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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会信任是学术界长期关注的热门话题。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人们运用互联网进行社交购物等行为越

来越频繁，互联网已逐步成为中国居民获取信息、社会交往、表达观点的核心媒介和重要平台。但是因

为互联网的一些自身的特有属性以及现代社会的人际关系的冷漠化，会影响人们的主观社会信任度。因

此，考察中国居民对待互联网的态度对社会信任度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本文使用CGSS2017数
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探讨中国居民对待互联网的态度对社会信任度的影响。研究发现，网络行

动和网络信任度对社会信任度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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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cial trust is a hot topic that has long been concerned by academia. With the advent of the infor-
mation age, people use the Internet for social shopping and other behaviors more and more fre-
quently, and the Internet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core medium and important platform for 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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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se residents to obtain information, socialize, and express their opinions. However, because of 
some unique attributes of the Internet and the indifference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in 
modern society, it will affect people’s subjective social trust. Therefore, it has certain theoretical 
value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residents’ attitude towards the Internet on social 
trust. This paper uses the CGSS2017 data and uses the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ethod to ex-
plore the impact of Chinese residents’ attitudes towards the Internet on social trust. The study 
found that online actions and online trust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social 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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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在 2018 年 4 月的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加快推进网络强国建设，

这标志着中国社会正加速进入网络信息时代。随着信息化时代的高速发展，互联网正不断改变着中国人

的生活、工作、学习方式，不断融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 43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18 年 12 月，中国网民规模为 8.29 亿人，全年新增

网民 5653 万人，互联网普及率达 59.6%。在互联网日益普及的今天，其已逐步成为中国居民获取信息、

社会交往、表达观点的核心媒介和重要平台[1]。 
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和智能手机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使用互联网进行社交、购物等日常活动，

互联网在日常生活中占据的比例大幅上升[2]，但是因为互联网的一些自身的特有属性以及现代社会的人

际关系的冷漠化，会影响人们的主观社会信任度。人们通过互联网可以和大洋彼岸的国际友人建立联系，

社交范围大幅扩展，又因为网络的虚拟性和不实名性导致人们将自身的真实身份进行伪装，情感钱财被

骗的新闻层出不穷；网络的匿名性导致大量的谣言和虚假新闻在网络蔓延，一些消极负面的情绪以及对

国家和政府的评价在网络中散布，不仅产生了许多不良影响，使陌生人之间的冷漠和猜忌加深，给社会

和谐带来了不良影响，也因此增加了人们对互联网不利于社会和谐与社会信任的担忧。而社会信任本身

是一项极其重要的社会资本，度量的是居民对于社会上其他人的信任水平，其对国家的经济运行和社会

稳定均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网络生活方式的普及，互联网也不可避免地会对社会信任水平产生深

刻影响。因而研究互联网如何影响个体的社会信任水平，澄清关于互联网多样化信息危害社会信任的社

会争论，就成为一个有待检验的重要命题[3]。 

2.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2.1. 文献回顾 

社会信任是学术界长期关注的热门话题，本研究主要针对中国居民对互联网的态度和社会信任度之

间的关系进行探究，学界现有的研究成果中，互联网与社会信任的关系研究，不同的学者之间也有截然

不同的看法，分为正相关、负相关和不存在明显关系三种观点。 
相比较于政治信任，社会信任度是一种更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的信任形式，但是目前学界对于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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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和社会信任之间的影响关系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所以对于研究者来说，这是一块可以进行深度研究

的蓝海。现有的研究主要是停留在理论层面的分析和探讨，从一般定义来，看社会信任也是一种社会资

本，黄少华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探讨了网络公民参与和社会信任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公民在网络中的信息

获取、表达与讨论和行动的频率越多，说明其对于社会的信任度越高[4]。胡百精和李由君认为互联网创

造了更加透明的公共舆论空间，在极大程度上消弭了信息不对称，重新分配了社会话语权，促进了对话

民主[5]。Ellison 认为互联网中的社交网站能够形成和维护人们的社会资本，并更多地提升低自尊和低满

意度人群的幸福感，还能够维持人际关系[6]。也有学者认为，互联网有利于整合人际信任关系网络，使

人们对更多的社会群体产生认同感和信任感；随着人际交往范畴的扩展，个体与外界接触的广度和频度

不断增加，进而提升个体对外界群体的信任度[7]。 
同时学界还存在着大量持相反观点的学者。Grabner-Kraeuter 认为，与传统信任相比，互联网信任更具

内在主观性，易受个人特质的影响，互联网情境下的交流缺乏面对面沟通等有形要素，因而在互联网情境

下建立信任更为困难[8]。Ye 和 Emurian 认为网络世界的匿名性与高复杂性使双方的行为难以预测，因而互

联网中的信任意味着更大的风险，一旦产生危机其后果将更为严重，建立和维持信任会更加困难[9]。 
除了支持和反对两种态度以外，还有部分学者对互联网和社会信任之间的关系持不确定的态度。

