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拱卫政治认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
深度蕴含与效能延展
——兼论“塔西佗陷阱”的规避路径

王永香　赵继龙

摘要：政治认同是关系执政党根基、政治聚合力乃至政治合法性的重要课题，也是有效规避“塔西佗陷

阱”的核心因素。作为中国式民主的核心标识，全过程人民民主蕴含深厚的认同逻辑，即以人民性立场保障

民主主体、民主权利、民主实践的价值认同；以发展性特征诠释中国制度建设与制度执行独特优势的制度认

同；以高效能治理确证人民利益实现、配置与保障的利益认同。未来以全过程人民民主持续巩固人民政治认

同，其重点是要在培塑政治信任、广泛凝聚共识、扩大有序参与、提升政府绩效、维护社会公正等方面发力，

深化“价值－制度－利益”认同机制，于三治融合中规避“塔西佗陷阱”，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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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认同是关系执政党根基、政治聚合力乃至政治合法性的重要课题。在民主治理场域中，人民对

于执政党以及政府的政治认同更是直接影响人心向背、民主质量和治理效能的关键。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夯实政治认同的重要性，他指出：“学习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

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a。作为中国

式民主的核心标识与新时代表达，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良政善治逻辑即是对人民政治认同的高度巩固。据

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民主实践与现代化发展全球调查报告 2022》显示，中国受访民众对

本国的政府信任度、民主状况满意度、廉洁政府认同度分别为 98.3%、98.3%、98.5%，这表明全过程人

民民主理念与中国式现代化政治发展道路赢得广泛支持。b因此，以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运作机理为楔入点，

透析政治认同之于民主政治的重要性以及中国式民主的政治认同机制，不仅是规避“塔西佗陷阱”引致

的“信任悬浮”“政治冷淡”现象的良方，更是“推动把政治共识转化为具体行动、把理念认同转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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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实成果”a的必然选择。

一、政治认同何以重要：基于“塔西佗陷阱”核心症候的反思

古今中外，任何良政善治的巩固发展，都需要政治认同的支撑。爬梳学术史可知，该词由美国政治

学家路辛 • 派伊（Lucian Pye）于 1960 年首次提出，指的是社会成员经过一定的社会化形成的对所属国家

政治体制、理念的认同感、归属感以及相应的支持实践。当前，学界关于其内涵的界定颇为丰富，“归

属论”“反映论”“支持论”“情感论”“政治心理和行为统一论”不一而足。笔者认为政治上的坚定

来自理论上的清醒，对于政治认同的构建与巩固，可以从因认同缺失而引致的“塔西佗陷阱”出发，厘

清其意义所在。本质上讲，“塔西佗陷阱”背后的逻辑是公信力建设与民众政治信任、政治认同巩固的

问题，作为关涉政治现代化的重要议题，其核心症候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由公信力丧失引发的认同悬浮

“塔西佗陷阱”的前置叙事是公信力的丧失，即公共信任产生风险。公信力意指政府或公共部门的

信任力，“公共信任问题是公众对负有公共责任的社会组织的‘公共质疑’的累积，是削弱社会整体诚信度，

引起社会道德危机的首因”。b事实上，政府部门或某一组织失去公信力必然诉诸具体的公共事件，即风

险源。基于失信事件的发生，公众的负面评价开始发酵，其后果则是风险传递及其社会性放大（无论政

府部门如何发言、如何做事，社会都会给予其负面评价）。长此以往，社会与公众对于整个国家制度的

政治认同即会产生悬浮状态，“政热民冷”“治理低效化”“向心力式微”等情况随之产生。更为严重

的是，作为一种带有主观色彩的政治心理，由公信力风险引致的认同缺失往往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延伸

性，长期的认同悬浮很有可能塑造一种“一刀切”“一风吹”的社会评价，即以过往的政治失误衡量日

后的政治政策与政治执行，以此时此刻的负面评价遮蔽政府他时他刻的政治努力，要改变这种刻板印象，

往往具有较高的难度。

（二）因认同悬浮引致的政治冷淡

长期的认同悬浮可能引致更为消极的社会后果——政治冷淡。事实上，政治冷淡主义除了对政治参

与的疏离、排斥、恐惧之外，还有可能蕴含一种破坏政治团结的危险倾向：早在 19 世纪 70 年代，巴枯

宁主义便以“立即废除国家”为指引大肆散布政治冷淡主义，对此，马克思讽刺道：“总之，工人应该

袖手旁观，不把自己的时间浪费在政治运动和经济运动上面。所有这些运动只会给他们带来直接的成果。

他们应该像真正的教徒那样，恬淡寡欲，虔诚地高呼：‘宁愿让我们的阶级被钉在十字架上，宁愿让我

们的种族灭亡，也要保持永恒原则的洁白无瑕！’”c即是说，长期且严重的政治冷淡具有极复杂的社会

面相，它完全有可能走向去权威化、去中心化的无政府主义。发展到今天，以政治冷淡主义为基底的后

政治冷淡主义开始显现，其主要表现为通过娱乐去消解政治、通过经济来化解政治、通过社会来反讽政

治 d，更为吊诡的是，后政治冷淡主义塑造了一种“以不参与政治的方式参与政治、以不讨论政治的方式

讨论政治”的非正常“民主”空间。这种思想迷局落实到实践层面，即表现为“因认同悬浮而产生政治冷淡，

反过来又以政治冷淡收编、扭曲正向的政治认同”的复杂境遇，成为掣肘国家意识形态治理与政治现代

化的重要症候。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对各种风险见之于未萌、化之于未发，坚决防范各种风险失控蔓延，

