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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I 

摘  要 

自诩为政治模特的美国，其青年政治在上世纪 60 年代一度蓬勃发展，青年

的政治热情和高度参与受到许多国家的追捧。然而，随着民主制度的不断成熟、

公民政治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美国青年正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远离政治”， 成

为国内政治冷漠群体。特别是从大选投票率上看，在 1992—2008 年这段期间，

青年政治呈现出以下两方面特征：一是同以往时代的青年相比，该时期青年投票

率出现下降趋势；二是与同时代的其他年龄层政治主体相比，这一时期的青年投

票率 低。再加上学术界的相关研究结论以及美国社会各界积极应对青年低参与

率的努力，一切证据均在显示，美国青年存在政治冷漠现象。 

为了深入了解美国青年政治冷漠的本质，探索美国青年政治冷漠的成因，本

文主要从梳理政治冷漠的一般理论入手，理清概念界定。在借鉴和吸收已有研究

方法的基础上，尝试构建了用以分析美国青年政治冷漠成因的“体系分析法”，

这也是本文的创新之处。文章的重点部分在于，运用所构建的分析框架及其方法，

以青年利益为核心，整合青年自身主体因素、美国历史文化因素、政治制度因素

及政策因素，以期全面地、综合地、具体地揭示美国国境下青年政治冷漠的成因。

在这一过程中，就特殊公共危机事件——“9·11”对美国青年政治性格产生的

影响进行了特殊性分析。 后，基于对美国青年政治冷漠的思考，以期从更深的

层面上了解影响青年政治性格的因素及其关系，探讨青年政治冷漠的利弊，并发

现其对中国的启示。 

 

 

关键词：美国青年；政治冷漠；投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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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率视角下的美国青年政治冷淡探析（1992—2008） 

II 

ABSTRACT 

The youth politics of America which bills itself as a political model，was 

once-thriving in the 1960s, and young people’s political enthusiasm and a high degree 

of participation has been sought after in by many countries. However, with the 

maturing of democracy, and civil political and cultural quality continues to improve, 

American youth are consciously or unconsciously "far away from the political", and 

became the Group of political indifference. Especially judging from the general 

election turnout, youth political presents the following two characteristics during 

1992-2008: First, compared to the past era of youth, the youth turnout rate now 

presents a declining trend； Second, the youth turnout rate is lower than any other 

political subjects those with other age in this era. Coupled with the academic-related 

research findings, as well as the United States’ active efforts to deal with low 

participation rates of youth from all sectors of society, all evidence shows that the 

American youth is in the phenomenon of political apathy.  

In order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essence of the American youth political apathy 

and explore the cause of America's youth political apathy, this dissertation starts from 

the general theory of political apathy, making a concept definition. And then, on the 

basis of absorption and assimilating the existing analysis models, this dissertation try 

to build a "system analysis" which is an innovation of this dissertation, to exam the 

causes of the American youth political apathy. The key part of this paper is to 

integrate the main factors of youth themselve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factors, political system factors and policy factors using the analysis framework and 

its method of construction, with youth interests at the core, and so as to reveal the 

causes of the American youth political apathy in a integrated comprehensive and 

specific manner. In this process, this paper particularly analyses the influence of the 

special public crisis-“9·11” on the American youth’s political character. Finally, this 

paper gets some thinking basing on the American youth political apathy for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influence factors to the American youth political apathy and 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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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and also discusses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youth 

political apathy, and finally finds some revelation to China. 

 

Key words: The American Youth; Political Apathy; Turn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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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1 

