代表沒有直接效果，屬於完全中介效果。3.直接效

果與間接效果值的 95%信賴區間內，若都不包括 0，且總效果值的 95%信

賴區間不包括 0，代表部分中介效果。 

  此外，本研究還要瞭解不同路徑之間的中介效果差異，也就是研究假

設 11 至 13（H11 至 H13），它是運用兩兩的路徑配對進行檢定，在 Hayes
（2018）的論著第 155-156 頁及其所設計 PROCESS 軟體中會跑出的報表，

以兩路徑的中介效果差異檢定，透過 95%CI 值計算，如果不包含 0，代表

兩者有明顯差異，反之則中介效果沒有明顯差異。 
 

肆、結果與討論 

一、 研究資料的基本假定評估 

  本研究在進行迴歸分析前，先對於資料的基本假設評估，各項分析如

下：首先，直線性假定上，各國的教育年數與幸福感、預期壽命與幸福感、

國民所得與幸福感之分布情形如圖 2、3、4。圖中可以看出，這兩兩變項

之間看出來是直線關係。在常態性的基本假定上，從表 1 看出各變項之偏

態係數絕對值小於 3 及峰度係數絕對值小於 10，符合常態分配條件（Kline, 
2005）。在獨立性方面，教育年數對於國民所得、預期壽命與幸福感的迴

歸分析模式的 Durbin-Watson 係數估計各為 1.92、1.98、1.950，接近 2.0 代

表變項沒有自我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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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各國的教育年數與幸福感之散布圖 

 

 

圖3 各國的預期壽命與幸福感之散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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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各國的國民所得與幸福感之散布圖 

 

  在變異數同質性方面，各國國民教育年數對於國民所得、預期壽命與

幸福感的淨殘差散布如圖 5a、5b、5c，圖中看出每個殘差值大致都沿著 0
線上下不規則散布，代表符合變異數同質性。極端值診斷經過分析，沒有

超過 3.0 以上，極端值不嚴重。基於上述評估，本研究的資料可以進行迴

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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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a 各國的教育年數與國民所得之淨殘差值散布圖 

 

 

圖5b 各國的教育年數與預期壽命之淨殘差值散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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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c 各國的教育年數與幸福感之淨殘差值散布圖 

 

  各國的教育年數、國民所得、預期壽命與幸福感的相關係數矩陣如表

2 所示。表中的左半邊下三角形的相關係數是 153 個國家，而右半邊的下

三角形之相關係數為高所得國家，上三角形的相關係數為低所得國家。表

中看出，全部國家的各變項之相關係數在.654 至.773，屬中度正相關；而

高所得國家的教育年數與國民所得.370 達到顯著相關，其他變項也有達到

顯著相關；低所得國家兩兩變項之間的相關係數在.496 至.652，屬中度正

相關。低所得國家的各變項之間的相關係數高於高所得國家。 
 

表 2 
各國的教育年數、國民所得、預期壽命與幸福感之間的相關係數 

變 項 1 2 3 4 1 2 3 4 
1 教育年數 -    - .652** .598** .496** 
2 國民所得 .654** -   .370** - .642** .588** 
3 預期壽命 .754** .696** -  .436** .531** - .604** 
4 幸福感 .690** .723** .773** - .359** .505** .572** - 
註：N＝153。n 高所得＝73。n 低所得＝80。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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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路徑估計的結果 

（一）教育年數對國民所得的分析結果 

  經過迴歸分析如表 3，模式 1、1a 及 1b 的 F 值達到 p＜.01，代表模式

的迴歸直線具有意義。模式 1 的各國教育年數和國民所得為正向顯著關聯

達到 p＜.01，代表 153 國的教育年數愈高，國民所得愈高，解釋力為 42.9%。

模式 1a 及 1b 為高、低所得國家的 F 值都達到 p＜.01，代表高、低所得國

家的教育年數愈高，國民所得愈高。 

 

表 3 
教育年數對國民所得影響之迴歸分析結果 

變項/參數 係數 估計標準誤 t 值 p 值 LLCI ULCI 
模式 1       
常 數 .000 .062 .000 .999 -.122 .122 

教育年數 .655** .052 12.714 .000 .553 .757 
F 值 161.637**      

Adj-R² .429      
模式 1a       
常 數 .366** .201 1.823 .073 -.034 .767 

教育年數 .596** .205 2.913 .005 .188 1.005 
F 值 8.487      

Adj-R² .137      
模式 1b       
常 數 -.612** .027 -22.356 .000 -.666 -.557 

教育年數 .158** .021 7.528 .000 .116 .199 
F 值 56.672**      

Adj-R² .426      
** 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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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年數與國民所得對預期壽命的分析結果 