坚决防范系统性风险。”e作为掣肘政治现代化建设的严重隐患，“塔西佗陷阱”成为中国共产党需要重

a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4 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年，第 496 页。

b　谢新水：《论公共信任及公共信任问题》，《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 6 期。

c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279 页。

d　张爱军、秦小琪：《“网络后真相”与后政治冷淡主义及其矫治策略》，《学习与探索》2018 年第 2 期。

e　习近平：《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求是》2023 年第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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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防范的政治难题，这不仅是因为认同缺失会导致政治离心力现象，更有可能为西方对中国进行意识形

态攻击提供罅隙。换言之，“塔西陀陷阱”内含的认同悬浮与政治冷淡困境，是从反向思维出发对政治

认同重要性做出的有力确证：从思想层面看，要破解“塔西陀陷阱”的迷思，必须以“政治认同”这一

理论武器来透视、诊疗其叙事症候，从根本上廓清其思想迷局；从实践层面看，以人民民主为基点，通

过巩固政治认同来克服公共信任削减、政治冷淡的问题，是规避“塔西陀陷阱”的治本之策。故以中国

式民主的核心标识——全过程人民民主为载体，探析其内在的认同逻辑，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发扬斗争精神、

“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的必然选择。

二、拱卫认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深度蕴含与公信力提升

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功能之一即在于深度巩固人民政治认同，在民主的现实运作中促进公信力的提

升。2021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对中国式民主的核心标识——全过程人

民民主作了集中阐述：“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

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

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a此中，“全链条”指由选举、协商、决策、管理、监督五项民主程序相连接

而形成的完备体系；“全方位”关涉的是民主各主体、机构与民主范围，即社会主义民主要在横向上联

结党委、政府、政协、人大、统一战线各机构，纵向上贯通国家、地方、基层各层级；“全覆盖”意指

将民主贯穿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领域。基于“三全”特征，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追求程

序正义与物质利益的彰显，更要求通过政治认同将中国式民主的优势推向至心性层面。学理上讲，政治

认同的基础，是指对政治认同的形成产生影响的各种因素的总和，其以“谁在认同”和“认同什么”两

个要素为关键，主要包括绩效性基础（利益基础）、制度基础以及情感基础（价值基础）。b鉴于此，本

文以“价值－制度－利益”机制为视角，透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属人性本质与认同机理，进而廓清认同

悬浮与政治冷淡的内在成因，为规避“塔西佗陷阱”贡献学理支撑。

（一）价值认同之维：以人民性立场保障“最广泛”，抵御信任风险

政治价值关涉人们对政治活动和政治现象所作的价值判断，在整个政治认同体系中具有秉要执本的

作用。政治认同本质上是社会公众对政治权力的信任、对政治价值的信仰。c价值认同的深层逻辑在于叩

问政治体系究竟是以人民为核心还是以资本为核心，这决定了国家治理的基本价值导向。同时，一个国

家的公共信任情况必须从其最根本的维度——价值立场中寻找原因。马克思指出：“在民主制中，国家

制度本身只表现为一种规定，即人民的自我规定。”d作为一种民主新形态，全过程人民民主承继人民群

众创造历史的规律，其蕴含的“人民至上”“人心是最大的政治”理念，从民主主体、民主权利、民主

实践三个层面诠释了中国式民主在价值关怀上的广泛性，为规避“塔西佗陷阱”的前置因素——“公信

力的丧失”，提供了现实可能。

第一，民主主体的广泛性。“人民主权”是民主在价值层面的含义，失去了“人民”，民主的实质

性内涵就会遭到破坏 e。从“塔西佗陷阱”叙事来看，政府公信力的运作场域是公权力与公共事务，抵御

信任风险务必指向全体人民以及社会公共生活。因此，坚持以“全主体”保障人民政治平等、推动认同

普遍性成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逻辑：中国宪法规定，凡年满十八周岁的合法公民，不分民族、种族、

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均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均享

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民主权利，也都是“全过程”的参与者、贡献者和享有者。以民主协商为例，习近

a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4 卷），第 260—261 页。

b　杨绘荣：《政治认同的实践性与层次性——兼论政治认同的基础与机制》，《理论月刊》2022 年第 9 期。

c　孔德永：《政治认同的逻辑》，《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 1 期。

d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39 页。

e　张贤明：《全过程负责：民主质量的责任之维》，《云南社会科学》2022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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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总书记强调“涉及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事情，要在全体人民和全社会中广泛商量；涉及一个地方人民

