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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干部胜任力认知研究
———基于对 240 名团县委书记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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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团县委书记是共青团组织县级行政区域的主要负责人，了解团县

委书记对胜任力的认知，能够明晰他们对认知对象的主观体验和推动其为实现

目标而奋斗且维持这些行为的内部动力，亦能够揭示其行为的倾向性。通过团

县委书记对理论知识、能力、性格、动机、价值观等胜任力五个维度的认知调查

发现，团县委书记对基础理论，引领能力，认真负责、热爱集体、坚忍不拔等性格

特质，热爱共青团工作的职业动机以及党管青年、爱党爱国、理想信念等价值观

高度认同。此外，调查还发现，团县委书记对传统文化重要性的认识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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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胜任力”的概念最早由戴维·麦克利兰于 1973 年正式提出，是指能将某一工作中有卓越

成就者与普通者区分开来的个人的深层特征，它可以是动机、特质、自我形象、态度或价值观、某
领域知识、认知或行为技能等任何可以被可靠测量或计数的并能显著区分优秀与一般绩效的个

体特征。也有学者从更广泛的角度定义胜任力，认为胜任力包括职业、行为和战略综合三个维

度。职业维度指处理具体的、日常任务的技能; 行为维度指处理非具体的、任意任务的技能; 战

略综合指结合组织情境的管理技能。本研究所讨论的胜任力是指基于中国本土特色、团干部的

特定工作岗位、共青团组织环境和中国传统文化氛围中，团县委书记在开展青少年服务工作中

应具备的、为达成理想绩效以恰当方式一贯具有的特征。
认知是人们获得知识或应用知识最基本的心理过程，它通过感知、记忆、思维等将输入头脑

的信息进行加工处理并转换为内在的心理活动，进而支配人的行为。认知亦是人产生“情”
“意”的基础，以认知为基础加之“情”的推动是人产生“行”的前提。共青团是党领导的先进青

年的群团组织，承担着为党做好青年工作的光荣使命。团干部既是党的干部队伍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我国青少年事业和共青团工作的骨干力量。团县委书记是共青团县级行政组织的主要

负责人，通过调查了解他们对本体理论知识、能力、性格、动机、价值观等胜任力五个维度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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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能够明晰他们对认知对象满意、不满意、相信、怀疑以及赞成或反对等的主观体验和推动其

为实现目标而奋斗且维持这些行为的内部动力; 能够了解他们通过“行”来提高认识、增进情

感、磨炼意志、控制行为、调节情感等做出的判断; 能够了解支配其行为的内在的心理活动，并通

过他们对认知对象的主观评判，揭示其行为的倾向性。由于胜任力是通过某种行为表现出来

的，因此对个人发展和组织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作用［1］。所以，在了解团县委书记对本体

胜任力认知的基础上，通过因势利导，有所侧重地引导他们提高胜任力，对促进其个人发展，提

高基层共青团工作的信度和效度及共青团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胜任力和岗位密切相

关。岗位决定了一个人需要做什么，能力决定了能否承担这个岗位以及怎么做。岗位职责的

不同决定了需要不同的能力去承担，而能力结构的差异也决定了一个人是否适合本岗位工

作。”［2］所以，本研究不仅能够对团组织有针对性地培养团县委书记提高服务青年的能力、消除

“本领恐慌”、补齐能力短板提供科学依据，还能够基于对该群体胜任力的培养实践，探索多层

级团干部胜任力培养模式，进而全方位建设具有胜任力的团干部队伍。目前，虽然国内有关研

究成果“成千累万”，但未见研究者就本命题开展研究，本研究或许先行一步。

二、研究方法及被试的基本情况

本研究调查问卷的设计与编制主要采用笔者主持完成的《中国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者研

究报告》中“团干部版”胜任力调查问卷的设计与编制方法［3］。以理论知识、能力、性格、动机、
价值观五个一级指标构建团县委书记胜任力维度，共包括 31 个维度因子。

2017 － 2018 年，笔者对参加中央团校第 3 期团县委书记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研讨班、
2018 年度第 1 期全国团县委书记进修班、第 6 期团县委书记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研讨班

