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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地官方微媒关注度对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的实证
———基于滇、桂两省（区）８市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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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对提升基层民主质量、加快城镇化进程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价值。

新生代农民工“微生活”常态化、网络抗争意识增强和“城 市 化”意 识 强 劲 但 过 程 艰 辛 制 约 着 其 政 治 认 同。

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属地官方微媒公众号关注度越高且上网时间越长，其政治认同度就越高；制度认

同在政治素养与政治认同中具有中 介 效 应，制 度 认 同 对 政 治 认 同 具 有 直 接 价 值 传 导 作 用，制 度 认 同 有 助

于涵养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素养；优 质 的 微 媒 资 源、良 好 的 政 治 素 养 和 高 效 的 制 度 实 践 对 新 生 代 农 民 工

政治认同具有协同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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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新生代农民工是相对于第一代农民工而提

出的一个社会学概念，特指１９８０年及之后出生

的，进城从事非农业生产６个月及以上的，常住

地在城市，户籍地在乡村的劳动力。“一个社会

所达到的政 治 联 合 体 的 水 平，反 映 了 构 成 该 社

会的各种社会势力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１］

随着我国改 革 开 放 规 模 和 力 度 日 益 扩 大、城 市

产业结构升 级、农 村 生 活 压 力 加 大 以 及 新 生 代

农民工“城市 化”规 模 扩 大，新 生 代 农 民 工 必 将

长期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

的新生力量。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２０１９年中

国农民工数量２９　０７７万人，同比增长０．８％，其
中，东部 地 区 农 民 工 就 业 数 量 逐 年 微 降，２０１９
年农民工就业 数 量 达 到１５　７００万 人，同 比 下 降

０．７％；西 部 地 区 农 民 工 就 业 人 数６　１７３万 人，

同比增长３．０％，制 造 业、建 筑 业、批 发 零 售 业

三个 行 业 务 工 人 数 占 比 位 居 前 三，分 别 为

２７．４％、１８．７％、１２％［２］。微媒体作为新生代农

民工人际交流、工作生活、娱乐休闲等社会实践

活动的重要 载 体，兼 具 工 具 性 和 价 值 性。微 媒

体加速了新 生 代 农 民 工 的 价 值 观 念 内 化、社 会

实践及政府公共 服 务 的“微 化”进 程，“无 微（微

媒体）不至”已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生活的真实写

照，新生代农民工在享受微媒体带来的便捷、智

能、愉悦等工具性福利的同时，难免受到非主流

媒体传播的 错 误 价 值 观 的 误 导，从 而 降 低 对 党

和国家以及 政 府 的 政 治 认 同，一 旦 利 益 抗 争 遭

遇政府的庸 政、懒 政、怠 政 行 为，极 易 引 发 群 体

性事件和暴 力 维 权 事 件，进 而 加 深 民 众 与 政 府

间的信任裂 痕，加 速 政 府 公 信 力 流 失。随 着 新

生代农民工网络参政意识和民生质量诉求的提

高，政府的廉政形象、行政效率、司法公正、弱势

群体保护、优 质 资 源 配 置 等 问 题 越 来 越 成 为 影

响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的重要因素。本研究

以广西壮族 自 治 区 的 南 宁、柳 州、北 海、贺 州 和

云南省 的 昆 明、曲 靖、红 河、大 理 等８市 的９７５
名新生代农 民 工 为 样 本，分 析 影 响 新 生 代 农 民

工政治认同 的 主 客 观 因 素，剖 析 微 媒 体 对 新 生

代农民工政治认同的影响逻辑、原因和进路，探

讨在新生代农民工深度触网、媒介信息糅杂化、

利益抗争网 络 化、政 治 认 同 现 实 化 和 意 识 形 态

斗争复杂化 背 景 下，新 生 代 农 民 工 政 治 认 同 对

提高农村基 层 民 主 建 设 质 量，激 发 新 生 代 农 民

工参政议政动力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积极性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理论视角与研究框架

研究表明，“互联网本身的虚拟性和隐匿性

特征在一定 程 度 上 妨 碍 了 农 民 工 理 性 认 同、公

民认同及价 值 认 同 的 形 成，对 正 在 构 建 中 的 农

民工政治认同带来一定的挑战。”［３］在媒体自律

能力式微、网络法制规约滞后、网络素养缺失和

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影响下，各种分裂势力、反党

势力、反社会势力惯于将涉农问题政治化、干群

矛盾扩大化 和 挫 折 失 误 制 度 化，将 农 民 工 的 不

满情绪引向非理性轨道，煽动群体性事件，企图

离散民心民力，破坏社会和谐稳定，模糊公众价

值判断和淡化政治认同，因此，我们有必要从微

媒体对新生 代 农 民 工 政 治 素 养 的 深 度 行 塑，以

及新生代农民工制度认同在政治认同中的中介

效应等方面，全 面 研 究“微 时 代”背 景 下 新 生 代

农民工政治认同问题。
（一）研究视角

１．微媒体与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

在传媒 市 场 化 和 价 值 虚 拟 化 的 双 重 规 制

下，网络媒介的功能早已超出“工具”范畴，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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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明的价值属性和文化属性。新生代农民工面