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这个地方的人民群众中广泛商量”a，即确保公共事宜中民主主体的广泛参与。此

外，党和政府通过加强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团结合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党外知识

分子思想政治工作、全面发展亲清政商关系等方式，积极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落实政治信任的“全主体”

意涵，这种从特殊性中提取普遍性、从异质性中析出同质性的政治共识，从根本上树牢了公共信任，使

得每一位公民都能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发挥其价值，打破了因阶层差距而产生疏离的“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藩篱，为政治认同的基础性价值——平等，提供了保障。

第二，民主权利的广泛性。现代社会，权利意识是公民意识的核心，也是民主价值体系的支柱。公

民依法享有并行使广泛的权利，是将公共信任推向纵深化、稳定化的重要标志。以此为遵循，全过程人

民民主强调以权利落实提升政治信任：即保证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从“纸上”走向“地

上”。进一步讲，上述的“人民四权”是从政治心理与政治行动双向维度构建了价值认同的机理：其中，

知情权和表达权构成政治认同的前提，是畅通意见交流、形成信息良性运转的必要措施。知情权即知悉、

获取信息的自由与权利，它保证人民不被排斥于国家公共事宜之外，通过知政权、社会知情权、个人信

息知情权保障民主主体的“在场”。表达权在宪法上体现为言论自由，即公民有权按照法律规定表达自

身对于国家公共生活的看法，作为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中国公民的表达权贯通民主协商、民主决策、

民主监督多个环节，旨在规避“寒蝉效应”，以合法表达自身看法，避免信任凋敝。参与权与监督权则

侧重于“行为”意义上的政治认同，学理上讲，政治认同的外在化显露必须诉诸于行动层面，如现实中

的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检举权，就是在现实政治场域中检验认同、巩固认同的必然选择。经由“人

民四权”所确证的民主真实性，是政治认同在哲学层面上的“知行合一”化表达，亦是全过程人民民主

通过“政治心理—政治行动”双层维度抵御信任风险的逻辑所在。

第三，民主实践的广泛性。著名学者李普塞特（Seymour M. Lipset）指出：“只有社会的每个细胞都

能在民主程序下运行，社会的民主政治才具备充分的条件。”b作为一种主观见之于客观、有效联结政治

心理与政治行动的范畴，政治认同强调让“社会的每个细胞”在民主程序下“运行起来”，也就是说，

政治认同的稳步提升不能缺乏民主实践的支撑，它必然包含“公民积极地运用其民主的参与权利和交往

权利的实践”c之意涵。不同于西方国家“选举至上”“政治下注”的半截子式民主，中国践行全过程人

民民主，强调以“全链条”的参与优势保障人民主人翁地位，提升政治认同主动性：党的十八大以来，

人民民主参与的意愿、深度、广度都有了质的变化。从程序、环节来看，人民参与贯穿选举、协商、决

策、管理、监督“全过程”，民主参与不仅将意见征询推广到了国家方针政策、政府治道变革、经济文

化建设等宏观层面，更涉及地方、基层公共事务治理的推进，有效防止了美西方政治“金钱民主”“政

治信任在选举过后极度下降”的现象。从渠道来看，人民参与既深化了人大、政协等官方渠道，同时，

也使得社会组织、网络平台等新渠道铺展开来，并在实践中产生了以云南省“数字玉溪”民主监督方案、

安徽天长“1+N+X”协商机制、陕西西安长乐小区“2+4”末梢治理、甘肃陇南“民事直说”工作制等为

代表的特色化参与机制，将政治认同推行到了“最后一公里”。正是这种落到实处的政治实践，使得人

民的主人翁地位得以体现，巩固了政治认同，有效避免了社会质疑的累积，为规避“塔西佗陷阱”提供

了可能。

（二）制度认同之维：以发展性特征阐释“最真实”，避免认同悬浮

科学的制度建设与强有力的制度执行是跨越“塔西佗陷阱”的硬性保障。作为政治认同的重要组成

a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年，第 65 页。

b　[ 美 ] 西摩 • 马丁 • 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张绍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年，第Ⅷ页。

c　[ 德 ] 尤尔根 • 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童世骏译，北京：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2003 年，第 6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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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制度认同是指认同主体对国家主要制度安排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的认可与接受程度 a，其重要性在于

通过规制、规范等硬性维度防止政治行为脱轨、越轨，为避免认同悬浮提供规则性保障和实践性支撑。

本质上讲，任何民主制度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需要同社会变革、政治发展、民意变化相协调。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我们要通过创新制度安排，努力克服人为因素造成的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保证人民平

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b作为中国国家制度层面的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况在特定时空之

维下的反映与透显，这种发展性特征旨在保障认同的合法性、真实性，进而形成对形而上的政治观点的

拒斥，为巩固政治认同不断注入新鲜活水。

就制度建设上看，全过程人民民主助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更加巩固”，为提升政

治认同搭建了场域。政治共同体的制度建设关系到政治制度本身的正当性，也是避免认同悬浮的刚性保

障。在中国，国家各项制度建设的锚点是人民当家作主，其效能之一即为巩固人民政治认同。这不仅具

有深厚的历史实践，更具有清晰的现实规划：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擘画了中国国家制度发展的蓝图：“到

