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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院校大学生执政党认同研究
*

———以江西警察学院为考察对象

吴 娜＊＊

( 江西警察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9)

摘 要: 执政党认同是指社会成员对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所持有的心理上的认同和行为上的肯定与支持。公安院校大学生作
为未来的人民警察，他们政治素质的优劣、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认同的程度不仅影响着个人的发展，而且关系到整个政法系统的政治方向和
社会政治的稳定。研究发现，公安大学生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党认同度呈现出良好的状况，但也有少部分同学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存在消
极、负面和不稳定因素。基于此结论提出提高大学生执政党认同度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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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时代，政党政治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政治的
基本特征。政党要想取得长期且持久的执政地位，民众
对政党的认同是关键，政党认同是政党能够生存和发展
的重要资源。在我国，中国共产党处于执政地位，民众对
中国共产党的认同直接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是否牢固，
关系到国家社会是否稳定，关系到国家民族的未来。政
法机关是党和人民的“刀把子”，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
对领导，是公安机关根本的政治要求，是人民警察最高的
政治信仰和价值取向。公安大学生是人民警察队伍的后
备力量，他们政治素质的优劣、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认同的
程度不仅影响着个人的发展，而且关系到整个政法系统
的政治方向和社会政治的稳定。基于公安大学生的这种
政治特殊性，研究公安院校大学生的执政党认同状况，揭
示当前公安大学生执政党认同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
决的对策，对于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基础，
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执政党认同的涵义
政党认同是现代政治学理论研究的核心概念。政治

认同理论最早来源于西方，由美国学者坎贝尔在《美国的
选民》一书中提出，他认为政党认同是选民在心理上对某
一政党的归属感或忠诚度。国内学者对于政党认同的涵
义有着不同的解释，有的学者认为政党认同是一种心理
认同，“是指既定的政治体系中公众对某一个政党情感上
的归属感或忠诚感的心理倾向。”［1］有的学者则认为政党
认同不仅是一种心理认同，还是一种行为表达，是政治主
体“对 政 党 作 出 的 一 种 肯 定 性 的 心 理 反 映 和 行 为 表
达”。［2］

我国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
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参政
党。由于中国政党制度的特殊性，中国语境下的执政党
认同是指社会成员对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所持有
的心理上的认同和行为上的肯定与支持，具体表现为心
理层面上对中国共产党的归属感和忠诚感，以及行为层
面上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支持与拥护。

二、问卷设计的目的、内容与方法
基于对执政党认同概念的阐释，本文拟从历史功绩、

意识形态、党的组织、执政绩效以及政治信任这五个维度
来对公安院校大学生的政党认同状况进行测评。在调查
对象的选取上，我们以江西警察学院大学生为调查对象，
选取了大一至大四公安专业的学生作为样本，每一个年
级发放问卷 50 份，共发放纸质问卷 200 份，收回有效问
卷 176 份。

本次问卷采取自主编制的方式，共设计 25 道单选
题，重点考察学生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政党意识形
态、党的组织、执政绩效以及政治信心这五个方面的心理
认同程度，以及学生的入党意愿和入党动机。从收回的
有效问卷来看，还是能够很好地反映出当前公安大学生
执政党认同的现状。

三、当前公安院校大学执政党认同的现状
( 一) 历史功绩认同
“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源自于历史，是人心向背决定

的，是人民的选择。”［3］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带领全国
各族人民顽强拼搏、艰苦奋斗，建立了新中国，进行了社
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行了改革开放，成功开辟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国家的初步繁荣，这些历史功绩
是中国共产党当下持续执政的最大现实合法性。

从表 1 可以看出，公安大学生对于中国共产党历史
功绩的认同度较高，对于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中取得的历史功绩
认同度都高达 90%以上。但是当问到“你对中国共产党
领导中国革命建立新中国的历史了解程度”时，还是有
35%的学生选择不确定和不了解，说明 90 后的大学生对
于中国 革 命 史、中 共 党 史 学 习 掌 握 的 情 况 并 不 是 很
理想。

( 二) 政党意识形态认同

意识形态是执政党执政价值理念的集中体现，是执
政党认同形成的意识性资源。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
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并将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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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相结合，形
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本问卷
主要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共
产主义的理解这三个方面来考察公安院校大学生对中国
共产党意识形态的认同。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党的指导思想和重要理论，是与
时俱进和不断发展的，调查数据显示，81%的学生对马克
思主义理论有一个正确的认知，但是也有 19%的学生认
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过时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性

