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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现状与改善路径研究
———基于山东某高校的调查分析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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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是党的肌体细胞，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

觉悟的先锋战士。高校是知识的汇聚地，思想的引领地，承

担着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的重任。高校党员是师生中的一员，一个党员就是一面

旗帜，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直接影响着高校基层党组

织在群众中的形象和地位，影响党组织对青年学生的吸引

力，影响高校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对于高等教育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的实现具有重要而特殊的意义。为更好地了解

高校师生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挥情况，研究采用问卷调查

方法在山东某高校获得相关数据，并对数据进行分析，发

现问题所在，提出解决思路。
一、研究方法

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是工人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在

党员行动中的具体体现，主要是带头作用、骨干作用和桥

梁作用。带头作用主要是指党员在社会各方面成为群众的

榜样；骨干作用是指党员要成为群众中的中坚分子，能够

团结和带领群众，按照党指示的方向前进；桥梁纽带作用

是指党员要成为沟通党组织和群众之间联系的纽带[1]。问

卷调查围绕党员在带头、骨干、桥梁等方面作用，考察了党

员的政治、思想、纪律和作用发挥等方面表现，在党员群体

与非党员群体中就先进性开展对比调查。调查在山东某高

校党员群体和非党员群体中共发放问卷 2000 份，回收有

效问卷 1869 份，有效回收率为 93.5%。
问卷在文献研究、专家咨询的基础上编制了《党员先

锋模范作用调查问卷》，围绕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挥在党

员和非党员群体分别设计了 20 多项调查题目，问卷采用

李克特量表，从“非常符合”到“很不符合”分别评定党员日

常表现，“非常符合”和“比较符合”选择比例越高表明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发挥越充分。问卷还分别设计了单选题和多

选题，采用 Excell 分析法对问卷结果进行统计处理。
二、结果与分析

（一）高校党员主观层面珍视党员身份，党员行为与身

份相符度高

我们在党员群体中开展对自身党员身份认知的评价，

调查结果显示高达 84.9%的党员强烈认知到自身的党员身

份，坚定认为这是作为党员必须坚守的身份认知。在非党

员群体中开展的对身边党员是否符合党员要求的调查，

26.8%的非党员认为身边党员“全部都符合”，56.3%的非党

员认为身边党员“基本都符合”，绝大多数群众对党员与党

员身份的相符度予以肯定。上述调查表明，党员对自身身

份有强烈的认知，非党员群体对党员的现实表现总体认可

度好，这为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挥奠定了良好的主观基础。
（二）高校党员在客观层面努力向先锋模范作用的标尺

看齐

为客观调查高校党员在日常行为中是否发挥了先锋

模范作用，针对党员的政治、思想品德、执行纪律、发挥作

用等四方面我们设计了 20 多项问题，分别在党员和非党

员群体中开展问卷调查。调查表明除在志愿服务、捐款、奖
项 3 项调查中党员的自我评价分值略低外，党员在日常政

治行为、思想品德、执行纪律、发挥作用等方面均能严格要

求自身，注重发挥自身表率作用。非党员群体的调查数据

与此相似，详情见表 1。

摘 要：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直接影响着高校基层党组织在群众中的形象和地位。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方
法分析高校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而从社会、主观、制度、组织和实践层面分析问题根源，寻
求问题解决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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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是否符合党员本人的实际情况

单位：%

是否符合个人实际情况的表述
非常
符合

比较
符合

一般
不太
符合

很不
符合

1.公共场所，我能够顾及其他人
的感受，自觉遵守排队秩序，不
喧哗吵闹

85.6 14.1 0.3 0.0 0.0

2.我会认真参加党支部的政治理
论学习

88.3 11.3 0.4 0.0 0.0

3.我始终坚定地信仰共产主义理想 89.4 10.0 0.5 0.1 0.0

4. 我能认真参加组织生活会，认
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79.6 19.6 0.8 0.0 0.0