  經過迴歸分析如表 4，模式 2、2a、2b 的 F 值都達到 p＜.01，代表各

模式的迴歸直線具有意義。三個模式的教育年數與國民所得均達到 p

＜.01，亦為正向關聯，代表各國、高所得與低所得國家的教育年數與國民

所得愈高，預期壽命愈高。三個模式的解釋力各為 64.0%、34.9%、46.8%。

三個模式的最大 VIF 為 1.965，並沒有超過 10，所以多元共線性問題不大。 

 

表 4 
教育年數與國民所得對預期壽命影響之迴歸分析結果 

變項/參數 係數 估計標準誤 t 值 p 值 LLCI ULCI 
模式 2       
常 數 .000 .049  .000 .999 -.097 .097 

國民所得 .358** .070 5.144 .000 .220 .495 
教育年數 .518** .067 7.770 .000 .386 .650 

F 值 152.368**      
最大 VIF 1.450      

Adj-R² .640      
模式 2a       
常 數 .319** .095 3.345 .001 .129 .510 

國民所得 .255** .101 2.516 .014 .053 .457 
教育年數 .267* .133 2.001 .005 .001 .533 

F 值 23.182**      
最大 VIF 1.965      

Adj-R² .349      
模式 2b       
常 數 .847** .302 2.805 .006 .246 1.448 

國民所得 1.816** .427 4.248 .000 .965 2.666 
教育年數 .311** .084 3.727 .000 .145 0.478 

F 值 34.891**      
最大 VIF 1.730      

Adj-R² .468      
* p＜.05.**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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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年數、國民所得與預期壽命對幸福感影響之分析結果 

  經過迴歸分析如表 5，模式 3、3a、3b 的 F 值都達到 p＜.01，代表三

個模式的迴歸直線都具有意義。模式 3、3a、3b 的變項達到 p＜.01，代表

各國、高所得與低所得國家的教育年數愈高，幸福感愈高，三個模式解釋

力各為 47.7%、12.9%、24.6%。 
 

表 5 
教育年數對幸福感影響之迴歸分析結果 

變項/參數 係數 估計標準誤 t 值 p 值 LLCI ULCI 
模式 3       
常 數 .000 .059  .000 .999 -.117 .117 

教育年數 .691** .052 13.268 .000 .588 .793 
F 值 176.028**      

Adj-R² .477      
模式 3a       
常 數 .397** .146 2.726 .008 .107 .688 

教育年數 .456** .147 3.110 .003 .164 .749 
F 值 9.674**      

Adj-R² .129      
模式 3b       
常 數 -.392** .088 -4.451 .000 -.567 -.217 

教育年數 .410** .076 5.407 .000 .259 .561 
F 值 29.240**      

Adj-R² .246      
** p＜.01 

 

  表 6 的模式 4、4a、4b 的 F 值都達到 p＜.01，代表三個模式的迴歸直

線都有意義。模式 4 的 153 國的國民所得與預期壽命對幸福感都達到 p

＜.01，教育年數達到 p＜.05，代表教育年數、國民所得與預期壽命愈高，

幸福感愈高，解釋力為 67.3%。然而模式 4a、4b 的教育年數對於幸福感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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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達到統計的.05 顯著影響，與表 6 相對照，很可能這兩個模式的教育年數

重要性被國民所得與預期壽命削弱了。三個模式最大 VIF 值各為 2.18、

3.01、2.08，沒有多元共線性問題。 
 

表 6 
教育年數、國民所得與預期壽命對幸福感影響之迴歸分析結果 

變項/參數 係數 估計標準誤 t 值 p 值 LLCI ULCI 
模式 4       
常 數 .000 .047  .000 .999 -.093 .093 

國民所得 .323** .075 4.325 .000 .175 .470 
預期壽命 .429** .077 5.543 .000 .276 .582 
教育年數 .156* .069 2.261 .025 .020 .293 

F 值 120.959**      
最大 VIF 2.18      

Adj-R² .673      
模式 4a       
常 數 .106 .151  .705 .483 -.194 .407 

國民所得 .207* .083 2.503 .015 .042 .372 
預期壽命 .521** .185 2.822 .006 .153 .890 
教育年數 .114 .136  .841 .403 -.157 .386 

