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众何以支持复工复产政策 ？

——基于理 性 与 经验双 重 路径 的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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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为 了 逐 步 恢 复 社会 生 产 生 活 秩 序 ，
全 国 各地 于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底 、

３ 月

初开始有 序推行复工 复产政策 。 复工 复产政 策本身 是 一把
“

双 刃 剑
”

，

一 方 面

能 够刺 激经 济 复 苏 ， 另
一 方 面 却 容 易 导 致 因 聚 集 性 活 动 增 加 而 出 现 的 疫 情

“

反弹
”

现象 。 公众 的 支持度是影 响 复工 复产政策执行 与 落 实 的 关 键 因 素 。 既

有研 究表 明 ，
公众 的 政策 支持度会 受 政 治 信 任 、 风 险感 知 、 利 益感 知 、 知 识

水平等 众 多 因 素 的 影 响 ，
但鲜 有 研 究 从社会 心 理 学 视 角 出 发 ，

深 入探 讨理 性

和 经验路径下公众政策 支持度 的 形 成机制 。 本 文 以 知 识 水平代表 理 性 路径 的

思考 能 力 ， 以 政 治信 任代表 经验 路径 的 促发 因 素 ， 深入探 究 面 对 复 工 复产 这

一 利 弊兼存 的 政策 ，
公众 应 如何在理 性 与 经验双 重 路径 下 权衡 复 工 复 产 的 利

益 和风 险 ，
进 而形成 对这 一政策 的 支持度 。 基于全 国 范 围 内 采集 的 ２０ １ ９ 份有

效 问卷
， 本研 究运用 结 构 方 程模 型进行 实 证分析 ， 发 现 知 识 与 信 任 都 是作 用

于公众政策支持度 的 重 要 因 素 ： 在理 性 路径 下 ，
公众 的 知 识 水平越 高 ， 对政

策所 带 来 的风 险感 知越低 ，
利 益感 知 越 高 ，

进 而 越倾 向 于 支持 复 工 复产 政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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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验路径 下 ，
公众 的 政 治 信 任 则 可 以 直 接 提 升 其 对政 策 的 支 持度 。 因 此

，

政府在推行复工 复产政 策 的 过程 中 ，

一 方 面 需 要 普 及 相 关 的 科 学 知 识 ， 帮 助

公众增 强理性 判 断 的 能 力 ， 另
一 方 面 也 可 以 在政策 制 定 和 执行 过程 中 建 立起

公众参 与 的 制 度 性渠道 ， 提升公众对政府疫 情 防控 能 力 的信 心 。

关键词 ： 知 识水平 政 治 信任 政策支持度 复工 复产

一

引言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不仅严重危害公众的生命健康 ，
也对社会的经济发展

造成了重大损失甚至致其停滞 。 据 国家统计局表明 ，

２０２０ 年 １  ２ 月
， 中 国社

会消费品 的零售总额同 比下降 ２０ ． ５％
， 餐饮 同 比下降 ４３ ．１％

， 商品零售 同 比

下降 １ ７ ．６％
，
且 ２０２０ 年第一季度 国 内生产总值同 比下降 ６ ．８％

。

① 为 了推动社

会生产生活秩序的恢复 ，
在疫情逐步可控的基础上 ，

全 国各地于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底 ３ 月 初开始有序推行复工复产政策 。 虽然当时疫情发展态势明显减缓 ， 疫情

防控取得了有效成果 ， 但同年 ４ 月 起 ， 黑龙江、 吉林、 北京等地先后出现了复

工复产后疫情反弹的现象 。 由此可见 ， 复工复产政策本身是一把
“

双刃剑
”

，

一方面能够刺激经济复苏 ， 另
一方面却会因 聚集性活动 的增加而导致疫情

“

反弹
”

现象 。

复工复产政策的推行与公众的生活紧密相关 ，
而公众对这一政策的支持

度是影响复工复产政策有序落实的关键要素 。 公众支持度是政策合法性 的重

要来源 ，
也是影响政策执行效果的关键因素 。

［
１

］

既有研究表明 ， 公众的政策支

持度会受政治信任 、 风险感知 、 利益感知 、 知识水平等众多 因 素 的影响
［
２ ５

］

，

① 数据来源 ： 中 国政府网 ． ２０２０ 年 １ ２ 月 份社会消费 品零售 总额下降 ２０ ． 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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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鲜有研究从社会心理学视角 出 发
，
深人探讨理性和经验路径下公众政策支

