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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对于政治对象的态度、观念、感受等是政治

文化、政治心理研究的主要内容。一直以来，由伊斯

顿提出的政治支持是这一领域的核心概念。围绕这

一概念建立起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体系是政治心理

学的重要部分。①然而，我们应当看到，政治支持和

政治信任是在研究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政治实践和

意识形态背景的过程中发展出来的一组概念。在描

述其他政治价值和文化环境中的政治心理现象时，

这一组概念具有极大的局限性。这一现状要求我们

在有关政治学现象的概念化和理论建设上寻求新的

方案。

本文认为，政治心理和政治文化研究应当将政

治认同作为一个基础性的概念。这一概念能够更加

准确和有效地界定并解释包括中国和西方政治社会

在内的大众政治文化现象中的一些重要的心理过程

和心理形态。本文将首先分析以政治支持或政治信

任为标签的大众政治心理概念体系在跨文化背景下

的不足之处，继而对政治认同这一概念进行系统的

定义与解释。在此基础上，我们尝试对政治认同的

不同类型与层次进行全面的实证测量，并对政治认

同概念的操作化得失和理论前景进行讨论。

一、政治认同的定义和内涵

政治支持以及一系列相关的概念，包括政治信

任、政治信心、对政府的满意度等，一向是政治态度

和政治心理的研究主要关注的对象。由这一组概念

衍生出来的主要学术研究工作均建立在伊斯顿(Da⁃
vid Easton)的政治支持理论之上。为了叙述便利，本

文将这一研究传统简化地称为“伊斯顿体系”。多年

以来，国内外学者在这一概念与理论体系中进行政

治心理和政治文化的研究，产生了大量关于政治支

持和政治信任等概念的文献。我们注意到，绝大多

数文献所关注的政治支持、政治信任等概念或变量，

实际上是伊斯顿所界定的“特定性支持”，指的是民

众因为自身需求得到满足而给予政府或政治领导人

的一种肯定性评价。②而伊斯顿提出的“弥散性支

持”，亦即一种超越具体事态利害、超越具体政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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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和具体治理表现的情感依赖和观念惯习，则未能

得到具体和全面的检视。③在以“经济人”理性来理

解个体民众行为的认识论的影响下，“特定性支持”

的本质是民众基于对自身需求是否被满足的评估

后，对信任或支持的对象(客体)所形成的态度和认知

结果。这其中的客体，即信任或支持的对象，一般是

具体的政治行为者，如被选举得以执政的政党或担

任政府职务的官员——总统、议员，以及具体的政府

机构等。信任与支持的客体或对象也可能是具体的

政策或政府执行政策的表现，如减税加税、限制移

民、增加医疗公共卫生开支、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加

强或忽略环境保护，等等。实际上，这样的信任、支

持与更基础性的政治心理变量如民众对政治共同体

的情感和态度或者民众对整个政权体系的总体立场

关系不大。

当代政治文化、政治心理领域的诸多研究是在

阿尔蒙德和维巴的“公民文化”范式的影响下发展起

来的。特别是由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和诺里

斯(Pippa Norris)等人发展起来的“后物质主义—批判

性公民”的解释，构成了实证政治文化研究的一个重

要的认识论基础。④这一理论预设了全球不同的文

明体均存在一种同质化的三维现代化路线，即经济

的增长或现代化会带动政治文化沿着同一方向演

进。最后，这种现代化的过程会使各国均终结于同

一种政治制度模式，即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体制。

这也就是美国政治学自 20世纪 50年代开始发展起

来的以多党选举体制为社会发展终点的现代化理

论。⑤在这一理论框架下研究政治支持或信任，含有

明显的规范性预期——亦即对符合西方制度特征的

多党制自由民主政府，公众的支持和信任必然应该

是高的，反之则必然出现公众不信任或不支持政府

的现象。但是，多年来的实证研究结果一直无法确

认这一规范预期的准确性。⑥

西方自由民主理念将政府视为“必要的恶”。相

较而言，中国社会自古以来的政治理念认为，国家

(政府)是实现共同之善的必要组织方式，国家和政府

存在的理由和目的就是带领人民实现良好的公共秩

序与大众福祉。⑦要形成良好的政治秩序、实现人民

的福祉，并不是要将政府作为临时受雇的经理人定

期进行更换，而是必须持续提升国家的治理能力，增

强政府与人民的有机联系，加强政府和官员为人民

服务、造福人民的信念和能力。这些根本的价值观

和理念深远地影响了民众与政治权力的关系。首

先，民众与政府的关系并不是一种“本我”和“他者”

之间的博弈或是契约关系，而是同一个共同体之内

有着原生关系的组成部分。中国这个政治共同体更

像一个大家庭，国家(政府)和人民均是大家庭中承担

不同角色的成员。⑧其次，政府或领导人不是竞争受

聘、接受民众有限任期授权的“经理人”，而是公众生

活中自然和长期存在的行为者。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不是分立和对抗的关系，而是长期保持血肉联系的

和合共生的关系。⑨再次，由于国家与社会均是政治

生活共同体的有机构成部分，国家、政府领导、政府

各部门及其成员亦是人民的一分子，国家与人民构

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对政府的支持与

否定在很大程度上即是对人民自己的支持与否定，

而他者(如国内的反对者和国外的势力)对国家政府

的批评与攻击，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对人民即政治共

同体一般成员的批评与攻击。在这种情况下，对政

府特别是代表了全国人民即整个政治共同体的中

央政府的支持与信任，在很大程度上亦即对政治共

同体本身，也就是普通民众自身的支持与信任。⑩

在这种政治文化中，政治支持或政治信任无法准确

捕捉个人对政治共同体和作为政治共同体代表的

国家政府的情感与态度。而政治认同则更能够代

表民众与共同体、政治体制、国家等笼统宏大对象的

关系。

从语义学的角度来看，“认同”一词有两层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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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基于身份同一性而产生的亲近与归属感；二是

