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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不信不立，国无信则衰”，政府公信力是政府执政的生命之

源。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环境的变化和一些重大社会问题

的产生，政府公信力建设越来越成为备受关注的问题。近年来，得益

于我国对政府公信力建设的重视，我国的政府公信力建设取得了积极

进展，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整体较高。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的政府

公信力建设仍存在一定的问题需要解决。尤其是 2020 年的新冠疫情，

作为近年来我国遭遇的最大的“黑天鹅”事件，对经济社会的方方面

面产生了巨大冲击。这次的公共危机事件，使得民众对于政府公信力

的关注度迅速上升，对政府公信力也产生了极大影响。在本次疫情中，

政府一方面展现出了应对危机时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增加了民众对

政府的认可度和信任度，但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了政府公信力建设在危

机预警、公务人员行为规范、公共危机管理能力和公共服务质量等方

面存在欠缺，对政府公信力产生了冲击。 

因此，如何进一步提高政府公信力，增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感和

满意度，是一个亟需研究的重要问题。本报告通过对疫情期间一些事

件的分析提炼和总结，在疫情背景下政府如何加强公信力建设提出以

下应对建议：多措并举，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灵活应对，提

升公共危机处理水平，提高处理急难险重任务的能力；加强法治建设，

坚持依法行政，规范公务人员行为；加强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改善

“央强地弱”的政府信任格局。以期能以此次疫情为契机，在这次对

“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中，推动深化改革，提升政府治

理能力，推动政府公信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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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府公信力建设的现状 

（一）我国政府公信力建设成效显著 

政府公信力建设是当前我国党政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努力的方

向，是现代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基石，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

了深刻的变化，在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各种市场主体与社

会主体开始显现，并在一定程度上共享着政府的治理权威，由此导致

了政府公信力的弱化。同时，转型社会的矛盾积聚也对政府公信力的

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诸如群体性事件、公共安全问题及政府内部腐

败等问题，使政府公信力建设陷入了“塔西佗陷阱”的泥沼中。如何

树立政府权威，提高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感，加强政府公信力建设，成

为近年来政府工作努力的方向。 

自 2005 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明确提出了政府公信力建设

这一重要命题之后，中国各级政府为巩固和提升自身公信力作出了多

方面努力。政府公信力成为党和政府重要文件中的高频率词汇，基本

上每年都会在党和政府的重要文件中出现有关政府公信力的表述，体

现出了国家对政府公信力建设的高度重视。 

在这一思路的指引下，各级政府纷纷加强了对公信力建设的重视，

对公信力各个具体领域的建设进行了相应的推动。在党和政府对于公

信力建设的不断重视和推动下，在各级政府的不懈努力下，中国政府

公信力一直保持着一个稳中有升的状态，多个方面都在不断进步。世

界五大公关公司之一的爱德曼国际公关公司每年发布《全球信任度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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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报告》，对全球 28 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进行了信任度调查，受访者

