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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交网络的发展，将表达个性、追求平等话语杈的网络革命推向新的顶点，为高校学习 

型基层党组织建设提供了一个优秀的信息共享以及交流平台。分析了高校学习型基层党组织的背 

景、内涵和意义，探讨了高校学习型基层党组织建设 目前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利用社交网络平台 

进行高校学习型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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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Et益国际化、全球化环境下，学习已成 

为一个国家、政党、组织能否持续进步的关键性因 

素。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 

型政党的重大战略任务，强调要把各级党组织建设 

成为学习型党组织。高校基层党组织作为党组织体 

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处于教学、科研、服务社会的 

最前沿。加强建设高校学习型基层党组织，是新形 

势下增强高校党组织建设工作活力和推进马克思主 

义时代化的内在要求，也引起了学界的重视 (岳志 

春等，2012)。 

一

、 学习型基层党组织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强调，要进一步巩固和加 

强党的基层组织，着力扩大覆盖面、增强生机活力， 

使党的基层组织充分发挥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 

聚人心、促进和谐的作用，并从全面推进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全局 

出发，提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重大战略 

任务，强调要把各级党组织建设成为学习型党组织 

(洪礼章，2011)。 

高校党组织作为党的组织体系的有机组成部 

分，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中起着重要 

的作用，而高校基层党组织处于教学科研、管理育 

人及引领社会的最前沿，是党在高校全部工作和战 

斗力的基础 (范多彪，2011)。引入现代学习型组织 

理论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是新形势下增强高校党 

组织建设工作活力和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内在 

要求。 

学习型党组织是将学习作为固有特征的党组 

织。它要求党组织具有自觉学习的意识，主动学习、 

善于学习、恒久学习，形成学以致用、用以促学、 

学用相长的良性循环。各级党组织要成为学习型党 

组织，必须通过政治化、制度化的学习活动，采用 

互助式学习方法，向书本学习、向实践学习、向群 

众学习，达到党组织整体素质的提高，从而实现党 

的政治目标。 

高校学习型基层党组织并非是基层党组织与学 

习型党组织的简单叠加，而是两者的有机结合，并 

且融合了高校特有的教学科研等特征。高校学习型 

基层党组织赋予了 “学习”更加深刻的内涵，在学 

习型党组织的基础上还具有了乐于学习、善于学习、 

团队学习、自觉学习、终身学习的特征。 

(一)高校学习型基层党组织建设，为高校提供了 

正确的政治方向、思想认识、价值取向和组织保障 

在担负着为党和国家培养人才重任的高校中， 

由于受外界不 良风气的影响，部分党员政治方向模 

糊，思想认识不清，价值取向混乱，缺乏组织纪律 

观念。因此，我们迫切需要建设高校学习型基层党 

组织，把学习作为基本特征，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头脑，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认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杨元妍，2011)。 

(二)高校学习型基层党组织的建设，是构建和谐 

校园的重要保障 

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明 

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并将其 

作为加强党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 (李小聪等， 

2010)。对于高校而言就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校园， 

即一种以和衷共济、内和外顺，协调发展为核心的 

素质教育模式，是以校园为纽带的各种教育要素的 

全面、自由、协调、整体优化的育人氛围，是学校 

教育各子系统及各要素间的协调运转，是学校教育 

与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和谐发展的教育合力，是以 

学生发展、教师发展、学校发展为宗旨的整体效应。 

建设高校学习型基层党组织，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校园奠定了基础，提供了重要保障。 

(三)高校学习型基层党组织的建设，是提高高校 

基层党组织建设科学化水平的迫切需要 

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迫切需要科学化、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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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规范化 (宋荣华，2011)。建设高校学习型基层党 

