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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低年级大学生入党积极性研究
■钟玉依 宋顺喜 王思璠

摘 要：大学生是党组织新鲜血液的重要来源，低年级大学生是现阶段高校学生党员的储备力量和后备军，

其入党积极性关系高校党员队伍建设与发展。从入党动机和入党意愿内部驱动力出发探究低年级大学生的

入党积极性。本研究发现，受访大学生中 80.88%具有入党积极性，47.32%的大学生将入党积极性转化为实

际行动。研究采用线性回归模型分析检验入党意愿、政治身份、年级均在不同程度显著影响入党积极性。与

此不同，入党动机与入党积极性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影响因子却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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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2月《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数据显

示，全年发展新党员 438.3万名，学生党员 176.5万名，占

全年发展新党员总数 40.26%。依据入党申请的年龄标

准，大学生是新发展党员中的学生党员的绝对群体，低年

级大学生是现阶段高校学生党员的储备力量和后备军［1］。

因此，本研究以新时代二十大精神和内容为引领，基于建

党百年和建团百年的时代背景，聚焦大学生入党工作的

源头性问题，从入党动机和入党意愿内部驱动力出发探

究低年级大学生的入党积极性，即入党积极性研究。

一、入党积极性综述

目前国内关于入党积极性主要集中在相关因素和影

响因素研究。入党动机解释了“为什么想入党”的问题，

是触发个体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内生动力［2］；同时入党动

机也是入党积极性的内部驱动力，支配入党思想和行为

从而提升大学生入党积极性；入党意愿解释了“想不想

入党”的问题；而本研究聚焦的“入党积极性”即为“是

否实施入党行为”，指个体采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的心理

倾向和外显行为［3］。以上研究给本研究将入党动机和入

党意愿作为内驱力探究其对入党积极性外部行动力的驱

动影响提供了理论依据。

基于特定的社会时代和大学生思想特性，调查发现

大学生的入党积极性和入党意愿呈时代效应，表现为高

入党积极性和入党意愿［4］。这表明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大

学生入党积极性受到政治特征的影响，这给本研究的探

讨提供了政治依据。调查数据显示，大学生的入党动机

和意愿逐步向复杂化和多元化呈现，且更多是一种在现

行政治体制下的理性和功利选择［5］，现行社会环境下大学

生入党积极受各种因素冲击，总体积极性有待提升［6］。研

究关注大学生入党积极性具有一定研究依据。此后，基

于一项访谈分析可知 95后大学生政党情感高，但入党积

极性呈现出下降趋势［7］。以上研究表明，大学生入党积极

性受着社会历史因素的高度影响，在新时代的时代特征

之下关注入党积极性问题具有时代意义和价值。

综上，入党积极性的研究有限，且与动机和意愿紧密

相关，以定性研究为主，入党积极性缺少衡量标准。现有

结论给本研究提供了学术参考，但是缺少定量实证数据

检验。同时在不同历史时期，大学生的理想信念呈现不

稳定趋势，且存在入党动机不端正等问题。本研究把握

低年级大学生入党动机和意愿，为入党积极性提升助力，

期待为高校党建思政教育提供行之有效的理论依据。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测量

本研究所采用的数据来自作者课题 2022年 10月针

对石家庄市某高校低年级本科生所进行的“新时代低年

级大学生入党积极性调研”的简单随机抽样调查。抽样

调查面对大一年级和大二年级学生，剔除部分缺失变量

及不适用样本后，共获得有效分析样本 298人。

测量变量包含四个维度。其中入党意愿和动机为 5

维度量表；入党积极性则以“是否提交入党申请书”这一

外显政治行为作为衡量指标［3］，在设计选项时加入了“是

否准备递交”的意愿选项，同时，为避免社会期许或政治

忌讳等原因使受访者违背本意选择积极性更高的选项，

设计“没有递交入党申请，但准备递交”的中间选项。 

三、数据分析

本研究面对石家庄某高校大一大二年级学生发放 

350 份问卷，回收问卷 298 份，有效回收率 85.1%。

（一）入党意愿、入党动机和入党积极性

本研究发现低年级大学生的入党意愿、入党动机总

体呈现高水平状态，反映出近年来低年级大学生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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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的认知及信任程度不断加深。再看入党积极性

“已经递交入党申请书”有 141人（47.32%），“准备递交

入党申请书”有 100人（33.56%），“暂时没有递交入党申

请书的打算”有 57人（19.13%）。可见，近半数的被调查

低年级大学生具有强烈的入党积极性并付诸行动，占比

三分之一的低年级大学生具有一定的入党动机和入党意

愿但是其入党行为的付出存在延迟情况，而占比五分之

一的低年级大学生的入党积极性较低且暂时缺乏付诸行

动的想法。

（二）相关分析

为进一步探讨入党积极性相关变量的相关关系。本

研究采用双变量皮尔逊相关系数检验变量之间的相关

关系。据表 1，入党积极性与性别呈现负相关（r=-0.135，

P＜0.05），与低年级大学生年级（r=0.206，P＜0.01）、政治身

份（r=0.386，P＜0.01）、入党意愿（r=0.455，P＜0.01）、入党

动机（r=0.322，P＜0.01）呈现显著正相关。

表 1 入党积极性相关变量相关分析

变量 性别 年级 政治身份 家庭是否有党员 入党意愿 入党动机 入党积极性

入党积极性 -0.135* 0.206** 0.386** -0.044 0.455** 0.322** 1

注：*p＜0.05，**p＜0.01

（三）回归分析

为进一步掌握低年级大学生入党积极性的其他影响

因素与之的关系，并且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之下入党意

愿与入党动机对入党积极性对纯作用，同时为了简化各

变量对入党积极性的影响效应，本研究将入党积极性作

为连续性变量处理，采用线性回归方法分析入党意愿和

入党动机对入党积极性的影响。据回归模型表 2可知，分

析如下：

表 2 低年级大学生入党积极性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回归系数 95% CI VIF

