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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大叙事” 与 “切身利益” ：
政策接受度的多层次比较分析

郭　 跃　 邓仪正　 付雪聪

【摘要】政策接受度是影响公共政策有效实施的关键因素之一。理解公众政
策接受度的认知规律，对于从理论上揭示公共政策有效性的底层逻辑、从实践
上提升政策执行的效率并增加公众对政府的信任都具有重要意义。学者们对政
策接受度的概念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广泛研究，并着重探讨了政策接受度的影响
因素与形成机制。然而，现有研究较少区分政策接受度的不同层次，也尚未解
释不同层次政策接受度形成机制的差异。基于此，论文以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
建设为政策情境，对公众政策接受度的不同层次———基于“宏大叙事”的抽象
接受度与基于“切身利益”的具象接受度加以区分，并对不同层次政策接受度
的影响因素与认知特点展开比较分析。研究基于问卷调查数据，在社会信用体
系政策场景中选择个人与社会两个层次的风险感知与收益感知作为自变量，通
过ＯＬＳ回归等分析方法，探究其对抽象与具象政策接受度的影响。研究发现，
公众对社会信用体系政策的抽象接受度总体显著高于具象接受度；抽象接受度
同时受个人与社会两个层面的风险感知与收益感知的影响，而具象接受度只受
个人层面风险感知与收益感知的影响。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公众基于“宏
大叙事”对政策的抽象认知受到理性与道德的共同作用，而涉及“切身利益”
的具象接受度则仅受理性影响。作为微观个体，公众既是期盼社会诚信水平得
以提升的“社会人”，也是担心隐私泄露的“经济人”。抽象接受度体现出微观
个体同时衡量个体与社会的风险收益的“社会人”特征，而具象接受度则体现
出微观个体受访者基于纯粹理性的成本收益分析的理性人。研究结果揭示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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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议题中公众作为微观个体的复杂心理，并对政策实践者面向公众开展政策
沟通具有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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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政策科学的不断发展，效率不再是政策制定和分析的唯一标准，政策
目标群体的认知和行为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杜帆、吴玄娜，２０１７；果佳
等，２０２１；李燕等，２０２１；Ｓｃｈｕｉｔｅｍ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Ｓａｎｃｈｅｚ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８；Ｃｕｒｌｅ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政策接受度（Ｐｏｌｉｃｙ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是政策目标群体
对影响自身利益的公共政策做出的评价（Ｓｃｈｕｉｔｅｍ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
Ｓａｎｃｈｅｚ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对于公共政策理论与实践有着重要意义。在理论上，政
策接受度这一概念提供了识别微观个体认知与行为、分析公共政策对微观个体
影响机制的窗口。特别是随着行为公共政策（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研究的兴
起，政策议题中公众的认知与行为，如民众对政策的认知、认同和响应等微观
要素已经引起了中国公共管理学者的重视，并成为基于循证的公共政策制定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Ｍａｋｉｎｇ）的重要切口（朱德米、李兵华，２０１８；张书维
等，２０１９；郭跃等，２０２０；景怀斌，２０２１）。在实践上，公众的政策接受度在不
确定性的治理情境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对于提升公共部门政策执行效率、
改善政府声誉、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Ｈｏｗｅ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杜
帆、吴玄娜，２０１７；Ｗｅ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

公众对政策的接受度长期被政策科学研究者所关注。已有研究主要从政策
特征与政策受众出发，探究政策接受度的影响因素与形成机制。其中，对政策
特征的研究多用政策科学的范式，从政策本身出发，认为不同政策工具（Ｄｅ
Ｇｒｏｏｔ ＆ Ｓｃｈｕｉｔｅｍａ，２０１２）以及政策工具组合（Ｅｒｉｋｓ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８）、政策目标
（Ｓｔｅ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６）、政策制定过程中公民参与（Ｕｌｂｉｇ，２００８；Ｌｉｅｎｈｏｏｐ，２０１８）
等都是政策接受度的影响因素。而对政策受众的研究则多借鉴心理学与行为科
学的方法，探究目标群体对政策的认知（ＡｓｃｈｅｍａｎｎＷｉｔｚｅｌ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政策
受众的政治信任（Ｔｒｕｅｄｉｎｇｅｒ ＆ Ｓｔｅｃｋｅｒｍｅｉｅｒ，２０１７）、价值观（Ｗｈｉｔｆｉｅｌｄ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０）、感知成本收益（Ｂａｍｂｅｒｇ ＆ Ｄａｎｉｅｌ，２００３）、情绪（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Ｓａｎｃｈｅｚ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等因素对接受度的影响。