临着婚姻恋 爱、创 业 就 业、职 场 竞 争、养 老 扶 幼

等现实问题，其 在“城 市 化”进 程 中 难 免 会 遇 到

挫折、困难、困 惑，容 易 产 生 不 满、愤 慨、失 落 等

负面情绪，加之，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支持力缺失

和心理调适 力 不 强，其 负 面 情 绪 极 容 易 被 别 有

用心者利用并散播在各草根类、网红类、直播类

平台以达到博取网民同情、刺激公众神经、引起

官方关注、倒逼政府退步等目的，从而以“公知”
“道德法官”等姿态“绑 架”“谴 责”政 府，实 现 点

击率和流量 双 赢 的 目 的。同 时，新 生 代 农 民 工

存在离土不离乡、政治权利真空化、心理归属边

缘化、身份认同弱化等政治认同危机，客观上为

微空间的“去中心化”“去权威化”“民 粹 化”“平

庸化”“颓废文 化”等 错 误 思 想 泛 滥 提 供 了 掩 循

空间和受众 市 场，进 而 加 速 了 网 络 空 间 信 息 的

糅杂化和价值异化。实践证明，体制“藩篱”、媒

介异化和资源匮乏会从观念层面改变新生代农

民工对政府－民众、权力－权利、集体－个体间

价值逻辑关系的“原 生 判 断”（利 益 平 衡 或 共 赢

状态下的判断），微空间舆情民粹性和网络诉求

群体性会加速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的非理性

偏好，进而淡化其政治认同。

２．制度认同与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

政治认同本 质 上 是 价 值 认 同，按 认 同 对 象

可划分为国 家 认 同、制 度 认 同、阶 级 认 同、政 党

认同等，制度认同是政治认同的关键，价值认同

是政治认同的本质。制度本质上是对国家宏观

政治体系、政 党 施 政 纲 领 和 政 府 执 政 计 划 的 具

象化和可操 作 化。制 度 的 价 值 人 本 性、问 题 导

向性、执政有 效 性 和 要 素 协 同 性 是 制 度 认 同 的

必要前提。价值人本性决定着制度伦理和制度

正义的聚焦点 始 终“以 人 民 为 中 心”，将 新 生 代

农民工的合理意见、主张、建议纳入制度设计的

参考权重，提 高 制 度 设 计 的 可 信 度。问 题 导 向

性决定着制 度 执 行 和 制 度 评 估 的 有 效 性，要 把

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进城落户、子女教育、社会

保障等现实 问 题 作 为 制 度 设 计 的 重 要 权 重，用

最有效的制度解决最紧迫的问题。执政有效性

是有效政府的前提，政府效率是提高新生代农民

工制度认同的催化剂，提高政府行政部门考核机

制的科学性和系统性，要坚持量化考核与过程考

核相统一。要素协同性要求制度设计要全面分

析、科学评 估 可 能 影 响 制 度 有 效 运 行 的 干 扰 因

素，提高制度体系的价值关联性和功能协同性。
“消除不合理制度，提高制度认同感”［４］，是提高

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的有效途径。

３．微媒体与新生代农民工政治素养

政治素质是指政治主体在政治社会化的过

程中所获得的对其政治心理和政治行为发生长

期稳定的内 在 作 用 的 基 本 品 质，是 社 会 的 政 治

理想、政治信念、政治态度和政治立场在人的心

理中形成的 并 通 过 言 行 表 现 出 来 的 内 在 品 质。

在网络生活常 态 化 背 景 下，“互 联 网＋政 治”已

经成为 新 生 代 农 民 工 的 一 种 崭 新 政 治 参 与 模

式，一切既有 的 政 治 认 知 和 价 值 判 断 都 面 临 着

网络舆论场的“检验”。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受学

识层次偏低、知识结构不健全、政治参与渠道不

畅通和利益 保 障 机 制 不 健 全 等 因 素 影 响，一 旦

出现 政 府 庸 政、怠 政，官 员 失 职、失 范，市 场 失

真、失序情况，极 易 产 生 以 偏 概 全 的 负 面 舆 情，

质疑政府有效性、否定公职人员廉洁性、夸大市

场负面性，经过网络群体极化的“膨化”处理，新
生代农 民 工 原 本 具 有 的 乡 土 型、内构型的公权

力印象极易被异化或颠覆，网络差序政治理念和

意见领袖的一己之见就可能成为左右新生代农

民工政治判断的价值风向标，新生代农民工的政

治素养被网络舆情和意见领袖重构，进而加速社

会问题泛政治化和网络舆论情绪化的扩散。
（二）研究框架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媒介利益

