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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政府信任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对建设服务型、责任型政府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探究我国政府信任的

研究热点与发展趋势，本文利用CNKI数据库和CiteSpace软件，对政府信任研究领域的2011~2022年的

500篇文献进行了可视化分析，并绘制了科研合作网络、关键词共现、关键词聚类时间线以及关键词突

发性检测等图谱。研究发现，政府信任基本概念的厘清和政府信任类型的划分及其差异、政府信任的来

源和下降原因、提升政府信任度的方法和对策是近年来我国政府信任的研究热点；而修复政府信任、注

重公民的预测性感知是该领域研究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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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overnment trust is an important symbol of social progress, an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service-oriented and responsible governmen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research 
hotspots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government trust in China, this paper uses CNKI databas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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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eSpace software to visualize and analyze 500 documents from 2011~2022 in the field of govern-
ment trust research, and draws the maps of research cooperation network, keyword co-occurrence, 
keyword clustering timeline, and keyword mutation detec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clarification of 
the basic concept of government trust and the division of government trust types and their differ-
ences, the sources and reasons for the decline of government trust, and the methods and coun-
termeasures to enhance government trust are the research hotspots of government trust in China 
in recent years; and repairing government trust and focusing on the predictive perception of the 
citizens are the development trends of research in this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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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根据爱德曼公司所做的全球信任度调查报告结果，我国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感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

在 2020 年，我国的政府信任度达到了 90%，相对于美国来说，我国政府信任度水平很高。但是近些年，

受到长期疫情的影响，人们对政府的信任感开始降低[1]。目前通过公民使用较多的抖音、快手、微博等

通讯软件的发言和评论，不难发现，人们存在一定的社会焦虑和群体恐慌，对政府解决公共危机和提供

公共服务的能力产生质疑。这表明，我国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感正在从不同的方面、层次和领域受到不同

程度的削弱，我国国家建设和政府治理转型存在一定的问题。而目前正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刻

变革的重要阶段，因此对近些年政府信任相关研究进行整理和分析，理清其研究现状、热点以及前沿趋

势就显得十分重要。通过文献阅读，本文发现目前相关研究成果基本上是对概念、测量方法以及相关事

件问题的质性研究[2]，少量文章在研究政府信任影响因素时使用定量的方法，但是总体上缺乏对大量文

献的量化、可视化分析。基于此，本文通过借助 CiteSpace 软件生成科学知识图谱，并对其结果进行分析，

以期揭示我国政府信任研究的研究现状、热点以及前沿趋势，为推进我国政府信任研究整体化和全面化

提供一定的借鉴。 

2. 数据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 

为了保证分析结果的可信度，本文以中国知网(CNKI)期刊数据库为数据来源，采用高级检索方式，

以主题为“政府信任”或“政府公信力”或“政府诚信”为检索条件，设置期刊来源类别为“北大核心”

“CSSCI”。由于本文是热点和前沿趋势分析，故将时间限定为“2011~2022 年”。初次搜索共得到 578
篇政府信任相关的文献，经过人工剔除如会议摘要、会议通知、新闻报道、评论等一些无关文献，最后

得到有效文献 500 篇。将所得文献以 RefWorks 格式导出并保存，后导入 CiteSpace 进行数据格式转换，

最后进行可视化分析。 

2.2.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借助 CiteSpace 6.1.6 软件，以其为分析工具，对从中国知网提取的 2011~2022 年的 500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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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进行样本分析并绘制科学知识图谱。并通过对可视化分析所得到的年度发文趋势、研究合作网络、

关键词词频统计、关键词聚类分析、突发词检验以及新兴关键词等相关图谱进行结果分析，揭示我国政

府信任研究的研究现状、研究热点以及前沿趋势。 

3. 研究概况 

3.1. 年度发文趋势 

相对于西方，我国对政府信任的研究起步较晚。但是自从学者们关注到这个问题后，我国对政府信

任的研究是逐年上升的。同时经过不断的发展，政府信任理论也能更好地与我国实际相结合，具有我国

本土化的气息。从相关文献来看，我国对政府信任的研究一开始主要集中在对政府信任的内涵和特征进

行确认，而后主要研究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以自变量和因变量的视角来构建政府信任产生的解释框架，

最后是慢慢地关注到我国自身的特殊情境，对差序政府信任格局进行研究[3]。 
从可视化分析结果来看，我国政府信任研究领域年度发表论文情况如图 1 所示。图 1 结果显示，2011

年以来，政府信任期刊论文的发表量总体上处于上升的态势。其中，2011~2017 年发文量稳定上升，研

究热度不断升高；2018~2022 年，发文量有所下降，但仍然保持在很大的量。 
 

 
Figure 1. Trendsin annual communications on government trust (2011~2022) 
图 1. 政府信任年度发文趋势图(2011~2022) 

