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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网民政治信任的实证研究

施 雪 锦

（福建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福建 福州　３５０００７）

　　摘　要：政治信任是衡量政府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指标，当前大学生网民的政治信任呈现出

复杂多元的状况。根据４７１份大学生网民调查数据研究发现：被调查大学生网民总体政治信

任水平居于中等偏上，层级越高的政府获得的信任度越高；不同个人背景下的政治信任程度存

在明显差异；在幸福感差异测量中，认为自己越幸福的被试者其对中央与基层系统的政治信任

水平越高；对政治社会新闻关注差异及对传媒等不同的接触情况也影响了大学生网民政治信

任水平的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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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 信 任 是 衡 量 政 府 合 法 性 的 一 个 重 要 指

标，也是研究国家认同的一个重要维度，近年来逐

渐成为政治学研究的热点之一。在新媒体和互联

网的推动下，国家认同问题呈现出更加深刻和复

杂的变化［１］。在我国，互联网愈来 愈 成 为 网 民 了

解公共事物的主导信息结构，成为他们交流、表达

政治观点和付诸政治行动的重要平台［２］。大学生

作为我国网民中活跃的群体之一，其政治信任问

题研究有助于了解这一群体自身的价值选择和行

为方式，也关系到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与政治稳定。
本文以中国大学生网民群体为研究对象，通过一

系列变量的数据测量和分析，深度分析中国大学

生网民政治信任的现状和特点，并探讨大学生网

民的政治信任的影响因素。

　　一、文献回顾

随着政治信任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

要，国内外学者对其关注度持续上升。目前，学术

界对政治信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信任的源起

含义、政治信任的测量几个方面。就政治信任的

起源来看，目前主要有制度视角和文化视角两种

解释：“从文化的视角来看，对制度的信任是人际

信任的延伸［３］。”制度主义则认为“政治信 任 源 于

政治领域，是人们对政治制度和政府绩效、政治可

信性的一种心理评估［３］。”“当公民对政府 及 其 机

构、决策的总体状况以及独立的政治领导的评价

为守信的、有效的、公正的和诚实的时候，政治信

任便产生了［４］。”当前，制度主义解 释 政 治 信 任 较

为学术界所认同，不少学者用实证研究结果支持

了该观点。国内学者马得勇则提出从权威主义价

值观视角解释东亚国家政治信任起源，他认为西

方学者忽略社会文化因素对人们政治信任形成的

可能影响，因而以上政治信任的解释并不适合东

亚国家［５］。
政治信任的含义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即

民众 对 政 府 的 信 任，这 里 的 政 府 是 涵 盖 行 政、司

法、立法等政治机构广义上的政府。广义的政治

信任是与合法性、政权基础、政府绩效及政府信任

等相互联系，对此学术界又有两种观点：一是政治

信任就是对政治系统的信任，该观点强调的是民

众对政治体系的支持与认同。卢克认为政治信任

是对总统、国会、社会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回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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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士光则 指 出 政 治 信 任 包 含 两 个 方 面 的 主 要 内

容：一是建立以“人民主权”为原则的政治制度；二
是 树 立 公 众 对 执 政 体 制 持 续 的 一 贯 的 政 治 认

同［７］。另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信任包含在政治信任

之中，以宋少鹏、麻宝斌为代表［８］。这种观点与西

方学界将政治信任当成测量社会资本的一项重要

指标不无关系。
政治信任的测量是研究政治信任的关键。在

国外，对政治信任测量的操作化方式有以下几个：
一是涵盖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对政府是否代表民