的团县委书记进行了问卷调查。共回收问卷 291 份，分别以“缺失率”“重复作答率”35% 为标

准筛选问卷，剔除无效问卷 51 份，保留有效问卷 240 份，全部数据由有效问卷生成。调查对象

的基本情况包括: 性别、年龄、工作所在地、文化程度、所学专业、职务、从事共青团工作年限等内

容。性别构成: 男性占 53. 5%，女性占 46. 5%，男性高于女性; 年龄构成: 最小年龄 24 岁，最大

年龄 40 岁，绝大部分团县委书记年龄在 30 － 36 岁之间; 工作地区分布: 覆盖中国内地 31 个省

( 自治区、直辖市) ，人数在 10 人以上的分别是山西省 16 人，黑龙江省、湖北省、云南省各 15 人，

安徽省、四川省各 14 人，其后依次是山东省、河南省、福建省、贵州省、河北省; 文化程度分布: 硕

士占 27. 8%，本科占 70. 9%，专科占 1. 3% ; 专业分布: 文科占 55. 0%，理科占 21. 3%，工科占

12. 5%，其他社会( 自然) 学科占 11. 2%，文科占比最高; 职务构成: 书记占 92. 9%，副书记占

4. 6%，其他占 2. 5% ; 从事共青团工作年限构成: 1 年期 77 人，占 32. 1% ; 2 － 4 年期 82 人，占

34. 2% ; 5 － 9 年期 69 人，占 28. 7% ; 10 年期以上 12 人，占 5. 0%。

三、团县委书记对本职业工作胜任力的看法

本调查根据维度因子分析结果将团县委书记的胜任力分为理论知识层、能力层、性格层、动
机层、“党青”价值层五个层面。团县委书记对各能力层面重要性的看法如下。

( 一) 团县委书记对掌握理论知识重要性的看法

理论知识层面包括基础理论、专业理论、相关政策、实践知识、传统文化五个维度因子。
第一，基础理论。指“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

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团县委书记认为“基础理论”“非常重要”“比较

·23·



重要”“一般”“比较不重要”“非常不重要”的比例分别为 91. 6%、6. 3%、0. 8%、0. 0%、1. 3%，

平均分 4. 87 分。第二，专业理论。指“党团建设理论，共青团工作理论、青年工作理论，管理学

理论，心理学理论及与共青团工作相关的其他学科理论知识”。团县委书记认为“专业理论”
“非常重要”“比较重要”“一般”“比较不重要”“非常不重要”的比例分别为 89. 5%、7. 9%、
1. 3%、0. 0%、1. 3%，平均分 4. 85 分。第三，相关政策。指“与共青团工作、青年工作相关的政

策、规划、纲要等方面的知识”。团县委书记认为“相关政策”“非常重要”“比较重要”“一般”
“比较不重要”“非常不重要”的比例分别为 88. 3%、9. 6%、0. 8%、0. 0%、1. 3%，平均分 4. 84
分。第四，实践知识。指“在基层共青团工作中积累的知识、经验”。团县委书记认为“实践知

识”“非常重要”“比较重要”“一般”“比较 不 重 要”“非 常 不 重 要”的 比 例 分 别 为 81. 2%、
12. 5%、4. 6%、0. 4%、1. 3%，平均分 4. 72 分。第五，传统文化。指“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知识”。
团县委书记认为“传统文化”“非常重要”“比较重要”“一般”“比较不重要”“非常不重要”的比

例分别为 58. 5%、30. 2%、10. 1%、0. 4%、0. 8%，平均分 4. 43 分。
在以上五个维度因子中，“基础理论”以平均值 4. 87 分排在首位，这说明团县委书记将掌

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排在最重要位置。然而，调查结果同时显示，“传统文化”在五个维度因子

的重要性排序中位居最后，这也说明团县委书记普遍对“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 二) 团县委书记对能力重要性的看法

能力层面包括基本能力、领导能力、创新能力、执行能力、洞察能力、沟通能力、引领能力、拓
展能力、反思能力 9 个维度因子。

第一，基本能力。指“听说读写、综合分析、逻辑思维等任何一种职业都需要的基础性能

力”。团县委书记认为“基本能力”“非常重要”“比较重要”“一般”“比较不重要”“非常不重

要”的比例分别为 72. 7%、22. 7%、2. 5%、0. 4%、1. 7%，平均分 4. 60 分。第二，领导能力。指

“领导、带领团队的能力”。团县委书记认为“领导能力”“非常重要”“比较重要”“一般”“比较

不重要”“非常不重要”的比例分别为 86. 2%、10. 8%、1. 3%、0. 0%、1. 7%，平均分 4. 80 分。第

三，创新能力。指“创造性开展工作的能力”。团县委书记认为“创新能力”“非常重要”“比较

重要”“一般”“比较不重要”“非常不重要”的比例分别为 78. 0%、16. 5%、3. 8%、0. 0%、1. 7%，

平均分 4. 63 分。第四，执行能力。指“有效利用资源保质保量完成预定目标的能力”。团县委

书记认为“执行能力”“非常重要”“比较重要”“一般”“比较不重要”“非常不重要”的分别为

83. 8%、13. 2%、1. 3%、0. 0%、1. 7%，平均分 4. 72 分。第五，洞察能力。指“对青少年的语言、
行为、情绪、态度保持敏感，并能洞察其背后原因的能力”。团县委书记认为“洞察能力”“非常

