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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政府作为国家行政主体，政府信任是考量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指标。运用多元回归分析，发现新媒
体时代网民对央地政府的信任程度存在差异，网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普遍大于对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分析

影响差序政府信任的因素得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媒体使用与政治参与是影响网民央地政府信任差异的显著因

素。进而提出，加强经济发达地区廉洁政府建设、加强并规范非官方媒体使用、鼓励网民政治参与、积极回应网

民诉求，以期提高新媒体时代央地政府信任，弥合不合理的信任差异。

关键词：中央政府信任；地方政府信任；媒体使用；政治参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中图分类号：Ｄ６３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４５１３（２０２２） －０４－５５－０７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年０９月３０日
作者简介：刘滢滢 （１９９７－），女，江苏南通人，硕士，主要研究方向：行政管理。

孙莉莉 （１９８２－），女，河南信阳人，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政府管理、社会治理。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新时代党领导基层社会组织的制度创新及实现路径研究”（２０ＢＺＺ０１０）。

引言

政府信任是公众通过评价政府政治行为而

对政府产生或失去信心的一种心理活动。在传

统文化与政治制度的影响下，中国政府自古以

来就具有较高的政治信任。但是，随着经济发

展、科技进步，我国政府信任格局陷入到 “中

央强，地方弱”的困境中，越级上访、群体性

事件等行为都是这种差序格局导致的社会不稳

定现象。研究表明，如果这种差异程度不能得

到控制，则会形成 “中央弱，地方更弱”的局

面。政府信任离不开公众对政府的认知，而这

种认知主要来源于政治信息的传播与民政互动。

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改变了传统政治信息传播

的方式、搭建了公众与政府互动的新平台。随

着互联网的使用，通过网络获取政治信息并参

与民政互动的网民群体逐渐壮大，而这种网民

群体与非网民群体相比，具有年轻化、思维群

体化的特点。有研究发现中国内地网民对政府

的信任程度存在差序格局现象，即网民的政府

信任呈从中央到县乡递减趋势。在新媒体时代，

具有鲜明群体性特征的网民已经成为公众这一

信任主体中具有代表性的群体，因此，探讨网

民对央地政府的信任状况，发现其中的影响因

素，对于弥合不合理的信任差异，化解政府执

政风险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一、研究综述

（一）政府信任

政府信任是公众对于行政主体所持的一种

态度与评价，是公众接受脆弱性的意愿程度。

学界关于政府信任的研究主要从制度主义、文

化主义和理性选择主义三方面展开。制度主义

认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与政府绩效、政治体制

息息相关；有学者提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

一定层面上作用于政治体制。文化主义认为政

治文化差异会导致民众的政府信任差异，价值

观念越趋于传统的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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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则越低；有学者提出中国的威权主义价

值观使得我国国民相较于国外民众更加信任中

国政府；此外，有研究表明，文化传播的渠道

即大众传媒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民众对政府

的信任程度。理性选择主义用 “经济人”假设

解释政府的行为，央地政府以追求自身利益最

大化为目标去寻求政治信任，由于寻求信任的

内在逻辑有所区别，因此会导致信任差的产生；

有学者认为家庭经济变化会显著影响政府信任

程度；一些学者从区域经济发展角度提出了地

区经济水平与政府信任变化有着密切联系。

在研究政府信任过程中，学者们发现民众

形成了 “央强地弱”的信任结构，即信任中央

政府而不信任地方政府。中国差序政府信任的

现象研究可以追溯到１９９３年张厚安和蒙桂兰在
对农民访谈中发现的改革开放中形成的差序政

府信任问题，“中央是恩人、省里是亲人、市里

是好人、镇里是恶人、村里 （干部）是仇人”

