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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党员组织生活现状与质量提升研究 

——以重庆大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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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切实提高大学生党员组织生活质量是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的重要举措，也是增强学生基层党组织凝聚力

和战斗力的必然要求。在深入调查当前大学生党员组织生活的现状、查找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的基础上，提出提高

大学生党员组织生活质量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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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形势急剧变化和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新形势下，只有不断提高大学生党员组织生活质量，进一步增强党组织的凝聚

力和战斗力，切实加强党员继续教育、管理和监督，提高党员的思想政治素质，才能培养出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

接班人。 

为此，我们对重庆大学１５个学院的３０个学生党支部进行了座谈交流，并对学生党支部的６００名学生党员进行了无记

名问卷调查，发放问卷６００份，回收５８７份，其中有效问卷５７９份，有效问卷率为９８．６％。座谈交流的支部中，研

究生支部１０个、本科生支部２０个；理工科学院学生支部２０个、文科学院学生支部１０个。在回收的有效问卷中，正式党

员３２１名，比例为５５．４％；预备党员２５８名，比例为４４．６％。座谈交流的提纲为：支部支委构成情况、支部组织

生活制度建设情况、支部组织生活的形式与内容、支部组织生活出勤率等。问卷调查的主要内容为：学生党员对组织生活重要

性的认知度、对支部组织生活质量的认可度、对支部组织生活内容与形式的赞同度等。 

一、大学生党员组织生活的主要问题 

（一）形式过于呆板，吸引力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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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统计结果显示，调查对象中，有６１％的学生党员认为组织生活形式缺乏创新。在座谈交流中，我们了解到，目前学

生党支部党员组织生活基本上都是以会议的形式进行，诸如发展党员讨论会、指定文件学习会、理论专著学习会、上级精神传

达会等，形式显得过于单调，缺乏生机与活力，对富有个性和朝气的青年大学生来说，缺乏吸引力和感染力。 

（二）内容脱离实际，针对性不强 

党员组织生活内容缺乏针对性，就不能解决实际思想问题。我们在座谈交流中了解到，目前学生党员组织生活的具体内容

多为学习文件精神、讨论发展对象，而学生关心的社会焦点、热点问题少，与学生学业与成长紧密相关的内容少。问卷统计结

果也显示，有５３％的学生党员认为组织生活内容脱离实际，缺乏丰富性和针对性。 

（三）制度建设乏力，保障力不足 

在我们座谈交流的３０个学生党支部中，有１３个学生党支部没有制定系统的党组织生活制度，另外的１７个学生党支部

即使制定了较为系统的党组织生活制度，却缺乏科学的考核评价体系、量化指标和奖惩机制，制度保障显得乏力。 

（四）功能发挥受限，实效性不高 

在我们座谈交流的３０个学生党支部中，除１１个学生党支部由政治辅导员或个别教师担任支部书外，其余的１９个学生

党支部书记由高年级学生担任，由于学生威信不高，既忙于学业，又缺乏党内政治生活的锤炼和党建工作经验的积累，很难发

挥党支部的核心领导作用，组织生活的实效性不高。 

（五）参与的积极性存在着学历上的差异 

从学生支部组织生活的出勤率看，１０个研究生党支部组织生活的平均出勤率为８３％，２０个本科生党支部的平均出勤

率为９４％，较研究生部支部高出１０多个百分点。这表明，本科生党员参与组织生活的积极性明显高于研究生党员。 

（六）制度建设的重视程度存在着学科上的差异 

在１７个制定了组织生活制度的学生党支部中，文科学生党支部１０个，占文科学生支部的１００％，理工科学生支部７

个，占理工科学生党支部中的３５％。这说明文科学生党支部较理工科学生党支部更为重视组织生活制度建设。 

二、原因分析 

（一）对学生党支部建设缺乏重视 

学生党支部组织生活质量不容乐观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高校缺乏对学生党支部建设的足够重视。在学校党建工作中，存在着

校级党建工作往往比院级党建工作受重视，院级党建工作往往又比学生党建工作受重视，对基层学生党支部工作缺乏系统研究

和深入指导，学生党支部领导班子配备不力，对学生党支部工作经费支持偏少等系列问题，从而影响大学生党员组织生活质量，

制约了学生党支部的凝聚力，限制了学生党支部战斗力的充分发挥。 

（二）对学生党员特点缺乏研究 

从座谈交流和问卷统计得知，当前，大学生党员组织生活质量不高的又一重要原因是缺乏对新时期学生党员特点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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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视了新时期学生党员政治诉求的直接性、成功渴望的迫切性、独立表达见解的主体性以及文化需求的多样性，导致组织生活

