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年 10月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第 27卷第 5期

O ct. 2010 Journal of Chongq ing T echnology and Bus inessUn 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 ition) Vo l 27 NO. 5

do:i 12. 3969 / .j issn. 1672 0598. 2010. 05. 021

建构我国政治信任的当代实践路径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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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政治信任对国家具有独特作用,是国家和谐稳定的深层内涵。随着社会转型的加

快,我国政治信任安全问题凸显。为此,要提升社会主义政治意识公信力;提升社会主义政治

体系公信力;提升社会主义政府行为公信力;提升政治发展的公信力。以上四个环节相互联

系、相互促进, 共同为转型时期的我国奠定稳固的政治信任基石, 有效确保我国政治信任水平

居高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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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是一门科学,一门艺术 。[ 1]
政治信任的

培育和建构无疑更是一门科学,一门艺术。现代国

家治理下的当代中国,正处于充满机遇和挑战的社

会转型期,这使得我国的政治信任状况正处于一个

具有转型意义上的拐点上。良好的政治信任状况

有利于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反之, 政

治信任危机必将导致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社会危

机。因而,在今日之中国, 政治信任的培育、建构和

提升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政治信任的建构和培

育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 需要政治意识、政治体

系、政治行为和政治发展的方方面面作出调整和

优化。

一、意识  建构:提升社会主义政治意

识公信力

政治意识是一种社会基本价值, 具有凝聚人

心、增强信任、实现社会团结的重要作用。中国的

政治意识本质上是一种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

主义政治意识,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并不能必

然地带来社会主义政治意识的公信力。有鉴于此,

我们要提升社会主义政治意识公信力,必须要彰显

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首先,要建设与社会主义体系存在的状态、运

作的方式以及发展演变的道路和方向相适应的政

治文化。文化的影响力更深刻, 更广泛, 任何政治

体系的存在和维持都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文化。

一旦政治文化被破坏, 就会导致体系的信任、存续

危机, 甚至解体。建立先进的政治文化, 首先,要提

高人们的政治认知、培养人们的政治情感, 引导人

们的政治评价。政治文化中的认知性成分是构成

人们对政治体系进行判断以及选择行为目标和行

为方式的基础, 因此要增加人们对政治组织、政治

过程、政治目的、政治角色、政治产品等方面的知

识。政治情感是人们在政治活动过程中对行为客

体及环境的内心体验,表现为好恶之感、美丑之感,

以及由此产生的亲疏之感、信疑之感。培养人们的

政治情感有利于政治文化的传播。人们的政治评

价决定着人们对其政治行为的取舍,带有极强的主

观成分,受人们的选择偏好影响比较大。因此, 加

强和引导之是必须也是必要的。其次,要创造和建

构作为新型政治文化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指社

会群体内部的成员在相互联系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信

任和规范,它们能提高社会效率,提高投资于物质资

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
[ 2]
在缺乏合作和相互信任的

转型时期,人们的交往往往会产生集体行动的困境,

使每个理性的人都倾向于 搭便车 。创造和建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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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新型政治文化的社会资本最根本的途径是提高社

