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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使用对中国女性政治信任的影响研究
!

,,,以中国网民为对象的实证研究

金恒江
!

聂静虹

摘
!

要!传统媒体中的政治新闻使用对女性的政治信任具有积极显著的影响&网络中的

政治新闻使用对女性的政治信任则是显著负向影响$官方媒体与非官方媒体可信度都对

女性政治信任的影响呈显著正向作用$此外#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媒介可信度%个体社会

心理感知变量'主观幸福感%社会满意度%国家认同感%人际信任(在媒介使用对女性政治

信任的影响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而政治心理#行为变量'政治兴趣和政治讨论(

的中介效应影响有限$这些发现#能够揭示媒介对女性政治信任的重要性#同时也有益于

中国政治传播的未来发展$

关键词!媒介使用&政治信任&中国女性&网民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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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学界对女性在政治领域的研究更多集中于两性政治参与的区别和女性政治参与

的影响因素两方面$而政治信任是政治参与的重要影响因素!

#因此#在对女性政治参与

研究的同时#也有必要对女性政治信任的问题加以探讨$此外#女性的政治信任程度不仅

能体现出女性在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也能反映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民主进程"

$

在当前社会转型背景下#女性的政治信任状况如何- 什么因素影响了女性的政治信任-

传媒对女性政治信任的影响是起到了)宣传强化效果*还是)媒体抑郁效应*- 这些都值得

深入研究讨论$

综观目前中国女性政治信任的研究#我们发现还尚存不足$其一#几乎所有研究都会

纳入性别变量#呈现两性在政治信任上的差异$但该角度仅呈现出两性的差异性结果#并

未进一步分析影响差异性的原因$其二#部分研究立于社会学或政治学话语体系中讨论

女性政治信任的影响#如郝媛研究了影响女性政治信任的三个维度!人口统计学%国家生

育保险政策和大众传媒#

$其采用访谈法呈现大众传媒对女性政治信任的影响#但论述

过于宽泛#没有就媒介变量设置'政治新闻使用%媒介接触时间%媒体信任等(展开细致讨

论#也缺乏量化数据的支撑$鉴于此#研究将把传媒作为一个独立的影响维度#以考察其

对女性政治信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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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建君
#

政治信任%社会公正与政治参与的关系,,,一项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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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中国被试的实证分析
#

政治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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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丽霞#高功敬#李伟峰
#

新时期女性政治参与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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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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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我国女性政治信任的三个维度
#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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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政治信任及其影响因素

政治信任'

UEQ+T+(BQJ<-/T

(是公众在期望与认知层面上对政治系统所持的心理和态度!

#是经互动

而形成的一种肯定性关系和行为"

#包括公众对制度性因素%政府机构%政府官员等的信赖#

$

学界对政治信任研究采取以制度主义'

X)/T+T-T+E)BQ+/C

(和社会文化视角'

IE(+E

7

(-QT-<BQU;</

R

;(

7

T+@;

(的两种解释路径$

$其中持制度主义'理性主义(观点的学者认为#对政治的信任是公众对政府制

度绩效的评价#是内生性的%

$而持文化主义观点的学者则认为#政府信任"政治信任是人际信任的延

伸#是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不断形塑的文化价值观和社会规范&

$因本研究关注的是媒体对政治信任

的影响#重在探析公众经由媒介使用与感知媒介可信度的前提下而影响其政治信任#是一种经由传媒塑

造的政治信任过程#所以研究取向文化主义解释路径$

在文化主义解释路径下#政治信任的影响因素有很多$

IP)B(*

通过研究发现#社会资本越高#对

政府表现'

LE@;<)C;)TU;<>E<CB)(;

(的评价就越高0

$另外#

I.+J

通过比较台湾和中国大陆的政府信

任影响因素后发现#中国大陆政治信任受传统价值观的影响较大1

$除此之外#政治情感支持2和人际

信任456等都能够影响政治信任水平$上面这些研究中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因素均是外生性社会因素457

#这

也契合了本文的研究路径#从传媒的视角揭示影响中国女性政治信任的媒介因素$

'二(媒介与女性政治信任的关系研究

现阶段#学界对媒介与女性政治信任关系的研究还较为缺乏$周云通过研究大众传媒对都市女性

政治参与的影响后发现#媒介接触时间和新闻内容的关注都能对都市女性的政治参与意识产生显著影

响458

$此外#

W+<BIET+<E@+(

从性别差异的角度研究了新闻媒体使用与两性政治意识'

UEQ+T+(BQXC

R

Q+(B

7

T+E)

(的关系#研究发现#新闻媒体使用对两性的政治意识影响具有差异性459

$女性因政治兴趣较低而带

来政治知识不足#以此影响其政治态度的变化$虽然二者从政治'参与(意识的角度论述#但也能侧面体

现出媒介对女性政治态度"认知的影响作用$可仍与政治信任存在本质区别$若具体到媒介对女性政

治信任影响的问题#郝媛将大众传媒作为衡量女性政治信任的主要维度之一#以此凸显了媒介对女性政

治信任影响的重要作用45:

$但因该研究具有局限性#所以未能深入讨论$从以上文献可知#媒介对女性

政治信任影响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挖掘$基于此#研究从政治新闻内容使用%媒体可信度等层面建

构研究假设$

在新闻内容使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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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体的新闻关注对政治信任具有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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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使用%公共事件关注度%信息公开评价与政府信任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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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认同%民主观念与政治信任,,,基于香港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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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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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众传媒对都市职业女性政治参与的影响研究,,,基于上海的实证调查
#

武汉!华中农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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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恒江 等!媒介使用对中国女性政治信任的影响研究

的显著影响!

$这表明#传统媒体的新闻内容使用能够促进政治信任的提高$张明新在此基础上#将新

闻使用聚焦于对政治新闻的关注#虽然整体研究结果不太显著#但也能发现对电视和报纸政治新闻关注

的个体#其政治信任是高的"

$然而#与之相反#洪杰文等发现#微博中的新闻性接触对政治信任呈显著

负向影响关系#即越多关注微博中的新闻内容#公众的政治信任度就越低#

$

:!