Aiken 和 Boush 指出，互联网经验与信任之间的关系呈倒 U 形[10]。Mutz 发现，愉快的电子商务购物经

历能够提升社会信任；反之，当电子商务的体验不佳时，其会降低人们的社会信任程度[11]。笔者认为，

这些学者的观点和研究的结果其实只是对于支持和反对的另一种解读，其实质还是在支持和反对之中，

不存在所谓的不确定，但是为了文献综述的严谨性，还是将其单独列为一部分。 
以上学者的研究成果为本位探讨中国居民对互联网的态度是否与社会信任度相关提供了理论基础。

本文试图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库(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 2017 年数据，采用多元线性

回归的方法，探索并验证中国居民对待互联网的态度与其主观的社会信任度呈正相关关系。 

2.2. 研究假设 

根据上述的研究综述，大多数学者认为互联网的态度和社会信任度之间是存在影响关系的，笔者认

为互联网自身的一些特殊属性就赋予了其较高的不确定性，如果中国居民对互联网的态度趋于正向，那

么他的社会信任度相对而言比较高，所以提出本文的第一个假设： 
假设 1：中国居民对于互联网的积极态度和主观社会信任度有显著影响。 
笔者通过对 CGSS2017 的调查问卷的问题，将中国居民对待互联网的态度分成了两种，一种是直接

态度，即直接对于互联网进行主观评价，另外一种是间接评价，即测量该居民通过互联网进行的行为多

少，从侧面判断其对互联网的态度。 
随着科学技术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丰富多样。作为互动空间，互联网让

公民之间、公民与政府之间的互动交流变得十分便捷；作为一个扩展的公共领域，互联网使某些新的政

治行为如在线投票、在线请愿等成为可能。人们不但从互联网中获取信息，还会在互联网中发布信息以

及表达自己的观点，维护自身的利益。在过去，如果遇到了侵权以及一些相关事件，人们会去通过法律

及以外的传统媒体进行曝光，给相关事件施加舆论压力，到了信息时代，很多人选择了更加快速且经济

的手段，即在互联网上发布维权信息，相关信息在网络平台可以迅速转发传播，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得

到大量的关注度，从而引起相关部门的注意。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库(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 2017 年数据中，这类的行为被总结为“网络行动”。但是因为互联网的某些特殊属性，一些维权

信息会被误解，甚至是被对手的“水军”注水和诋毁。不仅可能让维权的声音在互联网中被淹没，甚至

还会被错误的声音误导引起网友和舆论对自身的指责。所以笔者认为，愿意采取网络行动，即在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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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进行维权或寻求帮助的中国居民，对于陌生人的信任度较高，愿意去以善意看待陌生人，并向他们寻

求帮助，所以他们的社会信任度相对较高，并提出本文的第二个假设： 
假设 2：中国居民采取网络行动的积极态度对社会信任度有显著影响。 

3. 数据、测量和研究方法 

3.1. 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源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库(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2017 年数据。

该系列调查起始于 2013 年，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负责执行，是我国最早的全国性、综合

性、连续性的学术调查项目，2017 年的 CGSS 调查采用了多阶段分层概率比例抽样，调查范围覆盖了全

国 28 个省、市、自治区的 478 村居，调查内容涵盖了社会、社区、家庭与个人等多个层次多方面的内容。

本文使用了 CGSS2017 问卷中 A 卷和 C 卷的部分内容[12]。 

3.2. 变量测量 

1) 因变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即因变量是社会信任度，其测量方式是直接询问被访者对社会中绝大

多数人的信任程度。CGSS 问卷中对应的问题是“总的来说，您同不同意在这个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

是可以信任的？”，备选项为非常不同意、比较不同意、说不上同意与不同意、比较同意和非常同意。 
2) 自变量。本文的解释变量即自变量是网络信任度和网络行动。 
网络信任度，问卷询问了从互联网获取转发和评论发布信息的频繁程度，选项包括从不、很少、