表示对客体的价值理念或其他条件的认可、赞成与

同意。这样看来，认同就是主体认识到自己与客体

存在某种相同的身份或理念。因此，政治认同可以

被解构出两个方面的意涵：(1)认同主体从感情上承

认自身与客体在政治意义上的某种被包含或者同一

的身份关系；(2)认同主体在理念上赞同和接受客体

的政治价值、观点、作为等。所以，我们可以将政治

认同区分为两个基本类型——身份性认同和理念性

认同。

图 1呈现了政治认同在身份性和理念性两方面

的内涵。身份性认同(图1，左)表示认同主体(民众)从
身份上确认自己与客体的一体性关系。这种身份上

的一体性和共同性，衍生出层层递进的三种心理类

型。首先是“归属”。认同主体(民众)从主观上认定

自己的身份归属或从属于客体(政治对象)，这种主观

认知属于先定的观念，不必得到客观实在信息的佐

证或确认。其次是“联结”。身份的认定就等于关系

的确立，意味着主、客体之间建立了一种命运攸关、

休戚与共的联结，也预示着无论是耻辱还是荣光都

将一同分担和共享。再次是“依恋”。身份的同一和

关系的联结使得认同的主、客体之间(以及同样从属

于某一政治对象的个体之间)抱有同样的历史记忆

和情感，这种记忆和情感在认同主体的心理上持续

积累进而厚植出对客体的依赖与眷恋。

理念性认同(图 1)表示民众从理念上确认自己对

于客体正当性的认可态度。这种理念上的认可和支

持，同样派生出环环相扣的三种意识类型。其一是

“赞许”。认同主体对客体所秉持的价值、原则、观点

及连带的行为方式表示赞成与接受。其二是“信

任”。认同主体对于客体的价值理念和服务于公众

的意愿给予肯定与信赖。这层含义既接续了伊斯顿

体系对于“信任”最初始的定义，同时也接近于国内

学者阐述过的一种大众政治心理——相信政治对象

怀有良好的意图或者动机。其三是“拥戴”。认同

主体对客体所享有的政治权力与资源予以承认和许

可，并对其政治地位与形象表示支持、拥护乃至爱

戴。这层含义反映了政治对象在公众心目中的正当

性(合法性)。
需要指出的是，身份性和理念性认同并非孤立

或相互隔绝的。事实上，二者具有共同的来源，即先

定的基础政治价值观。首先，身份性认同来源于社

会性因素(如文化、语言、阶层)与生理和物理性因素

(如血缘、地域)的综合作用，它的形成无疑受到历史

传承、社会学习以及人际互动等社会性因素的影响

更大。因此，身份性认同的形成是在一个政治体系

的基础价值观的笼罩之下进行的，注入政治身份的

成分也是由基础价值观衍生的。其次，对于理念性

认同而言，民众对政治对象的观念和意图进行识别，

以及对后者正当性(合法性)的确认过程都需要依赖

某种认识政治世界的思维范式来进行。也就是说，

理念性认同是经过基础政治价值观的过滤形成的一

种态度。身份的认定受到主体先在观念的塑造，而

身份形成之后又反过来促使主体继续对既有观念进

行合理化与强化。因此，身份性认同与理念性认同

互为因果，相互影响，都受到所处政治环境的基础价

值观的巨大影响。

二、政治认同的属性、客体及内容

在确定政治认同的定义与内涵后，本节首先讨

论政治认同的情感与道德属性；其次讨论政治认同图1 政治认同的内涵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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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指向的客体或对象及其特征；最后讨论政治认同

所包含的内容及其客观效应。

(一)认同的情感和道德属性

在伊斯顿体系中，政治支持(信任)态度是一种个

人对于公共事务的看法，是主体对于实在利害的理

性计算。在这个框架里，政治态度(信任、支持)较少

受私人生活情感因素的左右。并且，主体对于客体

的信任与否完全是一种自由的态度选择，与主体或

客体的道德与道德判断无关。然而，政治认同不仅

在本质上是一种情感取向，而且还在特定文化观念

的作用下，与道德发生紧密的联系。

认同态度的情感属性是由两方面的要素决定

的。一方面，认同心理的逻辑内生于个人先定的主

观身份和观念认知，而非出于对具体事态的客观

判断和预期。因而，认同的形成是超越主体对于

个人利益得失的计算的。另一方面，认同心理也

受到特定文化环境对于主、客体关系定位的塑造

影响，因而认同的形成具有明显的文化特征，包含

浓郁的情感成分。以儒家的伦理观念为例，国家

层面的公域关系完全是家庭层面的私域关系的引

申与延展。私域与公域的伦理法则没有界限，以

连续放大的形态存在，形成贯穿整个共同体的价

值观念体系。这种家国同构的伦理格局为社会家庭

的情感和道德与国家政治中的情感和道德的相互交

融提供了条件。

首先，家庭亲情关系对于公共政治关系的渗透

使得民众与政治对象之间的互动具有了亲属感情色

彩。在宗法体系的伦理中，政治权力和民众之间应

当像亲族内长幼血亲的相处一般，建立一种共生一

体、融合互嵌，讲求“居上位者关怀体恤——居下位

者敬爱遵从”的双向亲合关系。这种关系强调整体

性胜过个体性。它不鼓励在同一个共同体内部区

分“本我”和“他者”的分离式角色配置，而是突出共

同体成员一致的精神归属、共同的亲缘联结及利害

基础，提倡相互之间的价值共享和心理共情。在这

样的氛围下，民众看待政治对象的方式是充满情感

色彩的，特别是对于抽象的高阶政治权威如国家、

中央政府、首都、领导或领袖等，民众对他(它)们的

认知往往超越日常的行政事务，表现为一种亲情式

的心理眷恋和信仰式的精神依赖。所以，政治认同

不需要以严格满足现实条件作为前提，远比基于实

时状况评估的特定性支持或者信任态度要稳定和

持久。

其次，对于个体民众而言，政治认同意味着道德

义务与责任，具有先定的价值正当性和精神约束力。

儒家的价值规范将构建围绕最高政治权力的团结向

心的社会运行状态作为公共秩序的目标。家国一

体的伦理构造也使得认同态度具有了评判主体道

德水平的意义。“君臣之义”与“父子之亲”一并被阐

述为做人的道德底线。一个人认同他所处的共同

体与政权体系，正如敬爱自己的父母宗长一样，意

味着笃正和忠贞，否则就意味着狂谬与背叛。谋反

和忤逆在中国古代被视为道德上最恶劣的情节和

律例中最深重的罪孽，在历朝都受到最严厉的否

定。隋代开始正式将谋反列为“十恶”之首，并给予

严厉的惩罚。这样一来，对政治对象是否认同就成

了一个衡量个人道德的重要指标。这完全不同于政

治支持或信任对于其主体而言的价值无涉和道德中

立性。

总结起来，政治认同心理包含三种普遍存在但

无法被政治支持和信任等概念覆盖的大众情感。第

一，受基础价值观中“个人—国家”关系设定的影响，

民众对共同体和政治权力所产生的归属感。第二，

应基础价值观中公共秩序目标的要求，民众对共同

体和政治权力抱有的忠诚感。第三，由基础价值观

中伦理规定的，民众在与政治权力的互动中对双边

关系怀有的道德感。其中，道德感是最为核心但又

复杂的一种情感。它指向对共同体基础价值信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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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和对理想公共秩序的维护：一方面，权力持有者

应当追求的道德目标被认为是实现既定的基础价值

和良好的政治秩序；另一方面，民众又将对于共同体

或是政治权力的认同(即尊重、服从与忠诚)作为自己

应当恪守的道德准则。

(二)认同的客体及其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中华民族)这个政治共

同体的成员应该形成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

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同

时，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应该“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