引 言 

上世纪 60 年代是美国青年政治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一系列针对美国政治

经济体制、教育制度、社会问题、伦理道德和传统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议题受

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特别是美国青年，他们走上街头，表达自己的政治愿

望，政治参与一度达到高潮。随着宪法对选民登记年龄的修改，“年满 21 岁”降

为“年满 18 岁”的美国公民均具有选举权，美国青年在大选中的投票率一度达

到历史之 ，大大推动了美国社会的民主化进程。然而，1992 年大选以来，美

国青年不但比其他群体更为冷淡选举，而且他们对政治的关注及参与程度也逐年

下降，这对自诩为政治模特的美国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为何在一个民

主制度相对成熟、公民政治文化素质相对较高的国家，会出现青年自觉或不自觉

地“远离政治”的现象，这是值得学者深入研究的问题。在 1992—2008 年期间，

美国青年总体呈现出政治冷漠的同时，青年投票率在 2001 年之后开始有所提升，

是何种原因促动了美国青年？“9·11”事件对美国青年产生了什么影响？本文

在重点探讨美国青年政治冷漠成因的同时，还将考察“9·11”这一特殊事件对

青年的影响，以期了解在此期间影响美国青年政治性格的因素及其相互作用。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之所以选取投票率的视角，不仅是因为投票率是政治实

践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而且还是政治研究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对美国政治来

说，投票率是反映其公民政治参与情况的显示器，是判断其政治性格冷淡与否的

一个重要指标。青年的投票率在一定程度上还是美国未来政治发展趋势的晴雨

表。将研究时间段起点定为 1992 年，主要是在这以后的美国大选中，青年投票

率有了明显的变化，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分界线。选取 1992—2008 年作为期间段

研究，主要是因为这一时间段青年投票率不仅一直为各年龄层 低，而且以 2001

年为界，有一个明显下降和上升的变化，具有重要的现实研究意义。由于目前国

内关于美国青年的研究文献较少，特别是缺乏对美国青年政治性格的系统研究，

因此本文在探索美国青年政治冷漠的成因前，将从政治冷漠的一般理论入手，理

清政治冷漠的概念界定，并总结梳理其相关研究成果。通过构建“体系分析法”，

以主体、历史、制度和政策因素为研究中心，以青年利益分析为主线，全面探索

导致美国青年政治冷漠的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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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冷漠的一般理论概述 

（一）政治冷漠的基本涵义 

“政治冷漠”也称“政治冷淡”(Political Apathy or Political Indifference)，早

在 19 世纪末就已进入西方政治学的研究范畴。它 初被赋予的含义是指一种冷

淡的政治态度或心理状态，即人们对于政治活动及其相关问题等的冷淡或漠视。

如《社会心理学辞典》一书中将政治冷漠定义为：“特指一定国家的人民对本国

政治制度、政治组织、政治活动、政治问题、政治形势发展不感兴趣，态度冷漠。

政治冷漠也是一种政治态度。”①又如《简明政治学词典》对政治冷漠的定义是：

“资产阶级政治学的一个概念。指一国人民对参与政治活动冷漠和对政治问题不

关心的政治态度。”②这种强调从心理状态和政治态度对政治冷漠进行界定和研究

的流派，被称为“政治冷漠心理论”。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随着政治行为主义

的兴起，政治冷漠被赋予了行为方面的意义，指的是一国公民对政治参与的疏远

和逃避行为，而这种以强调政治主体在行为上的不参与为主的流派，便被称为“政

治冷漠行为论”。如于铭松在《香港中产阶层研究》一书中的定义：“政治冷漠是

相对于政治参与的适度界限而言的，即在一定的民主制度下，公众参与热情与参

与程度明显滞后于现有民主政治的发展需要和发展水平......”目前国内外对于政

治冷漠的研究还没有统一的定义，但为了作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研究社会政治现

象的概念，大多数学者普遍采用“政治冷漠心理——行为论”，即将政治冷漠理

解为主观心理（政治态度）与客观行为（政治行为）相统一的整体。也就是说，

政治冷漠不仅包括政治主体意识观念上对政治内容的冷淡，还包括政治主体在行

为上对政治活动的逃离。 

目前学界在关于判断一个政治主体政治冷漠与否的问题上，并无统一的标

准。不少定量主义学者试图设立确定的标准，一旦某个政治主体符合所设的标准，

即被判定为政治冷漠者。如阿尔蒙德和鲍威尔在《比较政治学》当中设立了两个

变量：如果一国公民在对待国家出台的法规、政策中，“认为自己对不公正的法

                                                        
① 费穗宁，张潘仕主编：《社会心理学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第 203 页。 
② 《简明政治学词典》编写组：《简明政治学词典》，吉林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第 4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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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和政策“能予以反对的”占 50%以上，则代表该国家公众的参与水平较高；如

