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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青年对单位中党团和工会组织的认知与判断 

 

社会学研究表明，组织是影响个人社会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党团和工会组织作为正式组织，尤其是

和与青年密切相关的工作单位相结合，必然对青年发生重要的影响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

新经济组织大量涌现，其中的一部分暂时还没有建立党团和工会组织，在这些单位中，党团和工会组织

通过工作单位发挥的那部分影响可能减弱。 

 

一、三大组织的建立与活动情况 

从青年反映的情况看，大多数工作单位建中有党、团和工会组织（分别为86.9%、86.5%和88.4%），

没有建立党、团和工会组织的主要是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分别占78.8%、66.7%、67.9%和12.1%、

16.0%、14.3%），且在此类单位工作的青年不清楚本单位是否有上述组织的比例也明显增加。 

 

表2.15    不同工作单位性质的单位建立党组织的情况（%） 

表 

2.16    不同工作单位性质的单位建立团组织的情况（%） 

  有 没有 不清楚 未答 

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 97.9 0.5 0.2 1.4

国有和集体企业 96.5 0.3 0.3 1.6

私营、三资和混合所有制企业及个体工商

户 

58.0 17.4 12.7 11.9

  有 没有 不清楚 未答 

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 95.1 2.1 0.2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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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7    不同工作单位性质的单位建立工会组织的情况（%） 

 

并且，多数党团和工会组织经常组织活动，青年的参与率相对较高。例如，79.5%工作单位党组织经

常组织活动，49.3%的青年也经常参加这些活动。交互分析还发现，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的党

组织组织活动的比例和青年经常参与率均最高，分别为90.6%和66.7%；国有和集体企业为84.%和48.4%；

私营、三资、混合所有制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为51.4%和23.6%，相对较低。 

 

表2.18    工作单位党团和工会组织组织活动及青年参与情况（%） 

 

但调查也发现，相对于党团和工会组织组织的活动，青年更喜欢参加单位同事之间自己组织的活

动，比例为44.3%；而更喜欢参加单位党团和工会组织组织的活动的比例为10.7%，两者都喜欢的占

24.5%，说不清楚的占17.1%。交互分析发现，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工作的青年更喜欢党团

和工会组织组织的活动的比例相对高一些（15.6%），而在私营、三资、混合所有制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工

作的青年更喜欢自己组织的活动的比例最高（54.5%）。 

 

表2.19    不同工作单位性质的青年喜欢的活动组织类型（%） 

国有和集体企业 97.1 0.2 1.6 1.1

私营、三资和混合所有制企业及个体工商

户 

59.1 18.5 11.3 11.0

  有 没有 不清楚 未答 

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 95.1 1.6 0.9 2.4

国有和集体企业 97.4   1.6 1.0

私营、三资和混合所有制企业及个体工商

户 

65.2 13.5 11.0 10.2

 
很少或基本不

组织活动 

经常组织活动，

我也经常参加 

经常组织活动，

但我较少参加 

经常组织活动，但

我基本不参加 

党组织 20.5 49.3 13.7 16.5

团组织 21.9 62.4 10.4 5.3

工会 23.4 53.1 16.4 7.0

 
党政机关、事业单

位和社会团体 

国有和集体

企业 

私营、三资、混合所有

制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单位工会组织的活动 8.9 6.0 7.2

单位同事之间自己组织的活

动 

33.5 49.2 54.5



 

仅就团组织而言，78.1%的单位团组织经常组织活动，62.4%也经常参加这些活动。在组织过的活动

中，以文化娱乐活动（75.7%）、志愿者活动（64.7%）和时事政治学习（63.7%）最多，基本与青年感兴

趣的活动相一致，青年感兴趣的活动主要是文化娱乐活动（95.4%）、业务技术培训（88.5%）和志愿者

活动（77.2%）。 

 

表2.20    单位团组织组织活动情况及青年的看法（%） 

 

此外，根据青年反映，21.5%的青年所在单位的团组织经常派人了解其的思想和生活情况，“有，但

次数较少”的占42.8%，“几乎没有”的占35.7%。交互分析发现，此项工作较好的主要是国有和集体企

业（“经常有”的占26.0%）、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经常有”的占24.7%）的团组织，而