同感和自豪感”。这涉及认同态度所指向的客体。

有学者按照客体政治属性及涵涉范围的次序，将政

治认同排列为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制度认同、政府

认同、政党认同、社会认同的连续谱系。还有学者

曾以体制、政党、文化、政策、身份和发展六种客体对

政治认同进行测量和分析。

我们按照构成成分的不同，将政治认同的客体

归纳为两个层次：一为偏重文化和物态的政治共同

体；二为偏重组织和制度的政权。其中，共同体层

次的认同客体包括民族、文化、国土三类要素，而政

权层次的认同客体则包括意识形态、基本制度、权

力实体三类要素。表 1汇总了政治认同两个层面共

计六种客体要素，同时逐类枚举了具有代表性的认

同对象。

在政治共同体的层次，政治认同的客体首先体

现为与现代国家相匹配的民族建构所包含的一系列

要素，譬如以人口为核心的民族、通行的语言文字、

主流的历史叙事、主体的宗教信仰以及代表性的象

征符号等；其次是大众社会文化所因循的一系列从

精神到物态的人文历史传统，譬如公共伦理、风俗

礼仪、思维和行为惯习、审美艺术、历史遗迹乃至饮

食方式等；最后是承载共同体的国土及其连带的标

志性物态资源，譬如疆域、疆域之中的物产与地理

景观等。

在政权的层次，政治认同的客体首先是能够为

国家和社会的组织和发展提供基本解释并规划理想

政治目标和方向的指导性意识形态，譬如马克思主

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民本贤能主义、

民族主义等；其次是规定国家公共生活与政治运行

方式的总体规范与制度体系，譬如决定国家权力产

生与归属以及行使的制度、决定国民参与政治生活

方式的制度、决定产权与利益分配的制度等；最后是

掌握国家最高权力和全面领导国家组织、运行的机

关与实体，譬如执政或领导共同体的政党、中央政府

机构、高层政治领袖等。

相比于其他的政治态度，政治认同的客体形态

体现出明显的区别与特征。现有研究一般将政治支

持和信任的客体分为政治行为人、政治机构、政体绩

效、政体价值、政治共同体。这五项客体体现了从

低至高连续变化的不同抽象化程度，并且相互之间

有着较为明晰的界限。关键的是，政治支持或信任

关系的本质是一种民众和国家之间以委托—代理式

的角色站位进行利益交换的政治生活方式，因而主

客体之间是彼此分割和对立的排他性关系。然而，

表1 政治认同的客体(对象)

层次

政治共同体

政权

认同客体

民族
民族(人口)、语言、主体历史、信仰、民
族英雄或图腾

指导意识形态
各种指导性思想，如马克思主义、自
由民主主义、民本贤能主义、民族主
义等

文化
伦理、礼俗、思维和行为惯习、艺术、历史遗
迹、饮食方式等

基本政治制度
各类国家宏观制度框架，如规定国家权力
归属和产生以及行使方式、规定国民参与
政治生活、规定产权与分配的制度，等等

国土
疆域、物产、山川

高阶权力实体
国家最高权力行为者，如执政
党、中央政府、政治领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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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政治认同而言，首先，认同态度的客体通常为比

较抽象的高阶政治对象，同时，在情感和道德属性的

作用下，不仅不同客体之间没有确切的界别，甚至认

同的主体和客体之间也不能清楚地分割。因此，如

果说支持或信任的主客体关系类似商业谈判中对坐

的双方，那么认同的主客体关系就更像家庭餐桌上

列坐的亲人。

认同主体与客体、客体与客体之间之所以难以

分割，呈现抽象与杂糅的特点，同样要追溯到政体基

础价值观的影响。例如，儒家思想中的“天命”和“家

国一体”观念就对中国人的政治认同态度构成具有

至关重要的影响。在东方传统哲学的政治世界观

中，政治正当性的根本来源和政治运行的终极依据

是“天命”——最高政治权力来自“天与之”(《孟子·

万章上》)，属于不容置疑的自然权力。因此，政治

权力的表现不应由具体的个人来进行主观评判，而

是由上天依靠作为整体的“人民”的综合状况来进行

反馈，并通过类似“灾异谴告”的方式来进行裁

决。自秦汉以降，中央集权体制的形成使得最高统

治权力作为广袤疆域内唯一代表“天命”的政治象征

被植入社会生活。同时，在稳定的统一政治体系

中，对于“天命”的公开定义和解释权由官学掌握。

于是，政治权力怎么做才符合“天命”，以及权力的实

际行使是否符合“天命”，就成为执政者基于对共同

体命运与宏观社会形势的总体把握与权衡而做出的

一种相对封闭的宣示与论证。

这样一来，政治的存在和运行事实上与普通人

拉开了距离。抽象政治对象和高层政治权力实现了

对于具体行政治理事务的抽离。对于一般民众而

言，政权层面的意识形态、基本政治体制和中央政治

权力是一系列建构出来的象征意义系统。同时，在

共同体层面，除了一部分文化要素相对贴近实际生

活之外，民族和国土两类要素同样也是高度抽象和

泛化的。它们并不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发生直接和

具体的联系，而更多的是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在个

人认识框架中形成的想象的联结。因此，政治共同

体和政权这两个层次的各类政治对象经常是相互交

叉和联系的，并可以在像“天命”这样的政治世界观

叙事下融为一体。这也就意味着民众对政治共同体

的认同通常会向政权投射，而对于政权的认同也会

向政治共同体扩散。这导致不同的客体在民众的认

知当中形成绵密的交织，无法清晰地切割(下文展示

的试调查数据会体现这一特征)。除此之外，不仅

“天命”观念要求统治者以推己及人的态度去治平天

下和造福百姓，而且，家国一体的观念也推崇将民众

作为国家共同体一分子的共生和被包含定位，而不

鼓励个人或社会仔细界分自己与国家(政府)的彼此

关系。在这两个方面的观念的共同作用下，认同主

体往往将自己与客体之间的关系理解为和合的整体

而非分裂的两方。

(三)认同的内容和外部效应

根据经典的态度关系结构，政治认同现象也可

以用公式表述为“A(主体)认同 B(客体)的X(内容)”。
上述关于认同客体的讨论回答了“B是什么”的问题，

而围绕认同指向内容的分析则是要解决“X是什么”

的问题。身份性和理念性认同分别指向不同的内

容。身份性认同指向的内容相对简单。无论认同呈

现为归属、联结或是依恋，主体所认同的内容都是自

己与客体的某种共同性或连带性的关系。理念性认

同指向的内容则较为复杂。主体对客体形成的赞

许、信任和拥戴态度并不单纯立足于微观的个体实

际体验，而是更多着眼于宏观的社会整体反馈。在

中国的文化情境中，由于民众往往将自己日常生活

中接触的具体的政治事务或政治行为者与总体性的

政府、政权这些高阶政治对象区分开来，他们即使因

现实生活中的具体事务产生不满或怨恨，这种情绪

一般只会指向地方执行者，并不会指向政权领导

者，也不指向国家根本制度与作为整体的“国家”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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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如此一来，民众对具体和实际行政、政治

事务的态度很大程度上被中、基层机构所吸收，而

对于政治共同体的期许以及对最高政治权力的态

度则往往超越具体事务，更多地取决于某种基础价

值及其派生的秩序——比如“大一统”国家政治格

局、民族或国家主义价值，或者以“礼治”为框架的社

会伦理法则。

这些价值和秩序一方面为共同体提供了凝聚和

组织其成员的条件，另一方面为共同体的成员提供

了诠释世界与生活的理念框架，从而既构成了民众

识别和认定自己身份的标尺，也塑造了他们考辨和

衡量抽象、遥远的政治对象正当性的基本标准。政

治认同的这一特征即意味着它的外部效应。事实

上，在既有的相关文献中，对认同外部效应的讨论远

多于对认同概念本身的溯源和剖析。先行研究普

遍认为，政治认同对主体的行为模式具有重要的形

塑作用。李素华提出政治认同既是民众在态度上对

于政治权力的承认，也包括“自觉地以该政治权力的

要求来规范自己的政治行为”。彭正德提出政治认

同代表了一种情感层面的权威与服从关系，亦即民

众承认统治者权力的正当性因而情愿听从其指

示。李艳霞强调了政治认同具有“内化于心、外化

于行”的实践性价值。还有的研究明确将政治认同

界定为心理和行为的有机统一。

综合地看，认同的建立将导向主体心理和行为

上对于客体的自觉遵从或自愿付出倾向。因此，政

治认同不仅具有价值上的规范性，而且体现出从内

在心理到外在行为的连续作用机制。这种作用机制

体现为广泛的政治认同激发民众在政治上的高度忠

诚与支持，从而形成强大的国家凝聚力的过程。因

此，政治认同能够极大地促进国家建构过程，提升国

家治理效能。要言之，政治认同有利于实现良好的

国家—社会关系，对于形成持久与稳定的政治秩序

和良好的国家治理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三、政治认同与相关概念之联系与区别

政治认同在大众政治心理中处于非常重要、非

常基础、非常中心的地位，也可以从它与其他政治心

理概念的联系与区别中体现出来。它与正当性、政

治(政体)支持、爱国主义等概念均有密切联系同时又

相互区别。而西方政治学和政治生活中的“认同”