重要”“比较重要”“一般”“比较不重要”“非常不重要”的分别为 73. 9%、21. 9%、2. 5%、0. 0%、
1. 7%，平均分 4. 64 分。第六，沟通能力。指“与上下级建立、保持良好关系”，准确传递信息、表
达意愿的能力”。团县委书记认为“沟通能力”“非常重要”“比较重要”“一般”“比较不重要”
“非常不重要”的分别为 82. 8%、13. 4%、2. 1%、0. 0%、1. 7%，平均分 4. 74 分。第七，引领能

力。指“带领青少年跟党走，引领青少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能力”。团县委书记认为

“引领能力”“非常重要”“比较重要”“一般”“比较不重要”“非常不重要”的分别为 87. 8%、
9. 2%、1. 3%、0. 0%、1. 7%，平均分 4. 82 分。第八，拓展能力。指“为开展工作争取各种资源的

能力”。团县委书记认为“拓展能力”“非常重要”“比较重要”“一般”“比较不重要”“非常不重

要”的分别为 76. 2%、19. 2%、2. 9%、0. 4%、1. 3%，平均分 4. 69 分。第九，反思能力。指“反思

和总结、提升和改进的能力”。团县委书记认为“反思能力”“非常重要”“比较重要”“一般”“比

较不重要”“非常不重要”的比例分别为 73. 2%、23. 0%、2. 1%、0. 4%、1. 3%，平均分 4. 6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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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 9 个维度因子中，引领能力、领导能力、沟通能力分别以平均值 4. 82 分、4. 80 分、4. 74 分

依次排在重要性的前三位; 基本能力、创新能力、洞察能力分别以平均值 4. 60 分、4. 63 分、4. 64
分依次排在重要性的倒数三位。说明团县委书记认为具备“带领青少年跟党走，引领青少年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能力”最为重要。可见他们对该项能力的认知非常到位。然而，调查

结果亦显示，团县委书记认为，听说读写、综合分析、逻辑思维等基础性能力“最不重要”。如果

止于数据结果，我们或许会得出团县委书记“无视”此项能力的判断。笔者认为，此结果恰恰反

映出“基本能力”早已为团县委书记所掌握，所以他们不再将其作为需要刻意学习的能力。此

外，“洞察能力”已成为团县委书记的职业习惯。但“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是否已成为绝大多数

团县委书记推进“基层团建纳入党建”“团组织有效覆盖”“乡镇实体化大团委建设”等的“看家

本领”，我们或许应打个问号。
( 三) 团县委书记对性格重要性的看法

性格层面包括认真负责、关心他人、热爱集体、有计划、有毅力、坚忍不拔、随和、情绪稳定、
积极乐观九个维度因子。

第一，认真负责。指“认真完成工作任务，为自己的工作承担责任”。团县委书记认为“认

真负责”“非常重要”“比较重要”“一般”“比较不重要”“非常不重要”的比例分别为 92. 9%、
5. 4%、0. 0%、0. 4%、1. 3%，平均分 4. 86 分。第二，关心他人。指“使青少年感受到同理关怀的

能力”。团县委书记认为“关心他人”“非常重要”“比较重要”“一般”“比较不重要”“非常不重

要”的比例分别为 78. 7%、17. 9%、1. 7%、0. 0%、1. 7%，平均分 4. 72 分。第三，热爱集体。指

“对团队充满爱心”。团县委书记认为“热爱集体”“非常重要”“比较重要”“一般”“比较不重

要”“非常不重要”的比例分别为 80. 0%、14. 6%、1. 7%、2. 0%、1. 7%，平均分 4. 75 分。第四，

有计划。指“按计划开展工作”。团县委书记认为“有计划”“非常重要”“比较重要”“一般”“比

较不重要”“非常不重要”的比例分别为 77. 5%、17. 5%、2. 9%、0. 8%、1. 3%，平均分 4. 69 分。
第五，有毅力。指“对目标任务持之以恒”。团县委书记认为“有毅力”“非常重要”“比较重要”
“一般”“比较不重要”“非常不重要”的比例分别为 82. 0%、13. 0%、2. 9%、0. 8%、1. 3%，平均

