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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许多研究表明!大学生的政治参与呈现出一定的$政治冷漠%的现象&以&'"&年县乡人大代表选

举为例!根据心理学和行为学相关理论!采用问卷调查和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对大学生参与人大代表选举的影响因

素及其对选举行为产生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选举认知水平和选举态度分别与选举动机呈显著正相关!

且两者都需要通过选举动机才能对选举行为倾向产生正向影响(同时!选举动机越强烈!选举行为倾向越大&此外!

大学生群体未受到重视以及对选举的相关信息不了解也是阻碍大学生参与选举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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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

度#在近六十年的延续和发展中#不断改革与创新#持

续推动着民主政治的发展$我国宪法和选举法规定#区

县%乡镇人大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且年满 #"周

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

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

选举权$ 自 #C"$年首次实行县%乡直接选举和差额选

举以来D#E

#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度逐步提高$ 当代大学

生绝大多数已经拥有选举权# 也应该投出自己神圣的

一票$作为未来社会的力量#大学生代表着中国科学文

化%思想素质的先进性#其民主程度如何#势必会影响

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从 !$##年开始到 !$#!年底#全

国县乡级人大举行新一轮换届选举#县%乡直接选举再

一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政治参与特别是人大代表选举近年来是政治学研

究的重要领域之一$在有关人大代表选举的研究中#主

要是以农村%社区居民为主要研究对象#而较少关注大

学生群体$对于大学生政治参与的研究较多#虽然政治

参与包含了人大代表选举# 但却少有被单独关注#以

F@GH为例#也暂发现 I篇文章#且仅停留在理论探讨

和基于现状%成因的描述性统计分析$据现有调查研究

表明#大学生的政治参与呈现出一定的&政治冷漠'的

现象$蔡定剑在调查中发现#在各阶层人群的参与意愿

中#学生仅排第八名!"J#%"

D!E

(谢俊红认为#大学生的政

治参与基本停留在以政治动员为主的层面上# 在相当

程度上# 大学生参加投票的目的主要是响应政府和学

校的号召#而不是想要对国家的政治生活施加影响#那

种真正出于公民责任感和以影响投票结果为目的的行

为是极少的D%E

$ 在原因探究方面#多数人认为是学生对

选举不感兴趣#或是对选举信息不知晓等因素造成的(

有学者则指出我国当前的民主体制还不够完善# 无法

提供满足公民包括青年学生政治参与制度化的参与渠

道#尚未形成能吸纳广大公民政治参与的能力DKE

$ 这些

研究虽在现状%问题%成因及对策方面进行了探讨#但

却未深入分析大学生参与人大代表选举的影响因素及

其内在联系$

因此# 本研究将探寻大学生参与人大代表选举的

影响因素#并分析彼此间的内在联系$采用问卷的方式

L%



在四川省 !所!"##工程"大学进行调查#运用 $%$$因

子分析方法# 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大学生参与人

大代表选举的影响因素# 并借此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

和建议# 为提高大学生参与人大代表选举的积极性和

政治参与度提供参考和借鉴$

二!理论假设与模型构建

动机是引发以及持续个体某种活动# 并使活动方

向朝某一目标的内在动力#其理论包括本能理论%驱动

理论%强化理论和认知理论等#统称为动机理论&!'

#该理

论研究了人的行为是如何被推动和维持的$ 动机作为

行为的动力#直接推动个体活动的动力#具有激发%指

引功能#并与行为特别是行为倾向具有一致性$ 因此#

本研究将选举动机作为选举行为倾向的重要变量#并

假设&(#'选举动机越强烈#对选举行为倾向影响越

大$ 但是# 任何动机和行为都是以认知作为前提和基

础# 其认知水平的高低也必然会影响动机# 因此假设

&("'选举认知水平越高#选举动机越强烈#假设&()'

选举认知水平越高#选举行为倾向越大$ 此外#动机理

论还认为人的需要%兴趣%爱好%价值观等都需要转化

为动机后才能对活动产生动力作用$ 态度作为价值观

之一# 也必将对行为倾向产生影响# 因此我们假设

&(*'选举态度与选举动机呈正相关#即选举态度越正

向#越积极#选举动机越强烈$

美国学者 +,-./0,1提出了理性行为理论23.0456 47

809-410: ;<=,41#简称 38;>#该理论认为#个人表现出

特定行为是受个人的行为意向影响# 而行为意向在某

种程度上是由个人对此行为的态度与主观规范所决

定$但是由于理性行为理论是基于理性人假设#有一定

的局限性#因此 ;?@01加入了认知行为控制这一变量#

并将其理论发展为计划行为理论 &3.0456 47 %A910:

