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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Ｉ 西方学界对于政府信任的研究主要有三大路径 ，
即从最初的信任与不信任对立的 二元论 ，

发展到信任的发生学 和类型学 ，
落脚到科学划分政府信任区间和构建政府信任链条／连续

统 。 国内政府信任研究还停留在二元论和类型化阶段的零敲碎打和理论积累时期 ，存在着

理论演绎类多 、实证对策类少 、概念不统
一

、跨学科研究少 、学科内研究分散等问题 ，亟待反胃
思和有所改变 。 为此 ，

必须从发展本土化理论 、构建学术共同体 、规范研究方法 、
提升研究质胃

量等方面着手来推动理论创新和知识增长 。ｇ
关键词 Ｉ 政府信任 二元论 类型化 信任区间 ／连续统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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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主要从 国家和政府制度运行绩效、政

－

、

冶文化氛围等宏观层面分析 民众对政府的信

信任作为社会关系 的
“

黏合剂
”

和社会任 。 公共管理学则主要从一些具体的运行层

运转 的
“

润滑油
”

，
对于国家和社会治理意义面如政府绩效 、 电子政府 、公 民参与等分析政

非凡 ，

“
一

个依赖 普遍 性互惠 的社会 比
一

个府与民众的互动关系 。 面对纷繁复杂的政府

没有任何信任 的 社会更有效率
”

。？ 作为政信任理论 ，我们 需要厘清相关理论之 间 的关

府有效治理 的
一项关键性资源 ，

政府信任可系 以便从整体上进行把 握 。 总体说来 ， 政府

以显著改善政府与公众的 紧张关系 ，推动政信任理论研究不断深化拓展 ，走过 了非 此即

府与社会多元主体进行合作治理 。
2 0 世纪彼 的政府信任钟摆阶段和政府信任类型学阶

6 0 年代 以来 ，西方工业化 民主 国家 的政府公段
，
正逐步过渡到政府信任区 间／连续统研究

信力普遍下降 ，而且这演化为
一股世界性 的阶段 。

潮流 。？ 学者们纷纷从不 同学科视角对政府

信任的 内涵 、影响因素 、产生机制 和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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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 同学科视 角 下的政 府信 任研究

学科视角
Ｉ

关键变量
Ｉ代表人物及主要观点

政府部 门官 员和机 构 的能 力 （ Ｊａｎｉｓ＆Ｋｅｌ ｌｅ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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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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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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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诚实 、正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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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ｏｕ ｃｋａｅｒｔ＆Ｖ ａｎｄｅＷａｌ 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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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心理学心理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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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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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ｔＳ （ Ｒｅ ｒｍ ＆Ｌｅｖｉｎ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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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可值得信赖 的特质会增强 民众对政府的乐 观



预期
，
增强他们愿意为此甘愿承受政府失信风险 的信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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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人际关系 ：！：动基础±产生 的普遍 社：会信 任 能够增 强公众对
？

政府的 信任 （ Ｐａｘ ｔｏｎ
，

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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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


石

4 Ｊ …仏
阶层流 动 、代 际 更 替 、社 会 地位等 因素 显 著 地影 响 到 公 众 对政 府 的 整 体信 任 度

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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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文化和 后 物质 主 义价 值观会影 响 公 民 对政 府 的 信任类 塑［ 和 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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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政治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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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政治学制 度选择 、制度设计和制度实施 带 来的政府绩效水平影 响到 民众对政府 的 整体印 象 ，

共政洽 制度继而影响公众对政府的 信任度 （
Ｍａｒｃｈ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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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 以及普 ｉｔ 民众对经济形势 总体 感知 的 影响
 Ｔ Ｇｎｒ

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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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Ｍ政府绩效评估是政府与公众互动学习 的过程 ，
通过 扩大公民参与 和提髙公众对政府绩

公民参与
公共管理学效的感知来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 （ Ｙ ａｎｇ 

＆Ｈ ｏｌ ｚｅ ｒＪＯＯ ｅ
） 。

政府信息质量 、公民网络参与体验 、政府网络技术 、信息安全等 因素会影 响到公众对政

电子政务府 的信任 。 （Ｗ ｅｌ ｃｈｅ ｔａ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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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作者 自 行整理。

二
、 问题解决者还是问题制造者 ：明确表达 了对政府权力 滥用 的担 忧 ，

“
一切

政府信任
“

钟摆效应
”有权力 的人都容易滥用权 力

”

