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1

高校统战工作研究现状及思考

邓新星 黄亮亮 姜子亮 杨平平

桂林理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广西桂林 541006

摘 要：为全面了解高校统战工作的研究现状及未来趋势，以在中国知网收录的 59 篇关于高校统

战工作研究的核心期刊和 CSSCI 来源期刊论文为研究样本，采用文献计量法统计分析目前高校统战

工作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并提出三点思考，一是推进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二是构建高校统战志

愿者队伍；三是搭建高校新媒体学生统战工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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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current research situation and future trends of the united front work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59 core journals and CSSCI source journal papers on the united front work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ollected on CNKI were taken as research samples, and the deficiencies in the
current research on the united front work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using the
bibliometric method, and three considerations were put forward: first,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non-party representatives; Second, build a united front volunteer tea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ird,
build a united front work platform for new media stud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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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实际，努力提升高校统战工作整体水

平十分必要。鉴于此，梳理高校统战工作研究

的脉络，对进一步深化高校统战工作的理论与

实践研究意义重大。

一、文献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检索数据库是中国知网（CNKI），
采用的模式是“高级检索”，选择的篇名是“高校
统战工作”，选择的期刊范围是“核心期刊和
CSSCI数据库”，精确检索得到 59篇文献（数据
检索时间是 2021年 11月 24日）。检索的结果表
明，我国核心期刊最早刊发“高校统战工作”的论
文始于 1993年，因此本文以 1993-2021年为文
献数据分析年段。为了更好地概括高校统战工

作的研究现状，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献计量法，

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并从文献数量、

论文影响力、文献期刊来源、文献作者和研究

主题多维度进行分析。

二、文献数据统计与分析

（一）文献数量分析

文献的数量和变化趋势能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知识量的增长状况[1]。根据文献数量变化趋势

图可以看出，呈现的态势是波峰和波谷交替出

现（见图 1）。现有研究成果表明，广大高校统
战工作研究者正积极探讨如何在高校中落实统

战的理念、内容和要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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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高校统战工作研究文献数量变化趋势图

（二）论文影响力的分析

著作的学术质量与学术影响力可以用被引频次来衡量[2]。为了直观展示论文被引用频次的分布

状态，将被引用次数划分为 5个等级（见表 1），经统计和整理发现，高影响力的论文所占比例不高，
需进一步提升论文的学术影响力。

表 1被引频次分布

（三）文献期刊来源分布

学术影响因子较高的学术期刊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引领学术研究[3]。59篇高校统战工作研究论文
分布在 24种期刊中 (见表 2)，且趋向于该领域的一些核心刊物。分析可知，高校统战工作研究成果
较为分散，且在核心期刊的分布不均衡。

表 2 核心期刊和 CSSCI数据库高校统战工作研究学术论文期刊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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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献作者分析

1.作者地区分析
统计第一作者所属地区（见表 3），发现研究高校统战工作的人员主要分布在东部、中部地区，

由此可见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对于开展研究的重要影响。

表 3 高校统战工作研究作者地区分布

2.合著者分析
科研合作程度可通过论文合著的篇数来直观反映[4]。由表 4可知，高校统战工作研究大多是独

著，需进一步提高研究者的合作程度。

表 4 高校统战工作研究作者合作情况

3.核心作者分析

普赖斯在研究中指出，核心作者应该发表的论文最小值为：
5.0

max )(747.0 NN i  ，其中 maxN 表

示发表论文最多的作者发表论文的篇数[5]。本文的研究样本共有 75位作者（见表 5），由 2max N ，

得 06.1iN ，共有 2位核心作者。这表明持续研究的动力不足。
表 5发文篇数与作者分布

五）研究主题分析

本文基于相关研究成果，综合分析论文内

容，最终确立高校统战工作的提升策略研究、

高校统战工作的理论研究、高校统战工作的影

响因素研究、高校统战工作的重要性研究以及

高校统战工作的完善与拓展研究这 5个研究主
题。

1.高校统战工作的提升策略研究
尽力做好高校统战工作，有利于高校的自

身发展。因此，很有必要认真研究高校统战工

作的提升策略。例如，汪禹（2019）认为，要
厘清统战工作、高校工作之间的关系，以便于

更好地开展高校统战工作[6]。梁小伊（2012）提
出，可以从理论、观念、路径、工作开展、协

同作用等方面来加强新时期青年学生层面的高

校统战工作[7]。姜捷（2008）从资源意识、组织
建设、工作机制等方面来探索新途径以加强统

一战线工作[8]。总体来说，研究者主要是针对高

校统战工作中的思路、环节、方法等提出相应

的策略，以开拓高校统战工作的新局面。

2.高校统战工作的理论研究
在进行此类研究时，研究者往往认真分析

了高校统战工作的相关理论知识。例如，周彬

（2020）从坚持党的领导、服务大局、凝心聚
力、联谊交友、改革创新这五个方面详细阐述

了新时代高校统战工作应遵循的相关规律[9]。黄

芙蓉（2015）分析总结出新媒体时代高校统战
工作的新特征[10]。苏丽杰（2008）详细论述了
新阶段高校统战工作的地位、作用、对象及创

新点等[11]。总体来说，在高校统战工作的理论

研究中，研究者详细剖析了高校统战工作，并

提出相应的思考。

3.高校统战工作的影响因素研究
高校统一战线机制与工作效果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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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研究者一直在探索高校统战工作的影响因素。