被要求对本国（地区）政府、企业、媒体和非政府组织四类公共机构

的信任度作出评价。如表 1 所示，依据其发布的年度全球信任度调查

报告可以看出，中国民众对中国各领域发展的信心不断增强，2020 年

中国信任度综合指数达到 82%，中国的信任度水平远高于世界信任度

平均水平，且连续 3 年位居世界各主要经济体首位。 

表 1 信任度综合指数 

年份 世界信任度指数均值 中国信任度指数 中国名次 

2016 49% 73% 1 

2017 47% 67% 3 

2018 48% 74% 1 

2019 52% 79% 1 

2020 54% 82% 1 

数据来源：爱德曼全球信任度调查报告 

从政府、企业、媒体和非政府组织四类公共机构来看，如表 2 所

示，政府信任度指数已连续第四年位列世界各主要经济体首位。整体

而言，民众对政府持有非常信任度的态度，且相较于其他机构，对政

府的信任水平更高。 

表 2 四类公共机构信任度指数 

年份 

政府信任度水平 媒体信任度水平 NGO 信任度水平 企业信任度水平 

世

界 

中

国 

中

国

名

次 

世

界 

中

国 

中

国

名

次 

世

界 

中

国 

中

国

名

次 

世

界 

中

国 

中

国

名

次 

2016 42% 79% 2 47% 73% 1 55% 71% 2 53% 70% 4 

2017 41% 76% 1 43% 65% 3 53% 61% 5 52% 67% 4 

2018 44% 84% 1 44% 71% 1 54% 66% 2 53 74% 2 

2019 47% 86% 1 47% 76% 1 56% 74% 1 56 80% 1 

2020 49% 90% 1 49% 80% 1 58% 74% 2 58 82% 2 

 数据来源：爱德曼全球信任度调查报告 

由图 1 可以看出，自 2005 年以来，中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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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且不断上升，2020 年中国的政府信任指数

已到达 90%，政府的公信力建设取得了较好成绩，民众对政府的信任

水平较高。 

图 1 2005-2020 年爱德曼全球信任度调查报告政府信任度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爱德曼全球信任度调查报告 

《小康》杂志自 2005 年开始，每年依据问卷调查和具体测算得

出中国信用小康指数。如图 2 所示，整体而言，我国的政府公信力较

高，且呈现不断上升趋势，从 2005 年的 60.5 提高到 2019 年的 93.8（见

表 3），有着明显的提升，反映出近年来我国在政府公信力建设方面取

得了良好成效，公众对于政府的信任度稳步提高，已达到较好水平。 

 

 

 

 



 

 

4 

 

 

图 2   2005-2019 年中国信用小康指数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信用小康指数调查 

表 3 2005-2019 年中国信用小康指数 

年份 政府公信力 人际信用 企业信用 中国信用小康指数 

2005 60.5 66.3 53.7 60.2 

2006 60.5 66.1 53.4 60.1 

2007 60.6 66 53.1 60 

2008 61.5 66.2 53 60.4 

2009 62.2 67 53.6 61.1 

2010 63 67.7 54.1 61.7 

2011 65 67.8 54.5 62.7 

2012 67.8 68 56 64.3 

2013 70.1 70.2 58.5 66.7 

2014 74.1 67.8 68.2 70.5 

2015 77.8 66.8 68.4 71.7 

2016 81.1 68.7 70 74.1 

2017 83.7 73.1 74.6 77.8 

2018 89.2 78.3 79.7 83.1 

2019 93.8 86 87.6 89.6 

数据来源：中国信用小康指数调查 

（二）政府公信力建设存在的问题 

依据小康信用调查显示，政府信用问题高居公众关注之首，且已

连续七年位居群众关注前两位。目前，部分导致政府公信力弱化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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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还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和改进，我国在政府公信力建设方面仍存在一

定的问题： 

第一，政府在获取公众信任方面存在“两个递减”特征，即从横

向看，政府在社会管理（特别是政务信息公开程度）和公共服务领域

的公信力状况拉低了整体的公信力评价；从纵向看，公众对各层级政

府的信任程度存在明显的结构化不均衡，相应的政府公信力随着政府

层级的降低依次递减。“央强地弱”的倒金字塔式政治信任结构，是

我国政治信任的明显特征，公民对中央政府比较信任，但对地方基层

政府的信任度有限，信任结构较为复杂。“央强地弱”的信任结构一

方面与我国央地权力配置结构和政策体系有关，另一方面与地方政府

的所作所为表现出的以逐利为目的的公司化倾向相关，地方政府在经

济发展的过程中，忽视了民众的其他利益诉求和自身公信力建设。小

康信用调查显示，大多数受访者表示很相信中央政府，然而很多受访

者则表示不信任地方政府，认为某些地方政府存在隐瞒真实情况的现

象，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偏低。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低，也是频频出现

“越级上访”“越级维权”和“抗议情愿”等现象的原因，这与“矛盾

化解在基层”等社会治理目标相冲突，而民众偏信中央政府而不相信

地方政府显然不利于政府公信力的整体提高。可见，地方政府的信用

水平较低仍是当前公信力建设的“短板”。  

第二，政府工作人员仍存在官僚思想严重、法律意识淡薄以及腐

败作风等失范行为，严重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水平。小康信用调查在

“影响政府公信力的政府行为”这一调查栏目中，社会公众普遍将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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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工作人员的种种不规范行为列为影响其公信力的首要因素，主要包