偏好和族群 价 值 内 卷 双 重 规 制 下，微 媒 体 对 新

生代农民工的政治素养具有价值行塑和功能异

化效应，制度 认 同 在 新 生 代 农 民 工 政 治 认 同 中

具有中介作 用。微 媒 体 的 不 规 制 性、微 信 息 的

糅杂性和网民精神荒漠化会导致新生代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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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认同的低效化和离散化。在微空间民粹情

绪和群体极 化 的 裹 挟 下，制 度 保 障 机 制 不 健 全

和执行机制低效化会消解新生代农民工对公权

力的“原生信任”。

因此，我们提出本研究的分析框架：属地官

方微媒关注度和制度认同是政治认同的直接动

力来源，制度认同作为政治认同的中介变量，有

利于弥补传统政治素养习得方式（媒介宣传教育）
“缺陷”，发挥其对政治素养的价值“反哺”功能。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一）数据来源与说明

本研究数 据 来 自 中 国 建 设 协 会“‘微 媒 体’

时代欠发达 地 区 新 生 代 农 民 工 政 治 认 同”课 题

组调研数 据。调 查 共 发 放 问 卷１　０００份，回 收

有效问卷９７５份，有 效 回 收 率 达９７．５％。新 生

代农民工 的 标 准 是：１９８０年 之 后 出 生，进 城 从

事非农业生 产６个 月 及 以 上 的 常 住 地 在 城 市，

户籍地在乡村的劳动力。样本的基本特征描述

性统计量如表１所示。
（二）研究变量

１．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 变 量 为 政 治 认 同，测 量 的 问 题

为“政治素 养 和 制 度 认 同 对 政 治 认 同 的 影 响”，

政治素养共分为３个二级变量，制度认 同 共 分

为２个二级变量。二级变量的测评题项赋值如

下：１＝不赞同；２＝有点不赞同；３＝说不清；４＝
有点赞同；５＝非常赞同。

表１　样本基本特征描述统计量

Ｎ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变量说明

性别 ９７５　 １．００　 ２．００　 １．４６６　７　 ０．５００　１７ 男＝１，女＝２

文化程度 ９７５　 １．００　 ２．００　 １．５５９　０　 ０．４９７　７９ 高中及以下＝１，大专及以上＝２

日上网时间 ９７５　 １．００　 ３．００　 ２．４１０　３　 ０．７７０　５２ ≤１小时＝１，１－２小时＝２，≥２小时＝３

属地官方微媒公众号关注数 ９７５　 １．００　 ３．００　 １．９６４　１　 ０．８２７　２１ ≤５个＝１，５－１０个＝２，≥１０个＝３

政治面貌 ９７５　 １．００　 ３．００　 ２．５７９　５　 ０．５９８　６２ 中共党员＝１，共青团员＝２，群众＝３

月收入 ９７５　 １．００　 ３．００　 ２．０５１　３　 ０．７３０　３７ ≤０．３万元＝１，０．３－０．５万元＝２，≥０．５万元＝３

婚姻状况 ９７５　 １．００　 ３．００　 １．５１２　８　 ０．６２０　６０ 已婚＝１，未婚＝２，离异＝３

　　２．自变量

本研究 的 自 变 量 为 新 生 代 农 民 工 政 治 素

养。在调查中，我们使用１０个题目来测量政治

素养，其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信 度 系 数 为０．８４９
（如表２所示），其 信 度 均 达 到 显 著 的 水 平。我

们使用主成分法对政治素养的题目进行因子分

析，经过因子旋转和变量偏相关性处理，最后抽

取３个因子，分别命名为“四个自信和对党的信

任”“微媒体负作用认知”“属地官方信息认同”，
如表３所示。

表２　新生代农民工政治素养的可靠性统计量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 基于标准化项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 项数

０．８４９　 ０．８５２　 １０

　　提 取 方 法：主 成 分 分 析 法；旋 转 法：具 有

Ｋａｉｓｅｒ标准化 的 正 交 旋 转 法；ａ．旋 转 在５次 迭

代后收敛。

３．中介变量

本研究的中介变量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制度

认同。在调查中，我 们 使 用６个 题 目 来 测 量 制

度认同，其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信度系数为０．７３１
（如表４所示），其 信 度 均 达 到 显 著 的 水 平。我