和先进性认识不清。对于共产主义的理解，绝大多数学
生认为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阶段，但也有
14%的学生认为共产主义是遥远的乌托邦，对共产主义
不了解不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和
中国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开辟出来的正确的道路，是实现
中国梦的必由之路。然而，31%的大学生认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并非是实现中国梦的唯一选择，说明他们
对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实现中国梦的重大意
义认识不清。

表 1 公安大学生对中国共产党历史功绩认同状况统计

非常赞同 比较赞同 不确定 比较不赞同 非常不赞同

党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是一项不朽的
功绩

62% 29% 7% 2% 0．5%

党带领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大意义 70% 26% 3% 0．5% 0

中国共产党推进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值得称颂 74% 22% 2% 1% 1%

( 三) 党组织认同
“政党组织是在现实生活中由特定的人群( 即党员

群体) 结合而成的，其目的是谋求执掌或者参与执掌当今
社会最重要的权力———国家政权。”［4］在中国共产党党组
织中党员干部是其基本组成要素，是践行党的理想、实现
党的宗旨的主力。本问卷从党组织的整体形象，党员干
部的价值追求、行为作风、贪污腐败行为等方面来考察公
安大学生对党组织的认同。

从统计数据来看，大学生对党组织整体形象以及党
员干部的认同度较高。92%的大学生认为党员干部的最
主要的价值取向是为国家和社会做贡献，实现人生的理
想抱负; 80%的大学生认为中国共产党很大程度上做到
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79%的大学
生认为当前党员干部的总体评价良好，能够发挥先锋模
范作用，并能起到一定的表率作用。

( 四) 执政绩效认同

执政绩效认同，就是人民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执
政效率和执政成绩的承认、认可和赞同。执政绩效越高，
人民对执政绩效的认同就越高，执政基础就越牢固。本
问卷从大学生就业、住房、医疗、教育、民主政治、缩小贫
富差距、反腐倡廉以及公安改革等方面来考察公安大学
生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绩效的认同。

从表 2 可以看出，在公安大学生的执政绩效认同中，
排在前三项的分别是反腐倡廉 88%、社会保障 81%、公安
改革 79%，这说明近年来党在反腐倡廉、社会保障和公安
改革等方面的举措是卓有成效的。认同度最低的三项工
作分别是房价调控 54%、缩小收入差距 66%、大学生就业
支持 74%，节节攀升的房价、不断拉大的收入差距，以及
当前大学生就业难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问题，不仅是大学
生十分关注的问题，同时也考验着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
和智慧。

表 2 你对党领导下开展的以下工作的满意程度是?

非常满意 比较满意 不确定 比较不满意 非常不满意

大学生就业支持 40% 34% 16% 9% 1%
医疗改革 40% 36% 14% 7% 4%
房价调控 34% 20% 25% 11% 9%
反腐倡廉 54% 34% 10% 1% 1%
教育改革 44% 32% 15% 6% 3%

缩小收入差距 37% 29% 18% 11% 5%
民主政治建设 46% 33% 15% 5% 1%
生态环境保护 47% 29% 11% 11% 2%

社会保障 46% 35% 13% 4% 2%
公安改革 46% 33% 16% 3% 2%

( 五) 政治信任认同

政治信任是社会成员对社会政治体系和政治生活的
信任与回应，包括对政治体制的信任、对政治精英的信
任、对政府公共政策的信任等。政治信任对于提高政治

认知、维护政治稳定，扩大政治参与，坚定政治行为具有
重要作用。当然，政治信任也会受到意识形态、执政绩效
等因素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动态性和可变性。

从表 3－5 中的数据显示，公安大学生对于中国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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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政治信任程度是比较高的，对于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的信心程度高达 91%，对党近年来的执政情况总
体满意度高达 92%，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拥护程度则高达

95%。这说明党执政以来始终坚持以人民根本利益为出
发点和归宿，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
赢得了民心，也赢得了大学生的支持与拥护。

表 3 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程度

非常有信心 比较有信心 不确定 比较没有信心 非常没有信心

60% 31% 7% 1% 1%
表 4 对党近年来的执政情况是否满意

非常满意 比较满意 不确定 比较不满意 非常不满意

43% 49% 7% 1% 0
表 5 对中国共产党的拥护程度

非常拥护 比较拥护 不确定 比较不拥护 非常不拥护

68% 27% 4% 2% 0
( 六) 入党意愿及入党动机

入党意愿是大学生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主观倾向
程度，一个人只有在认同的基础上，才会有愿意成为党组
织成员的倾向，因此入党意愿的强烈程度是大学生对执
政党认同的最直接体现。据统计数据显示，有 93%的公
安院校大学生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表明公安院校大学
生入党的意愿是十分强烈的，他们十分渴望成为党组织
的一员。