例如，李峰（2021）提出，打造工作品牌有利
于整合统战工作的优势资源及扩大社会影响力
[12]。苏一凡（2012）分析了高校留学归国人员
能力发挥与统战工作的总体状况及相关关系[13]。

张太洲（1998）指出构建人心凝聚工程是高校
统战工作的核心[14]。对高校统战工作影响因素

的研究有助于规范高校统战工作的思路，优化

高校统战工作的路径。

4.高校统战工作的重要性研究
高校统战工作对教育目标的实现发挥着重

要的指导作用，以指导高校各项工作有效开展，

故高校统战工作的重要性研究成为了学者们关

注的领域。例如，梁华（2011）强调，应充分发
挥高校统一战线的优势，它在高校改革、民主

建设、安全稳定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15]。苏丽杰（2010）的研究表明高校统战工作
在城市社区建设发展中具有独特优势[16]。邓大

庆（2007）重点阐述了高校统战工作在建设和
谐校园中发挥的特殊作用[17]。开展高校统战工

作的重要性研究有利于高校及时应对新形势，

进一步形成工作合力。

5.高校统战工作的完善与拓展研究
研究者在不同理念的基础上完善了高校统

战工作，从而使高校统战工作的内容更加丰富。

例如，钱英伟（2017）基于网络舆情的视角来
建构了高校统战工作新机制[18]。陈范华（2014）
在中国梦背景下研究了高校统战工作的创新机

制[19]。程玉敏（2013）运用系统论的观点分析
了当前高校统战工作存在的问题及提升路径[20]。

基于不同理念对高校统战工作进行完善与拓展

研究，不但使原有的高校统战工作的内涵和外

延更加丰富，而且有利于指导不同阶段的高校

统战工作顺利开展。

三、反思与展望

（一）现有研究的不足

高校统战工作的现有研究仍有不少问题尚

待解决，具体表现在：

第一，论文数量和质量有待提高。文献数

量分析的结果表明，29年来高校统战工作研究
的总发文量只有 59篇，年均发文量很低。进一
步分析文献可知，被引频次为 20次到 50次的
论文只有 2篇，高影响力的论文少，且缺乏多
样化的研究方法。

第二，该领域未形成核心作者群。分析文

献作者地区，发现有 67.79%的论文来自东部和
中部地区，这表明高校统战工作研究人员主要

集中在东部和中部地区，高校统战工作研究人

员分布严重不均衡；其次，合著者分析的结果

表明，高校统战工作研究的主要形式是独著，

这表明研究人员之间缺乏合作；最后，对核心

作者进行分析，可知 97.33%的作者只发表了一
篇论文，大多数作者只是偶尔涉猎。

第三，研究成果较分散，研究者对各主题

的关注程度不平衡。文献期刊来源分析的结果

表明，59篇高校统战工作论文分布在 24种期刊
中，平均载文量低。其中，载文量 1篇的期刊
约占期刊总数的 71%，可见高校统战工作研究
成果比较分散，呈现出向一些核心刊物集中的

趋势；文献研究主题的结果表明，高校统战工

作的提升策略研究和重要性研究一直是学者们

关注的重要主题，但高校统战工作的实证研究

目前较为薄弱，且研究不够深入、针对性不强。

（二）未来研究的展望

从已有的高校统战工作研究成果来看，基

本上都是思辨研究，高校统战工作研究领域需

进一步拓展。为了促进高校统战工作研究的可

持续发展，未来高校统战工作研究可从以下三

个方面作出努力：

1.完善组织框架，推进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
一方面，高校应全力做好政治引导工作，

发挥党外代表人士的主观能动性，提高政治分

析能力。另一方面，广邀优秀党外代表人士，

就政务经验与工作经验开展交流会、座谈会等，

邀请他们进行初心故事分享。此外，高校应积

极联系各乡镇人民政府，加强机关部门和学校

之间的合作，鼓励党外代表人士实践锻炼，培

养与党同心的优秀党外代表人士。

2.健全工作机制，构建高校统战志愿者队伍
高校应注重建章立制、教育培训以及宣传

引导等，努力推进高校统战志愿者队伍建设工

作取得实效。一是要健全统战志愿者的工作机

制，加强对统战志愿者队伍的指导。二是要根

据实际，制订激励措施，构建师生员工共同参

与的大统战格局[21]。三是高校辅导员应发挥“粘
合剂”的作用，强化新时期学生层面的高校统战
工作，将繁杂的工作细化分解，让统战工作落

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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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创新工作理念，搭建高校新媒体学生统战
工作平台

高校需将“新媒体”与高校学生统战工作相
结合，从而加强高校统战文化建设。第一，培

养高校学生统战工作者的新媒体应用能力，熟

练使用微信、微博、QQ等新媒介，提升学生参
与度；第二，协调好高校学生统战工作与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22]，及时更新学生统战工

作的相关信息，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第三，

积极利用新媒体，开拓创新宣传渠道，让新兴

媒体助推高校统战工作取得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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