F 值 12.185**      
最大 VIF 3.01      

Adj-R² .390      
模式 4b       
常 數 .321 .225 1.427 .158 -.127 .768 

國民所得 1.037* .401 2.583 .012 .237 1.836 
預期壽命 .297** .089 3.348 .001 .121 .474 
教育年數 .069 .103  .665 .508 -.137 .274 

F 值 21.073**      
最大 VIF 2.08      

Adj-R² .437      
* p＜.05.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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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育年數透過國民所得與預期壽命為中介變項對幸福

感的檢定 

（一）153 個國家的檢定 

  經過拔靴法檢定結果如表 7。表中看出，以 153 個國家的教育年數為

投入變項，以國民所得及預期壽命為中介對幸福感的間接效果之 95%CI 的

下界（LLCI）與上界（ULCI）在.425 與.667 之間不包括 0，達到 p＜.01，

而且總效果與直接效果的 95%CI 內都不包含 0，直接效果達到 p＜.05，其

效果值為.156。整體上，代表具有部分中介效果存在。 

  本研究的中介變項間接效果共有三條路徑，也就是路徑 1：教育年數

→國民所得→幸福感（間接效果 1）。路徑 2：教育年數→國民所得→預期

壽命→幸福感（間接效果 2）。路徑 3：教育年數→預期壽命→幸福感（間

接效果 3）。以路徑 1 的間接效果 1 之 95%CI 為.129 至.313，不包括 0，

達到 p＜.01，但總效果與直接效果的 95%CI 內都不包含 0，也就是具有部

分中介效果，表示各國的教育年數會透過國民所得，進而明顯的影響幸福

感，易言之，教育年數愈長，透過國民所得，對於幸福感有提升效果，而

此部分中介效果為.211。 

  就路徑 2 的間接效果 2 來看，教育年數會先透過國民所得，再透過預

期壽命，再影響幸福感，它的 95%CI 為 0.063 至 0.155 之間不包括 0，達

到 p<.01，且總效果與直接效果的 95%CI 內都不包含 0，可以判斷具有部

分中介效果，表示各國的教育年數會透過國民所得，進而明顯影響預期壽

命，再影響幸福感。因此可以看出，各國教育年數愈長，透過國民所得與

預期壽命，對於幸福感有提升效果，而此部分中介效果為.101。 

  以路徑 3 的間接效果 3 之 95%CI 為 0.143 至 0.335，不包括 0，達到 p

＜.01，且總效果與直接效果的 95%CI 內都不包含 0，因此判斷具有部分中

介效果，表示各國教育年數透過預期壽命，進而明顯影響幸福感。簡言之，

各國教育年數透過預期壽命對幸福感有提升效果，而此部分中介效果

為.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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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教育年數透過國民所得與預期壽命為中介對幸福感影響之拔靴法檢定結果 

效果/數值 係數 估計標準誤 t 值 p 值 LLCI ULCI 
總效果 .691** .052 12.268 .000 .588 .793 
直接效果 .156* .069 2.261 .025 .020 .293 
間接效果 .534** .062 8.217 .000 .425 .667 
間接效果 1 .211** .048 4.396 .000 .129 .313 
間接效果 2 .101** .024 4.208 .000 .063 .155 
間接效果 3 .222** .047 4.723 .000 .143 .335 
比較 1 .111** .054 2.056 .035 .006 .222 

比較 2 -.011 .080 -.138 .785 -.172 .143 
比較 3 -.122** .048 -2.542 .014 -.235 -.042 
* p＜.05. **p＜.01 

 

  本研究的路徑有三條間接效果量，可以比較不同路徑之間的間接效果

是否達到統計的顯著差異。若以表中的比較 1 是間接效果 1 減去間接效果

2；比較 2 是間接效果 1 減去間接效果 3；比較 3 是間接效果 2 減去間接效

果 3 的結果。表中可以看出，比較 2 的 95%CI 有包括 0，代表這兩組比較

的間接效果沒有明顯差異。然而比較 1 與比較 3 之間接效果的 95%CI 沒有

包括 0，達到統計顯著水準，也就是這兩條路徑的間接效果有明顯差異。

表中看出，間接效果 1 的值為.211，而間接效果 2 的值為.101，兩者差

距.111；而比較 3 為負值，代表第三條路徑的間接效果明顯大於第二條路

徑的間接效果。其意義是，153 個國家的教育年數透過國民所得影響預期

壽命，再影響幸福感的效果量明顯比起各國教育年數透過預期壽命，影響

幸福感的效果量少.122。 

（二）高所得國家的檢定結果 

  表8為73個高所得國家的教育年數透過國民所得及預期壽命為中介對

幸福感的間接效果之 95%CI 下界（LLCI）與上界（ULCI）在.153 與.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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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不包括 0，達到 p＜.01，而且總效果的 95%CI 內不包含 0，但是直接

