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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政府治理能力与公众社会安全感 

——基于 GSSCH2020 数据的门槛效应分析

郭未   马炬申

摘要：基于 2020 湖北省疫后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本文在社会认知理论视

野下，以“熵权 TOPSIS 法”测度湖北省各地市的政府治理能力，并采用

OLS、工具变量法以及门槛效应模型（Threshold effect model）深入分析

政府治理能力对公众社会安全感的影响。研究发现，湖北省各市的政府

治理能力存在量上的“一超多强”和空间上的异质分化特征。地方政府治

理能力对属地公众的社会安全感具备显著促进作用，但是这种影响整体

上呈现出非线性的门槛效应。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影响公众社会安全感知

存在单门槛效应，在突破门槛阈值后对公众社会安全感的提升作用则大

大减弱，这意味着具备高水平政府治理能力的城市进一步提升公众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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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感面临更大挑战。同时，这种影响具备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相较于

农村，政府治理能力对城市公众社会安全感有着更大的边际效应。本研

究认为，公共风险的常发性表明当下中国已具备风险社会的特质，因此，

政府理应进一步促进自身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转型，通过打造服务型政府，

着重提升城市的管理水平和行政效率，关注“一老一小”和“低收入、低学历”

群体的社会安全感缺失问题，更积极有为地应对未知社会突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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