B0.9C,45# 简称 3%B'# 主要用来预测和了解人类的行

为#后来被广泛用于社会心理学%人力资源管理%营销

和消费等领域$ 计划行为理论认为#态度越正向#越积

极#其行为意向就越大#反之越小&DEF'

#且 G9=@和 $=4=A91:#

84-01/05H和 (4CA91:也曾在研究中发现#人的态度是

行为反映的基础&I'

#因此#本研究将选举态度作为影响

选举行为倾向的变量之一#假设&(!'选举态度与选举

行为倾向是正相关#即选举态度越正向#越积极#其选

举行为倾向就越大#反之越小$ 此外#许多心理学家认

为态度由情感% 认知% 意向三部分组成# 学者洛开奇

&J(84K09<.'甚至认为态度作为一种具有结构的复杂

认知体系# 是个人对于同一对象的数个相关联的信念

组织&#L'

$ 由此可看出#认知作为人们心理活动产生的最

初来源#对态度会产生重要影响$ 因此假设&(D'选举

认知水平对态度有正相关关系$

三!研究方法

"一#变量界定与问卷编制

选举认知水平是指个体对人大代表选举的了解和

认识程度%理解和评价能力#在本研究中#认知水平则

是对人大代表选举的程序%人大代表的权利和义务%人

大代表选举的意义的认知和了解程度的测量# 采用李

克特量表#从完全不了解%不太了解%一般%比较了解到

非常了解#分别赋值 #至 !分$

选举态度指参与选举的主体对人大代表选举的评

价和看法#表现为认可与否定程度#赞成与反对程度的

状态$如是否能选出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人

大代表制度设计的合理性%透明度等#分为!完全不认

同%少部分认同%一般%大部分认同%完全认同"!个程

度#分别赋值 #至 !分$

选举动机是指选举主体受外界刺激和内在需求综

合作用产生的内在动力$ 本研究采用参加选举是否有

自豪感和荣誉感以及参加选举的目的是为了选举出真

正能代表人民利益的代表或是行使自己的权利还是例

行公事等$从完全不符合%少部分符合%一般%大部分符

合到完全符合#分别赋值 #至 !分$

选举行为倾向是人们对人大代表选举所预备采取

的先前反应和意向#具有预备性质#它是选举行为的直

接驱动力#但不等于外显行为&##'

$ 其量表内容包含!如

果条件允许是否愿意参加人大代表选举"#!是否会主

动参加"以及!是否会选择代表自己意愿的人"#答案

!是"!否"分别赋值!#"和!L"$

"二#数据来源与统计方法

为了保证问卷的质量# 首先在电子科技大学进行

小样本试测&MNDL'#并运用 $%$$"LOL对问卷进行了信

度和效度检验# 在此基础上根据调查学生的反馈情况

进行反复调整与修正#得到了最终问卷#共 "F题$

最终问卷在四川省 ! 所!"## 工程"大学&四川大

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南交通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和四

川农业大学'进行问卷调查#主要考虑到作为!"## 工

图 ! 大学生参与人大代表选举影响因素模型

D*



拟合度测量指标 初始模型 修正模型

绝对拟合度指标

!"#$% "&'() "&'"'

*+, )&-(( )&-(.

/0/ )&)1' )&)1"

/0234 )&)1" )&)1"

增值拟合度指标

4*+, )&-.) )&-.'

5+, )&-6" )&-6"

,+, )&-6" )&-6"

简约拟合度指标
7*+, )&(.8 )&(9)

7:+, )&61) )&66)

程!大学的学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我们共发放问卷

6.) 份"每所大学 '.) 份"收回 6)' 份"剔除大量未填

写和真实性不足的问卷" 同时采用序列均值对少量题

目未填写的问卷进行缺失值处理" 最终有效问卷共

(1-份"有效率 96;# 样本基本情况见表 '#

结构方程模型$2<=>?<>=@A 3B>@<CDE 0D$FACEG"简称

230模型%"具有同时考虑和处理多个因变量&将无法

直接测量的属性纳入分析" 以及允许自变量和因变量

含有测量误差等优点" 近年来在科学研究中得到了广

泛应用# 本文采用 40H2")&)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对所

构建的模型进行检验假设和分析"并用 2722")&)进行

辅助分析#

四!模型检验与实证分析

"一#信度和效度分析

在进行模型拟合与假设检验之前" 首先对问卷量

表进行了信度和效度检验# 采用 5=DEI@?J @来检验问

卷各项的内部一致性"当 5=DEI@?J @值!)&6)时"属于

高信度")&8."5=DEI@?J @值!)&6) 是"属于尚可 K'"L9'M9"