(identification)，与本文定义的政治认同在内涵上也

呈现出不一样的侧重。

(一)正当性

政治学、社会学中常见的正当性或合法性(legiti⁃
macy)概念，也就是一个政治体系是否和为何获得其

成员认可、接受的问题，映照了政治认同的一些核心

要素。李普塞特(Seymour M. Lipset)认为，正当性是

当权者使得民众相信当前制度是社会最优选项的一

种能力。凯特(George Kateb)把正当性问题的范畴

限于公民对治国基本宪法原则的同意。阿尔蒙德

(Gabriel A. Almond)则将政治正当性解释为当权者使

得公民不因慑于惩罚而认为应当并自觉遵守法规的

一种状态。结合这些观点，政治正当性首先是一种

民众在心理上认可政治对象地位的态度，其次还是

民众基于这种态度而遵循既定规范的惯习。这些意

涵与本文界定的理念性认同高度吻合。因此，民众

对政治对象正当性的认可与理念性认同在很大程度

上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正当性或者合法性是政治

认同所包含的概念。

(二)政治支持

由于态度属性的不同以及伦理色彩的区别，政

治认同与政治支持(信任)在主客体关系方面呈现完

全相异的形态。认同语境中的主客体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嵌套式关系，而在支持或是信任的语境

中，民众与政府之间是相互分离甚至对立的关系。

此外，指向内容的不同是政治认同与政治支持或信

任概念的根本差异所在。政治认同的核心内容往往

是共同体基础性价值与总体性秩序，而政治支持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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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的内容主要围绕公众需求的满足。虽然伊斯顿

在阐述“弥散性支持”时也谈及了公民对于共同体历

史和远景的某种荣誉感和参与感，以及超越个人主

义的想象公共利益，这些内容已经非常接近政治认

同指向的内容，但是仍然难以覆盖更加普遍的公共

道德伦理与价值秩序。因此，虽然“政治认同”的内

容与“弥散性支持”存在相当程度的重合，但前者在

价值和情境范畴上超越了后者。并且，由于“弥散性

支持”被界定得过于含糊约略，在措辞上也远非通

俗，这一概念几乎难以在实证研究当中实现有效操

作。这也正是我们对于“认同”进行重新阐发，用以

补充政治心理学概念和理论体系的原因。

(三)爱国主义、民族主义

政治认同与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等现代政治概

念之间有很强的关联。和政治认同类似，后两者同

样具有高度的情感属性。它们均以民族国家作为客

体，强调对所属民族或国家的效忠，并且也对作为主

体的个人具有道德评判意义。从概念的构成逻辑来

说，无论是爱国主义还是民族主义，都需要以身份性

的认同作为前提和基础。二者与政治认同的不同之

处首先在于客体的范围。爱国主义偏重“民族国

家”的国家，民族主义侧重“民族国家”的民族，它们

的客体相对单一。政治认同的客体则涵盖包括民

族国家共同体在内的更加宽泛的各类抽象的政治

对象(表 1)，比单纯的“民族”或者“国家”更加复杂和

模糊。其次，政治认同与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不

同之处还在于态度指向的内容。爱国主义和民族

主义完全是基于国族身份归属而产生的强烈情感。

但对于政治认同而言，身份性内容只是其半壁江

山，理念性(正当性)内容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

现实意义。

(四)身份政治中的认同

“认同”在英文中对应的词汇为“identification”。
根据《简明牛津词典》和《韦氏英语词典》，该词除了

识别、确认的含义外，首要指的是一个人对于自己归

属于特定族群或团体的一种成员身份认定，其次是

对于某人或某事的理解、支持。相较而言，中文词

汇“认同”除了身份的归属之外，更偏重的是认可某

种价值理念，“identification”则主要强调一种成员身

份的定位，二者在身份性这一点上存在重叠，但在总

体意涵上各有偏重。

“政治认同”(political identification)的表述在英文

学术界中难得出现，著名的《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

全书》甚至都没有收录这个词条。在英文研究中更

加常见的是一系列对具体身份的自我认定的概念，

如“政党认同”(party identification)、族裔身份 (ethnic
identity)，乃至关于宗教和性身份的族群认同等。洛

森堡(Walter A. Rosenbaum)认为，“ 政治认同”(politi⁃
cal identification)指的是一个人感觉自己属于某些政

治单位或地理区域 (如国家、民族、城镇)，包括感觉

自己要对这些单位和团体效忠和尽义务。这种

主要强调身份性的对于政治认同的理解在英语世

界中颇具代表性。实际上，西方政治心理学现有

文献中关于“identification”的讨论大都聚焦的是身

份政治。

另外一组相近的英文文献讨论的其实是国族认

同(national identification)，即一个人对于自己作为某

一民族国家成员身份的承认。大量关注“国族认

同”的研究同样致力于解释构成这种身份认同的要

素或者这种身份的形成对其他政治行为的影响。究

其实质，无论对政党认同还是国族认同的解释，其核

心都在于由自然条件或者社会条件构成的现实身

份。除此之外，一些研究者着重挖掘了国族认同当

中的文化面向，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文化认同——对

于共同文化传统 (包括共同的祖先、语言、历史、宗

教、习俗等)的情感联结。还有学者在讨论身份政

治的同时也涉及了民众对某项事件或政策的态度，

并将这种态度也纳入“认同”(identification)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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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这样的取向已经较为接近本文所述的理念性

认同，但已有文献并未予以进一步概念化和理论化。

(五)选举政治中的(政党)认同

北美和欧洲的政治学中，认同研究的名义下最

为繁盛的是选举政治中的政党认同(party identifica⁃
tion)研究。“政党认同”指选民基于自己身份背景与

某一政党的亲近程度，从而长期以包括投票在内的

各种方式支持该政党的现象。关于这种现象主要

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将政党认同解构为选民基

于自己属于特定族群的成员身份，因而对代表该族

群的政党产生的情感依恋。这种理解将政党认同

视作社会认同的延伸和表现形式，其核心在于种

族、地域、性别等方面的物理性身份。第二种解释将

政党认同解构为选民基于自身属于某种意识形态所

维护的利益群体的成员身份，从而对秉持这种意识

形态的政党进行支持的理性决定。这种理解采用

了建构主义视角，其核心在于阶层、职业、教育程度

等社会性身份。还有一些研究融合了以上两种解

释，认为人的身份是多重的，是先天赋予与后天习得

的结合，因此也是交叉甚至流动的。

总体来看，英文文献中的“identification”指涉的

意思不外乎某种身份的确认以及由身份连带的社会

效应。这一概念含义存在两点不足。第一，“identifi⁃
cation”即便就身份而言也仅仅局限在被某种吸纳型

组织或者团体所包含的“成员归属性”(membership)
身份，而不包括政治生活当中的一种“关系从属性”

