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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院校大学生公共服务动机研究 

贾格年 

（商洛学院  陕西商洛 726000） 

摘  要：本文对地方院校大学生在服务地方社会发展方面做了大量的调研，对地方普通高等院校大学生的公共服务动机水平有
较为充分的认识，从地方高等院校大学生服务地方社会发展的内容和特点，找到了影响大学生公共服务动机水平的因素，提出了提
高大学生公共服务动机的有效途径。指出了研究大学生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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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佩里等西方学者认为，公共服务动机（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简称 PSM）是“个人对公共机构重要或特有目标做出敏感反应的心
理倾向”。 

地方高等院校，从学校办学的规模、学科专业的设置、学生的
培养、毕业生的就业等情况来看，具有一般普通高等院校的共性，
就业主方向为基层，因此，对他们从性别、生源地、专业性质等方
面进行了研究分析。 

二、地方高等院校大学生公共服务动机现状 
利用描述统计法对大学生公共服务动机的现状进行分析，结果

表明，大学生公共服务动机总分及各因子的项目均分均高于中间值
3，说明被调查样本的公共服务动机水平总体上较高。 

1.男生、女生公共服务动机水平 
对男生和女生在公共服务动机及各因子、各项目上进行独立样

本分析，结果，女生的得分显著高于男生，说明男生更倾向于不去
做他们认为非常重要的社会服务项目。其它项目及因子上的得分不
存在显著性差异。 

2.不同生源地大学生公共服务动机水平 
对不同生源地的学生公共服务动机及各因子、各项目上进行独

立样本分析，结果，农村大学生的得分显著高于城镇大学生，说明
城镇大学生更倾向于不去关心或支持社会公共事务。不同生源地大
学生在其它问题上的看法并无显著的分歧。 

3.不同专业的大学生公共服务动机水平 
对文、理科生在公共服务动机及各因子、各项目上进行独立样

本分析，结果，文科生看到别人身处不幸时更容易产生情感上的触
动，文科生更倾向于认为个体之间并非独立存在，而是相互依赖。
其它项目及因子上的得分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三、地方高等院校大学生公共服务动机存在差异的原因 
1.女性公共服务动机高于男性 
研究中发现女大学生的公共服务动机要高于男大学生，说明性

别是影响公共服务动机的一个因素，具体表现为：男性的公共服务
动机较女性的公共服务动机综合得分低。随着社会时代的发展变
化，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存在的男主外女主内思想，在逐渐发生着巨
大的变化，女性的社会地位和社会活动更加频繁，参与公共服务的
活动机会更多了，其次，女性原本的特质很感性，很有爱心和耐心，
所以其公共服务动机高于男性。 

2.农村学生的公共服务动机水平高于非农村学生 
从生源地这一因素来分析，来自城镇的大学生的公共服务动机

综合得分要低于农村的大学生，很多情况下农村学生本身在家庭的
生活中或家乡的社会生活中已经承担相应的社会角色，故公共服务
动机得分较其他阶段更高。相反，城镇学生由于自身优越成长环境
对于服务民众和社会的意识比较单薄或服务意识较低，因此公共服
务动机必然比农村学生低。 

3.文科生公共服务动机水平高于理科生 
从专业因素分析，专业性质对公共服务动机的影响是显著的。

理科生得分在同情心和造福社会维度上，比文科生得分略低，由于
我国高等教育的特点和不同专业学习的视野差异，决定了不同专业
的公共服务动机出现了差异。 

四、提高地方高等院校大学生公共服务动机的有效途径 
地方高等院校大学生公共服务动机的提升应该找到合理的有

效的途径。 
1.创新教育方式，提升服务动机 

很多大学生存在价值取向不正确、缺乏积极向上的社会责任
感、没有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精神、团结协作能力较为低下。因此，
非常有必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要充分发挥高等教育的五大导向作
用，即“引导、鼓励、激发、促成和推动”，引导和激励大学生自
觉自愿地服务于基层，让学生形成积极主动地争取去基层服务的良
好氛围，从而改变大学生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局面。 

2.优化激励机制，激发服务动机 
对积极主动参加基层服务工作的学生进行奖励和资助，与学生

签订服务基层的定向协议，对于这些学生在校期间的学费给予减免
等鼓励性政策；制定更为合理的优秀毕业生评价机制，依据这一评
价机制对在校期间学习成绩比较优秀，同时将愿意服务基层的毕业
生评选为优秀毕业生，也作为评价优秀毕业生的重要指标之一；对
自愿服务基层的贫困大学生给予更多的奖励和资助，签订服务基层
且有一定时间限制的就业服务协议。 

3.加强宣传，引导服务动机 
学校加强对于以往在服务基层活动中表现积极的个人和集体

通过各种媒体进行典型事迹的宣传，营造一种积极向上的社会舆
论，引导大学生面向基层就业的积极性。政府、企业和基层学校也
制定积极的政策措施吸引学生服务基层社会，在整个社会中形成参
与基层服务的良好舆论导向。 

4.完善制度建设，激发大学生的服务热情 
完善制度建设，激发大学生的服务热情，也是提高大学生公共

服务动机的有效途径。例如：构建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在满足大
学生对自身合法合理权益要求的基础上，积极倡导公共服务行为，
以此来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公共利益；通过完善行政审批管理制
度，进一步规范引导大学生的公共服务行为；完善相应的法制建设，
通过实施公共服务的规范化和法治化等，从事公共服务的群体有了
法制的保证。因此，科学合理的制度体系的建设是提升大学生公共
服务动机，增强公共服务能力的基础。 

五、提高大学生公共服务动机的意义 
从现实中去分析，理论中总结才能准确把握大学生公共服务的

动机，才能提出增强大学生基层公共服务动机的有效途径，制定出
科学并且合理的鼓励和引导措施。为基层单位选拔优秀服务类人
才，为地方院校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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