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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社会心态的新变化与应对
——基于三年社会心态调查数据的分析报告
王俊秀    张  跃

【摘要】当前社会心态呈现了一些积极特征 ：第一，民众的美好生活需要

总体处于高位水平，美好生活体验人数占比呈递增趋势 ；第二，社会公平

感整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呈现逐年递增趋势 ；第三，社会信任也呈增长

趋势，一般信任明显提升。但疫情对民众社会心态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影响到了民众美好生活需要与美好生活体验，民众更加看重个人物质维度

的美好生活需要及其满足 ；受疫情影响社会总体安全感出现了下降，表现

在个人信息安全、医疗药品安全、食品安全、财产安全等方面 ；总体社会

参与水平有待提升，特别是在为帮助受困受灾的人而捐款捐物、帮助陌生

人、参加志愿者服务活动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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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美好生活需要与美好生活体验平均值的三年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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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是人们在疫情笼罩下艰

难生活的一年，正常的生活秩序被打破，工作、学习、旅行、

就业、医疗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在国际、国内不确定难

预料因素增多的情况下，2022 年我国社会心态有什么特

点？与 2019 年、2020 年相比，我国社会心态呈现怎样

的变化趋势？本文将通过 2019 年、2020 年和 2022 年

三年社会心态调查的对比，来分析社会心态主要指标的

变化，如美好生活需要和美好生活体验，幸福感、安全感、

社会支持、社会压力、社会公平感等。本文的社会心态

数据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研究

中心在 2019、2020、2022 年开展的中国社会心态调

查（Social Mentality Survey）：2019 年的调查包含有

效问卷 9621 份，其中，男性占 44.0%，女性占 56.0%，

平均年龄 41.51±13.94 岁 ；2020 年的调查包含有效问

卷 10195 份，其中，男性占 43.3%，女性占 56.7%，平

均年龄 41.61±13.02 岁 ；2022 年的调查包含有效问卷

6168 份，其中，男性占 43.35%，女性占 56.65%，平均

年龄 42.68±12.16 岁。

社会心态变化的趋势和特点

第一，美好生活需要和美好生活体验都有所调整，

个人物质维度提高，家庭和社会维度下降，个人物

质维度美好生活需要满足依然是未来最值得关注的

重点。如图 1 所示，整体而言，在 2019、2020、2022

年，民众的美好生活需要和美好生活体验均处于中等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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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水平（Ms ≥ 4.96），绝大多数民众认同满足国家社