持度的形成机制 。 在理性路径 （
ｒａｔ ｉｏｎａ ｌａ

ｐｐ
ｒｏａｃｈ

） 下 ，
公众通过概率测算 、 逻

辑推演及风险评估等方式理性思考 ；
经验路径 （

ｅｘ
ｐ
ｅ ｒ ｉｅｎ ｔ ｉ ａ ｌａ

ｐｐ
ｒｏａｃｈ

） 则是公

众基于 已 有经验或对专家、 管理机构 的信任 而形成直观、 快速 的情感判

断 。

［
６

］ ［
７

］

面对复工复产这一利弊兼存的政策 ，
公众如何在理性与经验双重路径

下权衡复工复产的利益和风险 ，
进而形成对这一政策的支持度 ？ 关于这一研

究问题的探索有利于帮助我们深人理解公众支持特定政策的认知过程 ， 并为

提高公众对复工复产政策的支持度建言献策 。

二 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

（

一

） 政策支持度的影响因素

公众支持对政策的有效执行至关重要 ，
不少学者在交通 、 环境 、 核能等

领域探索政策支持度的影响要素 ，
主要包括知识水平 、 政治信任 、 风险感知 、

利益感知等 。

［
２

］ ［
３

］ ［
５

］

１ ． 知识水平

知识水平影响政策支持度的研究最早源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核能技术的 民用

化 。 面临 巨大的知识鸿沟和不确定的技术时 ，
公众很难科学 、 全面地 了解核

电技术 ，
因此 良好的知识储备能够帮助公众理性看待核电技术并增强其接受

度 。

［
８

］

但也有学者发现知识水平与核电接受度之间呈现负 向关系
［
９

］

， 甚至没有

显著影响
［

１ °
］

。 这些不一致的结论可能与具体的知识 内容 、 特定风险源及样本

属性有关 。 与此同时 ， 知识对政策支持度 的重要作用也逐渐被延伸至气候变

化 、 环境保护 、 可再生能源 、 转基因技术等领域的研究 。

［
１ １

］ ［
１ ２

］ ［
１ ３

］

知识 的缺乏

使得大多数公众无法直接评估新兴技术或新型疾病的风险和利益 ， 他们必须

依赖于专家提供的信息 ， 尤其是值得信任 、 观点准确 的专家 。

［
１ ４

］

延伸到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
新冠肺炎疫情的病因 、 传播渠道 、 危害

及预防等知识都可能会影响公众的风险认知及他们支持复工复产政策的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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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危机情况下获取并分享信息是人的本能反应 ， 既有研究表明 ， 个体 自 觉或

不 自 觉地暴露于跟疫情相关的海量信息 中 ，
由此 出现的信息超载会大大降低

公众的信息处理效率 。

［
１ ５

］

个体有限的知识水平难以辨别信息 的真伪 ，
不实信息

有可能会放大其对风险的感知 。 当公众具备较高 的知识水平时 ， 其相应 的风

险感知会更为客观 ， 防疫能力也会有所提高 ， 进而影响他们对复工复产政策

的支持度 。

２ ． 政治信任

政治信任是公众对政府如何基于社会期望而运作 的基本评价 ， 具体涉及

意愿 （
ｗ ｉ ｌ ｌ ｉｎ

ｇ
ｎｅ ｓ ｓ

） 与 能 力 （
ｃ ｏｍ

ｐ
ｅ ｔｅｎｃｅ

） ， 公 平 性 （
ｆａ ｉ ｒｎｅ ｓ ｓ

） 与 回 应 性

（
ｒｅ ｓ

ｐ
ｏｎ ｓ ｉｖｅｎｅ ｓ ｓ

） ， 结果 （
ｏｕ ｔｃ ｏｍ ｅ

） 与过程 （ ｐ
ｒｏ ｃ ｅ ｓ ｓ

） 等 。

［
１ ６

］

公众的政治信任

受到信息公开程度 、 风险关注度 、 价值观共识 、 机构能力等 因素的影响 。

［
１ ７

］

既

有研究表明 ， 政治信任与公众的政策支持度 间呈正相关关系 。 换言之 ， 如果

人们对于政府有较高水平的信任 ， 他们就会更愿意遵守政府制定的法规与政

策 。

［
４

］ ［
１ ８

］

也有学者指出 ，
公众对政府机构的信任能够通过增强利益感知或降低

风险感知来有效提升其风险接受度
［
Ｗ

］

， 政治信任可以有效弥补知识缺乏所带来

的负面影响 ， 进而降低公众的风险感知
［

１ ４
］

。 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 政府往往

会出 台政策 、 宣传知识 ， 及时 向社会公布疫情的实时动态 ， 使得公众增强对政

府疫情防控能力 的信任 ，
以更加客观与理性的态度看待疫情 。

［
２ °

］

不少学者研究发

现 ， 公众对政府的信任能够有效降低他们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风险感知
？ ［

２ ２
］

， 并

强化其相应的预防行为
［
２ ３

］

。 此外 ， 政治信任可以显著提升公众对疫情防控措施

的支持度 ， 例如行程追踪软件的应用 。

［
２４

］

基于新冠肺炎疫情高传染性的特点 ， 复

工复产所面临的最大风险是人群集聚所引发的疫情反弹 ， 而公众对政府风险管

控意愿与能力的信心会直接影响其参与到复工复产中的意愿 。

３ ． 风险感知

风险感知 ， 是指个体对外界各类客观风险 的主观感受和认识 ， 并且强调

个体由直观判断和主观感受获得的经验对认知 的影响 。

［
２ ５

］

既有研究表明 ， 公众

对新兴技术所带来 的健康 、 环境及社会稳定等方面风险 的感知程度越高时 ，

他们越不愿意支持该技术在当地 的建设与发展 。

［
１ °

］ ［
２ ６

］ ［
２７

］

面临重大突发公共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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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事件时 ， 负面情绪不利于个体理性的认知 活动 ，
较高水平的焦虑 、 恐惧情

绪使得公众对信息真假的判断能力有所降低
［
２ ８

］

，
从而影响其风险感知 。 疫情防

控政策能否成功 ，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众对风险的准确认识 ， 准确 的风险感知