分 4. 72 分。第六，坚忍不拔。指“克服困难完成工作任务”。团县委书记认为“坚忍不拔”“非

常重要”“比较重要”“一般”“比较不重要”“非常不重要”的比例分别为 82. 8%、13. 0%、2. 5%、
0. 4%、1. 3%，平均分 4. 74 分。第七，随和。指“易于相处、待人友善”。团县委书记认为“随

和”“非常重要”“比较重要”“一般”“比较 不 重 要”“非 常 不 重 要”的 比 例 分 别 为 69. 5%、
23. 8%、4. 6%、0. 4%、1. 7%，平均分 4. 59 分。第八，情绪稳定。指“平和、有安全感、情绪波动

小”。团县委书记认为“情绪稳定”“非常重要”“比较重要”“一般”“比较不重要”“非常不重

要”的比例分别为 66. 4%、26. 9%、4. 6%、0. 8%、1. 3%，平均分 4. 53 分。第九，积极乐观。指

“积极正向的思考，乐观主动解决各种问题”。团县委书记认为“积极乐观”“非常重要”“比较

重要”“一般”“比较不重要”“非常不重要”的比例分别为 78. 7%、16. 7%、2. 9%、0. 0%、1. 7%，

平均分 4. 71 分。
在以上 9 个维度因子中，认真负责、热爱集体、坚忍不拔分别以平均值 4. 86 分、4. 75 分、

4. 74 分依次排在重要性的前三位; 而情绪稳定、随和、有计划分别以平均值 4. 53 分、4. 59 分、
4. 69 分依次排在重要性的倒数三位。这说明团县委书记认为“认真完成工作任务，为自己的工

作承担责任”最为重要。这一结果既表明他们在宏观层面对现实和周围世界的积极态度，也表

明他们在微观层面对胜任岗位工作最一般要求的高度认同。在访谈中我们发现，团县委书记普

遍认为热爱集体是融入集体的重要前提，亦是建立良好干群关系、构建集体动力的重要因素。
同时，他们认为坚忍不拔、有毅力、积极乐观亦是党员干部的重要品质。对此，调查结果给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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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另外，对团县委书记来说，接人待物时控制自己的情绪已不是问题，因此调查对象认为

“有计划”并不重要; 然而性情温和、容易相处不被认可，恐有“官本位”“行政化”之嫌。
( 四) 团县委书记对动机重要性的看法

动机层面包括职业兴趣、成就动机、驱动力三个维度因子。在驱动力中设有因社会责任感

而从事共青团工作、因喜欢青少年而从事共青团工作、因能够培养能力而从事共青团工作、因提

升较快而从事共青团工作四个子因子。
第一，职业兴趣。指“热爱共青团工作，有发自内心的兴趣”。团县委书记认为，“职业兴

趣”、“非常重要”、“比较重要”、“一般”、“比较不重要”、“非常不重要”的分别为 82. 1%、
13. 3%、2. 5%、0. 4%、1. 7%，平均分 4. 74 分。第二，成就动机。指“不仅仅是完成任务，而是超

出优秀标准”。团县委书记认为，“成就动机”、“非常重要”、“比较重要”、“一般”、“比较不重

要”、“非常不重要”的分别为 67. 5%、27. 5%、2. 9%、0. 8%、1. 3%，平均分 4. 59 分。第三，驱动

力。指“驱使从事共青团工作的动力”。团县委书记认为，“驱动力”、“非常重要”、“比较重

要”、“一般”、“比较不重要”、“非常不重 要”的 比 例 分 别 为 78. 6%、16. 7%、2. 9%、0. 0%、
1. 8%，平均分 3. 69 分。在“驱动力”中，团县委书记认为，“因社会责任感，而从事共青团工

作”、“非常重要”、“比较重要”、“一般”、“比较不重要”、“非常不重要”的比例分别为 70. 1%、
20. 7%、6. 2%、0. 8%、2. 2%，平均分 4. 59 分; “因喜欢青少年，而从事共青团工作”、“非常重

要”、“比较重要”、“一般”、“比较不重要”、“非常不重要”的比例分别为 60. 9%、25. 7%、
10. 2%、1. 8%、1. 4%，平均分 4. 07 分; “因能够培养能力，而从事共青团工作”、“非常重要”、
“比较重要”、“一般”、“比较不重要”、“非常不重要”的比例分别为 58. 5%、27. 2%、10. 1%、
2. 8%、1. 4%，平均分 4. 07 分;“因提升比较快，而从事共青团工作”、“非常重要”、“比较重要”、
“一般”、“比较不重要”、“非常不重要”的比例分别为 29. 1%、16. 3%、24. 6%、9. 3%、20. 7%，