果认为自己“无能力或不知道”的占 50%以上，则这个国家公众一般政治冷漠主

义情绪非常严重”①。这种标准判定法虽然直观、简便、操作容易，但对实证研

究的方法、工具和条件等要求较高，对于跨地区、跨国界的研究有一定的阻碍，

并且所设立的标准能在多大程度上反应真实的政治冷漠情况，也是说法不一的。

在不具备这种定量研究的条件下，通过比较的方法，从一个相对的意义上来判断

某个群体是否政治冷淡，不失为一个次优的选择。这种比较既可以是同一时空内

不同群体之间的比较，也可以是同一群体在不同时空内的比较，比较的意义是为

了更加简便而直观地一个政治主体同其他主体的差异性。 

本文所探讨的美国青年政治冷漠便是一个相对意义上的概念。从世界各国青

年政治表现来看，一般认为美国青年更为热心、积极地关心和参与本国的政治。

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青年似乎并不存在政治冷淡，反而是参与积极性较高的一

个群体。然而，就美国国内不同年龄段的群体比较而言，1992 年以来美国青年

政治“缺席率”一直是投票统计年龄层群体中 低的，并且在一段时间内，青年

“远离政治”的趋向越加明显，投票率一度下滑。即使 2001 年以后青年投票率

有所提高，但这与六七十年代的青年相比、与 1992 年以来同时代的其他年龄层

的政治主体相比，美国青年属于本国国内的政治冷漠群体。 

（二）政治冷漠的相关研究概况 

政治冷漠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文化变量，在西方的研究由来已久，也取得了

一系列重大的研究成果。1886 年出版的查尔斯·H·利弗莫著的《纽黑文共和国》

是较早涉及政治冷漠的著作，该书只对纽黑文共和国的政治冷漠现象进行了简单

的文字性描述，可惜未作过多的解释性分析。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罗伯特·A·达

尔、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塞缪尔·亨廷顿、安东尼·罗奥姆、乔治·盖

洛普等一批当代西方著名的学者，纷纷开始对政治冷漠的成因和作用做出了不同

程度的研究与探讨。其中，罗伯特·A·达尔和塞缪尔·亨廷顿的分析被认为是

较为有影响力的。达尔主要是从量化——心理——行为的角度，将公民对政治产

生的冷漠归因于六个因素：（1）从政治介入中得到的报酬价值较其它活动得到的

                                                        
① 刘明君：《关于比较政治学领域中的政治冷漠主义》，载《理论与现代化》1998 年第 2 期，第 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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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酬低；（2）所面临的各项政治选择之间无多大差异；（3）个人“政治效能感”