们使用主成分法对制度认同的题目进行因子分

析，经过因子旋转和变量偏相关性处理，最后抽

取２个因子，分别命名为“务工城市认同”“道德

法制廉政认同”，如表５所示。

提取 方 法：主 成 分 分 析 法；旋 转 法：具 有

Ｋａｉｓｅｒ标准化 的 正 交 旋 转 法；ａ．旋 转 在５次 迭

代后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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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新生代农民工政治素养的因子分析

成份

四个自信和

对党的信任

微媒体负

作用认知

属地官方

信息认同

微媒体有助于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０．８９６　 ０．０７４　 ０．０８７

微媒体有助于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０．８７０　 ０．０９６　 ０．０４０

微媒体有助于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 ０．８６７　 ０．０５５　 ０．１３９

微媒体有助于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 ０．８５２　 ０．１２９　 ０．１６４

微媒体有助于增进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感 ０．８４６　 ０．０５１　 ０．０７４

微媒体会传播一些消极思想和心态 ０．０９７　 ０．８７１　 ０．０４３

微视频会传播一些错误价值观 ０．０７４　 ０．８３３　 ０．０７７

微视频会淡化人们的责任意识 ０．１３２　 ０．８２４　 ０．０１８

经常关注家乡政府和社会微信公众号的信息 ０．２５０　 ０．０６６　 ０．７７６

经常关注务工地政府和社会公众号的信息 ０．３２４　 ０．０５４　 ０．７６７

表４　新生代农民工制度认同的可靠性统计量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 基于标准化项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 项数

０．７３１　 ０．７２８　 ６

表５　新生代农民工制度认同的因子分析

成分

务工城

市认同

道德法制

廉政认同

有强烈的在务工所在城市落户的意向和计划 ０．６５８ －０．０２０

相信经过努力一定能在务工所在城市落户 ０．７８５　 ０．１１９

相信经过努力一定能让小孩在务工所在城市读书 ０．５８９　 ０．０８４

主动遵守务工城市相关法律法规、政策、规章、制度 ０．０４０　 ０．５８０

对官员贪污腐败现象深恶痛绝 ０．１３５　 ０．８１２

对诚信缺失、道德沦丧现象深恶痛绝 －０．０２３　 ０．７８２

　　４．控制变量

根据已有研究，我们纳入新生代农民工的

人口学特征、微生活特征作为控制变量，其中人

口学特征包括 性 别、文 化 程 度、政 治 面 貌、月 收

入、婚姻状况，微 生 活 特 征 包 括 日 上 网 时 间、属

地官方微媒公众号关注数量。本研究的逻辑假

设是属地官方微媒关注度和制度认同对政治认

同具有直接关联性，制 度 认 同 对 政 治 素 养 具 有

价值“反哺”功能，在检验控制变量与自变量、中

介变量之间偏相关性的基础上，最终确定“日上

网时间”和“属地官方微媒公众号关注 数 量”作

为控制变量。

　　四、统计分析

本研究统计分析共分为三个步骤：第一，将
控制变量、自变量纳入模型，用多元线性回归分

析新生代农民工属地官方微媒关注度对其政治

素养的影响；第 二，将 控 制 变 量、中 介 变 量 纳 入

模型，用多元线性回归 分 析 属 地 官 方 微 媒 关 注

度对其制度认 同 的 影 响；第 三，将 控 制 变 量、中

介变量、自变量纳入模型，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

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属 地 官 方 微 媒 关 注 度、制 度

认同对政治认同以及政治素养与制度认同间的

相互影响。分 析 结 果 如 表６－１０和 表１１－１４
所示。

（一）新生代农民工属地官方微媒关注度对

其政治素养的影响

新生代 农 民 工 属 地 官 方 微 媒 关 注 度 对 其

“四个自信和对党的信任”回归的结果如表６所

示。由表６可 知：新 生 代 农 民 工 属 地 官 方 微 媒

关注度对其“四个自信和对党的信任”间存在中

度关联，只有新生代农 民 工 关 注 微 信 公 众 号 数

量与其“四个自信和对党的信任”间存在线性关

系，其显著性系数为０．００５（Ｓｉｇ＜０．０５为显著相

关），但新生代农民工的日上网 时 间 与 其“四 个

自信和对党的信任”不存在线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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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新生代农民工属地官方微媒关注度与其“四个自信和对党的信任”的多元回归分析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Ｂ 标准误差