(subjection)身份。所以，“identification”的客体只能

是对主体开放的族群或团体，无法描述在一个宏大

共同体当中普通个体对领导者的政治权力的态度。

第二，“identification”极少甚至基本不适用于对某种

价值理念的赞成或对某种客体地位的认可。这个英

文概念仅携带了一部分“政治认同”的“身份性归属”

含义，而完全无法顾及“理念性(正当性)认可”的含

义。因此，“identification”虽能表示大众政治心理中

的“归属感”和一部分基于成员身份的“忠诚感”，但

是由于“理念性”含义的缺失，无法很好地对接中文

“政治认同”所包含的“道德感”以及由正当性认知引

发的另一部分“忠诚感”。

综上所述，英文的“identification”偏重认同中的

身份含义。有关文献主要关注民众的某一特定身份

与其行为的相互作用，较少考察民众在身份之上对

于某种政治关系的承认，也没有触及民众在身份

之外对于某种价值理念的态度。并且，在已有研

究中，“political identification”的客体大多为某一明

确的政党或民族国家共同体，不像我们讨论的“政

治认同”那样呈现多类抽象客体交叉混合的情形。

所以，本文界定的“政治认同”概念的完整内涵如

果要用英文表示，至少需要使用两到三个词汇的

组合，比如“identification and approval”(认同与赞同)
或者“legitimating and allegiance”(认为其正当并给予

忠诚)。
图 2呈现了上述概念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中央

的圆形代表政治认同，圆形的左侧为其身份性的部

分，右侧为其理念性的部分。理念性的政治认同完

全包含了正当性，同时与弥散性支持(信任)有较大程

度的重叠。但理念性的认同与特定性支持之间存在

明显的距离，不发生直接联系。

在图形的左侧可以看出，身份性的政治认同与

图2 政治认同概念的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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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在情感和道德属性方面完全相

通。它与政党认同发生交叉，并与身份政治有一定

的关联(虽然二者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可以认为，身

份性认同是身份政治和政党认同的前提条件和社会

基础。

四、政治认同的实证测量

李艳霞、郑建君等已就政治认同的测量进行了

有益的探讨或实证检验。亚洲晴雨表(ABS)和世界

价值观调查(WVS)等主要政治态度、政治文化的调查

项目中也有若干题项能从某些维度反映政治认同的

部分含义。但是，已有的研究或资料无法完整匹配

我们界定的政治认同概念的全部内涵。本文尝试

围绕政治认同概念的一系列属性与特征，结合我国

的制度与文化特点，借鉴既有量表，设计一套完整的

中国社会政治认同量表。

量表的主体包括三个部分(完整问卷可联系作

者获得)。第一部分拟测量针对表 1所示的政治共同

体层面的三类客体(民族、文化、国土)的认同。针对

三类客体，分别设计若干测量身份性和理念性认同

的题目，以及若干测量认同的外部效应的问题。第

二部分拟测量针对政权层面的三类客体(意识形态、

基本制度、权力实体)的认同，同样设计若干问题分

别测量身份性、理念性认同以及认同的外部效应。

问卷的第三部分提取了若干在中国政治文化情境

中具有代表性的价值叙事，询问受访者对其看法，

用以支持未来关于政治认同的形成与来源的实证

分析。问题的提问方式统一采取李克特量表的五

分法形式，请受访者选择对于题干陈述说法的同意

或接受程度。我们用这份问卷于 2023年 4月到 5月
期间在华东和华中地区六所高校对部分在校大学

生进行了小范围的测试调查(pilot survey)。调查共

计回收问卷 405份，得到有效样本 381个。受访者

平均年龄为 20.1岁，其中男性受访者占 39％，女性受

访者占61％。

首先，我们对问卷中直接测量政治认同的一共

33道题目指标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我们采用主成

分分析法提取公因子 (factor)，并利用正交旋转法

(varimax)进行处理。按照因子特征值(eigenvalue)大
于 1的原则，确定四个公因子，它们的累计方差贡献

率为 62.72％。表征变量之间相关性的 KMO值为

0.94，表明存在潜在共享因子，变量的选择和因子分

析方法的使用具有极高的适用效度。从四因子的负

荷矩阵中，我们发现存在较多的交叉负荷 (cross-
loading)现象。我们按照严格的控制标准，删去所有

交叉负荷大于 0.4的题目指标，对余下的题目再重做

因子分析。最终由四个公因子精简为两个公因子，

共包含 14 道题目 ，它们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为

64.26％。

两因子的政治认同测量指标的成分结构如表 2
所示。表中从左到右依次标明了题项提问的方式，

设计测量的认同类型或效应，以及认同的客体，并计

算了每个公因子的信度系数。分析显示，两因子政

治认同测量指标共有 14道题目，因子一和因子二的

信度系数(cronbach's α)分别高达 0.8186和 0.9334，大
大高于可以接受的标准。这表明政治认同的两因子

的测量结构具有极好的内部一致性，两个因子都展

现了相当可靠的信度。两个因子各自包含的题目测

量指标呈现出清晰的结构。因子一包含的五道题目

反映的都是针对政治生活共同体的身份性认同，而

因子二包含的九道题目中，除了C8一题的设计意图

为测量身份性认同之外，其余题目反映的皆为针对

政权的理念性认同及外部效应。此外，从两因子结

构中可以发现，政治认同的两个基本维度——内涵

类型和客体层次——的互动关系体现出一定的规律

性，不同的认同类型相对于客体层次具有特定的指

向，亦即身份性认同态度更加倾向针对共同体层面

的客体，而理念性认同态度更加倾向针对政权层面

的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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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 2中，C14“中国共产党始终为人民谋幸福，

为民族谋复兴”一题测量的是理念性认同中的信任

意识。有必要指出，这里“信任”取用的是伊斯顿最

原始的定义——指向内容是客体的善良动机，而不

像“特定性支持”那样聚焦个体的主观需求。C19“尽

管我们还有需要改革的地方，但无论如何，我们应

当坚定地拥护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一题测量理念

性认同中的拥戴意识，考察受访者对于政权基本制

度和权力实体的地位与形象的承认态度。这一层

意思从语义学角度来说是中文“认同”一词原本含

义的重要构成部分。但是正如上文指出的，由于受

到对应的英文词汇“identity”含义偏重身份的影响，

并且又与被广泛使用的支持、信任等概念接近，所

以政治认同的这一层含义在既有研究中基本处于

被遗漏和无视的状态。需要强调的是，主体对于与

其距离遥远的抽象客体的态度并不适合用政治支

持等围绕“满足个人主观需求”建构的概念来描述，

相比之下，我们使用政治认同中的拥戴意识来指征

民众对于政权基本制度和最高政治行为体的态度更

为贴切。

随后，我们从认同内涵类型的维度着手，采取同

样的方法分别围绕针对身份性认同的15道题目以及

针对理念性认同(包括外部效应)的 18道题目展开因

子分析。如下页表3所示，身份性认同和理念性认同

各自可以提取出两个因子，并且每个因子都具有很

高的信度系数。同时，根据题目的内容，无论是身份

性认同还是理念性认同，两组因子对应的理论含义

都可以直观地分别归结为指向政治共同体以及指向

政权这两个不同的层次。身份性认同的两因子可以

依次界定为“对共同体的身份性认同”和“对政权的

表2 政治认同的总体测量指标

公因子

因子一

因子二

题目指标

B1·不管走到哪里，我永远都是中国人

B4·中国这片土地和人民让我感觉温暖和有依靠

B5·我为华夏大地的幅员辽阔和河山壮美感到骄傲

B6·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璀璨的文化让我为之自豪

B7·即使外国的东西再好，但还是中国话、中国菜、中国

风的东西让我感觉更加亲切

C8·回顾党领导我们国家走过的奋斗与发展历程，我感

到激动和光荣

C10·党和政府是我们的主心骨，为国家大事把握战略

航向
C11·尽管我们国家的政治制度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

它是最适合我国国情的
C13·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比国

外的制度更适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C14·中国共产党始终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