效果的 95%CI 內包含 0，代表具有完全中介效果。 

  在三個間接效果的95%CI 都不包括0，例如間接效果1 的95%CI 為.023
至.330，而總效果的 95%CI 內不包含 0，但直接效果包含 0，因此具有完

全中介效果，表示 73 個高所得國家的教育年數會透過國民所得，進而明顯

提升幸福感，而此完全中介效果為.123。而間接效果 2 及間接效果 3 的 CI
都不包含 0，總效果的 CI 不包括 0，但直接效果包括 0，所以有完全中介

效果。代表這 73 個國家的教育年數透過國民所得來影響預期壽命，再影響

幸福感的效果達統計顯著水準；同時教育年數透過預期壽命來影響幸福感

也達到顯著。此外，這三條路徑的間接效果量在兩兩比較之後的差異，即

從 95%的 CI 值都包括 0，代表各路徑的間接效果之間沒有明顯差異，也就

是這三條路徑的間接效果沒有明顯不同。 
 

表 8 
高所得國家教育年數透過國民所得與預期壽命為中介變項對幸福感影響之拔靴法

檢定結果 

效果/數值 係數 估計標準誤 t 值 p 值 LLCI ULCI 
總效果 .456 .147 3.110 .003 .164 .749 
直接效果 .114 .136  .841 .403 -.157 .386 
間接效果 .342 .107 3.196 .002 .153 .567 
間接效果 1 .123 .050 2.460 .015 .023 .330 
間接效果 2 .079 .037 2.135 .041 .014 .234 
間接效果 3 .139 .064 2.172 .040 .010 .362 
比較 1 .044 .082 0.536 .512 -.091 .253 
比較 2 -.016 .143 -.112 .856 -.277 .281 
比較 3 -.060 .103 -.583 .458 -.284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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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低所得國家的檢定結果 

  表9是80個低所得國家的教育年數透過國民所得及預期壽命為中介對

幸福感的間接效果之 95%CI 下界（LLCI）與上界（ULCI）在.215 與.506
之間，不包括 0，而且總效果的 95%CI 內不包含 0，但直接效果的 95%CI
內包含 0，代表具有完全中介效果。 

  在三個間接效果的 95%CI 都不包括 0，總效果的 95%CI 內不包含 0，

但直接效果包含 0，此路徑具有完全中介效果，表示 80 個低所得國家，在

路徑 1，也就是間接效果 1 的意義是，教育年數會透過國民所得進而明顯

提升幸福感，而此完全中介效果為.163。而間接效果 2 的意義是，80 個低

所得國家的教育年數透過國民所得影響預期壽命，再影響幸福感的完全中

介效果為.085；同時間接效果 3 是 80 個國家的教育年數透過預期壽命影響

幸福感的效果值為.093。然而這三條路徑的間接效果量在兩兩比較，即 95%
的 CI 值都包括 0，代表各路徑的間接效果之間沒有明顯差異，也就是這三

條路徑的間接效果沒有明顯不同。 
 

表 9 
低所得國家教育年數透過國民所得與預期壽命為中介變項對幸福感影響之拔靴法

檢定結果 

效果/數值 係數 估計標準誤 t 值 p 值 LLCI ULCI 
總效果 .410 .076 5.407 .000 .259 .561 
直接效果 .069 .103  .665 .508 -.137 .274 
間接效果 .341 .075 4.547 .000 .215 .506 
間接效果 1 .163 .072 2.264 .025 .050 .341 
間接效果 2 .085 .034 2.500 .015 .035 .174 
間接效果 3 .093 .037 2.514 .016 .033 .176 
比較 1 .078 .084  .928 .158 -.077 .264 
比較 2 .071 .091 0.780 .220 -.082 .281 
比較 3 -.008 .045 -.1778 .830 -.094 .088 