常数 -1.455**(-4.081) -2.154 ~ -0.756

入党意愿 0.509**(6.621) 0.358 ~ 0.659 2.331

入党动机 -0.016(-0.182) -0.189 ~ 0.157 2.283

性别 -0.033(-0.451) -0.176 ~ 0.110 1.057

年级 0.277**(3.775) 0.133 ~ 0.420 1.066

政治身份 0.602**(6.685) 0.425 ~ 0.778 1.092

家庭是否有党员 0.012(0.287) -0.070 ~ 0.094 1.010

样本量 298

R2 0.374

调整 R2 0.361

F 值 F (6,291)=28.959,p=0.000

注：*p＜0.05，**p＜0.01

1.控制变量与入党积极性差异

在年级方面具有显著性差异，其中二年级学生入党

积极性显著高于一年级学生，二年级学生的入党积极性

分值相较于一年级学生平均高 0.277（p＜0.01）；在政治

身份方面也具有显著性差异，平均而言， 低年级大学生的

政治身份每提升一步（提升路径具体表现为从群众到共

青团员再到中共党员），其入党积极性表现力提升 0.602

（p＜0.01）。

2.入党意愿和入党动机与入党积极性的因果效应

线性回归模型中，入党意愿对低年级大学生的入党

积极性具有显著影响，与表 2反映的相关关系具有一致

性。平均来看，低年级大学生的入党意愿每提升等级，其

入党积极性提升 0.509分（p＜0.01）。低年级大学生的入

党动机在线性回归模型中显示出对入党积极性的影响不

具有显著性，经过皮尔逊（Pearson）相关系数检验入党积

极性与入党动机（r=0.322，P＜0.01）呈现正相关，在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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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显著相关关系的同时影响因子不具有显著性，值得

本研究做进一步探讨。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研究发现近半数低年级大学生（47.32%）具有强

烈的入党积极性。在调查中也发现，低年级大学生的入

党积极性受到入党意愿的显著影响，其中年级、政治身份

也对低年级大学生的入党积极性具有稳定影响，说明低

年级大学生在“想不想入党”这个问题是上的解释是有

效的，强烈的入党意愿影响入党的实际行动。入党动机

（r=0.322，P＜0.01）与入党积极性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

系，但是其中的影响因子却不显著，这表明部分低年级大

学生还需要进一步清楚“为什么入党”，从入党原因入手，

清楚知晓入党初心与使命，付诸入党行动，将理想信念与

人生抱负融入祖国伟大事业之中。

（二）建议

入学教育衔接入党启蒙教育，实现“浸润式”教育

教学。将入党启蒙教育纳入全过程，各教育环节既独立

也能联动，形成一个“浸润式”教育模式，实现低年级大

学生入党启蒙教育的可复制循环机制。从源头性教育启

蒙，引领学生正确认识自身入党动机，坚定理想信念。

课堂教育融合入党教育，提升思政教育影响力。教

师重视学生的差异和个性，实现全面教育和个别引领。

教师结合社会热点议题，引导形成课堂大讨论、小组辩

论、浸润式学习、媒体式学习等形式创新传统说教课堂。

延伸课堂范围，在“翻转”课堂的基础上创新课堂渠道，

发挥学生组织、学生社团及优秀学生的感召力，鼓励采用

多形式传播正能量，讲述党史和身边先锋模范故事等。

立足思政教育，以优秀力量发挥辐射作用，深入厘清入党

问题，清晰化入党积极性。高校教育创新延伸，强化学习

坚定信念。入党教育因势而新，发挥网络作用，以平等交

流教育，实现教育的新形势。发挥红色基地的浸润力量，

使大学生对党史、党情有更生动的认识。发挥志愿服务

的感召力，使大学生感受助人之力，将服务奉献意识深埋

内心，克服功利型的入党动机。高校创新入党教育模式，

拓宽教育渠道，增强教育活动效果。

本研究从入党的源头性问题出发构建具有现实特色

和良好信效度的入党积极性测量指标，将低年级大学生

作为研究对象，从入党动机和入党意愿内部驱动力出发

探究入党积极性。本研究结论可在一定范围内认知低年

级大学生的入党意愿及动机，有效提升入党积极性，为高

校壮大学生党员队伍提供针对性建议。但样本采集范围

及样本量有限，本研究结论是否适用于中国其他青年群

体有待进一步验证。本研究仅聚焦于入党意愿和动机，

未对其深层次内涵做延伸研究，纵深发展需要关注。同

时研究只利用低年级大学生入党的截面数据分析其影

响因素，缺少对个体入党的动态分析，这也是后续研究的

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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