组织，强调学习是全体党员的共同责任，要求全体 

党员主动学习、善于学习、恒久学习，从而形成学 

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的良性循环；同时更 

加强调建立科学完备的学习制度，推动全党学习的 

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并突出了高校基层党组 

织乐于学习、善于学习、团队学习、自觉学习、终 

身学习的特征，提高了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科学化 

水平 。 

(四)高校学习型基层党组织的建设，是提高广大 

师生党员理论水平的重要途径 

我们身处一个大发展大变革的时代，知识创新、 

知识更新速度大大加快，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如 

果不加强学习，就会落后于时代 (蔡晓平，2011)。 

高校基层党组织处于教学科研、管理育人及引领社 

会发展的最前沿，是党在高校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 

基础，更加需要我们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 

时俱进，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一 

切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真理，努力提 

高理论水平，从而正确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二、学习型基层党组织建设存在的问题 

建设学习型党组织是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 

党的基础工程，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高校学习 

型基层党组织作为学习型党组织的有机成分，在发 

展过程中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仍存在一些 

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基层党组织成员之间联系疏松，关系强度弱 

首先，外部环境上，近年来由于高校合并以及 

招生规模扩张，许多学校都建有多个校区，在党支 

部的设置上，不可避免地存在跨校区、跨专业、跨 

班级的问题。一个支部的成员分散在几个校区、不 

同的专业或班级，给基层党组织活动带来了不少困 

难。其次，基层党组织内部各分支部联系疏松，各 

自为政，从而导致整个组织密度较低，信息传递有 

障碍，成员对组织的满意度较低。为了便于管理， 

基层党组织一般分为几个分支部，分支部之问几乎 

没有沟通或是沟通很少，同时，部分党支部边缘成 

员不能及时获得信息，从而对基层党组织满意度降 

低。最后，对于入党积极分子或刚加入党组织的新 

成员，重视程度较低，不利于新成员作用的发挥， 

致使新成员参与党内活动较少，与党内其他成员联 

系也较少。 

(二)基层党组织内工作分工不明确，重视程度不够 

在推进学习型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工作中，多头 

管理、分散管理、重复管理等现象时有发生，极大 

地制约了学习型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的顺利推行 

(刘冀瑗，2OlO)。具体表现为：第一，部分基层党 

组织对于如何领导和开展学习型基层党组织建设认 

识不深。第二，基层党组织领导人对于学习型基层 

党组织建设工作不重视，责任意识薄弱。第三，部 

分领导人工作方式过于粗放，没有因地制宜的开展 

工作，而是照搬原来的老套路，导致工作效率低下。 

(三)党组织活动内容单调，形式缺乏创新 

高校基层党组织活动多以组织生活为主，而组 

织生活又多以学习文件为主，形式单一，难以激起 

党员参与组织活动的热情 (吴小绒，2010)。有些基 

层党组织的活动甚至脱离了学校或者学院的工作重 

心，独立开展不符合党员需求更不切合学校需求的 

组织活动，使基层党组织的工作游离在学校中心工 

作之外。而且基层党支部还由于党员发展工作任务 

繁重，党组织活动有被党员发展工作所替代的现象。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基层党组织活动形式缺乏创新， 

缺乏活力，很少积极主动开展工作，即使是开展了， 

工作也多是浮于表面。 

三、社交网络运用于学习型基层党组织建设的 

探讨 

社交网络的理论基础是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 

米尔格伦(Stanley Milgram)于 20世纪60年代最先提 

出的六度分割理论，认为任何人与一个陌生人之间 

所间隔的人不会超过六个，也就是说，最多通过六 

个人就能够认识任何一个陌生人 (STANLEY，1969)。 

互联网络正以惊人的速度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的 

进程和人类的未来，改变着人们的学习、生活、工 

作与思维方式，冲击着当前高校学生的思想理念、 

行为模式、价值取向、心理发展和道德观念等 (郁 

晓华，2011)。网络环境下，推行高校基层学习型党 

组织建设，必须拓展建设学习型基层党组织网上根 

据地，而社交网络就可以为党组织建设资源的整合 

以及有效共享提供平台。SNS作为一个出色的网络 

社交平台的同时，也是一个优秀的信息共享平台， 

与传统的网络数据库相比，它拥有即时、立体、多 

维等优势，极大地方便党组织成员对各类资源的管 

理、搜索和分享，能够有效地解决学习型基层党组 

织建设的现存问题。具体解决措施如下： 

(一)加强基层党组织成员的互动交流，增强成员 

之间的情感支持 

为解决跨校区、跨专业、跨班级组建党支部而 

带来的交流问题，建议使用社交网络工具，构建党 

组织成员直接的信息交流的平台，通过共享开放式 

学习资源加强成员间的资源共享，并拉近党支部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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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之间的距离。 