張芳全 教育年數對幸福感影響之跨國研究－以國民所得與預期壽命為中介變項 93 

四、綜合討論 

  本研究的特色與貢獻如下：（一）現有研究對於幸福感的影響因素檢

定，多以生產函數的投入變項對結果變項的模式分析，少有中介變項納入

探討。本研究以國民所得與預期壽命為二個中介變項，與現有研究極大差

異。（二）研究區分不同發展程度國家進行分析，各國教育年數、國民所

得與預期壽命對幸福感的影響效應，更可以看出兩群國家對於幸福感影響

的效果差異。（三）本研究以拔靴法嚴謹檢定兩個中介變項所產生的效應

量，這個方法突破先前檢定中介變項，未能符應常態分配的可能問題。（四）

研究發現高低所得國家透過二個中介變項（國民所得與預期壽命）對幸福

感的影響，在中介效果有明顯差異，這是現有研究沒有分析過的內容。針

對結果討論如下： 

（一）教育年數對於國民所得、預期壽命與幸福感的結果討論 

  本研究發現，所有國家與低所得國家的教育年數對於國民所得都有正向

顯著關聯，代表國家的教育年數愈多，國民所得愈高，這與很多文獻有相同

發現（Barro & Lee, 2013；Cohen & Soto, 2007；Colclough, Kingdon, & Patrinos, 
2010），與人力資本理論的論點相符，因此接受 H1、H1a、H1b。不管國民所

得高低，教育年數有明顯影響國民所得，高低所得國家均透過教育年數的增

加，進而提高國民所得，所以教育年數和國民所得有明顯關聯。 

  本研究也發現，在 153 個國家、高低所得國家的教育年數對預期壽命有

正向顯著影響，代表各國國民教育年數愈長，預期壽命愈長，這可以理解國

民接受教育之後，人力素質提升，衛生觀念增加，因而與預期壽命提高有關

聯，與 Hill 與 King（1995）、Gulis（2000）、Lutz 與 Kebede（2018）的研

究結果一致，支持人力資本理論與社會因果理論，因此接受 H2、H2a、H2b。 

  此外，教育年數和幸福感有正向顯著關聯，與 Assari、Preiser 與 Kelly
（2018）的研究發現一樣，因此接受 H3、H3a、H3b。這說明了各國的教育

年數愈長，國民幸福感受愈高，以本研究的幸福感測量內容來看，可以解

釋國民接受教育之後，國民生活滿意度高，這項目在測量個人整體生活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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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狀況。個人接受較多教育年數之後，會有更多衛生健康知識，以及較多

工作機會與就業，對生活滿意度會更高。但從表 7 結果來看，高所得與低

所得國家，除了教育年數之外，又把國民所得及預期壽命一起投入迴歸方

程式，此時教育年數就沒有達到統計顯著水準，可能是教育年數對於幸福

感重要性被國民所得與預期壽命所削弱，但從 VIF 值並沒有超過 10，代表

多元共線性問題不嚴重。上述的矛盾仍待後續探究。 

（二）國民所得對於預期壽命與幸福感，以及預期壽命對幸福感的結果討論 

  本研究結果發現，各國國民所得對預期壽命與幸福感都有正向顯著影

響，代表 153 個國家、高所得與低所得國家的國民所得水平愈高，國民愈

有機會與能力改善生活，所以預期壽命比較高，與 Kaja、Georg 和 Runo（2005）

的研究發現一樣。因此接受 H4、H4a、H4b。從表 5 來看，高低所得國家的國

民所得愈高，幸福感也愈高，代表幸福感並沒有如 Easterlin（1974）的研

究所指，國民所得在一定水準之後，不一定會對幸福感有明顯影響。因此

接受 H5、H5a、H5b。這也說明了，國民所得是影響幸福感的關鍵因素之一。

而本研究也發現，預期壽命對於幸福感有正向顯著影響，這與 Deaton（2008）

的研究指出，在不管任何經濟發展國家與低所得國家的預期壽命對於幸福

感有正向顯著影響一樣。因此接受 H6、H6a、H6b。可能是因為國民預期壽

命更長，代表更為健康，因為健康更可以感受到生活的滿意與幸福感。 

（三）各路徑的中介變項效果檢定結果討論 

  本研究以拔靴法對於模式的中介變項之效果檢定，153 國、高低所得

的各路徑研究結果發現如下：就模式的整體中介效果來說，153 個國家的

教育年數透過國民所得及預期壽命為中介變項對幸福感的間接效果、總效

果與直接效果之 95%CI 的下界與上界之間不包括 0，代表具有部分中介效

果。而高所得與低所得國家的教育年數透過國民所得及預期壽命為中介對

幸福感的間接效果與總效果之 95%CI 下界與上界不包括 0，但直接效果的

95%CI 內包含 0，代表具有完全中介效果。因此接受 H7、H7a、H7b。以 153
個國家的模式來說，教育年數透過國民所得與預期壽命影響，再對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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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分中介效果為.534，而高低所得國家為完全中介效果之效果值各為.342
與.341。簡單說，本研究建構模式可以用 153 個國家與 73 個高所得及 80
個低所得國家來說明，也就是模式的整體中介效果存在。 