对有效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至关重要
？

。 较高水平的风险感知会促使公众采

取更多的预防行为
［
２ ９

］

， 而健康风险感知也能够有效提升公众对隔离等疫情防控

措施的支持程度
［
２４

］

。 公众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风险感知是影响其行为 的重要 因

素
［
３ °

］

， 科学的疫情防控策略需要时刻关注社会层面的风险感知变化以引导公众

行为
［
３ １

］

。 后疫情时代 ，
公众对复工复产的风险感知主要表现为对聚集性活动引

发疫情反弹的忧虑 ，
这一风险感知会影响他们对复工复产政策的支持程度 。

４ ． 利益感知

利益感知 ， 是指个人认为采取相应行动将产生积极结果的可能性 ，
也是

影响政策支持度的重要 因素之一 。 核能领域的研究表明 ，
核能发展能给 当地

经济 、 社会发展带来众多利处 ， 譬如提供就业、 降低 电价 、 优化能源结构 、 改

善环境等 ， 而这些利益感知能够促进公众对核电站建设的支持度 。

［
３ ２

］

在中 国 ，
相

较于风 险感知 、 知识水平等 因 素 ， 利益感知 对核 电 支持度 的 影 响最 为 显

著 。

［
３ ３

］  ［
３ ４

］

在环境治理领域 ， 特定政策改善环境绩效的利益感知也会影响公众的

支持度 。

［
３ ５

］

新冠肺炎疫情的研究则表明 ， 如果公众认为隔离等防控措施能够保护

自身健康 ， 即有更强的利益感知 ， 那么就会更加支持这一措施 。

［
２４

］

后疫情时代 ，

复工复产的推行利于逐步恢复正常的社会生活生产秩序 ， 促进经济的复苏与发

展 ，
公众的这一利益感知也会影响他们对复工复产政策的支持度 。

（
二

） 理论框架 ： 理性与经验双重路径下的政策支持度

研究表明 ， 人们通常从理性和经验两大路径来理解现实生活 中 的事物 ：

一种是分析、 审慎的路径 ，
即公众通过概率测算 、 逻辑推演及风险评估等方

式理性认识
，
这一路径相对缓慢并需要有意识的控制 ； 另

一种是直观、 自 然

的路径 ， 即公众基于 已有经验形成 的直观、 快速 的情感判断 ，
这是最 自 然 、

最常见的方式
［
６

］

。 公众在决策时 ，
可能会同 时运用两种路径 ，

也可能 由某种

路径 占主导地位 。 在面对复杂 、 不确定甚至危险的情况时 ， 个人往往依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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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和情感因素做出判断 ，
这是更加快速、 简单且有效的方式 。

［
６

］

针对复工复产

政策 ，
公众如何基于理性和经验的双重路径形成支持或反对的意见是本文研

究的重点 问题 。

在理性系统下 ， 公众主要基于既有知识来判断与决策 ， 形成对特定政策

的支持度 。 具体而言 ， 知识水平可能通过风险与利益感知来进一步影响公众

的支持度 。

［
Ｍ

］ ［
３ ６

］

首先 ， 知识水平会影响公众的风险感知 。 学者们发现 ，
欠缺

或错误的知识是造成公众反对新技术 的重要原因 ，
而正确与丰富 的知识可 以

帮助其客观认知技术带来 的风险 ，

一定程度上减轻风险感知 ， 对新技术 的发

展做出更为理性的判断 。

［
２ ６

］ ［
３ ７

］

就新冠肺炎疫情而言 ， 既有研究表明 ， 专业知

识能够有效降低公众的风险感知 ，
因为他们会基于知识对疫情产生更强 的 自

我控制感 ， 从而感受到更少 的不确定性与威胁 。

［
３ ８

］

据此 ， 新冠肺炎疫情的病

因 、 传播渠道 、 危害及预防等知识能够帮助公众客观理性认识疫情 的危害并

掌握相应的防护措施 ， 降低风险严重性 的感知 ， 减少对复工复产后疫情反弹

的过度担忧 。

［
Ｍ

］

其次 ， 知识水平会影响公众的利益感知 。 在核能领域 ，
研究表

明知识水平能够帮助公众理解核能发展的益处 ， 而非主观地误解风险 ， 进而

提高他们对核电发展的接受程度 。

［
４ °

］

同理 ， 知识水平较高的公众对疫情所产生

的社会经济危害更为 了解 ， 并在具备防疫知识的基础上增强风险可控性 的感

知 ，
由此对疫情和复工复产都有更加理性的认知 ，

进而强化其对复工复产的

利益感知 ， 并提高政策支持度 。

在经验系统下 ，
公众基于对管理机构 的信任形成 自 身 的政策支持度 。 尤

其是面对复杂化的社会问题时 ，
由 于缺乏相关的知识和信息 ， 大多数人不能

正确地评估和认识风险与利益 。

［
１ ４

］

此时
，
经验系统会在公众决策时 占 主导作

用 ， 公众倾向于根据对政府等管理机构 的信任来做出 相应判断 。

［
４ １

］ ［
４ ２

］

既有研

究表明 ，
经验系统的决策路径下 ，

公众对政府机构 的信任可 以 增强其利益感

知并弱化风险感知 。

［
１ ４

］ ［
４ ３

］

面对全新 、 重大 、 突发 的公共卫生事件 ，
公众很难

对复工复产阶段感染新冠肺炎 的概率 、 情境等有准确 的认识 ， 因此在决策时

他们主要依赖于经验路径 ，
根据其对政府机构的信任形成相应的政策支持度 。

具体而言 ，
公众对政府机构信息公开 、 防疫措施等方面的信任度与满意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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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有效降低其凤险感知
［
２ ２— ］

