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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探讨获得感、政治信任与大学生政党认同的关系，采用整群分层抽样

的方式在湖北省的 6 所部属高校对 543 名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通过教据分析，结果

显示：大学生表现出较高水平的政党认同，在控制了性别、年级、政治面貌等背景变

量后，获得感对政党认同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效应，而政治信任在获得感对政党认同

的影响中发挥部分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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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共享发展”的理念，强调“使人民具有更多的获得感”，拥有更多的获得感能

否增进广大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信任，进而提升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水平，成为本文主要关注和试

图探究的问题。

青年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获得青年的拥护和支持历来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工作之一，也是革命斗争

和长期执政积累的宝贵经验。大学生是青年中的优秀群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未来的建设者和接班

人，其政党认同的提升对于中_共产党执政基础的巩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推进都具有重大的意

义。当前大学生的获得感和政治信任与其政党认同的关系如何？获得感和政治信任对于大学生的政党认同

具有怎样的影响机制？这些问题是本文探讨的焦点。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1)获得感、政治信任与

大学生政党认同之间存在正相关;（2)获得感、政治信任对大学生政党认同具有正向影响;（3)政治信任在

获得感对大学生政党认同的影响中发挥着中介作用。

二、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通过整群分层抽样选取调查样本，于 2015 年 12 月中旬至 2016 年 1 月中旬在武汉市的 6所部厲

高校开展问卷调查，其中“985”工程院校 2所，“211”工程院校 4所，共发放问卷 600 份，回收 578 份



，删除无效问卷，最后获得有效问卷 532 份，有效率为 88.67%。样本的具体情况见表 1。由于本次的调查

样本均来自教育部下属重点高校，因而本文调查结论中提及的“大学生”均特指部属重点高校大学生。

(二）变量测量。

1.获得感的测最。“获得感”被写人中央文件后具有了特殊的含义，根据前文对“获得感”的界定，

笔者将“获得感”界定为“大学生在就业问题解决、民主参与、教育公平、社会治安、食品安全等方面的

评价和感受”。上述项目采用 Likert 讀表 5 点记分法，“1”代表非常不满意，“2”代表比较不满意，“

3”代表一般，“4”代表比较满意，“5”代表非常满意。问卷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0。

2.政党认同的测量：依据前人的研究成果，结合本文对政党认同的界定，笔齐将大学生政党认同操作

化为“大学生对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政党领袖和政党组织的认知与评价”。具体而言，意识形态认同强调

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内容的认知和评价。政党领袖认同强调大学生对当下中国共产

党领袖的认知和评价。政党组织认同强调大学生对政党组织在思想建设、作风建设、组织建设、制度违设

和反腐倡廉建设方面的认知和评价。结合在结构确定过程中对政党认同问题的基本界定，以十八大以来社

会、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实际情况为依据，形成了由 23题构成的初始问卷，经过专家咨询、试测检验

，最终形成了包括 15 道题目的正式问卷。通过正式施测的调査数据对政党认同问卷的信度进行检验，结果



显示，政党认同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0,其中意识形态认同、政党领袖认同和政党组织认同三个维

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均大于 0.75,表明政党认同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同时，采用验证性因索分析考

察理论模型与实际数据模型的拟合程度，其中 x2/df=4.003(<5)，RMSEA=0.069(<0.08)，相关的拟合指数

TLI、NFI、CFI 的値均在 0.91 以上，说明数据模沏与理论构想之间的拟合程度较好，表明该问卷打较好的

结构效度>

3.政治信仟的测量。采用孙听等编制的政治信任测试问卷 1。针对研究对象，本研究将原问卷内容做

了适当调整，改进后的问卷包括“党和政府树立的模范党员威信很高”，“党和政府在社会上的威信很高

”，“党和政府的政策真心实意关心老拜姓”，“党和政府有为老百姓主持公道的愿望”，“党和政府打

能力为老百姓主持公道”等 5道题目。上述题目均采用 Likert 量表 5点记分法，“1”表示非常不同意，

“2”表示比较不同意，“3”表示不确定,“4”表示比较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问卷内部一致性系数

