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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政府建设与政府信任关系实证研究

———基于ＣＧＳＳ２０１５调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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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政府信任是提高政府执政成效的关键环节，探究如何提高政府信任极具现实价

值。学术界围绕政府信任展开了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较少有学者从法治政府建设的

视角研究政府信任问题。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分析法治政府建设与政府信任之间的关

系，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本文在学术界研究的基础上，提取法治政府建设相关指标，从实证的

角度分析法治政府建设与政府信任。结果显示，法治政府建设相关指标如法律规范体系、行政

执法、司法适用、公众司法参与、社会治理法治水平等与政府信任呈显著正相关。因此，在提高

政府信任这一过程中，必须将法治政府建设纳入考量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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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政府信任代表了政府的影响力和号 召 力，是

政府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反映了政府权威性、法
治建设成效。同时，也传递了公众对于政府执政

成效的评价，是公众对于政府的满意程度和信任

程度的综合考量。公众对于政府信任程度的高低

直接关乎政府执政的合法性和稳定性，因此提高

公众政府信任度对于政府至 关 重 要［１］。当 前，学

术界围绕政府信任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政府信任

概念界定、政府信任与政府公信力关系、中央政府

信任与地方政府信任关系、政府信任影响因素分

析，政府信任影响因素则主要包含制度因素、文化

因素、个人社会学特征因素等，学者们也就相关研

究问题提出了解题思路和方法路径。国务院印发

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国发〔２００４〕１０
号）文件中确立法治政府的目标，党的十八大报告

明确提出到２０２０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２０１８年８
月习近平主席主持召开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明确了全面依法治国具有基础性、保
障性作用。法治政府建设是国家重要的方针、战

略，为维护党的领导和国家政策的执行起到了保

障性功能。学术界也就法治政府建设建言献策，

当前学术界围绕法治政府建设主要集中在法治政

府建设概念、历程和途径、法治政府与政府绩效关

系、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关系、法治政府建设指标

体系、法治政府与服务型政府关系等领域，取得的

研究成果颇为丰硕。

学者们在法治政府建设领域所提出的解题思

路和方法路径，其实归根到底是为了实现政府执

政目标。在实现政府执政目标这一进程中，政府

信任是其中关键一环。政府信任度的高低直接关

系政 府 执 政 的 成 效，政 府 目 标 实 现 程 度 的 多 少。

当前很多学者对政府信任展开研究，也有很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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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对法治政府建设展开研究，但是很少有学者从

政府信任与法治政府关系展开研究，而对两者关

系展开实证研究的更是寥寥无几。本文的创新之

处在于，量化法治政府建设，从实证的角度分析两

者之间的关系，并提出提高政府信任的建议。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中国人民大学调查与数据

中心２０１５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简 称 ＣＧＳＳ），调 查 范 围 涉 及 全 国

２８个省、市、自治区，此次调查内容涉及到基本人

口学特征、法治政府建设相关指标体系，对于本文

具有较强的研究价值。

（二）变量说明

１．被解释变量

本文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政府信任，调 查 涉

及问题是对于一些社会焦点问题，如果政府的说

法和网上传言不同，宁可相信网上的传言？主要

的指标有５项（完全不同意，比较不同意，无所谓

同意不同意，比较同意，完全同意）。当网络传言

与政府说法产生矛盾时，公众是否相信政府的说

法，直接反映了公众对于政府信任程度的高低，故
本文研究选择这个问题为被解释量。

２．人口学特征变量

主要包括：性别（男性＝０，女性＝１）；民族（汉
族＝０，其他民族＝１）；教育（小学及以下＝１，初中

＝２，高中＝３，大专及以上＝４）；政治面貌（党员＝
０，非党员＝１）；户口（非农业户口＝０，农业户口＝
１），详见表１。

表１　人口学变量特征描述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性别 ０．５３１　９１１　 ０．４９９　００３　４　 ０　 １