会、个人物质、家庭关系方面的需要对实现美好生活的

重要性（占比 ≥ 88.05%），80% 以上民众在国家社会、

家庭关系方面报告了较高水平的美好生活体验（占比 ≥ 

88.75%），六成以上民众在个人物质方面报告了较高水

平的美好生活体验（占比 ≥ 69.34%）。对比不同年份的

美好生活需要发现，与 2019、2020 年相比，2022 年民

众在国家社会、家庭关系维度的美好生活需要评分略有

下降，但更看重个人物质方面对实现美好生活的重要性，

认同个人物质重要性的人数占比同 2019、2020 年相比

分别提升了 6.46、4.50 个百分点。对比不同年份的美好

生活体验发现，2022 年民众在国家社会、家庭关系维度

的美好生活体验比前几年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但在个人

物质方面的美好生活体验略有提升。此外，民众在不同

年份对各维度美好生活需要的评分均高于美好生活体验，

认同美好生活需要重要性的人数比重也高于体验到美好

生活的人数比重 ；尤其在个人物质方面，2022 年二者相

差 16.31 个百分点。这表明民众对实现美好生活的需要

与期待较高，而美好生活体验则仍有一定的提升空间。

第二，总体安全感略有下降，主观幸福感呈逐年

递增趋势，但仍有两成民众幸福感偏低。如图 2 所示，

2019、2020、2022 年民众总体安全感处于较高水平（Ms 

≥ 5.26），约 7 成以上民众认为社会总体是安全的（占

比 ≥ 77.81%）。认为 2022 年社会总体安全的民众占比

比 2019、2020 年分别提升了 8.86 和 3.96 个百分点；不过，

2022 年民众总体安全感得分比 2020 年略低，表明近年

来有更多的民众认可社会总体是安全的，但总体安全感

的程度则无明显提升。其中，2022 年环境安全感增幅较

大，认可环境安全的民众占比同 2019、2020 年相比分

别提升了 10.46 和 2.54 个百分点。其次，2022 年人身

安全感、交通安全感、劳动安全感相比 2019、2020 年

有所提升，财产安全感、医疗药品安全感、食品安全感

相比 2019 年有所提升，但比 2020 年略有下降。最后，

2022 年个人信息安全感与 2019 年持平，但比 2020 年

显著下降，认可个人信息安全的民众占比与 2019 年基

本一致，但比 2020 年下降了 3.72 个百分点。可见，与

往年相比，各维度安全感仍有一定程度的提升空间，尤

其应着力维护和提升民众个人信息安全感。在幸福感方

面，2019、2020、2022 年民众主观幸福感均处于中等

偏上水平（Ms ≥ 4.95），六成以上民众主观幸福感较

高（占比 ≥ 68.69%）。2022 年民众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

2019 年和 2020 年。并且，2022 年体验到较高程度主

观幸福感的人数占比比 2019 年增加 9.86 个百分点，比

2020 年增加 7.17 个百分点。不过，2022 年仍有两成多

民众主观幸福感处于中等偏下水平。

第三，社会环境感知方面，社会支持感略有下

降，社会压力感除物价外整体有所下降，社会公平

感和社会信任逐年上升（见图 3）。在社会支持感方面，

2019、2020、2022 年民众社会支持感均处于中等偏上

图 3 社会环境感知平均值的三年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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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社会参与平均值的三年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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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Ms ≥ 4.97），七成以上民众报告能够获得社会支

持（占比 ≥ 75.37 %）。其中，报告能够获得家人支持

的比例最高（占比 ≥ 87.81%），其次是朋友（占比 ≥ 

74.42%）、政府和机关（占比 ≥ 54.73%）、社会组织（占

比 ≥ 49.01%）。从社会支持感的变化趋势来看，2022

年总体社会支持感低于 2019 年和 2020 年，报告能够获

得支持的人数占比同 2019 年、2020 年相比分别下降了

4.31 和 4.00 个百分点，在政府和机关、社会组织维度报

告不能获得支持的民众占比则有所提升。

在社会压力感方面，2019、2020、2022 年有四成

及以上民众报告社会压力处于中等及以上水平（占比 ≥ 

44.44%）。其中，物价问题、医疗问题、交通问题、自

己或家人收入问题所带来的压力感较大（Ms ≥ 3.58），

2022 年半数以上民众报告这些问题带来中等及以上压力

感（占比 ≥ 50.44%）。从社会压力感的变化趋势来看，

2022 年总体社会压力感低于 2019 年和 2020 年，2022

年报告中等及以上压力感的民众比 2019、2020 年分别

下降了 12.09、9.73 个百分点。不过，2022 年物价问题

带来的压力感比 2020 年略有提升，报告物价问题带来

较高压力感的民众比 2020 年提升了 6.77 个百分点。除

物价问题外，2022 年其他因素带来的压力感与往年相比

均有一定程度下降。

在 社 会 公 平 感 方 面，2019、2020、2022 年 民 众

总体公平感和机会公平感均处于中等偏上水平（Ms ≥ 

4.62），超过半数的民众认可社会总体公平及机会公平

（占比 ≥ 57.07）。对比近年来的公平感发现，2022 年总

体公平感高于 2019 年和 2020 年，并且，2022 年认可

社会总体公平的民众占比分别比 2019、2020 年提升了

14.96 和 12.36 个百分点。此外，2020 年向上流动的机

会公平感也高于 2019 年和 2020 年，认可向上流动机会

公平感的民众占比分别比 2019、2020 年提升了 6.72 和

7.59 个百分点。不过，2022 年向下流动的机会公平感比

2019 年和 2020 年略有下降，并且，认可向下流动机会

公平感的民众占比分别比 2019、2020 年降低了 8.45 和

7.76 个百分点。

在社会信任方面，2019、2020、2022 年民众一般

信任处于中等偏上水平（Ms ≥ 4.68），而陌生人信任则

处于中等偏下水平（Ms ≤ 3.84）；约六成及以上民众认

为社会大多数人可信任（占比 ≥ 58.79%），但只有约三

成及以下民众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信任陌生人（占比 ≤ 

31.26%）。对比近年来的社会信任发现，民众一般信任

逐年递增，2022 年的均值高于 2019 年和 2020 年，认

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可信任的民众占比也比 2019、2020

年提升了 8.98、4.73 个百分点。此外，民众陌生人信

任也呈现逐年递增趋势，2022 年的均值高于 2019 年和

2020 年，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信任陌生人的民众占比也

比 2019、2020 年提升了 13.26 和 6.35 个百分点。不过，

2022 年仍有近四成民众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不信任陌生

人，可见陌生人信任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第四，民众社会参与水平略有提升，但总体社会