建立党支部的人人网公共主页，主要可用于发 

布涉及支部各成员的各种信息及支部活动通知等。 

因为高校学生大多数都有频繁浏览人人网的习惯， 

所以以人人网公共主页的形式发布通知具有可靠的 

可达性和宣传性。建立党支部 QQ群，主要用于支部 

成员之间的即时沟通。QQ作为国内覆盖率第一的即 

时通讯工具，在大学生中更是盛行，所以建立支部 

QQ 群可以有效加强成员之间的信息交流以及情感 

的沟通 (王经勇，2010)。支部书记或者其他委员也 

可以在成员在线率比较高的时候，适当的在群里发 

起大家比较感兴趣的话题引起大家的注意，或者对 

大家进行简单的问候让大家感受到党组织这个大家 

庭的温暖。 

除此之外，还可以根据支部成员的需要，合理 

利用语音聊天、微博、微信等其他多种网络工具来 

加强成员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因为各个支部的具体 

情况不同，支部成员们主要使用什么样的网络工具 

也不同，要因地制宜地进行选择。 

(二)完善党组织内部组织结构，调动党组织全体 

成员的积极性 

在选配党组织书记时要注重能力和素质，还注 

重工作期间的定期培训和考核，使其在复杂多变的 

环境下能够更好地领导党组织发挥更大的作用 (何 

家义，2011)。党支部书记大多处于支部的中心地位， 

他们对于学习型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重视程度会很大 

程度上影响到其他党支部成员。应该加强党支部书 

记教育，让他们明确学习型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重要 

性和意义，从而能更好的发挥其主导作用。同时， 

将党组织内部以及各支部之间的联系紧密程度作为 

党支部书记的一个考察因素，促使党支部书记重视 

并将学习型基层党组织建设落到实处。 

重视 “桥梁”人物的作用。除了党支部书记以 

及其他党支部委员之外，还存在着一部分充当着 “桥 

梁”作用的核心人物。通常而言，他们都是平时生 

活中比较活跃，能积极参与党组织活动中的人。他 

们处在社会网络的中介位置，在信息传递过程中拥 

有着很大的控制力，但很多这样的成员却没有担任 

任何职务。应该充分发挥 “桥梁”人物在整个社会 

网络中的组织和引导作用 (陈向东，2006)。结合社 

交网络工具，可以让 “桥梁”人物合理利用社交网 

络的方法，比如积极分享党支部的人人主页所发布 

的消息，日志及通知等。 

关注边缘人物，营造和谐 良好的党组织氛围。 

经过研究分析发现，党组织整体联系疏松，结构松 

散，很多人处在中心的边缘，整体联系疏松，关系 

强度差 (黄翠银，2010)。研究表明整个党支部分为 

小团体，据了解与各分支部划分有一定的关系。各 

分支部按照系别和班级划分，导致党组织成员会与 

自己专业相同或相近的成员之间比较熟悉，而很少 

有机会与其他分支部的成员进行交流。建议跨班级 

跨区域组建党支部以及分支部，促进不同系别、不 

同专业、不同班级的成员进行互动，加强整个网络 

的联系紧密度。 

(三)创新党组织活动，创新工作方式 

组织的学习活动加强实践性，不仅仅局限于在 

学校内学习党的政策方针等理论知识，可以走出校 

园，通过活动实践来强化理论知识的学习，加深大 

家对党的方针政策的感受和体验，比如 “走进中国 

农村改革发源地——小岗村”的活动，可以让大家 

深切地感受党员为人民服务的无私精神，这种实践 

体验带给大家的影响远大于单一的理论知识学习。 

运用学习讲坛、读书会、知识竞赛、技能比赛、 

参观考察等广大党员喜闻乐见的手段，特别是结合 

党和国家重大政策出台、重大活动开展和重大节庆 

日纪念日等契机，不断丰富完善工作抓手。 

创新工作方式，支部各委员可轮流管理人人网 

主页、QQ群等党支部互动平台，与支部成员进行有 

效的网络互动，比如对支部成员的状态进行评论或 

者分享，以此来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也可以在主 

页上发布一些大家感兴趣的状态或者日志等，来吸 

引大家共同在支部公共主页上进行交流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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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application of social network to primary learning-type party 

construc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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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 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network，people can freely express their opinions．This takes the Internet 

revolution of the personal expression，pursuit of equal fight to a new climax．Social netw ork provides an excellent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exchange platform  for primary learning—type party construc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background，connota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primary learning—type party organiz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discusses the existed problems，and proposes new means which makes full use of social 

netw ork to constru ct the primary learning—type party organiz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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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与媒体和民众沟通，通过各种渠道发布权威信 

息，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在全面了解了事件真相之 

后，公众的疑虑和不满得以消除，负面舆论的扩散 

就失去了动力，从而有效化解政府的舆论危机，避 

免群体事件的爆发。 

(五)建立健全网络法律法规体系 

法律是最具强制力的社会控制工具，也是应对 

网络群体性事件的重要手段。建立和完善网络法律 

法规体系，是保障互联网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利 

用法律来规范网民的网上行为，对散布不良信息和 

谣言、煽动对社会的不满情绪、攻击国家政治制度 

和借用群体事件实施颠覆破坏活动的不法分子，要 

依法严惩，从而避免恶性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六)加强网络道德建设，提高网民道德素质 

由于网络行为的匿名性和 自由性，造成网民在 

网络信息传播过程中无所顾忌，有可能在情绪喧泄 

中有意无意地制造和传播了负面信息，成为网络群 

体性事件的诱因。所以加强网络道德建设，明确在 

虚拟空问中网民的道德义务和责任，提高网民的自 

律意识，避免和控制不良信息的传播，从而有效减 

少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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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netw ork group events have skyrocketed in recent years，which are affecting the building of a 

harm onious society．Its appearance has deep social and political roots．Based on the scientific analysis of the type of 

the events，the article explores the reasons for the outbreak of the network group events，and furtherm ore puts 

forward some appropriate countermeasures to prevent the netw ork group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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