二〇三五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

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c可

以说，一种成熟的制度体系，既要避免朝令夕改式的随意性，也要避免一成不变式的守旧主义，需要在

传统与现实、生成性与创制性之间达至平衡，唯其如此，才能使认同普遍化、大众化。全过程人民民主

的生动实践是中国国家制度发展的政治之果，同时又是助推制度型构的重要动因。从制度的生成性（本

国文化、传统、民族性）来讲，中国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旨在统筹协调国家政权、政党、民族、

基层管理的关系，同时通过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根本原则，将中国式民主嵌入政治构架各层级的条块中，

为政治认同提供了宏观的国家性场域。从制度的创制性（依据政治发展现实进行制度供给）来讲，随着

互联网业态的崛起，网络政治参与机制、群众举报监督机制等普遍铺展，从“纸媒”走向“智媒”、从“地上”

走向“网上”已成为民主参与新趋向。以近年兴起的数智协商民主为例，党和政府依托智能手段，全力

打造“云场景”“云参与”“云传播”新型平台，借助 VR、AR 技术创设情景模拟空间，助推政协提案、

协商议事、社交咨询，使得全过程人民民主拥有现代化的技术手段，体现了中国式民主在制度建设上的

守正创新，这种真实性为提升人民政治认同提供了前提。

就制度执行上看，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将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相结合，为提升政治认同拓展了空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民主不民主，要看制度和法律规定了什么样的政治程序和政治规则，更

要看这些制度和法律是不是真正得到了执行”d，本质上讲，政府公信力陷入“塔西佗陷阱”的原因在于

政府权力的不当行使、制度执行的缺位或越位。因而，科学且强有力的制度执行是推动认同由“悬浮”

走向“落地”的关键环节。全过程人民民主之所以是认同型民主，其逻辑在于通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科学高效地将民主与集中进行统一，并在实践中切实执行全链条、全方位的参与机制、协商机制与协同

机制，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构建了强大的向心力。作为形式民主与实质民主的统一，全过程人民民主集中

于“人、事、策、权”四个维度的良性循环，它鼓励和动员人民群众以合法方式积极参与到五大民主环节，

以行动激活民主制度的认同机制，真正落实“全链条”的新型民主质态。从善治角度看，借助于强有力

的制度执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在现实场域构建了“政道民主”与“治道民主”的统一机制，人民在这一

民主框架下担任了两种角色：一方面，他们是推动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政治资源与参与者；另一

方面，他们又是这种治理效能福利的享有者、评价者。此外，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执行还强调充分释

放党委、政府、政协、人大、统一战线等机构的职能、效能，通过国家、地方、基层三级联通构建铆合

式运行机制，在制度执行中打造一种高效能民主模式，在关系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让制度运转起来”，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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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续》（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 186 页。

c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年，第 272 页。

d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4 卷），第 2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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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国家、社会与人民群众的良性互动，真正做到政治为人民而非为资本服务，并在具体执行中坚持监

督、问责与惩戒机制的统一，坚持党管干部原则，通过建立长效的反馈机制来审察弊病，从而杜绝搞变通、

打折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现象。这种充分结合了“选贤举能”与“高效治事”的民主，构建了程序

正义与人文关怀双向互动的机制，将政治认同落到了实处。

（三）利益认同之维：以高效能治理确证“最管用”，消解政治冷淡

利益是构成现实活动的重要基点。“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a，人民利益得

到真实落实与保障，往往是消解政治冷淡、激发人民政治热情的根本所在。因此一种健康的政治制度必

须向社会提供正向反馈和产品供给，要产生实质性的效能，要“管用”。作为政治认同的实践基点，利

益认同是指社会成员对于特定社会利益关系的认可和支持，其包含物质利益、文化利益、社会利益等诸

多方面，且这种认同具有一定的社会历史性，随具体社会存在的变化而变化。个体对政治共同体的认同，

本质上是对政治共同体维护个体利益满足程度的认同。b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人民属性，决定了其不可能为

某个人、某一部分人谋私利，而是将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终极关切，通过坚实可靠的利益实现、利

益配置、利益保障来确证中国式民主在实践中的治理效能，以此消解政治冷淡。

首先，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将“构建民生政治”作为核心诉求，为保证人民利益的实现提供了可能。

从动态角度看，一种政治活动必须产生实实在在的绩效或效能，才能从根本上消解政治冷淡。林尚立的

研究表明，民主建设与民生建设之间存在有机互动关系，从单一化的“形态建设”向兼顾“功能开发”与“形

态建设”两项重任，进而促进民主发展的现实绩效，是中国民主发展的重要理路。c在现实场域中，民主

的效能优势意味着广泛有序的人民参与、健康平稳的经济效益、高超的社会动员能力、统筹调度水平以

及促进民生的能力，这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善治水平的重要标准。全过程人民民主秉持“民主与民生相结合”

的政治理念，实现了利益“全方位”落实的伟大实践：如在脱贫攻坚方面，全国 832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