， 进而促迸薦士复产玫策的推行 口 此外 ， 馬公众

齊債任政 ：府
１

的虜虜儀力时 盡暴知也会賓斑
〔祀

，
比如湯商公众对翼 髯

产后＿
＇

济复苏的利益感知 ．

， 则
：

其会賓．愿意支持相应敢策的推行 。

据此 ， 本研窕构建起理性与慈验双重路轻下公众支持眞３：复产政策的理论

框
＇

架 ．

， 具体如歸 １ 所录 。 在理性路径下 ’ 公众的知识水平能够有效降低其风险感

知弁増强利益感知 ， 进而提升复３！复产的政策亥持度 ５
在邀验路径下 ， 玫治谓

住利于降低公众的风障感知和增强其利益感知 ＾

？ 进而提高公众的政策亥魯度 ６

理性路径 ：

知识水平

经验路径 ：

政治信任

风险感知

利位感知

—政策 ；ｆｃ賴

■ 

１翁 難径下髮叙聋持复工ｆｔ＊戥爾的

三 研究设计

（

一

） 数据采集

本研露主要采取电子问卷发放的方式来获取数据 。 本研究Ｔ 
２０２０ 年 ５ 麗

面商金菌 ｌｔ
以便利抽样抽原则 向 不间地 区 、 不同职业、 不同年龄段的徽書靜

发钕時眷？ ， 最终回收问翁３ ２５ ８ 份 ， 按照答题时间筛选着蠢得：會敦问卷 ２０ １ ９

ｆ分
＊

。 興收的有敦数据涵盡全国餘西藏、 會海和港＾ 澳 、 台外 的 ２ １ 个會 、
４ 个

① 看ｗ两罄？
…

薦獻
’

爾＊班 幾被 ＇ 并＿每■中纖眞江製＃ａ潔滅机匍 ＊ 集一被间麗爾复

具大孪校友群 、
ＭＭ 学生群 、 求职招聘群以 砭全画 各地的亲Ｍ好友发敢 ． 同

■

时请全囯 备地的 问

卷填写者帮忙转浼？当地的徽信群 ？

， 第二波问卷发 ？敢是基于第一波问 卷部 分地Ｅ和年龄段数据

：補書祝 靡搬＿＿ ， 》＿＿痕代齡
＃ 根据前期的预洶研 ＇ 我们得知认真 、 完ＩＩ填写问卷大约儘赛 ３ ． ５ 分钟 及以上 ＇ 減此＿ ｆ〇隹翁本

中《餘答麗肘间在 ３ ． ５ 分钟 以下的 ｇｆｉ ，诞数据繼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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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辖市和 ４ 个 自 治 区？ ， 具有较强 的全 国代表性 。 在有效样本 中 ，
男 性 占 比

４８％
，
女性 占 比 ５２％

， 平均年龄为 ３ １ ．７ 岁 ， 平均月 收人为 ５９３６ 元
， 受教育程度

以大学本科学历为主 ，
职业分布较为均匀 ， 其中 国有或集体企业、 民 营企业及

自 由职业者所 占 比重较高 （具体见表 １
） 。 由于本研究主要使用 电子问卷的采集

方法 ， 样本的整体年龄结构偏年轻化 ， 这也是样本的局限性所在 。

表 １问 卷回 收样本社会人 口 统计分布

统计特征 频数 百分比 〇 ）

性别
男 ９７ １ ４ ８ ．  １

女 １ ０４ ８ ５ １ ． ９

年龄

（ 岁 ）

１ ８ 以下 ４４ ２ ． ２

１ ９ ２９ ８ ２ １ ４ ０ ． ７

３ ０ ３ ９ ８ ７ ０ ４ ３ ．  １

４０ ４９ ２４ ７ １ ２ ． ２

５ ０ 及以上 ３ ７ １ ． ８

月 收人

（ 元 ）

＜ ３ ０００ ３ ２９ １ ６ ． ３

３ ０００ ５ ０００ ５４ ９ ２７ ． ２

５ ００ １ ８ ０００ ６ １ ５ ３ ０ ． ５

８ ００ １ １ ０ ０００ ３ ３ ７ １ ６ ． ７

１ ０ ００ １ ２００００ １ ５ ３ ７ ． ６

２０００ １ 及以上 ３ ６ １ ． ８

教育

初 中及以下 ９９ ４ ． ９

高 中 ／ 中专 ３ ５ ９ １ ７ ． ８

大学专科 ５ １ ５ ２ ５ ． ５

大学本科 ８４ ３ ４ １ ． ７

硕士及以上 ２０ ３ １ ０ ．  １

① 具体的样本范 围包括 ： 安徽省 、 福建省 、 江西省 、 山东省 、 河南省 、 山西省 、 湖北省 、 湖南省 、

北京市 、 广东省 、 广西壮族 自 治 区 、 海南省 、 重庆市 、 四川省 、 贵州省 、 云南省 、 内蒙古 自 治

区 、 陕西省 、 甘肃省 、 宁夏 回族 自 治区 、 新疆维吾尔 自 治 区 、 天津市 、 辽宁省 、 吉林省 、 河北

省 、 黑龙江省 、 上海市 、 江苏省 、 浙江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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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统计特征 频数 百分比 （
％

）

党政机关 、 军队 １ １ ５ ５ ． ７

事业单位 ２３４ １ １ ． ６

国有或集体企业 ３ ５ ５ １ ７ ． ６

民营企业 ３ ９ ８ １ ９ ． ７

外资企业 ８ ９ ４ ． ４

职业
个体工商户 １ ９３ ９ ． ６

社隹胤 民办非錢 ９２ ４ ． ６

自 由职业者 ３ ０ ８ １ ５ ． ３

务农工作 ６０ ３ ． ０

学生 １ ３ ９ ６ ． ９

失业或下岗人员 ２５ １ ． ２

退休 １ １ ０ ． ５

（
二

） 问卷设计

本研究调查问卷主要包括知识水平 、 政治信任 、 风险感知 、 利益感知 四

部分共 ４０ 个问题 （ 详见表 ２
） 。 除社会人 口统计特征外 ， 其余的 内容都采取李

克特五点量表的形式 ，

“

１

”