意的判断、对政府开支的信任、对政府能力的信任

和对政府官员的诚信程度判断的美国全民选举调

查［９］；二是世界价值观调查和新民主晴雨 表 的 测

量，主要是询问公民对军队、法院、政府、政党、议

会、公务员等 的 信 任 程 度［１０］；Ｓｔｏｋｅｓ则 提 出 评 价

政治信任的标准应包括伦理和能力两个方面［１１］。

国内学者 也 纷 纷 提 出 对 政 治 信 任 概 念 的 测 量 指

标：孙昕等将政治信任分为对政治模范的信任、对
政府权威的认可、对政府行为的信任、对政府立场

的信任和对政府能力的信任五个方面［１２］；马得勇

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和总加量量表对政治信任问

题进行询问，如“您对法院、中央政府、地方政府、

公安部门（警察）、议会、军队、政党等的信任程度

如何？［５］”我国学者梅祖蓉则设定了“公民的政治

态度、对廉洁与腐败状况的认识、政治信任外部强

化程度、政治宽容度、对制度改革成果的评价、对

政治信任真实度的评价、政治合作以及公民个性

特征”８个指标对政治信任度进行测量。

总体来看，国外学者对政治信任的研 究 比 较

系统和深入，但由于中西方国情与文化差异，国外

有关政治信任的相关研究成果并不能有效解决我

国在政治信任中所遇到的具体问题。因此，国内

学者在研究中国政治信任时，大多在吸收借鉴西

方研究方式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具体情况进行修

改，出现了一些高质量研究成果。本文采用马得

勇对政治信任的测量量表，以本科大学生网民群

体为研究对象，测量当前本科大学生群体的政治

信任现状及其特点。

　　二、数据库和指标选取

（一）数据库基本情况

研究所采用的数据库是南开大学马得勇教授

主持的２０１４年“中国网民社会意识调查”成果，该

数据库以全体网民为调查对象，采取网上问卷调

查的方式，通过新浪微博、腾讯微博、爱调研网、天
涯论坛、凯迪社区及人人网等网络平台发布召集

调查者信息，以网友自愿答题方式收集问卷。数

据库收集工作于２０１４年五六月进行，采用非概率

抽样方法，最终收集４　２３１份问卷。研究以“您主

要从事的职业＝在校读书”且“您的学历或教育程

度＝本科”为筛选条件，得到有效样本４７１个。其

中，男性样本２１１个，占 比４４．８％；女 性 样 本２６０
个，占比５５．２％。见表１。

表１　样本基本描述

变量 类别 频数 百分比／％

性别

（Ｎ＝４７１）
１．男

２．女
２１１

２６０

４４．８

５５．２
民族

（Ｎ＝４７１）
１．汉族

２．少数民族

４４３

２８

９４．１

５．９

政治面貌

（Ｎ＝４７１）

１．中共党员

２．其他党派或

无党派（群众）

８６

３８５

１８．３

８１．７

宗教信仰

（Ｎ＝４７１）

１．基督教

２．佛教

３．其他宗教

４．无宗教

１１

２６

３４

４００

２．３

５．５

７．２

８４．９

家庭所在地

（Ｎ＝４７１）

１．城市

２．农村

３．海外或境外

４２１

３５

１５

８９．４

７．４

３．２

　　数据来源：根据２０１４年“中 国 网 民 社 会 意 识 调 查”数

据库整理得出。

　　（二）指标选取

本研究沿用马得勇教授关于政治信任的测量

思路，将大学生对我国政府系统的政治信任综合

起来作为一个指标来衡量政治信任。主要是运用

大学生网民对法院、警察、党中央和中央政府、省

级政府、县级政府、乡镇政府的信任程度，此外还

将村委会及国内官方新闻媒体（如人民日报）纳入

其中，答案从１～４分别为“完全不信任”、“不太信

任”、“比较信任”、“非常信任”，形成总体政治信任

量表用以调查。数据库整理后，结合本研究目的，
以探索性因素分析法对该量表进行重新分类，根

据主成分分析法对８个政府组织系统进行因子分

析，经过方差最大正交旋转处理，以特征值大于或

等于１作为因子提取原则，并参照碎石图，最终得

出两个因子，分别命名为“中央系统层面的政治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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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和“基层系统层面的政治信任”。总量表信度

