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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政府信任文化作为青年对具体政府的评判体系之一，具有很高的社会价值，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超

星发现数据库，对 2000—2022 年间中国青年政府信任文化研究文献分析发现：①中国青年政府信任文化研究历程可以被分

为萌芽和成长阶段，文献数量整体呈递增趋势，新媒体使用、主观获得感、公平感、满意度、社会经济地位和认同感等成为

研究的热门话题；②中国青年政府信任具有政策导向和文化归因趋势，关注中国传统文化和政治文化对青年政府信任文化的 

形塑；③目前中国的青年政府文化研究以实证研究为主，未来应进一步构建兼具理论逻辑和实证分析的研究体系。

Abstract:	The	culture	of	government	trust,	as	one	of	the	evaluation	systems	for	specific	governments	by	young	people,	has	high	
social value and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Through the Chaoxing Discovery Database, an analysis of 

literature on the trust culture of Chinese youth government from 2000 to 2022 revealed that: ① the research process of trust culture 

of Chinese youth government can be divided into embryonic and growth stages, with an overall increasing trend in the number of 

literature. The use of new media, subjective gain, fairness, satisfaction,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identity have become hot topics of 

research; ② The trust of the Chinese youth government has a policy orientation and cultural attribution trend, focusing on the shaping 

of the culture of trust in the youth government by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political culture; ③ At present, research on youth 

government culture in China is mainly based on empirical research, and in the future, a research system that combines theoretical 

logic and empirical analysis should be further constru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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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政府信任是指以具体政府为对象的信任类型，包括对政

治精英的人际信任和对公共政策的信任 [1]。在中国化背景下，

中国社会的政府信任问题本质是一个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

的问题，指的是政府与社会之间为了实现社会的进步以及人

的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而达成的共识或信任状态 [2]。青年

是社会建设和发展的中坚力量，也是政治文化建设的重点对

象，其政府信任度直接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和谐稳定，关乎“四

个自信”理论的顺利推进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公众的形

塑，具有很高的社会价值。随着新时代以来青年受到的关注

增加，其政府信任文化研究也逐渐成了热门话题，通过对目

前相关研究成果的梳理，有助于准确把握研究的发展脉络和

研究导向，明晰青年政府信任度变化下的应对政策。

2 数据来源与分析

2.1 数据来源
论文数据通过“超星发现”系统获取，以标题或关键词“青

年”“政府信任”为检索条件，采用高级检索的方式搜索

中文期刊、报纸、学位论文等文献，截取时间段为 2000—

2022 年，检索时间为 2023 年 9 月。为保证检索文献的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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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在删除与研究内容关联性较低的和重复文献后，共获得

有效文献 12 篇。

2.2 数据分析
在 12 篇有效文献中，学术期刊共 7 篇，约占 58.33%；

学位论文共 2 篇，约占 16.67%；新闻报道共 3 篇，约占

25.00%。说明目前中国的青年政府信任文化研究主要停留

在学术界，对社会层面的辐射较小。

就发展状况而言，相关研究在 2014 年以后进入成长阶

段，文献数量增速加快且整体呈上升趋势，并在 2022 年达

到峰值。究其原因，其一在于中国对青年工作的关注度增加，

青年肩负的历史使命拓展到了社会各个层面。习近平在二十

大报告强调：“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用

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用党的初心使命感召青年，做青年

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热心人、青年群众的引路人。”

其二在于社会环境的剧烈变化。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关键

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

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互联网辐射范围的扩大加剧了

民众对于物质生活丰富与精神生活获得感不足的错位感，改

革阵痛影响了社会和谐。这些现象都对维持社会稳定提出了

更高要求，即加强以青年为主的社会发展中坚力量群体的政

府信任感知。

关键词是反映研究关键的核心，通过对高频关键词进行

可视化分析，可以直观得出研究的热点所在，把握研究重点

和发展趋势。在中国青年政府信任文化的研究中，“获得感”