括：政府官员信用；决策缺乏科学化、民主化和透明度，行政效率不

高；在维护市场秩序方面有失公正，地方保护主义严重；以权谋私，

贪污腐败；政府行为透明度不高；官员和公务员责任意识淡薄，失职

渎职；官员和公务员的腐败行为。比如“我爸是李刚”事件之后，激

起了舆论对于这类利用职权包庇行为的敏感和不满，一旦有类似事件

的风声，就会出现舆论猜测和夸大，质疑公务人员存在行为失范，对

政府信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第三，仍然存在信息不透明、政府职能越位、程序不合法等问题，

而这都会影响政府形象，从而损害政府公信力。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

的今天，人们获取信息更加便捷，政府不再是唯一的信息来源。一些

地方尚未建立政府信息发布机制平台，或者已经建立但缺乏细化规定，

影响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开展。有些地方缺乏信息公开意识和动力，

为了掩盖决策上的失误，有意遮掩甚至是伪造信息，在网络通讯如此

发达的时代，这种人为的信息封锁反而使得谣言四起，造成民众不安。

比如，“三鹿毒奶粉”和“长春长生假疫苗”等重大食品药品安全事

件，民众对政府的依法行政产生质疑，指责政府在审批和监管方面不

作为，对政府公信力造成了极大的打击。同时，一些地方政府的法律

意识淡薄，在处理群体性事件时草率行事，办事程序不合法也不公示，

执法程序存在瑕疵，不同程度地损害了政府公信力。“瓮安事件”便

是地方政府对群体性事件应对不力、酿成更大危机的例子。 

第四，公共危机管理能力不足，阻碍了政府公信力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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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体现在公共危机管理理念落后和管理效率低下两个方面。一方面，

由于有一少部分地方政府管理者自身缺乏对危机的认识、执政理念有

所落后、对危机突发事件没有正确的应变反应、对公共危机认识不足，

对危机的预防缺少应对能力，对危机的发展缺少预判能力，一旦发生

了公共危机，政府相关人员不能及时出面应对，不能与群众进行深入

交流，面对公众的质疑不能坦然诚实面对，可能会造成危机的恶化甚

至升级，引发社会的恐慌与不满，导致政府公信力受到损害。另一方

面，管理机构的协调方面还存在一定缺陷。目前我国没有形成统一的

公共危机管理的指挥体制，对于没有遇到过的公共危机，经验缺乏，

相应的管理机构也没有完善。公共危机发生之后政府无法进行高效率

的协调，不同的管理部门的职责交叉、行政政策可能会发生冲突，各

部门推诿扯皮的行为最终导致了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效率低下，

从而影响了政府公信力建设。如在“8·12 天津滨海新区爆炸事故”

中，政府一开始的应对和组织不力，对政府公信力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二、新冠肺炎疫情对政府公信力的影响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迅速普及，以微博、论坛等为代表的新

兴网络媒体改变了传统的信息传播模式，中国已经步入了一个新媒体

时代。新媒体的兴起对政府公信力建设提出了严峻考验。在新媒体时

代，突发的公共危机事件会引起民众的极大关注，若反应不够迅速，

应对处置不力，将导致公众和舆论对政府产生质疑，会对政府公信力

造成极大的损害，反之，若政府处理得当，将有助于树立政府的权威

性，提升自身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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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疫情引发了全民的极大关注，从中国人民大学高瓴人工智能

