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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政府公信力是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前提，更是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梳理其发

展脉络有利于为政府公信力研究更新提供借鉴。以2001~2022年间中国知网收录的以政府公信力为主题

的2099篇中文文献为研究对象，运用CiteSpace文献计量软件分析政府公信力研究领域的历史演进、研

究热点及发展趋势。结果显示：1) 相关研究发文数量总体呈先增长后减少的“单驼峰”趋势；2) 发文

作者上共现频次最高的是孟财和吴晶妹；3) 研究资源集中在公共管理学科；4) 近五年爆发性关键词为

政府治理、政务诚信、网络舆情以及领导干部。未来研究可以从实际国情出发精细化地进行深入研究，

加强机构间合作，从交叉学科视角出发等方面扩展政府公信力的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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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overnment credibility is not only the premise of social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but also an 
important way to improve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
pacity. Sorting out its development is conducive to the update of government credibility research. 
Taking 2099 Chinese documents collected in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database 
with the theme of government credibility from 2001 to 2022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uses CiteSpace software to analyze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research hotspots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research field of government credibility.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number of papers 
on government credibility generally shows a “single hump” trend; 2) Cai Meng and Jingmei Wu are 
the most frequent co-authors; 3) The research resources are concentrated in public management 
discipline; 4) The explosive keywords are government governance, government integrity, network 
public opinion and leading cadres in the past five years. Future research can carry out detailed 
in-depth research from the actual national conditions, strengthen inter agency cooperation, and 
research from a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to expand the research framework of government 
cred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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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增强政府公信力的要求，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

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为显著提升公信力，表明提升政府公信力已被纳入国家战略层面。政府公信力是责任

政府政治合法性的基石，是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前提，具有良好信用的政府能够增强公民的社会信任感和

归属感[1]。近年来，受新型冠状肺炎的影响，全球范围内出现了普遍的政府信任度下降[2]，《小康》杂

志公布的政府公信力指数仅为 75.5 分且政府信用问题高居公众关注的信用领域前列[3]，政府公信力提升

是政府需面对的现实任务。 
政府公信力的产生来源于以卢梭、马克斯·韦伯等思想家对于政府的政治合法性的讨论[4]。20 世纪

中后期以来，以福利国家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普遍遭遇信任危机，政府公信力问题因此得到学术界的广泛

关注[5]。国内关于政府公信力的研究起步较晚，韦伯、福山等西方学者对中国政府信用的过低评价引发

了关于中国政府信用问题的激烈争论[6]。政府公信力是“公信力”在政府行政行为视域中的概念。就国

内而言，新闻传播领域的研究学者较早对公信力进行研究[7]。 
目前国内关于政府公信力的研究丰富。在政府公信力的概念上，学者莫衷一是，主要按照所涉及的

实施行政行为的政府和对政府行政行为作出评价的公众两个主体分为以下三种观点：观点一认为政府公

信力是社会公众对于政府行为的一种主观认知和信任评价，对于政府认知和评价的内容包括政府绩效、

政府形象、公共服务、政府公职人员等[8] [9]。观点二认为政府公信力是政府通过自身行为来获取公众信

任的客观能力和执政资源[10]。观点三注重公众与政府的互动与共同作用，认为政府公信力是政府与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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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信任的产物，是政府行政能力的客观结果与公众的主观评价与认可的结合[11]。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

入，学术界对政府公信力的研究逐渐由侧重两者中任一主体的研究视角转向对政府与公众之间双向互动

关系的研究[12]。 
在政府公信力的前因因素的研究上，主要从政府、公众以及环境三个角度展开。基于政府的角度认

为，政府绩效尤其是经济绩效[13]、公共服务质量[14]等能够正向预测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度。从公众角度

出发，个体特征如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家庭经济状况等以及公民参与行为均会影响政

府公信力水平[14] [15]。从环境角度出发，自然环境[16]、舆论环境[17]、根植于社会文化环境中的价值

观等会对政府公信力产生影响。 
本文利用 CiteSpace 软件作为工具，采用知识图谱的方式，对 2022 年 3 月 1 日前中国知网数据库中

以政府公信力为主题的所有中文文献进行全景式的分析，梳理政府公信力的研究热点、研究前沿及演化

规律，绘制出直观的可视化知识图谱，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 CiteSpace 软件作为分析工具。CiteSpace 软件由陈超美教授开发，主要基于“共现聚类”