C16·马克思列宁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

律，它的基本原理是正确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C17·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全党全国人民的

行动指南，引导我们国家的事业走向成功
C19·尽管我们还有需要改革的地方，但无论如何，我们

应当坚定地拥护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

C21·我愿意为了维护我们的政治制度奉献自己的力量

认同内涵类型及

心理效应

身份性认同-归属

身份性认同-依恋

身份性认同-依恋

身份性认同-依恋

身份性认同-依恋

身份性认同-联结

理念性认同-拥戴

理念性认同-赞许

理念性认同-赞许

理念性认同-信任

理念性认同-赞许

理念性认同-赞许

理念性认同-拥戴

认同的外部效应

认同客体层次及要素

共同体-民族

共同体-民族

共同体-国土

共同体-文化

共同体-文化

政权-权力实体

政权-权力实体

政权-基本制度

政权-基本制度

政权-权力实体

政权-意识形态

政权-意识形态

政权-基本制度

政权-基本制度

因子信度

系数

0.8186

0.9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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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性认同”，而理念性认同的两因子可以分别界定

为“对共同体的理念性认同”和“对政权的理念性认

同”。也就是说，认同内涵类型的因子结构是按照认

同客体层次来进行界分的。这是对表 1中所展示的

政治认同客体的两个层次、六个种类构成成分的实

证支持。

在表 3中，B2和C5这两道测量“联结”的题目分

别从“辱”和“荣”两个方向考察受访者是否具有与国

家命运与共的感受，这项设计旨在弥补先行实证研

究仅仅以“自豪感”等正面情感理解政治认同的偏

差。B8、B9、B10三题测量的是针对共同体文化的

赞许意识，这一部分所指涉的“文化”含义侧重于群

体思维和行为惯习及生活方式，这也对其他有关研

究以语言文艺、民族节庆等相对有形的事物来表征

文化的思路形成了补充。C1、C2、C3测量身份性认

同当中的归属心理，需要强调的是，在对应政权层面

的客体时，这种“归属”并不表现为通常意义上的“被

包括”或者“属于某单位或群体的成员”含义，而是代

表着在一种权威体量不对等的双边关系中处于从属

的一方，这是在既往的有关研究中多被忽略或混淆

的一点。

最后，我们聚焦认同客体层次的维度，采取同样

的方法分别处理设计意图为测量共同体认同的12道
题目以及测量政权认同的 21道题目，进行两次因子

表3 认同内涵类型的测量指标

认同

类型

身份性

认同

理念性

认同

公因子

对共同体的

身份性认同

对政权的

身份性认同

对共同体的

理念性认同

题目指标

B1·不管走到哪里，我永远都是中国人

B2·近代史上中华民族遭受的欺凌和各种灾祸让我感到难过

B4·中国这片土地和人民让我感觉温暖和有依靠

B5·我为华夏大地的幅员辽阔和河山壮美感到骄傲

B6·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璀璨的文化让我为之自豪

B7·即使外国的东西再好，但还是中国话、中国菜、中国风的东西让我

感觉更加亲切

C1·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对您来说有多重要

C2·作为中国公民，我们应该自觉自愿地接受党的领导和教育

C3·国家领导人就像我们社会大家庭的家长，我们老百姓要像对待父

母一样敬爱他们

C5·我们今天的生活都源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

C6·我希望我们的党越来越好，这与我们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

C7·如果没有党和政府的领导，我感觉人生没有方向

C8·回顾党领导我们国家走过的奋斗与发展历程，我感到激动和光荣

C9·不管怎么说，与其他国家相比，我还是更习惯生活在我国的政治制

度下

B8·世界各国都会碰到一些危机或困难，如果都像我国人民一样团结

应对，问题都会有办法解决

B9·中华哲学的智慧可以很好地指导当下的我们处理个人生活和应对

各种挑战

B10·我们应该维护自己的生活方式，以免逐渐变成其他国家的翻版

B11·我愿意为了我们整个社会牺牲自己的利益

B12·如果我们的领土遭到侵犯，您是否愿意参与保家卫国

心理效应

归属

联结

依恋

依恋

依恋

依恋

归属

归属

归属

联结

联结

依恋

联结

依恋

赞许

赞许

赞许

外部效应

外部效应

客体要素

民族

民族

文化

国土

民族

文化

基本制度

权力实体

权力实体

基本制度

权力实体

权力实体

权力实体

基本制度

文化

文化

文化

民族

国土

因子信度

系数

0.8232

0.9178

0.8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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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其结果合并得到表4（见下页）。与上相同，表4
中的共同体认同和政权认同各自可以提出两个因

子。共同体认同和政权认同各自的两个因子对应的

理论含义可以大致归结为身份性和理念性这两种不

同的认同内容类型，亦即，认同客体层次的因子结构

又是按照认同内涵类型来进行界分的。除此之外，

认同的外部效应在历次因子分析所呈现的成分结构

中都体现出与认同内容的密切联系，尤其与理念性

认同具有更显著的一致性。因此，在理论和实证研

究中，可以考虑将其纳入理念性认同的范畴进行阐

述和操作。

从以上数据分析中可以发现，第一，本文构建政

治认同概念的总体思路与基本框架是合理和有效

的。认同的两大内涵类型和两大客体层次在数据中

得到了显著的区分与稳健的支持。数据显示，政治

认同的两个基本维度——“身份性/理念性”类型和

“共同体/政权”层次——实现了交叉互证。同时，本

文对认同内涵和认同客体进行更精细划分的尝试

也在实证数据中获得了反馈。上文理论讨论部分

演绎出的六种细分的认同心理意识和六类具体的认

同客体要素在所有因子数据结构中都得到了较好的

体现。

第二，政治认同概念的内在细部结构具有很高

的交叉相关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33道测量政治

认同的题目之间存在大量的交叉负荷，表明不同的

认同心理意识和客体要素之间存在频密的相互关

联。这充分证明了政治认同概念的整体性和内部复

杂性，也对通过实证技术将其加以拆分提出了很大

的挑战。这同时也意味着，在本文的概念化工作基

础之上，政治认同的内部结构仍然存在进一步调整

与完善的空间，未来基于更大更全面样本的田野调

查有望推动这项工作的精进。

五、结语

本文认为，在政治态度和政治文化研究领域，相

续表3
认同

类型

理念性

认同

公因子

对政权的

理念性认同

题目指标

C4·我认为我很多观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基本一致的

C10·党和政府是我们的主心骨，为国家大事把握战略航向

C11·尽管我们国家的政治制度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它是最适合我国

国情的

C12·人大代表选举充分体现了我国基本政治制度的优越性

C13·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比国外的制度更适

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C14·中国共产党始终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

C15·中央提出的各项基本方针总是正确的，出发点都是好的

C16·马克思列宁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它的基本原理

是正确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C17·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全党全国人民的行动指南，引导

