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家谈“幸福指数”：
成都的幸福感

正在不断征服年轻人

如何评价一座城市的幸福
指数？需要海量大数据的科学
评估。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了解到，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
的调查推选活动通过大数据采
集、问卷调查、材料申报、实地调
研、专家评审等方式进行。五个
月期间，总共对中国220个地级
以上城市、城区、县级市进行了
调查，收回近200万份的有效问
卷，抓取了超过10万亿条的大
数据，通过分析居民就业指数、
收入指数、生活品质指数、生态
环境指数等得出9个一级指标
和百个二级指标作为最终数据
支持。

中国幸福城市论坛新闻发
言人戴闻名介绍，成都在9个一
级指标当中都进入了前十，这也
看出成都幸福感的特点是在各
个维度上发展领先且均衡。其
中城市对年轻人的吸引力仍是
一大亮点。一座城市幸福与否，
年轻人的涌入是最好的风向标，
而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决定着
城市的未来。戴闻名特别提
到，此次调查活动数据显示，
18—25岁的年轻人对幸福的关
注度比往年任何时候都要高，
成都则在城市吸引力几个指标
当中保持着领先，这也说明了
成都的幸福感正在不断地征服
年轻人。“2022年，成都就成功
进入‘2万亿GDP俱乐部’，这超
过2万亿的经济体量便是成都
幸福感来源的底气，也是吸引
年轻人的原因，因为它带来了
更多的工作机会。生活和事业，
成都给了年轻人两者兼得的机
会。”戴闻名表示。

香港科技大学协理副校长、
中国幸福城市实验室首席科学
家熊辉则表示，成都正在建设公
园城市示范区，良好的生态环境
既是公园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幸福城市评价的重要指
标。这几年，我们明显感觉到成
都的公园越来越多、生态环境越
来越好，市民能够在家门口逛公
园，享受绿水青山其实就是一种
幸福。同时，在众多指标体系
中，成都的城市吸引力很强，很
多年轻人愿意到这里工作生活，
除了这座城市本身的友善包容
以外，还与这两年成都经济高速
发展有关。

外国“蓉漂”的幸福感：
舒适又催人勤奋
放松更充满活力

兼具多样气质的成都，让不
少外国“蓉漂”也能感受到拂面
而来的幸福味道。走在成都街
头，珍惜生活、乐观豁达、爱吃爱
玩爱运动组合成为独特的烟火
气，折射出这座城市开放包容的
精神特质。

俄罗斯留学生于丽亚，在
成都生活了6年。学业上，她取
得了学士学位，正在攻读企业
管理硕士。生活上，喜欢电竞
的她学会了四川麻将，成为了
她最得意的游戏技能。闲暇
时，她爱在阳台上晒太阳、喝茉
莉花茶。“在成都，我被大家的
勤奋所感染。我也会花很多时
间学习、写论文。”于丽亚表示，
她心中的成都关键词是舒适宜
人，有历史感和幸福感。下一
个人生计划，是在成都再读一
个硕士。

来自意大利的梅梅，在成都
生活了5年，这个喜欢运动的姑
娘，认为成都的幸福关键词是，
慢生活、运动和欢乐。“一般来
说，在异国城市运动，会存在一
些沟通障碍。但在成都，没有
这个问题，我还开辟了多元的
运动模式。”除了在绿道上慢
跑，梅梅还尝试了拳击、太极等
跨界运动。

在成都定居9年的斯洛文
尼亚汉学家司马文斐，则把成都
比作“第二故乡”。今年39岁的
司马文斐与汉学的故事源于大
学时期。2003年他考进斯洛文
尼亚高等学府卢布尔雅那大学，
就读于汉学专业，2006年到中
国留学一年。毕业后他仍醉心

于汉学研究，又于2014年起攻
读汉学博士，主要研究中国明代
哲学，2015年再赴中国学习；
2021年他被成都大学聘为外籍
专家，成为一名“蓉漂”，平日除
了授课之外，仍坚持研究汉学。

