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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改革開放
後，社會處於轉
型期。人們的價

值觀點呈現多元化的發展趨勢，個體對
政治評價的標準呈現不同的傾向性。

搞好國家 首要穩定發展
在筆者有份參與的2004年珠三角居民調

研裡，其中「您認為衡量一個國家或地
區搞得好不好的最重要標準是甚麼」的
問項，共有「經濟實力強」、「人均收入
高」、「貧富差別小」、「社會地位平
等」、「社會安定」、「個人權利與自由
有充分保障」這6個選項。調查結果顯
示，發展與穩定為居民首要的政治價值
標準。排在第一位的「經濟實力強」
(26.2%)和排在第二位的「社會安定」
(25.3%)總計超過51.5%的比率，絕大多數

人認同「發展中求穩定，在穩定中求發
展」的思路。另一方面，在6個選項中，
居民的選擇分布相對均勻。這表明居民
的政治價值標準評判不一，呈現出多元
化的趨勢。

中產眼中 個人自由居次
另一項調研也說明，當前中產階層在對

個人自由和社會秩序的關係進行評價
時，更強調社會秩序和社會穩定的重要
性，而將個人自由置於次要考慮的位
置。

整體而言，中國居民的現代政治意識觀
念有較大發展，居民要求越來越多政治
知情權和參與權。但是，居民的現實政
治參與行為仍較低，「潛規則」、「人際
關係」等傳統政治文化在中國仍有一定
影響。

政治意識是人們在既定政治生活中形成的政治心理現

象，包括人們的政治認識、政治信念、政治關切、政治信任

等潛在的心理因素。當今中國的市民社會開始孕育和成長，中國

居民的政治民主意識不斷覺醒與增強；另一方面，中國社會仍存在

較濃的傳統臣民意識以及「官本位」思想。國內外學者已對中國居民的

政治意識進行多維度的實證研究，涉及農民、工人與官員等各個社會階層。

下文將引用部分已有的調研，說明中國居民政治意識的發展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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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據上文，描述中國居民的政治關切度、政治參
與度、政治信任度和政治效能感。

2. 承上題，試就各項加以說明和評論。

3. 在發展穩定與政治自由兩個選項中，你認為哪個更重要？為甚麼？

4. 你在何等程度上贊成或反對「人民樂於論政、參政有利國家富強」？為甚
麼？

5. 作為香港居民，請思考你對中央政府或特區政府更信任，並加以解釋。

美國政治學家貝爾士等經過各種實證研究認為，在一般
情況下，關心和熱衷政治的人士在社會人口結構中的比例
不超過20%。按此標準，中國居民的政治關切度普遍較
高。但在各種不同的群體中，居民的政治關切度有所差
別。一般認為，居民的政治環境、教育程度和收入狀況，
都會影響居民的政治關切度。

在中國，政治關切度最高的是北京居民。根據數據，
1987年，關心政治的北京人比例高達86.5%。中國人民大
學輿論研究所的一項調研顯示，1998年，13.6%受訪者自
述「非常關心」政治，51.5%人表示「關心」政治。

過半民工了解「三個代表」
一般輿論認為，作為文化程度和收入都相對處於劣勢的

農民工 (又稱民工) 群體，政治關切度不及中產階級。有中
國學者在2004年對湖北省孝感市農民工進行調研，發現農
民工群體的政治關切度並不低。結果顯示，農民工對國家
大事的關切度，特別是對「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基本內容
的了解度比例都突破50%。

珠三角百姓愛打聽熱話
居民對不同層級的政治事務表現出不同的興趣。筆者在

2004年參與一項對珠江三角洲居民政治關切度的調研，發

現居民對國家熱點時事表現出比對社區事務更強的關切和
興趣。當被問及「您是否關心北京申辦奧運會這件事」
時，有49%居民表示十分關心，40.8%稱比較關心。當問
及「您對所屬單位、社區的重大事務是否關心、參加討論」
時，32.3%人表示非常關心，55.5%稱比較關心。

信任中央 遇不平傾上訪
中國居民的政治信任度較高。部分學

者發現，居民的政治信任出現分層分布
的特徵。海外學者李連江曾探討農村居
民對各級政府政治信任的差異，他發現
村民潛意識地將政府分為上級政府
（省和中央政府)與下級政府(村委和鄉

鎮政府），村民對中央政府的政治信
任度明顯高於村委或鄉鎮政府。

縣市政府仍須努力
沈明明在2008年的調查也驗證政

治信任的分層分布。有6成以上受訪
者表示非常信任中央政府和中國共
產黨，半數以上的人信任人民代表
大會制度。對於縣市政府，3成以
上表示非常信任，24.5%稱非常

