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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再發中國公民政治參與藍皮書

調查公民政治認同情況
提供分析發展趨勢依據

政治認同一直是政治文化研究

關注的重要問題，政治認同度的

高低，反映的不僅是公民的政治

態度，還可能對公民的政治參與

行為帶來重要影響。中國社會科

學院通過調查問卷，深入了解當

前中國公民的政治參與和政治認

同情況，用數據為分析中國政治

形勢和未來發展趨勢提供科學依

據。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

記者 馬曉芳、王由頁

近日，中國社會科學院發佈第三本政治
參與報告藍皮書。中國社會科學院政

治學研究所所長、該書主編房寧向記者介
紹，該書依據2012年社科院全國性「中國公
民政治化」問卷調查數據，對中國公民的政
治認同和政治參與情況作了總體說明，並㠥
重分析了公民政治參與與偏好對政治認同的
影響。

五個月十省市採樣六千餘份

房寧說，2012年7月至11月，在中國共產
黨十八大召開之前的重要政治季節，社科院
政治學研究所與社科院調查與數據信息中心

合作，就當前中國公民的政治認同狀況進行
了一次全國性的「中國公民政治文化」問卷
調查。調查將全國分為都會區、東北地區、
東部沿海地區、中部地區、西部地區五大區
域，以隨機抽樣的方式，在10個省份獲得了
6,159份有效樣本。

多類別被試群體參與調查

此次調查問卷中，按性別、民族、年齡、
學歷、政治面貌、戶籍、職業、單位性質、
收入、所在區域等，對被試公民群體進行劃
分，了解不同群體在政治認同與政治參與等
方面是否存在差異。其中，少數民族被試

491人，在有民族身份信息問卷中，有效百
分比佔7.98%。民主黨派和群眾被試4,694
人，在有政治面貌信息的6153份問卷中，佔
比76.29%。

身份認同得分最高

調查結果顯示，在體制認同、政黨認同、
身份認同、文化認同、政策認同、發展認同
六種認同中，以5分為滿分計算，身份認同
的得分最高（4.19分），其餘依次是發展認
同（3.74分）、政黨認同（3.63分）、政策認
同（3.59分）、文化認同和體制認同（均為
3.44分）。

權利認知對公民政治認同影響最大

問卷調查還測試了權利認知、利益認
知、公民滿意度、政治溝通認知和政治參
與行為五個因素對公民政治認同的影響。
以10分為滿分計算，其中得分最高的是權
利認知（6.93分），其餘依次是政治溝通
（6.80分）、公民滿意度（6.47分）、政治參
與行為（6.18分）、利益認知（5.93分）。專
家分析，儘管政治認同與五種因素的得分
都達到了較高或中等水平，但是民眾的政
治參與狀況不夠理想，會對各種認同產生
消極影響。

專家籲調查要延續成為標杆

清華大學政治系主任張小勁教授認
為，社科院已完成的三次政治參與報
告，是真正以政治生活為核心的專業調
查。雖然三次調查主題不一樣，分別在
不同的側重點展開調查，但積累下來的
數據非常有用。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
副院長徐湘林教授則表示，數據本身的
價值在於長期積累，只有通過長期積累
才能觀察參與者的變化，積累越長，反
映的趨勢越明顯，所以有必要確立同樣
的標準，持續調查。

超半數民眾認可文化多元性

民眾的國民身份認同和自豪感較強

最關心政策公平性

為調查民眾在文化認同方面看
法，問卷設計三道題目進行調查，
發現民眾對傳統文化最為關注，同
時較認可文化多元性。

逾七成認同傳統文化影響

問卷涉及是否同意「中國傳統文化
對您個人具有很大的影響」的調查結
果顯示，72.23%的被試表示認同。在
詢問被試是否同意「在全球化影響
下，文化的多元性比文化的本土性更
重要」時，53.47%的被試對此持肯定
態度。而關於是否認同「黨和政府強
調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問題，
71.97%被試表示認同。三道題目的選
擇情況表明，中國民眾既認可傳統文
化對現代社會的影響，也比較認同社
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發揚中國傳統文化提及率最高

問卷還專門設計了「您認為在全
球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發展中國
文化應㠥重於哪些方面」的問題。
調查顯示，排在第一位的是「多種
文 化 融 合 的 中 國 現 代 文 化 」
（46.28%），末位是「注重宗教對中
國文化的影響」（1.48%）。而被試的
總提及頻率最高的則是「發揚光大
中國傳統文化」（27.83%），提及頻
率最低的是「用西方文化改造中國
文化」（5.75%）。
在多項選擇中，被試者最關注的是

文化的傳統性，並認可現代文化的多
元性，同時也並不忽視馬克思主義對
中國文化發展的重要性，但是對宗教
和西方文化的影響不是很看重。

調查分析顯示，在身份認同方
面，中國公民最看重的身份是「中
國人的身份」、「中國公民的身份」
和「城市人或農村人身份」。

「作為中國人，我很自豪」

面對「作為中國人，我很自豪」這
一題目，有90.03%的被試表示贊同，
在「被國外誤認為日本人或韓國人
時，會鄭重地說明自己是中國人」這
一題目中，有89.06%的被試表示了贊
同。這一結果表明，民眾具有較強的