这句民谣充分体现了当时群众对于层级政府的

信任差异。然而有学者对中国是否真实存在这

一差序信任现象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访谈获

得的关于政府信任的数据并不可靠。为了回应

真实性的质疑，学者们通过调查得出农村基层

群体对于政府信任程度由中央到基层层级递减；

通过因子分析与多元回归分析得出农民对于政

府信任程度自上而下递减；通过对大学生群体

的抽样调查，发现差序政府信任也存在于大学

生群体中。学界通过对多种群体的规范量化分

析证实了 “央强地弱”的信任结构差异的真实

性，从而说明探究央地政府信任差异的影响因

素具有学术研究意义。

关于央地政府信任差异产生的原因，学界

从内生与外源两个方面进行了探究。在内生性

方面，家庭经济的改变会影响基层政府信任而

不会影响高层政府信任；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

地方政府，其绩效都会影响公众对其信任程度；

研究发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中央政府信任程

度是负相关的；对于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与制

度机制，有学者认为这种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

使得功绩归于中央而过错归于地方。在外源性

方面，通过分析发现公众观念越传统对政府越

信任；大众传媒是当代信息传播的重要途径，

由于中央政府的新闻大多经过官方媒体报道，

所以经过严格筛选过滤后呈现正面性，而基层

政府的新闻报道可能通过一些审查宽松的非官

方媒体报道，可能具有负面性，因此这种差异

也会对差序政府信任产生影响；同时学者们也

认为个体的认知水平、生活经历、教育程度等

个人感知也会对差序政府信任产生影响；已有

研究发现上访这种政治参与会导致政治信任的

流失；由于民众与中央政府互动较少、对其认

知较少导致中央政府较为抽象，而政府越抽象，

民众对其信任程度越高。除此以外，有学者认

为年龄对政府信任、差序政府信任有显著影响；

也有学者认为男性比女性、受教育程度高比受

教育程度低、汉族比少数民族更容易产生差序

政府信任。

（二）媒体使用与政府信任

政府信任源于政府与公众之间互动的满意

程度，而承载信息的媒介即媒体是这一互动过

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大众传媒能够给公众提

供政治信息，是除了政府本身之外的政治图像

的主要生产者，而政治图像又是公众形成政治

认知的重要来源。因此，在新媒体时代媒体的

使用与政府信任是密切相关的。关于媒体对政

府信任的影响，早期西方学者认为媒体报道的

负面内容会削弱政府信任；我国学者认为国内

具有政治宣传效果的媒体对于政府信任甚至会

产生负面影响。从媒体使用类型上看，纸质媒

体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是正向的，网络媒体对政

府信任的影响是负向的；从媒体使用性质来看，

新闻性、娱乐性与传统媒体的政治性都对政府

信任无显著影响；从媒体对不同层级政府影响

程度来看，传统媒体对中央政府信任影响呈正

向，新媒体对中央政府信任影响呈负向；而对

于新媒体的负面影响学者们认为长期来看会促

进社会的良性发展；从不同媒体渠道来看，官

方媒体可以提高政府信任，而非官方媒体会削

弱政府信任；但经过学者的进一步研究，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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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与非官方媒体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并不能如

上笼统概括，官方媒体过多的正面报道有可能

会适得其反，损害政府信任，而非官方媒体对

于政府负面消息的曝光有可能会间接提高政府

信任。

通过上述文献梳理可以发现学界在差序政

府信任格局的形成问题上并不缺乏研究，但其

研究的信任主体的社会角色范围单一，例如农

民群体、农民工群体、大学生群体，这些特定

的群体不能代表绝大部分公众，因此研究结果

具有限制性。将网民群体作为研究对象可以保

证社会角色的多样性，从而保证研究结果具有

代表性。关于媒体使用与政府信任关系的研究，

学界采用案例研究等定性研究方法较多，定量

研究较少，本文将用多元回归的实证研究方法

探究媒体使用如何影响央地政府信任。

二、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设

（一）分析框架

学界关于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研究主要从

制度主义、文化主义和理性选择主义路径展开。

制度主义认为政治体制和制度机制与政府信任

程度紧密相关；文化主义认为传统价值观、大

众传媒会影响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理性选

择主义认为家庭收入、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会

影响政府信任。在研究政府信任过程中，学者

们发现民众形成了信任中央政府而不信任地方

政府的差序信任格局。基于此，有学者提出了

差序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模型，从央地绩效差

异感知、地方资源收支偏差感知、地方政策执

行偏差感知、媒介倾向以及个体 “亲央疏地”

倾向五个方面来阐述其对央地政府信任的影响。

通过分析地方资源收支偏差感知因素可知，地

区间会由于获取与配置资源的能力不同，即经

济发展水平不同，而产生信任差异；通过分析

地方政策执行偏差感知因素可知，民众与政府

的互动会影响信任差异的形成；通过分析媒介

倾向因素可知，媒体的使用会导致央地政府产

生信任差异。因此，通过梳理学界关于政府信

任、差序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研究，本文提出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媒体使用、政治参与是形