有时、经常、总是，分别赋值为 1、2、3、4、5，该项得到的数值越高，说明被访者对互联网的使用越

频繁。 
网络行动，问卷询问了被访者两项关于互联网维权的问题，选项包括“会，依靠自身力量网络维权”、

“会，依靠亲朋好友力量网络维权”、“会，借助网络‘大 V’力量网络维权”、“不会，互联网没有

提供特别的维权优势”、“不会，不熟悉互联网操作控制变量”，按照其积极和消极分为 0 和 1，把两

个问题的得分相加，最后的得分越高说明其对网络维权更消极，反之更积极。 
3) 控制变量。本文的控制变量为健康和收入两个变量。 

3.3. 研究方法 

本文使用 stata16 软件进行定量分析，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来考察因变量与自变量的关系。回归分

析的策略如下：第一步，在模型中仅引入控制变量，作为基准模型；第二步，逐步引入 2 个自变量(解释

变量)网络信任度、网络行动，从而检验解释变量对社会信任度的解释力。 

4. 实证分析与结果 

如表 1 的模型给出了基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居民社会信任影响效应估计结果。模型一是基准模型，

反映了控制变量(健康和收入)对社会信任度的影响其系数分别为 0.133 和 0.290，系数都为正且在 0.01 的

水平上是显著的，说明其对社会信任度呈正相关关系。模型二引入了自变量网络态度，在控制其他变量

的情况下，该系数为 0.03，在 0.1 的水平上显著，说明网络态度和社会信任度是呈正相关关系，即中国

居民对待网络的态度越正向，那么其社会信任度就越高。假设一得到验证。的确，如果说以互联网这种

尤其独特属性的媒介的信任度都较高的情况下，对于社会整体的信任度也不会太低，信任陌生人的可能

性也越高。模型三引入了自变量网络行动，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该系数为 0.078，在 0.05 的水平

上显著，说明网络行动于社会信任度是呈正相关关系，即中国居民对于网络维权的态度越积极，那么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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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信任度就越高。假设二得到验证。维权是一项耗时耗精力的活动，并且维权人的遭遇更有可能使其

对陌生人或者虚拟的网络产生不信任和抗拒的感觉，但是如果在这种情况下，维权人还能去选择网络维

权，说明其对于社会的信任度还是很高的，还是愿意去相信大多数的人都是好人，这个社会还是好人多，

这样他才会选择通过网络的途径去维权，而不会担心再次受骗。 
 
Table 1. Analysis results of social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esidents 
表 1. 居民社会影响因素分析结果 

变量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健康 0.133*** 0.147*** 0.121*** 

 (0.007) (0.017) (0.022) 

收入 0.290*** 0.238*** 0.199*** 

 (0.010) (0.023) (0.028) 

网络态度  0.030* 0.043** 

  (0.016) (0.020) 

网络行动   0.078** 

   (0.039) 

Constant 2.655*** 2.609*** 2.725*** 

 (0.030) (0.101) (0.130) 

Observations 12,462 2108 1387 

R-squared 0.119 0.097 0.073 

括号内为标准误；***p < 0.01, **p < 0.05, *p < 0.1。 

5. 结论 

通过以上回归结果的分析，本文的结论是：网络信任度、网络行动都对我国居民的社会信任度有显

著影响，与国内相关研究一致[13] [14]。增加网络行动的频率，提高对网络的正向态度，进行线上和线下

相结合的生活方式能够有效增强我国居民的社会信任度。通过网络上的沟通和社交，能够进一步拉近人

与人之间的距离，使陌生人之间多一点善意和信任，少一点怀疑和不信任。使更多的人通过互联网的技

术而提升幸福感，提升社会信任度。 
从个人角度来说，可以塑造良好的人际关系网络，能够有效扩大自己的社交圈，从线上到线下扩大

社交范围，不再是局限在工作圈、亲友圈和校友圈，突破地域的限制，结交到各行各业、不同爱好的人；

通过网络行动，提升信息传播的速度和效率，唤醒人们心中的正义感，有助于社会风气的净化和提升。

从社会的角度来说，通过互联网的维权等行为可以形成巨大的舆论压力，从而规范社会中不公平不正当

的行为的出现，在舆论的强压下不敢做、不想做这种事情，从而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形成人人向善、

助善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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