表示非常不同意 ，

“

３

”

表示 中立 ， 而
“

５

”

表示

非常同意 。

１ ． 知识水平

本研究中知识指公众对于新冠肺炎疫情 的 了解程度 。 我们从传染知识 、

危害知识和预防知识三方面来考察公众的知识水平 ， 具体包括
“

无症状感染

者不具有感染性
”“

整体而言 ，
新冠肺炎 的传染性 比 ＳＡＲＳ（ 非典 ） 强

” “

连

花清瘟胶囊可 以 预防新冠肺炎
”

等共 ８ 个问题 。 值得注意的是 ， 本研究对公

众知识水平采用客观的测度 ， 即通过判断受访者 回答正确 与否来加总其知识

水平 。

２ ． 政治信任

既有研究 中 ， 学者们对政治信任大多是用
“

你对政府总体的信任程度
”

或
“

你对… …机构的信任程度
”

这种 问题来衡量 。 然而 ， 政治信任也有其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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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维度 ， 本研究将疫情时期公众的政治信任划分为两方面 ：

一方面是对政

府所提供疫情数据公开透明程度 的信任 ， 如新冠肺炎 的确诊、 疑似病例等 ；

另一方面是对政府疫情 防控能力 和措施 的信任 。 基于信息 与能力两大维度 ，

我们设计 ６ 个问题来分别测度公众对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信任 ， 包括
“

总

体来说 ， 我相信中央／地方政府
”

，

“

我相信 中 央／地方政府 的抗疫能力
”

及

“

我相信中央／地方政府的疫情信息公开透明
”

。 其中对中央政府信任 的三个测

度的 Ｃ ｒｏｎｂａｃｈ
’

ｓａ 为 ０ ．８５５ ５
，
对省级政府信任 的三个测度 的 Ｃ ｒｏｎｂａｃｈ

’

ｓａ 为

０ ． ９ １ ２９
， 具有很高的 内部一致性 ，

可见建构效度很好 。

３ ． 风险与利益感知

复工复产存在因聚集性活动导致疫情反弹的风险 ， 本研究利用
“

您对本

省复工复产后疫情的担忧程度如何
”

这一问题来测度公众对复工复产的风险

感知 。 此外 ，
新冠肺炎疫情给社会经济造成 了 巨 大损失 ， 而复工复产利于逐

步恢复正常的经济运行秩序 。 因此 ， 本研究通过询 问
“

您认为新冠肺炎疫情

多大程度上造成了本省 的经济损失
”

，
从成本角度衡量公众对复工复产政策的

利益感知 ， 若经济损失越严重则表明推动复工复产带来的经济利益越明显 。

４ ． 个人信息

个人信息这一部分包括受访者 的性别 、 年龄 、 受教育程度 、 健康状况 、

月 收人、 所在地区疫情风险 、 对健康风险与社会经济发展风险 的关注度等问

题 。 其中 ，
健康状况的测度是

“

总体来看 ，
您 目 前的健康状况如何

”

， 所在地

区疫情风险根据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予 以确定 ， 具体表现为 １  ４ 依次递增

的风险程度① ，

Ｘｔ健康／社会经济发展风险的关注度则通过询 问
“

总体而言 ，

您对公众健康风险／社会经济发展风险有多关注
”

来衡量 。

① 湖北确诊病例超过 １ ００００ 例
，
风险程度最高

，
赋值为 ４

； 湖南 、 广东 、 河南 、 浙江确诊病例人数

在 １ ０００ 到 ９９９９ 例之间 ，
赋值为 ３

； 西藏 、 新疆 、 青海 、 宁夏确诊病例在 ９９ 例 以下 ，
风险程度

最低 ，
赋值为 １

； 其他地区确诊病例都是在 １ 〇〇 到 ９９９ 例之间 ，
赋值为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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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实证结果

（

一

） 描述性统计

表 ２ 描述性统计 结果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取值范 围

因变量 政策支持度 ４ ． ３ ２ ０ ． ８ ４ １ ５

自 变量

利益感知 ３ ． ８ ３ １ ． ０ ７ １ ５

风险感知 ３ ． ４ ３ １ ． ３ ０ １ ５

中央政府的

政治信任

总体信任 ４ ． ７２ ０ ． ６ １ １ ５

能力信任 ４ ． ７５ ０ ． ５ ６ １ ５

信息信任 ４ ． ６９ ０ ． ６４ １ ５

省级政府的

政治信任

总体信任 ４ ． ６ １ ０ ． ６ ９ １ ５

能力信任 ４ ． ６３ ０ ． ６ ６ １ ５

信息信任 ４ ． ６ １ ０ ． ７ ０ １ ５

知识水平 ６ ． ４０ １ ． １ ３ １ ８

控制变量

健康风险关注度 ４ ． ３ ５ ０ ． ７ ９ １ ５

经济发展风险关注度 ４ ． ３ ２ ０ ． ７ ９ １ ５

性别 ０ ． ５ ２ ０ ． ５ ０ ０ １

年龄 ２ ． ７ １ ０ ． ７ ８ １ ５

受教育程度 ３ ． ３４ １ ． ０４ １ ５

健康状况 ４ ． ３ ７ ０ ． ７ ３ １ ５

月 收人 ２ ． ７ ８ １ ． ２ ３ １ ６

所在地区疫情风险 ２ ． ２５ ０ ． ５ １ １ ４

如表 ２ 所示 ，
总体而言 ，

公众对复工复产政策的支持度较高 ， 持
“

较为

支持
”