成网民央地政府信任差异的原因。

（二）研究假设

通过对以往关于影响央地政府信任因素研

究的梳理，结合前文研究文献回顾和评述，本

文将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１所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央地政府信任
研究表明，人们对于经济发展状况的评价

越高，对于经济成长未来的预期越好，对于经

济发展成果分配越满意则越容易信任政府当局。

由此可见，网民对经济发展的评价、预期以及

成果分配的满意度是影响政府信任的关键因素。

通过比较经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可知：首

先，相比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达地区的

人们有着更高的经济成长预期，而发达地区现

有的经济增长速度难以达到这种期望；其次，

相比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达地区的人们

会由于物价、房价等上涨而产生更为强烈的相

对剥夺感。因此，经济发达地区的网民对中央

政府的信任程度低于欠发达地区。由此，提出

以下假设：

假设１：网民所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其央地政府信任差异越大。

２媒体使用与央地政府信任
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改变了政治信息的传播

方式，由传统的大众传媒向新兴媒体转变。对

于新兴传播媒介来说，无论是官方媒体或是非

官方媒体，它们都在政府与公众的互动中发挥

促进信息传播的重要作用。调查研究表明，受

威权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官方媒体或非官方媒

体的使用并不会明显提高或降低民众对中央政

府的信任程度。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使用官方

媒体的网民会因其报道的及时性、准确性、真

实性而提高对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由于非官

方媒体报道更具自主性，甚至会出现一些有损

政府形象的言论，因此，使用非官方媒体会降

低网民对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基于此提出：

假设２１：网民使用官方媒体获取信息的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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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越高，其央地政府信任差异越小。

假设２２：网民使用非官方媒体获取信息的
频率越高，其央地政府信任差异越大。

３政治参与与央地政府信任
新媒体时代，互联网的使用为公众与政府

的互动提供了一个新平台。通过文献梳理可

知，民众与政府的互动会影响其对央地政府的

信任程度，良性的政治互动会增加民众对政府

的信任。对于中央政府而言，虽然民众在现实

生活中很难参与到中央的政治活动中，但研究

表明，抽象性的政府更容易获得民众的信任，

因此，政治参与并不会显著影响网民对中央政

府较高的信任程度。对于地方政府而言，网民

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与政府回应的高效性是提高

地方政府信任的关键因素。因此，提出以下

假设：

假设３：网民政治参与程度越高，其央地政
府信任差异越小。

三、数据、变量测量及模型构建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７年网民社会意识调查
数据库，在选取了相应调查研究所需的变量后，

去除缺失值，共使用了２２５６份有效数据进行研
究调查。在确定研究变量后，对数据进行 ＫＭＯ
和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检验，得到ＫＭＯ值为０５９２，巴
特利特球形检验值为０００，数据具有结构效度；
对数据进行可靠性分析得到，ａｌｐｈａ值为０６９５，
数据具有较好的信度。

（二）变量设置

在参考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结合前文

的分析框架及研究假设，通过的样本选取与删

选，最终确定将以下变量纳入回归分析：本研

究将变量分为因变量、自变量和控制变量。

１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即央地政府信任差，信任

差可操作化为中央政府信任减去地方政府信任。

政府信任是指公众对政府政治活动的合理期待，

本文表现为网民对于党中央政府以及对省级政

府的信任程度，测量指标选取问卷中 “对党中

央和中央政府的态度？” “对省级政府的态度？”

这两个问题作为对央地政府信任感的测量指标，

该项指标有 “完全不信任，不太信任，比较信

任，非常信任”几个选项，分别赋值为 １、２、
３、４。经过统计，央地政府信任差介于 －２到３
之间，平均值为 ０３２４，标准误为 ０５８９。其
中，相比于地方政府更加信任中央政府的网民

占３４１６％ （信任差大于０），相比于中央政府
更加信任地方政府的网民占３６１％ （信任差小

于０）。由此可见，网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
普遍大于对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

２自变量
本研究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媒体使用和

政治参与三个角度出发，探究网民形成央地政

府信任差异的影响因素。自变量选取分为三个

层面，在经济发展水平层面，家庭平均年收入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所处地区经济发展状况，