平均分 2. 88 分。
在上述三个维度因子中，“职业兴趣”位列重要性第一，“成就动机”居中，“驱动力”排在最

后。说明团县委书记对“热爱共青团工作，有发自内心的兴趣”给予最重要认同。虽然“驱动

力”并非他们从事共青团工作的重要动机，但对“因社会责任感，而从事共青团工作”给予认同，

说明他们“驱动力”中的“正能量”水平已达较高程度。同时，对“因提升比较快，而从事共青团

工作”给予最不重要认同，说明“来了就想提，提了就想走”的“意识残留”已达极低水平。
( 五) 团县委书记对价值观重要性的看法

价值观层面包括理想信念、爱党爱国、平等公平、以人为本、党管青年五个维度因子。
第一，理想信念。指“坚信共产主义一定能够实现”。团县委书记认为，“理想信念”、“非常

重要”、“比较重要”、“一般”、“比较不重要”、“非常不重要”的比例分别为 92. 4%、4. 6%、
1. 3%、0. 0%、1. 7%，平均分 4. 86 分。第二，爱党爱国。指“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祖国”。团县

委书记认为，“爱党爱国”、“非常重要”、“比较重要”、“一般”、“比较不重要”、“非常不重要”的

比例分别为 95. 0%、2. 5%、0. 8%、0. 0%、1. 7%，平均分 4. 89 分。第三，平等公平。指“坚信青

少年享有平等参与、公平发展的权利”。团县委书记认为，“平等公平”、“非常重要”、“比较重

要”、“一般”、“比较不重要”、“非常不重 要”的 比 例 分 别 为 85. 8%、10. 8%、1. 7%、0. 0%、
1. 7%，平均分 4. 77 分。第四，以人为本。指“坚守以青少年为本的价值观”。团县委书记认为，

“以人为本”、“非常重要”、“比较重要”、“一般”、“比较不重要”、“非常不重要”的比例分别为

87. 0%、9. 6%、1. 7%、0. 0%、1. 7%，平均分 4. 80 分。第五，党管青年。指“坚持党管青年原则

对青年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团县委书记认为，“党管青年”、“非常重要”、“比较重要”、“一

般”、“比较不重要”、“非常不重要”的比例分别为 95. 4%、2. 9%、0. 0%、0. 4%、1. 3%，平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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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91 分。
在以上五个维度因子中，“党管青年”以平均值 4. 91 分位列重要性首位，“爱党爱国”“理想

信念”分别位列第二、第三位。说明团县委书记对“党管青年”高度认同。“平等公平”以平均值

4. 77 分位列重要性倒数第一位，说明他们认为与其他维度因子相比较“平等公平”不重要。

四、结论与讨论

( 一) 团县委书记对掌握基础理论高度认同

团县委书记对“共青团组织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是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大学校”耳熟

能详，对“团要姓党，是党对共青团组织的基本要求，是共青团组织的根本遵循”如数家珍。调

查结果与访谈结果的同一性验证了我们的预判: 团县委书记对“基础理论”高度认同。早在

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就对加强团干部队伍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推动共青团事业不断开

创新局面，关键在团干部。团的干部必须坚定理想信念，应该最富有理想、富有理想主义，团干

部要在广大青年中树立威信、形成号召力，必须要高扬理想旗帜。从调查结果可知:“坚定理想

信念”、“高扬理想旗帜”已固化于团县委书记的意识之中。全面学习、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毛
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是共青团坚持政治性、保持先进性、增强群众性的思想基础，是推动、深化共青团改革的根

本保证，是共青团为党和国家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

础的力量源泉。调查结果表明，团县委书记能够牢记政治性这个“第一属性”，增强“四个意

识”。可见，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他们将紧密团结青年，带领广大青年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 二) 团县委书记对具备引领能力高度认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对青年政治引领，党旗所指就是团旗所向”［4］。在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团干部只有团结青年、赢得青年，引导广大青年矢志不渝听党话、跟党走，才能