3.2. 科研合作网络 

在 CiteSpace 中，将节点类型设置为“作者”和“机构”，时间跨度选择 2011 年~2022 年，以 1 年

作为时间切片，运行软件并进行图片的调整，便可得到近 10 年来政府信任文献研究的作者合作网络(图
2)和机构合作网络(图 3)。 

从图 2 可以看出，共生成 331 个节点，144 条连线。节点代表作者的发文量多少，节点越大说明其

发文量越多；节点间的连线代表作者间的合作关系，连线越粗说明其关系越紧密。可视化结果显示，政

府信任研究领域发文最多的是芮国强教授(6 篇)和宋典教授(6 篇)，谢治菊教授(5 篇)次之。在此基础上，

参考知网文献的被引率，发现芮国强教授的论文被引用的规模最大，同时朱春奎教授和吕书鹏教授在该

领域的影响也较大。值得注意的是，图中大多数学者之间都是以独立的节点状态存在的，说明在政府信

任研究领域作者间的合作与联系是比较少的，并没有形成一种有效的、规模性的合作关系。 
从图 3 可以看出，共识别出 278 个机构，其中存在合作关系的有 108 对。为了方便统计，都以一级

单位即大学名称为主来进行结果分析。结果显示，中国人民大学(10 篇)是进行政府信任研究最多的机构，

其次较多的是为南京大学(9 篇)、南开大学(7 篇)、郑西安交通大学(7 篇)、复旦大学(6 篇)和东北大学(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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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不难发现，这些高校之所以在政府信任研究中具有较强的优势，主要是因为这些高校具有很强的综

合性的学科实力和众多全面、成熟的分支机构，能够将人文社科领域优秀的研究团队凝聚起来。不过从

研究机构间的紧密度来看，虽然这些机构各自的研究能力都很强，但是它们大多也只是独立地专注于自

身擅长的领域，彼此间缺乏合作，相互联系的程度不高。 
 

 
Figure 2. Author collaboration network map 
图 2. 作者合作网络图 

 

 
Figure 3. Diagram of the institutional cooperation network 
图 3. 机构合作网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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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热点与前沿趋势 

4.1. 研究热点分析 

4.1.1. 关键词词频统计 
运行 CiteSpace，共识别出关键词 361 个，其中存在共词关系的有 627 对，网络密度为 0.0096。共词

频次最高的前 30 个关键词如表 1 所示。可以看出：1) 政府信任、政治信任、信任、社会信任、社会资

本是出现频次最高的五个关键词，除了社会资本，其他的本质上就是本文的研究对象。社会资本视角的

研究关键在于公民社会所具有的政治影响，而社团生活和社会信任可以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进而提升

公共信任[4]。2) 公共服务、风险感知、公共参与影响着政府信任。其中，时勘等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公

众对政府的高信任会降低了公众的个人风险感知水平和行动意愿，政府信任和公众风险感知呈现负相关。

3) 电子政务、政府绩效、制度信任、公共政策等关键词体现了研究者们从政府维度的政治因素中寻找对

政府信任产生影响的机制。4) 差序格局、影响因素、信息公开和信任修复也得到了较多关注，其中对于

影响因素的研究是政府信任研究中的重点。此类研究以实证为主，主要从影响因素和形成机制的视角来

研究提升政府信任的策略和方法，是目前政府信任研究中数量最多的部分。 
 

Table 1. Top 30 keywords in terms of frequency of occurrence 
表 1. 出现频次前 30 名关键词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中介 
中心性 

首次出现 
年份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中介 

中心性 
首次出现 
年份 

1 政府信任 257 1.25 2011 16 制度信任 6 0.01 2013 

2 政治信任 44 0.21 2011 17 地方政府 6 0.05 2013 

3 信任 22 0.12 2011 18 实证研究 6 0.01 2011 

4 社会信任 20 0.04 2011 19 差序格局 6 0 2016 

5 社会资本 15 0.04 2011 20 影响因素 6 0.06 2011 

6 公共服务 12 0.02 2012 21 政治参与 6 0 2014 

7 风险感知 12 0.01 2016 22 信息公开 5 0 2012 

8 公众参与 11 0.01 2015 23 公众态度 5 0.01 2015 

9 农民工 10 0.04 2012 24 公共政策 5 0.01 2012 

10 电子政务 10 0.05 2014 25 农民 5 0.01 2013 

11 政府绩效 9 0.02 2011 26 互联网 4 0.02 2015 

12 中介效应 8 0.01 2016 27 信任修复 4 0.01 2015 

13 人际信任 8 0.04 2012 28 公众信任 4 0.01 2017 

14 公民参与 7 0 2015 29 公平感 4 0 2014 

15 国家治理 7 0.01 2014 30 合法性 4 0.01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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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关键词聚类分析 
关键词共现网络(图 4)的模块值是 0.6097，大于 0.3，说明该图谱具有清晰的结构，聚类比较高效，