会信任,在社会成员之间普及诚信和信任。

其次,要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核心价

值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 是一种抽象的理论,但绝不是纯粹空洞的东

西,它们有指向性,总是指向现实的。社会各阶层

的需要是社会主义政治体系获得广泛政治信任的

第一动力源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的

指向必须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相一致, 唯有

这样, 意识形态才是支撑政治信仰的思想基础。政

治信任的建构是通过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影响人

的过程,而世界上唯一能影响对方的方法, 就是

了解对方的需要  [ 3 ]
, 谈论他所要的, 而且告诉

他,如何才能得到它 [ 3]
。因此, 一方面要不断用

与时俱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体系反

映概括社会各个阶层发展变化着的需要; 另一方面

在对社会各阶层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核心价

值体系宣传教育时, 要密切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生

活,密切联系大众的需要,用通俗易懂的思维方式

和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民

族化、社会化。

二、体系  建构:提升社会主义政治体

系的公信力

政治体系是政治行为主体赖以存在的制度形

式,是政治行为主体与政治制度的有机统一。政治

行为主体既包括国家、政府、政党这样的社会组织,

又包括政治个人。因此,提升社会主义政治体系的

公信力, 就要着力推进国家公信力、政府公信力和

政党公信力建设。

首先,国家的公信力是政治信任的基石和根

本。每一个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发展都是克服一次

次危机的结果,有人认为民族国家的建构需要经历

5个阶段或 5种危机, 这就是认同性危机、合法性

危机、渗透性危机、参与性危机和分配性危机。
[ 4]

因此, 提升国家公信力要克服国家建构过程中的合

法性危机。合法性是政治信任的基础和前提, 它产

生于人们的自愿服从,而人们的自愿服从又来自于

人们利益的基本满足和表达利益要求的机会的实

现。满足人们的实际需求,是建构政治信任过程中

最核心的问题, 因此, 必须通过国家发展进步和人

民群众生活水平的实际提高对政治信任建构进行

实际支持, 一个生产力水平低下, 人民群众生活状

况恶劣的国家是不能建立起坚实的政治信任的。

另外, 国家能力的强弱也是影响政治信任建构的重

要因素,国家职能能否顺利地得以实现, 或者说, 国

家的使命和目的能否达到, 往往是与 国家能力  

联系在一起的。
[ 5]
提升国家能力是政治信任的重

要保证,也是提升政治信任的重要路径。一方面要

提升国家能力中的汲取能力和调控能力,即提高国

家动员社会经济资源的能力和指导社会经济发展

的能力。另一方面要提升国家能力中的合法化能

力和强制能力, 即国家维护和巩固其统治地位的

能力。

其次, 政府的公信力是政治信任的重要内容。

政府是制定和执行政策的机构,政府职能的目标是

建立法治基础上平等保护、无歧视性普惠、规制主

导的公共职能管理体系。
[ 6]
提升政府公信力, 根本

上是在执政能力、制定政策机制和政府绩效三个方

面做好工作。执政能力方面,如果政府对内提供公

共物品、保持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能力; 公平正义

地调节收入和财富分配的能力;培育市场、建立市

场机制、弥补市场的不完全性和信息不对称性的能

力;对外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 捍

卫国家主权和尊严、维护国家根本利益的能力强的

话,会增加政府的公信力; 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规避

公共权力的非公共性运用, 推进政府决策机制创

新,保证决策过程的公开、透明、公正, 建立健全公

民的监督、参与机制会增加公众的政治信任感; 政

府绩效好坏,也直接影响到公众对政府信任度的高

低。如经济社会发展协调有序、社会公平正义、地

区发展均衡,贫富差距缩小、治安状况良好、人们日

常生活生产用品安全状况良好、社会环境、自然环

境良好等, 都会增加政府的公信力。

再次, 执政党的公信力是政治信任的核心内

容。政党已经成为一个清晰明确的政治特征和政

治要素,它往往站在政府的背后管理着国家社会事

务,因此,政党信任是政治信任的深层次内涵。而

且担负政治信任构建任务,决定着人们的政治信任

水平高低的主角是执政党。提升执政党的公信力

要做好以下三点: 一, 执政党的执政理念和权力取

向必须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相统一。 只

要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

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

益的忠实代表, 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永

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

前进 , [ 7]
就能够获得最广大人民的信任和拥护,

获得政治信任建构的足够资源,从而建立起坚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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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信任。二, 扩展我们党的利益表达功能, 最大