思想，在 Java 环境下首先对科学文献中的关键词、主题词、作者、机构、参考文献等信息单元进行提取，

然后根据信息单元间的联系类型和强度进行重构，形成不同意义的网络结构，最后通过对节点、连线及

网络结构进行测度、统计分析和可视化分析，发现文献中隐含的特定学科和领域知识结构的模式及规律

[18]。近年来 CiteSpace 软件被广泛应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多个学科领域，并逐渐成为研究学科发

展、挖掘学科热点、捕捉学科前沿的重要工具。本研究采用 CiteSpace 软件版本为 2021 年 11 月份更新的

CiteSpace 5.8.R3 (64-bit)。 

2.2.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采集的数据来自中国知网(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NKI)。中国知网是中国

最大的持续更新、覆盖领域广的学术文献数据库，也是国内综合影响力最高的期刊收录平台。检索时间

为 2022 年 3 月 1 日，具体的检索方法为：进入中国知网主页，选择“高级搜索”，在总库中选择“学术

期刊”，不设置时间跨度，仅选择中文文献，文献来源类别选取全部期刊，检索“主题词 = 政府公信力”

的文献，共计 2332 篇。然后对检索结果进行整理、查重，经过人工去重以及去除会议综述、书评、学术

信息、图书推介、时论摘要和新闻等无关文献，共得到有效文献 2099 篇。 

3. 文献分布 

从年发文量、高影响力作者、研究机构和关键词分析四部分阐述文献分布情况。 

3.1. 年发文量分析 

发文数量体现了该研究领域的活跃程度，政府公信力研究领域论文发表的年度分布见图 1。可以看

出，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政府公信力的发文数量总体呈先增长后减少的“单驼峰”趋势，驼峰顶点在

2013 年。政府公信力领域的第一篇文章在 2001 年发表于《甘肃社会科学》，张希仁提出，西部大开发

既要靠市场的推动力，又要靠政府的推动力，这就要求政府建设成有公信力权威性的责任有效政府[19]。
2003 年突如其来的“非典型肺炎”不仅给中国的公共卫生安全造成了史无前例的深远影响，由非典引发

的民众心理恐慌对政府的危机处理能力以及政府的公信力造成了极大的挑战[6]并引起了学者的思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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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量达 14 篇。2006 年，温家宝总理在第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中提出的“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提

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首次政府公信力写进《政府工作报告》，因而掀起了学术界关于政府公信力与

执行力的广泛探讨，年发文量为 50 篇，此后发文量爆发式增长。 
 

 
Figure 1. Distribution of papers published in government credibility 
图 1. 政府公信力发文量年度分布 

 
2013 年发文量达到二十余年政府公信力发文量的最大值，发文量 198 篇。2012 年左右，互联网技术

的发展、微博等传播媒体的兴起带来的权力结构的分散化、意见表达的平民化、政治心理的传染性和政

治动员的便捷性，挑战了传统媒介的权力体系与话语权。期间，“我爸是李刚”、“郭美美”、“表哥”

事件等揭露和监督政府官员失范行为的事件以及其他涉及到民众切身利益的突发事件能够迅速成为民众

关注的焦点，这些负面事件极大损害了政府形象，建设透明政府、及时应对网络舆情成为现代政府公信

力建设的必要途径之一，学者对此进行了诸多相关研究。2014 年 3 月，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塔西佗陷

阱是指“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无论做什么事，社会都会给以负面评价”，陷入

塔西佗陷阱会危及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这掀起了学界对于塔西佗陷阱的讨论，学者认为自媒体的

迅猛发展以及公民社会党的崛起，公众表达的各种阻碍被消除，公共话语领域中公众以极高的热情和责

任感参与社会治理，导致政府更容易陷入“塔西佗陷阱”[20]，跨越塔西佗陷阱需要增强社会治理的权威

性、重建网络信任、提升政府公信力。此后政府公信力相关研究发文量逐年下降。 

3.2. 高影响力作者分析 

文献的发文作者是进行科学研究的主体，通过分析相关领域的发文作者可以发掘出研究领域中重要

的研究团队和处于核心位置的科研人员，政府公信力发文作者合作网络图谱如图 2。图谱中共有节点 582
个，链接 94 条，网络密度为 0.0006，呈现出整体分散、局部集中的特征。共现频次较高的依次为孟财(10
次)、吴晶妹(8 次)、吴光芸(6 次)、杨畅(5 次)。 

