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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民社会心态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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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云亭

(华东理工大学 200237)

【摘 要】:社会心态的引导是一个综合的社会工程。要重点关注改革的落实、监督和评估。我们要继续改革，加

强改革各环节的反思，提升改革的质量。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让改革的红利真正惠及于民，降低各领域的社会风

险带给人们的焦虑感。要进一步挖掘基层民众的力量，充分尊重和发挥其在政策制定、政策落实和政策监督中的作

用。要利用好、监管好大众媒体，使其能积极引导、助成健康的社会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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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态是一个社会的“晴雨表”。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深化改革及社会转型的关键期，对社会心态的了解和认识至关

重要。社会心态是弥散在整个社会的社会心境状态，是由经济关系、政治制度以及整个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而引起的、在社会

群体中较为普遍地存在的、具有一定共同性的社会心理反应或心理态势。
［1］

为了更好地了解和掌握发展过程中上海市民的社会

心态，实现可持续发展，我们在 2017 年 6 月组织了大型的市民抽样调查。此次社会心态调查的内容主要包括市民在发展过程中

的社会焦虑感、社会信心程度、对当前政府工作效果的评价以及对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九大的期望。

一、社会焦虑与利益个体化趋向

社会焦虑是当代中国转型期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前我们已经进入“全民焦虑”的时代。
［2］

社会焦虑

指由于社会中的不确定因素而在民众中产生的压抑、烦躁、不满、非理性冲动等紧张心理，这一紧张心理集聚到一定程度就会

形成社会张力，最终以社会冲突或其他方式释放出来。
［3］

总的来说，上海市民处于一种普遍焦虑的状态，每一项调查内容的非常焦虑和比较焦虑的比例都超过了半数(见表 1)。其中

高昂房价给市民的社会焦虑感最强，有 749 人感到焦虑，占总样本数的 70．7%，其中 448 人认为，高昂的房价使他们处于一种

非常焦虑的状态，而完全不焦虑的仅占 1．8%。另外，人们对食品、药品和产品安全也存在较强的焦虑感，非常焦虑和比较焦虑

的比重占到 66．9%。人们对就业、工作压力和物价上涨带来的焦虑感相对较弱，但也超过了 50%。这足以说明市民的焦虑感已

经非常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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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强的焦虑感会侵蚀个体安全感，缺乏安全感的个体会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来弥补安全感的缺失。这削弱了公众的公共意

识，使其将目光聚焦在自身利益的实现上，造成一种利益个体化趋向。回顾最近几年上海的发展，可以发现，上海的群体性事

件有不断增多的趋势，发展的阻力不容忽视，这是利益个体化趋势的反映。社会焦虑虽然是微观层面的，但是它关系着整个社

会的和谐稳定，是个大问题。

市民的焦虑感虽然比较强，但是市民在维护自身权益方面却日趋理性，数据显示 72．3%会选择理性的方式，包括找媒体帮

助、向有关政府部门反映、找关系疏通、与对方当事人或单位协商或打官司等来维护自身和亲人的利益，当然还有 12．7%的人

选择“无可奈何，只好忍了”。运用理性的维权手段维护和争取个人利益是社会进步的表现，说明社会的理性程度在不断提高，

文明程度在不断提高。

不同性别的群体在房价焦虑方面具有不同的焦虑程度。相对男性，女性对房价的焦虑程度要更加强烈。在“非常焦虑”层

面上女性比男性多出 51 人次，在“比较焦虑”层面上多出 41 人次(见表 2)。女性比男性对房价高涨更焦虑可能是因为，相对男

性来说，女性更缺乏安全感，住房是她们在城市中，生活安全感的重要基础。另外，女性独立意识的增强也会加剧这一状况。

对房价的焦虑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都有所体现，除 20岁以下的年龄阶段外，焦虑的比重在不同的年龄段都超过了 50%，其中 21～

30岁的人们对房价的焦虑程度最强，其比重达到 80%多，包括非常焦虑与比较焦虑两类(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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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强社会信心与强社会发展动力

社会信心关乎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社会信心不足，则社会发展动力不足，社会信心度高，则社会发展的动力足。社会信

心既是一定时期民众的总体性心理预期，具有稳定性，但易受经济社会等宏观结构环境变迁的影响。社会信心不仅是人们的主

观心理表征，且会引导民众的行为，进而影响总体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4］

总体来看，市民对上海发展的信心比较足(见表 4)。在充当改革开放排头兵和创新发展的先行者、建设“四个中心”、成为

国际文化大都市、预防恐怖袭击和应对大规模失业和群体性事件方面，信心的比重都超过了 80%。而对政府正在大力推行的“类

住宅”乱象整顿，人们的信心度最低为 65．9%，剩余各项信心所占比重则都超过 70%。另外，大部分市民对自身未来发展的前

景比较乐观，60．5%的市民认为 5年后的生活水平会比当下有所提升，56．5%的市民对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有信心。社会信心

是社会创新发展的动力源泉，上海市民普遍所具有的对发展的社会信心为上海后续的创新驱动发展提供了社会心态基础和现实

动力，能够使政府对发展保持开放的态度，敢于探索新的发展模式，不至于束手束脚。市民社会信心足也有利于激发社会活力，

底层的创新才是创新发展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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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府工作效果评价

此次调查显示，大部分市民对政府工作给予肯定，认为当下政府推行的工作效果比较显著。在民生工作、自贸试验区、城

市精细化管理方面，做出肯定回答的群众超过 70%。政府最近推进的城市秩序整顿工作也获得积极的效果评价，72．9%的人认为

“五违四必”综合整治的效果显著，77．9%的人认为交通违法整顿效果显著，68．2%的人认为中小河道综合整治效果显著。但

是，在教育市场清理整顿方面只有 45%的人给予了肯定，44．6%的人认为效果一般。“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也获

得 73．4%的赞同度，说明市民对“两学一做”的教育活动非常支持。基于当前上海的创新发展，市民对十九大的召开普遍比较

期待，比重达到 76．3%，其中有 66．3%的人认为当前迎接十九大的舆论氛围浓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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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上海市民社会心态的总体分析及对策建议

上海作为国际性大都市、国内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和创新发展的先行者，持续发展创造的社会景气给整个社会带来信心，使

其具有很强的韧性。上海之所以会有如此强的发展动力，很大原因是因为市民自主意识的觉醒，对分享改革红利和维护自身权

益意识的加强。与民众自主意识觉醒相伴随的是，政府与市民良性沟通机制的形成，这一沟通机制一方面能够让政府看到工作

还存在不足，使制度建设更科学、完善，另一方面也增进了政府与市民的认识与了解，极大提高了政府的公信力。所以，正如

调查结果所显示的，民众对政府改善民生、整顿社会秩序的工作抱有信心，对政府正在开展的工作质量给予高度评价。

但是，人的认识是有限的，改革深化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制度改革带来的一些问题也引起了市民的普遍焦虑。社会心态的

引导是一个综合的社会工程。首先，我们应该在反思中深化改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讲话中所强调的，

要重点关注改革的落实、监督和评估。所以，我们要继续改革，加强改革各环节的反思，提升改革的质量。其次，完善社会保

障制度，让改革的红利真正惠及于民，降低各领域的社会风险带给人们焦虑感。再次，进一步挖掘基层民众的力量，充分尊重

和发挥其在政策制定、政策落实和政策监督中的作用。最后，要利用好、监管好大众媒体，使其能积极引导、助成健康的社会

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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