!传统媒体中的政治新闻使用对女性的政治信任具有正向显著影响$

:0

!网络中的政治新闻使用对女性的政治信任具有负向显著影响$

有学者将研究视角集中于对特定媒体类型的影响#试图更加细致地展现某一类型的媒介对政治信

任的影响效果$如
AXG8[

将媒体类型的关注转到了政务媒体上#研究了中国公民的政务媒体接触对

政治信任的影响#发现比起对专家信任和人际传播的信任#政务媒体接触与政治信任间具有较高的相关

关系$

$

LBQ6<+;Q

Z

关注了美联社对政治信任的影响#结论支持了正向影响%

$由此可知#不论是对代

表官方意见的政务媒体#还是对代表官方主流媒体的美联社的信任#都能对政治信任产生积极的影响$

不同于官方主流媒体对政治信任的正向影响#非官方媒体'社交媒体%互联网(的使用对政治信任的

影响则较为)二元对立*$有研究表明#社交媒体使用的频率对政治信任具有正向显著影响&

$同样地#

6W FB<<;)

在关注了社交媒体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后#发现社交媒体中的在线公共参与能够形塑公民的

政府机构信任0

$这些研究都支撑了社交媒体使用对政治信任具有正向显著影响$但更多的研究结论

则认为互联网"社交媒体的使用对政治信任的影响是负向消极的$如
6)S<;BD;<E)

通过对互联网使用

与政治信任的研究#发现对社交媒体关注越多的个体#其政治信任度就越低1

$此外#上网时间2和网络

政治行为456都对政治信任具有负向显著影响$由此可知#非官方媒体使用对政治信任有着显著影响#但

在具体影响的方向上存在)二元对立*的争议$在中介效应方面#卢家银通过对青年政治态度的研究发

现#媒介可信度在互联网使用对青年政治态度的影响上起着中介作用457

$据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2

!感知官方媒介可信度越高#女性的政治信任度就越高$

:$

!女性感知的非官方媒介可信度与政治信任具有显著影响$

:4

!媒介可信度在媒介使用对女性政治信任的影响方面具有中介作用$

除此之外#有研究表明#政治兴趣与政治讨论对政治信任具有极大的显著影响458

#这一政治心理,

行为变量是在研究政治问题'政治参与%信任等(时最受关注的政治因素#常将之作为自变量或控制变量

加以操作$基于此#研究另辟蹊径#将之作为中介因素考虑#以试图考察政治心理,行为变量在媒介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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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BQE>GQ;(T+E)/U-?Q+(Y

R

+)+E)_UB<T+;/

#

0"!4

#

04

'

2

(!

!7!1#

UYK[WHGID[L6#

)

DEC

R

B<+)

V

T.;G>>;(T/E>G7LE@;<)C;)TB)SIE(+BQW;S+B[/;E)J<-/T+)LE@;<)C;)T

!

G@+S;)(;><ECI;

7

E-Q

#

IE-T.PE<;B

*

#U-?Q+(WB)B

V

;C;)TK;@+;,

#

0"!4

#

%

'

2

(!

!701#

F6KKGO6 W

#

I[=6XW6O6

#

A66N6KOX#

)

IE(+BQW;S+BG>>;(T/E)NE/T;<+)

V

Y)Q+);D+@+(D)

V

B

V

;C;)TB)SH-+QS+)

V

D+T+];)

J<-/TB)SJ<-/T+)X)/T+T-T+E)/

*

#LE@;<)C;)TX)>E<CBT+E)e-B<T;<Q

Z

#

0"!$

#

2!

'

0

(!

05!72"!#

DGKYO6#

)

X)T;<);T

#

O;,/

#

B)SUEQ+T+(BQJ<-/T

!

J.;3+>>;<;)(;H;T,;;)IE(+BQW;S+BB)SY)Q+);W;S+BY-TQ;T/

*

#AE-<)BQE>DEC

7

R

-T;<

7

W;S+BT;SDECC-)+(BT+E)

#

0"!4

#

0"

'

4

(!

$%174"2#

王正祥
#

传媒对大学生政治信任和社会信任的影响研究
#

青年研究#

0""5

'

0

(!

&$71$#

张明新#刘伟
#

互联网的政治性使用与我国公众的政治信任,,,一项经验性研究
#

公共管理学报#

0"!$

'

!

(!

5"7!"2#

卢家银#段莉
#

互联网对中国青年政治态度的影响研究
#

中国青年研究#

0"!4

'

2

(!

4&7&0#

张明新#刘伟
#

互联网的政治性使用与我国公众的政治信任,,,一项经验性研究
#

公共管理学报#

0"!$

'

!

(!

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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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对政治信任的影响上是否会起到中介作用$另外#人际信任!

%公民社会满意度"

%主观幸福感#

%国

家认同感$作为个体社会心理感知变量与政治信任也存在相关关系$这些变量反映了个体日常经验感

受与认知对政治信任的影响#为将之与媒介使用因素对政治信任的影响相区别#研究同样将之作为中介

因素考虑#以考察哪些心理,行为因素在媒介使用对女性政治信任的影响上起到了中介效应- 哪些因

素的中介效应比较大- 因此#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

!人际信任度'

:&B

(%社会现状满意度'

:&?

(%主观幸福感'

:&(

(和国家认同感'

:&S

(%政治兴趣

'

:&;

(%政治讨论'

:&>

(在媒介使用对女政治信任的影响方面具有中介效应$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一(数据来源

文章所用数据来源于)网络用户社会意识*项目
0"!$

年的调查数据%

$总共获得
$!05

份样本$由

于样本在某些问题回答上存在缺失情况#为了便于统计分析与结果的精准性#研究只考虑模型中任何变

量都不存在缺失值的情况#所以研究者将样本中具有缺失项存在的样本剔除$另外#本研究只考虑女性

样本#因此将男性样本剔除#最终得到完整样本量为
!"5$

份$表
!