随着研究的深入，许多学者注意到“接受”的内涵是复杂的，接受度的概
念和测量在不同研究中并不一致（Ｄｒｅｙ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正是基于认知的复杂
性，个体面对同一政策的接受度不能简单用“是”或“否”来概括，不同层次

·８６·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２３·５



的接受度是复杂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Ｋａｎｇａｓ （１９９７）指出，当被问及对同一
政策的态度时，一般性的提问与更具体的提问会使受访者产生不同的答案，这
种差异缘于个体同时存在的两种动机———利己与利他。Ｓüｔｔｅｒｌｉｎ和Ｓｉｅｇｒｉｓｔ
（２０１７）在关于可再生能源接受度的研究中提出接受度的抽象层面与具象层面，
认为只有从更具体的层面对接受度进行评估，得到的结果才更具现实意义。
Ｏｕｅｌｌｅｔｔｅ等（２０１６）则将接受度分为政策支持度与个人接受度，指出一项政策
即使有着较高的政策支持度，也并不意味着人们愿意具体参与到该政策中去。

如上所述，已有研究已经注意到了政策接受度有着抽象与具象维度之分，
且不同维度的接受度可能存在着认知差异，却鲜有研究探讨公众对基于公共政
策“宏大叙事”的抽象接受度与公共政策“切身利益”的具象接受度的认知差
异。区分不同层次政策接受度并比较认知机制差异，一方面有助于加深对公共
议题中微观个体认知与行为规律的理解，以此揭示公共政策有效性的底层行为
逻辑；另一方面有助于把握潜在的社会风险，处理好政策执行效率与社会稳定
之间的关系。基于此，本研究在对政策接受度抽象层面与具象层面加以区分的
基础上，以解释水平理论为理论基础，探讨“宏大叙事”与“切身利益”两种
不同层次接受度的形成机制与影响因素，并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为场景进行实
证检验，以期为揭示微观个体在政策议题中的复杂心理规律做出边际贡献。

社会信用体系也被称为国家信用管理体系或国家信用体系，其核心作用在于
记录信用主体信用状况。社会信用体系通过整合全社会力量奖励诚信行为、惩戒
失信行为，以期实现提升全社会总体诚信水平的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
央与国务院站在治国理政的高度，把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放在了十分重要的位置，
以树立诚信文化理念、弘扬诚信传统美德为内在要求，全力构建以守信激励和
失信惩戒为核心的信用管理机制，努力提高全社会各类主体的诚信意识和信用
水平，并着力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模式。２０１４年６月，国
务院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 （国发〔２０１４〕２１
号），明确了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目标，并将社会信用体系的监管范围从经
济领域拓宽到社会治理领域。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
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优化营商环境，同时要弘扬诚
信文化，健全诚信建设长效机制。２０２２年１１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信用体
系建设法（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稿）》正式面向社会发布，对于推动社会信用体
系建设全面纳入法治轨道具有重大意义。在各地“先行先试”的政策实践中，
社会信用体系体现出政策设计的多种要素组合。一方面，通过人工智能、云计
算等大数据征信手段，社会信用体系的征信领域不仅从传统的金融行业逐渐拓
展到社会治理领域，征信对象也从传统的法人延伸到了自然人；另一方面，充
分运用信用激励和约束等多种政策工具，通过联合奖惩加大对诚信主体的激励
力度和对严重失信主体的惩戒力度，让守信者受益，失信者受限，形成褒扬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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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惩戒失信的制度机制。

二、文献综述

（一）社会信用体系
中国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宏观层面上，

已有研究尝试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对社会信用体系的本质内涵及其背后的数据与
信息技术、声誉以及社会规范等要素进行阐释。如Ｃｈｏｒｚｅｍｐａ等（２０１８）将数
据治理视为塑造社会信用体系的关键因素，认为社会信用体系的本质是政府借
助数据与技术的力量实现治理方式的转变。Ｌｉａｎｇ等（２０１８）将社会信用体系理
解为基于数据驱动的社会监管系统。Ｌｉａｎｇ等认为，大数据赋能不仅极大地提升
了国家监管的能力、扩大了国家监管的范围，还会使国家与商业部门间的相互
影响复杂化。除数据与技术外，声誉也是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属性，因为其征
信所需的数据在本质上是声誉信息。类似的评价系统在网络平台与共享经济中
早已广泛使用，而社会信用体系则是政府在社会治理中对声誉机制的应用（Ｍａｃ
＆ Ｓｉｅｍｓ，２０１９）。Ｄａｉ （２０２０ａ）采用“声誉国家”这一理论解释社会信用体系，
根据决策主体与声誉信息来源的不同，将政府在运用声誉机制时所能采取的策
略划分为四种类型，并针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涉及的策略与美国政府所采取
的策略进行比较分析。部分研究还引入社会规范这一视角，认为社会信用体系
不仅加强了现有法律法规执行力度，同时一定程度上还解决了法律之外的“规
范失灵”问题（Ｄａｉ，２０２０ｂ）。此外，已有研究开始从政策科学的视角来探讨社
会信用体系的政策工具特征与政策执行特点，例如研究红名单、黑名单对公民
行为的界定（Ｅｎｇｅｌｍａｎ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与执行过程中的种类、特征等
（Ｅｎｇｅｌｍａｎ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