孟财、吴晶妹、吴光芸分别形成了以个人为核心的较大的研究团队，团队内部合作众多。南京政治

学院的孟财所做的研究集中于政府公信力、社会公平正义以及全面深化改革，在政府公信力方面的研究

多以质性研究方法探讨政府公信力的建设和提升，并于杨宁有过多次合作。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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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信用管理学科带头人吴晶妹一直关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及评价，而政府公信力是社会信用体系建

设的重要部分，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协调分工、多主体横向协作、全流程政府管理、现代智能信息体系

以及网络舆情五大政府运作机制对政府公信力产生了极大的影响[21]，提升政府公信力政府需进行管理体

制改革。南昌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吴光芸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资本、民间组织、公共服务、政府公信力

等，她认为社会资本能够形成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任关系、增强公民的政治认同感、优化政府行为、增

强政府与公众的互动，从而可以提升政府公信力[22]，并通过实地问卷调查提出了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影响

因素。 
 

 
Figure 2. Map of cooperation networks of researchers 
图 2. 发文作者合作网络图谱 

3.3. 研究机构分析 

科研机构的发文数量表明其在该研究领域的积累和投入，以作者所在机构为统计指标得到研究机构

合作网络图谱(见图 3)，图谱中共有节点 512 个，链接 57 条，网络密度为 0.0004。整体来看，发文量在 6
篇以上的机构依次为：南开大学周恩来公共管理学院(23 篇)、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3 篇)、中国

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8 篇)、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8 篇)、西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8 篇)、安徽大

学管理学院(8 篇)、吉林大学行政学院(7 篇)。从机构类型来看，公共管理学科所在学院、省市委党校以

及马克思主义学院发文数量较大，这说明在政府公信力研究方面，公共管理学科机构的科研资源非常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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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各机构的合作上，整体上机构间的联系不甚紧密，联系紧密的机构多基于相近地域形成合作关系，

其他机构的联系有待进一步加强。 
 

 
Figure 3. Map of cooperation networks of research institutions 
图 3. 研究机构合作网络图谱 

3.4. 关键词可视化 

CiteSpace 软件根据输入文献中词组的出现频次和中介中心性提取关键词，并选取频次最高的 50 个

关键词进行一定规律的计算，然后生成关键词贡献图谱(见图 4)。关键词节点及字体大小代表关键词出现

频次的高低，关键词之间连线的粗细表明联系的紧密程度。本研究中共现关键词共 613 个，连线 1212 条，

连接密度为 0.0065。政府公信力的相关研究关键词较为集中，呈现出紧密的内在关联。地方政府是公共

服务的主要提供者，因而地方政府的公信力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9]。互联网的发展以及传播方式的改

变更催生了政府公信力中对于网络舆情、突发事件和政务公开的关注[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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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Keyword co-occurrence map of government credibility 
图 4. 政府公信力的关键词共现图谱 

 
在关键词共现的基础上根据关键词的年份特征进行突发性检验，得到关键词爆发图谱(见图 5)，共提

取出 24 个突发关键词。从近五年来看，政府公信力相关文献的爆发性关键词为政府治理、政务诚信、大

数据、基层政府、网络舆情、领导干部。 
1) 政府治理 
政府公信力的产生基于政府协同不同行动者生产公共产品、提供公共服务、实现公共利益的政府治

理行为及结果，良好的政府公信力能够提升政府治理效能。近年来公共危机事件的频发以及舆论环境的

复杂对我国政府公信力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并已成为影响政府治理有效性的瓶颈，重塑政府公信力成为

提高我国政府治理现代化水平和能力的重要途径之一，增强政府公信力是实现政府治理的必然要求，也

是提高政府治理效能的关键。 
2) 政务诚信 
政务诚信是指政务主体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在执行公共事务的过程中忠于职守、服务公众的履约践

诺，政务诚信体现在政务诚信主体进行社会管理与提供公共服务的全过程[23]。政务诚信建设作为构建广

泛的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政府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的表率作用。2016 年 12 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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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政务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也指出加强政务诚信建设对于深化“放管服”改革、

增强政府公信力具有的重要而紧迫的现实意义。 
3) 大数据 
大数据技术对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及治理模式的创新提供了机遇。与大数据相伴而生的一个概念是