此外，笔者设计了 4 个选项来考察大学生的入党动
机。选择“信仰共产主义”的占 12%，选择“实现人生价
值，为他人和社会多做贡献”的占 70%，选择“周围要求
入党的多，自己不入不太好”占 2%，选择“考公务员、找
工作所需”占 16%。这些数据表明，绝大多数同学对于为
什么加入中国共产党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知，但是还是
有少部分同学的入党动机存在功利性和盲目性。

四、调查结果分析与对策探讨
从问卷调查的总体情况看，公安院校大学生的执政

党认同度呈现出良好的状况。他们的主流政治观积极向
上，拥护和服从党的领导，认同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
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功绩和
成果; 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认可党的执政理念和
方针政策; 信任党的执政能力，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充满信心。这与公安院校这些年来坚持“政治
建警、政治建校”的办学方针，始终把铸造忠诚警魂，培养
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忠诚卫士放在
各项工作的首位是分不开的。当然，另一方面，从数据中
也能反映出少部分同学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存在消
极、负面和不稳定因素。主要表现在对党的理论认识不
清; 对党组织形象认识不全面，存在以偏概全的现象; 对
当前党在某一些领域的执政政策和执政能力信心不足等
方面。结合问卷调查结果分析，本文认为公安院校可以
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来切实提高大学生的执政党认同:

( 一) 加 强 中 国 革 命 史、党 史 教 育，树 立 正 确 的 历
史观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5］党史是人们了解党
的历史的重要途径，是党和国家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中国共产党自成立

以来，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顽强拼搏、艰苦奋斗，建立了新
中国，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行了改革开放，成
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些历史功绩和奋斗
精神得到了人民的认可，并为其执政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然而，历史功绩带来的认同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代际的
更替以及新问题的出现而慢慢消减。近年来，历史虚无
主义思潮抬头，试图通过歪曲和捏造史实来全面解构中
国近现代历史，美化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进而从根本
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
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因此，必须切实加强公安大
学生的革命史、党史教育，开展多种形式的革命史、党史
教育活动，让学生在学习党史的基础上，真正体会到“没
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不断提升大学生热爱党、热爱
社会主义的思想情感，从而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从行动
上拥护和支持党的领导。

( 二) 加强意识形态教育，筑牢忠诚警魂

习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意识形态决定
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
领导权”。［6］长期以来，西方敌对势力一直通过多种方式
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质疑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
性。在军队和政法工作领域，大肆鼓吹“军队非党化”、
“军队国家化”和“警察价值中立论”，其根本目的是要
“化”掉党对军队和警察部队的绝对领导，“化”掉中国共
产党的执政地位，“化”掉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如
何适应新的形势，加强“看不见的战线”的斗争，已经成
为政法工作一个重要而紧迫的现实课题。对党忠诚，坚
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为己
任，是人民警察的最高政治信仰和价值取向。公安院校
必须毫不动摇的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坚决
反对各种错误观点，加强党的意识形态教育，为党和国家
培养政治上绝对忠诚、绝对可靠、绝对纯洁的人民公安事
业接班人。

( 三) 加强大学生基层党组织建设，发挥学生党员的

模范先锋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

强调:“要提高党的基础组织做思想政治工作能力。”［7］

高校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大学生群体中发挥创造力、凝聚
( 下转第 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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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科学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候历史

史料［M］．内部资料，1981．36．
○27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科学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候历史

史料［M］．内部资料，1981．70．
○28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科学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候历史

史料［M］．内部资料，1981．36．
○29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科学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候历史

史料［M］．内部资料，1981．64．
○30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科学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候历史

史料［M］．内部资料，1981．33．

○31朱令人．新疆减灾四十年［M］．北京: 地震出版社，1993．64．
［ 参 考 文 献 ］

［1］倪超．新疆之水利［M］．商务印书馆，1948．
［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新疆通志·民政志( 24
卷) ［M］．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
［3］朱令人．新疆减灾四十年［M］．北京: 地震出版社，1993．
［4］刘星．新疆灾荒史［M］．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
［5］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新疆通志·水利志［M］．
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
［6］温克刚，史玉光．中国气象灾害大典( 新疆卷) ［M］．北京: 气象

