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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调查与培育

王越芬，　赵凯丽

（东北林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１５００４０）

　　摘　要：党的十八大提出要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关键在于要大力提升

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认同培育的效果将直接影响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实效。作为高学历青年群体中的佼佼者，研究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程度对主流意

识形态在高校的巩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探索研究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路径，对于促进研究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

践行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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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认为：“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

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

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价值观的养成

十分重要”［１］。研究生群体是党和国家培 养 的 人

才，他们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和践行，有益于发展

校园文化，更有益于主流意识形态在高校巩固。

一、研 究 生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认 同

的现状调查与分析

为了探知研究生群体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认同的现状，课题组通过互联网在高校进行了问

卷调查，共 发 放 网 络 问 卷５００份，收 回 有 效 问 卷

４７８份，有效率９５．６％。为了使样本具有代表性，
选择被调查人员时充分考虑了年级、性别、政治面

貌等因素，为这次研究提供有效的研究数据。

（一）研究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

的成效

十八大以来，在全国兴起了学习践行 社 会 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浪潮，经过广泛的宣传和教育，人
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有了进一步的加

深和提高。在高校，研究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认同度也有所上升。

１．学习的方式多样

调查表明，研究生学习社会主义核心 价 值 观

的方式多样，大部分人选择了至少两种以上的方

式。对于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途径，网络

媒体和课堂教育这两种方式选择较多，部分研究

生也通过书籍、杂志等方式来学习其内容；对于愿

意通过哪种方式来学习这一核心价值观，网络媒

体、课堂传授和社会实践被选择较多；对于哪种方

式更有益于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网络媒体、
讲座、讨论会、课堂传授以及社会实践所占比重较

高。具体见表１。

２．认同度与知晓度较高

通过调查可以看出，当前研究生对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认同度较高。在参与调查的研究生中，
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调查，有３４．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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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完 全 认 同”，５１．６８％ 选 择 “比 较 认 同”，

１４．２７％选择“不 认 同”；对 于 其 三 方 面 内 涵 的 调

查，有３１．５８％表示“基本清楚”，４１．０４％表示“大

概清楚”，２７．３８％表示“不清楚”。从调查 所 得 数

据来看，研究生对这一主导价值观表现出很高的

认同度，完全认同和比较认同比例高达８５．７３％。
涉及到研究生对其内涵的知晓状况时，研究生对

社会主义内涵的知晓度较高，“基本清楚”和“大概

清楚”其内涵的比重约为７２．６２％。

表１　研究生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途径 ％

学习方式 网络媒体 书籍、杂志 讲座、讨论会 课堂传授 家庭教育 自我学习 社会实践

学习途径 ４６．０２　 ２５．３６　 １２．０５　 ５６．８４　 ４．０２　 １２．０６　 １．０８

愿意学习的途径 ５２．３４　 １６．８９　 ６．５８　 ４４．２　 ３．０４　 １６．３２　 ３８．７２

有利于学习的途径 ３９．４５　 １２．６８　 ２１．０３　 ５４．３６　 ８．６５　 １０．９　 ３６．０８

　　３．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愿较高

调查得知，大部分研究生愿意学习和 践 行 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表现出较高意愿。对于“倡导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必要性”的调查中，觉得“非常有

必要”、“有 必 要”和“没 必 要”所 占 的 比 重 分 别 是

２６．２２％、４７．２７％、２６．５１％。以“研究生群体为实

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努力的意愿程度”为题

设计了“愿意”、“不愿意”、“不好说”三个选项，调

查数据显示，研究生群体愿意为实现社会主义核

心价 值 观 而 努 力 的 人 占７２．３１％，不 愿 意 的 占

１４．２３％，还有１３．４６％的 研 究 生 表 示“不 好 说”。
可见，研究生群体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

愿较高。

（二）研究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

中呈现的问题

调查发现，虽然研究生对社会主义核 心 价 值

观的认同度较高，然而也隐含着不容忽视的问题。
主要表现为：

１．认知认同存在表面化

调查数据中有４２９名研究生选择认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在这４２９人中，对于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所包含的内容，选择“基本清楚”和“大概清

楚”的 比 重 和 为７８．３３％，选 择“不 清 楚”约 为

２１．６７％，也 就 是 说 这 ４２９ 名 研 究 生 当 中，有

２１．６７％研究生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却无法

说出其具体内容。这反映出研究生对这一主流价

值观的认知认同存在表面化。研究生对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基本内涵的认识还不够完整、准确和

深刻，比较肤浅，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相关理

论没有进行深入的学习和研究。

２．认同存在不均衡性

研究生由于性别、专业类别、政治面貌以及班

级职务等方面的差异而表现出来的认知度是不均

衡的。从性别来看，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认同度上，女生的认同状况比男生好，男生群体中