区块链，区块链能够提高数据真实性以创建政府治理的信息基础，能够促进政府各层级各部门之间、政

府与社会之间的信任，实现数据共享以提高政府治理的效率，更能够保障数据安全以提高政府治理的合

法性和公信力。将大数据、区块链技术等嵌入政府治理流程可能为破解大数据时代政府治理的数字难题，

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良好契机。 
 

 
Figure 5. Keywords highlight diagram of government credibility 
图 5. 关键词的爆发性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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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层政府 
基层政府指直接面向社会公众提供公共服务与产品的政府层级。就国内而言，中央政府的所有政策

都需要各级基层政府予以执行、落实，基层政府直面地方民众，直接反映政府的公信力和形象。正如习

近平总书记所言，论文应该“写在祖国的大地上”，近年来政府公信力相关研究愈发细化和深入。中国

政府公信力流失问题主要出现在基层[24]，因此对于基层政府公信力的研究兼具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5) 网络舆情 
网络舆情是公众基于互联网对社会公共热点事件或者与自身利益相关的公共事务发表观点、表达情

绪、交流意见的综合[17]，是社会舆情在互联网上的集中反应，反映着公众的社会政治态度。网络舆情与

政府公信力建设紧密相连，网络舆情与政府公信力在主体上具有重叠，均涉及公众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深究其本质，网络舆情是以网络为载体，表达个人利益或公共利益诉求，以期对政府决策产生影响，而

政府以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实现公共利益为目标获取公信力。网络舆情领域在带来危害的同时也

可能成为政府公信力提升的突破口。 
6) 领导干部 
政府公务人员是国家形象的展现者和政府公信力的代言人，公务人员的业务素质与行政道德水平以

及领导干部队伍的影响力是政府公信力的重要影响因素。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精准扶贫战略的不断推进

与深入，特别是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初期，领导干部尤其是基层领导干部纷纷通过“直播带货”的方式

帮助民众增产增收、促进产业发展。直播带货的形式改变了传统方式中领导干部与民众单线的信息传递，

而实现了领导干部与民众之间的双向沟通。从本质上看，领导干部直播带货是政府公信力及以政府形象

为基础的领导干部的品牌化，在直播带货的过程中，所推销商品与政府公信力之间建立了以领导干部为

纽带的连接关系，市场商品质量的不确定性则可能会联动带来政府公信力的损害[25]。 
此外，学者还注意到了由于领导干部岗位调动带来的“短命政策”及“新官不理旧账”现象。公共

政策是公共组织为了实现组织利益、促进社会发展目标而与社会或者公民形成的一种契约，公共政策的

稳定性与连续性是维护社会稳定、提高政策效果的基本要求，朝令夕改会破坏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互信关

系，造成政府公信力的丧失。 

4. 总结与展望 

国内学术界对于政府公信力的研究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由宏观到微观、由浅显到深入的发展历程，

目前相关研究成果丰硕。但 2020 年初以来，突发的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对中国乃至全世界政府的公信力均

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公众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实现公共利益等多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将成为未

来政府公信力研究进一步深入的重要契机。未来相关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 从发文量分布来看，国内对于政府公信力的研究始于本世纪初，目前相关研究成果丰硕，但近年

学界对于政府公信力的研究热情下降，发文量逐渐减少并趋于平稳。从实际来看，政府公信力建设与提

升政府治理效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密切联系，新冠肺炎疫情为我国在突发公共危

机事件尤其是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上敲响了警钟，基层政府公信力弱化问题仍然突出。未来研究

还需要立足国情，更加精细化地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2) 从研究机构分布来看，政府公信力的研究机构较多，在公共管理学科中研究资源集中，但整体上

呈现出研究团队分散、机构间合作较少的特征。未来还需要通过建立长效机制，加强政府公信力研究的

平台建设及科研人员队伍建设，强化机构间合作，保障政府公信力研究的良性循环。 
3) 从研究关键词分布来看，研究关键词较为集中，但相关研究呈现出研究范式单一化的特征，囿于

“问题–原因–对策”的范式，文章多为对政府失信现象的描述、对已有理论的验证以及对政府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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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的思考，较少提出新理念，缺乏多学科、多视角的研究。且政府公信力定量研究不足，研究不够深

入，结论主观性较大。随着社会发展和知识与方法的更新，目前的科学研究运作方式与具体的研究方法

有了更加丰富的选择，因此政府公信力的研究体系可以进一步扩展，借鉴国内外相关学科的先进经验或

最新的研究方式方法，从交叉学科视角出发，扩展政府公信力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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