（ ａｌｌ ｔｈ ｏｓｅｗｈ ｏ

．
、

， ＾“
ｈａｖｅｐｏｗ ｅｒａｒｅｅａ ｓｙ ｔｏａｂｕｓｅｏ ｆｐｏｗｅ ｒ ） 和

“

权
1

．二元政府观与政府信任钟摆
Ｐ ^

理想的政府与公众关系应该是建立在平
力容易导致腐败 ’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 的＊

等对话基础上 的 良性互动 。

“

当你和我决定
败

”

（ Ｐ 0Ｗ ｅｒｔＣｎｄｓｔ 0ＣＯｍ ｉｐｔ
’ａｎｄ 必 8 0 1 1^

共同参与一项行动时 ，你 和我都没有超越对Ｐ。ｗｅ ｒｃ＿Ｐｔｓａｂ ｓｏｌｕｔｅｌ
ｙｅａｓｙ ） ， 并 进一 步论

方 的权力 ， 有 的只 是共隨权力
”

。①麵 ，

ｆｆｉ 了關贿权力験難 。 当前
－些主流

随着国 家权力 向 私人领域 的不断扩张 和挤民主理论与公共管理理论 ，在政府信任方 面

压
， 国家与社会 、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紧张和冲还存在着很多分歧 。 有些人认为 ，信任政府

突不断累积 ，

一时间政府
“

利维坦
”

洪水猛兽具有积极意义 ，不信任政府具有破坏性作用 ；

的一面显露出来了 。 孟德斯鸠和阿克顿等就而与此同 时 ， 另 外一些人则认为不信任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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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理性行 为 ， 信任 政府 则是极其天真幼稚三种研究视角


1

？

不疑主义 （ ｓｋｅｐｔ ｉｃｉｓｍ
） ， 并

的 。① 当前公共管理研究领域的一个主流假被后来的一些学者通过实证方式所检验 。 民

设是公 民 对 政 府 的 信 任 与 高信任 的公 民主与政府信任 之间
一

直存在悖论 ，
民主政治

（
ｈ ｉ

ｇｈ
－

ｔｒｕ ｓｔｉｎ
ｇ

ｃ ｉｔｉｚｅｎｓ ）有关 ，
而公 民对政府信本 身 会 内 在 衍 生

一 些
“

健康 的 不 信 任
”

任 的下降甚至流失则与批判性公 民 （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

ｈｅ ａｌｔｈ
ｙ

ｄｉｓｔ ｒｕｓ ｔ ） 因素 。 除 了怀疑主 义这条

ｃ ｉ ｔｉｚｅｎ
）
的 兴起有很大关系 。 公众对政府 的研究路径之外 ， 学者 塔克提 出 了

“

反 思性信

低度信任被看做是政府失效或提供公共服务任
”

（ ｒｅｆｌｅｘｉｖｅ ｔｒｕｓｔ ） 的 概念 。 他认为 ，

“ ‘

反

不力的 晴雨表 ， 往往会带来公民投票参与热思性信任
’

不应该被看作是信任 和不信任这

情的降低 ；
②而公众对政府的高度信任被看个态度连续光谱上 的一点 。 相 反 ，它可 以被

作政府高绩效 、有效性 、 民 主性 的有力反 映 ， 看作是
一

个单独 的 、可操作化的 、可定义的假
——

在民 主 社 会里 民 众对 政 府 的认 同 意 义重设 ，是行动者行为的一种描述 ，
而不是作为行 行

大 。③ 总的说来 ， 民 众对政府 的信任程度 除动者对其行为 的态度
”

。⑤ 对于政府信任二ｇ
了取决于政府 自 身公正无私的形象和高效民元论的学者来说 ， 虽然他们也 已经意识到 了■
主的施政行为 之外 ， 还取决于社会政治文化在信任和不信任 之间还存在一些空 白 之处 ， 公

环境以及 民众对政府的整体感知 。 政府信任但是对于这一 区间里信任层级的划分 、来源 、

ｇ
也因为 自 身表现与社会民众预期 的 比较而呈作用机制和影响等方面还缺乏 一致认 可 的■
现 出高度信任与低度信任 的差别 ，形成典型阐释 。一

的政府
〒

‘ ‘

钟摆
，
应

”