  就各路徑來說，從第一條路徑檢定結果發現，153 個國家、高所得與

低所得國家教育年數透過國民所得對幸福感具有中介效果，代表 153 個國

家、高低所得國家教育年數透過國民所得，再影響幸福感，分別具有部分

中介效果與完全中介效果。因此接受 H8、H8a、H8b。這說明不管是高所得

與低所得國家的國民所得對幸福感都有其重要性，所以國民對於生活滿意

度有所要求。這與 Assari、Preiser 與 Kelly（2018）、FitzRoy 與 Nolan（2018）、

Hartog 與 Oosterbeek（1998）的研究發現一致。 

  第二條間接效果路徑檢定結果發現，153 個國家、高所得與低所得國

家教育年數透過國民所得與預期壽命對幸福感分別具有部分中介效果、完

全中介效果與完全中介效果，代表 153 個國家、高所得與低所得國家教育

年數透過國民所得，再影響幸福感，但是高低所得國家在國民所得的影響

比所有國家還重要。這與 Mirowsky 與 Ross（2003）、Saeed、Moslem、

Zabih 與 Mohammad（2016）的研究發現一樣，認為經濟發展對幸福感有

其重要性，支持人力資本理論、現代化理論與社會因果理論，因此接受 H9、

H9a、H9b。也就是不管經濟發展水準，國民所得與預期壽命在教育年數與

國民幸福感之間具有中介效果。 

  第三條間接效果路徑檢定結果發現，153 個國家、高所得與低所得國家

預期壽命在教育年數與國民幸福感之間的信賴區間上下界各為 .143
至.335、.010 至.362、.033 至.176，分別代表具有部分中介效果、完全中介

效果與完全中介效果。代表高低所得的教育年數會透過預期壽命影響幸福感

的重要性比所有國家還明顯，這與 Husain（2013）、Zhanga、Braunb 與 Wu
（2017）的研究發現，認為一致，因此接受 H10、H10a、H10b，也支持人力資

本理論的論點。這代表不管是經濟發展水準，各國都是教育年數透過預期壽

命，進而正向影響幸福感，這一個路徑中，中介變項具有完全中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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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中介路徑的效果量差異檢定結果討論 

  各條路徑的效果量之差異方面，第一條與第二條路徑的中介效果值差

異、第一條與第三條路徑的中介效果值差異、第二條與第三條路徑的中介

效果值差異的檢定。就以 153 個國家模式的第一條與第二條路徑之中介效

果值差異，以及第二條與第三條路徑之中介效果值差異的 95%CI 的下界與

上界之間不包括 0，代表兩個路徑所產生的中介效果有明顯差異，可以看

出第一條路徑的中介效應量明顯高於第二條，也就是各國的教育年數會，

進而影響幸福感的中介效果量.111，明顯高於各國的教育年數會透過國民

所得與預期壽命影響幸福感的中介效果。這說明，153 個國家要提高國民

幸福感，宜從教育年數透過預期壽命的效果，比起以教育年數透過國民所

得與預期壽命，再提升幸福感的效果還要明顯。比較 3 組別之間的差異

95%CI 不包括 0，代表 153 國的國民所得與預期壽命在教育年數與幸福感

之間的中介效果比起，預期壽命在教育年數與幸福感之間具有中介效果還

要少.122。而比較 2 的組別之間差異的 95%CI 的下界與上界之間包括 0，

代表兩者的中介效果沒有明顯差異。而高低所得的比較 1、比較 2 及比較 3
都沒有明顯差異。因此接受 H11、H13，拒絕 H11a、H11b、H12、H12a、H12b、

H13a、H13b。針對上述研究假設檢定結果整理如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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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各個研究假設檢定的結果 

研究假設 所有國家 高所得 a 低所得 b 
H1：教育年數→國民所得 ● ● ● 
H2：教育年數→預期壽命 ● ● ● 
H3：教育年數→幸福感 ● ● ● 
H4：國民所得→預期壽命 ● ● ● 
H5：國民所得→幸福感 ● ● ● 
H6：預期壽命→幸福感 ● ● ● 
H7： 各路徑所形成的整體中介效果達到