“成都与我的家乡有相似之处，
这里可以方便地接触大自然。
我经常带上狗狗散步，也喜欢去
露营。”司马文斐认为，他心中的
成都幸福关键词是，绿色、放松
和活力。

记者了解到，当下，成都正
加快打造全国创新人才高地，实
施“蓉漂计划”“产业建圈强链人
才计划”，实施海外引才直通车
工作机制，不断完善全生命周期
人才综合服务。数据显示，成都
已吸引66万青年人才落户，人
才总量达622.3万人，居全国第4
位，连续获评“中国最佳引才城
市”“外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
的中国城市”。

“成都式幸福”的内涵：
高质量发展

支撑市民幸福感

连续15年获评“中国最具
幸福感城市”，成都的“幸福名
片”愈发闪亮。15年间，成都市
常住人口总数从1200余万上升

至2100余万，越来越多的人关
心成都、选择成都、投资成都，是
成都在国家发展格局和世界城
市体系中位势能级持续上升的
缩影。

路灯安装了感应系统，根据
行人数量调节光亮，实用又低
碳；城市桥梁上安装了监测系
统，一旦数据异常就自动报警；
居民的大件垃圾不再“搬运难”，
点击“一键回收”可实现上门收
件。这些“无感”的城市细节，是
成都积极推进智慧蓉城建设，回
归以人为本的初心。作为一座
人口超2100万、经营主体超360
万、GDP超2万亿元的超大城
市，成都以智慧蓉城建设打破了
以往“各人自扫门前雪”的局面，
全局优化、集约统筹、长效运营，
部门协同联动，数据纵横畅流。
城市从内到外提升了社会治理
能力，市民的体验则是更多的

“流畅”与“方便”。
累计建成1500多个大小公

园，完成650公里各级绿道，实
施增绿项目1.1万个，森林覆盖
率、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分别提升
至40.5%、44.5%，成都正在变得
更绿更有活力。成都的“绿”，让
更多人走进自然。“一个城市积
极推进公园建设和环境保护，打
造了很多适宜居民休闲的场所，
从环境和娱乐的角度而言，自然
为老百姓提供了多方面的获得
感和幸福感，这也与‘幸福城市’
的指标体系契合。”在熊辉看来，

“公园城市”与“幸福城市”的内
涵正相契合。

在成都市锦江区，占地1.8
万平方米的社区综合体“喜乐
荟”干净明亮，不仅有老年食堂、
老年大学、托育中心、图书馆等
公共服务设施，还配备了理发
店、修锁铺等多个便民服务场
所，木工体验坊、染布工坊、小首
饰店等新业态也不断聚集。以
此为缩影，全市1402个15分钟
便民生活圈落地建成。生活在
成都，“老有颐养”“幼有善育”，
这是幸福城市的底色。

Chengdu
Development

连续15年获评“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

“成都式幸福”的内涵是什么？

11 月 24 日 ，在
“2023中国幸福城市
论坛”上，成都再次
上榜“2023中国最具
幸福感城市”，这已
是成都连续15年获
评“中国最具幸福感
城市”。

中 国 幸 福 城 市
论坛是在每年的“中
国最具幸福感城市”
调查推选活动的基
础上举办的，迄今已
连续举办17届。此
次“2023中国幸福城
市 论 坛 ”在 成 都 举
行，邀请了城市管理
者、专家学者、企业
家、媒体记者等350
余人参会，围绕高质
量发展让城市更幸
福的主题探讨中国
城市发展战略，推动
中国城市幸福进程。

幸 福 是 什 么 ？
是一个城市人民乐观
积极的真实精神风
貌，也是经济、生态、
文化、消费等多个维
度的考量。“成都式幸
福”的内涵是什么？
是散落在大大小小的
社区里，是每一位市
民都能参与、分享的
沉浸式体验。

2023中国幸福城市论坛。图据主办方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赖芳杰

成都绿道是成都市民健身的重要阵地。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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