为人口统计学指标$

表
$

!

人口统计学变量描述'

*Y$"R/

(

样本属性 类别 数量 比例 样本属性 类别 数量 比例

年龄

00

岁'及以下(

021 0!#&9

02

/

24

岁
&%" &0#09

2&

/

$4

岁
!0! !!#!9

$&

/

1!

岁
4& 4#!9

年收入

低收入
!!4 !"#49

中低等收入
4%1 42#19

中等收入
0$0 00#!9

中高等收入
!4" !2#19

民族
汉族

!"44 5&#$9

少数民族
25 2#&9

居住类型
城市

!"04 52#19

农村
&5 &#29

宗教
有宗教信仰

!52 !1#&9

无宗教信仰
5"! %0#$9

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 "#49

中学
!!2 !"#29

大学及以上
514 %5#!9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2!! 0%#$9

民族党派和群众
1%2 1!#&9

'二(变量说明

!#

因变量是政治信任

现阶段#我国公众对政治共同体%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拥有较高的认同#而对政府机构和政府人员

的信任则因人而异&

$所以#研究挑选对政府官员和政府机构信任的题项测量$政治信任的测量共有
2

个题项#答案采用四级李克特量表编码'

!7

强烈反对#

$7

非常同意($根据探索性因子分析#一共析出
!

个公因子#用最大方差法进行因子旋转#得到旋转后的因子成分矩阵如表
0

所示$

中国女性政治信任的因子分析结果为!

PWY

值是
"#1!!

#

HB<TQ;TT

的球形度检验显著性水平为

"h"""

#两个因子总共解释了
1$#$9

的方差$信度检测结果为!

D<E)?B(.

0

/

<

c"#%0&

$

0#

自变量为政治新闻使用与媒介可信度

政治新闻使用共有
4

个问题#答案采用四级李克特量表编码'

!7

几乎不看#

$7

几乎每天看($用主成

+

$"!

+

!

"

#

$

%

&

FYOLJP#DEC

R

B<+)

V

UEQ+T+(BQJ<-/T+):E)

V

PE)

V

B)SJB+,B)

!

=;@;Q/

#

3;T;<C+)B)T/

#

B)SXC

R

Q+(BT+E)/#AB

R

B);/;AE-<)BQE>UE

7

Q+T+(BQI(+;)(;

#

0""5

#

!"

'

0

(!

!$17!1$#

FG=D:GF#WEE)WA#=+)*+)

V

D+T+];)IBT+/>B(T+E),+T.G7

V

E@;<)C;)TB)SJ<-/T+)LE@;<)C;)T#AE-<)BQE>U-?Q+(6SC+)+/T<B

7

T+E)K;/;B<(._ J.;E<

Z

#

0""$

#

!4

'

2

(!

21!725!#

祁玲玲#赖静萍
#

政府行为%政治信任与主观幸福感
#

学术研究#

0"!2

'

1

(!

4074%#

A6IU6=K#6)T+/;C+T+/CB)S6)T+

7

M+E)+/C+)X<B)

!

J.;G>>;(T/E>XS;)T+T

Z

#

J.<;BT

#

B)SUEQ+T+(BQJ<-/T#DE)T;C

R

E<B<

Z

A;,<

Z

#

0"!4

!

!704#

项目由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马得勇教授主持$数据通过非概率抽样的方法在中国
&

大网络社区'爱调研网%新浪微博%

腾讯微博%天涯论坛%凯迪社区以及人人网(中收集问卷$作者感谢此机构及其人员提供数据协助#本论文内容由作者自行负责$

张明新#刘伟
#

互联网的政治性使用与我国公众的政治信任,,,一项经验性研究
#

公共管理学报#

0"!$

'

!

(!

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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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分析法对这
4

个问题进行因子分析#共析出
0

个因子#用最大方差法进行因子旋转#得到旋转后的因

子成分矩阵如下表
2

所示$

表
#

!

中国女性政治信任的主成分因子分析

题
!!

项 因子负荷量
政府的领导就像大家庭的家长#任何人都应该服从他们的决定$

"#%$"

服从政府部门是不会错的
"#%%%

只要领导人的品格高尚#那么任何事情都可以交给他们办
"#%4%

解释的方差'

;\

R

QB+);S@B<+B)(;

(

1$#$9

依旋转后各题项的因子载荷大小#将政治新闻使用的两个因子分别命名为传统媒体中的政治新闻

使用%网络中的政治新闻使用$因子分析的
PWY

值是
"#1!%

#

HB<TQ;TT

的球形度检验显著性水平为

"h"""

#两个因子总共解释了
&1#09

的方差$

根据因子分析结果#传统媒体中的政治新闻使用'

D<E)?B(.

0

/

<

c"#12!

(包括)中央电视台的新闻或评

论节目*%)新华社%人民日报的政治新闻*

0

个题项$网络中的政治新闻使用'

D<E)?B(.

0

/

<

c"#&0$

(包括

)新浪等网站的政治新闻*)微博或网络社区政治新闻*)微信发布的政治类新闻*

2

个题项$

媒介可信度共有
&

个问题#答案采用五级李克特量表编码'

!7

很不可靠#

47

非常可靠($用主成分分

析法对这
&

个问题进行因子分析#共析出
0

个因子#用最大方差法进行因子旋转#得到旋转后的因子成

分矩阵如下表
$

所示$

表
%

!

政治新闻使用的主成分因子分析

!"#

$

"%&%'

因子
(

因子
)

中央电视台的新闻或评论节目
"#"1$ "#LL"

新华社%人民日报的政治新闻
"#!%4 "#L."

新浪等网站的政治新闻
"#SRS "#212

微博或网络社区政治新闻
"#L$! s"#"%1

微信发布的政治类新闻
"#SR! "#0"$

解释的方差'

;\

R

QB+);S@B<+B)(;

(

00#49 $$#19

表
/

!

