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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已然成为政府管理的新地，网民政府信任的重要性也逐渐凸显。论文运用

stata软件，基于2017年网民社会意识调查数据，建立OLS嵌套模型，探讨影响中国网民政府信任的重要

因素。研究结论表明：除年龄以外，性别、党员身份、居住地、职业依然是影响网民政府信任的基本控

制因素。而网民的受教育程度、时政关注度及意识形态立场会对其政府信任产生较大的差异性影响，其

中，受教育程度对网民政府信任具有反向显著抑制作用，时政关注度对网民政府信任具有正向显著促进

作用，不同意识形态立场对网民政府信任的影响各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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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Internet has become a new ground for gov-
ernment management, and the importance of netizens’ government trust has gradually com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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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re. Using stata software, the paper establishes an OLS nested model based on the 2017 neti-
zens’ social awareness survey data to explore the important factors influencing Chinese netizens’ 
government trust. The findings show that: In addition to age, gender, party membership, place of 
residence, and occupation are still the basic control factors influencing netizens’ trust in govern-
ment. And the educational level, current affairs concern and ideological stance of netizens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ir trust in the government, among which, educational level has a negative 
and significant inhibiting effect on trust in the government, current affairs concern has a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promoting effect on trust in the government, and different ideological stances have 
different effects on trust in the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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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政府信任是反映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参考指标，也是政府顺利推行各种公共政策

与改革的润滑剂。随着现代国家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对公众的影响日趋显著，进而产生了互联网时

代的特有人群——网民。网民作为应互联网时代而产生的群体，相较于一般群众而言具有其特殊的特征，

尤其是，网民对于政府的信任度是有别于一般公众的。 
政府信任是民众在与政府组织的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对政府组织能否承担公共责任、实现公共利

益与目标的主观感知和判断，这种主观感知和判断影响民众对政府的情绪和民众对政府的行为反应[1]。
现有研究多数聚焦政府本身的作用，或将视野拓宽，从媒介与信息、社会资本等角度展开讨论，试图对

公民的政府信任变化做出解释[2]。当前研究尽管致力于关注不同视角、不同维度与不同领域，形成了相

对全面、系统且相互印证的科学认知，但是在互联网环境中现有成果对于政府信任变化的解释力仍然有

所欠缺，尤其从网民主体特征出发的研究存在不足。 
因此，本研究从网民主体特征的研究视角出发，着重探究受教育程度、时政关注度、意识形态立场

这三种网民主体特征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效应，论证其能否作为衡量网民政府信任的有效指标及作用机制。

论文根据 2017 年网民社会意识与态度调查，分析我国网民政府信任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以期从网民

主体特征视角出发，为提高网民政府信任提供参考。 

2. 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2.1. 受教育程度和政府信任 

Bouckaert 曾提出文化教育水平是人口统计变量中影响政府信任的重要因素，文化教育水平越高对事

物的理解能力越强，从而对政治信息和政府行为会有更客观的了解[3]。总体来看，教育对政府信任的抑

制效应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教育本身能够提升网民的个人文化水平，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在既定的

投入水平下，可以产生更独立的的事物认知与是非判断，这是因为高水平教育意味着更好的认知能力和

判断能力，进而可以通过获得丰富的知识判断政府行为所产生影响，进而做出对政府行为是否信任的判

断。二是收入回报促进理论，即更高的教育水平意味着可以选择更好的职业，获得更高的经济收入，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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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有利于提高个体获取优质社会资源、优化个人资源配置的能力，进而提高个人选择的抗风险能力，此

时个人不必过于依赖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与惠民性措施，可以依靠个人经济能力提高自我选择能力，

因此可能对政府的信任产生抑制作用。综上所述，受教育程度可能会抑制网民政府信任，因此，论文提

出第一个研究假设。 
H1：受教育程度越高，网民政府信任越低。 

2.2. 时政关注度和政府信任 

时政关注度对网民政府信任的影响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时政关注度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网民上网