为０．８４１，分量表信度分别为０．８３３、０．７６３，具有

较高信 度。因 子 分 析 的 数 据 结 果 显 示，样 本 的

ＫＭＯ值为０．８２２，Ｂａｒｔｌｅｔｔ’ｓ球 形 检 验 卡 方 值 为

１　３７５．１４，伴随概率小于０．００１，达到非常显著水

平，表明数据非常适合进行因子分析。两个因子

的累积解释量为６６．０４３％，各题项在相应因子上

也具有较大负荷，介于０．６５９～０．８５０之间。量表

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见表２。
现有研究表明，权威主义价值观在一 定 程 度

上影响公民的政治信任，参照现有研究，运用几个

表达权威主义价值态度的问题测量，分别为“国家

领袖的肖像不能随便用在讽刺漫画中”、“政府的

领导就像大家庭的家长，任何人都应该服从他们

的决定”、“即使父母的要求不合理，子女也应该照

办”、“服从自己的上司或地位比自己高的人是理

所当然的”、“服从政府总是不会错的”、“只要领导

人 的 品 格 高 尚，那 么 任 何 事 情 都 可 以 交 给 他 们

办”。回答从１～４分 别 为“强 烈 反 对”、“反 对”、
“同意”、“非常同意”，权威主义价值观为所有被试

者关于以上问项的平均值。
为进一步了解媒体使用频率对被试大学生网

民政治信任水平的影响，研究将传统媒介分为官

方媒体与非官方媒体。其中，官方媒体主要以中

央电视台 的 新 闻 或 评 论 节 目 及 新 华 社、《人 民 日

报》的政治新闻两个指标测量；非官方媒体包含的

指标有：新浪等网站的政治新闻、微博或网络社区

政治新闻、微信发布的政治类新闻、小道消息或朋

友聊天、海外媒体的政治新闻。
研究使用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进行数据分析。首

先，分析样本基本特征，对大学生网民政治信任情

况进行基本描述分析。其次，运用独立样本Ｔ检

验（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Ｔ　Ｔｅｓｔ）和 独 立 样 本 单

因素方差分析（Ｏｎｅ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测量不同个人

背景变量下被试大学生网民群体的政治信任是否

存在显著差异，并进行组间事后比较。最后，通过

相关分析进一步了解被试大学生的政治信任水平

与其幸福感、对政治社会新闻关注度、媒体使用频

率、权威主义价值观差异等方面的相关性。

表２　大学生网民政治信任维度分析结果

因素名 指标内容 因素负荷量 因素解释量／％ 信度 特征值

中央系统层面的

政治信任

１．党中央和中央政府

２．省级政府

３．国内官方新闻媒体（如人民日报）

４．法院

５．警察

０．８５０

０．８１３

０．７４９

０．７１４

０．６５９

４０．３５３　 ０．８３３　 ３．２２８

基层系统层面的

政治信任

１．乡镇政府

２．村委会

３．县级政府

０．８４６

０．８１１

０．７１８

２５．６９０　 ０．７６３　 ２．０５５

累积解释量／％ ６６．０４３ 总信度 ０．８４１

　　数据来源：根据２０１４年“中国网民社会意识调查”数据库整理得出。

　　三、分析结果

（一）大学生网民政治信任的基本描述

研究对大学生网民政治信任及其各维度状况

进行了描述 统 计（见 表３）。其 中，大 学 生 网 民 的

总体政治 信 任 均 值 约 为２．５３，居 于 中 等 偏 上 水

平。在中央系统维度中的均值为２．７５，高于总体

政治信任平均 水 平；基 层 系 统 的 均 值 为２．２０，低

于总体平均水平。由此表明，这一群体在对中央

等层面的政治信任程度相对较高，但在基层政府

系统中，信任度则较低。其中，在中央系统具体维

度中，被试大学生网民对党中央和中央政府的信

任度最高，均 值 为２．９３。在 基 层 系 统 具 体 维 度

中，被试大学生网民对村委会的信任度最高，均值

为２．５９，高于 总 体 政 治 信 任 水 平；对 乡 镇 政 府 的

信任度则相对较低，均值为２．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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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大学生网民政治信任状况基本描述