学院开发的互联网分析引擎中，搜索“疫情”可以看到，媒体对于疫

情报道的情感倾向性得分为 0.491，存在一定的负面报道，尤其在新

冠肺炎发展初期，由于地方政府举措不力，媒体对于疫情的负面报道

较多，对政府公信力产生了负面影响，而后期中央政府介入后，在中

央的正确领导和统一指挥下，各级政府齐心协力，应对得当，疫情逐

渐得到控制，正面报道增多，获得了公众的好评，这也是政府良好执

政能力和治理水平在危机中的再一次体现，提升了政府的公信力。 

图 3 疫情媒体报道趋势 

民众在关注疫情本身的同时，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政府身上，关注

政府在处理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公共管理能力，政府的行为表现

极大地影响着民众对于政府的信任感。从百度指数可以看出，本次疫

情发生后，从 1 月底开始，对于“政府不作为”的搜索频次有明显上

升趋势，同时，对于“政府公信力”的搜索频次也有明显上升。从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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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指数的数据可以看出，本次疫情引发了公众对于政府工作能力和政

府公信力的极大关注，民众对于政府公信力的讨论增多，对于政府公

信力产生了较大影响。 

图 4“政府不作为”与“政府公信力”趋势 

整体而言，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对政府公信力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暴露出了在政府公信力建设中仍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但同时这

也成为了检验政府治理能力和提升政府公信力的良好契机。本次新冠

肺炎疫情也使得社会各界更加关注政府公信力建设。疫情对政府公信

力产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公共卫生安全预警机制不健全，暴露了公信力建设短

板 

公共卫生事件的突发性和意外性，深刻影响着公众的身心健康，

影响面较大，涉及人群较多，如果不能及时、恰当地处理，将会影响

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给政府公信力带来一定的冲击。在公共危

机事件的应对中，建立有效的公共卫生安全预警机制十分重要，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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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事件的及时预警和响应是政府行政能力的体现，影响着政府的公

信力。 

此次的新冠疫情，反映出了我国在信息预警系统建设上仍然有一

定的短板，工作思路存在“重应对，轻预防”的倾向，而预防是最经

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所谓“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高效率的危机

预防工作不仅对于预防危机爆发、减少危机发生频率、降低危机强度

和破坏性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能维护社会稳定，最大限度地保障民

众的利益，从而增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感，提升政府公信力。相反，

如果政府在实践中忽视危机预防工作，忽视对政府管理者危机意识的

培养，可能会使其对危机认识不足，缺乏敏锐的危机判断能力，而危

机意识淡薄，风险意识不强，就会导致各种危机不断或者是同一类型

的危机接连发生，使政府疲于应付。这不仅会影响公共危机管理的效

率，也可能使政府无暇顾及其他工作，从而降低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程

度。 

（二）危机管理能力不足，降低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 

政府的公共危机管理能力对政府的公信力建设有着重要的影响

和作用。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是由政府的理念、政策、制度和组织能

力决定的，政府的组织管理能力是重要原因，能否做到高效及时地处

理各种公共危机问题是影响政府公信力的关键因素之一。 

在疫情发生前期，政府部门对于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理行为不当，

措施应对不力，工作效率不高，给政府公信力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在疫情刚刚出现时，相关政府部门没有及时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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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停关闭人员密集场所，停止聚集性活动，在交通枢纽进行体温检测

等，由于前期的防疫措施不力，导致了一定的被动局面。在疫情发展

高峰之时，由于医疗资源“挤兑”，许多病人无法得到及时的救助，政

府也没有找到有效的措施高效地检测和收纳全部病人，对于轻症患者

没有采取积极的措施进行隔离和治疗，导致患者病情加重，并带来了

极大的传播风险。纵观各国应对本次疫情的表现，都一定程度上存在

着前期响应不及时的问题。面对突发危机时，各项政策的实施的确不

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一定时间的观察和综合评估，能够在最短时间内

进行反应，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是有效处理突发公共事件的关键。

如果政府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处理效果不明显，民众就会陷入第二次恐

慌，不专业的处理措施会削弱政府在群众中的权威形象，严重打击政

府的威信，侵蚀政府公信力。 

同时，公共危机对于政府公信力而言，有“危”也有“机”，如果

政府能够在突发事件爆发的开始就做出迅速反应，敏感地察觉到事件

可能带来的后果，并在事件发生时及时采取针对该事件的有力措施，

及时控制局势，政府公信力会得到提升。在公共危机事件中，政府的

反应速度、处置能力是影响公信力的关键影响因素，也是核心影响因

素。公共危机事件爆发的不可预测性、突然性和危害波及性，必然要

求各级政府在危机爆发之初便迅速做出反应，及时启动各项应急处置

机制，果断采取措施，力争将危机抑制住或控制在合理范围内。政府

对公共突发事件的反应速度是否迅速、应对措施是否得当、管理处置

是否有效，直接影响着政府的公信力。而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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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政府应对措施的落地实施和有效性，因而，政府具备良好的危机管