。

＾＾三 、为何信任与何种信任 ：政府

盲 区

2
． 信任与 不信任ｄ政府信任 的Ｍ

信任的发生学和类型学

信任与不信任在现实 中是
一组奇怪的组 2 0 世纪 6 0 年代 以来 ， 随着 西方社会步

合 ，在积极信任与积极不信任之间 ，可能存在人后工业社会和后物质主义时代 ， 日 益高涨

这样的情况 ， 即要么 仅仅缺少信任 ，要么缺少的公众期望 、政府的现实绩效压力 、批判性公

不信任 。 公 民对政府的态度也相应存在三种民的兴起 以及新闻媒体 的放大效应叠加在
一

情况 ：信任 ，
不信任 ， 或者二 者都不是 。

“

我起 ，使得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 日益高涨 ，整

们可能依赖政府 。 我们可能发现政府令人宽个西方政府普遍 面临着 比较严峻 的 信任危

慰地可 以预见 。 但我们不应该信任政府 ， 因机 。 如何结合时代形势科学分析和深人发掘

为我们不可能知道相关的利益 和情况 ， 我们政府信任 的类 型及其影 响 因素 ，
开发公 民政

根本没有能力去信任或者不信任 。

”

？这样 ，府信任的持续 动力机制 ，
成为整个西方人 文

政府信任除了信任 、不信任以 外就出 现了 第社会科学领域普遍关注 的焦点 ，特别是政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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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0 4 年 ，第 2 1 － 2 4 页 。

⑤Ａ ．Ｔｕｃｋｅｒ
，ＴｈｅＲｏ ｌ ｅｏｆＲｅｆｌｅｘｉｖｅＴ ｒｕｓ ｔ ｉｎＭｏｄ ｅｒｎ ｉｚ ｉｎ

ｇ
Ｐｕｂｌ ｉｃＡｄｍｉ ｎｉｓ ｔｒａｔｉ ｏｎｓ

，
Ｐｕｂ

ｌ
ｉ ｃ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 ｃ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 ｉｅｗ
，

Ｖｏ ｌ．  2 8
，
Ｎｏ ． 1

 ，
2 0 0 4

，ｐｐ
． 5 3 

－

7 4 ．

5 1



学 、公共管理学 、社会学和经济学等学科 ，大学者认为 ，政府信任受到本国 经济整体运行

大开拓了政府信任研究的分支
——发生学和状况和 民众对本 国经济形势 的评价的 影响 ，

类型学 。公众负面的感知会带来对政府 的不信任 ；另

1 ． 信任 影 响 因 素概 览 ： 政府信 任 的 发 一派学者则认为 ，政府信任下降要归咎于社

生 学会文化 因素
， 如 日 益增长 的犯罪率和儿童贫

政府信任是一个多面向 、复杂的 ，有时甚困问题等 ；
还有一派学者认为 ，政府信任的变

至是模棱两可 的概念① ， 除 了包 括信任方面化与
一

系列政治 因素有关 ， 包括 民众对在职

的一般性 （ ｇｅｎｅｒａｌ ） 和 系 统性 （ ｓｙｓｔ ｅｍ
ｉｃ

） 影响者和机构的评价 、政治丑闻 、媒体对政治腐败

因 素之外 ，还 内 在涵盖了公众与 政府互动 、 和政治丑闻 的持续曝光等 。② 除了这些观点

—— 政府服务提供 等一些特殊性 交往经验 。 早之外 ，公共管理学者也纷纷从政府绩效③ 、电

＇

ａ 期的政府信任研究 主要关注政府信 任下降子政务④等方面对政府信任起源 、生成机理

ｇ 是否与公众对现行政治体制和政治领导者及其影响进行了理论建构及实证检验 。 学者

％ 的 不满有关 。 在随后的研究 中 ，对政府信任伯奈特 （
Ｂｕｍｅｔｔｅ

） 在 《
2 0 1 4 年度定性研究报

＆ 的 归因 被 扩大 到其 他一 系 列 的 因 素之 上 。 告 》中 系统梳理 了影 响信任发展 的 因 素 （详

ｇ
约瑟夫 ？ 奈把政府信 任的 影 响 因 素归纳为见下图 1

）
，
为我们全面理解政府信任 的产生

■
经济 、社会文化和政治三大解 释途径 。

一

派和演化机理提供了
一

个综合性的分析框架 。

风险杯确定性
］

丨

历史

，

迫
丨［

透明性

Ｉ

社会距离 ｋ＼＼＼／／／Ａ 机会主义
）

权力不对称

图 1 政府信任影响 因 素扇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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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林林总 总的信任类 型 ：