媒介可信度的主成分因子分析

!"#

$

"%&%'

因子
(

因子
)

中央电视台
"#R%! f"#"&%

新华社%人民日报及其网站
"#R%# f"#"22

相关党政机关新闻发布会
"#LLL "#"2$

微博或微信%网络社区
"#!"0 "#L%"

小道消息或朋友间传播的消息
f"#"4! "#L%!

海外境外媒体
f"#"54 "#!#/

解释的方差'

;\

R

QB+);S@B<+B)(;

(

$0#%9 2!#%9

依旋转后各题项的因子载荷大小#将媒介可信度的两个因子分别命名为官方主流媒介可信度%非官

方媒介可信度$因子分析的
PWY

值是
"#1!2

#

HB<TQ;TT

的球形度检验显著性水平为
"h"""

#两个因子总

共解释了
1$#&9

的方差$

根据因子分析结果#官方主流媒介可信度'

D<E)?B(.

0

/

<

c"#5"%

(包括
2

个题项#分别是 )中央电视

台*)新华社%人民日报及其网站*)相关党政机关新闻发布会*$非官方媒介可信度'

D<E)?B(.

0

/

<

c"#

1!2

(包括 )微博或微信%网络社区*)小道消息或朋友间传播的消息*)海外境外媒体*

!

2

个题项$

2#

中介变量

'

!

(社会心理感知变量$人际信任以)我觉得社会上的大多数人是值得信任的*问题测量'

Wc

0h$1

#

I3c"#&$

(#答案采用四级李克特量表编码'

!7

完全不信任#

$7

非常信任($公民社会满意度通过

)总体来讲#您对目前我们国家的政治社会现状满意吗*测量'

Wc0#$0

#

I3c"#1"

(#答案采用四级李克

特量表编码'

!7

很不满意#

$7

非常满意($主观幸福感通过)总体而言#您觉得自己现在幸福吗*测量'

W

c2#40

#

I3c"#%2

(#答案采用五级李克特量表编码'

!7

很不幸福#

47

非常幸福($

国家认同感的测量共有
4

个问题#答案采用五级李克特量表编码'

!7

强烈反对#

47

非常同意($通过

+

4"!

+

!

关于非官方媒介划分的依据来源于王丽娜%马得勇的研究'王丽娜#马得勇
#

新媒体时代媒体的可信度分析,,,以中国网民为对

象的实证研究
#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0"!&

#

&5

'

!

(!

%%755#

(#原因在于虽然有政务微博%微信等官方新媒体形式存在#但该

类型的官方新媒介并不是网民关注和阅读的主流渠道#而非官方的个体%组织等的微博微信才是网民关注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

因为若他们想获取官方信息#可以通过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官方主流媒体的网站获取#而不必通过微博微信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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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成分分析#共析出
!

个因子$因子分析的
PWY

值是
"#15&

#

HB<TQ;TT

的球形度检验显著性水平为

"h"""

#两个因子总共解释了
41#59

的方差$

D<E)?B(.

0

/

<

为
"#%!"

$

表
.

!

中国女性国家认同感的主成分因子分析

题
!

项 因子负荷量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感到很自豪

"#%04

我会一直支持我的国家#无论它是对是错
"#1$2

我为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璀璨文化而骄傲
"#1$2

我们自己的民族比其他民族更优秀
"#10%

每当唱国歌时#我总觉得非常的庄严肃穆
"#1&0

解释的方差'

;\

R

QB+);S@B<+B)(;

(

41#59

'

0

(政治心理,行为变量$政治兴趣通过)您对政治话题感兴趣吗*测量'

Wc0#%!

#

I3c"#&1

($

政治讨论以问题)您经常和别人谈论国际国内政治问题吗*测量'

Wc0#%5

#

I3c"#&4

($二者都采用四

级李克特量表编码'

!7

从不讨论#

$7

经常($

$#

控制变量

研究将年龄%教育程度%年度收入%居住类型'城市
c!

#农村
c"

(%宗教信仰'无宗教信仰
c!

#有
c

"

(%政治面貌'中共党员
c!

#民族党派和群众
c"

(%民族'汉族
c!

#少数民族
c"

(作为控制变量$

三%数据分析

'一(主要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矩阵

!#

中国女性的媒介使用状况

在政治新闻使用上#中国女性传统媒体政治新闻的使用得分为
0#!0

#标准差为
"#1&

&在所有受访者

中#有
$2&

名女性的传统媒体政治新闻使用得分高于阈值
0#4

分#占总体的
25#%9

&网络政治新闻使用

得分为
0#$%

#标准差为
"#&%

#一共有
40!

名女性的得分高于阈值
0#4

#占总体的
$1#&9

'政治新闻变量

的最小值为
!

#最大值为
$

#测量单元的中值为
0#4

($这就意味着有超过半数的中国女性对政治新闻的

使用率较低$在媒介信任度方面#中国女性对官方主流媒介的信任度较高#均值为
2#&%

#高于阈值
2

#而

对非官方媒介的信任度较低#均值为
0#1&

#低于
2

$这说明#有
10#!9

的中国女性对官方主流媒介持较

高的信任度#而仅有
0%#$9

的女性认为非官方媒介的可信度较高#低于半数$

0#

中国女性的政治兴趣%政治讨论和政治信任的状况

从表
&

中的数据可知#中国女性的政治讨论和政治兴趣的均值得分均高于阈值
0#4

#分别为
0#%5

和
0#%!