理能力，才能有助于形成良性循环，树立政府形象，提升政府公信力。 

（三）公务人员行为失范，影响政府公信力 

 政府公务人员是直接连接政府和群众的桥梁，尤其是基层政府

部门的公务人员，在日常工作中直接面对群众，与群众打交道，其一

言一行直接影响着政府在群众眼中的形象。基层公务人员的工作行为

和工作作风，对基层政府的公信力有很大影响，做好基层政府面对群

众时的工作，对基层政府的公信力是很大的考验。在这次疫情中，大

量基层公务人员和社区工作人员兢兢业业、不辞辛劳、不怕风险，奋

战在战“疫”一线，开展疫情防控秩序维护、居民的物资保障和情绪

安抚等工作，为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筑起阻击疫情的

坚强防线，提升了政府在群众眼中的形象，为提高政府公信力起到了

很大的作用。但同时，也发生了一些公务人员行为失范的事件，比如

被网友戏称为“你爸要大意失荆州”的利用职权违反防控纪律的事件、

武汉刑满出狱人员在封城防控的情况下竟出城到达北京的“黄某英事

件”以及湖北鄂州派出所民警违规私自分发捐赠蔬菜等，公务人员行

为失范的事件在疫情这一特殊时期被曝光，对政府公信力产生了极大

的负面影响。 

（四）公共服务质量欠缺，阻碍了政府公信力的进一步提升 

目前，我国公共服务供给方面仍有所欠缺，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

仍有待提高，成为限制政府公信力进一步提升的“软肋”。公共服务

是现代政府的基本职能，提供公共服务、满足公众需求是政府应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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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公众作为服务的接受者和消费者，一方面，公共服务质量和公

共期望会影响公众对公共服务质量的感知，公众接受的公共服务水越

高，高于其期望，相应地就会感知到更高的服务质量水平；另一方面，

公众对公共服务质量的感知会极大地影响其满意度，服务满意度会充

分影响政府公信力，也就是说，如果政府更加注重公众的感受，努力

提高公众的满足感，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就会相应地提高。近年来，

我国政府积极探索行政体制改革道路，积极构建服务型政府，便可以

从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入手，提升政府的公信力。 

在此次疫情中，可以看到公共服务质量对政府公信力有非常大的

影响。一方面，疫情暴露出了我国在基础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方

面仍存在短板，尤其是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和医疗资源供给两方面仍

有待加强。我国在 2003 年经历了 SARS 之后，加快了建立国家疫情监

测体系的步伐，但在此次疫情中仍暴露出了一些短板，需要不断完善。

此外，由于医疗资源短缺、专用传染病医院不足、专业防疫人才短缺

等公共服务不足的问题，使得疫情初期的防控陷入被动局面，对政府

公信力造成了极大打击。但另一方面，此次疫情发生后，政府部门迅

速反应、及时补救，加大公共服务供给，提高了公众对公共服务质量

的感知和满意度，获得了民众的信任。从 10 天建成的火神山、雷神

山医院到几日改造的方舱医院，极大地提高了医疗公共服务的供给；

从免费检测免费治疗到为隔离人员提供免费吃住，政府不断完善疫情

相关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救济，满足社会期望。在疫情期间，政府采取

了提高公共服务供给和质量的举措，积极及时地回应民众需求，提高



 

 

14 

 

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得到了民众的拥护和支持，有助于提高政府公

信力。 

三、政策建议 

加强政府公信力建设，是治国理政的首要前提，是提高政府执政

能力的坚实基础，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针对以上对

我国政府公信力的现状分析以及此次疫情对各级政府公信力的影响，

我们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一）多措并举，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此次新冠疫情暴露出了我国公共卫生法治体系和重大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应急响应机制有待完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极大地考验着国