政府信任 的类（ ｐａｒａｄｏｘｏ
ｆ
ｐｏ ｌ ｉ ｔｉｃａｌｔｒｕｓ ｔ

） 。

一

方面 ，
对 政府

型 学信任不足意味着市 民社会 的解体 ，对政府过

政府信任作为政府与外部社会的双向互度信任又会产生政治冷漠症 ，诱使公 民警觉

动关系 ， 内 在 地包含 了
二 者间 的相互信 任 。 和对政府控制 的 丧失 ，

这两种情形都会对 民

从宏观层面来说 ， 政府信任 内在包含 了三大主造成侵烛
；

①另一方面 ， 民主制度 的完善和

组成部分 ：
公 民／客户 对政府 、公共行政机构公 民 民 主意识 的觉醒往 往形成对政府更加

及公共部 门等各级治理机构的信任 （ ｃｉ ｔ ｉｚ ｅｎｓ／严格的监督 。 民 众对政府 的 信任并非 是完

ｃｕ ｓｔｏｍ ｅｒｓ
＇

ｔｒｕｓ ｔｉ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ｐｕｂｌ ｉｃａｄｍｉｎｉ

－

全不信任和完全信任两个极端情况 ，
而绝大

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ｓｅｃｔｏ ｒａｔａｌ ｌ ｌｅ ｖｅｌｓｏｆ部分时间则是处于二者之间 的 中 间位置 ，政

ｇｏ ｖｅｒｎａｎ ｃｅ ） ；政 府对社会 的信任 （
ｔｒｕ ｓｔｆｒｏｍ

府信任也 因此形成
一

个层次明显 、 形态各异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ｓｏｃｉｅ ｔ

ｙ ） ；公共行政改革 中 的行的信任 区间 。 学者们也意识到 了这
一现象 ， ｇ

并把这
－研究路径作为对 前面两大研究路 ■

组织之间 的信任 （
ａｄｍｉｎｉ ｓ ｔｒａｔｉｖｅｔｒｕｓ ｔ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径的补充和发展与
ａｄｍｉｎｉｓ ｔｒａｔｉｏｎｒｅ ｆｏｒｍ ｓ

：
ｉｎｎｅｒ－ ｔｒｕｓ ｔ

，ｃｉｖ ｉ ｌ ｓｅｒ
－

Ｌ信任 区 间

°

／连续 统 ：
组织 理论 中 的 发ｇ

ｖａｎｔｓ

＇

ｔｒｕｓｔ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ｏｒｇａ
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ａ ｌ ｔｒｕｓ ｔ ） 。 从中＆＾^

展演化和最新进展替
观层面来说 ’政府ｆｅ任包括

Ｉ
公众对政府 ｗ过去几十年里 ，信任问题－直是组织 理

研究领域 的热议话题 。
Ｉｔ了 关注组织 内信

一

ＭｆｆｌＳ 任的定义 、类型 、维度及其影 响 因素之外 ，还
机构 ；ｅ作 的有 效性 和持续性 。 从微观 层面

来说 ，政府信任体现了公众根据 与政府机构ｆｆ
及其人员 具体交往经验基 础上对 政府 形帛 ，

＆

的 内 在 判 断 ，
包 括 计 算 型 信任 （ ｃ ａｌ—比了被 性与■ 导 向之 ＿＿

耐
） 、认知贿任 （― ｔｉｖｅ― 、情感 型

另？
② 。 錢里斯特 （ Ｍ—ｒｍ为 ’信＿

信任 （
ｅｍｏｔ ｉ ｏｎａｌｔｒｕｓ ｔ

）
和认 同型信任 （

ｉｄｅｎｔｉｃ ａｌ ｉ平价建立在认知导 导 向基础上 ’并

ｔｍ ｓｔ ）等胁麵 ，
戯推義府与贼互自 且主张最小水 平 的认細信 任是情感 型信

的原动为 。任最大化的必要条件 。③ 罗西瑙 （
Ｒｏｕｓｓｅ ａｕ

）
、 °

等认为 ，前面认知导 向型信任包括理性计算
四 、信任 区间 ／连续统 ： 政府信任型信任 （

ｃａ ｌｃｕｌｕｓ
－

ｂａｓｅｄ ｔｒｕｓ ｔ
） 和知识型信任

研究的第一条道路（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

ｂａ ｓｅｄｔｒｕｓｔ
）在内 。④ 戴茨和丹哈

西方社会 的 民主治 理离不开 政府 信任特 （
Ｄ ｉｅｔｚ＆ＤｅｎＨａｒｔｏ

ｇ ） 在 此基础上提 出 了

这一润滑剂 ，而与此 同时 民主进 步又蕴藏着
一个更为全面的综合性组织信任框架 （ 详见

一些理性怀疑 的 因素 ，形成了政 治信任悖论图 2
） 。 他们 区分 了信任 的五种来源及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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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对应的五个等级 ， 给 出 了宏观层面和特定动力 和合理 培育信任提供 了 比较科 学 的依