标准系数

试用版 ｔ　 Ｓｉｇ．

１（常量） ２．５６５　 ０．２６９　 ９．５３３　 ０．０００

属地官方微媒公众号关注数量 ０．２９０　 ０．１０２　 ０．２１９　 ２．８５７　 ０．００５

日上网时间 ０．０７４　 ０．１０９　 ０．０５２　 ０．６７８　 ０．４９９

　　　　　　　　　　　ａ．因变量：四个自信和对党的信任

　　新生代农民工属地官方微媒关注度与其微

媒体负作用认知的回归结果如表７所示。由表

７可知：新 生 代 农 民 工 属 地 官 方 微 媒 关 注 度 与

其微媒体负作用认知 间 存 在 中 度 关 联，只 有 新

生代农民工关注微信公众号数量与其对微媒体

负作用认知间存在线 性 关 系，其 显 著 性 系 数 为

０．０１５（Ｓｉｇ＜０．０５为显著相 关），但 新 生 代 农 民

工的日上网时间与其微媒体负作用认知间不存

在线性关系。

新生代农民工属地官方微媒关注度与其属

地官方信息认同的回归结果如表８所示。由表

８可知：新 生 代 农 民 工 属 地 官 方 微 媒 关 注 度 与

其对属地官方信息认 同 间 存 在 线 性 关 系，新 生

代农民工关注微信公 众 号 数 量、日 上 网 时 间 与

其属 地 官 方 信 息 认 同 间 显 著 性 系 数 分 别 为

０．００２和０．０２２（Ｓｉｇ＜０．０５为显著相关）。

表７　新生代农民工属地官方微媒关注度与微媒体负作用认知的多元回归分析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Ｂ 标准误差

标准系数

试用版 ｔ　 Ｓｉｇ．

１（常量） ２．７０４　 ０．２７６　 ９．８１０　 ０．０００

属地官方微媒公众号关注数量 ０．２５６　 ０．１０４　 ０．１９０　 ２．４６５　 ０．０１５

日上网时间 ０．０７３　 ０．１１２　 ０．０５１　 ０．６５６　 ０．５１２

　　　　　　　　　　　ａ．因变量：微媒体负作用认知

表８　新生代农民工属地官方微媒关注度与属地官方信息认同的多元回归分析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Ｂ 标准误差

标准系数

试用版 ｔ　 Ｓｉｇ．

１（常量） ２．２２９　 ０．２７２　 ８．１８５　 ０．０００

属地官方微媒公众号关注数量 ０．３２１　 ０．１０３　 ０．２３２　 ３．１２６　 ０．００２

日上网时间 ０．２５４　 ０．１１０　 ０．１７１　 ２．３０１　 ０．０２２

　　　　　　　　　　　ａ．因变量：属地官方信息认同

　　（二）新生代农民工属地官方微媒关注度对

其制度认同的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属地官方微媒关注度与其对

务工城市认同的回 归 结 果 如 表９所 示：新 生 代

农民工属地官方微媒关注度与其务工城市认同

度间存在中度关联性，其中，新生代农民工关注

微信公众号数量与其务工城市认同间存在线性

关系，其显 著 性 系 数 为０．００１（Ｓｉｇ＜０．０５为 显

著相关），但新生代农民工的日上网时间与务工

城市认同间不存在线性关系。

新生代农民工属地官方微媒关注度与其道

德法制廉政 认 同 的 回 归 结 果 如 表１０所 示。由

表１０可知：新生代农民工属地官方微媒关注度

与其道德法制廉政认 同 间 存 在 线 性 关 系，新 生

代农民工关注微信公 众 号 数 量、日 上 网 时 间 与

其道德法制廉政认同 间 均 为 显 著 关 联，其 显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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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系数分别为０．０３５和０．００５（Ｓｉｇ＜０．０５为显

著相关）。

（三）新生 代 农 民 工 属 地 官 方 微 媒 关 注 度、

政治素养和制度认同对政治认同的影响及制度

认同对政治素养的“反哺”效应

新生代农民工属地官方微媒关注度与其政

治认同的 回 归 结 果 如 表１１所 示。由 表１１可

知：新生代农民工属地 官 方 微 媒 关 注 度 与 其 政

治认同间存在线性关 系，新 生 代 农 民 工 关 注 微

信公众号数量、日上网 时 间 与 其 政 治 认 同 间 均

为显 著 关 联，其 显 著 性 系 数 分 别 为０．０１２和

０．００６（Ｓｉｇ＜０．０５为显著相关）。

表９　新生代农民工属地官方微媒关注度与其务工城市认同的多元回归分析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Ｂ 标准误差

标准系数

试用版 ｔ　 Ｓｉｇ．

１（常量） ２．５７８　 ０．２８１　 ９．１６３　 ０．０００

属地官方微媒公众号关注数量 ０．３４２　 ０．１０６　 ０．２４４　 ３．２２４　 ０．００１

日上网时间 ０．１００　 ０．１１４　 ０．０６７　 ０．８７９　 ０．３８０

　　　　　　　　　　　ａ．因变量：务工城市认同

表１０　新生代农民工属地官方微媒关注度与道德法制廉政认同的多元回归分析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Ｂ 标准误差

