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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近期中國大陸民眾政治信任及輿論觀察 
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特聘教授兼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信賢主稿 

 

 近期中國大陸社會出現質疑城管、農管執法、公權力擴張、退休金

銳減等輿論，對政府信任度下降。由於黨中央高度集權決策，使民

眾對施政不滿的矛頭直接指向黨中央的情況日益增加。 

 社會心理的焦躁浮動、衝突不斷，「愛國主義」甚至不敵民眾的生

計考量與對現狀的不滿，政府對不利言論極其敏感而「無限上綱」，

也為未來的社會治理埋下不可預期的伏筆。 

 

根據過去國際機構的調查顯示，相較於其他國家，中國大陸民眾

的社會安全感較高，且民眾對政府的信任也位居全球前列。然而，近

來經濟下行趨勢未緩、失業率急遽攀升、疫情防控亂象，以及從「動

態清零」到「與病毒共存」的防疫政策大轉彎，使得民眾的社會安全

感急遽下降，與此同時，對政府的信任感也不似以往。去年 11 月底

在 50多個城市所發生的「白紙運動」便是此種社會集體心理的呈現。

根據此，本文對近期大陸輿論與政治信任有以下觀察與分析。 

 

（一）從「賣崽青蛙」談起 

近期「賣崽青蛙」在中國大陸各大城市遍地開花，一些穿著逗趣

綠色青蛙裝，在街頭販售青蛙造型氣球，逗趣模樣幾乎成為城市街頭

笑聲的來源。然而，也正因其流動攤販的性質，終究難逃「城管」的

驅趕。杭州一隻「青蛙」被城管抓住，被罰面壁思過；寧波交警攔下

騎電動自行車沒戴安全帽的「青蛙」，罰款 20元。而近期引發輿論反

彈的是，一隻「賣崽青蛙」在上海街頭「落網」，當場被城管要求褪

去蛙皮。支持青蛙的網民主要有兩大理由，一是「不是生活所迫，誰

會忍心賣兒賣女」，由於多數青蛙裝下是失業的、下班後兼差的青年，

也有無業的老年人，其折射出當前經濟下行、青年失業與社會不公

平；第二是「中央不是鼓勵地攤經濟與內需？」，在新一任政府上臺

後，地攤經濟政策重新被點燃，甚至在「五一長假」火爆出圈的「淄

博燒烤」也成為官方媒體報導的焦點，淄博一躍成為網紅城市，而「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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崽青蛙」卻成為各大小城市街頭中被驅趕的對象。而此折射的便是對

政府執法差別待遇的不滿。 

 

（二）各類社會保險的短缺 

去年年底起，廣州、武漢、大連等地陸續出現退休人士抗議醫療

保險改革的「白髮運動」，各地不少退休人士的醫保金減少五至七成

不等，使民眾對醫保制度改革的反彈浮上檯面。深究其中，與近年來

每況愈下的地方財政有關，由於經濟下行、房地產與爛尾樓問題，近

年地方財政因鉅額防疫支出惡化，防疫支出挪用了部分醫保基金，為

本次醫保改革削減個人帳戶每月金額的主因。與此類似，大陸自 2022

年起實施企業職工養老保險金全國統籌，各省市社保系統近期陸續切

換至新系統，然而上海、深圳的民眾最近卻在登錄新系統後，發現自

身社保帳戶退休金的試算金額大幅減少而引發爭議。網路上紛紛出現

「如何看待上海與深圳人的社保帳戶餘額一天少了三分之一？」、「我

國養老金的缺口究竟有多大？」的疑問。同樣地，其根本原因也是經

濟下行、疫情封控與地方財政惡化的問題，值得探究的還有兩個議

題，一是連財政狀況名列前茅的上海與深圳都有此問題，那其他地方

呢？二是養老保險金的「全國統籌」，是否回到過去吃「大鍋飯」的

年代？這也無怪乎不少上海市民會說「上海的房價怎麼不納入全國的

大池子一起統籌呢？」。 

 

（三）農管強制執法引發的爭議 

繼「城管」的「城市管理執法」後，近期中國大陸多地農村出現

被民眾稱為「農管」的執法隊伍，佩戴「農業綜合行政」臂章強力要

求農民「退林還田」、禁止房前屋後種瓜種菜、務農需要持證上崗等，

進而引發議論。此波「農管」的爭議，追根溯源還是來自於中共所擔

憂的「糧食安全」，包括農管強制農民砍除種植的樹木而須改種農作

物，保證 18 億畝耕地主要是要種糧食，亦即該種什麼、怎麼種，一

定要統一管理。近年來，習近平不斷強調「糧食安全」，在「二十大」

報告也強調的國家安全，也就是習所一再主張的「自力更生」以及「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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碗要端在中國人自己手裡」。而縱使官方一再提出「農業綜合行政」