认同度为６３．２２％，而女生为８７．６３％；从政 治 面

貌来看，党员群体的认同度为９５．５９％，非党员群

体的 认 同 度 仅 为６３．８９％；从 是 否 有 班 级 职 务 来

看，班委的认同度为９４．５９％，无班级职务的研究

生认同度为８３．８２％；从专业类别看，参与调查的

文科 生、理 工 科 生 以 及 艺 体 生 认 同 度 分 别 为

９５．３５％、８７．６４％、６６．６７％。这 说 明 这 个 群 体 对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的 认 同 有 着 普 遍 的 不 均

衡性。

３．行为认同存在不稳定性

在调查中，研究生群体对社会主义核 心 价 值

观的 认 同 度 为８７．５３％，而 愿 意 为 践 行 这 一 主 导

价 值 观 而 努 力 的 人 数 约 为 ７２．３１％，相 差

１５．２２％。对于诚信问题，在研究生是否应该按时

按期还助学贷款，有１８．３３％的研究生认为“有钱

就按时还，没钱就可以不还”，甚至有３．４４％的研

究生表示“没有强制措施就不还款”，也就是说部

分研究生虽然认可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

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得还不足，说明其

行为认同存在不稳定性。

（三）影响研究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认同的主要因素

１．互联网的负面影响

研究生是网络信息的重要参与者，在 信 息 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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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快捷的时代，研究生利用互联网接触到更多的

信息。互联网的即时性、开放性和共享性也使互

联网成为各种价值观念传播的阵地，当前在互联

网上充斥着各种价值观念，有些价值观念甚至是

过时的、腐朽的价值观。这些观念借助互联网平

台传播到研究生群体当中，对他们的价值选择造

成 干 扰，甚 至 冲 击 着 对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的

认同。

２．学校教育缺乏吸引力

调查结果显示，５６．５２％的研究生认为当前学

校的相关的课堂教育缺乏吸引力，４２．３６％的研究

生认为课堂传授缺乏实效性，与现实结合不紧密，

５５．２３％的研究生认为学校的理论灌输方 法 有 待

改进。一方面，在教育内容上，有的高校对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授往往过于空洞、枯燥、脱离现

实、照本宣科，很少结合时事热点、社会关键问题

与学生进行传授与讨论，导致学生无法认知、认同

社会主义 核 心 价 值 观［２］；另 一 方 面，在 教 育 方 法

上，许多高校对与主流价值观相关的课堂教育还

不能与时俱进，适应新形势，对研究生的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教育还是在课堂上机械地理论灌输，
而没有调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方式，使

得研究生认为课堂教育比较乏味，效率不高，且没

有针对性和实效性。

３．研究生自身的认知不成熟

研究生群体虽然学历较高，但受专业的限制，
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储备并不完善，
且研究生社会阅历较少，对事物的认知还不够成

熟。同时在文化交流的背景下，研究生接触到较

多外来文化，这些外来文化在研究生的认知中发

挥作用，导致他们的价值选择更多倾向于外来文

化而非主导价值观，以致于削弱了研究生对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

二、研 究 生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认 同

的培育路径

习近平指出：“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 挥 作 用，
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

它……要利用各种时机和场合，形成有利于培育

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活情景和社会氛

围，使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
时不有。”［３］从调查结果来看，研究 生 对 社 会 主 义

核心价值观的认同还存在一些不足，我们应该从

发挥模范示范作用、强化学生组织的宣传作用、增

进导师的教育作用等方面着手，加强研究生对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

　　 （一）发挥模范示范作用

班干部、党员是这一群体中的意识觉 悟 相 对

较高的人。调查表明，他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总的认同度比其他同学高。一方面，研究生班

干部、党员一般具有较强的综合能力、社会责任感

和良好的人际关系，在研究生群体中有一定的声

望，他们的言语和行动会受到大家的普遍关注，得
到大多数人的认可。研究生党员、班干部的行为

影响研究生的集体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他们积

极地实践，激励其他研究生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研究生党员、班干部所塑造的良好形

象也就在这一群体中辐射正能量，感染整个群体，
在整个群体中营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环

境。另一方面，研究生班干部、党员也应当在集体

中发掘研究生模范代表，并积极向其他同学宣传

这些模范人物及其相关事迹，让研究生从这些模

范身上汲取精神力量，受之鼓舞，坚持不懈地践行

国家提倡的主流价值观。同时，制定班规班纪时，
应充分考 虑 弘 扬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的 现 实 需

求，将这一主流价值观的内容渗透于班级管理中。

　　（二）强化学生组织的宣传作用

目前，在高校中不断涌现各式各样的 学 生 组

织，如研究生会、社团等。运用这些团体进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教育，是最容易让其接受

方式。首先研究生社团可以定期举办一些学术交

流会，邀请学术大家来为大家讲解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入学术中，使学

术科研与思想教导工作有效统一起来，从学术上

强化研 究 生 对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的 认 知。其

次，社团也可以在活动中进行一些模范人物及其

特殊事件的宣传，让大家在活动中感受榜样的力

量，主动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的内容，同
时，社团之间也可以定期发放一些本社团的专栏