标准系数

试用版 ｔ　 Ｓｉｇ．

１（常量） ３．３２３　 ０．２２０　 １５．０９９　 ０．０００

属地官方微媒公众号关注数量 ０．１７６　 ０．０８３　 ０．１５９　 ２．１１８　 ０．０３５

日上网时间 ０．２５２　 ０．０８９　 ０．２１２　 ２．８３１　 ０．００５

　　　　　　　　　　　ａ．因变量：道德法制廉政认同

表１１　新生代农民工属地官方微媒关注度与政治认同的多元回归分析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Ｂ 标准误差

标准系数

试用版 ｔ　 Ｓｉｇ．

１（常量） ３．４４６　 ０．１９５　 １７．７１７　 ０．０００

日上网时间 ０．２００　 ０．０７９　 ０．１８９　 ２．５４１　 ０．０１２

属地官方微媒公众号关注数量 ０．２０６　 ０．０７３　 ０．２０９　 ２．８０７　 ０．００６

　　　　　　　　　　　ａ．因变量：政治认同

　　新生代农民工政治素养对制度认同的回归

结果如表１２所示。由表１２可知：新生代 农 民

工政治素养与制度认 同 间 存 在 低 度 关 联 性，其

中，仅有新生代农民工 的 属 地 官 方 信 息 认 同 度

与其制度认同间存在 显 著 关 联，其 显 著 性 系 数

为０．０００（Ｓｉｇ＜０．０５为显著相关），但新生代农

民工的坚定“四个自信和对党 的 信 任”程 度、微

媒体负作 用 认 知 度 均 与 制 度 认 同 不 存 在 关 联

性。

新生代农民工制度认同对政治认同的回归

结果如表１３所示。由表１３可知：新生代 农 民

工制度认同与政治认同间存在线性关系，其中，

新生代农民工务工城市认同和道德法制廉政认

同与政治认同间的显著性系数分别是０．０３８和

０．０００（Ｓｉｇ＜０．０５为显著相关）。

新生代农 民 工 制 度 认 同 对 政 治 素 养 的 回

归结果如表１４所示。由表１４可知：新生 代 农

民工制度认同与政治素养间存在中度关 联 性，

其中，仅有新生代农民工务工城市认同与 其 政

治 素 养 间 存 在 显 著 关 联 性，其 显 著 性 系 数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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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２　新生代农民工政治素养对制度认同的多元回归分析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Ｂ 标准误差

标准系数

试用版 ｔ　 Ｓｉｇ．

１（常量） ２．０９４　 ０．３６５　 ５．７４４　 ０．０００

坚定“四个自信和对党的信任” ０．０７２　 ０．０７５　 ０．０６８　 ０．９５１　 ０．３４３

微媒体负作用认知 ０．００７　 ０．０７１　 ０．００７　 ０．１０１　 ０．９１９

属地官方信息认同 ０．３２７　 ０．０７２　 ０．３２３　 ４．５４５　 ０．０００

　　　　　　　　　　　ａ．因变量：制度认同

表１３　新生代农民工制度认同对政治认同的多元回归分析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Ｂ 标准误差

标准系数

试用版 ｔ　 Ｓｉｇ．

１（常量） ２．９４８　 ０．２８２　 １０．４４６　 ０．０００

务工城市认同 ０．１０２　 ０．０４９　 ０．１４６　 ２．０８５　 ０．０３８

道德法制廉政认同 ０．２３７　 ０．０６２　 ０．２７０　 ３．８４９　 ０．０００

　　　　　　　　　　　　　ａ．因变量：政治认同

表１４　新生代农民工制度认同对政治素养的多元回归分析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Ｂ 标准误差

标准系数

试用版 ｔ　 Ｓｉｇ．

１（常量） １．８５１　 ０．４０２　 ４．６０６　 ０．０００

道德法制廉政认同 ０．１１６　 ０．０８７　 ０．０９３　 １．３３２　 ０．１８４

务工城市认同 ０．３２４　 ０．０７１　 ０．３１６　 ４．５３４　 ０．０００

　　　　　　　　　　　　　ａ．因变量：政治素养

０．０００（Ｓｉｇ＜０．０５为显著相 关），但 新 生 代 农 民

工的道德法制廉政认同与其政治素养间不存在

关联性。同时，数据分析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政

治素养与政治认同之 间 不 存 在 关 联 性，即 新 生

代农民工的政治素养并非是衡量其政治认同程

度的显著性指标，实践中存在“低政治素养－高

政治认同”和“高政治素养－低政治认同”的“认

同异化”现象，说明官方传媒的理论宣传与刻板

的政治灌输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吸引力和实效性

欠佳，应从提升制度执行力、媒介吸引力和形象

建构力等方面增强政治认同。

　　五、结论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逐渐深

入，社会利益调整力度 和 族 群 利 益 关 联 性 日 渐

加强，利益分配机制日益多元化、科学化和规范

化，传统的公权力和公信力面临 着“第 一 话 筒”