我们国家的事业走向成功
C18·虽然我有时候不太理解我们国家的一些政策规定，但我们还是应

当尽量服从
C19·尽管我们还有需要改革的地方，但无论如何，我们应当坚定地拥

护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

C20·我们应该无条件地响应党的号召，执行政府的决定

C21·我愿意为了维护我们的政治制度奉献自己的力量

心理效应

赞许

拥戴

赞许

赞许

赞许

拥戴

信任

赞许

赞许

外部效应

拥戴

外部效应

外部效应

客体要素

意识形态

权力实体

基本制度

基本制度

基本制度

权力实体

权力实体

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

权力实体

基本制度

权力实体

基本制度

因子信度

系数

0.9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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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政治支持、政治信任等常见概念，政治认同更重

要、更具解释力。文章系统地构建了政治认同的概

念体系，解释其内涵与结构，梳理其形态与特征，并

确认了这一概念的适用范畴与方式。政治认同的情

感化和道德化属性、抽象化和一体化的主客体关系

以及宏大、超验的指向内容都使得它不易受到现实

形势与条件实时变化的影响，成为定义和作用于大

众政治心理、国家社会关系、政治秩序的重要变量。

总而言之，如果政治支持(信任)是民众对于具体政治

对象抱持的一种评估性的阶段性认可，那么政治认

同就是民众对抽象政治对象更深层的持续性拥护，

是一种稳定的大众心理现象。

我们设计了一套较为全面的政治认同问卷，旨

在寻求有效的概念操作化方案，以对大众政治心理

的不同类型和层次进行更加全面和精细的识别。试

调查结果表明，问卷的设计思路、结构与内容是基本

表4 认同客体层次的测量指标

认同

客体

共同体

政权

公因子

对共同体的身

份性认同

对共同体的

理念性认同

对政权的

理念性认同

对政权的

身份性认同

题目指标

B1·不管走到哪里，我永远都是中国人

B5·我为华夏大地的幅员辽阔和河山壮美感到骄傲

B6·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璀璨的文化让我为之自豪

B7·即使外国的东西再好，但还是中国话、中国菜、中国风的东西

让我感觉更加亲切
B8·世界各国都会碰到一些危机或困难，如果都像我国人民一样

团结应对，问题都会有办法解决
B10·我们应该维护自己的生活方式，以免逐渐变成其他国家的

翻版

B11·我愿意为了我们整个社会牺牲自己的利益

C4·我认为我很多观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基本一致的

C6·我希望我们的党越来越好，这与我们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

C10·党和政府是我们的主心骨，为国家大事把握战略航向

C11·尽管我们国家的政治制度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它是最适

合我国国情的

C14·中国共产党始终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

C16·马克思列宁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它的基

本原理是正确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C17·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全党全国人民的行动指

南，引导我们国家的事业走向成功
C19·尽管我们还有需要改革的地方，但无论如何，我们应当坚定

地拥护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

C1·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对您来说有多重要

C2·作为中国公民，我们应该自觉自愿地接受党的领导和教育

C3·国家领导人就像我们社会大家庭的家长，我们老百姓要像对

待父母一样敬爱他们

C5·我们今天的生活都源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

C7·如果没有党和政府的领导，我感觉人生没有方向

C15·中央提出的各项基本方针总是正确的，出发点都是好的

C18·虽然我有时候不太理解我们国家的一些政策规定，但还是

应当尽量遵守规定

C20·我们应该无条件地响应党的号召，执行政府的决定

心理效应

归属

依恋

依恋

依恋

赞许

赞许

外部效应

赞许

联结

拥戴

赞许

拥戴

赞许

赞许

拥戴

归属

归属

归属

联结

依恋

信任

外部效应

外部效应

客体要素

民族

国土

文化

文化

文化

文化

民族

意识形态

权力实体

权力实体

基本制度

权力实体

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

基本制度

基本制度

权力实体

权力实体

基本制度

权力实体

权力实体

权力实体

权力实体

因子信度

系数

0.7741

0.7536

0.9135

0.9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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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有效的。表 2所抽取的 14道问题囊括了我们所

阐述的全部认同心理意识和客体要素，可以作为对

政治认同进行综合测量的一套基础量表。表 3与表

4所含的问题则可以分别作为针对特定认同类型和

客体进行测量的功能性量表选用。

政治认同的稳定性是由个人所处文化环境和价

值观念的连续性所决定的。可以肯定的是，一些经

过长期历史积累并延续至今的价值叙事对一国的当

代政治文化具有巨大塑造作用，因而对政治认同的

形成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但是，源于历史传承的

价值观与诸多新出现的价值理念如何共存与互动，

并影响政治认同和其他政治心理的水平与走向?不
同性质和层次的政治心理的具体界限在哪里?它们

之间又存在什么样的联系和相互作用?这些问题是

需要研究者通过持续的理论思考、长期的社会观察、

科学的数据搜集与分析来加以解答的。本文在尝试

对政治认同概念进行构建和测量的过程中，还着重

对有关的观念叙事进行了讨论与考察，为接下来进

一步探索包括政治认同在内的大众政治心理与基础

价值观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关系提供了初步的理论方

向与实证方案。

注释：

①Easton David, A Systems Analysis of Political Life, New
York: Wiley, 1965.

② Easton David, "A Re-assessment of the Concept of
Political Support",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5, No.
4,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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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版)》，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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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潘维：《当代中华体制——中国模式的经济、政治、社会

解析》，载潘维主编：《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 60年》，中

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

⑨杨国枢：《中国人的价值观》，第 339-341页，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⑩在中国文化中，“家”与“国”的伦理同构和相互引申为

这种心理现象提供了历史和文化基础，如《孟子·离娄章句》：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现代汉语词典》对“认同”的定义有两部分：(1)认为跟

自己有共同之处而感到亲切，举例为民族认同感；(2)承认、认

可，举例为某种研究方法已经得到学术界的认可。见中国社

会科学院语言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 1150页，

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在伊斯顿的论述中，弥散性支持(diffuse support)分为两

个子概念，其一是“信任”(trust)，其二是“正统性”(legitimacy)。
但在其后大量政治心理实证研究中，“政治支持”和“政治信

任”基本被作为同义词，实际上承载的又是伊斯顿阐述的“特

定性支持”(specific support)含义。有关讨论见赵健池、王正

绪：《政治信任：概念史回溯与实证研究反思》，《复旦学报(社
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李艳霞：《何种信任与为何信任?——当代中国公众政

治信任现状与来源的实证分析》，《公共管理学报》，2014年第

2期；肖唐镖、赵宏月：《政治信任的品质对象究竟是什么?》，

《政治学研究》，2019年第2期。

 Tang Shiping, "The Reaches of the Social System: Six
Channels", SSRN Electronic Journal, doi: 10. 2139 / SSRN.
2790724, 2016.

Lamont, Michele,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Jonathan H.
Turner(ed.), Handbook of Sociological Theory, New York:
Springer, 2001, pp. 171-187.

桑玉成、梁海森：《政治认同是如何形成的》，《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白虎通义·三纲六纪》称：“三纲者何?君为臣纲、夫为

··99



政 治 学 2024.9
POLITICAL SCIENCE

妻纲、父为子纲。”《孟子·滕文公上》：“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

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五刑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见《孝经·五刑》；“置

十恶之条，多采后齐之制，而颇有损益。一曰谋反，二曰谋大

逆，三曰谋叛，四曰恶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

曰不睦，九曰不义，十曰内乱。犯十恶及故杀人狱成者，虽会

赦，犹除名。”见《隋书·刑法志》。

习近平在 2015年 8月 24日至 25日中央第六次西藏工

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召开》，2015
年8月26日，http://www.scio.gov.cn/zhzc/8/1/Document/1445992/
1445992.htm，2023年9月17日。

习近平在 2021年 8月 27日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

话。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4卷，第 244页，外文出版社，

2022年出版。

王伟男：《政治认同的圈层结构——兼论新形势下政治

认同的建构》，《教学与研究》，2021年第8期。

郑建君：《青年政治认同与国家稳定的关系：政治参与

和政治沟通的作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7年第5期。

 Norris Pippa, "Introduction: The Growth of Critical
Citizens? ", in Norris Pippa, (eds.), Critical Citizens: Global
Support for Democratic Govern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0.