家的治理水平和行政能力，对政府公信力建设有重要影响，需要给予

极高重视。首先，在工作思路上，需要扭转重应急、轻预防的倾向，

加强事前预防措施。其次，公共卫生安全必须综合治理，在工作流程

上，需要建立网格化管理问责制度，实施“无缝化管理”（包括时间、

空间、职能、人员、领域管理等方面）。同时，应该逐步建立社会合作

型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制，从法律、机构、人员、社会意识、民众

技能等方面使社会组织参与并同各方合作，构筑一个全方位、立体化、

多层次、综合性的公共卫生危机应对合作网络。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

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才是获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认同，提升政府

公信力水平的决定性因素。 

（二）灵活应对，提高公共危机处理能力 

各级政府今后在应对公共危机事件时，要加强系统治理、综合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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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要运用系统思维和复杂性思维，分析公共卫生安全领域的各种问

题和复杂关系。改变过去“应急处置”的思路，应转变为努力实现对

“事前、事发、事中、事后”全过程管理，对危机“生成、发展、爆

发、消亡”全程进行监控管理。公共卫生安全涉及医疗、卫生、食品、

信息传播、交通、通信、水电、治安等领域，十分复杂，需要各方协

调，通力合作，从“专业条块分割管理”转为“各部门高度协同综合

管理”，从单一管理主体转向多方参与管理，积极发挥市民、各种社

会组织的作用。 

比如在此次疫情中，政府可以建立疫情防控中的事件与民意观察

分析机制。依靠地方信用服务机构及大数据信息服务机构，对引起民

众普遍关心和议论的事件进行抓取，列出主要事件，分析民意，找到

民意的关键点和诉求。在观察与分析的基础上，及时采取处理措施，

建立应急合规的信用检查机制。 

（三）坚持依法行政，规范公务人员行为 

政府能否严格执法、依法办事，是评判政府公信力的重要标准。

为进一步提高政府公信力水平，应继续加强法制建设，坚持依法行政，

通过法律和制度规范，约束政府行为。在此次疫情中，出现了一些公

务人员行为失范的现象，给政府形象带来了不好的影响。因而，应加

强对公务人员的行为规范，确保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限内严格行使

权力，严禁以言代法、以情代法、以权代法的错误思想，加大检查和

惩罚力度，杜绝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等行为。同时，还应积极提高政

府能力和公务员队伍素质，重视公务员队伍建设，加大对公务员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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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培训，引进高素质人才充实公务员队伍，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的服务

意识和工作能力。 

（四）加强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改善“央强地弱”的政府

信任格局 

“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才是政府社会治理的理想模式，而我

国政府信任结构存在“央强地弱”的特点，不利于政府公信力进一步

提升。在本次疫情中，民众的一些不满和负面评价，也主要是针对地

方政府，认为地方政府行动不够迅速，危机应对能力不够强，而在中

央政府介入后，在“全国一盘棋”的指导思路下，各方的调度组织变

得有序，步入正轨。长久以来，民众对基层政府的不信任导致了民众

对于地方政府的能力缺乏理性客观的评价，无论地方政府做什么，都

会被质疑和批评，陷入“塔西佗陷阱”，不利于整体政府公信力的提

升。应该以提升地方政府公信力为主要抓手，着重关注地方政府的公

信力建设问题。要提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首先应提高政府部门的工

作绩效，提升基层政府的工作能力，切实解决人民群众的问题，满足

当地群众的诉求。同时，应加强信息公开，注重宣传和政府形象塑造，

比如美化地方政府网站、建设行政服务中心减少行政审批细节，让民

众感受到政府的用心和细心。此外，还应建立和健全政治体制内的惯

例化利益表达渠道，特别是要加强立法对政府工作人员的约束和激励，

让地方政府成为民众利益表达的渠道。多措并举，努力提高地方政府

的行政能力，增强公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将有利于我国政府公信力

的整体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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