关系层面的证据来支持 ， 为我们发掘信任 的据 。

建立在威慑建立在箅计 ｉ建立在认知建立在关系建立在认同

基础上的信任基础上的信任 ；基础上的信任基础上的信任基础上的信任

没有信任可言 ，怀疑 ’ 但是信任 ｉ建立在先前预测建立在共享情感建立在共享利益

只有不信任的收益超过成本 丨

基础上的信心基础上的强烈信心 基础上的超强信心

＾ 7不信任低度信任自信的信任高 丨 强信任完全信任

Ｉｔ 1 1ｔ

与宏观层面的证据特定关系的证据

公
共图 2 组织 内信任的连续统

管
°资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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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政府信任 区 间 ／连 续 统

：

一 个亟待拓条 ，成为今后行政改革和科学研究 的重要课

展 的研 究领域题 ，理应得到来 自各方的关注和重视 。

政府作为
一

个特殊的 国家权力组织 ，
除 了ｓ

＝

具有一般组织的一些特性 ，
又有其特殊属性 。

̄

理论和实践表明 ，公众对政府信任不足或信任回顾西方学界对政府信任的研究历程 ，
我

过度都会对 民主政治和 民主治理带来不利影 们可以清晰地发现 ，
整体研究的三大路径十分

响 。 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也不是任何时候都处 明显 ：从最初的信任与不信任对立的二元论 ，

于完全信任和完全不信倾个Ｍ ，更多时候
发展Ｕ信任Ｍ发生—＿学

，＿到科学划

是介于这两者之间 ，基于職舰柳从ｍ胃ｎ 
＿

＿Ｍ ＿

整体感知和麵翻上做出反应 。 与组织理
”

论中对信任的研究相比 ，政治学和公共管鮮

领域对政雜任＿究还 比较注重 ｓ众信任 ^
和不信任的起源 、影响及如何防范政府信任ｍ＾＾？

流失和维持较高水平政府條方面 。 对伟
各部分参差不齐 ，

研究头重脚轻 （主要表现为

ｔｆｆｆｉ
过度重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 ，而对政府内部信

任的
＾
型 ’并将
＾

何在政府信任坐标轴战
＿政府对公众的信任方麵究不足① ） ，

对
确定位 ，从而建见起

－套科学合理的政府信任
于政府信任的合理随界分不明 ，等等 。

区间／连续统体系 尚处于起步阶段 。 在接下来
的理论研究中

，
要更多地利用科学收集到的 民

￣“

：． ． ．

＿①Ｋａｉｆｅｎ
ｇ
Ｙａｎ

ｇ ，
Ｐｕｂ ｌｉｃＡｄｍ ｉｎｉ ｓｔｒａｔｏｒｓ

＇

Ｔｒｕ ｓｔ ｉｎ

众对政府态度方面的数据资料 ，
采用科学合理ｒｖＴ

，

ｔＣｉ ｔｉ ｚｅｎｓ
 ：ＡＭｉ ｓｓｉｎ

ｇＬｉｎｋ ｉ
ｎＣ ｉ

ｔｉ ｚｅｎＩｎｖｏ ｌｖｅｍｅｎ ｔ

的统计技术和方法 ，构建起
一

套可操作性较强Ｅｆｆｏｒｔｓ
，

Ｐｕｂｌｉ ｃＡｄｍ ｉｎｉｓｔ ｒａｔ ｉｏ ｎＲｅｖ ｉ ｅｗ
，
Ｖｏｌ ． 6 5


，
Ｎｏ ． 3


，

和 易于识别的政府信任 区间 图谱和连续统链2 0 0 5
，ｐｐ

．  2 7 3 
－

2 8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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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内政府信任 的 理论研究 大致起 源于深入挖掘 中 国传统诚信文化精髓 ， 同时增强现