民族 ０．０７７　５８９　４　０．２６７　５３６　５　 ０　 １

教育 ２．１２８　１　 １．０９０　９６７　 １　 ４

政治面貌 ０．８９６　６９９　５　０．３０４　３６４　８　 ０　 １

户口 ０．５６４　７３３　８　０．４９５　８１４　４　 ０　 １

　　３．解释变量

表２　法治政府建设度量与结构

因素名 指标内容 因素负荷量 信度 特征值

法律该管的不管 ０．８１３　９

法律规范体系
法律管得太宽 ０．８４７　２

０．８６３　５　 ２．８４６　８３
法律规定不符合实际 ０．８６１　６

法律规定不公正、不合理 ０．８５１　１
交通警察处罚道路交通违章，不 管 对 谁 都 严 格 按 照 法 律

规定
０．８３５　７

市场管理人员对小商贩违法经 营 处 罚，不 管 对 谁 都 严 格

按照法律规定
０．８７５　７

行政执法
政府对违章建筑的处分，不管对谁都严格按照法律规定 ０．８７５　９

０．８８７　６　 ２．９９３　８０

卫生监管部门对餐馆卫生状况 的 检 查，不 管 对 谁 都 严 格

按照法律规定
０．８７２　６

在侦查过程中，警察刑讯逼供 ０．７９２　１

在刑事案件中，律师的权利能够得到尊重和保障 ０．９１７　０
司法适用 在刑事审判中，辩护律师和检察 官 的 权 利 都 能 够 得 到 法

官的尊重和保障
０．９１６　０

０．８９１　９　 ３．０２４　１８

在民事审判中，法官会偏向任何一方当事人 ０．８４６　７

了解诉讼的进程 ０．９３２　６

公众司法参与 申请旁听审判 ０．９４０　１　 ０．９３１　１　 ２．６３９　８５

判决结果出来后，查阅判决书 ０．９４１　５

环境污染治理法治水平 ０．８３２　１

社会治理法治水平
城市建设治理法治水平 ０．８０２　０

０．８５６　２　 ２．８５３　８３
道路交通的治理法治水平 ０．８８５　０

社会治安治理法治水平 ０．８５７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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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法学家张文显教授认为法治国家具体指

标应包括完备统一的法律体系、普遍有效的法律

规则、严格的执法制度、公正的司法制度、专门化

的法律职业等［２］。本文则根据以上指标对调查问

卷的问题进行量化，通过因子分析法对相关指标

作进一步分析。通过因子分析，根据主成分分析

法对１９个变量进行因子分析，经过最大方差旋转

法，依据特征值大于１为抽取标准，抽取出５个公

因子。这１９个变量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信度系

数达０．９０５　３，分量表信度分别为０．８６３　５、０．８８７　６、

０．８９１　９、０．９３１　１、０．８５６　２。因子分析结果显示，

ＫＭＯ值为０．８９２　３，说明所采用的变量适合进行

因子分析，详见表２。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回归分析结果详见表３。模型１主要考察了