在微观层面，已有研究已经开始关注个体对社会信用体系的态度和看法，
并观察到公众对社会信用体系存在的“复杂心理”。社会信用体系的政策目标在
于提升全社会诚实守信的水平。“信”在中国文化中有着很深的根基，是社会广
泛认可的道德标准，公众对社会信用体系的认同有价值与文化的基础
（Ｃｒｅｅｍｅｒｓ，２０１８）。然而，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过程中，质疑的声音也时有出
现。例如，部分地方政府将行人闯红灯、居民错误垃圾分类等行为纳入失信记
录，并引发争议，且潜在的隐私泄露风险和人工智能技术应用风险也已经引起
了公众的担忧（Ｃｈｏｒｚｅｍｐ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对于社会信用体系，既存在公众对其
价值的共识，又伴随着政策执行引发的争议。倘若只关注抽象接受度而忽略了
具象接受度，不仅无法全面了解当前民众对社会信用体系的认知，还会削弱研
究结果对社会风险的预警作用。本研究以社会信用体系为政策情景，基于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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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抽象－具象二分的视角，量化分析两种维度的社会信用体系接受度，并挖掘
其背后的形成机制。

（二）政策接受度：概念与层次
尽管“接受度”这一概念已在科学技术和公共政策等领域的研究中被广泛

使用，学界对其定义却尚未形成共识。简单来说，接受度是指个体对特定对象
持有的态度（Ｗａｎｇ ＆ Ｋｉｍ，２０２０）。然而，接受度的内涵却不限于此。如Ｓｃｈａｄｅ
和Ｓｃｈｌａｇ （２００２）指出，接受度往往超出“接受”一词的含义，被用于指代支
持、同意、可行性、投票赞成等。同时，部分研究还将接受度（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
可接受性（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支持度（Ｓｕｐｐｏｒｔ）等词相互替代使用（Ｇｒｏｓｓ，
２００７），并未加以区分。这种对接受度不加以区分的使用一定程度上缘于接受度
内涵的复杂性。作为一种态度结构，接受度反映的是个体对特定对象的认知，
并不能简单地用“接受”与“不接受”来概括，正因如此，对接受度不同层次
的区分也更具有理论意义。

已有研究从不同角度对接受度的多重内涵进行了区分。Ｗüｓｔｅｎｈａｇｅｎ等
（２００７）将公众接受度分为政治接受度、社区接受度和市场接受度三个维度，并
进一步解释了可再生能源项目为何在有较高接受度的前提下仍然难以落地；
Ｓｃｈｕｉｔｅｍａ等（２０１０）从时间维度上强调了政策接受度在政策实施前后的动态变
化，并用可接受性与接受度分别表示政策实施前后的个体态度；Ｗａｎｇ和Ｋｉｍ
（２０２０）将接受度分为政策接受度与社会接受度，其中政策接受度仅包含对某一
具体政策的接受度，而社会接受度还包括是否接受该政策可能带来的社会成本。
以上研究均进一步说明了接受度在反映个体对公共政策认知时的复杂性。