2 1 世纪初期 ，
张成福 、张康之 、孟庆存 、 张旭实关怀和把握时代脉搏 ，特别是转型社会 、互

霞 、程倩等较早进行了相关考察 。 其中 ，张康联网社会 、新型城镇化等新的 时代背景 ，发展

之教授根据人类社会 的演化历程 ，认为农业出
一套具有 中国气派和 中 国风格 的政府信任

社会 、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分別对应着 三理论体系 ，从而为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种政府的信任类型 ： 习俗型信任 、契约型信任力现代化提供有益的理论支持 。

和合作型信任 。 这为人们把握政府信任的历第二 ，
整合研究力量发展学术共 同体 ，增

史演化轨迹提供了一个综合性 的框架 。① 随进理论 共识和知识传 播 。

“

斯诺命题
”

向 我

着研究的深人以及与 国际化的接轨 ，
国 内政们展示 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融合 、跨学科

府信任研究领域呈现出 研究力量更加壮大 、 研究 的重要性 。 长期以来 ， 由于学科定位 、学
——

研究主题更加细化 、研究方法更加 多样 的新科 内容 、学科发展方向 、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差

图景 。 但是
，
无论是规模还是发展程度上 ，都异

，
国 内 不同学科之间在政府信任的概念 、特ｇ

还与 国外存在着较大差距 。 就 当前来说 ，
国征 、测量等方面还存在着较大分歧 ，

导致无法？
内政府信任研究还停留在二元论和类型化阶进行正常的跨学科对话交流 。 为 了推动政府ｇ
段 的零敲碎打和理论积累 时期 ，

过分关注公信任研究 向 纵深方 向 发展
，有必要整合 自 然ｇ

众对政府的信任 ，
而不太关注政府 内部之间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力量 ，

开展学科间 和跨ｊ
相互信任 、政府对外部 的信任以及公众理性学科 的学术对话和交流合作 ， 增进学术共识
怀疑和反思性信任对政府改革和 民主治理 的和推动知识传播 。

重要意义 。 此外 ，
还存在着理论演绎类多 、实第三 ，规范和创新研究方法 ，提升学术品

证对策类少 、概念不统
一

、跨学科研究少 、学位和研究质量 。

“
一

个较健康 的社会科学研

科 内研究分散等问题 ，
亟待反思和有所改变 。 究 ，应是 包 含 了 实证 、诠释 、批 判等 三 种方

中 国社会转型带来的重重压力既为我们科学法 。

”

②当前国 内政府信任研究存在着对研究

研究提供了广 阔的 空 间 ， 同 时也对理论研究方法认识上的误读 、实证研究匮乏 、对研究方

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 。 面对新的时代背景 ，
重法缺乏持续性反思等问题 ，

导致研究成果结

建政府信任成为时代要求 ，
必须加强理论创构性失衡③ ，许多理论假设未经检验就 常常

新力度 ，推动高质量的政府信任知识积累 。被奉若神明 ，
理论建构还停留 在概念 间 的循

第
一

，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架起桥梁 ，
增强环论证和概念推演层面 ， 未形 成关照社会现

理论的本土化和适用性 。 人文社会科学 中 的实的本土化理论 。 当务之急是扭转这
一认识

理论既是对当前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相关规误区 ，加强学者 自律和 自省 ，
发挥学术共同体

律的抽象概括和整体把握 ，
又是对 已有知识的引 导作用 ，规范和创新学术研究方法 ，关照

和观点的继承和发展 。 当前 国 内政府信任研本土社会 现实 ， 努 力 提 升学 术 品 位 和研究

究大多盲 目机械照搬国外理论 ，
忽视历史文化质量 。

传统和社会现实而生搬硬套 ，
往往 出现

“

水土

不服
”

和
“

虚假繁荣
”

现象 ，从而导致理论碎片（ 责任编辑 ：张 莉 ）

化和知识增长缓慢 。 为 了扭转这一怪象 ，必须

① 张康之 ： 《 在历史 的 坐标 中看信任
￣

ｉ仓信任 的 三种历史类 型 》
，
《社会科学研究 》 2 0 0 5 年第 1 期 。

② 刘亚平 ： 《 公共行政学 的合法性危机与方法论径路》 ，
《武 汉 大学学报 》 （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 0 0 6 年

第 1 期 。

③ 何艳玲 ： 《问题与方法 ：近十年来 中国 行政学研究评估 （
1 9 9 5 

￣

2 0 0 5
） 》 ， 《政治学研究 》

2 0 0 7 年第 1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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