及以上态度的受访者高达 ８ ８ ． ６％
。 公众对复工复产风险感知 的均值为

３ ． ４ ３
，５ ７ ．０６％ 的受访者担忧复工复产后会因聚集性活动增加而引发疫情反弹 。

６９ ．３９％ 的受访者认为新冠疫情给本省 的经济造成 了较大或很大的损失 ，
均值

为 ３ ．８ ３
。 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 ，

公众对复工复产的利益感知总体上高于风险

感知 ，
这也有助于提高复工复产政策的接受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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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性和羥驗认知的双重路轻下 ， 知识水平和政涪信在会影响公众的利

益和风险感知 。 表 ２ 的描述性统计显示 ， 受访者的知识水平较高 ， 均值高
：

达

６ ． ４
，
表明公众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播渠道、 危害及预防￥各方面知识都有较

好的了解 ＾ 就政治傖任而言 ， 整体上公众对中央和省级政府的鲁任水平都较

高 。 但无论是总体的政治信任 （

“

总体来说 ， 我相信中央／地方政府
；”

）
，

还是

对政府抗疫能力 、 價息公开透明程度 的倩任 ， 都呈现 出 中 央政府聲于省级政

府的特征 《 这也在裳种程度上体现了政治信任的＿序格局 ， 即公众认为 中央

和地方政府间存崔叠裳质性的差异 ， 民众对餐级越高的政府信任程度越禽 。

Ｍ

在探情防控 中 ， 公众更为信任 中 央 的决心和能力 ， 将其视 为政策的 制
：

定者
，

而将地方政府视为执行者 ， 若在政策落实过程中茁现问题 ， 公众更倾 向
＇

于将

寅任归咎于地方政府 ， 从而呈现出 中央政治倩任翕于省级的特怔 ^

此外 ， 公众也非常关往社会经济发展风险和公众健康风险 ’８ ６％ 以上的受

访者对这些风险特
“

比较关心
”

和
＃

？常关徒
＂

态度 ６

（
二 〉 模型结果分析

为了更好认识理性 和经验双重路径下公众支持政策时各因．间 的关系 ，

我们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迸
一步分析作用乎公众支讀盧的盧接与苘接要素 ９ 本

研愈基于Ｍｐ
ｌｕｓ７ ．０ 来估计图 １ 所呆的路径图 ， 并采用 ＷＬＳＭＶ 作为估计方法 。

图 之 展示 了知识水平和政治信任对公众风险感知 、 利益感知与政策支持度的影

屬 ２ 理性箱輕咖重路径下政嫌錄慶娜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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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路径图 ， 表 ３ 显示了各 自 变量对政策支持度 的直接和 间接效应的标准化系

数 ， 表 ４ 则是结构方程模型 的拟合优度指标 ，
所有指标如 ＲＭ ＳＥＡ

、
Ｃ Ｆ Ｉ

、
ＴＬＩ

和 ＳＲＭＲ 都表明模型拟合 良好 。

表 ３ 各变量作 用 于政策支持度 的 直接与 间接效应 （
标 准化 系数 ）

总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中介路径

知识水平 ０ ． ０ ３ ５ 

＊

０ ． ０ １ ９ ０ ． ０ １ ７

＊ …

风险感知 、 利益感知

政治ｆｅ任
中央政府 ０ ． ０７ ８ 

＊

０ ． ０７２
＊

０ ． ３ １ ８

地方政府 ０ ． １ ８４
＊ ＊ ＊ ＊

０ ？ １ ９５ 

… ＊

０ ． ０ １ １

风险感知 ０ ． ０９ ８

＊ ＊ ＊ ＊

０ ． 〇９ ８

＊ ＊ ＊ ＊

利益感知 ０ ． ０ ？ １ １ ６ 

… ＊

性别 ０ ． ０４０
＊

０ ． ０４ ０
＊

年龄 ０ ． ０９７

＊ ＊ ＊ ＊

０ ． 〇９７

＊ ＊ ＊ ＊

月 收人 ０ ． ０ ８ ３

＊ ＊ ＊ ＊

０ ． 〇 ８ ３

＊ ＊ ＊ ＊

受教育程度 ０ ． ００７ ０ ． ００７

身体状况 ０ ． ０３ １ ０ ． ０ ３ １

健康风险关注度 ０ ． ０ １ ５ ０ ． ０ １ ５

社会经济发展风险关注度 ０ ？  １ ５４ 

… ＊

０ ？ １ ５４ 

… ＊

所在地疫情风险 ０ ． ０ １ ９ ０ ． ０ １ ９

注 ：

＊

ｐ ＜ ０ ． １
，

＊ ＊

ｐ ＜ ０ ． ０ ５
， 

＊ ＊ ＊

ｐ ＜ ０ ． ０ １
，

＊…

ｐ ＜ ０ ． ００ １

表 ４ 模型拟合优度指标

拟合优度指标 模型值

自 由度 （
ｄ ． ｆ ．

）
２５ ５

模型拟合的卡方检验 １ ４９ ５ ６ ． ６４６

ＲＭＳＥＡ ０ ． ０５ ７ （
９０％ Ｃ ． Ｌ

：０ ． ０ ５４
，０ ． ０ ６０

）

Ｃ Ｆ Ｉ ０ ． ９ １ ０

ＴＬ Ｉ ０ ． ８ １ １

ＳＲＭＲ ０ ． ０７ ６

１ ． 理性系统下
，
知识水平会通过风险感知和利益感知增强政策支持度

图 ２ 表 明 ，
公众 的 知识水平越高 ， 其风 险感知 越低 （

（

３
＝ ０ ． １ ０ １

， Ｐ ＜

〇 ． 〇 １
） 。 学者们发现 ， 知识水平的差异使得专家对危机事件的风险感知低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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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大众 ， 因此更加支持相关政策 。