形式单一、内容贫乏、吸引力不强。目前我国高校学生党支部由于培训机制及监督机制的缺乏，对于党员进行教育的方式大多

仍只停留在听报告、读文件、照本宣科等形式上，习惯于学习文件，讨论体会，表表决心，归纳总结的简单流程，与现实热点

问题结合不够紧密，得不到党员的认同，引不起党员心理共鸣，从而制约了党员组织生活质量的提升。 

（三）对学生党支部功能作用认识不到位 

思想认识上对学生党支部的功能认识不到位，甚至存在偏差也是影响当前高校大学生党员组织生活质量的重要原因。认为

大学生是学生，以学习为主，只要把学习成绩搞上去就行了，因而“重发展、轻教育”是当前高校学生党支部存在的一个普遍

性问题，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学生党支部组织生活过于偏重于新党员的发展，放松了对学生党员的后续教育与管理，党组织

生活“教育党员、管理党员”的作用和作为“凝聚力和战斗力”堡垒的功能得不到充分发挥，进而影响到整个党员队伍质量的

提高。 

（四）学生党员自身组织纪律观念不强 

从学生党员自身原因来看，部分学生党员组织纪律性不高也是影响和制约组织生活质量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一方面，

当代大学生党员成长在改革开放的社会环境下，面临着学业、就业压力，部分学生党员注重专业知识和文化技能的学习，忽视

了党性的培养和锻炼，不重视党内组织生活，甚至把组织生活看作一种负担消极应付。另一方面，部分学生党员入党后放松了

党性修养，党员的先进性意识减弱，组织纪律观念淡薄，导致极个别学生党员“入党前一个样”，而“入党后又一个样”的反差

现象，影响了党员的形象和学生党支部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三、对策 

（一）高度重视，把学生党支部建设作为高校党建工作的基石 

学生党支部是高校基组织的主体，是高校党建工作的基石，是党在高校基层党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党在高校的全部工作

和战斗力的基础，在整个高校党建工作中处于基础的地位。要提高学生党员组织生活质量，必须首先重视和加强学生党支部建

设，增强党支部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这方面，一要把学生党支部建设纳入高校整个党建工作体系进行通盘考虑，科学统筹。二

要切实选配好学生党支部书记，加强对支部书记的培养。支部书记是一个支部的领头人和最主要的组织者，支部书记的思想政

治素质、责任意识和工作能力如何将直接影响甚至决定支部组织生活质量。三要强化对学生党支部组织生活的指导、监督、管

理和考核，建立健全学生党支部组织生活质量评价体系和激励保障机制。 

（二）与时俱进，紧密结合青年特点开展好党的组织生活 

党的组织生活只有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才永远充满活力。当代大学生党员大多为８０后、９０后，在他们身上既有具有

同辈青年人的一般特点，又呈现出大学生党员群体的不同特点，他们不热衷于空谈政治，更加关注重大热点焦点；他们崇尚独

立，主体意识更加强烈；他们渴望成长，成才意识更加紧迫。面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高校学生党支部的组织生活只有与青

年大学生关心的热点结合起来，与青年大学生的成长需要结合起来，与当前科学技术的发展结合起来，不断创新组织生活形式，

丰富组织生活内容，拓展组织生活载体，才能增强组织生活的针对性，提高实效性。这方面，建议一要解放思想，开拓思路；

二要发扬民主，群策群力；三要分类指导，针对学历和学科上的差异性，结合不同学历、不同学科学生党员的不同特点，开展

富于针对性的工作指导；四要创新载体，充分利用现代网络技术手段，拓展党员组织生活的新空间，建立党员组织生活的新平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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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认识到位，正确认识和充分发挥党支部组织生活的功能作用 

党的组织生活是党组织对党员加强教育和管理的基本形式和主要渠道，高校学生党支部组织生活的职能作用不仅仅是发展

党员，而且还要不断加强党员的继续教育和管理，才能不断增强党员的党性意识，提高党性修养，确保整个党员队伍质量，永

葆党的先进性。高校应当全面、正确认识学生党支部组织生活的功能，充分发挥学生党员组织生活的作用，防止出现“重入党

前发展，轻入党后教育”的错误思想和错误做法，既要严把入党质量关，确保党员发展质量，又要高度重视和加强入党后教育，

做到“党员发展”与“党员教育”两不误。 

（四）夯实基础，切实加强大学生党员组织纪律观念教育 

调查问卷统计结果显示，有１３％的学生党员认为组织生活“无关紧要”，这说明有少部分学生党员对党的组织生活不够重

视，消极对待党的组织生活，思想涣散，有损党组织生活的严肃性，这也是影响和制约大学生党员组织生活质量的重要根源。

党的建设和发展史证明，党的组织生活制度是加强党性锻炼、交流思想和相互促进的重要形式，参加组织生活是增强党员党性

修养、提高党员政治觉悟的重要途径。没有良好的组织纪律观念，党的组织生活就如一盘散沙，更不能凝聚人心、汇聚力量。

因此，高校学生党支部应当把加强学生党员的组织纪律观念教育作为党组织生活的基础性工作来抓，严格要求一切党员，不论

党龄长短，职务高低，都要毫不例外地把自己置于党的组织之下，积极参加党的组织生活，自觉接受党的组织纪律的约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