#表明中国女性对政治讨论的频率较高#也拥有较高的政治兴趣$从比例上#在所有受访者中#

11#$9

的女性和别人经常谈论国际国内政治问题$

&%#59

的女性对政治话题感兴趣$但是#在政治信

任上#中国女性的均值得分为
0#!2

#标准差为
"#&5

#低于阈值
0#4

$在所有受访者中#有
2""

名女性的

政治信任度较高#占总体的
01#$9

$这说明中国女性虽然对政治话题有较高兴趣#且与人谈论政治话

题的频率较高#但政治信任度仍比较低$

2#

中国女性的主观幸福感%社会满意度%人际信任和国家认同感

中国女性的主观幸福感和国家认同感都较高#均值分别为
2#40

和
2#%0

#都大于
2

#'两类变量的最

小值为
!

#最大值为
4

#测量单元的中值为
2

($也就是说
44#49

的中国女性觉得自己现在幸福#而

%2h$9

的中国女性持较高的国家认同感$但是在所有受访者中#只有
4"#29

的女性对社会现状感到满

意#

$5#&9

的女性认为社会上的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二者的均值得分也都小于阈值
0#4

'两类变量

的最小值为
!

#最大值为
$

#测量单元的中值为
0#4

($这说明#在社会现状满意度和人际信任上#有近半

数的女性持消极态度$

$#

主要变量的相关关系

由表
&

中
U;B</E)

相关系数可知!首先#传统媒体中的政治新闻使用和政治信任呈显著正相关'

<c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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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

R%

"#"!

(&官方主流媒介可信度'

<c"#251

#

R%

"#"!

(和非官方媒介可信度'

<c"#!""

#

R%

"#"!

(

均与政治信任呈显著正相关#这为假设
:!

%

:2

%

:$

的验证提供了有力支持$网络中的政治新闻使用

则与政治信任无显著相关性'

<c"#"2&

#

R&

"#"4

(#假设
:0

没有得到初步验证$其次#传统媒体中政治

新闻使用与个体社会心理感知变量%政治心理,行为变量都显著正相关&网络中政治新闻使用与主观幸

福感%人际信任%国家认同感%政治讨论和政治兴趣都呈现显著正向相关#而与社会满意度无显著相关

性$官方媒体可信度与社会心理感知变量具有显著正向相关关系#而与政治心理,行为变量无显著性

存在$非官方媒体可信度与政治兴趣和人际信任显著正正相关#与社会满意度和国家认同感显著负相

关$最后#主观幸福感%社会满意度%人际信任和国家认同感均与政治信任呈现显著正向相关#而政治讨

论与政治信任呈显著负向相关$政治兴趣则与政治信任没有显著相关性$

表
S

!

主要研究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矩阵

* +,- ( ) . / 0 1 2 3 4 (5 ((

!

主观幸福感
2#40 "#%2 !

0

社会满意度
0#$0 "#1"

"#2%$

''

!

2

政治讨论
0#%5 "#&4 "#!$&

''

"#"$5 !

$

政治兴趣
0#%! "#&1 "#!&2

''

"#"%&

''

"#&!"

''

!

4

人际信任
0#$1 "#&$

"#"52

''

"#!21

''

"#"$"

"#!!0

''

!

&

国家认同
2#%0 "#10 "#0"!

''

"#$$2

''

"#"%"

''

"#"$$ "#!4%

''

!

1

政治新闻!

0#!0 "#1& "#!!0

''

"#2"%

''

"#010

''

"#014

''

"#!!%

''

"#215

''

!

%

政治新闻0

0#$% "#&% "#!"%

''

"#"2% "#200

''

"#2$"

''

"#!"$

''

"#"11

''

"#225

''

!

5

可信度!

2#&% "#51

"#!51

''

"#$1"

''

"#"$2 "#"!5

"#!0"

''

"#421

''

"#2&2

''

"#"4" !

!"

可信度0

0#1& "#14 f"#"!"f"#!"5

''

"#"!$ "#"12

'

"#0$0

''

f"#!2&

''

f"#"!0"#!24

''

f"#"$2 !

!!

政治信任
0#!2 "#&5 "#"12

'

"#21!

''

f"#"&!

'

f"#"2""#0"1

''

"#$&4

''

"#221

''

"#"2& "#251

''

"#!""

''

!

!!

注!

!#

主观幸福感和国家认同变量的最小值为
!

#最大值为
4

&其余变量的最小值为
!

#最大值为
$

&

0#

政治新闻
!

%

0

分为传统媒体中

的政治新闻使用和网络中的政治新闻使用&可信度
!

%

0

分别为官方主流媒介可信度和非官方媒介可信度&

2#

'

R%

"#"4

#

''

R%

"#"!

$

'二(媒介使用对女性政治信任的影响

在政治新闻上#回归方程显示'见表
1

(#传统媒体中政治新闻使用对中国女性的政治信任度具有显

著正向影响'

=

c"#0$5

#

R%

"#""!

($这说明#对传统媒体中政治新闻使用越多的女性#其政治信任度也

就越高#假设
:!

成立$网络中的政治新闻使用与女性的政治信任度呈显著负向影响'

=

cf"#"1%

#

R%

"#"!

($这表明#对网络中的政治新闻使用越多的女性#其政治信任度就越低$假设
:0

得到验证#假设

表
!

!

媒介使用与中国女性政治信任的回归分析'

*Y$"R/

(

预测变量 模型
(

模型
)

模型
.

9人口变量:

年龄
"#!2!

'

"#""2

(

'''

"#"%2

'

"#""0

(

''

"#"5$

'

"#""0

(

''

民族
"#""1

'

"#!!2

(

"#"!$

'

"#!"&

(

f"#""4

'

"#!"!

(

宗教
f"#"02

'

"#"44

(

f"#"!4

'

"#"40

(

f"#"!%

'

"#"$5

(

政治面貌
"#""5

'

"#"$&

(

f"#"2"

'

"#"$$

(

f"#"4&

'

"#"$0

(

'

年收入
f"#"2!

'

"#"04

(

f"#""&

'

"#"02

(

f"#""%

'

"#"00

(

教育程度
f"#"11

'

"#"&0

(

'

f"#"1!