信任村委會或居委會。
農村居民對農村基層政府的信任度也表

現出差異。如2008年在廣東省惠州市某
村的調查研究發現，村民對村委的信任
度高於對鄉政府的信任度。

總體而言，居民對中央的信任度較高，
這也是不少農民在遇到不公平現象採取
越級上訪的原因。

何謂政治信任？
政治信任意指人

民對政府的支持與
信任，它體現政權合法性的程

度。因此，一定的政治信任，是維繫
政治穩定的重要條件。

筆者在2004年的珠三角居民調研中發現，當

地居民的整體政治效能感不高。在問卷中設置

「如果您對某項政策有不同意見，又不想表

達，主要是出於甚麼考慮？」的問題，並且給

了4個選擇答案。其中選擇「人微言輕，表達

意見也起不到作用」的居民達46.8%，而選

擇 「 禍 從 口 出 ， 少 說 為 佳 」 的 比 率 也 達

12.4%，總計超過59.2%。這兩項反映珠三

角居民的外在效能感較低，對政府和組織當

局能積極回應自己的政治要求缺乏信心。

表達管道亟待完善

另外，政治表達管道缺乏是影響居民政治效

能感低的一個非常重要因素。33%居民認為沒

有表達意見的途徑，這說明政治表達管道和體

制亟待完善。

在沈明明於2008年進行的調研中，41.1%受

訪者認為「像我這樣的人，無權評價政府行

為」，56.4%同意「政府官員不太在乎像我這

樣的人有何想法」。這再次說明人們的外在效

能感較低。涉及到內在效能感的一些指標，如

「我認為我完全有能力參與政治」，只有5.25%

表示非常同意，16.7%較同意。

何謂政治效能感？
政治效能感是公民

對自己政治參與行為
影響力的主觀評價。政治效能感可

分為內在政治功效感和外在政治效能感：
內在政治功效感意指個人對自己理解和參
與政治的能力的評估；外在政治功效感意
指個人對政府回應公民訴求的能力的認
知。政治效能感可激發民眾參與政治的熱
情，若缺乏政治效能感，容易導致政治冷
感。

■西藏藏族政協委員人大代表早

前在拉薩火車站建設工地就工程

交流意見。 資料圖片

■政協會議是各方代表論政的重要場所。

圖為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屆全

國委員會第五次會議的委員在北京人民大

會堂留影。 資料圖片

參
政
論
政

■中國正擴大公民政治參

與度。圖為北京市民投票

選出人大代表。 資料圖片

京人最心繫國事

何謂政治關切？
政治關切意指對政治事務的關

心，包括對政府、政黨、社會
團體及官員政治活動的關心，包括對國家

行政、立法及司法行為的關心，包括對影響國家和
社會發展的重大問題及重大事件的關心，也包括對
與居民日常生活關係密切的社會事務的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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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於進諫 參與擰頭
部分調研表明，中國居民的政治表達意識較強。在筆者參

與的2004年珠三角居民調研中，當問及「當您對某項政策不
同意時，是否想表達自己的意見」時，表示想表達意見的居
民佔59.9%，超過總人口一半。另外選擇「不敢表達意見」
的佔12.3%，這批居民部分存在政治表達的意向，但因害怕
受壓而不敢表達。

公務員怕禍從口出
但對公務員而言，政治表達意識較普通居民弱。例如，中

國學者蔣英州在2010年的一項研究指出，一般公務員常對政
策發表言論的比例較低，僅為10.8%，偶爾發表意見的則高
達51.8%。部分公務員擔心禍從口出，形成一般不對本單位
的事情或頒布的政策發表意見的潛規則。

與政治關切度相比，中國居民的政治參與度相對較低。由
中國學者沈明明在2008年主持的中國公民意識調查中可見，
受訪者的政治參與行為較少。居民一方面認為「應該」參
與，但在現實生活中，出於種種顧慮又不參與。

事不關己 己不勞心
居民的政治參與表現出較強的功利性。與自身利益密切相

關的事務，居民表現出較高的參與度，但與自身利益關聯度
較疏遠的事務，居民一般持「無意義」和「無所謂」的態度。

何謂政治參與？
政治參與意指任何意圖或在客觀效

果上影響公共政策制訂或政治過程的
行為。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等曾說：「政治參與

的擴大是政治現代化的標誌。」現代民主政治發展的過
程正是公民政治參與不斷擴大和發展的過程。從某種意
義上說，一個國家公民政治參與的程度和水準越高，這
個國家的政治發展程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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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的政治意識

政治關切：
整體關切度高，對熱點新聞的興趣高過社區事務。

政治參與：
政治表達意識強，但參與度較低，且有功利化傾向。

政治信任：
具有分層分布特點，對中央政府信任度高過地方政府。

政治效能感：
內在效能感和外在效能感均較低。

政治評價：
普遍認為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要優先於個人自由。

政治評價標準呈多元化

現代中國＋全球化

自覺人微言輕 以為官不重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