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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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战斗力的基础，承担着大学生党员培养发展和教育
管理的重要职责。高校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严格遵
循入党标准，完善对大学生党员的监督和考察机制，充分
发挥学生党员的先进模范作用; 要切实开展多种形式的
党组织活动，帮助学生明确学习目标和奋斗目标，促进学
生的全面发展，切实让学生党员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和
党员的先进性，增强对党组织的认同感。

综上所述，公安机关的性质和任务决定了人民警察
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切实做到对党忠诚。公安院校
大学生执政党认同是一个长期、动态、复杂的系统工程，
需要党和国家、社会、学校、家庭和个人的共同努力。因
此，我们必须加强公安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忠诚教
育，把学生培养成为政治上可靠、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

人民、忠于法律的合格人才。
［ 参 考 文 献 ］

［1］戴辉礼．中国执政党认同的概念、功能及构建途径探析［J］．江
南社会学院学报，2009( 03) ．
［2］柴宝勇．论政党认同的含义及其要素［J］．探索，2009( 01) ．
［3］刘宗洪．构建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兼论中国共产党如何增

强自身的合法性基础［J］．岭南学刊，2003( 04) ．
［4］柴宝勇．西方政党组织与政党认同的关系［J］．当代世界社会主

义问题，2009( 02) ．
［5］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

学习出版社，2016．
［6］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
民日报，2017－10－28．
［7］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

报，2016－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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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习起到积极作用。所以对于生源多数来自广州本地
的地区、或者有粤语文化底蕴的地区，如广州荔湾西关片
区的小学，可以重点考虑开设粤语吟诵的“第二课堂”。

( 二) 粤语吟诵要以粤方言为载体。而对于外来人
口较多的学校，我们可以先进行粤语小课堂的教学，先调
动其对粤语语言的兴趣及敏感度，根据数据调查发现，
“对开设粤语课堂的态度”，“学习粤语的热情”，“学习粤
语对自己的帮助多大”，这三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相关
性。“学习粤语的热情”虽与“家庭语言环境”有着较高
的相关性，但另外两者与“家庭语言环境”的相关性一
般，我们可以认为支持粤语课堂者不一定都是粤语原生
家庭，还存在着许多非粤语家庭的学生对学习粤语有着
热情和持支持态度。

( 三) 外地生源较多的学校初次粤语课堂的开设会
对接下来的粤语吟诵课堂的开始具有深远影响。从对小
学调查问卷的分析中，我们发现天河区某小学对粤语的
掌握程度总体比其他两间小学高，但对粤语的学习热情
比其他两所学校相对较低，进一步分析发现，三所小学的
学生受家庭影响会粤语比例没有太大差别，因而上述现
象可能是天河区某小学有着粤语社团的缘故，从而导致
参加了粤语课堂的学生提高了粤语掌握程度，同时也因
为其社团和第二课堂比较丰富多样，因而整体上对粤语

的学习热情相对稍减。
( 四) 从整体宏观来看，为中小学生“减负”会给粤语

吟诵的推广带来积极因素。通过问卷的数据分析发现，
“学习压力”与“学习语文古诗词的热情”具有很强的正
相关，而这两者与“把粤语吟诵引入课堂”也具有很强的
正相关。两所同处于荔湾西关片区的学校在生源上是一
致的，但是学习压力整体不一样，而导致其对课堂古诗词
教学丰富性的态度产生了差异，学习压力高的学校整体
对语文学科的兴趣要低，对“把粤语吟诵引入课堂”的意
愿也相对较低。

［ 参 考 文 献 ］
［1］邓德崇．格律诗词的粤语吟诵和朗读的语音及呼吸韵律研究

［D］．暨南大学，2017．
［2］陈演．浅析粤语吟诵发展历史及粤语吟诵方法［J］．品牌( 下半

月) ，2014( 08) : 94－95．
［3］吕君忾．格律诗词之粤语吟诵［J］．中国诗歌研究动态，2009
( 01) : 116－122．
［4］吕君忾．格律诗词之粤语吟诵［A］．首都师范大学、北京语言大

学、中国音乐学院．吟诵经典、爱我中华———中华吟诵周论文集

［C］．首都师范大学、北京语言大学、中国音乐学院: 中国诗歌研究

中心，2009．7．
［5］吕君忾．“中华吟诵周”学术论坛发言稿［A］．首都师范大学、北
京语言大学、中国音乐学院．吟诵经典、爱我中华———中华吟诵周论

文集［C］．首都师范大学、北京语言大学、中国音乐学院: 中国诗歌

研究中心，20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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