'

"#"45

(

'

f"#"40

'

"#"4&

(

'

居住类型
f"#"2%

'

"#"%&

(

f"#"42

'

"#"%!

(

f"#"24

'

"#"11

(

9新闻关注:

传统媒体的政治新闻
"#2&"

'

"#"0%

(

'''

"#0$5

'

"#"05

(

'''

网络的政治新闻
f"#"%&

'

"#"2!

(

''

f"#"1%

'

"#"05

(

''

9媒介可信度:

官方主流媒介可信度
"#2"2

'

"#"0!

(

'''

非官方媒介可信度
"#!!2

'

"#"04

(

'''

6S

'

-/TK

0

!#59 !0#59 0!#&9

(

K

0

0#49

'''

!!#!9

'''

%#%9

'''

!!

注!

!#

数值为标准化回归系数
=

#括号内为标注误
I#G#

&

0#

'

R%

"#"4

#

''

R%

"#"!

#

'''

R%

"#""!

$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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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在人口统计学变量的基础上#政治新闻使用对女性政治信任因变量的解释增加了
!!#!9

的变差$

在媒介可信度上#官方主流媒介可信度对政治信任具有正向显著影响'

=

c"#2"2

#

R%

"#""!

(#即女

性感知的官方主流媒体可信度越高#其政治信任度也越高$假设
:2

成立$回归方程显示#非官方媒介

可信度与政治信任也呈显著正向影响关系'

=

c"#!!2

#

R%

"#""!

(#假设
:$

成立$这表明#认为非官方

媒介可信度越高的女性#其政治信任度也越高$从标准化回归系数看#官方媒介可信度对中国女性政治

信任的影响明显大于非官方主流媒介可信度的影响$在控制了人口统计学变量和政治新闻使用变量

后#媒介可信度对政治信任因变量的解释增加了
%#%9

的变差$

研究在人口统计学变量上也得到一些发现$年龄在所有模型中都对政治信任具有高度正向显著影

响#即年龄越大的女性#其政治信任度也就越高'

=

c"#"5$

#

R%

"#"!

($相反#政治面貌对女性政治信任

是负向显著影响#也就是身为中共党员的女性#其政治信任度比较低'

=

cf"#"4&

#

R%

"#"4

($教育程度

也显著负向地影响了女性的政治信任#表明教育程度越高#女性的政治信任度就越低'

=

cf"#"40

#

R%

"#"4

($人口统计学变量解释了总变差的
!#59

$

'三(媒介使用与女性政治信任!媒介可信度%个体社会心理变量和政治心理!行为变量中介效应

的检验

为了分析媒介可信度%个体社会心理变量和政治心理,行为变量是否中介了媒介使用对女性政治

信任的影响#研究对其进行了
IE?;QLEESCB)

检验!

$为了方便检验#研究将传统媒体中的政治新闻使

用和网络中的政治新闻使用加总均值得到政治新闻使用变量'

Wc0#2"

#

I3c"#45

(&将官方主流媒介

可信度和非官方媒介可信度加总均值得到媒介可信度变量'

Wc2#00

#

I3c"#&"

($具体检验公式和检

验程序为!

图
$

!

中介变 量示意图 图
#

!

中介效应检验程序

注!图示来源于温忠麟等对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的研究$

检验结果显示!

首先#在媒介可信度上'表
%

(#依次检验都是显著的#所以媒介可信度的中介效应显著$由于最后

一步
T

检验也是显著#所以是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
"#04&t"#2&5

"

"#02%c

25h19

#即媒介使用对女性政治信任影响的
25#19

被媒介可信度中介$假设
:4

得到验证#假设成立$

表
L

!

媒介可信度在政治新闻使用对女性政治信任影响中的中介效应检验表

预测类型

"

+6 ' +7

8

政治新闻使用
#

政治信任
"#02% "#"!1 %#"5 "#"""

政治新闻使用
#

媒介可信度
"#04& "#"2" %#1$ "#"""

媒介可信度
#

政治信任
"#2&5 "#"!& !2#!" "#"""

政治新闻使用
#

媒介可信度
#

政治信任
"#!4$ "#"!1 4#2$ "#"""

+

%"!

+

!

温忠麟#张雷#侯杰泰#等
#

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
#

心理学报#

0""$

#

2&

'

4

(!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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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个体社会心理变量上'表
5

(#所有检验都是显著的#这表明#主观幸福感%社会满意度%国家

认同感和人际信任的中介效应显著#第四步的
T

检验也显著#所有个体社会心理变量在媒介使用对女性

政治信任影响上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假设
:&B

%

:&?

%

:&(

和
:&S

得到验证$各自中介效应比例为!

!#

主观幸福感!

"#!2$t"#"12

"

"#02%c$#!9

0#

社会满意度!

"#00"t"#21!

"

"#02%c2$#29

2#

国家认同感!

"#0%%t"#$&4

"

"#02%c4&#29

$#

人际信任!

"#!2&t"#0"1

"

"#02%c!!#%9

从中介效应所占比例可看出#媒介使用对女性政治信任影响的
4&#29

被国家认同感中介#占比较

大$而中介效应较小的为主观幸福观#占比
$#!9

$

最后#在个体政治心理
f

行为变量上'表
!"

(#从对政治兴趣的检验发现#政治兴趣
#

政治信任的检

验不显著'即
W

对
^

的回归系数不显著#

Tcf"#5%5

#

R&

"#"4

(#因此需要做
IE?;Q

检验#检验统计量是

]cuB

u

?

"

uBI

0

?

l

u

?

0

I槡
0

B

#其中
uBc"#212

#

I

B

c"#"!&

#

u

?cf"#"2"

#

I

?

c"#"2!

#计算结果为
]cf"#5&1

#

R&

"#"4

#所以政治兴趣的中介效应不显著#假设
:&;

没有得到验证#假设不成立$对于政治讨论变量#依

次检验结果都是显著#最后一步检验
T

值也是显著的#所以政治讨论是部分中介变量#中介效应占总效

应的
5#049

#占比较小#假设
:&>

得以验证$

表
R

!