5.学习工作中的困难，我主动多
承担

76.8 22.4 0.8 0.0 0.0

6.我在网上发表的言论都会经过
深思熟虑

80.6 18.4 0.8 0.2 0.0

7. 我从来没有过抄袭剽窃、买论
文、实验凑数据等学术不端行为

90.4 8.4 0.5 0.3 0.4

8.我能客观公正地评议其他党员 76.5 21.8 1.6 0.1 0.0
9.我经常通过网络、报纸等关注
国内外形势

75.3 22.9 1.8 0.0 0.0

10. 在遵守纪律方面我比非党员
做得好

72.5 25.4 1.9 0.1 0.1

11.我熟悉党的纪律规矩要求 72.6 25.2 2.0 0.2 0.0
12.当周围的人有矛盾时，我会积极
协调化解，营造和谐团结的氛围

71.1 26.2 2.7 0.0 0.0

13.行为开始前，我总是先思考党的
纪律规矩是不是允许这样做

73.9 23.1 3.0 0.0 0.0

14.我善于与周围的人团结合
作，共同完成科研或实践任务

75.1 21.7 3.0 0.2 0.0

15.我非常关注学校“双一流”建
设，积极作为，做出贡献

72.6 23.6 3.3 0.5 0.0

16.我参加过民主评议党员活动 79.5 16.6 2.5 0.9 0.5
17.听到别人散布关于党的不当言
论我很愤慨并坚决制止

68.2 27.9 3.7 0.3 0.0

18.我会积极宣传党和国家的路线、
方针、政策

69.9 25.8 4.3 0.0 0.0

19.当身边的人在工作、学习或生
活中出现失误时，我会认真负责
指出来

55.3 37.8 6.7 0.2 0.0

20.学校就有关事项征求意见时，
我会积极表达想法

65.8 26.7 6.9 0.5 0.1

21.学校新校区建设，如果有需要，
我愿意为之做出贡献

65.7 25.7 6.0 2.2 0.4

22.我会主动向党组织反映群众的
需求和心声

60.3 30.5 8.1 1.1 0.0

23.我会主动了解身边群众的学习
思想动态

61.1 28.6 9.9 0.4 0.0

24.当身边的群众有困难时，我会
主动找他们谈心

55.8 30.5 12.1 1.6 0.0

25.我通过捐款、助学等方式帮助
困难人员次数超过 5 次

47.6 28.2 15.5 7.9 0.9

26.我参加过孤儿院、养老院等志
愿服务工作

42.2 21.6 15.1 13.5 7.6

27.我的综合能力强，校级以上荣
誉称号大于等于 3 个

42.3 18.6 18.0 15.1 5.9

（三）高校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发挥存有进步空间

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是一个相对概念，最主要的是相

比非党员群体，党员作用发挥更为突出明显。我们在非党

员群体中开展了对身边党员模范带头作用的感受的调查，

24.1%的非党员认为“非常明显地感受到党员的带领和感

召作用”，45.6%的非党员选择“能够感受，党员表现更为突

出”，这表明绝大部分非党员群体对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是认可和肯定的。但也不能忽视 26.1%的非党员群体认为

党员和非党员的差别不大，甚至认为党员表现不如普通群

众的调查数据。在非党员群体中开展的身边党员在急难险

重任务时的态度的调查中，73.4%的非党员认为身边党员

会“迎难而上”，21.5%的非党员认为他们是“被动听命”，分

别有 3.7%和 1.3%的非党员认为身边党员会“接受但消极

应付”和“逃避推脱”。这项调查表明部分党员距离关键时

刻站得出来的标准存在一定差距。
2013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

讲话中指出，要严格党员日常教育和管理，使广大党员平

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急关头豁得出来，

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调查数据表明，尽管党员作用发

挥的主流是好的，但不可否认存在部分党员形象不佳，作

用发挥不充分，群众认可度不高等问题。党员作用的发挥

具有双重影响，优秀的党员形象能够起到良好的正面促进

作用，而少数党员的不良行为所起的负面影响则需引发重

视和思考。
三、影响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挥的因素多维度分析

问题的产生必然是多种因素累加结果，在影响党员先

锋模范作用的原因分析中，研究重点从社会、主观、制度、
组织和实践层面等进行多维度分析。

（一）社会层面的原因：社会多元价值观的侵蚀与影响

马克思将整个人类历史进程以社会成员的生活状态

为标准划分为三个阶段：人的依赖社会、物的依赖社会、人
自由而全面发展社会。资本主义全球化运动产生以来至我

们所处的这个历史时期都处在“物的依赖关系”的历史阶

段。“物的依赖关系”历史阶段的典型特征是人类本质的异

化，人类由“生活人”异化为“经济人”。正如马克思所描绘

的这样，“在他面前———金钱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独立自

在的价值。因此，它剥夺了整个世界的价值———人的世界

和自然界———固有的价值。金钱是人的劳动和人的存在的

同人相异化的本质；这个异己的本质统治了人，而人则向

它顶礼膜拜。”[2]194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社会关系呈

现出利益多元化的趋势，社会价值观日趋多元，且具有明

显的对抗特征。在各种价值观念的碰撞和交锋中，“等价交

换”“利益至上”“金钱至上”等庸俗、错误价值观逐步侵蚀

到人们生活，对传统价值观念形成严重冲击。中国传统文

化是一种轻商轻利的伦理文化，而与市场经济相伴而生的

是重商重利的经济文化，有的学者提出中国价值观念的重

要转变是中国全面走向了重商重利的新教文化[3]。每一个

生活在这一特定历史时代的个人价值理念和追求也都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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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上这一时代烙印。在党员群体中开展的“影响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发挥的制约因素”和非党员群体中开展的“影响