参与水平偏低。如图 4 所示，2019、2020、2022 年民

众总体社会参与处于中等偏下水平（Ms ≤ 3.19），六成

以上民众总体社会参与频率较低（占比 ≥ 65.45%）。其

中，民众在遵守交规、乘车排队、绿色出行等活动中的

社会参与水平较高，2022 年其均值高于理论中值（Ms 

≥ 4.43），且半数以上民众的社会参与频率较高（占

比 ≥ 53.75%）。其次，民众在为帮助受困受灾的人而

捐款捐物、帮助陌生人方面也表现出一定的社会参与水

平（Ms ≥ 3.09），但只有约三成民众的社会参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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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中等及以上水平（占比 ≥ 28.63%）。最后，民众在

参加志愿者服务、在网上参与社会问题的讨论、向政府

机构、媒体等反映意见、向有关部门举报腐败行为方面

的社会参与水平偏低。对比近年来民众社会参与水平发

现，2022 年民众整体社会参与水平与 2019 年持平，比

2020 年略有提升，不过，报告高频率社会参与的民众占

比同 2019、2020 年相比略有下降。在社会参与的具体

内容方面，2022 年民众在绿色出行等活动、向政府机构、

媒体等反映意见、在网上参与社会问题的讨论方面的社

会参与水平较往年有所提升 ；其次，2022 年民众在遵守

交规、乘车排队、为帮助受困受灾的人而捐款捐物、参

加志愿者服务活动方面的社会参与水平与 2020 年持平，

但比 2019 年则略有下降 ；最后，2022 年民众在帮助陌

生人、向有关部门举报腐败行为方面的社会参与水平比

2019、2020 年均略有下降。

第五，在社会认同方面，民众国家认同处于较高

水平，但 2022 年略有下降。在国家认同方面，2019、

2020、2022 年民众的国家认同均处于较高水平（Ms 

≥ 5.65）， 大 部 分 民 众 的 国 家 认 同 感 较 高（ 占 比 ≥ 

91.23%）。进一步比较不同年份的国家认同发现，2022

年民众国家认同略低于 2019 年和 2020 年，报告较高

水平国家认同的民众占比也比 2020 年下降了 0.75 个百

分点。

社会心态变化的积极特征

第一，民众的美好生活需要总体处于高位水平，

美好生活体验人数占比呈递增趋势。在经历三年疫情

后，民众的美好生活需要和美好生活体验的程度呈现波

动变化，不过总体上对实现美好生活的需要和向往仍保

持较高期待 ；在国家社会、个人物质、家庭关系三个方

面，认可其对实现美好生活的重要性的人数占比有所提

升，符合美好生活体验的人数占比也呈递增之势。近年

来，疫情、战争威胁、贸易冲突等凸显了生存与发展环

境的不确定性，可能是导致人们对国家社会方面保持较

高需要的重要影响因素 ；国家在疫情期间出台了一系列

防控举措，如对新冠病毒感染患者实行全额免费治疗，

全员免费接种疫苗等，在保障民众生命健康的同时，也

为民众在国家社会层面拥有较高水平的美好生活体验奠

定了基础。此外，对国家社会层面的高水平美好生活需要，

也反映在较高的国家认同上。

第二，社会公平感整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呈现

逐年递增趋势。一般而言，社会公平感是结果公平与机

会公平的综合体现。在结果公平方面，近年来随着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消除绝对贫困，我国在促进基本公共服

务均等化、缩小贫富差距等方面持续发力，共同富裕取

得新成效 ；疫情期间，对感染患者实行全额免费医疗、

全员免费接种新冠疫苗等举措进一步提升了社会公平感。

不过，也应认识到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客观

现实。例如，疫情期间低收入者、农民工、已脱贫人口、

小微企业员工和个体经营人员等在经济福祉受损方面承

受更大的风险和压力，疫后恢复阶段应对他们给予更多

的关注，长远而言则应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障的范围。在

机会公平方面，调查显示民众对实现向上社会流动持有

较高的机会公平感，即认可“在当今社会，‘白手起家’

的可能性仍然很大”，且呈逐年递增趋势。这也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人们对实现向上流动的希望，为扩大中等收

入人群、推动构建“橄榄形”社会结构注入了信心与活力。

2023 年处在经济社会恢复发展的关键期，应深入落实党

的二十大报告要求，“促进机会公平，增加低收入者收入，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使人人都有通过勤奋劳动实现自

身发展的机会”。

第三，社会信任感也呈增长趋势，一般信任明显

提升。调查显示，近年来民众表现出中等偏上水平的一

般信任，且呈现递增趋势，即更加相信人们在大多数情

况下是乐于助人的，更加相信社会上大多数人都可以信

任、会尽可能公平地对待他人。这张信任成绩单离不开

疫情期间人们相互之间的守望相助。面对疫情等重大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信任和信心共同构筑起应对危