个体社会心理变量在政治新闻使用对女性政治信任影响中的中介效应检验表

预测类型

"

+6 ' +7

8

主观幸福感

政治新闻使用
#

政治信任
"#02% "#"!1 %#"5 "#"""

政治新闻使用
#

主观幸福感
"#!2$ "#"0! $#$1 "#"""

主观幸福感
#

政治信任
"#"12 "#"04 0#$2 "#"!4

政治新闻使用
#

主观幸福感
#

政治信任
"#020 "#"!1 1#%0 "#"""

社会满意度

政治新闻使用
#

政治信任
"#02% "#"!1 %#"5 "#"""

政治新闻使用
#

社会满意度
"#00" "#"!% 1#$& "#"""

社会满意度
#

政治信任
"#21! "#"0% !2#!% "#"""

政治新闻使用
#

社会满意度
#

政治信任
"#!&$ "#"!1 4#11 "#"""

国家认同感

政治新闻使用
#

政治信任
"#02% "#"!1 %#"5 "#"""

政治新闻使用
#

国家认同感
"#0%% "#"!% 5#54 "#"""

国家认同感
#

政治信任
"#$&4 "#"0& !1#21 "#"""

政治新闻使用
#

国家认同感
#

政治信任
"#!!2 "#"!& $#"& "#"""

人际信任

政治新闻使用
#

政治信任
"#02% "#"!1 %#"5 "#"""

政治新闻使用
#

人际信任
"#!2& "#"!& $#4$ "#"""

人际信任
#

政治信任
"#0"1 "#"20 1#"" "#"""

政治新闻使用
#

人际信任
#

政治信任
"#0!2 "#"!1 1#2! "#"""

表
$"

!

个体政治心理!行为变量在政治新闻使用对女性政治信任影响中的中介效应检验

预测类型

"

+6 ' +7

8

政治兴趣

政治新闻使用
#

政治信任
"#02% "#"!1 %#"5 "#"""

政治新闻使用
#

政治兴趣
"#212 "#"!& !2#05 "#"""

政治兴趣
#

政治信任
f"#"2" "#"2! f"#5%5 "#202

政治新闻使用
#

政治兴趣
#

政治信任
"#0%5 "#"!% 5#0" "#"""

政治讨论

政治新闻使用
#

政治信任
"#02% "#"!1 %#"5 "#"""

政治新闻使用
#

政治讨论
"#2&! "#"!& !0#%" "#"""

政治讨论
#

政治信任
f"#"&! "#"20 f0#"" "#"$4

政治新闻使用
#

政治讨论
#

政治信任
"#055 "#"!% 5#45 "#"""

四%结论与讨论

女性在政治社会化'

UEQ+T+(BQIE(+BQ+]BT+E)

(过程中#传媒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经过数据分析发

现#媒介使用对女性的政治信任具有独立的显著影响$此外#研究还发现#相比个体政治心理,行为变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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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在媒介使用对女性政治信任影响上的中介效应#个体社会心理感知变量对媒介使用与女性政治信任

的中介效应影响更大$

图
%

!

媒介使用%中介因素与政治信任的因果路径图

'一(政治新闻使用对女性的政治信任产生了较大影响

传统媒体作为主流媒体#承担着党和政府的宣传任务#所以对新闻内容严格)把关*#将正面政治信

息传播出去#起到宣传和说服作用$根据议程设置理论的观点#女性会在)想什么*的问题上受到传统媒

体的引导#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和塑造了女性对政治的正向评价和信任$现有研究也表明#报纸和电视

媒体中的政治新闻关注对公众的政治信任有显著正向影响!

$虽然并不是针对女性所得的研究结论#

但也说明传统媒体中的政治新闻使用对个体的政治信任度具有强化作用#女性自然也会受到这种正向

宣传和涵化的影响$

网络中的政治新闻使用对女性的政治信任具有负向显著影响$主要的原因在于网络新媒体因其

)开放性*和)无结构性*的特性#对信息的审查不会受到严格管控#更可能造成政治"政府负面消息的传

播"

#而女性对这些负向消息的接触可以影响她们的政治认知和情感#从而弱化了政治信任度#

$

'二(媒介可信度是影响女性政治信任的重要传媒因素

李艳霞发现#中国当代公众对于政治体系的信任很大程度上受到主流媒体的宣传#且对主流媒体信

任度越高的公众#其政治信任度也越高$

$本文的统计分析结果也佐证了这一结论$以央视等为代表

的官方主流媒介的可信度对女性的政治信任度有积极显著的影响$主要的原因在于央视%新华社等官

方主流媒体扮演着党和政府的喉舌#对政治采取正面宣传为主$

但是#有研究表明#网络媒体的接触对政治信任呈显著负影响%

#这表明互联网"新媒体中传播的政

治事件会对个体的政治信任度产生削弱作用#但本文的研究结论却与之相反#非官方媒介可信度对女性

的政治信任是积极影响$对此的解释或在于非官方媒介信任包括对小道消息等渠道的信任#而该媒介

信任对女性的政治信任有一定程度的积极影响&

$另外#研究也发现#媒介可信度在政治新闻使用对女

性政治信任影响上起到部分中介效应的作用$这表明#提高女性对政治机构和政府官员的信任度#不仅

需要改善媒体的政治报道#还需要提升媒体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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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恒江 等!媒介使用对中国女性政治信任的影响研究

'三(国家认同感和社会满意度是媒介使用对女性政治信任影响的重要中介因素

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可知#国家认同感和社会满意度是媒介使用对女性政治信任影响的重要中介因

素$在国家认同感上#

=#HGKL

通过对
!%

个欧洲国家的研究发现#公民国家认同感'

(+@+()BT+E)BQ

+S;)T+T

Z

(越强#人们就越倾向于信任政治机构!