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九百六十多万贫困人口实现易地搬迁 d，攻克了脱贫减贫这一历史性难题；

在人民利益的表达上，党的十八大以来，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意见建

议 730 多件，民法典草案公开征求意见期间共收到 425762 人次提出的 1021834 条意见 e；在构建治理共

同体方面，全过程人民民主将人民当家作主有机融入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

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之中，实现了“治理型民主”的切实落地。这都体现出新时代中国

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的显著进展和成效，同时阐清了全过程人民民主“以绩效巩固认同、消解政治冷淡”

的逻辑机理。

其次，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以“提升社会公平公正”作为重要目标，为促进利益配置合理化指明了方向。

进入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中国民主实践的奋斗基点，“全过程”在民主的供给侧意

味着“量”与“质”的同步增加。f党和国家依据“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宏观

设计，以缩小不同区域、民族发展差距为指引，通过差别化的政策扶持、精准扶贫、剩余劳动力转移流

动、项目合理化倾斜等措施，积极兼顾“把蛋糕做大”和“把蛋糕分好”，并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基

础上，提出了“由高收入人群在自愿原则下，通过募集、捐赠、资助等公益方式对社会资源、财富再配

置”的第三次分配，确保公共利益切实实现“全主体”“全覆盖”“全方位”状态，为完善利益分配机

a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年，第 82 页。

b　王维平、陈雅：《中国共产党以政治认同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脉络与现实启迪》，《兰州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2022 年第 6 期。

c　林尚立：《民主与民生：人民民主的中国逻辑》，《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 1 期。

d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

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年，第 7 页。

e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共产党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伟大实践》，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1，32页。

f　蔡文成：《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治理逻辑与治理创新论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3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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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奠定了基础。继之，党的二十大报告将“聚焦实践遇到的新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a纳入“坚持问题导向”的工作范畴，这是将马克思主义民主观与新发展阶段中

国现实情况相结合的典范，即通过“急民之所急、解民之所惑、答民之所疑”落实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

其目的就在于进一步完善利益配置、提升社会公平正义，从而巩固政治认同的主轴——利益认同，在“人

人获得”“人人享有”中提升政治参与的主动性、满足感。

最后，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以“依法治国”作为重要抓手，为深化保障人民利益提供了条件。法治

与监督是现代政治生活不可缺少的民主武器，它关涉民主的质量、纯度与韧性，更是推进良政善治、巩

固人民政治认同的关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框架中，依法治国旨在通过宪法和法律手段保障

民主运行的公正性和公共利益不受私权侵犯。邓小平指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

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b这一论述从官方层面对

民主制度化进行提掣，是中国民主法治建设的重要表征。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依法治国作为重要主题，

将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纳为依法治国的工作范畴，旨在推动深刻的治道变革。

全过程人民民主承继“民主法治”这一政治理念，将民主监督纳入其程序范畴，以宪法和法律为抓手，

充分强调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构建起包含人大监督、民主监督（此处指

来自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监督）、行政监督、监察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群众监督等监督方

式在内的大型网络，进而保障了国家的民主制度真正为人民利益而设立，使得人民的全过程民主参与更

加有序和高效。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全力推进“打虎”“拍蝇”“猎狐”反腐败斗争，坚持压减权力

设租寻租空间、取消“食利者”阶层，以系统全面的监督网络实现了国家治理的“哥德巴赫猜想”。这

样一种剔除民主杂质、保障公共利益纯洁性的机制从根本上巩固了民众的政治认同与政治热情，成为规

避“塔西佗陷阱”、推进中国式民主行稳致远的逻辑必然。

三、多维施策：拱卫政治认同的优化路径与实践展望

全过程人民民主基于“价值认同—制度认同—利益认同”构建的三维机制，从理论层面阐明了我国

民主建设蕴含的认同逻辑。但是基于当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现实

背景，政治认同仍然是牵动中国意识形态建设与现代化进程的重要议题，只有在关键领域持续发力、在

薄弱环节攻坚克难，形成党、国家和人民意志的强大合力，才能进一步巩固政治认同，从根本上杜绝信

任“悬浮”、政治冷淡现象。

（一）培塑政治信任，在陷阱规避中拱卫认同

政治信任与政治认同同属政治心理范畴，二者存在密切的进阶关系：政治信任是政治认同的基础 c，

政治认同是政治信任的深化与稳固状态。在“塔西佗陷阱”叙事中，正是因为公信力的缺失才导致了社

会对政府的“一刀切”式的评价。因此，以全过程人民民主巩固政治认同，首先需要在全社会铸牢信任

机制：一方面，要持续推进“透明型政府”建设。即在全过程人民民主框架下，“坚持以公开促公正、

以透明保廉洁，增强主动公开、主动接受监督的意识，让暗箱操作没有空间，让司法腐败无法藏身”d。

理论上讲，信任主体全面、及时地了解政府工作开展的实况与进度，在事实层面形成对政务信息的接收，

是政治信任衍生的始端。因此，各级政府要以《关于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意见》为指导，深入