所以政府信任体现在网民家庭平均年收入方面；

在媒体使用层面，政府信任体现在网民获取信

息的渠道方面；在政治参与层面，政府信任体

现在网民政治参与频率方面。

（１）家庭平均年收入。把问卷中 “您家庭

的平均年收入大概多少万元？”选项作为衡量指

标，收入为连续变量，直接纳入模型。

（２）信息渠道。把问卷中 “请问您主要通

过哪些渠道来获取时政类消息和评论？频率如

何？”这一问题作为衡量指标，根据选择项，将

央视、新华社、人民日报的时政分析报道 （含

微博及微信公众号）设置为官方媒体，将新浪

微博、非官方的微信公众号、荔枝电台等自媒

体平台新闻设置为非官方媒体。该项指标有

“几乎不使用、不常使用、经常使用、几乎每天

都使用”四个选项，分别赋值为１、２、３、４。
（３）政治参与。把问卷中 “您平时通过参

加游行、示威、信访、上访、投票等实际行动

表达自己的想法吗？”选项作为衡量指标，该项

指标有 “从来不参加、基本不参加、有时候参

加、经常参加”四个选项，分别赋值为 １、２、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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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控制变量
本研究选取年龄、性别、教育程度作为控

制变量。年龄为连续变量，直接纳入模型；性

别将男性赋值为１，女性赋值为０；教育程度将
初中及以下赋值为１、高中赋值为２、本专科赋
值为３、硕博赋值为４。

（三）模型构建

本文关注经济发展水平、媒体使用和政治

参与对央地政府信任差的影响。建立模型为：

Ｙ＝ａ＋ｂ１Χ１＋ｂ２Χ２＋ｂ３Χ３＋ｂ４Χ４＋ｂ５ａｇｅ
＋ｂ６ｓｅｘ＋ｂ７ｅｄｕｃ＋ｃ其中 Ｙ为央地政府信任差

Χ１，为家庭平均年收入，Χ２为官方媒体使用频
率，Χ３为非官方媒体使用频率，Χ４为政治参与
频率，年龄 （ａｇｅ）、性别 （ｓｅｘ）、教育 （ｅｄｕｃ）
是与政府信任有关的因素，ｂｉ（ｉ＝１，２，３，４，
５，６，７）为变量的回归系数。详见下表１：

表
!

　关于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赋值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央地政府信任差 中央政府信任—地方政府信任 ０３２４ ０５８９

自变量

家庭平均年收入 被调查者家庭平均年收入 （万元） １２７４６ １６０６４

通过官方媒体获取信息的频率
１＝几乎不使用，２＝不常使用，３＝经
常使用，４＝几乎每天都使用

２５７５ ０８７５

通过非官方媒体获取信息的频率
１＝几乎不使用，２＝不常使用，３＝经
常使用，４＝几乎每天都使用

２６１２ ０８８５

行使政治权利表达意见的频率 （游

行、示威、信访、上访、投票）

１＝从不参加，２＝基本不参加，３＝有
时候参加，４＝经常参加

１６９５ ０８５９

控制变量

年龄 被调查者受访时的实际年龄范围 （岁） ４２９１ ２０１８

性别 １＝男，０＝女 ０５１２ ０４９９

受教育程度
１＝初中及以下，２＝高中，３＝本专
科，４＝硕博

３０９７ ０５７７

四、结果与分析

本研究运用 Ｓｔａｔａ１４０软件对央地政府信任
差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在经济发展水平、

媒体使用和政治参与对央地政府信任差影响的

回归分析 （表２）中，模型１是只将控制变量
进行回归分析；模型 ２是在模型 １的基础上，
纳入家庭平均年收入作为自变量；模型３是在
模型２的基础上，纳入官方媒体使用频率作为
自变量；模型４是在模型３的基础上，纳入非
官方媒体使用频率作为自变量；模型５是在模
型４的基础上，纳入政治参与频率作为自变量。

根据模型１的结果，在控制变量中，年龄
对央地政府信任差的影响显著，且信任差随着

年龄的增加而扩大，年龄每增加１个单位，信

任差就扩大００２个单位。根据模型２的结果，
在控制其他变量后，家庭平均年收入对央地政

府信任差影响显著，且信任差随着家庭平均年

收入的增加而扩大，家庭平均年收入每增加 １
个单位，信任差就扩大 ０００４个单位，符合假
设１。根据模型３的结果，在控制其他变量后，
官方媒体的使用频率对央地政府信任差影响显

著，且信任差随着使用频率的增加而扩大，使

用官方媒体的频率每增加１个单位，信任差就
扩大００５４个单位，不符合假设２１。根据模型
４的结果，在控制其他变量后，非官方媒体的使
用频率对央地政府信任差影响显著，且信任差