#

本问卷的信度为 )&98)" 各项目的 5=DEI@?J @值也在

)&())以上"因此问卷的可信度较高# 效度采用主成份

因子分析进行检验"N0H为 )&6-8"且各因子的值也在

)&(以上" 同时各观测变量的因子负荷均大于 )&.)"且

通过最大方差旋转法提取特征值"1个因子均大于 '"

说明问卷测量的项目比较准确的反映了选举认知水

平&选举态度&选举动机和选举行为倾向这 1个因子的

特征# 分析结果如表 "所示#

"二#模型检验与修正

本研究运用统计软件 40H2")&)对假设模型进行

了检验# 模型拟合度采用公认指标K'"L'"(M'8"K'8L来衡量# 一

般认为"!"#$% 的值应小于 8"/0/ 和 /0234 的值应

小于 )&)."*+,&4*+,&,+,和 5+,的值应大于 )&-" 且越

接近 '越好"7*+,和 7:+,的值应大于 )&).# 模型拟合

结果如表 8$初始模型%所示#

从表 8可以看出"各项指标均达到了要求"模型拟

合度良好#但在模型假设检验中"我们发现 O8&O.&O(

并未通过假设检验$见表 1%"说明选举认知水平和选

举态度对选举行为的影响不显著" 选举认知水平对选

举态度的影响也不显著#

根据简约拟合度原则" 我们去掉了 O8&O.&O(三

条路径"得到如图 "所示的修正模型# 经检验"修正模

型的各项拟合指标均达到了标准" 且简约拟合度有所

上升$见表 8%# 修正模型拟合标准化解如图 "所示#

类别 人数$P% 类别 人数$;%

性别$:Q(1-% 学科$:Q(1-%

男 881$.'&.% 理工 8""$1-&(%

女 8'.$19&.% 农医 "-$1&.%

年级$:Q(1-% 文史哲 .($9&(%

大一 '('$"1&9% 经管 ")'$8'&)%

大二 '-'$"-&1% 其他 1'$(&8%

大三 "8'$8.&(%

学生干部

$:Q(1-%$:Q(1-%

大四 (($')&"% 是学生干部 8.6$..&)%

政治面貌

$:Q(1-%$:Q(1-%

不是学生干部 "-"$1.&)%

党员含预备 '-'$"-&1% 家庭背景$:Q(1-%

团员 18($(6&"% 家人有在党政机关 '1"$"'&-%

群众及其他 ""$8&1% 没有家人在党政机关 .)6$69&'%

表 ! 样本基本变量的描述统计

潜在

变量
观察变量 5=DEI@?J @ N0H

因子

负荷
特征值

选举认

知水平

人大代表的选举程序$!6%

)&96" )&6-.

)&9)8

"&-'(

人大代表的权利$!9% )&-).

人大代表的义务$!-% )&-)8

人大代表选举的意义$!')% )&6((

选举

态度

人大代表选举是否能选出代表

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8%

)&6'. )&(86

)&(9(

'&-.)

人大代表选举制度设计是否合

理$!'1%

)&91)

人大代表选举是否公开透明

$!'.%

)&91"

选举

动机

你参加选举有自豪感和荣誉感

$!'(%

)&61) )&6..

)&(18

"&".6

你参加选举是为了选出真正代

表民意的人大代表$!'9%

)&9).

你参加选举是为了行使自己的

权利$!'-%

)&6(9

你参加选举只是为了例行公事

$!")%

)&((9

选举行

为倾向

如果条件允许"你是否愿意去参

加人大代表选举$!"'%

)&()1 )&(')

)&6"1

'&.'(

人大代表选举你是否会去主动

参加$!""%

)&6-9

如果参加选举"你会选择能代表

自己意愿的人$!".%

)&.)6

表 " 信度和效度分析结果

表 # 模型拟合度指标结果

表 $ 模型假设检验结果

研究假设 O' O" O8 O1 O. O(

标准化路径系数 )&(8 )&"( )&)- )&88 )&)( )&)"

7值 )&))) )&))) )&''' )&))) )&"66 )&6'"

检验结果 通过 通过 未通过 通过 未通过 未通过

(.



!三"讨论与分析

!"通过了检验假设!并且发现!选举动机越强烈!

选举行为倾向越大!这与动机理论是相吻合的!一切需

要和心理活动都要转化为动机才能真正促进人的行

为"在实际生活中!很多人会因确信其投票不会对投票

结果产生任何影响而不愿意参加投票!但一般而言!行

使公民权利所带来的满足和利益! 以及不参加投票所

面临的社会压力! 也足以促使大多数的人们参加投票

活动#"$%

" 行为科学认为!只有当需要达到一定的强度!