是為了統一執法而設，其範圍有限而非大小事全管，且其執法有據。

但由於「城管」的惡名昭彰，常仗著執法之便，惡性欺壓百姓，甚至

引發群體性事件時有所聞，近期不少「農管」在農村惡行執法，透過

網路傳播而引發民眾不滿，也讓人不得不將農管與城管進行聯想。而

一旦出現此種連結，也代表官方在農村要正常執法的難度增加。 

 

（四）後疫情時期青年與城市中產的政治信任大降 

近年來中國大陸民眾對於公權力的擴張、政府的公信力，以及年

輕人在疫情時代看待自己未來的想法正在產生變化，早在去年 5 月

《知乎》一篇名為「今年新冠疫情，讓你的觀念發生了哪些變化」的

文章中，「比起疫情，無限擴張的公權力才讓人害怕」的回應點讚數、

回應數與轉發數極為驚人，即可看出民眾對政府的防疫成效及公信力

都提出了質疑，且主要為青年與城市中產。首先，疫情期間過度封控

使得青年失業率大增，2021年底以來從未低於 15%，2022年青年失

業率高達 19.9％，甫公布的 2023年 4月數據甚至攀高至 20.4％，其

中，大學畢業生失業率更遠高於一般青年。也因此，近期不論是網上

串連，或是實體的行動，如去年 11月底的「白紙運動」，青年都是對

時政不滿的主要人群。其次，中產階層在工作與家庭穩定後最需要的

是「穩定」，但疫情期間官方強制的防疫措施，後又出現政策大轉彎，

都在在彰顯出政府權力的無限制擴張，這也讓中產階層產生焦慮。因

此，這 2年社會出現從「內捲」、「躺平」、「潤學」到「人礦」的輿論，

也是以這些群體為主。 

 

（五）差序政府信任結構大受衝擊 

過往在中國大陸民眾對政府的信任研究中，多有「差序信任」的

研究結論，亦即從中央、省，一直到省以下的各級政府，信任程度逐

步降低。由於對上級政府信任較高，也為中共中央豎起一道道施政的

防火牆，一方面，每一層級地方政府都可能將民眾的不滿阻絕於地

方，另一方面一旦中央出手解決問題，亦能迎來「包青天」美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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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過去抗爭民眾常舉的標語為「請中央救救我們」、「請共產黨救

救我們」。然而，近來此種政府信任結構出現轉變，除經濟下行看不

到盡頭外，主要還是疫情期間，各地採取嚴格的封控與核酸檢驗，造

成民眾的不滿，甚至是衍生出多起「次生傷害」；而民眾多清楚，嚴

格防疫政策的源頭是中央而非地方政府，這也是為何在白紙運動期

間，群眾出現「直指中央」，甚至是最高領導人的抗爭口號之故。而

過去十年來，地方權力不斷向中央集中，也代表前述「防火牆」的功

能減弱，若此種趨勢不變，日後民眾因對施政不滿而直指中央的情事

也將增加。 

 

（六）政治信任下降後的社會治理 

承前所述，正因在經濟下行與疫情封控帶來對政府信任的下降，

對中共的社會治理與國家社會關係至少有以下幾個影響，首先是整體

社會心理出現的焦躁與浮動，在無處宣洩下對轉而將矛頭對準他人，

具體呈現在日常紛爭的增加，在街頭、公共運輸、商場中，民眾間摩

擦與衝突較以往更為頻繁。其次，近期在網路上出現一波「不願為國

而戰」的論戰，並擴散至中國大陸各個網路平臺，包括網易、知乎、

今日頭條等網站等，主張不願上戰場的主要理由為「對社會不平等的

不滿」以及「不願為那些既得利益者而戰」，是否代表官方所帶動的

「愛國主義」逐漸不敵一般民眾的生計考量與對現狀的不滿，值得進

一步觀察。再者，政府對於稍有不利的言論也極其敏感進而「無限上

綱」，如笑果文化公司的脫口秀演員李昊石（House），因以「能打勝仗，

作風優良」形容寵物狗的段子，被民眾舉報「辱軍」、「侮辱『人民子

弟兵』」，脫口秀演員雖有踩紅線之虞，但北京市文化市場綜合執法總

隊與文旅局隨即對該公司與演員作出嚴重的行政處罰，官媒也大加撻

伐也引發議論。最後，當前中國大陸出現的社會事件雖不致對中共統

治造成立即而明顯的挑戰，但如同前述，將會對民眾的政治信任造成

衝擊，也會對未來的社會治理埋下不可預期的伏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