落实政务信息公开制度，通过传统渠道（政府公报、新闻发布会、报刊、广播、电视等）与新进渠道（三

a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

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 20 页。

b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146 页。

c　陶苞朵、张等文：《政治信任何以转化为政治认同——基于 2019 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的分析》，《上海行政

学院学报》2022 年第 5 期。

d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年，第 1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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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一端、多媒体平台等）相结合的方式，就群众所关心的公共事宜及其进展情况及时、准确地向全社会

公开：如县以上政府及其部门应就人民热切关注的扶贫、教育、就业、医疗等方面的政策、措施及其实

施情况等宏观事宜进行公布；设区的市、县政府及其部门应就城乡建设和管理的重大事项、征收或者征

用土地、房屋拆迁及其补偿进行公开；乡镇政府则应就贯彻落实国家关于农村工作政策的情况、财政收支、

各类专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乡镇集体企业及其他乡镇经济实体承包、租赁、拍卖等情况进行公布。

总之，要通过构建纵向连贯的圈层式公开制度，切实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另一方面，要持续推进“回应型”

政府建设。“一个高效的民主制度应该既是回应性的又是有效率的：对选民的需要很敏感，同时，在应

用有限的资源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富有效率。”a全过程人民民主构建的回应机制要求党和政府通过精准

的识别机制回应现实生活中人民群众的新问题、新诉求，从而在为民服务、合作共治、治理制度化、人

性化中提升政治信任，巩固政治认同：首先，要顺势而为。随着互联网业态的崛起，以领导留言板、数

字政府等为代表的新型回应机制铺展开来，如广东“粤省事”、广西壮族自治区“桂在协商”全媒体平台、

浙江“最多跑一次”自助一体机等先进举措取得了可观效果，因此，新时代构建回应型政府应充分考虑

便民性原则，简化办事程序，以数字技术为依托，加强技术提升与载体建设，拓宽政治信任的培塑空间。

其次，要主动出击。回应型政府的推进不能被动等待问题的形成，政府及公务人员应主动重视社会舆情、

网络民意、网络舆情态势，在此基础上加强数据收集、科学分析研判、理性应对处理，才能做到有备无患，

为培塑政治信任添入主动性因子。最后，要强化执行。即确保问题的解决与回应的真实性，在执行中及

时纠偏修正，从而形成“协商—决策—执行—反馈—修缮”的良性循环机制，真正化解应然与实然间的

现实摩擦，保证回应的时、效、度，全方面、多层次巩固政治认同。

（二）广泛凝聚共识，在价值拓展中拱卫认同

政治认同建构的一个重要路径体现为价值观念的正当性及其持续供给能力。全过程人民民主蕴含的

“人民至上”观念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理念的贯彻，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民气、保民生、

牖民衷、养民耻、阜民财思想的继承。新时代背景下，持续巩固人民政治认同，需要进一步净化政治生态，

坚决铸牢“守江山就是守人民的心”之根本价值，警惕西方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渗透，打破“信任凋敝”

现象：一要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提升意识形态工作的实效性与制度化建设。牢牢守住意识形

态红线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题中之义，也是巩固政治认同工作中管根本、管全局的重要举措。提升政治

信任并不意味着任由多元化社会思潮侵占、冲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反，其根本目的在于凝聚人民群

众共识，不断增强党在思想理论工作上的创造力、凝聚力、感召力，因而必须严格落实主体责任与意识

形态工作责任制，坚决同“四大考验”“四个危险”作斗争，积极防范“黑天鹅”“灰犀牛”事件引发

的认同危机。应加强网上思想文化阵地建设，坚持与异己意识形态力量刻意割裂认同的现象作斗争，避

免各种歪论邪调污染中国民主舆论生态。二要健全教育学习机制，切实提升马克思主义宣传水平。机械、

肤浅地宣讲无法产生高质量的政治认同，它必须依靠科学的理论体系、生动的教育方式、身体力行的民

主实践而生成。从“关键少数”的角度来看，提升政治认同的前提是领导干部与国家公务人员坚定的政

治立场与崇高的理论素养，即在至心性层面明晰科学社会主义价值主张。因此，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的实践中，应注重理论学习的稳步推进。紧紧把握“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原则，全面缕析、

“重现”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历史实践，辅之以必要的政治仪式，

重播国家往事、建构集体记忆，以入脑、入心的理论教育形塑“我们”、区别“他者”，以此拓展全过

程人民民主的价值理念。三要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在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工作中构建价值认同的同心圆。

中国梦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梦，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认同维度也必须牢牢把握“全主体”之要求，

因此必须坚持“石榴籽论”“同心圆论”“大统战观”理念，以《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为指导，

a　[ 美 ] 罗伯特 •D. 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王列、赖海榕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第 7—8 页。



88

综合统筹民主党派工作、党外知识分子工作、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工作、民族工作、宗教工作等，密切关

注由私营企业及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新媒体从业人员

构成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进一步提升其社会公益性，最大程度激活其社会服务价值，从根本上处