变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有效样本数

总体政治信任　　　　　 １　 ４　 ２．５３　 ０．５０３　１２　 ３７１

中央系统层面的政治信任 １　 ４　 ２．７５　 ０．５４９　５５　 ４０１

基层系统层面的政治信任 １　 ４　 ２．２０　 ０．６３０　３８　 ３８９

　　数据来源：根据２０１４年“中国网民社会意识调查”数据库整理得出。

　　（二）大学生网民政治信任的差异性及

相关性分析

　　在对被试大学生网民的政治信任及其各维度

状况进行了基本描述之后，进一步探索不同背景

特征的被试大学生网民在总体政治信任水平及其

各维度政治信任水平上的差异，见表４。

表４　不同背景特征下被试大学生网民政治信任水平差异比较

变量及组别
中央系统

Ｆ值／Ｔ值 均值

基层系统

Ｆ值／Ｔ值 均值

总体政治信任

Ｆ值／Ｔ值 均值

性别
１．男

２．女
Ｔ＝－４．４１４＊＊＊

２．６１７　５

２．８５９　６
Ｔ＝－３．２７８＊＊＊

２．０８６　１

２．２９３　８
Ｔ＝－４．４７４＊＊＊

２．４０７　４

２．６３９　３

政治面貌

１．中共党员

２．其他党派或

无党派（群众）
Ｔ＝３．５７２＊＊＊

２．９１４　７

２．７１１　０　 Ｔ＝１．６４３

２．３０３　４

２．１７２　６　 Ｔ＝３．５９４＊＊＊
２．６９４　３

２．４９２　８

民族
１．汉族

２．少数民族
Ｔ＝－０．２３８

２．７４７　５

２．７７５　０
Ｔ＝－１．３９８

２．１８７　６

２．３７６　８
Ｔ＝－０．５５６

２．５２９　４

２．５９０　９

宗教信仰

１．基督教

２．佛教

３．其他宗教

４．无宗教

Ｆ＝０．７５２

２．９２０　０

２．８３６　４

２．６６２　１

２．７４５　９

Ｆ＝０．８２８

２．０６６　７

２．３４８　５

２．２９６　３

２．１８４　８

Ｆ＝０．３８８

２．６００　０

２．６３６　９

２．５２５　１

２．５１９　２

　　数据来源：根据２０１４年“中国网民社会意识调查”数据库整理得出。

　　１．性别差异的影响

研究表明，不同性别的被试大学生网 民 在 总

体政治信任（Ｔ＝－４．４７４；ｐ＜０．００１）、中 央 系 统

（Ｔ＝－４．４１４；ｐ＜０．００１）及基层系统的政治信任

水平（Ｔ＝－３．２７８；ｐ＜０．００１）上 存 在 显 著 差 异。
具体表现为，被试女大学生网民的总体政治信水

平及具体维度上的政治信任程度均高于被试男大

学生网民。

２．政治面貌差异的影响

政治面貌为中共党员的被试大学生网民总体

政治信任水平显著高于其他党派或无党派（包含

群众）被试群体（Ｆ＝３．５９４；ｐ＜０．０５）。在政治信

任两个具体 维 度 中，其 他 党 派 或 无 党 派（包 含 群

众）被试 群 体 对 中 央 系 统 的 政 治 信 任 水 平（Ｆ＝
３．５７２；ｐ＜０．０５）显 著 低 于 政 治 面 貌 为 中 共 党 员

的被试群体，基层系统维度则并未呈现统计上的

显著差异。

３．幸福感差异的影响

研究发现，被试大学生网民的幸福感 状 况 与

总体政治信任（ｒ＝０．２７２；ｐ＜０．００１）及中央系统

维度（ｒ＝０．２５１；ｐ＜０．００１）、基 层 系 统 维 度（ｒ＝
０．２１１；ｐ＜０．００１）的政治信任间的相关程度达到

统计上的显著水准，呈正相关关系，即幸福感越强

的被试大学生网民，其政治信任程度越高。

４．政治社会新闻关注度差异的影响

被试大学生网民对政治社会新闻关注度与中

央系统层面的政治信任（ｒ＝－０．１８９；ｐ＜０．０１）、
基层 系 统 层 面 的 政 治 信 任（ｒ＝－０．１５１；ｐ＜
０．０５）及 总 体 政 治 信 任 水 平（ｒ＝－０．２２５；ｐ＜
０．０１）之间均存在统计上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

越是经常关注政治社会新闻的被试大学生网民，
其政治信任度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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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媒体使用频率差异的影响

研究表明，大学生网民对传统媒体的 使 用 频

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们的政治信任水平，越是

经常使用 官 方 媒 体 关 注 政 治 类 新 闻 的 大 学 生 网

民，其 总 体 政 治 信 任 水 平 越 高（ｒ＝０．３３５；ｐ＜
０．０１），在中 央 系 统（ｒ＝０．３６６；ｐ＜０．０１）及 基 层

系统层面 的 政 治 信 任 水 平（ｒ＝０．１７９；ｐ＜０．０１）
也越高。与之相反，大学生网民对非官方媒体的

使用频率与总体政治信任水平（ｒ＝－０．１４２；ｐ＜
０．０１）、中央系 统 信 任 度（ｒ＝－０．１４８；ｐ＜０．０１）
及基层系统 信 任 度（ｒ＝－０．０６５；ｐ＜０．０１）呈 负