除上述几种对接受度不同维度的区分外，还有学者注意到对接受度不同的
测度所得到的实证结果并不相同。如Ｋａｎｇａｓ （１９９７）在其关于公众对福利政策
态度的研究中发现，公众对于具体措施的接受度显著低于对整体福利政策目标
的接受度，并对此给出了两种可能的解释。一方面，公众对福利政策的认同来
自于政策目标而非具体措施，因此面对具体的政策措施则会产生观点分歧；另
一方面，不同的接受度背后反映的是公共利益与自利两种不同动机———当问题
涉及切身利益时，公众的集体主义观念则不再对政策接受度产生影响。又如
Ｈａｒｄｃａｓｔｌｅ等人（２０１１）在其关于帮助刑满释放人员重返社会的政策研究中发
现，若告知受访者刑满释放人员的犯罪类型，受访者与刑满释放人员同住一个
社区的意愿就会下降。随后Ｏｕｅｌｌｅｔｔｅ等（２０１６）在这一研究的基础上继续探究
公众对此类政策的立场，将接受度分为政策接受度（Ｐｏｌｉｃ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和个人接受
度（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正如Ｏｕｅｌｌｅｔｔｅ等所预期的，公众对政策的支持不意味
着他们愿意在就业和住房等领域帮助刑满释放人员，抽象的政策支持度往往高
于具体的个人接受度。对于这一结果，该研究主要从“邻避理论”的视角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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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然而依然无法完全区分抽象接受度与具象接受度及其形成机制。对此，
Ｓüｔｔｅｒｌｉｎ和Ｓｉｅｇｒｉｓｔ （２０１７）借助心理学中情感意象与情感评估的概念，对新能源
技术的抽象与具象接受度进行划分，明确提出接受度具有抽象（Ａｂｓｔｒａｃｔ）和具
象（Ｃｏｎｃｒｅｔｅ）两个层面，并根据是否直接描述所测量事物的缺点、劣势或成本
区分两个层面接受度的测度。Ｓüｔｔｅｒｌｉｎ和Ｓｉｅｇｒｉｓｔ认为，对新能源的积极情感意象
是造成抽象接受度与具象接受度之间差距的主要原因，而通过描述缺点所测量
的具象接受度更能预测新能源政策在实际落地时是否会受到阻力。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已经意识到对抽象层次与具象层次的政策接受度进行
区分的必要性，但相关研究较为分散，并未对抽象与具象作统一定义，也鲜有
研究采用实证方法对其背后的影响因素与形成机制进行探讨。为了对抽象接受
度与具象接受度进行更为清晰的阐述，本研究引入心理学的解释水平理论
（ＣｏｎｓｔｒｕａｌＬｅｖｅｌ Ｔｈｅｏｒｙ）对不同层面的接受度进行定义。解释水平理论认为，个
体对同一事物的心理表征存在不同的解释水平，高解释水平的心理表征更抽象
（Ｔｒｏｐｅ ＆ Ｌｉｂｅｒｍａｎ，２０１０）。对于公共政策而言，政策目标处于高解释水平，政
策工具处于中等解释水平，政策工具的具体实施细节则处于低解释水平。解释
水平往往与心理距离紧密相关，更高的解释水平也意味着心理距离更远。解释
水平理论被广泛应用于消费者心理学（Ｆｉｅｄｌｅｒ，２００７；Ｄｈａｒ ＆ Ｋｉｍ，２００７），并尝
试解释个体的预测（Ｎｕｓｓｂａｕｍ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６）、评估（Ｔｒｏｐｅ ＆ Ｌｉｂｅｒｍａｎ，２０００）、
决策（Ｌｕｔｃｈｙｎ ＆ Ｙｚｅｒ，２０１１）等行为。近年来，部分研究已经开始运用解释水
平理论来分析公众对公共政策的态度。如李悦和谢炜（２０２０）发现公众个体对
限制性政策的抵触态度受到解释水平高低的影响，通过强调政策实施的原因能
够使个体对政策的感知处于更高的解释水平，进而降低公众的抵触态度。因此，
个体在形成对某一政策的态度时，其心理表征的解释水平决定了其对该政策的
接受程度，展现出公众对同一政策的“复杂认知”。

（三）政策接受度的影响因素
现有研究已经总结出许多影响政策接受度的因素，并可以被概括为两个视

角。其一认为接受度的形成是一种理性认知过程，并将风险感知与收益感知视
为主要影响因素；其二将政策接受度概念化为一个道德认知过程，认为公众道
德意识是其支持公共政策的关键影响因素（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Ｓａｎｃｈｅｚ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事
实上，个体的动机往往是复杂的———既有可能是利己动机，也有可能是利他动
机（Ｋａｎｇａｓ，１９９７）。随着与公共政策心理距离远近的变化，个体会基于利己或
者利他动机，通过理性认知过程或者道德认知过程来理解公共政策（Ｋａｎｇａｓ，
１９９７）。已有实证研究发现，在心理距离较近时，公众对于政策的认知更为具
象，往往基于理性认知过程来评判具体的收益与风险，进而形成特定的政策接
受度，反之亦然（Ｓüｔｔｅｒｌｉｎ ＆ Ｓｉｅｇｒｉｓｔ，２０１７）。因此，政策受众因心理距离的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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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衍生出不同的动机与认知过程，从社会与个体两种层次感知公共政策，进而
形成抽象接受度与具象接受度。然而，当公众面对公共政策时，其认知层面的
理性过程与道德过程并非完全割裂。如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可能同时给社会和
个人带来风险和收益，个体可能在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两种动机之间转换。