統計顯著水準 ● ● ● 

H8：教育年數→國民所得→幸福感 ● 
部分中介

● 
完全中介

● 
完全中介 

H9： 教育年數→國民所得→預期壽命→

幸福感 
● 

部分中介
● 

完全中介
● 

完全中介 

H10：教育年數→預期壽命→幸福感 ● 
部分中介

● 
完全中介

● 
完全中介 

H11：H8 與 H9 的中介效果有明顯差異 ● X X 
H12：H8 與 H10 的中介效果有明顯差異 X X X 
H13：H9 與 H10 的中介效果有明顯差異 ● X X 
註：●代表接受研究假設、X 代表拒絕研究假設。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 所有國家、高所得與低所得國家教育年數對於國民所得、預期壽命與幸

福感正向影響 

  本研究結果發現，153 個國家、高所得與低所得國家的教育年數對於

國民所得都有正向顯著影響，代表 153 個國家、高所得及低度所得國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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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年數愈多，國民所得愈高；同時預期壽命愈長，幸福感愈高。 

（二） 所有國家與高低所得國家的國民所得對預期壽命與幸福感，以及預期壽

命對幸福感都有正向顯著影響 

  本研究結果發現，153 個國家與高低所得國家的國民所得對預期壽命

與幸福感都有正向顯著影響，代表 153 個國家、高所得與低所得國家的國

民所得水平愈高，預期壽命與幸福感也較高。同時 153 個國家、高所得與

低所得國家預期壽命對幸福感也有正向顯著影響。 

（三） 所有國家與高低所得國家教育年數透過國民所得及預期壽命為中介對

幸福感均具有整體中介效果；而所有國家與高低所得國家的教育年數透

過國民所得、教育年數透過國民所得與預期壽命對幸福感分別具有部分

中介及完全中介效果 

  本研究結果發現，就模式的整體中介效果來說，153 個國家與高低所

得國家教育年數透過國民所得及預期壽命為中介對幸福感均具有中介效

果。其中，第一條路徑，153 個國家、高所得與低所得國家教育年數透過

國民所得對幸福感分別具有部分中介效果、完全中介效果及完全中介效

果。第二條路徑，153 個國家、高所得與低所得國家教育年數透過國民所

得與預期壽命對幸福感分別具有部分中介效果、完全中介效果及完全中介

效果。第三條路徑，153 個國家與高低所得國家的預期壽命在教育年數與

國民幸福感之間分別具有部分中介效果、完全中介效果及完全中介效果。 

（四） 各國的教育年數透過國民所得影響幸福感，以及教育年數透過預期壽命

影響幸福感，是提升幸福感的較好途徑 

  本研究結果發現，高低所得國家的模式之中介效果差異並沒有達到顯

著，僅在 153 個國家的模式中，第一條與第二條、第二條與第三條路徑的

中介效果值差異有明顯差異，前者為正值，代表各國的教育年數透過國民

所得再影響幸福感，比起教育年數透過國民所得及預期壽命再影響幸福感

的效果還大；後者為負值，代表第三條路徑的中介效應量明顯高於第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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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各國的教育年數會透過預期壽命影響幸福感的中介效果量，明顯高

於教育年數會透過國民所得與預期壽命影響幸福感的中介效果量。這可以

看出，如果路徑有多一個中介變項對依變項影響的效應量略微下降。 

二、建議 

基於上述結論，有以下的建議： 

（一） 各國宜持續提高國民教育年數，來增加國民所得、提高壽命與提升幸

福感 

  結論一指出，各國與高低所得國家的教育年數對於預期壽命與幸福感

有正面助益，尤其是低所得國家。在 153 個國家、高所得及低所得國家教

育年數對於國民所得有正向顯著影響。建議各國持續教育投資，提高國民

教育年數，以提高預期壽命與幸福感。 

（二） 各國與高低所得國家宜持續提高國民所得，來提高預期壽命與提升幸

福感 

  結論二指出，高低所得國家國民所得對於預期壽命與幸福感有提升效

果。這代表各國在促進經濟發展與提高國民所得仍是發展重點，尤其低所

得國家更應提出具體的促進經濟發展的策略，來提升國民所得，進而提高

預期壽命與幸福感。 

（三） 各國宜從提升教育年數，影響國民所得與預期壽命來提高幸福感，而高

低所得國家應提高國民所得與預期壽命來改善幸福感 

  結論三指出，就整個模式來看，153 個國家與高低所得國家教育年數

透過國民所得及預期壽命對幸福感影響均具有中介效果。其中，第一條路

徑，153 個國家的教育年數透過國民所得，再影響幸福感具部分中介效果，

而高低所得國家則具完全中介效果，代表高低所得國家應重視經濟發展來

提高幸福感；第二路徑，153 個國家的教育年數透過國民所得與預期壽命，

再影響幸福感也具部分中介效果，而高低所得國家則具完全中介效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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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國民所得與預期壽命的重要性取代教育年數。第三路徑，153 個國家