浏览时政信息的行为，网民通过互联网参与各种互联网活动，接收来自世界各地的大量信息能够增加网民

对于政府的知识储备，增强网民对政府行为理解的多样化。二是网民在网络中对时政信息的关注就是一种

信息偏好的体现，通过对时政信息的浏览偏好可以有效提高网民对政府行为的关注度，进而改变网民获取

知识的孤立状态，通过在互联网中进行知识、信息的分享拓展了网民了解政府作为的渠道，为提高网民政

府信任提供可能。综上所述，时政关注度可以提升网民政府信任，因此，论文提出第二个研究假设。 
H2：时政关注度越高，网民政府信任越高。 

2.3. 意识形态 

在西方国家，左派常常呈现出较为激进的特点，支持变革，主张国家积极干预并建立“大政府”，

推进社会平等和福利国家建设，关注社会底层；而右派则相对保守，遵守秩序，具有强烈的民主意识，

支持市场自由竞争，反对政府过多干预。博比奥指出“左”与“右”的涵义会随着时空差异和各国国情

发生变化。他主张“平等”是“左”与“右”在各种不同议题上态度差异最大的议题，左派强调平等的

结果，右派则注重机会的平等并承认人与人之间实际存在的合理范围内的不平等[4]。中国的“左”与“右”

的内涵同样随时代发展而发生变化，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普及，许多知识精英“左”“右”立场上

已不再含糊，而大众中间的“左”“右”分化也逐渐显现[5]。网民作为个体在互联网中所呈现出的不同

意识形态影响了其政府行为的支持与否，对政府行为的态度会塑造网民对政府信任的个体差异，进而影

响网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 
根据既有研究结论可知，一般来说，左为偏好“更大的”政府；右为偏好“更小的”政府。具体来

说，如果网民的意识形态呈现为左，那么对于政府的政策议题的确立、讨论以及公共政策的推行会表现

出更大的容忍度，支持变革。特别是处于政府改革时期，意识形态为左的网民可能会对政府改革行为表

示更大程度的认同。如果网民的意识形态呈现为右，那么相对于左派来说会显得更为保守，对于政府的

改革行为保留意见，不会对政府改革行为做出明显的支持。特别是当网民处于互联网中时，由于网络虚

拟化的便利与匿名性的掩护，多数网民会积极表达自身想法，对时政信息做出积极的反馈，更容易通过

自身观点的输出表达自己的意识形态特点。因而，通过对网民在互联网中的行为进行科学测量更容易对

网民的意识形态做出科学划分，通过网民的意识形态特征对政府信任产生的影响进行探究，并进一步解

释网民政府信任产生机制，因此，本文提出第三及第四个研究假设。 
H3：意识形态立场呈现越左，网民政府信任越高。 
H4：意识形态立场呈现越右，网民政府信任越低。 

3. 数据来源与变量设定 

3.1. 数据来源 

论文使用马得勇教授公开的 2017 年网民社会意识调查数据，有效样本总量为 2379 份，包括 355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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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得益于 2017 年公开数据已经过数据处理，论文可直接选用其中经过处理的 2379 份有效样本。 

3.2. 变量设定 

3.2.1. 因变量 
网民政府信任为因变量，可通过网民对政府的态度来测量。在网民社会意识调查问卷中关于网民政

府信任的问题是：对下列团体或机构(法院、警察、党中央和中央政府、省级政府、乡镇政府、村委会)，
请用“非常信任”，“比较信任”，“不太信任”，“完全不信任”，“不知道(或不想说)”来表明你的

态度。原始问卷中包含 5 个选择项，经过处理归并为四类态度并赋值(1 = 完全不信任；2 = 不太信任；3 
= 比较信任；4 = 非常信任)。论文对该问题中的所有题项进行因子分析，发现可以单独提取“党中央和

中央政府、省级政府、乡镇政府”进行合并，因此加总“党中央和中央政府、省级政府、乡镇政府”题

项的赋值生成“政府信任”新变量，即政府信任从低到高的连续变量。 

3.2.2. 核心变量 
关于网民受教育程度的问题是：请问你的教育程度，原始问卷中包含 8 个层次的教育程度选项，经

处理合并为四类教育层次并赋值(1 = 初中及以下；2 = 高中和中专；3 = 专本科；4 = 硕博)。 
关于网民时政关注度的问题是：总体来说，您对时政类信息感兴趣吗？(1 = 完全没兴趣；2 = 不太