可以令人信服。关键词共现网络可以展示出关键词间的关联程度，聚类间的连线越粗，其相关性也就越

强。关键词聚类时间线(图 5)的平均轮廓值是 0.9367，大于 0.5，说明该图谱结构也很清晰，可信度高。

关键词聚类时间线是将关键词聚类放到一个平行的时间线上，可以直观地展现各个聚类所处的时间点以

及时间跨度，反映出不同时期研究热点的演变情况，有助于发现政府信任研究领域的动态变化情况。据

图 5 显示，共识别出十六个聚类，分别为：#0 政府信任、#1 政治信任、#2 社会资本、#3 信任、#4 互联

网、#5 公信力、#6 社会信任、#7 风险感知、#8 电子政务、#9 影响因素、#10 信任修复、#11 公共危机、

#12 对策、#13 公共服务、#14 解释机制、#15 公共卫生。聚类编号越小，其包含的关键词越多。通过这

些聚类并结合关键词词频统计和聚类时间线，可以将政府信任研究归为三大研究热点。 
热点一：政府信任、政治信任、信任、公信力以及社会信任等关键词的出现，说明我国研究者对于

政府信任问题的研究，不同视角使用的关键词也不同，看起来类似的关键词，其含义并不相同。这侧面

反映了我国政府信任研究注重对政府信任基本概念的梳理和界定。另外，差序格局、制度信任、地方政

府等关键词的出现说明我国研究者对政府信任类型的划分及其差异也比较关注，如张成福等将政府信任

划分为制度信任和个体信任、过程信任和绩效信任、理性信任和感性信任[5]。而薛立勇则研究发现，民

众对政府的信任随着政府级别升高而增强，具有一种“央强地弱”的差序格局[6]。 
热点二：政府绩效、公共危机、风险感知、信息公开以及公平感等关键词的出现与政府信任的来源

和公民对政府信任感下降有关。关于政府信任的来源，李砚忠认为影响政府信任的两个直接因素是公众

对政府制定公共政策和提供公共服务的期望和公众对政府整体运行情况的认知[7]。而公众对政府信任感

的下降主要与政府工作人员的不当行为、公共政策制定偏离公共价值需求、政府运行的绩效结果与公众

期待不符以及政府执行过程存在“黑匣子”等问题有关。 
热点三：提升政府信任度是目前政府信任研究的核心任务，而信任修复是政府信任危机、公共危机

研究的主要策略和方法选择。从互联网、电子政务、对策、解释机制等关键词可以看出，创新政府的治

理方式、提升政府社会治理能力是进行信任修复的重要方法。而网络空间治理、“互联网+政务”等方式

是创新政府治理方式的具体选择，目前来看比较受到政府的重视。 
 

 
Figure 4. Keyword co-occurrence network 
图 4. 关键词共现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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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Keyword clustering timeline 
图 5. 关键词聚类时间线 

 

 
Figure 6. Keyword burst detection 
图 6. 关键词突发性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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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前沿趋势分析 

4.2.1. 关键词突发性检验 
突发性检验可以反映关键词的突发强度，即反映关键词突然成为研究热点的年份时间。本研究共识

别出 15 个突发关键词，如图 6 所示。值得注意的突现词有公众参与、实证研究、社会信任和媒介使用等。

这些突现词的出现表明近年来政府信任呈现出以下的特点：一是“互联网+政务”的持续推进，使得政府

与公众的关系逐渐从“单项发布”发展到“双向互动”，公众更加关注政府的公共服务成效和自身监督

权、知情权以及参与权的行使。二是很多学者都开始倾向于从社会资本的角度去研究社会信任、政府公

信力的重建，关注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不同关联关系。三是政府信任研究逐渐与数学、统计学、经济学等

学科交叉和融合，其实证研究的趋势增强。 

4.2.2. 新兴关键词统计分析 
统计 2011~2022 年新出现的关键词，如表 2 所示。可以注意到，近五年来政府信任研究变化比较小。

2018 年仅出现一个新关键词，实证研究；2019 年出现三个新关键词，分别是风险感知、中介感应和社会

信任；2020 年也仅出现一个新关键词，信息获取；而 2021 年、2022 年都没有产生新的关键词。 
 

Table 2. 2011~2022 emerging keywords co-occurring word frequency statistics (25) 
表 2. 2011~2022 年新出现关键词共现词频统计(25 个) 

年份 关键词(单位：篇) 

2011 年(3 个) 对策(4, 0.04)、公民社会(2)、区域差异(3, 0.01) 