理性认知过程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为基础。期望理论（Ｋｌａｎｄｅｒｍａｎｓ，１９８４）
与计划行为理论（Ａｊｚｅｎ，１９９１）认为，人们对预期成本和收益的评估影响其对
事物的态度，这种认知规律也体现在对政策的接受度上（Ｖｅｄｌｉｔｚ，２００６）。当人
们将较高的个人成本或风险与某一政策相关联时，该政策会招致反对
（Ｓｔｏｕｔｅｎｂｏｒｏｕｇｈ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例如，私家车限行与道路收费会降低交通政策接
受度（Ｓｃｈｕｉｔｅｍ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潜在的健康风险与高昂的水费也会使更换供水
系统的政策不被接受（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Ｓａｎｃｈｅｚ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相比于传统金融或商业
领域的征信活动将私人信息的征集和使用限制在交易领域，我国的社会信用体
系所收集的信息既包括市场信用信息，也包括公共信用信息（门中敬，２０２１）。
从收益的角度看，社会信用体系最重要的收益则在于全社会诚信水平的提升，
降低个人在商业领域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风险；从风险的角度看，公众对社
会信用体系的主要担忧是个人信息能否被有效保护，信用信息边界的不断扩大导
致其与个人隐私的边界不断模糊，存在对个人信息使用不当的风险（顾敏康、白
银，２０２２），因此本研究选择感知个人风险作为自变量，并提出以下假设。

Ｈ１ａ：感知个人收益正向影响公众对社会信用体系的抽象接受度。
Ｈ１ｂ：感知个人收益正向影响公众对社会信用体系的具象接受度。
Ｈ２ａ：感知个人风险负向影响公众对社会信用体系的抽象接受度。
Ｈ２ｂ：感知个人风险负向影响公众对社会信用体系的具象接受度。
除了理性认知过程之外，公众对于政策的接受度也受道德认知过程影响。

一方面，个体的价值观能够通过改变个人风险感知与收益感知从而影响接受度
（Ｄｅ Ｇｒｏｏｔ ＆ Ｓｔｅｇ，２０１０；Ｄｅ Ｇｒｏｏｔ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另一方面，感知个人风险收益
与感知集体风险收益也可能同时发挥作用（Ｐｅｒｌａｖｉｃｉｕｔｅ ＆ Ｓｔｅｇ，２０１４）。与理性
认知过程相比，道德认知过程更强调公众出于道德感与社会意义而接受某一政
策。例如，环境心理学的价值－信念－规范理论（ＶａｌｕｅＢｅｌｉｅｆＮｏｒｍ Ｔｈｅｏｒｙ）指
出，个体是否接受环境政策并不一定取决于自身利益。环境保护相关的价值观会
给人们带来结果意识与责任归属，激发其环境保护的义务感，从而接受相关政策
（Ｓｔｅ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５）。又如，在交通政策中，公众的接受度不仅与个人利益相关，
能否有效解决社会问题也是接受度的重要影响因素（Ｓｃｈｕｉｔｅｍ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

然而，将公众基于社会风险与社会收益的认知理解为一种道德认知过程也
存在一定争议。一方面，当群体利益与个体利益一致时，社会风险与社会收益
也可能体现在个人层面的风险与收益，从而引发理性过程；另一方面，在个人
利益与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道德动机与理性动机才独立发挥作用（Ｆｕｎ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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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因此，许多研究将非经济型的社会风险与社会收益视作独立于个人风险
与个人收益之外的政策接受度影响因素（Ｊｏｎｅ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Ｊｏｎｅｓ，２０１０），在
这种情况下，对社会风险收益的衡量即可被视为道德过程。社会信用体系政策
同样存在社会层面的风险与收益。２０１４年国务院印发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
划纲要》指出，社会信用体系的目的是提高全社会的守信意识和信用水平，这
一政策具有很强的公共利益属性（Ｌｉ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与此同时，社会信用体
系政策可能存在被滥用的风险，这种滥用不仅会影响地方政府公信力，还会对
社会信用体系的政策推行造成阻碍（潘晓珍，２００５；Ｌｉ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综上
所述，本研究选择社会风险与社会收益作为自变量，并提出以下假设。

Ｈ３ａ：感知社会收益正向影响公众对社会信用体系的抽象接受度。
Ｈ３ｂ：感知社会收益正向影响公众对社会信用体系的具象接受度。
Ｈ４ａ：感知社会风险负向影响公众对社会信用体系的抽象接受度。
Ｈ４ｂ：感知社会风险负向影响公众对社会信用体系的具象接受度。
根据以上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本研究的分析框架如图１所示。