较差的是私营、三资、混合所有制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团组织（6.8%）。值得重视的是，此项工作做得

越好，青年对团组织活动的参与率也就越高，比如，89.6%经常受到团组织关心的青年也会经常参加团组

织活动，而只有31.6%几乎没有受到团组织关心的青年会经常参加团组织活动；并且，对团组织的影响力

的评价也就越大，比如，有23.3%经常受到团组织关心的青年认为团组织在本单位的影响“非常大”，而

只有5.1%没有受到团组织关心的青年这样认为。 

 

表2.21    青年参加团组织活动及对团组织影响力评价的情况（%） 

单位党团组织的活动 6.7 4.4 0.3

说不清楚 17.5 16.2 20.7

都一样喜欢 33.5 24.2 17.4

  组织过 感兴趣 

文化娱乐活动 75.7 95.4

时事政治学习 63.7 59.4

民主法制学习 51.7 59.4

志愿者活动 64.7 77.2

业务技术培训 52.4 88.5

 
团组织经常有关

心 

团组织有关心，

但次数较少 

团组织几乎没有

关心 

参加团组织活动情况      

很少或基本不组织活动 3.5 9.5 46.5

经常组织活动，我也经常参加 89.6 76.2 31.6

经常组织活动，但我较少参加 5.0 10.7 13.4

经常组织活动，但我基本不参加 1.9 3.6 8.9



 

二、三大组织对不同青年的影响力差异 

在工作单位中，因为职能设置、发挥作用、掌握资源的差别，党、工会和团组织在单位中的地位和

影响力也各不相同。调查发现，多数青年认为，在本单位中最具影响的是党组织，选择党组织影响“非

常大”和“较大”的分别占34.8%和32.8%；其次在青年心目中具有影响力的是工会，选择影响“非常

大”和“较大”的分别占13.4%和35.8%；认为团组织具有非常大和较大影响的分别占10.3%和30.9%。 

 

表2.22    青年对党团和工会组织在本单位影响力的评价（%） 

 

值得注意的是，交互分析发现，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工作的青年认为本单位党组织影

响大的比例最高，“非常大”和“较大”的比例分别为47.3%和36.0%；而在私营、三资、混合所有制企

业和个体工商户工作的青年认为本单位党组织影响大的比例最低，分别只有8.9%和27.4%。这种情况也发

生在对团组织和工会影响的评价中。 

 

表2.23    不同工作单位性质的青年对党组织在单位里影响力的评价（%） 

 

表2.24    不同工作单位性质的青年对团组织在单位里影响力的评价（%） 

对团组织影响力评价情况      

非常大 23.3 8.7 5.1

较大 47.3 38.7 13.3

一般 22.5 38.3 45.5

较小 4.2 9.4 17.7

非常小 2.7 4.8 18.4

  非常大 较大 一般 较小 非常小 

党组织 34.8 32.8 22.9 4.7 4.8

团组织 10.3 30.9 37.7 11.5 9.5

工会 13.4 35.8 35.8 8.2 6.7

  非常大 较大 一般 较小 非常小 

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 47.3 36.0 12.7 2.5 1.5

国有和集体企业 38.3 33.3 22.1 3.4 2.9

私营、三资和混合所有制企业及个体

工商户 

8.9 27.4 39.4 9.7 14.7

  非常大 较大 一般 较小 非常小 

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 16.6 36.0 30.2 11.8 5.3



 

表2.25    不同工作单位性质的青年对党团和工会组织在单位里影响力的评价（%） 

 

除被访者主观评价外，本次调查还从其他方面测量了单位党团和工会组织对青年的影响力。比如，

当与工作单位发生纠纷时，23.1%的青年首先想到向单位党团组织申诉，12.6%的青年首先想到向单位工

会申诉。有意思的是，交互分析发现，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工作的青年更倾向于首先向单

位党团组织申诉（31.2%）；而在私营、三资和混合所有制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工作的青年则首先选择“自

己与单位据理力争”（28.7%）和“自己忍气吞声算了”（20.5%），此外，与向政府主管部门投诉

（11.7%）和向单位党团组织申诉（10.7%）相比，在此类单位工作的青年相对更会选择向本单位工会申

诉（15.8%）。 

 