再加上客观条件即诱因的刺激时! 两者共同作用才能

最终形成人的行为! 这对选举动机与选举行为倾向的

关系也具有很好的解释性"

!&通过了假设检验!即选举认知水平越高!选举

动机越强烈"虽然所调查的都是大学生!但对人大代表

选举的认知却是有差别的!它会受专业#家庭背景#政

治面貌等因素的影响" 虽然选举认知水平对选举动机

有显著的影响! 但这种影响较选举态度对选举动机的

影响要弱"

!'未通过假设检验!即选举认知水平对选举行为

倾向的影响并不显著"所以!认知水平与选举行为倾向

虽有重要联系!但这种影响并非直接的#决定性的" 认

知要变成行为!中间还有许多中间变量和可变变量!而

选举动机在本研究中即是这个重要变量"

!(通过了假设检验!即选举态度对选举动机存在

显著正相关关系" 这与之前的理论依据$人的需要#兴

趣#爱好#价值观等都需要转化为动机后才能对活动产

生动力作用%相匹配"

!)未通过假设检验!即选举态度对选举行为倾向

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其原因与选举认知水平对

选举行为倾向的影响有相似之处! 选举态度也需要作

用于动机才能对选举行为产生影响! 而且在这个过程

中还会受到外界环境和大学生个性特征等因素影响"

这是因为相比其他社会群体而言! 大学生更加理想主

义!更容易被外界环境所影响!当他们认为选举公正#

公开#民主!能选出真正让他们满意的代表时!就会有

较高的热情和积极性!从而选举动机更加强烈&反之!

如果外部政治环境较差! 认为选举不公正或者被选举

出来的人大代表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时! 就会相当消

极!甚至产生抵触心理"

!*未通过假设检验!即选举认知水平对选举态度

的影响并不显著"这是因为在研究中发现!虽然调查对

象均来自$+,,工程%大学!但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民主

意识与他们的综合素质并不成正比! 选举认知水平普

遍偏低! 对选举以及人大代表制度的了解程度的均值

都低于 '分'总分 )分("在这种状况下!大学生很容易

产生从众心理!人云亦云!不认真分析也不顾是非曲直

而盲目从众&同时还会受到许多固定观念的影响!导致

选举认知水平对选举态度的影响不显著"

此外! 我们在进行基于人口统计特征的多群组结构

方程模型分析时还发现!在性别#年级#专业#政治面貌#是

否为学生干部和家人是否有在党政机关工作的群体里!

各假设路径虽有微小变化!但并无显著性差别!因此!模

型对于大学生参与选举影响因素的解释具有普遍意义"

五#结论与启示

研究表明! 动机理论对大学生参与选举的影响因

素有较好的解释性! 并对我们提高大学生人大代表选

举参与度具有较好的参考和借鉴意义"在研究中!发现

选举认知水平和选举态度都需要作用于动机! 才能对

选举行为倾向产生影响! 从而选举动机成为影响选举

行为倾向中最重要的因素"因此!提高大学生人大代表

选举参与度! 除了要提高大学生的选举认知水平和选

图 ! 修正模型拟合标准化解

**



举态度!更要进一步激励他们的内在动机!营造一种良

好的政治环境!让他们参与选举的意愿更强烈!更好地

行使他们的权利" 但是!调查数据显示!在 !"#名大学

生中!仅有 $%&人#'()$*$参加了本次人大代表选举!

"##人#+!)#*$都未参加!其未能参加选举的因素前三

位包括户籍 #'!),*$% 对选举人不了解或了解甚少

&'!)"*$和对选举时间地点等相关信息不知晓&'()&*$'

可见!除了户籍限制的客观原因!影响最大的则是对选

举人不了解或了解甚少以及对选举时间地点等相关信

息不知晓" 研究假设 -!未能通过检验!也在一定程度

上验证了这一点"因此!要提高大学生人大代表选举热

情和积极性!应首先重视大学生群体!把他们当作参与

人大代表选举的重要组成部分! 让大学生更有主人翁

意识和权利义务意识"一方面要创造更多条件!让他们

参与到选举中来( 另一方面也要引导他们进行理性投

票!促进有序政治参与) 其次!要提高对选举人和选举

的时间地点等信息的发布和宣传力度! 并且消除大学

生对选举以及人大代表制度的刻板印象! 提高对选举

的认识"此外!人大代表选举特别是县乡基层选举中所

存在的问题也有待改进!应该走向更加民主%透明%公

正的道路"随着我国民主政治的不断加强!各种制度的

不断完善! 大学生参与人大代表选举的积极性也必然

会逐步提高" 当然!研究中发现的不少结论!还有待进

一步地探讨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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