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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cial trust is an indispensable factor for people to carry out social activities and build a harmonious society.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a Family Tracking Survey (CFPS)2016,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educational situa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to 
social trust and stranger trust, and the influence in the eastern region is relative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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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会信任是人们展开社会活动与建设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因素。论文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6 的数据进行研究。
通过建立模型、实证分析得出结论：教育状况对社会信任以及陌生人信任度有显著的正相关性，且在东部地区的影响相对高
于中西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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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信任分为特定信任和社会信任，而社会信任指普遍意义

上对社会其他人的信任，来源于人们普遍存在的对某种公平

和合作的期望。杨明等人通过总结“世界价值观调查（WVS）”

和北大中国国情研究中心的调查结果发现，1990-2002 年， 中

国的社会信任水平从 60.3% 下降至 43.7%，下降了约 16.6 个

百分点。由此可见，无论是与熟人还是与陌生人之间，选择

去信任一个人已然演变为高成本的事。党秀云认为社会信任

是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中不可或缺的价值体系与道德基础，

是维系持久良好社会关系和构建和谐美好社会的一种重要机

制。教育状况越好的人的素质越高，而高素质的人无论是从

个人发展角度还是社会发展角度出发，都更倾向让社会多些

信任，至少便于其更好的自我实现，那么社会信任是否会受

到教育状况的影响呢？是否会因教育状况的改善而提升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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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呢？高等教育是否是解决信任危机的“良药”呢？

2 数据来源与变量赋值

论 文 所 使 用 的 数 据 来 源 于 中 国 家 庭 追 踪 调 查

(CFPS)2016，该数据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搜集

和发布，包括中国 29 个省 ( 自治区、直辖市 )，1800 多个村

庄 ( 社区 ) 的 13946 个居民家庭，论文使用其中 28221 名成人

进行追踪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对社会信任的衡量主要是利用

个人在社会中的主观信任度，即个人在社会中倾向信任还是

怀疑别人。对此，主要包括两个问题：第一，在社会中无论

是面对熟人还是陌生人，经历过高等教育的学历越高的人更

倾向于信任对方吗？来源于问题“喜欢信任还是怀疑别人”，

对于这个问题，有两个选项可供选择，分别是“大多数人是

可以信任的”和“要越小心越好”；第二，在社会中面对陌

生人时，经历过高等教育的学历越高的人更倾向于信任对方

吗？问题来源于“对陌生人的信任度”，关于这个问题，是

由被访者从 0-10 分进行自评，0 分代表对陌生人非常不信任，

10 分代表对陌生人非常信任。论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个人教

育状况，其中托儿所 =1、幼儿园 / 学前班 =2，小学 =3、初中

=4、高中 / 中专 / 技校 / 职高 =5、大专 =6、大学本科 =7、硕

士 =8、博士 =9。与此同时，将收入对数、所处地区、年龄、

性别、婚姻状况、宗教信仰、政治面貌、户口情况、健康状

况、行政管理职务、社会地位（1-5 分进行自评）、社会保

险状况、社会公平感知等作为控制变量引入回归模型。同时，

论文被解释变量“社会信任”设定为虚拟变量（信任 =1；不

信任 =0）。

3 计量结果与分析

首先，教具状况对整体社会信任的影响。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只控制收入对数与所处地区的估计结果表明，教育状

况对社会信任有正向影响作用，影响系数为 0.159，在 1% 水

平下显著。

其次，引入全部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表明，教育状况对

社会信任的影响在 1% 水平下显著。这说明教育状况越好，对

社会信任的提升更有帮助，与控制变量无关。

最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表明，政治面貌对社会信任

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健康状况对社会信任具有反向抑制作用，

二者均在 1% 的水平下显著。同时，社会地位、社会公平感知

均对社会信任具有显著正向作用，且在 1% 统计水平上显著。

此外，教育状况对陌生人信任度的影响。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只控制收入对数与所处地区虚拟变量。教育状况虚拟

变量表现为对社会信任有正向影响作用，其估计值为 0.0156，

在 1% 水平下显著。第二，引入全部控制变量后的估计结果表

明，教育状况对陌生人信任度的影响仍在 1% 水平上显著。这

表明教育状况越好，对陌生人信任度的提升更有帮助。第三，

控制变量回归结果表明，性别、政治面貌和行政管理职务分

别在 1%、10% 和 5%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呈正向促进作用，

而年龄、婚姻状况对陌生人信任度均在 1% 的统计水平上存在

显著负效应 [1-2]。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针对教育状况对社会信任的影响进

行分组估计，考察教育状况对社会信任影响在不同区下的的

异质性。首先，教育状况对整体社会信任影响的分区域估计

结果表明：东部和中西部地区教育状况对社会信任的影响均

在 1% 水平上正向显著，但东部地区的影响系数为 0.156，中

西部地区的影响系数为 0.140，东部地区高于中西部。这表明

无论是东部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教育状况的提高均能显著

提升社会信任，但东部地区相较于中西部地区。可能的在于，

相较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在经济上更为发达，更容易接

收到高等教育与高等教育，无论是师资配比还是教育资源都

比中西部地区更优质，所以当教育状况更好时，对社会信任

的提升效果会更好。其次，教育状况对陌生人信任影响的分

区域估计结果表明，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教育状况对陌生

人信任度均在 1% 水平上存在正效应，但东部地区的影响系数

为 0.149，中西部为 0.128，东部地区高于中西部。这表明无

论是东部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教育状况的提高均能显著提

升对陌生人信任度，且东部地区相对于中西部而言，教育状

况的提升对居民对于陌生人信任度的正向影响越大 [3-4]。

4 结语

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教育状况对社会信任以及陌生人信

任度有显著的正相关性。分区域样本估计得知，东部地区相

对于中西部地区对社会信任以及陌生人信任度有更强的正相

关性。综上分析，我们认为高等教育是解决当下社会的信任

危机的“良药”，有教育状况好的人和教育状况差的人在社

会信任及对陌生人信任问题上的表现是有明显差异的。因此，

DOI: https://doi.org/10.26549/jxffcxysj.v3i6.4565



195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第 03卷·第 06 期·2020 年 06 月

面对当下现存的社会信任问题，要从大力推进高等教育，而

且也要辅以文明道德建设、法制法规建设等途径共同去改善

这一问题 .。一方面要通过大力发展和推行高等教育提高社会

的整体素质，另一方面通过法制和道德途径使人与人之间信

任成为可得到保障的美德。与此同时，政府要牵头建立并完

善良性的社会互动机制，如信息披露机制、民主监督机制等，

增强居民的政府信任与社会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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