$本文的研究发现也与之一致$由前文叙述可知#中国

女性的国家认同感较高#即中国女性在心理和情感上赞同与支持中国民族主义'

)BT+E)BQ+/C

(的意识越

强烈"

#就越能影响其政治信任度#也能对媒介使用与政治信任的关系产生较高中介效应$而对于社会

满意度#现阶段#人们对政府的评价开始使用社会服务质量来评价#进而影响政治信任#

$女性也正是

透过社会现状了解了政府的管理能力和建设能力#这种表面上虽体现为对社会现状的满意#但实际是对

政府管理能力的认可$由此#社会满意度也能中介媒介使用对女性政治信任的影响$

'四(政治兴趣和政治讨论在媒介使用对女性政治信任影响上的中介效应有限

政治兴趣和政治讨论对女性政治信任的影响与对男性政治信任的影响存在差异$张明新发现#男

性的政治兴趣越高#其政治信任度也就越高$

&同时#政治讨论越多的男性#政治信任度也高$而女性却

与之相反#政治兴趣对其政治信任度没有显著影响#而政治讨论越多的女性#其政治信任度也越低$这

一差异现象说明在政治信任上#两性间存在明显的性别政治差异现象$

从中介检验结果也可知#个体社会心理感知变量在影响媒介使用对女性政治信任的效果时要优于

政治行为和政治心理变量$因此#从这一结论出发#传媒对政治信任甚至政治参与的影响不应局限于政

治领域变量的考量#而应多关注个体社会心理变量的中介影响$

'五(年龄%政治面貌和教育程度是女性政治信任的显著预测因素

年龄越大的女性#其政治信任度就越高#而党员女性的政治信任度低$对此的解释或因年龄较大的

女性有充足的时间参与社区里的政治活动或公共事务#也更愿意利用闲暇时间了解政治信息#由此对其

影响较大$对于政治面貌对女性政治信任的显著负向影响#有研究在解释青年党员的政治态度消极问

题时提及社会转型时期#多元观念的出现给党的思想整合带来了挑战%

#党员女性也许也受到这种影响

而带来政治信任度下降#也许是因对政治体制过于了解#知晓宣传与传播的差异而影响了政治信任度#

但具体解释还需进一步探讨$此外#教育程度越高的女性#其政治信任度越低$原因在于受教育程度越

高#女性的批判意识就越强#并且对政治体制的认知就会越了解#从而更多地会对政府机构或官员持有

批判的价值观$

以上研究结论显示#随着公众媒介素养的提升及传播科技高速发展所带来的信息来源空前繁杂#势

必给政府机构或组织%个体带来更大挑战$单面的信息传播#只会带来党媒公信力的下降#导致其对知

识群体的影响力逐渐式微$只有转变传播观念#创新传播方式#变宣传为传播#方可走出此误区$所以#

在社会转型时期#面对新媒体发展而带来的新的传播场景#重新思考舆论的引导问题#思考官方媒体与

社交媒体的信息鸿沟'差异(如何弥合的问题都显得十分重要且意义深远$本文也是基于此而展开的一

项研究#以期为协调政府%媒体%公众三者间关系做出贡献$

同样地#我们也相信研究结论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经验层面上#对于分析中国政治传播与政治信任

的关系具有启发意义#也能够帮助揭示与理解转型社会时期中国政治信任的状况$研究的理论价值在

于建立了女性媒介使用和政治信任之间的直接联系#以及通过影响个体社会心理感知和政治心理,行

为程度而产生的间接联系$一方面#这些发现拓展了媒体使用的效果维度#即在呈现出媒介所具有的议

程设置功能和涵化效应的同时#也展现了媒介动员和赋权的威力$另一方面#研究明确了女性政治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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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形成的特定媒介环境和心理认知机制$具体而言#研究总结出媒介使用对女性政治信任的两种影

响路径!直接的认知效果和社会心理感知与政治心理,行为的中介效果$对于直接的认知效果#网络政

治新闻使用对女性政治信任产生)抑郁效应*#传统媒体中的政治新闻关注支持)宣传强化效果*#这些发

现进一步揭示了传媒与政治信任间的关系#更加多元地呈现了新旧媒体的差异及其对政治信任的影响#

为中国政治传播与政治信任的关系探讨提供了理论与经验上的解读和支持!

$而个体社会心理感知与

政治心理,行为因素所起到的中介效应差异区别于以往研究中的固化模式和结论'将二者作为自变量

或调节变量(#为政治传播研究的方向与理论讨论提供了新的思考路径$

另外#本文对政治信任研究中的文化主义解释路径具有拓展贡献#认为传媒因素是该解释路径中的

重要影响因素#丰富了政治信任研究的理论框架$当然#传媒作为当今社会重要的信息传播与获取渠

道#对个体的日常生活与行为方式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其是否能独立发展成为影响政治信任研究的

新解释路径#以区别于制度主义'

X)/T+T-T+E)BQ+/C

(和社会文化视角'

/E(+E

7

(-QT-<BQ

R

;</

R

;(T+@;

(两种解

释路径则亟须更多地探讨与验证$对于这一理论问题的讨论#本文给予了初步的论据与思考$

最后#文章由于使用二手调研数据#因此在变量的选择与设置上较为局限#忽略了媒介使用时间和

媒介使用行为的测量&同时#对政治信任因变量的测量题项过于笼统#建议后续研究可就政府官员%政府

机构等维度区分测量$另外#研究模型未能将媒介影响与日常经验或其它认知来源对女性政治信任的

影响相互剥离开$但从中介效应检验也可知#在控制)个体社会心理变量*和)政治心理,行为变量*的

情况下#媒介使用对女性政治信任的影响也显著成立$这表明在控制一些日常经验%感受和认知的变量

后#媒介使用对女性政治信任的影响也显著存在$但为了能更加直接且明显地揭示媒介的影响#未来研

究可将日常经验或其他认知来源的影响纳入模型中#更加具体地呈现女性政治信任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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