为 0.89。

(三）研究方法。

采用 SPSS11.0 和 AMOS 进行统计分析，包含初步描述性统计分析和研究理论模型检验两部分。初步统

计分析包括以下步骤:第一步，对大学生获得感、政治信任和政党认同变量进行描述统计;第二步，采用皮

尔逊积差相关考察研究变量之间的相关;第三步，采用回归分析考察在控制人口统计学变量作用下获得感对

政党认同的预测作用;第四步，采用分层回归分析对政治信任在获得感与政党认同关系中的中介作用进行考

察。

三、研究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结果。

统计结果显示，大学生的政党认同与政治信任得分较髙，而获得感得分较低。具体而言，在政党认同

中，政党领袖认同度得分最高（M=20.76，SD=4.21），其次是意识形态维度的得分（M=19.62，SD=4.00)，

时政党组织维度得分相对较低，通过对政党组织维度下的因素作描述性分析发现，政党组织的制度建设（M

=3.29，SD=0.98)、反腐倡廉建设（M=3.31，SD=0.99)得分较低。该结果表明调査对象对制度建设和廉政建

设的认可度较低，这也成为制约执政党组织认同的重要因素。

在获得感方面，大学生对社会治安较为满意，对教育公平、民主参与满意度不高，对于食品安全满意

度最低，表明大学生在共享改革开放成果中具有的获得感还不高，大学生对改革开放成果共享的期待较为

强烈。在政治信任方面，大学生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感较高，政治信任问卷中 5道题项的平均值均达到 3.50

以上，表明大学生对党和政府较为信任。



(二）获得感、政治信任与政党认同的相关分析。

由表 2可知，获得感与政治信任之间呈显著正相关，获得感、政治信任与执政党认同总分及各维度均

具有显著正相关。

(三）获得感、政治信任对政党认同的影响

对于获得感对政党认同的影响作用，首先，控制性别、政治面貌、年级、居住地等可能对政党认同产

生影响的背景变量，然后考察获得感对政党认同的影响和作用，结果显示，获得感对政党认同有着显著的

预测作用β=0.53,<0.01)。

根据中介效应检验的方法和步骤，以获得感为预测变最（自变量），以政党认同为结果变量(因变量）

，以政治信任为中介变量进行层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控制了性别、政治面貌、年级等人口学变量后

，获得感对政治信任的预测效应显著β=0.53，p<0.01)，政治信任对政党认同的预测效应显著β=0.66，

p<0.01);将中介变量“政治信任”纳入模型后，获得感对政党认同的预测效应有所减弱，其标准回归系数

从 0.53(P<0•01)下降为 0.25(P<0.01)，其预测效应依然显著。这说明，“政治信任”因素在获得感对政党

认同的影响中发挥着部分的中介效应(见表 3)。



四、总结与讨论

(一）大学生政党认同的总体水平较高

政党认同总体水平较高的结论与吴鲁平、柴宝勇等的研究结果相似。政党认同水平较卨与新一届党中

央的一系列重大举措有着一定关系。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带头模范执行“八项规定”，

有效地刹住了公款吃喝、节日腐败等不正之风，使党风政风钉了较大改善;党中央从严治党，铁腕反腐，坚

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使群众拍手称快，增加了对党中央的信心;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五大发

展理念”，为未来规划了美好的发展愿景，也大大提升了民众的未来预期这些新理念新举措大大提升了广

大青年学子对党的认可度和支持度，这从调查结果也得到—定的反映。政党认同维度中政党领袖和意识形

态的认同得分较高，说明了调查对象对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大力拥护和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高度认可。当然，政党认同中的政党组织维度得分还不高，这也提示我们应强化基层党组织勤政为民的

服务理念，建立健全基层党组织的各项规章制度，着力抓好规章制度的执行落实情况，加大对于无视党规

党纪、徇私枉法行为的惩处力度，确保制度建设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同时，进一步将反腐倡廉工作向基

