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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毓淞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一直以来，党和国家的各
项工作都始终将为人民谋幸福作为基本出发点，坚持人民至上的立场（江文路、
张小劲，２０１９）。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持续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整顿
吏治、惩治腐败，迅速增强了公众的政治信心（苏毓淞、汤峰、褚向磊，
２０２１）；并以最大力度推进全面深化改革，高度重视社会公平，力主共同富裕。
凡此种种，无不体现了“人民中心”“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在２０１７年党的
十九大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的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进一步
确立为最鲜明的时代特征，进一步彰显出人民至上、全心全心为人民服务的价
值取向。

价值主张演化为政府行动，政府行动体现为具体政策，具体政策汇集为整
体实践，整体实践形构出公众心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在２０１５
年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上，提出了将“获得感”作为衡量政府相关工
作以及改革成效的重要尺度。在国家治理的宏观决策层面，以习近平总书记为
代表的中央领导人多次就获得感问题发表重要指示。由此，“获得感”迅速成为
全社会各领域关注的热点，也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用以设计、启动、推行和评
估政府行为和公共政策的普遍准则（谭旭运、董洪杰、张跃、王俊秀，２０２０）。
更确切地说，用公众“获得感”来度量政府工作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成效，是社
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中“以人民为中心”的题中应有之义和内在要求，深刻
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心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因此，提升中国民众的获
得感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更值得注意的是，“获得感”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政治理念，而
且是扎根于中国本土的学术概念。在中文语境中，这一概念的自明与自洽尤其
突出，其内涵和意指清晰易懂；在国际社会科学脉络中，“获得感”概念所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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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质性、实体性和实在性意义亦远超相近或相似的其他专业术语。鉴于此，
国内学界对获得感的理论研究与日俱增，大大丰富了对其学理维度的认知。

但在实证层面，对于“获得感”的讨论仍相对匮乏，许多相关问题仍有待
展开进一步研究和探讨，仍存在着巨大的学术探讨空间。这种知识推进的需求，
不仅是学术发展均衡性的提示所向，更是实践发展超前性的挑战所在。经过改
革开放４０多年的发展和积累，中国社会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综合国力
与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中国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发生的日新月异的变化也为
检验社会科学领域诸多命题提供了愈发广阔的社会实验场景（李强，２０１６），中
国的现代化发展经验呈现了一条与西方发展模式差别迥异的独特路径，这对西
方许多经典理论的解释形成了强有力的挑战，同时也对源自中国本土、诠释中
国经验的学术概念体系提出了极其迫切的建构要求（张小劲，２０１７）。摆脱西方
学术话语范式的桎梏，超越既有的学术思维定式，进而推动中国社会科学领域
知识创新的本土化、自主化，是当下这个时代赋予中国学人的使命和职责。立
足中国的基本国情，加强对中国独特发展经验和现象的学理研究，力争为中国
发展可能面临的重大挑战贡献理论解决方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我
国社会科学领域相关研究的召唤，也是国内学人理应对中国的现实发展道路有
所学理回应。就此而论，推进和深化对“获得感”的研究是当前中国学界亟待
做出努力的重要理论问题之一。

正是基于上述考量，本期《公共行政评论》组织了三篇专栏文章，聚焦
“人民群众获得感”来探索在学理层面对中国现代化转型发展具有重大关切的研
究议题。其中，《经济发展与纵向获得感———基于全球面板数据的分析》首先对
“获得感”概念进行了全球视野下的比较研究；在分析了１９８０—２０２０年１１３个
国家及地区，共２２９万份受访样本后发现，“获得感”是解释经济发展和社会稳
定关系的重要中间变量，是可以用来理解当下治理绩效合法性的新路径。《“内
外有别”：政治参与何以影响公众的获得感？》则从政治参与同公众“获得感”
的关系入手，通过对中国综合社会状况调查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７年和２０１９年三期数
据进行的多层线性模型分析，发现政治参与会显著影响公众的“获得感”，但不
同形式的政治参与对“获得感”具有相异的影响结果，而参与意愿和参与行为
对“获得感”的影响在指向上具有一致性。与前文形成呼应，《公共服务参与会
增加个体的获得感吗？———基于政府透明度与信任的调节作用分析》进一步发
掘了公共服务参与对公众“获得感”影响的作用条件；通过对３个省１９４４份微
观调查数据分析，他们发现公共服务参与能提升个体的“获得感”，而政府透明
度和政府信任在此过程中分别表现出调节作用和高阶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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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实证研究，既丰富了学界对于“获得感”的研究和认识，也是初步尝
试建构中国学术本土话语体系的宝贵努力。我们期待，随着更多高质量实证研
究的不断出现，对于“获得感”的研究能够在学理层面日益走向成熟和丰满，
能够更好地在学理上回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发展的现实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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