理好“固守圆心和扩大共识”的关系问题，构建范围更广、治理更好、效能更高的价值认同。

（三）扩大有序参与，在制度优化中拱卫认同

在现代政治体系中，公民的制度认同是避免“政绩困局”、铸牢合法性基础的必需资源。全过程人

民民主依循制度建设和制度执行而产生的制度优势，是有效避免“人浮于事”“有令不行”“有禁不止”

现象的良方。但是制度优势并不能自动转化为治理效能，对于制度认同的深化需要通过锚重点、抓实效、

促优化等方式，真正“使制度优势运转起来”：其一，要推动新时代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以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为基点积极促进五大环节间的衔接与复合。新时代新形势对中国人大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人

大代表要）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用法治保障人民权益、增进民生福祉。要加强自身建设，提高依

法履职能力和水平，增强工作整体实效”a。因此，应进一步推进宣传动员、选区划分、选民登记、提名

推荐、讨论协商预选、会议内容等环节的高质量发展，并在此过程中具化协商精神、自治精神、责任意

识的发挥，真正将选举、协商、决策、管理、监督有机链接，为巩固政治认同提供核心载体。其二，要

推动制度优势向基层全面下沉，铸牢认同场域的“最后一公里”。“民主的改革者必须从基层开始，切

实鼓励普通公民之间的公民参与。”b党的二十大将“积极发展基层民主”纳入新发展阶段推动全过程人

民民主的工作范畴，从全局性高度指明了基层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位置。归根到底，政治认同是来自人

民的认同，作为落实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最后一公里”，基层成为促进治理现代化、巩固政治认同的重

要场域。为此，要以制度宣传、政策普及、场景打造、民约设置、社区（村）规划参与等为抓手，以基

层群众需求为导向及时调整、优化相关制度规则，通过缕析、盘活国家资源下乡、项目分配制度与群众

治理积极性之间的关系，使基层治理高效运转，激活城市发展潜力、重塑乡村形象风貌，使政治认同切

实深入到老百姓心里。其三，要开发符合各地实况的制度整合机制，在扩大群众有序参与中提升政治认

同。政治认同的提升，必须建立在决策程序的参与性与公开性上，根据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的观点，

“参与的含义是亲自参与，是自发自愿地参与。也就是说，参与不只是‘属于’（仅仅被卷入某事），

更不是非自愿的‘被迫属于’。”c因此以制度的优化整合助推公民的主动性参与尤为关键。但总体上看，

目前中国公民政治参与机制仍不成熟，现有的政治参与制度和组织在某些具体环节上缺乏可操作性 d，因

而必须改进制度机制，使其与各地实况、公民参与方式的流畅度高度匹配，如可借鉴北京市东城区四条

胡同设立的“小院议事厅”、湖北武汉市春天里小区的“月月谈”议事会等，积极践行“民事民提、民

事民议、民事民决、民事民办、民事民评”原则与一体化管理，打破繁琐的机构与程序设置，以“便民”

为重要目标，避免公民因“制度虚设”“程序繁杂”而降低政治认同度现象的发生。

（四）提升政府绩效，在利益深化中拱卫认同

民生是最大的政治，政治认同的巩固必须以保障人民利益为基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主不是

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e按照政治哲学的观点，民主过

程不是表现为各种私利之间的公开博弈，而是持守休戚与共原则的公民聚集在一起，诚心诚意地寻求促

进公共利益的最佳方案。f与西式民主相比，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突出优势在于通过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的

a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第 290 页。

b　[ 美 ] 罗伯特 •D. 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第 2 页。

c　[ 美 ] 乔万尼 • 萨托利：《民主新论：当代论争》，冯克利、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年，第 113 页。

d　胡建：《当代中国公民政治认同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 年，第 287 页。

e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4 卷），第 258 页。

f　张凤阳等：《政治哲学关键词》，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 年，第 54—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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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需求，切实保障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新时代以全过程人民民主持续提升公民政治认同，需要将顶

层设计与具体实践相结合，进一步推动中国人民多方面、多层次的利益深化，以突出的绩效优势铸牢认

同基底 a：第一，坚持新发展理念，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当前，中国经济所处的“增长速度换挡期、

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之阶段仍将继续存在，基于“三期叠加”与人民对于高质量民

生的需要之间的矛盾，坚持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就成为巩固公民认同的必然。

在具体的理念指导上，应立足于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基点，进一步解决发展动力、发展不平衡、社

会公平正义问题，并在全国范围内构建新发展理念纵向深入的圈层结构，以此指导各级政府工作的进行，

以突出的政府绩效聚合公民情感，巩固政治认同。第二，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利益协调、利益补偿合理化。

提升政治认同不仅要大力发展经济，还要最大限度保证社会资源与价值的分配趋于合理化。一直以来，

受限于城乡二元结构以及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上的“二元痕迹”，中国城乡居民的利益差距较

为悬殊，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作为相对弱势群体的农村居民的政治认同的弱化与疏离。b为此，要进一步健

全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优抚、社会互助为内容的社会保障，特别要注重农村医疗

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制度的落实，进一步构建起统筹城乡、造福全民的经济民主体系，在就业、居住、