［
４ ５

］

—般而言 ，
在理性系统下 ，

公众会根据既

有知识来判断和分析 ，
对新技术 的正确理解与丰富的知识可 以 帮助公众客观

认识技术的潜在风险 ， 有利于降低其风险感知 。

［
３ ７

］

公众越了解新冠肺炎疫情的

相关知识 ， 就越能够理性地看待复工复产的潜在风险 ， 对疫情也会有越强 的

可控感
［
３ ８

］

， 据此降低风险感知 ，
进而更支持复工复产政策 。 知识水平不仅会

影响公众的风险感知 ，
也会影响公众的利益感知 。 如 图 ３ 所示 ， 公众的知识水

平越高 ， 利益感知就越高 （
（

３ 

＝
０ ． ０６０

，ｐ ＜
０ ． ０ １

） 。 既有研究也发现知识水平能

够帮 助公众更 为 客 观 、 理 性 地认识 事 物 ， 尤 其是 更 为 了 解其潜 在 的 利

益 。

［
１ ４

］ ［
４ ６

］

因此 ， 知识水平可 以增强公众的利益感知 ，
从而促进其对复工复产

的支持 。

值得注意的是 ， 如表 ３ 所示 ， 知识水平对政策支持度的影响需要通过风险

感知和利益感知这一 中介路径发挥作用 ， 换言之 ， 知识水平通过降低公众的

风险感知 、 增强公众的利益感知而间接作用于公众的政策支持度 。 这一结果

说明 ，
理性系统下 ， 公众对疫情危害 、 预防等知识 的 了解能够有效帮助他们

更理性 、 客观地认识复工复产的潜在风险 ， 并放大利益感知 ，
进而更支持复

工复产政策 。

２ ． 经验系统下 ， 政治信任能够直接增强公众的政策支持度

图 ２ 表 明 ， 公众对 中 央政府 的政治信任越高 ， 利益感知就越强 （
（

３
＝

０ ． ０９５
，Ｐ ＜

０ ． ０５
） 。 公众越信任 中央政府疫情防控的能力及数据公开的透明度 ，

则越倾向于认为疫情风险是可控 的 ，
进而对复工复产的利益感知就会越强 。

面对未知风险时 ， 公众倾向于依赖他们信任的信息来源做出决策 。

［
１ ４

］

但我们并

没有发现政治信任与风险感知 间 的显著相关关系 。 虽然不少学者的研究表明

政治信任能够有效降低公众对疫情的风险感知
［
２ １

］ ［
２ ２

］

， 但也有学者发现政治信

任并不必然会影响公众对健康灾害的风险感知
［
５ °

］

。 这可能是因为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问卷发放时 ， 政府已 向公众大力宣传与科普相关知识 ， 使得他们较为全面地

掌握了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播渠道 、 危害及预防措施等信息？ ， 因此基于理性路

① 知识水平这一变量较高的均值 （
６ ． ４／ ８

） 可 以体现这一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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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而非经验路径来判断风险 。 但具体的影响机制及其成因还需要进一步地深

人讨论 ，
未来的研究 中我们会更系统地探讨政治信任与风险感知 间的关系 。

此外 ，
公众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政治信任能够直接 、 有效地提升其

政策支持度 ，
且地方政治信任 的促进作用更为 明显 （ 地方政府 ：

（

３
＝
０ ．１ ９５

，

Ｐ ＜
０ ．００ １

； 中央政府 ：

（

３ 

＝
０ ． ０７２

，Ｐ ＜
０ ． １

） 。 政治信任与政策支持度 间 的正相关

关系在既有研究中也有所体现 ， 例如 ，
公众对政府的信任能够增强其对行程

追踪软件、 隔离等疫情 防控措施 的支持度 。

［
２４

］

值得注意 的是 ，
不仅公众对 中

央 、 地方政府的信任水平有所差异 ，
不 同层级的政治信任对政策支持度 的影

响也有所差异 。 这可能是 因为地方政府的 防控能力 与 当地的政策推行 、 疫情

状况更为紧密相关 。 地方政府会根据 中央 的指示来具体落实疫情 防控 的相关

措施 ， 因此公众可能会将对现有管理体制 的不满归咎于地方政府 ， 进而呈现

更低的信任水平 。 但涉及政策支持度时 ， 公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水平却更加

重要 ， 只有相信地方政府在一线 的疫情防控能力 ， 公众才会有更强 的安全感

和可控感 ，
进而提高对复工复产政策的支持度 。

３ ． 风险感知 与政策支持度呈 负 向关 系 ，
利 益感知 与政策支持度呈 正 向

关系

如表 ３ 所示 ，
公众的风险感知越高 ，

对政策 的支持度越低 （
｜

３
＝ ０ ． ０９８

，

ｐ ＜
０ ．００ １

） ， 利益感知越高 ，
对政策的支持度越高 （

（

３
＝

０ ．１ １ ６
，ｐ ＜

０ ．００ １
） 。 在

疫情常态化的情况下 ， 担忧疫情反弹的风险感知会导致公众抵触复工复产 ，

但较强的利益感知能够让公众了解到复工复产可 以带来的潜在利益 ，
进而提

高其政策支持度 。 风险感知与政策支持度 间 的负相关性 ， 利益感知与政策支

持度间 的正相关性 ， 都与既有相关研究的结论一致 。

［
２４

］  ［
４７

］

五 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以后疫情时期公众对复工复产政策的支持度为研究对象 ， 实证分析