随着使用频率的增加而缩小，使用非官方媒体

的频率每增加 １个单位，信任差就缩小 ００２８
个单位，不符合假设２２。根据模型５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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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央地政府信任差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变量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控制变量

年龄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６）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６）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６）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６）

性别
００１１
（００２５）

００１２
（００２５）

０００９
（００２５）

０００７
（００２５）

００１０
（００２５）

教育程度
－００３１
（００２２）

－００３２
（００２３）

－００３４
（００２３）

－００３２
（００２３）

－００３９
（００２３）

自变量

家庭平均年收入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７）

官方媒体
００５４

（００１４）
００６３

（００１５）
００７０

（００１５）

非官方媒体
－００２８

（００１５）
－００２１
（００１５）

政治参与
－００５０

（００１５）

注：括号中为标准误，代表Ｐ＜００５，代表Ｐ＜００１，代表Ｐ＜０００１。

在控制其他变量后，政治参与频率对央地政府

信任差影响显著，且信任差随着参与频率的增

加而缩小，网民政治参与频率每增加１个单位，
信任差就缩小００５个单位，符合假设３。上述
因素影响网民央地政府信任差异程度由大到小

分别为官方媒体使用频率、政治参与频率、非

官方媒体使用频率、家庭平均年收入。

五、讨论与结论

本文从现代网民特征的角度探讨了影响网

民央地政府信任差异的因素。基于网民社会意

识调查数据库，我们对提出的理论假设进行了

实证检验，结果表明：

在年龄方面，网民群体中，年龄较高的群

体央地政府信任差异比年龄较低群体信任差异

要大。关于此结果，有研究证明随着年龄的增

加，公众对于中央政府更加信任，而对于地方

政府的质疑增多。由此可见，要缩小网民央地

政府信任差异程度，需要更加关注年龄较高群

体的地方政府信任。

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家庭平均收入

较高地区的网民央地政府信任差异程度比收入

较低地区的网民央地信任差要大。由于经济发

达地区的媒体对于社会问题更加关注、腐败问

题批判力度更大等因素，所以导致经济欠发达

地区的网民比经济发达地区的网民更加信任当

地政府。因此，为了提高发达地区网民地方政

府信任、弥合信任差异则需要注重经济发达地

区的廉洁政府建设。

在媒体使用方面，使用官方媒体频率较高

的网民央地政府信任差异程度比使用频率较低

的网民央地信任差要大；有研究表明，经常使

用官方媒体的公众会由于官媒过多的政治性报

道而降低对政府的信任。特别是在一些群体性

事件中，如果地方官媒发布的信息并不能满足

网民的心理预期，反而会引发舆论，从而造成

信任差的扩大。由于新兴媒体的诞生，政治信

息传播媒介多样化，而非官方媒体不是政府的

喉舌，报道更具有自主性与真实性，因而经常

使用非官方媒体的公众会由于非官媒的正面报

道而提高对地方政府的信任，从而缩小央地政

府信任差异程度。因此，在新媒体时代，为了

提高政府信任、弥合信任差异则需要加强并规

范非官方媒体的使用，适度监管非官方媒体信

息传播，通过监督来保证非官方媒体的信息活

动在法律与道德的约束下进行，既要尊重非官

方媒体报道的自主性，又要保证信息的合法性

与真实性。而对于官方媒体，可以通过减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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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色彩来提高网民对其报道的信任程度。

在政治参与方面，政治参与频率较高的网

民央地政府信任差异程度比参与频率较低的网

民央地信任差要小。研究表明，对于地方政府

而言，网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与政府回应的高

效性是提高地方政府信任的关键因素。因此，

在新媒体时代，鼓励网民通过互联网平台参与

政治活动、政府积极回应网民政治诉求是提高

央地政府信任、弥合信任差异的有效途径。

相对于以往的研究，本文以网民群体为研

究对象，扩展了已有研究的对象，从而提高了

研究结果的代表性。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得出，

网民生活地区经济水平、媒体使用、政治参与

是影响网民央地政府信任差异的显著因素，进

而提出加强经济发达地区廉洁政府建设、加强

并规范非官方媒体使用、鼓励网民政治参与、

积极回应网民诉求的建议。由于学界关于央地

政府信任差异合理范围的研究尚有欠缺，所以

本文未能探讨网民央地政府信任差异的合理程

度，这是进一步研究的空间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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