弱；（4）不介入结局也会相当满意；（5）缺乏应有的政治知识；（6）障碍阻隔。

①亨廷顿主要是从政策——过程——体系的角度对美国公民中的政治冷漠现象进

行分析，得出美国公民政治冷漠的三大情由：（1）公民对政府信任的下降；（2）

青年一代“非权威化”的价值偏好；（3）政党体制的衰落。② 

80 年代末期开始，政治冷漠主义才开始在中国成为政治学特别是比较政治

学的研究新热点。虽然学术界对政治冷漠还未达成统一的认识，但在一代又一代

包括政治家在内的诸多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我国政治冷漠主义研究也取得了进一

步的发展。王浦劬主编的《政治学基础》（1995 年版）以及杨光斌著的《政治学

导论》（2004 年版）中均有关于政治冷漠的相关理论概述，包括基本涵义的界定、

政治冷漠的成因及影响等。张明澍的《中国“政治人” ——中国公民政治素质

调查报告》（1994 年版）以及陶东明、陈明明共著的《当代中国政治参与》（1998

年版）则对我国公民政治参与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从政治行为的角度，对政治

冷漠进行了研究。进入 21 世纪以后，随着我国国际政治学科的发展，国内学者

对国际上其他国家的政治冷漠现象研究也走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项国兰著的《亲

历俄罗斯：一个访问学者的观察与思考》（2004 年版）以及郝宇青著的《苏联政

治生活中的非制度化现象研究》（2008 年版）对俄罗斯的公民政治冷漠现象进行

了不同程度的描述和思考；刘丽云著的《美国政治经济与外交概论》（2004 年版）

以及李其荣编著的《美国人在想什么》等均涉及了对美国公民政治冷漠的论述。

此外，在期刊中也有越来越多关于政治冷漠研究的论文，文章多数从理论层面或

一个国家的角度对政治冷漠现象进行研究。 

可以看出，政治冷漠成因的探索是政治冷漠研究的一大重点，国内外学者各

自从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分析工具对政治冷漠成因进行了解释。本文在这里，

姑且将政治冷漠成因的研究解释路径归纳为以下几类模式：（1） 社会心理学类

的解释模式。由于“政治冷漠”一词 初被定义为一种心理状态和政治态度，因

此政治冷漠成因的 初解释模式也是从心理和意识上来研究的。该理论解释模式

认为，只有当参与实践满足了政治主体特定的心理需要时，才能在更大程度上激

                                                        
① 潘小娟主编：《当代西方政治学新词典》，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 420-422 页。 
② 赵海月：《美国公民“政治冷漠病”的诊测与剖析》，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7 年第 3 期，第 13-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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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起主体的政治热情，强化其政治参与的动机。换句话说，当政治主体内在的心

理情况让他们认为自己的作为无法有效改变结果，这种特定的需求无法达到满足

时，政治主体一般不会介入政治，因而出现政治冷漠。他们特别研究了“挫折效

应”这一重要心理因素，认为“巨大的心理挫折及其发生的晕轮效应，就使得人

们视政治为畏途，消极地适应政治环境，被动地参与政治生活，自发地减退政治

兴趣。”①持这类观点的学者，将这些政治主体归类为政治效能感低或公民意识不

强的政治群体。其改善政治冷漠的关键是提高公民的政治效能感和公民意识。（2） 

理性选择理论类的解释模式。理性选择理论 重要的基本假设是“经济人”假设，

即个人是自身 大利益的追求者，理性的行动者会对自己面临的各种选择进行偏

好排序，并趋向于采取 优策略，以 小代价取得 大收益。应用在解释政治冷

漠成因上，该类解释模式认为政治冷漠是政治主体进行理性衡量后的选择结果，

当参与政治的成本要高于不参与的成本时，或者不参与也能获得一定的利益时，

政治主体选择“远离政治”。更甚者，理性选择理论认为，一个绝对理性的人是

不会去投票的，因为理论上一个投票者可以依赖其它人的投票，而不需要被知会、

做决定、然后再自己去投票，这便是“搭便车”现象。因此，政治冷漠在一定程

度上可以说是政治主体有意识的选择“不作为”的结果。（3）制度理论类的解释

模式。制度理论强调对客观“制度”的研究。该类解释模式的主要观点是，造成

主体政治冷漠的原因不单有主体主观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客观的制度因素也是

造成政治冷漠的罪魁祸首，“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制度及其自身的变

迁是产生政治冷漠的重要原因”②。制度理论着重探索造成政治冷漠的制度障碍，

因此在治理政治冷漠的建议上，强调通过完善制度来达到治愈政治冷漠的效果。

（4）社会历史学类的解释模式。社会历史学强调过去对现在的影响。在他们看

来，政治冷漠的存在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可能是一种历史惯性，也可能是

一种文化价值观的发展。比如在威权主义国家，受统治的人民习惯了统治者的寡

头统治，习惯了远离政治，只关心“柴米油盐酱醋茶”，政治冷漠成了一种惯性

现象；又比如在某些西方发达国家，公民的主体意识、参与意识和公民意识比较

强，主体对其政治体制和政治精英比较认可，长期存在政治信任传统，因此他们

选择“政治冷漠”是为了表现出对其国家政治现状的满意，这种行为被某些学者

                                                        
① 董晓倩：《政治冷漠的心理根源初探》，载《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005 年第 2 期，第 50-51 页。 
② 冯涛：《论政治冷漠的涵义、原因和作用》，载《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08 年第 9 期，第 67-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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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公民主体意识回归和政治心理成熟的表现”①。因此，在研究政治主体的