出现频率最高，“媒介使用”“新媒介”“代际差异”“社

会公平感”“社会经济地位”的出现频率其次，其他关键词

也涉及个人对日常及政治生活的主观感受，这说明中国青年

政府信任文化的研究方向与社会现象和国家政策联系密切，

社会价值和政策导向特点突出。21 世纪以来，新媒体发展

迅速，如今已替代传统媒介成为信息获取与沟通的最重要媒

介，在对当代青年价值观的教化作用上扮演着重要角色；经

济发展解构了传统城乡二元社会，塑造了社会信任的壁垒，

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中国青年政府信任

与社会现象相互作用的研究蕴含强烈的人文关怀和社会发

展期待。

对高被引文献进行排序。如表 1 所示，高被引文章涉及

的媒介分析、经济地位认同、社会公平感、获得感等话题与

高频关键词基本吻合，因此可以推断当前中国青年政府信任

文化研究的发展脉络，即政策导向下基于当代社会现象的政

府信任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3 中国青年政府信任文化研究历程
中国青年的政府信任文化研究起步于 21 世纪初期，新

时代后逐渐发展起来，相关研究文献数量增幅显著，研究的

中国化和本土化特点显著。截至 2022 年，中国青年政府信

任文化研究已经度过了萌芽期，目前正处于迅速成长阶段。

在 2000—2017 年这段研究相对空白的萌芽期，有关中

国青年政府信任文化的研究以社论居多，理论研究占比较

少且对于相关概念的内涵尚不明晰，主要聚焦于对具体政府

机构的信任度研究 [3]。媒体报道更关注政府的相关措施对青

年政府信任感的正面导向，如反腐成效提升青年的政府信任 

感 [4]，对消极因素的探索少。

2018 年后进入迅速成长阶段。在这一阶段，政府信任

概念的界定和内涵有了明确的划分，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等

逐渐向多元化、规范化发展，文化归因研究成为趋势，多聚

焦于社会转型期的青年主观认知对政府信任感知的形塑作

用，新媒体 [5]、获得感 [6,7]、公平感 [8]、满意度 [9]、社会经

济地位及其认同感 [10] 等成为研究的热门话题，实证研究方

法占比极大。

先前研究表明，当代青年的信任也呈现明显的差序政府

信任格局，即中央政府信任度高于基层政府信任度，且对

形而上学的政府和官员的信任度显著高于对具体的公共政

策和人际信任，呈现出一种高信任与高不信任共存的复杂 

状态 [11]。对于新时代青年，长期接受的思想政治文化教育

赋予了他们更理性的判断和辩证分析能力，邹宇春等研究发

现，相较于其他年龄阶段的群体，青年的政府信任差异更低，

政治态度相对更温和、理性 [8]。在象征性政府信任方面，朱

博文和许伟从媒介使用角度研究青年的政府信任，认为新媒

介使用对政府信任度具有消极作用，通过传播负面政府绩效

强化青年的政府不可信感知 [6]，而也有研究显示政府信任度

与美好生活获得感 [6]、社会公平感 [7] 和满意度 [9] 均呈显著

的正相关关系。上述研究说明，中国青年对政府的信任度主

要通过对具体政策的主观感知获得，与个人发展的关联较

低，受环境因素控制的政府认可预设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青年

政府信任度的下限。

表 1 中国青年政府信任文化研究高被引文献

序号 题名 作者 期刊 发表时间 被引量 / 次

1 城市青年信任的特征——对 10 城市 1239 位青年的调查 奚春华 青年研究 2006 21

2 媒介使用、媒介评价与青年政府信任——基于 CSS2013 的数据分析 朱博文、许伟 江汉论坛 2019 14

3
青年社会经济地位与身份认同是否会影响其政治参与行为——基于西

安市的实证研究
郭力锋 榆林学院学报 2018 3

4 新时代青年的政府信任及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分析 邹宇春等 青年发展论坛 2021 2

5 中华文化情境下青年美好生活获得感的构成及影响因素研究 谢珍萍 新疆社会科学 202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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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结论与未来展望
4.1 研究结论

