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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校大学生应征入伍现状与优化策略

葛成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陕西 咸阳 712000

【摘要】义务兵役制度是我国军队建设的重要保障，大学生作为社会主义的优秀接班人，有责任也有义务应征

入伍。但是就目前而言，很多高校大学生应征入伍困难重重，多方因素交错复杂，本文探讨了我国高校大学生应征

入伍现存的主要问题并分析其存在原因，同时从多方面提出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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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高校大学生应征入伍现存的主要问题

1.1 大学生对应征入伍的价值认识不足

很多高校的大学生对于高校应征入伍政策缺乏正确

认识，没有充分认识到其战略价值。一方面表现在对自

我认识存在偏差，对于部队严格的纪律要求存在不自信

的心态，另一方面表现在对应征入伍的作用认识不足，

认为入伍的人有很多，少一个自己无关紧要，且义务兵

时间短，缺乏发展空间，社会青年完全可以胜任。

1.2 大学生参加应征入伍的积极性不高

部分大学生对应征入伍的价值认识不到位必然会导

致思想上缺乏积极性，加上大学生处于学校与社会的过

渡阶段，家庭、就业、经济等因素都可能会影响大学生

应征入伍的积极性。虽然很多学校对大学生应征入伍做

了很多积极宣传动员，但是部分大学生自身社会观、人

身观和价值观不够成熟，导致征兵工作收效甚微，很多

高校难以完成国家要求的征兵任务。

1.3 高校之间应征入伍的平衡性不够

当前我国对高校征兵入伍具有广泛性，但是由于各

个高校本身办学性质等各个因素的影响，在实际的高校

征兵数量上存在的差异较大。目前来讲，职业院校、普

通本科和重点本科的征兵数量呈现递减趋势，并且很多

高校远远没有达到国家要求的征兵数额。

2 我国高校大学生征兵入伍难的原因分析
对于当前高校大学生征兵入伍存在问题的原因是多

方面的，既有单因素影响也有多因素交叉融合，总体而

言是受社会、学校、家庭和个人等四个方面的因素影响

较深。

2.1 社会因素

首先，当前大学生处于价值观、人生观和社会观形

成的重要事情，对很多事情上缺乏正确的判断力，对于

社会上一些不良因素相对敏感，容易受其影响。特别是

社会上存在的一些物质主义，索取注意等负面信息影响

了大学生职业规划，对于征兵入伍缺乏兴趣。其次，国

家对大学生入伍优惠政策不足。虽然国家为了鼓励大学

生踊跃参军制定了很多优惠政策，但是这些政策很多没

有切中大学生的利益需求点，且在广度和深度上也不够，

导致大学生入伍意愿不强烈，征兵入伍工作实施困难。

2.2 学校因素

一方面，很多高校管理层对大学生入伍问题的认识

缺乏战略高度，认为大学生入伍责任主体是政府和征兵

单位，学校只是起到简单的配合作用，且大学生入伍是

自愿行为，学校也不好强加干涉。这凸显了部分高校的

管理层兵役意识不足，思想认识不到位，必然会直接或

者间接影响到高校的征兵入伍工作。另一方面，部分高

校在征兵入伍的宣传较浅，对大学生的国防教育缺乏深

度，在宣传层面也有很大局限性，部分高校甚至没有宣

传，很多学生不知道征兵信息。除此之外，学校对征兵

任务缺乏推进措施或者措施单一以及高校对大学生征兵

缺乏优惠政策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对高校学生的征

兵工作。

2.3 家庭因素

家庭原因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大学生征兵入伍工

作。很多家庭对部队存在误解，认为部队要求严格，生

活艰苦且充满危险，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入伍。加上现

在有很多独生子女家庭，生活条件的不断提高也加深了

父母对子女的溺爱程度，还有很多大学生缺乏主见，过

于依赖父母，导致不愿意或者不能征兵入伍。

2.4 个人因素

个人因素是影响大学生征兵入伍工作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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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的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大学生国防教育缺失。

随着我国国防水平的不断提升，当代大学生长期处于和

平生活环境，认识不到兵役对国家安全的重要程度，导

致国家意识淡薄，国防观念狭隘。第二，部分大学生缺

乏责任担当。部分大学生思想教育出现偏差，导致人生

三观充满狭隘和偏见，缺乏使命感和责任感，对于兵役

任务敬而远之，没有风险精神。第三，也有部分大学生

身体素质较差。我国对大学生兵役有着严格的要求，其

中一项就是经过严格的体检，但是部分大学生受多种因

素影响身体素质较差，不符合入伍要求。

3 针对高校大学生应征入伍难的应对策略

3.1 提升高校大学生国防精神素养

国防精神素养的提升是大学生意识层面的升华。思

想意识是行为的先导，努力培养一个具有良好国防精神

素养的大学生就是培养其担当精神能积极响应国家号召

为国奉献的人。只有从多途径实施大学生爱国精神教育，

把爱国、奉献、责任、勇敢等国防精神素养要素根植于

大学生脑海里、血液里，内化为他们的自觉行为，从而

激发大学生应征入伍为国争光的积极性。

3.2 强化大学生应征宣传动员

宣传动员是大学生积极投身兵役生涯的内生动力，

面对当前部分高校入伍宣传不足的现状，要想真正发挥

宣传动员的功能作用，就必须要坚持多形式、浓氛围、

实效果、新手段的九字方针。即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和

平台进行宣传动员，在校园内形成良好浓厚的舆论氛围，

深入班级、宿舍，涉及到学生的方方面面，将应征入伍

的重大意义、责任义务、优惠政策、工作流程等内容实

实在在地传送到每一个适龄青年大学生的脑海中。除此

之外，还应该创新宣传手段，结合校园实际，将征兵宣

传融入到比赛、表演等形式中，提升学生兴趣点。

3.3 完善大学生征兵优惠政策

精神升华，宣传到位为大学生征兵入伍奠定了良好

的基础，在此基础上还应该进一步拓宽大学生入伍的优

惠政策，具体可以从以下方面来实施。第一，在国家层

面，首先应制定就业安置优扶政策。可从制度上帮助大

学生解决兵役后的就业问题，在安置政策上加大大学生

安置比例，对于表现优秀的大学生优先安置。第二，统

一提高大学生优扶金补助标准。采取国家补助结合地方

补助的策略，实现大学生补助标准化，同时可以进一步

扩充大学生招干和报考军校名额。第二，在学校层面，

学校应在国家政策基础上实施二级优惠政策，可以按照

学院实际应征入伍大学生人数划拨相应经费，同时给予

入伍大学生部分经济补助。

【参考文献】
[1] 闵涛 , 陈玉国 . 大学生应征入伍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J]. 黑龙江教育 ( 高教研究与评估 ),2018(12).

[2] 刘千琳 . 新时代关于大学生应征入伍情况调查研析 [J]. 教育

现代化 , 2018(34).

[3] 安江燕 . 大学生应征入伍认知状况及政策认同性的实证研

究——以河北省为例 [J]. 高教学刊 ,2017(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