政治性格时，离不开对其所在国家历史文化背景的分析。 

已有的解释模式为我们理解美国青年政治冷漠提供了很好的分析途径，但每

一种解释模式各有其侧重点，也存在着各自的局限性，如社会心理学可能会忽视

外界因素对主体行为的影响，理想选择理论可能忽视了主体作为“社会人”的一

面，制度理论把原因单纯地推卸给制度，而社会历史学的解释推理显得宽泛而简

单。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矛盾是多样性的，产生某个社会问题的原因往往是多方

面的，多层次的。因此，为了更加全面地理解美国青年政治冷漠的成因，本文试

图在借鉴各种解释模式优势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包括主体、历史、制度、政策四

大因素在内的、综合性的、多层次的分析方法，将利益分析贯穿其中，形成一套

完整的分析模式。由于这四种因素是政治体系中的主要组成部分，分析过程中又

强调主体与体系中的历史、制度、政策的相互作用关系，因此姑且将这种分析法

称为“体系分析法”。 

（三）“体系分析法” 

导致青年群体政治冷漠的原因是复杂而多样，但可以简单归结为内因和外

因。其中，内因主要是青年群体自身的主体因素，包括主观心理特征和客观年龄

特征。外因主要是体系中除主体以外的存在的宏观历史、中观制度以及微观具体

政策因素。内因对事物的发展具有决定作用，外因通过内因影响事物的发展变化。

内外因相互作用，因而构成了所谓的“体系”。“体系分析法”就是以青年利益为

贯穿主线，着重考察主体、历史、制度和政策对青年群体政治冷漠形成的影响。

其中，主体因素包含主体的主观心理因素和客观年龄特征等，具体来说包括主体

的性别、年龄、种族、社会地位、受教育程度、心理认知及价值观变化等特征。

有关社会调查表明，当政治主体的年龄较小，受教育程度较低，社会地位偏低时，

其政治参与度较低，从思想和行动上都倾向于远离政治、不关心政治。历史因素

主要考察历史传统、惯例、观念和文化发展对当前主体政治性格的影响。观念和

传统有着极强的传递感染效应，对当代人有着看不清、摸不着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而一些历史事件由于可能导致“挫折效应”或者导致主体对政府、国家缺乏信心，

                                                        
① 冯涛：《论政治冷漠的涵义、原因和作用》，载《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08 年第 9 期，第 67-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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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导致其政治冷漠。制度因素主要是指主体所在的政治制度环境，包括选举制

度、政党制度、参与制度等。青年冷漠选举，不可避免地要诉诸美国的选举制度

和政党制度完，而完善的参与制度有利于促进政治主体参与政治活动，反之则阻

碍主体的政治参与。政策因素主要是指那些涉及政治主体的政策特征。政策涉及

主体利益与否、涉及程度的深浅以及政策产生的对主体的影响等，都在一定程度

上会影响主体对政策制定者——政府的态度，进而影响其政治参与态度和行为。

在影响青年政治冷淡的过程中，四个主要因素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四个变

量紧密联系在一起，它们中的任何情境发生变化，都可能提高或降低政治主体的

政治参与率，为此不能单方面强调任何一个因素，否则将导致分析被误导，这也

是强调“体系分析法”的意义所在。 

本文将主要采取文献研究法和“体系分析法”，将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

合。该“体系分析方法”由于结合了内外因、主客观、宏微观等分析，因而更具

综合性和全面性，具有适合广范围、分析条理化等优点。无论是对发达国家的政

治主体的研究，还是对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政治主体的研究，只要能掌握其

主体特征、历史文化、制度环境和政策特征等因素，就可以对导致其政治冷漠的

原因有个大致的理解。当然，本文在分析的过程中，绝非静止地、简单机械地分

析美国青年特征、历史文化传统、政治制度和公共政策，而是用发展的眼光动态

地看待这些因素在影响青年过程中的相互融合、相互作用。因此，本文在具体地

分析美国青年政治冷漠的过程中，除相关解释模式的政治理论外，也必然运用到

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经典分析方法，如现象与本质、内因与外因、原因与结果、量

变与质变等发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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