范围地包容新的社会力量。实践证明,如果执政党

不能吸纳新生的社会阶层和社会力量,不能有效地

表达新生的社会阶层和社会力量的利益, 就会造成

新生力量和旧有制度之间的冲突。因此, 执政党能

否包容新的社会力量,是影响政治信任的一个重要

变量。在我国,只有把新生的社会力量纳入到中国

共产党之中,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政治发展中的政治

信任问题。三, 必须注重执政党自身的适应性建

设。任何政党, 无论他们是如何的千差万别, 都不

能不遵循一些共同的基本规律,即政党体制发展中

的组织适应和嬗变。我们国家正处于社会转型的

关键时期, 产业结构、经济成分、组织形式迅速转

型、激烈变革,社会阶层的利益格局、思维范式、政

治文化日新月异,多元化多样化的同时也带来复杂

化,各种危机和挑战, 以及由此产生的林林总总的

问题, 使执政党在构建政治信任上面临严峻的考

验。因此,就政党信任的构建而言, 重要的不是

党员的数量而是政党的力量和适应性  。[ 8 ]

三、行为  建构:提升政治行为公信力

政治行为是政治主体围绕政治权力展开的分配

权威性价值的活动。从根本上说, 政治行为体现了

政治的本质,培养了公众对政治行为的信任在某种

程度上也就建构了政治信任。提升政治行为公信

力,必须稳定政治统治, 规范政治治理, 扩大政治

参与。

首先,公众坚定的政治信任有赖于政治统治稳

定性的实现。在国家政治统治过程中,制度建设、

法律建构和实现法治程度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公众

对政治行为信任的高低。稳定政治统治应着重从

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一, 政治统治的形式要随着社

会的进步而改变。现代国家的统治形式和方式发

生了很大的变化,越来越倾向于通过赢得大众支持

的方式来维持自己的统治,传统的强制性暴力镇压

逐步转向经济文化上的控制和管理。二, 政治统治

要密切联系社会生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改革开

放以来, 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

高,但与此同时, 我国的收入差距增大、贫富差距问

题也在凸显。公众希望国家借助政治统治力量维持

社会基本价值,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机会均等。

三,政治统治要切实关注和解决民生问题。历史证

明,任何一个国家都会遇到因经济困难而带来民生

解决的难题。在这种条件下,一个政治统治能否经

受住考验,渡过难关,就要看公众对这个政治统治的

信任程度高低,而公众的政治统治信任高低又取决

于民生问题解决的好坏。因此,民生问题的很好解

决,是政治统治公信力最好的体现和说明。

其次, 政治治理水平的高低也影响着政治行为

公信力的强弱。治理是一个比政府更宽泛的概念,

从公司到大学乃至基层社区, 如果要高效有序地运

行,可以没有政治统治,但不能没有治理。
[ 2]
如果政

治治理有效地维护了现存的基本政治规范, 维持了

社会基本价值,维护了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 促进了

民主,改善了民生,就会获得公众坚定的政治信任。

否则政治信任缺失和信任水平下降将在所难免。

再次, 扩大政治参与是夯实群众基础, 构建政

治信任的前提条件、重要保证和力量源泉。政治参

与是近代政治的概念,是政治文明进程中的一个重

要衡量指标,也是政治发展的重要目标。因此, 一

方面要建立健全有利于政治参与的具体制度,保障

更多公民有机会参与到更多的政治生活中去。为

此,要加强信息公开制度建设, 选举制度建设,公证

制度建设, 监督制度建设、公民问责质询制度建设

等。另一方面, 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 提高公众的

政治文化素质。研究表明, 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

他们参与政治的积极性就越大,反之就越小。没有

先进政治文化的发展,没有全民族政治文化素质的

提高, 就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参与。

四、发展  建构:提升政治发展公信力

政治发展既是提升政治信任的过程又是政治

信任提升的结果。它主要包含了政治现代化,政治

民主发展和人权保障三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 政治现代化是政治发展目标的一个重要

方面, 反映着政治发展程度的高低。政治现代化的

内容、政治现代化的实现道路都将深刻影响着民众

的政治信任状况。我们国家的政治现代化内容有

合法性政治、有限政府和民众的广泛参与, 政治现

代化的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政治现代化

的方式是政治经济体制上的改革开放。这种具有

历史选择性,并被实践印证了的政治现代化实践必

将极大增强公民的信任意识,进而提升其对整个政

治共同体的政治信任。

其次, 政治民主既是政治发展的目标, 又是政

治发展的手段, 也就是说, 政治民主既是政治信任

建构的目标,也是政治信任建构的手段。正处于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政治民主尚待进一步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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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完善:其一,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大