机的风险共同体。政府部门、医护人员、社区工作人员、

普通民众等之间的互相信任是落实疫情防控、保障经济

社会平稳有序运行的黏合剂，更是促进社会凝聚、共克

时艰的强心剂。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社会信任对

后疫情阶段的经济恢复也将起到积极作用。随着疫情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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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政策调整，疫情期间积累的信任资源有望转化成为消

费复苏、生产恢复等的催化剂 ；与此同时，社会治理过

程中则应关注损害社会信任的风险因素。

社会心态变化的突出问题与引导对策

第一，疫情并非单纯是一场公共卫生危机，还对

民众经济福祉带来极大影响，这使得民众的美好生活

需要与美好生活体验有所调整，更加看重个人物质

维度的美好生活需要及其满足。总体来看，民众对美

好生活的需要整体上是提升的，虽然与 2019、2020 年

相比，2022 年民众对国家社会、家庭关系的重要性评分

略有下降，而对个人物质的重要性评分则略有提升 ；但

认同以上三方面对实现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性的人数占

比均有明显提升。这并不意味着对美好生活需要的降低，

只是其在疫情下的心态调整，民众反而更关注个人物质

层面的满足，也就是美好生活体验的提高。例如，2022

年社会压力感虽然整体呈现下降趋势，但是物价问题带

来的压力感相比往年却明显上升，且物价问题、医疗问

题、交通问题、自己或家人收入问题所带来的压力感仍

然较大。2023 年开始随着疫情影响的减弱，社会治理的

重中之重是稳定民众生活秩序，大力促进就业，激活经济，

不断提高民众收入与生活质量。

第二，受疫情影响社会总体安全感出现了下降，

个人信息安全、医疗药品安全、食品安全、财产安全

等方面的安全感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信息隐私安全感

走低与疫情下的社会管控和个人信息被滥用有一定关联，

恢复常态秩序后应该更重视个人信息和隐私的保护，消

除人们对于数字治理隐患的担忧。疫情消极影响下经济

状况不佳，个人的财产安全感也受波及而下降，应引起

足够的重视。医疗药品安全感也出现了下降，财产安全、

信息隐私安全、食品安全和医疗药品安全方面报告不安

全和中立的比例较大。以往关于安全感、幸福感、获得

感的研究已经证明，安全感是幸福感的必要条件，若安

全感不高则幸福感的感受也不会强烈。虽然 2022 年幸

福感的平均得分高于 2019 年和 2022 年，但仍然存在两

成多民众幸福感不高，应重点关注这一群体的基本生活

状况，着力提升他们的幸福感。

第三，民众陌生人信任水平虽有提升但仍然偏低。

应该认识到，疫情期间存在很多损害社会信任的风险因

素，与疫情相关的阴谋论甚嚣尘上，谣言、假消息层出

不穷，对社会信任构成极大威胁。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

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危机情境激活了人们对秩序、确

定性等强烈的心理需求，而此类信息能够在短时间内满

足人们的这种心理需求，起到短暂的补偿性控制功能 ；

另一方面，民众对新冠病毒相关的知识掌握不足，缺乏

对信息的辨识能力 ；此外，互联网的快速传播在一定程

度上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成为此类信息得以生存

的“温床”。对此，除了加大对谣言传播的惩治力度，还

应推动官方信息渠道的及时化与精细化平台建设，提升

人们对信息的辨识水平，切实增强社会信任的“免疫力”，

巩固“信息 - 信任 - 信心”风险共同体。

第四，总体社会参与水平仍待提升，特别是在帮

助受困受灾的人而捐款捐物、帮助陌生人、参加志愿

者服务活动方面。过去三年各级政府在疫情防控中投入

大量的人力和财力，社区、村居委会成为政府重要的办

事机构，担负起了行政的职能，社会组织、志愿者也成

为改编后的行政力量，这样的机制使得疫情防控刚性有

余柔性不足，只对行政负责反而削弱了其原本的社会服

务属性，这可能是社会支持感受下降的原因。随着疫情

防控政策的调整，社区、社会组织、志愿者服务都应该

回归社会，努力发挥社会支持功能，使民众在面对风险、

面对困难时能够获得帮助。面对疫情带来的医疗物资短

缺、食品和药品短缺等困难，以及社区一些老人、妇女

儿童遇到困难，涌现了许多社区民众开展邻里相助的感人

事件，这是未来社区营造、社会发育和扩大社会参与的重

要资源和基础，要创造性地发挥民众的积极性，使得非常

时期的互帮互助成为社区和社会参与的常态。  

（作者分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

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内蒙古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特

聘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后）

【注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项目编

号 ：21JZD038）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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