理性与经验双重路径下这一政策支持度 的影响 因 素 。 结果表明 ： 在理性系统

下 ， 知识水平通过风险感知和利益感知 间接影响公众的政策支持度 ， 知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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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越高 ，
公众的风险感知越低 ， 利益感知越高 ，

对复工复产的支持度也越高 。

在经验系统下 ， 政治信任直接影响公众的政策支持度 ，
无论是对 中 央政府还

是省政府 ，
公众的政治信任越高 ， 则越支持复工复产 。 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

体现在以下两点 。 首先 ， 本研究从社会心理学视角 出 发 ，
基于理性与经验的

双重路径探讨公众政策支持度 的形成机制 ， 拓展 了现有风险感知领域的相关

研究 。 既有研究主要关注于政治信任 、 风险感知 、 利益感知 、 知识水平等因

素的直接影响
［
２

］ ［
３

］ ［
４

］ ［
５

］

， 却很少提及不同认知路径下政策支持度的影响 因素及

其内在机制 。 其次 ， 现有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研究主要探讨公众风险感知及

预防行为 的影 响 因 素
［
２ １

］ ［
２ ２

］ ［
２ ３

］ ［
３ ９

］

， 或者是介绍 中 国 政府疫情 防控 的相关经

验
［
４ ８

］

， 鲜有探讨公众对疫情相关政策的支持度及其形成机制 。 随着疫情防控

的常态化 ， 我们需要逐步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
以统筹社会经济发展与疫

情防控工作 。 因此 ， 探究公众支持复工复产政策 的认知过程 ， 能为我们在常

态化疫情防控 中提升社会支持度 以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提供理论依据与政

策建议 。

本研究发现 ，
理性和经验路径是公众支持复工复产政策的两大重要形成

过程 。 理性路径下 ， 与既有相关研究的结论一致 ， 知识水平通过降低风险感

知并放大利益感知来提升公众的支持度 。

［
３ ８

］ ［
３ ９

］

虽然不 同学者对知识水平在公

众认知过程 中的作用看法不一
［
９

］ ［
１ °

］

， 但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新媒体的普及 ，

公众时时刻刻处于各式各样的信息 中 ， 这些信息不仅会影响个体的知识获取

及其 自身对风险事件的判断与认知 ，
也使每个人作为信息 的传播者而影 响社

会大众的知识与风险感知 。 正确 的信息传递和知识普及使得公众能够理性 、

客观地感知新冠肺炎疫情的风险并及时识别 、 阻止谣言的传播 。 此外 ， 传播

渠道 、 预防等相关知识也能让公众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状态下增强 自 我 防护 的

能力及其效能感 （ ｐ
ｅ ｒｃｅ ｉｖｅｄｅｆｆｉｃａｃ

ｙ  ）

［
２ ３

］

， 利 于他们采取更有效 的 防护行为 ，

并提高对复工复产的政策支持度 。 因此 ， 政府要主动 、 及时地 向公众普及新

冠肺炎疫情的病因 、 传播渠道及防疫等相关科学知识 ， 提高公众的知识水平 ，

进而提高其理性判断的能力 。

经验路径下 ，
我们发现政治信任会直接影 响公众对复工复产政策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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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 当他们信任政府的疫情信息公开及预防能力 时 ，
会对疫情防控常态化下

稳步推进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更有信心 ， 据此更加支持复工复产 。 虽然公众对

地方政府的信任水平略低于 中央政府 ， 但地方的政治信任在提升政策支持度

时发挥着更为关键的作用 ， 这也是本研究的重要发现之一 。 因此 ， 常态化疫

情防控下 ，
地方政府要主动 、 如实地 向社会公开相关信息 ， 并在制定和执行

政策的过程中建立起公众参与 的制度性渠道 ， 提升 民众对政府疫情防控能力

的信心 。

一项公共政策从制定到落实都离不开公众的支持和配合 ，
只有将公

众的利益纳人考虑 ， 让公众真正参与其 中 ， 才能有效推进政策 的落实 ， 促使

社会经济运行逐渐 回到正轨 。 但本研究却未发现政治信任与风险感知之间 的

相关关系 。 有些研究表明公众对政府的信任能够降低风险感知 ， 如亚洲政府

在 ＳＡＲＳ 大流行期间的应对经验提高 了公众对新型流行病可控的信念 ，
进而减

少 了其风险感知 。

［
４ ９

］

但也有学者基于中 国 的数据发现政治信任并不显著影响公

众对健康灾害的风险感知 。

［
５ °

］

这一发现启示我们未来需要更深人地探讨政治信

任与风险感知之间 的关系 。

但本文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 首先 ，
由 于疫情期 间 的特殊性 ， 本文数据

主要通过电子问卷进行搜集 ， 导致样本整体偏年轻化 ， 代表性有所欠缺 ， 未

来研究可以考虑丰富受访者的年龄结构 ，
尽可能将多年龄层次的群体意见纳

人研究 。 其次 ， 本研究主要为定量 的数据分析 ， 缺乏深度访谈和案例分析 ，

无法解释结论中一些有趣或反常 的发现 ，
未来将综合运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

的方法进行更深人的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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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 ｌ ｌ ｉｎ

ｇ

ｔｏＰａ
ｙ

ｆｏ ｒＳａｆｅ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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