力发展商品经济, 为现代民主政治提供其赖以产

生、存在和发展的必要经济基础。其二, 大力发展

教育和扩大政治参与,培养民主观念和提高民主实

践,改变我国民主观念和民主实践水平都还较低的

状况。其三,实行法治,加强民主制度化建设, 实现

法律化和制度化相结合,解决单纯的制度化建设不

能建立民主的困境。其四,进一步推进政治经济体

制改革,改革政治体制中存在的不利于民主政治发

展的制约性和滞后性因素。

再次,通过切实保障人权来提升政治信任。人

权是政治发展的终极目标,也是提升政治信任的重

要保证。人权 就是作为一个人应当享有的权

利  。[ 9]
人权的基本内容包括: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

利,社会权利和经济权利。有鉴于此, 我们在保障

人权时要注意做好以下几项工作:第一, 坚持以人

为本原则。坚持以人为本原则就是要反映并满足

广大人民群众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社会权利和

经济权利的愿望和要求,也就是要考虑人之所以为

人的价值、地位和尊严。只有这样, 广大人民群众

才会在心底真正构筑自己的政治信任。第二, 发展

原则。满足并尊重人的权利、价值、地位固然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满足人生存的物质基础建设。广大

人民群众只有在实际上拥有生存权和发展权, 才会

有可能进一步实现其他的人权。空讲人权不行, 人

民不会相信,讲人权, 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 这是

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拥有保障人权的基本物质

条件。最终人权的保障还是要靠发展。第三, 平等

原则。随着社会的发展、平等观念已深入人心, 已

从一种心理意识转变为一种现实需要。第四,自由

原则。自由是一个人行为处事、安身立命的先决条

件,没有自由一切都将无从谈起, 没有自由,一切都

将失去其应有的意义。坚持自由原则就是保证公民

的政治自由、人身自由。当然,这个自由也不是绝对

的自由,而是要受自然法则和社会法律的规制的。

总之, 致力于培养人们的政治信任, 增强国家

政治制度的公信力, 是任何国家进行国家建设的基

本任务,也是任何国家存续和发展的现实需要。政

治信任建构其实是一个复杂多变的动态过程和多

元结构的静态内容的统一。对政治意识的信任是

政治信任的思想基础和灵魂,对现存政治体系的信

任是政治信任的核心和根本,对政治行为的信任是

政治信任的实践保障,对政治发展的信任是政治信

任深层次内涵的深化和延伸。它们构成了一个相

对完整的政治信任建构机制,成为分工明确、各尽

其能而又相互配合、相互作用的为培育和建构人们

坚实、坚定的政治信任而协调运作的有机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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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Contemporary Implem entation Path of PoliticalT rust Construction in China

LIQ ing

( Colleg e of Poli tica lS cience and Law, Anhu iN orma l Un iv ersity, AnhuiWuhu 241000, C hina )

Abstract: Po litica l trust p lays a unique ro le in a state and is the core elem ent of so cialist national ha rmony and stability. W ith

the acce le ration o f soc ia l transition, po litica l trust issues in Ch ina becom e very important. So, w e should enhance the cred ib ility

o f soc ialism po litical consciousness; shou ld promo te the credib ility of the soc ia list po litical system; shou ld upgrade the cred ib ility

o f the soc ialist government action and shou ld enhance the credibility o f po litical developm ent. The four aspec ts are interlinked

w ith each o ther and promo te each other and lay a solid founda tion for po litical trust during Ch ina transition period and effective ly

ensure h igh leve ls of politica l trust in Ch ina.

Key words: po litica l trust; po litica l consciousness; po litica l system s; po litical behavior; politica l deve lopm 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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