将党的主张真正转化为青年的行动自觉。团县委书记对“引领能力”高度认同说明了他们对该项

能力的重视。然而，一直以来，虽然共青团对青年引领工作高度重视，但仍然存在“在引导和服务

青年的具体实践中，缺乏对青年群体的足够了解，往往使引导服务青年的效果大打折扣”，以及团

组织离“用团的活动影响全体青年”的目标还有相当大的差距等问题［5］。此外，信息海量、无缝传

播，使青年陷入“信息陷阱”成为“大概率事件”如此等等。这都给共青团引导青年的工作带来挑

战。因此，团干部在提高引领能力的同时，还应该特别关注各种思潮的交流、交融、交锋，高度重视

国内各种矛盾和热点问题叠加以及境内外敌对势力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对青年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产生的影响，在提高青年思想引领的针对性和理想信念引导的实效性上下工夫。
( 三) 团县委书记对认真负责、热爱集体、坚忍不拔高度认同

认真负责、热爱集体、坚忍不拔是团县委书记联系青年、引领青年的重要性格特质，这种特

质能够使他们增进与青年的感情，同青年交朋友、心连心，真正赢得广大青年信任，能够使他们

了解青年，主动深入基层、走进青年，知道青年想什么、要什么，真心诚意为他们办事，使青年实

实在在感受到党的关怀、团的关心、社会的关爱。认真负责、坚忍不拔、有毅力、积极乐观均为党

员干部敢于担当的重要性格特征。团县委书记只有将这些性格品质贯穿于全部工作之中，才能

敢想、敢做、敢当，才能在大是大非面前敢于亮剑，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

出，面对失误敢于承担责任，面对歪风邪气敢于坚决斗争，才能将“四个意识”物化为实际行动。
调查结果证明，在此方面团县委书记的认知是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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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团县委书记对职业兴趣高度认同

调查显示，有 95. 4%的团县委书记认为，“热爱共青团工作，有发自内心的兴趣”，对他们从

事共青团工作“非常重要”、“比较重要”，表明绝大多数团县委书记对从事共青团工作具有比较

稳定而持久的心理倾向。在 240 人中，从事共青团工作 1 年、2 年、3 年的分别为 77 人、47 人、24
人，合计为 148 人，占调查对象的 61. 7%。由如此众多“新兵”组成的群体，为何对共青团工作

具有如此高的“职业兴趣”? 有研究者认为，人对某种职业的兴趣源自他们在从事该职业前对

该职业所产生的兴趣。笔者认为，虽然多数团县委书记从事共青团工作时间较短，但他们在任

职本岗位前，已接受了共青团组织较长时间的教育和影响，许多人亦会与共青团有过“亲密接

触”，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团组织关心爱护、教育引导、帮助支持的“受益者”。所以“新兵”热爱共

青团工作不足为怪。团县委书记对共青团工作“职业兴趣”的高度认同有利于推动共青团工作

发展。
( 五) 团县委书记对党管青年高度认同

价值观决定人的行为选择，是人对客观事物及对自己行为结果的意义、作用、效果和重要性

的总体评价，是推动并指引人采取决定和行动的原则、标准。调查结果显示，团县委书记对党管

青年、爱党爱国、理想信念高度认同，表明这些价值观已“深入人心”。按照党的要求管好青年，

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祖国，坚定理想信念，都是共青团组织的根本，对团县委书记来说坚守这

个根本，是必须也是必然。党管青年是党的青年工作理论的重大创新，是青年发展事业始终沿

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保证，对于激励广大青年在实现中国梦进程中建功立业、接续奋斗，对于

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6］。
( 六) 团县委书记对传统文化等的重要性的认识不足

调查结果显示，在理论知识层五个维度因子中，传统文化以平均值 4. 43 分位列重要性倒数

第一位。虽然五个选项除“基础理论”外，其他四项孰重孰轻难分伯仲，但是，“传统文化”平均

分比前四项平均分均值低 0. 39 分，说明团县委书记对“传统文化”重要性的认识不到位，应引

起团组织的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历来对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十分重视。2018 年

5 月 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人民的特质、禀赋不仅

铸就了绵延几千年发展至今的中华文明，而且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发展进步，深刻影响着当代

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我们是中华儿女，要了解中华民族历史，秉承中华文化基因，有民族自豪

感和文化自信心。”［7］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对每一位团县委书记来说不言而喻。所

以，共青团组织应在今后的干部队伍建设中，加大对团干部“传统文化”的教育和灌输，让每一

位团干部懂得“我们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8］。
此外，行动有计划是性格的特征之一，“按计划开展工作”不能因为有时“计划赶不上变化”而被

忽视; 铲除“官本位”和去“行政化”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共青团组织对此应常抓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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