图１　 研究分析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研究设计

（一）抽样与实施
本研究的数据源于在北京与上海两市的线上问卷调查。北京与上海同为超

大城市，人口众多，区域广阔，金融、医疗、教育等领域均十分发达，但也面
临着很多相似的治理问题。与此同时，上海市于２０１７年颁布并实施《上海市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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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信用条例》，是我国最早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城市之一；而北京也已启动
相关的立法工作，《北京市社会信用条例》在２０２１年被纳入北京市人大审议项
目。为搜集数据，本研究于２０２１年４月委托益派数据公司基于样板库进行线上
问卷发放，样本的人口特征（如性别、年龄结构等）与城市实际人口结构基本
相符，最终回收８２３份有效问卷。表１列出了调查样本的人口统计学特征。

表１　 受访者人口学特征
变量 内容 频数 有效百分比（％）

性别
男 ４６５ ５６ ５

女 ３５８ ４３ ５

年龄

１８ － ２９岁 １７７ ２１ ５

３０ － ３９岁 １７６ ２１ ４

４０ － ４９岁 ２０１ ２４ ４

５０ － ５９岁 １８４ ２２ ４

６０岁以上 ８５ １０ ３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小学以下 １ ０ １

初中 ９ １ １

高中（含中专） ９８ １１ ９

大专 ２３５ ２８ ６

本科 ４４０ ５３ ５

硕士 ３７ ４ ５

博士 ３ ０ ４

政治面貌 非中共党员 ７３０ ８８ ７

中共党员 ９３ １１ ３

所在城市 北京 ３９０ ４７ ４

上海 ４３３ ５２ ６

户籍 有所在城市户籍 １８５ ２２ ５

无所在城市户籍 ６３８ ７７ ５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二）变量及测量
１ ． 被解释变量：抽象接受度和具象接受度
对抽象接受度的测量一般将对某一政策的接受程度划分为不同等级，让受

访者选择符合自己情况的选项。本研究通过询问“您对所在城市开展社会信用
体系的接受度如何？”，并给出“完全不接受”“不太接受”“中立”“比较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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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接受”５个选项，依次记为１ － ５分。已有研究通过告知受访者在政策中
承担的角色以拉近受访者对该政策的心理距离，进而测量其心理层面更为具象
的政策接受度（Ｈａｒｄｃａｓｔｌ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Ｏｕｅｌｌｅｔｔ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本研究结合社
会信用体系的政策特征，通过构建情景这一方式操纵受访者心理距离以测量其
具象接受度。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失信者处处受限，守信者处处受益”是
主要的政策目标，实现这一目标在个体层面的具体情景是能否接受让他人了解
自己的信用情况。因此，本研究设置如下题目对具象接受度进行测量：“在与人
交往的过程中（如公务合作、私人交友等），我希望对方能了解到我的社会信用
情况”，并给出“完全不同意”“不太同意”“中立”“比较同意”“完全同意”
５个顺序选项，依次记为１ － ５分。

２ ． 解释变量：感知风险收益
本研究将感知风险收益分为个人与社会两个层面。通过对政策文本与前人

研究的梳理，本研究设置有关个人隐私泄露、政府权力滥用的感知题项来分别
测度感知个人风险与感知社会风险，设置降低与人交往的风险、提升社会整体
诚信水平的题项来分别测度感知个人收益与感知社会收益。所有题项均使用李
克特５级量表测度（１ ． 完全不同意；２ ． 不太同意；３ ． 不确定；４ ． 比较同意；
５ ． 完全同意）。

３ ． 控制变量
本研究将受访者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是否有过海外经历、

时事关注、政府信任、受访者所在城市（北京或上海）、户籍以及政策知晓（是
否听说过社会信用体系）设置为控制变量。研究采用Ｈａｒｍａｎ单因子检验法对核
心变量进行同源偏差检验，结果表明最大因子解释的方差变异量是３３ ４３％，据
此判断本研究不存在同源偏误。

四、实证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首先是对研究的自变量与因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图２展示了抽象接受

度和具象接受度的均值与分布比较，可以看出，公众对社会信用体系抽象接受
度的平均值高于具象接受度，整体样本中抽象接受度较高（即完全接受、比较
接受和中立）的比例也高于具象接受度较高的比例。图３展示了个人与社会的
风险－收益感知分布及其均值的比较。由图３可以看出，公众的感知收益总体
高于感知风险。其中，感知社会收益均值最大，而感知个人风险均值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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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抽象接受度与具象接受度均值与分布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图３　 个人与社会层面的风险－收益感知分布与均值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由于抽象接受度与具象接受度为配对样本，因此对其差值进行正态分布检