人口学变量性别、民族、教育、政治面貌、户籍对政

府信任的影响。其中性别、民族、政治面 貌、户 籍

对政府信任无显著影响，教育对政府信任有显著

影响，教育状况与政府信任呈显著负相关，即学历

越高的人群对于政府的信任度越低，这可能是由

于学历越高的人掌握的信息和资源越多，对政府

的预期更高，更了解政府实际运行过程当中存在

的问题，因而对政府的信任度越低［３］。

表３　法治政府建设与政府信任ＯＬＳ回归分析

人口学变量
模型１

回归系数 标准误

模型２

回归系数 标准误

模型３

回归系数 标准误

性别 －０．１７３　 ０．１２０ －０．０３６　 ０．１１２ －０．０３０　 ０．１１１

民族 －０．０６５　 ０．２１８　 ０．０８９　 ０．２０４　 ０．０７３　 ０．２０１

教育 ０．５５４＊＊＊ ０．０５８　 ０．４３３＊＊＊ ０．０５４　 ０．３９８＊＊＊ ０．０５３

政治面貌 ０．３８２　 ０．２０５　 ０．２６３　 ０．１９２　 ０．３００　 ０．１８８

户籍 ０．１０１　 ０．０８９　７　 ０．０６３　 ０．０８４　 ０．０６４　 ０．０８２

法律规范体系 — — １．２９３＊＊＊ ０．０５５　　 １．００５＊＊＊ ０．０５９

行政执法 — — — — 　　０．７１７＊＊＊ ０．０５９

司法适用 — — — — — —

公众司法参与 — — — — — —

社会治理法治水平 — — — — — —

样本数 ３　７７７　 ３　７７７　 ３　７７７

调整后的Ｒ２　 ０．０２６　４　 ０．１４７　０　 ０．１７８　０

人口学变量
模型４

回归系数 标准误

模型５

回归系数 标准误

模型６

回归系数 标准误

性别 ０．０１８　 ０．１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１０４　 ０．０２２　 ０．１０３

民族 ０．１４４　 ０．１９１　 ０．１４１　 ０．１８９　 ０．１０５　 ０．１８８

教育程度 ０．３４２＊＊＊ ０．０５１　 ０．３１１＊＊＊ ０．０５０　 ０．３０９＊＊＊ ０．０５０

政治面貌 ０．２５８　 ０．１７９　 ０．２３７　 ０．１７７　 ０．２５５　 ０．１７６

户籍 ０．０８０　 ０．０７８　 ０．０８５　 ０．０７７　 ０．０８９　 ０．０７７

法律规范体系 ０．７２３＊＊＊ ０．０５８　 ０．６６６＊＊＊ ０．０５８　 ０．６３１＊＊＊ ０．０５８

行政执法 ０．３４１＊＊＊ ０．０５９　 ０．２７８＊＊＊ ０．０５９　 ０．１４９＊＊＊ ０．０６１

司法适用 １．１７２＊＊＊ ０．０５９　 ０．８８９＊＊＊ ０．０６６　 ０．８４９＊＊＊ ０．０６５

公众司法参与 — — ０．５８３＊＊＊ ０．０６３　 ０．５４１＊＊＊ ０．０６３

社会治理法治水平 — — — — ０．４３１＊＊＊ ０．０５６

样本数 ３　７７７　 ３　７７７　 ３　７７７

调整后的Ｒ２　 ０．２５５　６　 ０．２７１　６　 ０．２８２　４

　　注：＊、＊＊、＊＊＊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水平上显著。

　　模型２主要考察法律规范体系与政府信任的 关系。结果显示，变 量 的 回 归 系 数 在１％水 平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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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显 著 为 正，说 明 法 律 规 范 体 系 越 不 规 范、不 公