层延伸，下大力气査处群众身边的腐败，坚决清除基层干部中的“害群之马”，营造“风清气正”的基层

政治生态。

(二）获得感与政治信任对政党认同均有显著影响。

获得感对政党认同的正向预测效应，进一步验证了理性选择学派的观点。理性选择学派认为，民众的

对执政党的支持和认同取决于他们内心的计算，当“所得”大于“所失”时，就会支持和认同执政党，反

之，则反对执政党。这也验证了政党认同的形成离不开利益因素。正如邓小平指出的:“不讲多劳多得，不

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5 如果执政党无视

民众的利益诉求，不能增加社会福祉，就会削弱民众对执政党的支持和认同，长此以往就会造成执政党的

合法性危机。政治信任对政党认同影响显著，也再次验证了政治信任对于政党认同的重要作用。当民众对

执政当局的政治信任水平较高时，民众才有可能从内心深处支持和认同执政党。否则，就会出现“塔西佗

陷阱”，即当执政当局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什么做什么，都被认为是在说假话做坏事。当一个政党公信

力丧失，失去广大民众的信任时，必将遭到历史和时代的抛弃。苏联共产党的垮台就是这方面的惨痛教训

。因而，执政当局只有秉持公正的理念，切实保障社会公众“各得其所得”，使社会公众真正感受到公平

正义的彰显，才能增进社会公众对于执政党的信任和支持。

(三）政党认同形成机制的解析。

政党认同的形成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密歇根模式”、“负责任选民模式”、“生命周期理论”等

分别从不同视角诠释了政党认同的形成。本文主要从“菲奥里纳模式”人手，探索在中国特定政治情境中

微观的执政绩效评价对政党认同的影响，即获得感与政党认同的关系问题。虽然官方言论蕴含着通过获得

感提升政党认同的预设，但相关的实证数据支持还较缺乏。本研究采用实证方法，对获得感进行概念界定

和操作化测量，并对其与政党认同的关系进行探析。通过对两者的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获得感与政党认



同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然后，在控制了性别、政治面貌、年级等人口学变量后，探究获得感对政党认

同的影响,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获得感对政党认同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效应，有力地验证了获得感对政党

认同的显著影响作用。对于获得感对政党认同的影响机制，除了直接的影响作用外，本文还假设存在第三

方变量在两者之间发挥中介作用。本文通过层级回归分析进一步证实了政治信任在获得感与政党认同之间

具有部分的中介作用。也就是说，获得感若辅以公平正义的施政理念，能够进一步深化调査对象对于执政

党的认同，而公平正义正是政治信任的重要内容。政治信任的提升，具有促进民众对执政者的信赖和理解

，增强民众的未来预期，增进民众政治认同的作用。相反，如果公众对政府缺乏足够的信任，则可能诱发

民众对执政党的失望，进而危及执政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因此，政治信任在获得感与政党认同的关

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联动作用。

五、结语

基于本文的结果分析与相关讨论，笔者对政党认同问题有如下深 A思考:第一，政党认同作为一种趋于

理性的政治认同方式，与民众的利益诉求满足与否密切相关。正如研究结果显示的那样，“获得感”能够

显著影响民众对于执政党的认同。因而，执政党要蠃得民众的广泛认同，就必须维护公众的利益，巩固政

党认同的物质基础。当然，新时期提升民众的“获得感”，不仅应满足公众的经济利益，更要保障公平正

义和民主权益的落实，使民众切实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第二，获得感与政党认同密切相关，同时，政治

信任在获得感与政党认同的关系中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政治信任在获得感与政党认同关系中的联动功能

启示我们，秉持公正的价值取向，切实践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是促进广大民众产生政

治信任的重要基础。政党的执政理念和施政行为只有切实保障社会公众的各项利益和权利，使公众切实触

到公信力的质感，才能使他们真正对执政党表现出高度的信任和支持。第三，歲得大学生的认同事关党的

执政基础，考验着党的执政智慧。探究当前大学生政党认同的现状，深人分析大学生政党认同的影响因素

，对于新常态下党贏得青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着重要的理论

意义和实践价值。因此，对大学生群体政党认同的提升，一方面要满足大学生的利益诉求和保障他们的政

治权益，另一方面，要为大学生营造公平公正的教育成长环境，拓展他们参政议政的民主渠道，激发广大

大学生的“主人翁”责任意识，从而引导他们积极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