文章以 2000—2022 年青年政府信任专项研究的 12 篇文

献为样本，对文献类型、时间分布、关键词和被引量等内容

进行分析，概括性梳理了中国青年政府信任文化的研究历程

和发展趋势，得出以下结论：

①就文献类型和时间分布而言，学术期刊和学位论文占

比很大，社论报道比例小，没有相关图书著作，研究的社会

价值高而理论分析和社会关注少；文献数量呈递增趋势，进

入新时代尤其在 2018 年后，相关研究增量显著。

②就关键词和被引量而言，目前中国青年政府信任呈现

明显的政策导向和文化归因趋势，以对社会现象中呈现的青

年心理认同研究为核心，获得感和公平感、新媒介与媒介使

用、代际差异、社会经济地位等相关的研究成为热门话题。

③就研究历程和发展趋势而言，中国青年政府信任文化

的研究已经历过谨慎发展的萌芽阶段，目前正进入研究方

法、研究视域等相对成熟的成长阶段。在不同的研究阶段中，

关注热点、研究方法、发展脉络等不尽相同，总体呈现日益

成熟的良性发展趋势。

4.2 未来展望
虽然近二十年来中国国内青年政府信任文化研究成果的

数量显著增加，但由于相关研究起步较晚，文献数量稀少且

研究尚存在一定缺陷。首先，青年政府信任文化的研究领域

相对狭窄，仅局限于普遍社会现象对青年政府信任的影响，

并未关注到具体公共政策对青年的影响，也未关注到社会差

距等主观因素的作用，缺乏社会转型时期的纵深时间演变对

青年政府信任形塑作用的探索。其次，在样本选择上，大部

分文献的研究对象局限于全部青年群体，而忽略了其群体内

部差异对政府信任感知错位的影响。最后，当前学者对青年

政府信任文化的研究尚未形成系统体系，即在一个统一的理

论指导下对青年的政府信任影响进行全面的、概括性的分

析。为了弥补和克服当前青年政府信任文化研究中的不足，

未来中国青年政府信任文化研究应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4.2.1 扩大研究范围与研究主题
为了满足社会发展对青年政府信任的高需求，保证中国

社会和谐稳定、推进改革有序进行。首先应扩大研究选题的

范围，关注如政府公共政策的有效性、准确性、创新性、宣

传广泛性等现象的影响，增强对公共政策的应变能力与青年

政府信任关系的研究；加强对政府官员人际信任的关注，探

索政府官员腐败问题、能力是否匹配等因素对青年政府信任

的影响。其次，增加样本选择的多样性，在后续研究中应增

强对青年群体内部状况的比较分析，判断不同物质、文化氛

围中的青年的政府信任度差异。最后，要加强对影响因素在

时间纵深上的关注度，聚焦于社会转型期范围内数十年青年

政府信任的差异，探讨在不断变化的社会主要矛盾下何种因

素对青年政府信任的作用最为显著。

4.2.2 坚持明晰的研究导向
青年政府信任作为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新

时代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基本要

求。在新时代中，学者们应在研究中结合实际的社会现象和

相关政策，以“四个自信”为引领，以更高屋建瓴的角度认

识和把握中国的基本国情，更鲜明地把握研究的脉络和导

向，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青年群体的形塑和指导作

用，着力提高青年的政府信任感知，建设和谐稳定的社会。

4.2.3 坚持研究方法的系统性和理论性
中国青年政府信任文化的研究方法大部分为定量研究和

经验研究，其测量主要来自 CGSS、世界价值观调查和地方

性的调查数据。而青年政府信任文化的研究不仅要有上述实

证研究的实践性检验，更要有基于哲学思辨和理论阐述的理

论研究，赋予研究方法以理论性指导。在今后的研究中，要

增加对青年政府信任理论探索，提高定性研究和理性研究方

法的比例，为中国青年政府信任文化的研究提供确切的研究

框架和逻辑支撑；也要以对实证调查数据的分析为基础，增

加针对分析结果的逻辑推演和理论延伸，赋予青年政府信任

文化研究更强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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