感兴趣；3 = 一般；4 = 比较有兴趣；5 = 很感兴趣)。 
关于意识形态立场，因为 2017 网民社会意识调查数据公开版已经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处理，并得出意

识形态立场变量(1 = 左；2 = 中；3 = 右)，论文直接使用马得勇教授得到的变量数据。 

3.2.3.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年龄段(1 = 青年；2 = 中年；3 = 老年)、性别(0 = 女；男 = 1)、党员身份(0 = 非

党员；1 = 党员)、居住地(1 = 城市地区；2 = 农村地区；3 = 国外地区)、职业(1 = 政府；2 = 工人农民；

3 = 中产阶级；4 = 学生；5 = 其他)。见表 1。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the main variables 
表 1. 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频数 百分比(%) 

性别     

女 = 0   1162 48.84 

男 = 1   1217 51.16 

年龄层次     

青年 = 1   2015 84.70 

中年 = 2   323 13.58 

老年 = 3   41 1.72 

党员身份     

非党员 = 0   1659 69.74 

党员 = 1   720 30.26 

居住地     

城市地区 = 1   2212 92.98 

农村地区 = 2   153 6.43 

国外地区 = 3   14 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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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职业     

政府 = 1   321 13.51 

工人农民 = 2   952 40.07 

中产阶级 = 3   521 21.93 

学生 = 4   458 19.28 

其他 = 5   124 5.22 

受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 1   38 1.60 

高中或中专 = 2   178 7.48 

专本科 = 3   1678 70.53 

硕博 = 4   485 20.39 

时政关注度 3.565 0.9010 2379 100 

意识形态立场     

左 = 1   142 5.97 

中 = 2   2049 86.13 

右 = 3   188 7.90 

4. 实证结果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从性别看，男性为 1217 人，占有效样本总体 51.16%；女性为 1162 人，占有效样本总体 48.84%，男

性比例略高，但基本持平。从年龄分布来看，青年(18~44 岁)年龄段的有 2015 人，占有效样本总量的 84.70%；

中年(45~59 岁)年龄段的有 323 人，占有效样本总量的 13.58%；老年(60 岁及以上)年龄段的有 41 人，占

有效样本总量的 1.72%。从党员身份来看，有 720 名党员，占有效样本总量的 30.26%，非党员 1659 人，

占有效样本总量的69.74%。从居住地来看，居住在城市地区的人数有2212人，占有效样本总量的92.98%，

居住在农村地区的人数有 153 人，占有效样本总量的 6.43%，居住在国外的人数有 14 人，仅占有效样本

总量的 0.59%。从职业分布情况来看，政府人员数量为 321，占有效样本总量的 13.51%，工人农民人数

为 952，占有效样本总量的 40.07%，中产阶级人数为 521，占有效样本总量的 21.93%，学生人数为 458，
占有效样本总量的 19.28%，其他人数为 125，占有效样本总量的 5.22%。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初中及以

下学历的人数为 38，占有效样本总量的 1.6%，高中或中专学历的人数为 178，占有效样本总量的 7.84%，

专本科学历的人数1为678，占有效样本总量的70.53%，硕博学历的人数为458，占有效样本总量的20.39%。

总的来看，样本的受教育程度偏高，样本多为 18~44 岁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人，且多为居住在城市地区

的青年网民。因为对于网民来说，互联网的使用是受到客观物质条件以及互联网使用技术的限制的，所

以网民普遍呈现出一种年轻化的趋势且多为居住在城市地区的年轻人，研究样本分布较为合理。 

4.2. 基于 OLS 嵌套模型的全样本分析 

由于作为因变量的网民政府信任是连续变量，选择建立 OLS 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为展现不同变量控