身边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挥的制约因素”的调查中，27.2%
的党员、26.0%的非党员认为“时代变了，党员更注重获取

现实利益，不注重党员作用发挥”是重要原因。这一调查印

证了社会转型时期的多元价值观，尤其是利益至上、实用

主义的价值观念对党员集体观念的侵蚀和影响。
（二）主观层面的原因：党员身份意识弱化

个人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成员是具有主观能动性

的个体，党员本人主观意愿对其作用发挥具有至关重要的

作用。调查发现，入党动机不纯，党员发挥作用意愿不强是

其中重要的制约因素。关于党员本人或身边党员要求加入

党组织的主要动机的调查，表明绝大部分党员入党动机端

正，能够从理想信念和党的属性出发审视入党行为。但同

时也存在部分党员入党动机不纯的问题。他们入党是为了

增加就业竞争砝码，满足个人虚荣心等因素。影响党员先

锋模范作用发挥的制约因素的调查中，51.7%的党员群体

和 50.8%的非党员群体认为“虽然入了党，党员意识和普

通群众没有差异”是影响党员作用发挥的最为重要的原

因。党员作用的发挥很大程度上要解决好“为了谁”的问

题，若党员本身入党动机存在偏差，党员存在入党只是行

为入党，思想并未入党等问题，党员作用发挥中必然会出

现考虑“小我”多于“大我”的问题，必然会影响党员群体的

形象，损害群众对党组织的信任。
（三）组织层面的原因：党员教育管理监督乏力

经过近些年的工作努力，基层党组织规范化建设有了

长足进步，党支部对党员教育管理监督的职责逐步加强。
但管党治党“宽松软”状态并未得到彻底扭转，党员教育、
管理、监督不到位，甚至缺位状态不容忽视。在“影响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发挥的制约因素”的调查中，25.6%的党员和

20.8%的非党员认为“党支部对党员疏于管理，忽视党员作

用发挥”是影响党员作用发挥的重要原因。
（四）制度层面的原因：未能建立有效的奖惩机制

邓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

强调：“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

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4]党员作用的发

挥不能忽视制度因素的影响。当前我们在党员的日常管理

中多是笼统概括，大而化之的制度规定，缺乏有效的奖惩机

制，对于优秀党员、合格党员、不合格党员的标准仍停留在

较为笼统的制度规定层面。这样的制度设计缺乏实际操作

性，难以形成有效的制度激励，导致优秀的党员无法脱颖

而出，个别不合格党员长期浑水摸鱼，影响党员整体形象。
（五）实践层面的原因：党员发挥作用的能力和渠道受限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整体要求较高，尤其是党员

的带头、骨干作用要求党员自身需要具有较高的政治素

养、业务素养，能够发挥榜样示范作用。对于党员这些能力

的要求一方面需要将素质优良的人员吸纳到党员队伍中

来，另一方面需要建立常规化的党员能力提升的渠道，让

党员有效补短板，提升自身发挥作用的能力。同时，传统的

党员教育多数局限在读文件、读报纸、参观考察等方式，对

于如何将党员作用发挥与岗位、工作、生活等紧密融合缺

乏有效推动举措，党员发挥作用的渠道存在不畅通的问

题。调查显示，在影响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挥的制约因素

的调查中，43.6%的党员和 36.2%的非党员认为“党员不知

道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挥的途径”是影响党员作风发挥的

重要途径。
四、思考与建议

（一）社会层面：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整合多元价值

观念

马克思曾精准预言，“在现代，物的关系对人的统治，偶

然性对个性的压抑，已具有最尖锐最普遍的形式……”[2]515

而在现实社会心理层面的研究也呼应了马克思的预言，美

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戴维·迈尔斯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和

社会调查发现，“在过去的 40 年中我们快速增长的财富并

没有给我们带来哪怕极小的主观幸福感的增强”[5]。相反，

“患抑郁和各类社会病的风险更高。”[5]身处这样一个历史

时期，人类需要正视现存历史阶段的问题，从道德和价值

层面极力扭转“物的依赖”对人本质的异化，通过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念实现社会整合，极力实现人类自身的超越。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定社会形态社会性质的集中体

现，在社会思想观念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决定着社会制

度、社会运行的基本原则，制约着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6]。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社会观念的

整合作用要着重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路径上找准

着力点，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多元价值冲突，

实现国家、社会、个人的积极价值追求。在高校要紧密结合

高校师生知识丰富、思维活跃的特点，积极从理论认知、价
值认同、道德规范三个层面探寻培养路径。理论认知是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思想基础；价值认同是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本质要求；道德规范是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培育的内在保障[7]。高校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

导高校党员努力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认同者、
价值认同者和道德规范的实践者，积极发挥高校党员的道