表2.26    青年与工作单位发生纠纷时首先想到的求助措施（%） 

 

显然，单位党团和工会组织对青年还是具有相当的影响力的，但这种影响力可能是集中于一定领域

和范围中的。当遇到烦恼时，只有少数青年首先会向党团组织倾诉（1.5%），而多数青年是向朋友

国有和集体企业 8.8 33.6 37.4 12.5 7.7

私营、三资和混合所有制企业及个体

工商户 

4.9 19.0 49.0 8.0 19.0

  非常大 较大 一般 较小 非常小 

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 16.4 40.2 33.1 7.6 2.8

国有和集体企业 15.3 37.8 34.1 7.9 4.9

私营、三资和混合所有制企业及个体

工商户 

6.2 27.5 42.4 8.3 15.6

  比  例 

向单位党团组织申诉 23.1

自己与单位据理力争 21.3

自己忍气吞声算了 13.5

向单位工会申诉 12.6

向政府主管部门投诉 11.5

去法院打官司 4.7

团结同事一起集体上访 2.2

只能用非正常手段解决 1.6

向新闻媒体反映 1.5

未答 8.1



（52.5%）和家里人（28.7%）倾诉。交互分析发现，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1.9%）与国有

和集体企业（1.8%）工作的青年向单位党团组织倾诉的比例，略高于在私营、三资、混合所有制企业和

个体工商户的青年（0.9%）。不过，值得再次强调的是，这并不表明党团和工会组织影响力的下降，而

是说明其影响力的领域和范围在分化，这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正常现象。 

 

表2.27    青年遇到烦恼时首先想到的倾诉对象（%） 

 

仅就团组织而言，上文提到，团组织越关心青年，青年对团组织在单位中的影响的评价也就越高。

此外，单位团组织建立和产生的方式也影响青年对此的评价。交互分析发现，如果本单位团组织是民主

选举产生的，青年对团组织影响的评价就越高，认为影响“非常大”和“较大”的比例分别为15.2%和

39.8%；而如果本单位团组织不是民主选举产生的，则上述两个比例分别降为1.3%和19.0%。交互分析发

现，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与国有和集体企业的团组织由民主选举产生比例相对较高，分别为

72.5%和69.2%；而私营、三资、混合所有制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比例为37.2%。 

 

表2.28    单位团组织产生方式与青年对团组织影响力的评价（%） 

 

此外，交互分析还发现，如果单位团组织是民主选举产生的，其组织的活动也多，青年的参与率也

高。在民主选举的单位团组织中，91.8%的团组织经常组织活动，78.8%的青年经常参加这些活动；而在

不是民主选举的单位团组织中，这两个比例分别降为57.5%和51.3%。 

 

表2.29    单位团组织产生方式与组织活动和青年参与情况（%） 

  比  例 

朋友 52.5

家里人 28.7

不找人，自己闷在心里 6.5

单位领导 1.9

党团组织 1.5

专业人士 0.7

其他和未答 8.2

  民主选举 不是民主选举 不清楚 

非常大 15.2 1.3 3.6

较大 39.8 19.0 16.7

一般 32.4 38.0 46.7

较小 8.8 20.3 14.9

非常小 3.8 21.5 18.2



 

政府组织对不同青年的影响与青年的政治参与 

 

政府机关（广义的，包括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作为一种科层组织，由于其拥有的权力和不断增

加的职能，必然与包括青年在内的公民发生联系，对他们产生一定的影响。本次调查主要通过两个方面

来测量政府机关对青年的影响。第一，政府机关在纠纷解决中对青年的影响，因为纠纷解决是日常生活

中政府机关与青年发生联系的一个主要中介。第二，青年的政治参与（主要指表达和行为的参与），因

为这从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反映了青年对政府机关的评价和政府机关对青年的影响。 

 

一、青年解决纠纷的不同选择 

上文提到，当上海职业青年与工作单位发生纠纷时，仅有4.7%的青年会“去法院打官司”，11.5%的

青年会“向政府主管部门投诉”，比例均不是很高。这是否说明青年对我们的司法和行政机关的信任度

不高，而我们的司法和行政机关对青年的影响力不够呢？对这个问题必须全面分析。青年不愿意求助于

司法和行政机关，既有“息诉”的文化传统影响，又有现实中诉讼诉成本过高问题，但更重要的可能是

与我国的社会状况有关。法律社会学的经典研究表明，作为替代物的其他类型的社会控制越多，法律的

数量就越少。社会控制的有效性越高，对法律的依赖性就越低（布莱克：《社会学视野中的司法》，郭

星华等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第90页）。因此，青年不求助于司法和行政机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