相关关系。即越是经常使用非官方媒体浏览政治

类新闻的被试大学生网民，其政治信任程度越低。

６．权威主义价值差异的影响

被试大学生网民的权威主义价值观与总体政

治信任水平（ｒ＝０．４７５；ｐ＜０．０１）、中央系统层面

的政治信 任（ｒ＝０．４８４；ｐ＜０．０１）及 基 层 系 统 层

面的政治 信 任（ｒ＝０．３０１；ｐ＜０．０１）之 间 均 存 在

统计上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权威人格更强的大

学生网民，其政治信任度越高。

　　四、结论与讨论

总体来看，被试大学生网民总体政治 信 任 水

平居于中等偏上，即对国家政治系统的信任程度

在“不太信任”和“比较信任”之间。其中，层级越

高的政府获得的信任度越高。我国大多与民众相

关的社会调查显示，中国民众的政治信任具有层

级特征，即对中央政府信任程度最高，逐级递减，
对基 层 的 信 任 程 度 最 低，研 究 印 证 了 上 述 观 点。
调查中关于“您感觉下列各级机构中贪污腐败情

况普遍吗？”这一题项的回答佐证了被试大学生网

民对基层系统的政治信任度较低这一特点。
不同个人背景下，大学生的政治信任 呈 现 出

多元化特征。研究发现女性对中央系统的政治信

任水平远高于男性，此结论与胡荣等在厦门的调

查结论一致，男性对政府的信任度较低［１３］。政治

面貌为党员的被试大学生网民对中央系统维度的

政治信任度高于其他党派或无党派（群众）群体，
是否加入中国共产党可以表明个人对国家政治的

卷入度和参与度，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个人对中

国共产党的信赖度和忠诚度，因而政治面貌为中

共党员的被试者其政治信任水平较其他被试者而

言更高。民族与宗教信仰均不对被试大学生网民

的政治信任情况产生显著差异，究其原因，可能受

我国政府长期推行民族政策，尊重公民宗教信仰

自由影响。
在对被试者幸福感、政治新闻关注频率、不同

传媒接触情况、权威主义价值观与其政治信任水

平相关性的分析发现，均存在较强的相关性。首

先，在幸福感差异测量中，认为自己越幸福的被试

者其对中央与基层系统的政治信任水平越高。当

政府出台 的 最 大 化 体 现 公 共 利 益 的 政 策 惠 及 百

姓，在经济社会生活中能够维持经济稳定增长，维
护社会稳定时，无疑增加了社会公众的幸福感，因
而提高大众对自身的政治信任水平。其次，对政

治社会新闻关注差异及对传媒等不同的接触情况

也影响了大学生网民政治信任水平的测量。研究

发现，越是经常关注政治社会新闻的被试大学生

网民，其政治信任度越低。受官方媒体影响最大

的大学生其政治信任程度明显偏高，而官方媒体

之外的渠道产生的影响是清一色的消极影响。究

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大学生群体非官方媒体使用

频率高，因而接触网络商业化内容的机会也增加，
其政治信任受到网络中不友善内容的影响。这一

看 法 也 得 到 近 年 来 相 关 研 究 者 实 证 研 究 的 支

持［１４］。当然也可 能 是 由 于 官 方 媒 体 长 期 以 来 一

直歌功颂德，强调对政府系统的正面报道，导致学

生一旦接触到其他媒体渠道发布的信息，便对官

方媒体发布的消息产生质疑。如果是，官方媒体

是否 需 要 真 正 的 改 革，以 获 取 民 众 的 真 正 信 任。
最后，通过测量被试网民的权威主义价值差异发

现，权威人格更强的被试者，其政治信任度越高。
在传统儒家文化中，政府和政治领袖是整个国家

中最重要的权威象征，对权威的敏感、崇拜和依赖

自然会导致人们对政府、政治领导人的信任，这一

结论与马得勇的研究结论一致［５］。
当然，研究还存在不足之处：一是样本对全国

大学生网民乃至整个大学生群体不具较好的代表

性。研究所采用的数据库是南开大学马得勇教授

主持的２０１４年“中国网民社会意识调查”成果，该
调查以我国全体网民为调查对象，研究仅取大学

生网民数据进行分析。但作为一个探索性研究，
通过对不同背景变量下的被试者政治信任情况加

以比较分析，还是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现象的，后
续研究希望以更广的样本覆盖面进行解决。二是

对部分概念的测量有待进一步改善。研究对政治

信任的测量，只关注到大学生对政府系统的信任

状况，未考虑到更多层次的信任对象，在未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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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将在理论和实证上进一步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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