的教育年數透過預期壽命對幸福感都具有部分中介效果；而高低所得國家

則具有完全中介效果。上述可見，高低所得國家，預期壽命對於幸福感的

影響效果取代教育年數。因此，不管高低所得國家，促進經濟發展，仍是

增加國民所得與預期壽命，以提升幸福感很重要的。 

（四） 所有國家應以提高教育年數，透過國民所得與提高壽命進而提升幸福感 

  結論四指出，在 153 個國家的第一條與第二條、第二條與第三條路徑

的中介效果值差異有明顯差異，各國的教育年數透過國民所得再影響幸福

感，比起教育年數透過國民所得及預期壽命再影響幸福感的效果還大，這

說明教育年數透過國民所得比起有兩個中介變項的效果還大，可見各國還

是應增加教育年數，促進發展經濟，提高國民所得來提升幸福感。此外，

153 個國家的第三條路徑之中介效應量明顯高於第二條，代表教育年數會

透過預期壽命，進而影響幸福感的中介效果量，比起教育年數透過國民所

得與預期壽命對幸福感的效果還要明顯。這說明，各國要提升國民幸福感

的比較好路徑是從教育年數對於預期壽命影響，再影響幸福感會更有提升

效果。建議各國從教育年數增加，進而影響預期壽命，再影響幸福感是提

升幸福感的好途徑之一。 

（五）對未來研究有一些建議 

  因為臺灣沒有與國際組織調查的幸福感資料與教育年數，未來臺灣如

有國民教育年數與國際組織相同定義的幸福感資料，可以納入分析。本研

究以教育年數為教育發展替代變項，教育發展還有其他變項可以嘗試分

析，例如各國高等教育在學率，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反應出一個國家高級

人力培養多寡，未來可以將高等教育在學率納入分析。本研究將幸福感列

為依變項，教育年數為投入變項，在這之間有國民所得與預期壽命，同時

模式以預期壽命對幸福感的影響，本研究學理依據將預期壽命視為個人健

康之一，個體因預期壽命增加，而感到生活滿意及幸福感。然而有文獻針

對幸福感對預期壽命的關聯分析，例如 Arora 等人（2016）認為，提高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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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感可以延長預期壽命。換言之，未來可以從另一個觀點出發，可以分析

此模式的中介效果。本研究是一個跨國分析，與幸福感有關因素很多，各

國國民幸福感因素不盡相同，無法將所有變項納入或控制相關的變項是研

究限制，同時在解釋時宜避免生態謬誤的問題。最後，未來還可以運用更

多年代的資料，透過縱貫分析來瞭解教育與幸福感之間的關聯性，更可以

瞭解兩者之間的關聯性，以及國際發展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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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cently many countries have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well-being of citizens. Many studies have explored related factors affecting 
well-being. However, the analysis methods mostly focus on the production 
function approach that did not investigate the process variables between 
education and well-being in depth. They also did not estimate these 
mediator effects on well-being.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income 
and life expectancy as mediators betwee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years and 
well-being. The data was collected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2017), with 153 countries divided into high- and low- income 
groups for analysis. Results revealed the following: First,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high- and low-income countries had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per capital income, life expectancy, and well-being respectively. Second, 
per capital income of high- and low-income countries had a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impact on life expectancy and well-being, and life expectancy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well-being respectively in high- and 
low-income countries. Third, the mediating variables of various paths in all 
countries had a partially mediating effect, and the educational attai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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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rs of high- and low-income countries contribute to well-being through 
income, education attainment years through income, and life expectancy 
respectively, that is, they had fully mediated effects. Fourth, the 
educational attainment years affects life expectancy and then affects 
well-being was the best way to improve well-being in all countries. The 
contributions of this research was to use international data analysis to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countries through the mediator of 
national income and life expectancy, both of which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well-being. In response to the conclusions, in-depth discussions 
and specific suggestions were made. 

 

Keywords: educational attainment years, life expectancy, per capital income, 
well-being, mediated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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