我们具有一定的非法律的解决纠纷的方式，比如，23.1%的职业青年会“向单位党团组织申诉”，12.6%

的职业青年会“向单位工会申诉”。过分依赖法律并不是一个现代社会的健康标志。当然，法律的最小

化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在现代的异质性的大社会中依法办事是相当重要的。尤其是对于政府机关（广义

的）而言，依法行政，为广大青年提供法律支持和服务，是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过程中的一项重要任

务。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的政府机关（广义的）有必要通过以法律介入解决纠纷等方式加强对青年的影

响。 

交互分析发现，不同政治面貌的职业青年在选择纠纷解决方式上有差异，主要是党、团员更愿意

“向单位党团组织申诉”（37.8%和21.9%），而选择“向政府主管部门投诉”和“去法院打官司”的比

例大致相同，其中非党团员选择“去法院打官司”的比例略微高一点，为5.8%，而党、团员的比例分别

为5.2%和4.7%。高学历（研究生及以上）的职业青年选择“去法院打官司”的比例也略高，为9.1%，而

高中及以下为4.8%，大学专科为4.4%，大学本科为5.4%。 

 

二、青年的政治参与和社会化意识 

除共青团和其他青年组织（34.5%）外，上海青年认为提出社会性建议或看法的最好途径依次是，新

闻媒体（32.5%）、专业机构（17.4%）、党政机关（4.5%）和人大（4.1%）。交互分析发现，党员青年

中认为最好途径是党政机关的比例（8.3%）略高于团员（3.1%）和非党团员（5.2%）中的比例；相反，

非党团员青年中认为最好途径是人大的比例（608%）略高于党员（3.7%）和团员（3.9%）中的比例。高

  民主选举 不是民主选举 不清楚 

很少或基本不组织活动 9.2 42.5 40.4

经常组织活动，我也经常参加 78.8 51.3 36.3

经常组织活动，但我较少参加 8.6 3.8 14.5

经常组织活动，但我基本不参加 3.4 2.5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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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研究生及以上）的青年中认为最好途径是党政机关的比例最高（8.0%），而学历为高中及以下的

青年中认为最好途径是人大的比例最高（4.9%）。 

 

表2.30   不同政治面貌的青年认为提出社会性建议或看法的最好途径（%） 

 

表2.31   不同文化程度的青年认为提出社会性建议或看法的最好途径（%） 

 

调查发现，当人大听取普通公民对法律草案的意见时，25.6%的上海青年表示会去人大反映自己的意

见，46.8%表示有意愿但不会去反映，24.5%表示没有意愿。交互分析发现，不同政治面貌的青年在这一

点上的差异显著，有34.6%的党员青年表示会去人大反映，比例最高，团员的比例为24.4%，非党团员的

比例为20.5%。不同文化程度的青年在这一点上的差异不显著。 

 

表2.32   不同政治面貌的青年向人大反映意见的情况（%） 

 

 

责任编辑：杨长征、木新月 

  党政机关 新闻媒体 专业机构 人大 
共青团或其他 

青年组织 

其他

党员 8.3 26.9 20.7 3.7 37.9 2.5

团员 3.1 36.7 15.7 3.9 36.4 4.1

非党团员 5.2 31.2 23.2 6.8 27.2 6.4

  党政机关 新闻媒体 专业机构 人大 
共青团或其他 

青年组织 

其他

高中及以下 5.2 31.0 16.8 4.9 38.8 3.4

大学专科 4.9 30.7 17.5 4.7 39.3 2.9

大学本科 3.5 36.5 19.0 3.8 32.7 4.4

研究生及以上 8.0 38.1 19.5 1.8 23.0 9.7

  会去反映 有意愿但不会去反映 没有意愿 

党员 34.6 49.0 16.4

团员 24.4 47.9 27.7

非党团员 20.5 49.6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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