國民身份認同和自豪感。
調查結果顯示，64.11%的被試對

「公民的身份對個人來說是無所謂的」
表示否定態度，77.27%的被試贊同
「個人的民族身份不應該被忽視」。

「中國人的身份」被提及頻率最高

全體被試的總提及頻率由高到低排
列，前五名依次為「中國人的身份」、
「中國公民的身份」、「城市人或農村
人身份」、「職業身份」以及「幹部身
份」。

本次問卷用三道題目了解被試在
政策認同方面的觀點，調查發現，
超三成民眾認為中國政策在改革開
放後曾出現嚴重失誤，民眾對政策
公平性最為關心。
問卷首先詢問被試是否同意「黨

和政府的政策，比較符合改革開放以
來中國發展實際」的說法，有79.42%
的被試表示認同。
此外被試還被詢問是否認同「改革

開放以來，黨和政府的政策曾有嚴重
失誤」的說法，30.49%的被試對此持

肯定態度，31.18%持否定態度，
38.33%持不確定態度。同時在是否同
意「中央的重大決策能夠在全國全面
執行」問題中，64.64%表示同意。
三題的選擇表明，中國民眾認同度

最高的應是政策的適應性，對政策有
效性的認同度較低。
問卷調查還請被試在政策的法治

性、公平性、科學性、民主性、有效
性中選擇最關注的一種，有44.39%的
被試選擇「公平性」，而選擇「科學性」
的只有8.92%。

◆
文
化
認
同
◆

◆
身
份
認
同
◆

◆
政
策
認
同
◆

■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房寧。 本報記者何凡 攝 ■清華大學政治系主任張小勁教授。 本報北京傳真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副院長徐湘林教授。本報北京傳真

■鮮花簇擁下的人

民大會堂。

本報北京傳真

基層群眾自治制度改革排政改第一位

超六成贊同政治協商和多黨合作制度

體制認同是本次關於「中國公民政治
文化」問卷調查中的重要指標之一，調
查顯示民眾對基層群眾自治制度改革的
希望排在政改首位。

逾八成贊同「中國政治體制有力推動中國發展」

對題目「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政治體制
有力地推動了中國的發展」，被試中持贊成
態度者佔83.64%。68.64%的被試對「中國當
前急需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持肯定態度。
78.72%的被試對「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發
展，充分體現了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
的說法表示贊同。

調查發現，民眾最認可現有體制對發展的
保證作用，其次是對制度優越性的認同，被
試者有較強的政治體制改革願望。

民眾最關心基層群眾自治改革

根據調查結果顯示，民眾認為關於政治體
制改革㠥重點，按第一選擇排在前三位的分
別為「基層群眾自治制度改革」（40.44%）、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改革」（17.15%）、「中
國共產黨的領導體制改革」（9.67%），而
「政治協商制度改革」則以1.12%佔比墊底。
「基層群眾自治制度改革」以19.01%的提及
率在總提及率佔據首位。

此次問卷政黨認同的部分共三道題
目，分別調查公眾關於堅持中共領導對
中國發展的重要性、政治協商和多黨合
作制度對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發展的重
要性以及是否同意採用多黨競爭制度更
有利於中國發展。

從三道題目的選擇情況看，民眾最認可中
共的領導對發展的保證作用，85.42%的被試
對「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對中國的發展
極為重要」表示贊同。66.68%的被試比較認
可政治協商與多黨合作制度。40%多的被試
贊同採用多黨競爭制更有利於中國發展。

堅持反腐敗成最強聲音

調查還就民眾對中國共產黨有哪些期盼進
行了問卷，並專門設計了保持黨的先進性、
純潔性，堅持反腐敗，堅持改革開放的基本
方針和路線，推動黨內民主，提高黨的執政
能力，注重政策的科學化、民主化、法制化
等六個選項，供被試選擇。結果顯示，「堅
持反腐敗」在全體被試的總提及頻率最高。
按第一選擇排序，「保持黨的先進性、純潔
性」佔比47.18%居首，其次為「堅持反腐
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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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以四道題目了解被試在
發展認同方面的看法，調查發
現被試高度肯定改革開放對發
展的重大意義，並對經濟建設
最為關注。

逾八成民眾肯定改革開放

在是否同意「改革開放是中國發
展的正確選擇」題目中，有86.60%
被試表示贊同。72.18%被試對「國
家的發展與我關係不大」持否定態
度。在是否同意「中國的政治體制
改革應該一步到位，而不是慢慢來」
問題中，45.86%表示否定，32.31%
持肯定態度，21.83%表示不確定。
詢問被試是否同意「中國在全球化
背景下已經找到了適合本國發展的
道路」時，59.37%持肯定態度。

「經濟建設」最受民眾關注

問卷還請被試在與發展有關的黨
的建設、經濟建設、社會建設、生
態建設、文化建設、政治建設中選
擇最關注的一種。結果顯示，「經
濟建設」以44.35%的佔比最受關
注，「黨的建設」佔比16.21%居第
二，而「政治建設」關注最少，只
佔5.77%。同時，「六大建設」中民
眾選出最滿意的仍是「經濟建設」，
佔35.62%，而「政治建設」滿意者
最少，僅佔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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