2012 年(1 个) 公信力(3, 0.01) 

2013 年(2 个) 公民(3)、制度(3) 

2014 年(5 个) 公平感(4)、大学生(2)、公共精神(2)、内生性(2)、电子政务(10, 0.05) 

2015 年(4 个) 公众态度(5, 0.01)、政府绩效(9, 0.02)、制度信任(6, 0.01)、公众(3, 0.01) 

2016 年(2 个) 农民(5, 0.01)、制度绩效(6, 0.01) 

2017 年(3 个) 保险认知(2, 0.01)、信任度(3)、公众信任(4, 0.01) 

2018 年(1 个) 实证研究(6, 0.01) 

2019 年(3 个) 风险感知(12, 0.01)、中介感应(8, 0.01)、社会信任(20, 0.04) 

2020 年(1 个) 信息获取(2) 

 
将 2011~2022 年出现的新兴关键词按中介中心性排序，可以得到表 3。考虑到对新兴关键词的研究

范围比较短，因此本文把重要关键词的标准从 0.1 放宽到 0.01，即关键词的中介中心性大于 0.01 都纳入

考虑的范围。 
根据表 3 以及前文中突发词检验结果，我国政府信任研究的前沿趋势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 
前沿一：修复政府信任，提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包括对政府绩效、信息公开、电子政务、制度

信任以及区域差异的思考。在后疫情时代，如何实现政府信任的有效修复，避免进入塔西佗陷阱中，已

经是政府信任研究的重要方向。公共危机事件事关每一个公民个人，影响范围巨大，必须依赖每一个公

民的支持和配合。公共危机事件的发生最先影响的是公众对相关的行政组织和管理人员的信任。随着危

机事件的扩大，这个信任危机开始蔓延，会逐渐引发公众对整个政府组织、行政人员的普遍质疑。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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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危机事件发生过后，政府如何采取措施进行信任修复，保证公众的公平感，促进社会的稳定，是目

前政府信任研究的前沿和关键[8]。 
前沿二：政府信任研究逐渐注重公民的预测性感知。关键词如风险感知、保险认知和中介感应，体

现出学者们逐渐注重公民的预测性感知，从公民的感知角度来进行研究。风险感知是公民对社会环境的

一种预测性，即公民结合自身的认知对社会环境的一种主观分析和评价。研究表明，公众的风险感知与

政府信任呈一定的正相关关系，公众的感知越低，政府信任就越高；公平风险感知程度与环境风险感知

程度越高，政府信任越高[9]。在中介感应方面，学者们逐渐从研究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转变为研究影响

政府信任的中介因素，从更为广泛且深入的视角进行政府信任研究。这些中介因素包括媒介接触、权威

人格、政府透明与回应等。 
 

Table 3. 2011~2022 emerging keyword centrality statistics (15) 
表 3. 2011~2022 年新出现关键词中心度统计(15 个) 

中心度 关键词 

0.04~0.1 (含 0.04) 电子政务、对策、社会信任 

0.01~0.04 (含 0.01) 区域差异、公信力、公众态度、政府绩效、制度信任、公众、农民、保险认知、 
公众信任、实证研究、风险感知、中介感应 

5. 结论与展望 

5.1. 结论 

本文利用 CiteSpace 软件对我国政府信任研究相关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主要研究了以下几点：第一，

通过年度发文趋势，明确了政府信任的总体发文情况。而对作者和机构的科研合作网络分析发现，它们

都存在独立性较强、互相间的联系不紧密的问题。第二，通过关键词词频和共现网络分析，得到了三个

热点主题，分别是政府信任基本概念的厘清和政府信任类型的划分及其差异、政府信任的来源和下降原

因、提升政府信任度的方法和对策。第三，对 2011~2022 年新出现的关键词进行统计，发现近十一年新

出现的关键词体现出两个前沿趋势，分别是修复政府信任和注重公民的预测性感知。 

5.2. 展望 

总的来说，近些年我国对政府信任的研究前期主要集中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以自变量和因变量的

视角来构建政府信任产生的解释框架，后期慢慢地关注到政府信任危机的发生与解决机制，试图通过互

联网、电子政务、解释机制等来创新治理方式、提升政府绩效和社会治理能力，着力解决突出的民生问

题。政府信任作为从西方借鉴而来的理论，在中国进行运用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要注意构建具有中

国本土气息的政府信任理论，根据自身的特殊格局来进行研究，除了关注差序格局外，还应该关注儒家

文化下的中国政府信任特性；二是要从实际出发，关注群众的具体需求和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不能只

从理论和宏观视角来进行分析；三是要注意研究方法的不断跟进和创新，借鉴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从经

验研究、理论研究转向实证研究，关注不同个体、机构之间的合作，进行资源整合和共享，推动政府信

任研究的发展[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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