验，结果显示二者差值不符合正态分布，进一步对抽象接受度与具象接受度进
行秩和检验，检验的结果显示，Ｚ值为４ ３９０，显著性水平为０ ０００，这表明抽
象接受度与具象接受度间存在着显著差异。结合上文描述性统计结果可知，抽
象接受度高于具象接受度，且这一差异具有统计学显著性。

（二）多元回归分析
本研究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ＯＬＳ）回归来探究感知风险收益对政策接受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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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表２报告了抽象接受度线性回归的结果。结果表明，在控制性别、年
龄、受教育程度等９个变量的前提下，感知个人收益、感知社会收益对抽象接
受度的正向影响显著，而感知个人风险、感知社会风险对抽象接受度的负向影
响显著，即不论在个人层面还是社会层面，公众感知收益会提升社会信用体系
的抽象接受度，而感知风险则会降低抽象接受度，假设Ｈ１ａ、Ｈ２ａ、Ｈ３ａ、Ｈ４ａ
均得到验证。

表２　 抽象接受度的多元回归模型
因变量：抽象接受度 模型１ 模型２
感知个人收益  ０５４  ０７４

感知个人风险 －  ０７７ －  ０４３

感知社会收益  １２９  １０９

感知社会风险 －  ０８３ －  ０６７

性别 －  １１６

年龄  ０４３

受教育程度 －  ００２

政治面貌 －  ０６９

所在城市 －  ０４０

户籍  ００８

政策知晓  １８８

海外经历  １１１

时事关注  ３３３

政府信任  １６０

常数项 ３ ９１４ １ ８０６

Ｎ ８２３ ８２３

Ｒ２ ０ １０２ ０ ２９６

注：、和分别表示相关系数通过０ ０１、０ ０５和０ １０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表３报告了具象接受度回归结果。结果表明，在控制性别、年龄、受教育程
度等９个变量的前提下，感知个人收益对具象接受度的正向影响显著，感知个
人风险对具象接受度的负向影响显著，而感知社会收益和感知社会风险对具象
接受度并无显著影响，即对于具象接受度而言，感知风险收益仅在个人层面产
生影响，假设Ｈ１ｂ与Ｈ２ｂ得到验证，而假设Ｈ３ｂ与Ｈ４ｂ未得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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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具象接受度的多元回归模型
自变量 模型３ 模型４

感知个人收益  １５３  １４８

感知个人风险 －  １５１ －  １７９

感知社会收益  ０５９  ０００

感知社会风险  ０２７  ０６１

性别 －  ０３５

年龄  ０４１

受教育程度  ０７５

政治面貌  ０４８

所在城市 －  ０５９

户籍 －  ０８０

政策知晓 －  ０９７

海外经历 －  ００３

时事关注  １２２

政府信任  ３０２

常数项 ３ ５２７ １ ５６８

Ｎ ８２３ ８２３

Ｒ２ ０ ０７２ ０ １３９

注：、和分别表示相关系数通过０ ０１、０ ０５和０ １０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稳健性检验
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使用５级李克特量表进行测量，许多研究也将其视为排

序数据，并使用ｌｏｇｉｔ回归模型进行估计。因此，本研究在此运用ｌｏｇｉｔ模型进行
估计，对已有模型１和模型３的多元回归分析进行稳健性检验（见表４）。结果
表明，感知风险收益与接受度的关系并未发生较大改变，研究结论基本保持一
致，原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表４　 有序ｌｏｇｉｔ回归结果
因变量 具象接受度 抽象接受度