劳动保护方面充分考虑弱势群体利益，避免因“木桶效应”而掣肘“政治认同全民化、纵深化”的发展。

第三，注重完善第三次分配制度，推动社会分配更趋公平。公平的分配制度是巩固政治认同的重要支撑，

相比于第一次分配和第二次分配，第三次分配强调以民间为主导，是对前二者的补充，同时也将巩固政

治认同的重任铺展到了“民间”这一场域。基于当下中国第三次分配的推进情况，一要进一步加强政府

的制度安排和政策保证，加强引导与监管；二要加强现有公益组织的诚信、自律和公信度建设，广泛调

动其积极性、创造性；三要加强社会成员的公益意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深化第三次分配“自

愿性、非政府性、无偿性”要求，培育公共精神。以此在全社会形成互助互惠风尚，提升公民的爱国主

义情感和政治认同。

（五）维护社会公正，在三治融合中拱卫认同

社会公正是政治认同的政治底线和基本价值取向，它为一个国家政治认同的建构提供最终的评价标

准。c换言之，价值认同、制度认同、利益认同的共同所指均在于维护社会公正。在全过程人民民主框架中，

法治、德治与公民自治的有机融合，正是以刚性保障、柔性激励和自主性参与维护社会公正的生动体现，

为此，新时代以全过程人民民主巩固人民政治认同，需要在以下方面重点发力：首先，持续推进全面依

法治国与反腐败斗争。腐败是人民的公敌，也是威胁人民政治认同的最大顽疾。全过程人民民主之于政

治认同的巩固，必须诉诸于全面依法治国与反腐败斗争。因此，要以《依法治国依规治党，坚定不移推

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行动指南，持续推动审批监管、执法司法、金融信贷、公共资源交易、

公共财政支出等重点领域监督机制改革和制度建设，坚决破除权钱交易的关系网络，以“三个具体地、

现实地体现到”d作为监督标准，科学融合带有刚性特质的法律监督与柔性特质的人民监督，推动其走向

常态化。其次，应立足社会公德加强政治文化传习，以公共精神为提升政治认同赋能。“现代民主制的

健康和稳定不仅依赖于基本制度的正义，而且依赖于民主制下公民的素质和态度。”e作为政治认同与全

过程人民民主的双重主体，公民自身要以“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为

准则，深入秉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德性素养，加强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统一，不断提升自身

a 张爱军、雷艳妮：《全过程人民民主与国家民主形象建构》，《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22 年第 2 期。

b　杨绘荣：《政治认同的实践性与层次性——兼论政治认同的基础与机制》。

c　胡建、刘惠：《社会公正：推进当代中国政治认同的基本价值理念》，《教学与研究》2017 年第 10 期。

d　注：指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的“把人民当家作主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党治国理政的政

策措施上来，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党和国家机关各个方面各个层级工作上来，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实现人民对美

好生活向往的工作上来。”（参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4 卷），第 261 页。）

e　[ 加拿大 ] 威尔 • 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下），刘莘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 年，第 5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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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素养与道德建设，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行稳致远提供群众基础与社会资本。再次，应积极落实基层

群众自治制度，以高水平群众自治能力为提升政治认同增效。认同只有落实到实践中才能发挥其真正价值。

“政治共识转化为具体行动、理念认同转化为务实成果”是全过程人民民主提升政治认同的实际诉求。因此，

政治认同的提升务必以落实基层群众自治为前提，进一步搭建好居委会、村委会、企业职工代表大会等

实践场域，增强公民自身解决问题的能力。此外，积极引导人民群众与相关部门用好“网上群众工作部”“领

导留言板”“互联网 + 督查”网络平台和小程序等新型监督渠道，形成“以实践巩固认同，以认同促进实践”

的良性循环。最后，要将“法治”“德治”“自治”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以“三治”结合的贯通机制为

提升政治认同铸魂。中国自古就有“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的施政理念，以全过程人民民

主巩固人民政治认同，需要秉持“自治是基础、法治是保障、德治是先导”的指引，即在现实场域中充

分发挥刚性规定、柔性约束与自主性建设的系统效应，进而达到“知、情、意、行”相递进的理想效果，

真正体现中国式民主政治认同的逻辑机理，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促进中国式现代化

提供不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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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litical identity is an important issue related to the ruling party’s foundation, political cohesion 
and even political legitimacy. It is also the core factor to effectively avoid the “Tacitus trap”. As the core symbol 
of Chinese democracy, whole 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contains a profound identity logic: the value identity 
of democratic subjects, democratic rights, and democratic practices is guaranteed from the standpoint of the 
people; the institutional identity interprets the unique advantages of our country’s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system 
execution with development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interest identity confirms the realization, allocation, and 
protection of people’s interests through high-efficiency governance. In the future, we will continue to safeguard 
the people’s political identity through the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The focus is to cultivate political 
trust, build broad consensus, expand orderly participation, improve government performance, maintain social 
justice, and deepen the “value-system-interest” identity mechanism to avoid the “Tacitus Trap” in the integration 
of the three governance and promote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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