身份流失的现实挑战，新 生 代 农 民 工 作 为 社 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 生 力 量，也 是 互 联 网 的 深

度受惠者和微媒体的忠实使用者，其政治素养、

制度认同 和 政 治 认 同 水 平 对 提 升 基 层 民 主 质

量、加快城镇化进程和 促 进 社 会 和 谐 稳 定 具 有

重要价值。本研究以“桂”和“滇”两省（区）８市

新生代农民工为研究对象，探讨“微 生 活”常 态

化背景下有效提高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实效

性的问题，发现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属地官方微媒资源

质量、数量及其对新生 代 农 民 工 政 治 素 养 的 涵

养能力，增强党的政治理论“三进”实效性

上网时间的有限性和用网动机的实用性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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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了新生代农民工现实生活与 属 地（户 籍 地 和

务工地）官方微媒体 的 时 空 距 离 和 亲 近 感。媒

介微化、信息微化、生活微化和价值微化趋势呼

吁更透明的公权力及 运 行 痕 迹、更 畅 通 的 权 利

表达和利益诉讼渠道 以 及 更 优 质 的 公 共 资 源。

研究表明：属地官方微信公众号关注数量越多、

上网时间越长，其属地官方信息认同就越高；新

生代农民工对属地官 方 信 息 认 同 越 高，其 制 度

认同就越高，相 应 的 政 治 认 同 也 越 高。新 生 代

农民工微生活的实用性和利益性导向决定了其

所关注的微信公众号和网络浏览内容具有鲜明

的属地性和属 群 性，即 空 间 最 近、归 属 感 最 强、

需求最迫切的 公 众 号 和 网 络 资 源，做 大、做 强、

做好新生代农民工属 地 官 方 传 媒 平 台，坚 持 丰

富内容、完善功能、提高服务、树立品牌、扩大影

响相统一，增强属地官 方 传 媒 优 质 资 源 和 优 质

服务供给能力有助于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

素养。党的政治理论知识是新生代农民工政治

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良 好 的 政 治 素 养 有 助 于

新生代农民工积极履 行 政 治 权 利、切 实 提 升 公

民意识和政治觉悟、理 性 把 握 制 度 设 计 与 社 会

现实的平衡 点。因 此，要 将 与 新 生 代 农 民 工 切

身利益 具 有 高 度 关 联 性 的 党 的 理 论、路 线、方

针、政策有效融入属地官方传媒平台，提高政治

理论案例化、制度化水平，创新党的政治理论的

表现形态和表达范式，提高党的政治理论“进网

络”实效性；突出党的 政 治 理 论 与 农 村 繁 荣、农

业发展、农民幸福的价值关联性，加大有关新生

代农民 工 进 城 务 工、户 籍 一 体 化、随 迁 子 女 入

学、优质医疗资源和教育资源均等化、基层民主

建设科学化、劳动利益保障等关联性制度设计、

执行和创新实践动态 宣 传 力 度，提 高 党 的 政 治

理论“进生活”的实效性；提高 党 的 政 治 理 论 宣

传教育大众化、通 俗 化、生 活 化 水 平，提 高 学 术

话语向大众话语、政治话语向通俗话语、专业话

语向生活话语的转化 能 力，使 党 的 政 治 理 论 成

为新生代农民工喜欢看、看得懂、看得进的文化

补给品，提高党的政治理论的可读性、亲和性和

有效性，提高党的政治理论“进头脑”的实效性。

总之，只有准确把握新 生 代 农 民 工 及 其 微 生 活

的规律、动机及特点，切准其“所欲所求、所困所

惑”，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在属地官方微媒平台的

“驻足率”“浏览量”“互动率”，通过提高属地 官

方传媒优质资源供给力和主流价值嵌入力涵养

新生代农工的政治素养。

（二）增强新生代农民工利益关联性制度设

计及运行的导 向 性、科 学 性、协 同 性 和 实 效 性，

发挥制度认同对政治素养的价值“反哺”功能

户籍地与务工地长期分离以及城乡二元制

度“藩篱”使新生代农民工产生户籍地归属感和

务工地融入感的双重流失。实践证明：落户、子

女教育、留守儿 童、空 巢 老 人、土 地 闲 置 等 方 面

的制度设计及实践问题已经成为新生代农民工

最关注的现 实 问 题。课 题 组 调 查 发 现，新 生 代

农民工政治素养与其政治认同间不具有直接关

联性，精准的问题导向、有效的制度设计和高效