正、不合理，公众越趋于相信网络传言而不相信政

府，即对政府的信任度越低。同时，模型２调整后

的Ｒ２ 与模型１调整后的Ｒ２ 相比上升了０．１２０　６，

说明法律规范体系对政府信任产生显著影响。这

是由于如果法律规范体系不健全不规范，政府在

依法执政过程中自由裁量权越大，政府不依法办

事或随意执法的可能性越大，而此时民众对于政

府的执法无所适从，因此在这一过程中，民众对于

政府的信任度会明显降低［４］。

模型３主 要 考 察 行 政 执 法 与 政 府 信 任 的 关

系。结果显示，变 量 的 回 归 系 数 在１％水 平 下 的

显著为正，说明政府行政执法与政府信任呈显著

正相关，即政府工作人员在执法过程中，能够严格

地按照相关法律规范对待行政相对人，并且对待

行 政 相 对 人 能 够 一 视 同 仁，那 么 公 众 对 政 府 越

信任。

模型４主 要 考 察 司 法 适 用 与 政 府 信 任 的 关

系。结果显示，变 量 的 回 归 系 数 在１％水 平 下 的

显著为正，表明司法适用与政府信任呈显著正相

关。司法机构在进行刑侦调查和审理案件的过程

中，如果能够充分尊重当事人的基本权利，并且保

证审判过程和结果的客观公正，那么公众则对于

政府信任感更高。模型４与模型３相比，调整后

的Ｒ２ 上升了０．０７７　６，说明司法适用的公正性会

对政府信任产生显著影响。

模型５主要考察公众司法参与与政府信任的

关系。结果显示，变 量 的 回 归 系 数 在１％水 平 下

的显著为正，表明公众司法参与与政府信任呈显

著正相关。说明当公众能够参与到司法审判的过

程，公众的政府信任感越高。

模型６主要考察政府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与

政府信任的关系。结果显示，变量的回归系数在

１％水平下的显著为正，表明政府社会治理法治化

水平与政府信任呈显著正相关。当政府在处理社

会事务，如环境治理、城市建设、社会治安等问题

能够严格的按照相关法律规范，不断提高治理社

会的法治 水 平，那 么 公 众 的 政 府 信 任 感 越 高［５］。

从模型１到模 型６，从 人 口 学 变 量 特 征 到 法 治 政

府建设体系相关指标，分别进行分析和说明，结果

表明，教育、法律规范体系、行政执法、司法适用等

变量会对政府信任产生显著影响，这也为如何提

高政府信任提供了依据和借鉴。

四、结论和建议

（一）结论

教育程度与政府信任呈负相关，教育 程 度 越

高，政府信任感越低。法律规范体系与政府信任

呈正相关，法律规范体系越健全越合理，公众的政

府信任感越高。行政执法与政府信任呈正相关，
行政执法 人 员 在 执 法 过 程 严 格 按 照 法 律 规 范 办

事，公众的政府信任感越高。司法适用与政府信

任呈正相关，刑侦和司法过程能够充分保障当事

人的权利，充分尊重当事人，公正地审判案件，公

众的政府信任感越高。公众司法参与与政府信任

呈正相关，公众如果能够充分地参与到司法过程，
则政府信任感越高。社会治理法治水平与政府信

任呈正相关，社会治理法治水平越高，公众的政府

信任感越高。

（二）建议

通过分析法治政府建设和政府信任 的 关 系，
基于分析结论，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完善法律规范体系，保证法律规范体系

的科学合理。新时代完善法律规范体系是建设法

治国家的基础，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对法律规

范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必须着重立法的

质量和精细化。一是坚持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
社会转型期，政府的改革方案和决策可能会与法

律产生冲突，同时存在利益主体多元化、社会矛盾

多变的情况，只有通过党的领导才能有效化解这

些矛盾。二是坚持市场经济为导向。法律法规制

定者应当完善知识体系，深入市场经济之中，充分

尊重市场规律，充分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６］。
第二，严格行政执法，提高行政执法人员执法

水平。当前行政执法人员存在的一些问题如执法

主体意识淡薄、执法行为不规范、综合素质不高等

问题制约着行政执法水平，因此必须完善行政执

法，提高执法队伍的综合素质。一是组建执法队

伍。行政执法单位应选择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

力强的工作人员加入执法队伍，从源头上保证执

法队伍建设的科学性。二是严格执法人员持证上

岗制度。对于参加行政执法的工作人员，必须做

到取 得 相 应 的 执 法 证，否 则 不 得 参 与 执 法 工 作。
三是加强问责管理。定期或不定期对于行政执法

人员做考核和责任追究，对于不适合行政执法的

工作人员，要及时从执法队伍中清除，对违反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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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的人员予以惩处。四是创新培养模式。通过

构建与司法机构和专职律师联系制度，为行政执

法人员传达最新的法律动态，并为行政执法人员

作法律咨询和帮助［７］。
第三，提高司法公开力度，保证公众司法参与

权利。只要不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

的情形，司法活动都应该向公众公开，可以通过庭

审直播、公众旁听、法律文书上传网络等方式，让

公众充分参与到司法过程中来，保证公众的知情

权。同时，对于网络争议较大的案件或者案情重

大的案件，应采取公告的形式，在相关的平台及时

公示处理过程和相应的依据，最大限度消除公众

的疑虑和不信任［８］。
第四，政府决策应做到有法 可 依。一 是 完 善

决策听证程序。合理设计听证程序，明确听证人、
当事人、参与方的职责和权限。二是扩大听证范

围。除了政府制定的各项决策和规章应当纳入听

证范围，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和群众切身利益的事

项也要纳入听证范围。三是建立行政决策评估制

度。行政决策评估制度所涉及的内容应包括：决

策目标设定合理性、决策程序合理化、决策方案操

作性、决策结果有效性等［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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