制情况下受教育程度、时政关注度、意识形态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构建包括 4 个 OLS 模型的嵌套模型。

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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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OLS nested model regression results 
表 2. OLS 嵌套模型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控制变量 性别 −0.234*** (0.0791) −0.233*** (0.0789) −0.300*** (0.0796) −0.163** (0.0750) 

 年龄层次(老年)     

 青年 0.00715 (0.315) 0.149 (0.317) 0.201 (0.315) 0.0927 (0.296) 

 中年 −0.231 (0.327) −0.113 (0.327) −0.0911 (0.325) −0.0101 (0.305) 

 党员身份 0.330*** (0.0881) 0.462*** (0.0931) 0.416*** (0.0930) 0.324*** (0.0872) 

 居住地(城市地区)     

 农村地区 0.376** (0.159) 0.286* (0.161) 0.287* (0.161) 0.252* (0.150) 

 国外地区 −1.536*** (0.486) −1.369*** (0.486) −1.394*** (0.483) −0.621 (0.455) 

 职业(学生)     

 政府 0.0289 (0.143) −0.0749 (0.144) −0.0712 (0.143) −0.204 (0.134) 

 工人农民 −0.125 (0.110) −0.223** (0.113) −0.200* (0.112) −0.202* (0.105) 

 中产阶级 −0.435*** (0.126) −0.437*** (0.125) −0.442*** (0.125) −0.363*** (0.117) 

 其他 −0.341* (0.197) −0.376* (0.198) −0.309 (0.198) −0.266 (0.185) 

核心变量 受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     

 高中或中专  −0.665* (0.366) −0.711* (0.364) −0.683** (0.341) 

 专本科  −0.667* (0.345) −0.766** (0.344) −0.635** (0.322) 

 硕博  −1.111*** (0.358) −1.220*** (0.357) −0.900*** (0.335) 

 时政关注度   0.224*** (0.0444) 0.272*** (0.0421) 

 意识形态立场(中)     

 左    0.627*** (0.152) 

 右    −2.392*** (0.146) 

 常数项 8.538*** (0.332) 9.168*** (0.459) 8.450*** (0.478) 8.289*** (0.448) 

 观测值 2171 2171 2171 2171 

 R-squared 0.030 0.040 0.051 0.168 

注：变量栏括号内为参照组，模型栏括号内为标准误；***p < 0.01，**p < 0.05，*p < 0.1。 
 

如表 2 所示，模型 1 为仅纳入控制变量的基准模型，回归结果显示，性别、党员身份、居住地对网

民政府信任有显著影响，年龄层次对网民政府信任没有显著影响，职业中仅中产阶级分类对网民的政府

信任有影响。具体而言，男性网民对政府的信任更低，党员网民更信任政府。同时，网民的政府信任存

在地区差异，与居住在城市地区的网民相比，居住在农村地区的网民更信任政府，而居住在国外的网民

没那么信任政府。最后，在职业分类中，与学生相比，中产阶级网民尤为不信任政府，政府人员以及工

人农民对政府的信任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模型 2 纳入受教育程度变量回归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余变量的情况下，受教育程度对网民政府信任

具有显著影响效应，尤其是高学历。受教育程度的影响效应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与初中及

以下教育程度的网民相比，接受高中以上教育的网民对政府的信任没那么高，并且随着网民教育水平的

提高，政府信任也越来越低。这说明受教育程度对改善网民政府信任具有抑制作用。这一结果初步证实

研究假设 H1：受教育程度越高，网民政府信任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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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3 纳入时政关注度变量，回归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余变量的情况下，时政关注度对网民政府信

任具有显著影响效应，显著性水平为 0.01。时政关注度对网民政府信任具有正向显著影响效应，随着时

政关注度的提高，网民更可能信任政府。由于时政关注度体现为对时政信息的偏好，这一结果说明网民

在网络中对时政信息越感兴趣，关注度越高，越可能对政府表现出信任状态。这一结果初步证实研究假

设 H2：时政关注度越高，网民政府信任越高。 
模型 4 纳入了意识形态立场变量，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余变量的情况下，意识形态立场对网民