的行政效率对新生代农民工政治素养具有价值

反哺功能，制度认同是 新 生 代 农 民 工 政 治 认 同

的价值基础和动力来源。“社会经济地位、社会

资本和社会化经历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新生代

农民工的政治表达意愿。”［５］提高新生代农民工

制度认同的关键在于增强新生代农民工利益关

联性制度设计以及运行的导向性、科学性、协同

性和实效性。实践证明：“政治身份边缘化和权

力空置化影响了‘农民工二代’的政治认同。”［６］

应将新生代农民工权利保障机制与政治参与机

制有机协同起来，避免 其 政 治 公 民 角 色 边 缘 化

和社会再平衡功能被淡化。导向性包括问题导

向性和价值导向性，增 强 导 向 性 是 提 高 制 度 认

同的前提，其关键在于 政 府 相 关 部 门 在 制 定 和

出台有 关 新 生 代 农 民 工 利 益 的 方 针、政 策、法

律、法规之前应广泛深入地通过线上线下调研、

实地考察、听证 会、意 见 征 集 等 多 种 形 式、多 种

渠道收集新生代农民 工 面 临 的 现 实 困 难，对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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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问题按轻重缓急 进 行 分 类，进 而 制 定 有 针

对性、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的疏解方案，针对老百

姓反映强烈的 假、丑、恶、腐 等 突 出 问 题 制 定 行

之有效的对策，将公平、正义、法治、自由等价值

观融入制度内容及执行决策，塑 造“民 本 政 府”

形象；增强科学性是提高制度认同的内在要求，

关键在于要注意区分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

类别、不同性质的新生 代 农 民 工 群 体 或 个 体 所

面临的现实问题，坚持“一问一策、一策多方”的

原则，提高新生代农民 工 对 政 府 和 执 政 党 的 满

意度，塑造“科学政府”形象，因 为“农 民 工 政 治

认同的形成秘密就在 于 农 民 工 在 就 业、生 活 中

同外界接 触 乃 至 冲 突 碰 撞 的 结 果”［７］。增 强 协

同性是提高制度认同 的 关 键，增 强 协 同 性 要 求

与新生代农民工利益具有责任关联和权力关联

的权力机关、行政部门、司法机关、社会组织，应

在特定新生代农民工利益抗争及诉求问题达成

价值共识的基础上，提 出 各 部 门 协 作 解 决 问 题

的有效执行方案和科学评估机制，消除各地区、

各部门、各级别间的制度“藩篱”和观念“壁垒”，

避免“推诿扯皮、相互 掣 肘”的 怠 政、渎 政 现 象，

例如，协同推进新生代 农 民 工 户 籍 一 体 化 与 社

保跨区域流转改革；协 同 推 进 新 生 代 农 民 工 数

据化管理和跨区域参 政 议 政，健 全 完 善 网 络 问

政、网络追责机制，发挥行政绩效考评机制的行

为约束力和心理激励 功 能，提 高 制 度 执 行 的 协

同性，塑造“协作政府”形象；增强实效性是制度

认同的落脚点，关键是 要 最 大 限 度 消 弭 制 度 设

计主体预期与制度受众（民众）期望间的现实差

距，提高制度输出（价值输出）与受众体验（受众

评价）之间的一致性和契合度，完善执行纠偏机

制和实效 考 评 机 制，避 免“空 头 政 治”“形 式 主

义”现象，切实维护新 生 代 农 民 工 的 现 实 利 益，

提高其制度认同实效性，塑造“效率政府”形象。

综上所述，属地官方微媒关注度和制度认

同对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具有直接的重要作

用。属地官方传 媒 资 源 越 优 质，新 生 代 农 民 工

政治认同就越高；新生代农民工制度认同越高，

其政治认同 就 越 高。因 此，提 高 新 生 代 农 民 工

属地官方传媒优质资 源 供 给 力 和 吸 引 力，提 升

属地官方微媒的政府现象优化和公信力建构能

力，增强新生代农民工 利 益 关 联 性 制 度 的 导 向

性、科学性、协同 性 和 实 效 性，发 挥 制 度 认 同 对

新生代农民工政治素养的涵化功能不仅是提高

我国政府执政能力和 执 政 水 平 的 有 效 途 径，也

是提升基层民主建设 质 量、加 快 城 镇 化 进 程 步

伐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有效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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