感知个人利益  ３４５  ２１９

感知个人风险 －  ３５４ －  ２００

感知社会利益 －  ００９  ２９８

·９７·

“宏大叙事”与“切身利益”：政策接受度的多层次比较分析◆



因变量 具象接受度 抽象接受度
感知社会风险  １２０ －  ２２４

性别 －  ０９９ －  ４３２

年龄  ０９７  １６５

受教育程度  １７７  ００５

政治面貌  １１１ －  ２８２

所在城市 －  １１９ －  １６４

户籍  ２０９  ０３１

政策知晓 －  ２９８ －  ６４７

海外经历  ０５３  ３８９

时事关注  ３４６ １ ２７１

政府信任  ７７８  ５６６

注：、和分别表示相关系数通过０ ０１、０ ０５和０ １０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政策接受度进行进一步解构，比较不同层次
的政策接受度———抽象接受度与具象接受度的概念、差异和影响因素。通过运
用解释水平理论对政策接受度的抽象与具象进行定义，研究分别对二者进行测
量并比较分析，结果显示抽象接受度要显著高于具象接受度，这一结果也与前
人研究相符（Ｏｕｅｌｌｅｔｔ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Ｓüｔｔｅｒｌｉｎ ＆ Ｓｉｅｇｒｉｓｔ，２０１７）。为了进一步探
究不同层次接受度的影响因素，研究分别选择个人层面与社会层面的风险感知
与收益感知作为主要解释变量并运用线性回归进行实证检验。回归结果显示，
个人与社会层面的感知风险与感知收益都对抽象接受度有显著影响，即理性认
知过程与道德认知过程同时发挥作用，假设Ｈ１ａ － Ｈ４ａ得到验证；而具象接受度
仅受个人风险收益的影响，假设Ｈ１ｂ、Ｈ２ｂ成立，假设Ｈ３ｂ、Ｈ４ｂ未得到验证。
这一结果也与笔者预期一致———抽象接受度和具象接受度的形成机制不同，二
者间的这一差距兼具理论意义与政策意涵。

首先，从解释水平理论出发，抽象接受度更易受同为高水平表征的社会风
险与社会收益的影响，而具象接受度只受低水平表征的个人风险与个人收益的
影响，这一结果不仅体现了微观个体面对公共政策议题时的认知规律，还隐含
着公共政策中政策目标与政策工具之间的张力。将解释水平理论运用到公共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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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中，我们可以将政策设计的目标理解为一种对公共政策“高水平解释”，政策
设计中具体的手段措施则是一种“低水平解释”。对于公共政策，公众不仅关注
其承载的公共价值与政策目标，还关心政策如何实施、如何改变生活。在政策
实践中，目标与手段同样重要———公共政策的目标通常体现着对公共价值的追
求，在激发起民众道德感的同时也更容易获得广泛认同；手段则意味着实施细
节，直接又真切地关系到每个人的生活，提醒着人们在公共政策中的一己得失。

其次，抽象接受度与具象接受度的不同形成机制也一定程度回应了社会科
学中对不同人性假设的长久争论，特别是个体对公共政策不同层面风险收益的
考量，体现了不同的人性假设。“经济人”看重政策与自身紧密相关的部分，关
注个人利益得失；而“社会人”则会考虑政策对社会总体的影响，衡量社会层
面的风险收益。人性是多元与动态变化的，会根据外部环境变化以及自我内心
调试在绝对的“私”与绝对的“公”之间变动（陈庆云等，２００５）。在社会信
用体系这一政策背景下，受访者同样表现出人性的“二象性”：既可以表现为一
个自私自利的“理性经济人”，也可以是一个关心社会总体利益的“社会人”，
而受访者具体表观出何种人性特点，则受到政策不同解释水平特征的影响。抽
象接受度体现出微观个体同时衡量个体与社会的风险收益的“社会人”特征，
而具象接受度则体现出微观个体受访者基于纯粹理性的成本收益分析的“理性
人”特征。

从解释水平理论的视角区分不同层次的政策接受度，实质上反映了公众在
面对公共政策时的复杂心理，而对这一心理的把握对政策实践颇有启示。在公
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过程中，政策接受度具有警示社会风险的作用。如果政策
实践者仅用抽象接受度代表民众的接受程度，则很难了解民众对于政策的真实
态度，也无法体现出公众对政策风险的担忧。因此，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政
策场景中开展公众沟通，政策实践者需要充分考虑不同层次的接受度。由于宏
观的纲领性政策和具体的政策措施的接受度处于不同解释水平，针对前者，政
府可以更多地宣传政策理念与目标，通过激发个体的利他动机提高解释水平的
抽象接受度；而对于后者则需要重点降低个体的风险感知以提升具象接受度。
倘若沟通策略使用不当，政策制定者与执行者一味试图通过“宏大叙事”激发
接受度形成的道德认知过程，可能会加大抽象接受度与具象接受度之间的差距，
尤其当政策影响公众切身利益并成为其生活中的“柴米油盐”时，则可能招致
更激烈的反对。识别出不同层次的接受度并采取针对性宣传策略，有助于为政
策实施提供坚实的民意基础。

本研究存在一些不足，也为未来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研究启示与借鉴。其一，
本研究仅探索了社会信用体系这一政策背景下民众接受度的不同层次，未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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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可以将这一发现扩展到其他政策领域。其二，在因变量的测量方面本研究均
只使用了一道题项，需要进一步添加不同的高水平特征或低水平特征，编写多
道题项，更为完整地反映接受度的不同维度。其三，本研究没有直接探究造成
抽象接受度与具象接受度差异的原因，而是从影响因素的不同进行分析，未来
有必要从这一方向进行更深入的探究。其四，本研究的样本框局限于北京与上
海两个城市，且通过线上调研无法保证概率抽样，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完善样
本框与抽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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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大叙事”与“切身利益”：政策接受度的多层次比较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