政府信任具有显著影响，显著性水平为 0.01。意识形态立场的影响效应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

与保持中立的网民相比，意识形态呈现为左的网民更信任政府，而意识形态呈现为右的网民更不信任政

府。这一结果初步证实研究假设 H3 及 H4，意识形态立场偏左，网民政府信任偏高；意识形态立场偏右，

网民政府信任偏低。 
从 R-squared 的数值来看，在模型 1 基础上加入核心自变量受教育程度，模型 2 的解释力从 3%增加

到 4%，在模型 2 的基础上纳入核心自变量时政关注度，模型 3 的解释力从 4%增加到 5.1%，说明受教育

程度变量及时政关注度变量初步改善了模型 1 和模型 2。在模型 3 基础上加入核心自变量意识形态，模

型 4 的解释力从 5.1%增加到 16.8%，说明意识形态变量较好地改善了模型 3。因此，核心变量具有一定

的解释力。 

5. 研究结论 

5.1. 受教育程度对网民政府信任具有反向显著抑制作用 

受教育程度对网民的政府信任水平存在显著负相关，这呈现出受教育程度较高者对政府信任较之于

受教育程度较低者更低。这也和以往的研究相吻合，说明随着学历的增高，网民的思维会更具独立性，

对于政府的各项政策议题以及各项改革措施更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不会轻易受到政府权威形象的影响而

缺少自己的判断，因而呈现出政府信任趋减的特点。同时，随着网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会给网民带来

更高的经济回报，经济水平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生活水平的高低，对于经济状况良好的网民来说，

不会过分依赖政府提供的各项公共服务，可以通过自身经济实力在市场中购买更好地服务来填补公共服

务的缺失，但这就造成了教育程度更高的网民在面临各项服务选择时，会忽略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

先入为主地认为市场提供的服务更好，从而降低对政府的信任。 

5.2. 时政关注度对网民政府信任具有正向显著促进作用 

网民时政关注度体现为对时政信息的偏好，而网民对时政信息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其对政府

的信任。首先，我国在网络舆论监控方面的实施力度较大，且对于时政信息评论通常会做出正向引导，

各大媒体也会配合政府积极宣传政府的优秀作为，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其次，尽管网民会在互联网中

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有褒有贬，但多数网民会自发维护网络清朗，自觉抵制别有用心的“键盘侠”，

维护政府在互联网中的形象。最后，政府时政信息的源头发布多为官方主流媒体，这就在前提上要求网

民是需要关注官方主流媒体，那么这部分网民的首要信息接收渠道就是官方媒体，对任何时政信息的第

一印象也来自官方媒体的发布言论。从心理学角度来说，这就是晕轮效应带来的正面影响，网民如果一

开始接触到的信息源就是客观公正的官方信息，那么即使网上的声音再多，网民在心理上还是会对政府

的官方形象保留有更多的信任。 

5.3. 不同意识形态立场对网民政府信任的影响具有差异性 

意识形态立场三分为左中右，根据样本来看，大多数网民的意识形态立场为中，回归结果显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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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于意识形态立场为中的网民来说，意识形态立场为左的网民更信任政府，意识形态立场为右的网民更

不信任政府。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阶段，政府逐步推进各项改革。对于热衷于改革的左派网民来

说，他们对于政府改革的接纳度更高，也对政府出台各种政策做出了更多的积极反应，因而对政府的改

革行为抱有更大的信心，表现出更高的政府信任。而以“保守”为标签的右派网民对于政府改革大多持

反对态度，他们更强调维护现有的制度及利益格局，不赞同做出激烈改革的决定，因而对政府的改革行

为抱有较低的信心，表现出更低的政府信任。但是，根据意识形态立场分布情况来看，更多的网民呈中

立立场，没有明确的左右倾向，这其实符合中国网民的实际情况。中国人自古崇尚中庸之道，性格普遍

呈现出温和的特质，因而在意识形态上也呈现出一种中庸气质，这其实也是一种策略，能够保留自身意

见，可攻可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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