德示范引领作用。
（二）组织层面：严格党员教育管理监督

对党员的日常要求不能仅停留在道德或软约束层面，

因为“正如人的理性不是绝对的一样，道德自律性的作用

也不是无限的。在人的道德行为过程中，始终会受到私欲

的纠缠，私欲无限扩张的本性构成道德自律的最大敌人。
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借助于道德的外在约束力量，即道

德的外部保障机制和外部支撑体系”[8]。为有效发挥高校党

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高校基层党组织需要加强对党员的教

育管理监督，强化日常工作，通过强有力的组织管理督促

党员作用发挥。一是严肃党内生活。坚持好“三会一课”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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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以规范有效的党内政治生活增强党员发挥作用的自觉

性、主动性。二是组织好党员“亮身份、做贡献”工作。重点

强化党员立足本职岗位发挥作用意识，组织党员佩戴党

徽，设置党员示范岗等，增强党员身份意识，增强主动服务

理念。三是强化对党员监督，重点强化组织监督和群众监

督。组织监督从党员参加“三会一课”、主题党日活动等党

内政治生活的积极性和认真度分析党员行为是否合乎党

员身份。畅通群众监督渠道，在高校中设置党员监督平台，

对高校党员不符合身份的行为方便群众监督。通过逐步完

善组织监督和群众监督，增强高校党员日常工作生活中立

足岗位贡献力量，主动联系师生、服务师生，发挥与身份作

用相符行为的自觉性。
（三）制度层面：构建良性制度激励体系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

们的利益有关。”“利益是思想的基础，利益决定思想。”“思

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会使自己出丑。”[9]根据这一原则出发，

任何思想的形成都受利益驱动和价值参与。在党员作用发

挥中同样要注重党员的利益诉求，注重发挥制度的激励作

用。一是完善评议党员制度，深入推进党员评议与群众评

议相结合、定性评议与定量评议相结合的民主评议党员办

法，评出优秀党员、合格党员、认定不合格党员。二是建立

有效的党员奖惩机制。对于优秀党员在精神激励、物质激

励和组织激励等方面注重完善配套措施，大力开展有效党

员表彰，树立鲜明的价值导向。对于表现一般，甚至不能发

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党员要建立惩罚机制，通过约谈、
批评等方式激发党员主动纠正错误的自觉性。对于经反复

教育不思改正的党员需要思考采取组织处理，停职或开除

党籍等措施予以有效惩戒。
（四）实践层面：积极构建党员作用发挥渠道

一是党员能力提升，重点解决党员能力不强，无法有

效发挥作用的问题。充分发挥党校的培训主阵地作用，做

好党员的教育培训工作，探索“菜单式”培训方式，党员“缺

什么”就培训什么，提高培训的实效。增强党员岗位技能培

训，提升工作业务熟练度，提高工作服务能力，从提高能力

素质上促进党员骨干作用发挥。二是积极搭建党员作用发

挥的渠道。多深入群众中开展调查研究，把握群众的思想

脉搏，了解群众所思所想。要尊重群众，认真回应调研、工
作中发现的群众诉求，尊重群众的意见建议，尊重群众的

首创精神，党组织多开展以党员为主体的志愿活动，为群

众送温暖、送关爱，当身边群众有困难时，党员尽力提供帮

助，扑下身子为群众办实事，解决实际困难，为群众排忧解

难。三是实施党员关爱工程。党组织要及时关注党员所思

所想，围绕“平时有人访、惑时有人解，难时有人帮”的要

求，实施党员关爱工程，让党员能够感受到组织的温暖，感

受到团体的力量，进而激发党员作用发挥的主动性。

参考文献：

[1]赵绪生，印铖君.做有能力的共产党员———谈谈共产党员

的能力[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7：9- 10.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河清.中国全面转向重商重利的新教文化[C]// 聚焦当代中

国价值观.潘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180.
[4]邓小平文选：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3.
[5][美]戴维·迈尔斯.社会心理学[M].张智勇，译.北京：人民

邮电出版社，2014：478.
[6]王晓辉.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J].求是，

2012（23）.
[7]冯留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路径探析[J].北京师

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
[8]梁禹祥.制度伦理与道德建设[J].道德与文明，2000（3）.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3.

Research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Improvement Path of the Pioneer and Model Role of
Party Membe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alysis and Consideration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a University in Shandong Province

LIU Hua
（Shandong University，Jinan 250100，China）

Abstract: The vanguard and exemplary role of Party members has a direct impact on the image and status of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mong the masses. The research uses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to analyze
the status quo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vanguard exemplary role of Party membe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and then
from the social，subjective，institutional，organizational and practical levels to analyze the root causes of the problems and
seek solutions to the problems.

Key words: Party members，vanguard exemplary role，current situation，problems and paths in Colleges and Unive-
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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