 Creel, Herrlee G., The Origins of Statecraft in China:
Volume One: The Western Chou Empir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

《孟子·万章章句上》：“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即天人感应之说，以自然灾异为上天对人间治乱得失

的昭示，或者认为政治权力的兴替由超现实的天命主宰，见汉

代董仲舒：《春秋繁露》。

“废封建，置郡县”在治理层面实现了《礼记·礼运》所言

的“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

例如，许多人可能没有到过黄河，没有到过喜马拉雅山

脉，没有到过泰山，但这类地理实体的形象和符号以及与它们

有关的叙事却是中国普通人政治认同的重要客体。正如歌曲

《我的中国心》中唱到的那样：“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

中重千斤!”这些地理符号不仅与中国的国土、中华民族这个

共同体密切联系，也与这一共同体的政权(国家)如中央政府、

国家领袖等客体密切联系(例如泰山与封禅的关系、毛泽东主

席畅游长江的事迹)。
Hardin Russell,"Do We Want Trust in Government?", in

Mark Warren(eds.), Democracy and Trus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26.

 Shi Tianjian, "Cultural Values and Democrac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162,
2000.

“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

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礼记·曲礼》)
其中讨论较多的是“国家认同”的外部意义，见林尚立：

《现代国家认同建构的政治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

8期。

李素华：《政治认同的辨析》，《当代亚太》，2005年第12期。

彭正德：《论政治认同的内涵、结构与功能》，《湖南师范

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年第5期。

李艳霞：《论政治科学理论叙事中的概念界定与测量——

以“政治认同”为例》，《社会科学战线》，2021年第12期。

桑玉成、梁海森：《政治认同是如何形成的?》，《复旦学

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 4期；胡建：《政治认同的理论解

读：内涵、结构及功能》，《广西社会科学》，2021年第12期。

 Seymour Martin Lipset, "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53, No. 1, 1959.

George Kateb, "On the Legitimation Crisis", Social Research,
Vol. 46, No. 4, 1979.

阿尔蒙德把合法性的来源和时效比喻成“账册”，分为

“现金账目”和“资产账目”。合法性的现金账目着眼于当权者

的实时表现和绩效，近似伊斯顿的“特定性支持”，只有阶段性

的影响；合法性的资产账目扎根于民众在历史当中形成的观

念和积累的情感，类似伊斯顿的“弥散性支持”，影响更为恒久

和稳定。详见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 G·宾厄姆·鲍威

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第 35-36、415-416页，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

王正绪、赵健池：《民本贤能政体与大众政治心理：以政

治信任为例》，《开放时代》，2021年第4期。

··100



2024.9 政 治 学
POLITICAL SCIENCE

Easton David, A Systems Analysis of Political Life, New
York: Wiley, 1965, p. 273、p. 311.

Angus Stevenson, Maurice Waite(eds.), 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Walter A Rosenbaum, Political Culture, New York: Praeger,
1975.

Roccas Sonia, Shalom H. Schwartz, Adi Amit, "Personal
value priorities and national identification",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31, No. 3, 2010; Huddy Leonie, "Context and Meaning in
Social Identity Theory: A Response to Oakes",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23, No. 4, 2002.

 Shulman Stephen, "The Contours of Civic and Ethnic
National Identification in Ukraine", Europe-Asia Studies, Vol.
56, No. 1, 2004.

 Cramer M. Richard, Howard Schuman, "We and They:
Pronouns as Measures of Political Identification and Estrangement",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Vol. 4, No. 3, 1975; Julia C. Becker, et al.,
"Committed Dis(s)idents: Participation in Radical Collective Action
Fosters Disidentification with the Broader In-group But Enhances
Political Identificatio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Vol. 37, No. 8, 2011.

Belknap George, Angus Campbell,"Political Party Identifi-
cation and Attitudes Toward Foreign Policy",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 15, No. 4, 1951; Steven E. Finkel, Karl-Dieter Opp,
"Party Identification and Participation in Collective Political Action",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53, No. 2, 1991; Robert J. Pellegrini, et
al., "Political Identification and Perceptions of Homelessness:
Attributed Causality and Attitudes on Public Policy", Psychological
Reports, Vol. 80, No. 3, suppl, 1997.

Kelly Caroline, "Intergroup Differentiation in a Political
Context",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 27, No. 3,
1988; Abrams Dominic, "Political Distinctiveness: An Identity
Optimizing Approach",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 24, No. 3, 1994; Julie M. Duck, Michael A. Hogg, Deborah J.
Terry, "Me, Us and Them: Political Identification and the Third-
person Effect in the 1993Australian Federal Elec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 25, No. 2, 1995; Goren Paul,

"Party Identification and Core Political Valu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9, No. 4, 2005.

Greene Steven,"Understanding Party Identification: A Social
Identity Approach",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20, No. 2, 1999.

Crowson H. Michael, Teresa K. DeBacker,"Political Ident-
ification and the Defining Issues Test: Reevaluating an Old
Hypothesis",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 148, No. 1, 2008.

 Davis Kimberly Chabot, "An Ethnography of Political
Identification: the Birmingham School Meets Psychoanalytic
Theory", Journal for the Psychoanalysis of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8, No. 1, 2003; Verkuyten Maykel, Ali Aslan Yildiz,"National
(Dis)identification and Ethnic and Religious Identity: A Study
among Turkish-Dutch Muslim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Vol. 33, No. 10, 2007; Steenvoorden Eefje
H., Matthew Wright, "Political Shades of 'We': Sociotropic
Uncertainty and Multiple Political Identification in Europe",
European Societies, Vol. 21, No. 1, 2019.

李艳霞、曹娅：《国家认同的内涵、测量和来源》，《教学

与研究》，2016年第 12期；郑建君：《政治沟通在政治认同与国

家稳定关系中的作用》，《政治学研究》，2015年第1期。

本文作者在另外一篇文稿《政治认同的实证测量初探

与亚太国家公众政治认同比较》中对有关的既有问卷数据进

行了详细分析，有感兴趣的读者欢迎来信联系。

本次调查的样本分别来自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

东政法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和武汉大学。

交叉荷载即同一题目测量指标在多个因子上的荷载系

数皆大于 0.3或者非常接近。因版面所限，本文不报告所有因

子分析的负荷数据，读者可以联系作者获得。

事实上，结合 C8的内容“回顾党领导我们国家走过的

奋斗与发展历程，我感到激动和光荣”与因子分析所呈现的结

构，将C8的测量目标调整为理念性认同中的赞许心理也是完

全可以成立的。

吕芳：《北京部分高校大学生国家认同的调查与分析》，

《政治学研究》，2010年第4期。

李树燕：《国家建构与跨境民族国家认同》，《探索与争

鸣》，2011年第6期。

33题中的 19题都呈现这一情况，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联

系作者获取完整的因子负荷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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