文件，在文件中积极报道宣传国家的大政方针与

时事，让研究生了解国家与社会的倡导的主流价

值观是什么，从而使他们做到与时俱进，弘扬主旋

律。研究生会亦是有很强吸引力的研究生组织，
研究生会可以定期举行一些与学习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相关的会议或举办一些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活动，让研究生从心理上认可和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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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三）增进导师的教育作用

研究生阶段的良师益友就是自己的 导 师，导

师在研究生心里的地位至关重要，导师的一言一

行都对研究生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在研究生眼

里，导师是他们崇拜模仿的对象，他们信任自己的

导师，也愿意听从他们的教导。导师对他们的影

响不仅体现于学术研究中，更体现于隐性人格与

价值观塑造这一过程中，所以，导师是研究生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落到实处的关键人物。一个成功的

导师对学生的影响绝不应该仅仅只是学术上的引

导，而是应该用自身的人格魅力潜移默化影响学

生，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导师是研究生人

生道路的指引者，更应该是他们效仿的榜样。所

以，导师要在搞学术的同时，以自身行动来教育影

响研究生的个人的思想品性，引导其在人生道路

上的价值选择，同时导师应响应国家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感召，主动对研究生围绕主流价

值观展开思想教导工作，鼓励研究生参与各式各

样的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活动，关注国家

时政，胸怀高远报负，毫不犹豫地扛起建设祖国的

重任，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四）优化校园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

环境可以影响并塑造人，充满文化气 息 的 校

园环境会潜移默化影响研究生的价值选择。学校

的风 气、氛 围 等 都 或 多 或 少 地 对 研 究 生 起 作 用。
在学校期间，是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熏陶的

最佳时期。学校有许多可以用来传播主导价值观

的媒体，如校报、广播。学校作为研究生生活学习

的中心，应当通过这些媒体向研究生输送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引导舆论向

主流价值观发展，使这一主流价值观渗入到研究

生的思维方式中。学校可以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含义体现在校园网站主页，以此来达到宣传效

果，让研究生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要

义；同时学校还可以利用校报做相关主题的专栏，
在班级中举行手抄报比赛等；也可以利用校园广

播定期播放宣传典型人物的事迹，特别是校园中

践行社会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的 典 型 人 物 与 事

迹，以此来营造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校园

风气，强化舆论引导。同时，外在的环境对个人的

价值选择产生一定的约束力，良好的校园氛围有

利于研究生选择符合社会主流的价值观，使他们

对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的 认 同 在 文 化 熏 陶 下

养成。

　　（五）开展实践活动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应当回 到 实 践

中去。“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仅具有

普遍 性 的 品 格，而 且 还 具 有 直 接 现 实 性 的 品

格”［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真正被实践，才

具有意义。培育研究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认同，还要通过实践来进行。首先学校可以与一

些社会机构进行对接，定期举行一些志愿服务活

动，让研究生有机会走出校园去实践，如：去敬老

院看望老人、帮助残疾人等；同时，也应该鼓励研

究生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如：暑期“三下乡”活动、
支教活动，还可以由教师带领研究生去进行实地

调研，这样可以获得第一手资料，亲身感悟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在实践中逐渐升华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内容，达到情感认同。同时，学校也可以

对在实践 中 表 现 突 出 的 研 究 生 进 行 评 比 表 彰 活

动，起到对他们的事迹进行宣传的作用，并以此来

鼓励他们“争先创优”，更好地认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

　　（六）加强理论学习

作为研究生，应认真学习与社会主义 核 心 价

值观相关的理论，提升自身理论水平，加强理论自

信，在理论洗礼中，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

自我 的 行 为 操 守，并 引 导 自 身 行 为，规 范 日 常 行

为。同时也应看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渊源所

在，认真学习优秀传统文化。再次，要在校园纪律

守则的约束下养成高尚的品德素养。要主动利用

校园的规章制度约束自我，规范自身行为，强化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行动自觉，在遵守校规校

纪中，逐渐形成规范的道德行为习惯。最后，要将

理论付诸实践，在实践中不断认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

　　三、结语

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是其民族和国家的社

会 秩 序 赖 以 维 持、社 会 系 统 正 常 运 转 的 力 量 之

源［５］。这正如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所 言：“如 果 一 个 民

族、一个国家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莫衷一是，
行无依 归，那 么 这 个 民 族、这 个 国 家 就 无 法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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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６］。研究生是我国重点培养的人才精英分子，
他们是未来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主力军，肩负着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他们有义务为国

家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而努力，有责任为社会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而贡献力量，爱国、敬业、诚
信、友 善 更 是 作 为 研 究 生 应 该 有 的 情 怀 与 素 养。
所以，他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对于国

家、社会以及自身都至关重要，关系到能否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新时期，面

临的压力也不断增大，加之全球化的不断深化，也
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成巨大的考验，不断涌入

的西方文 化 及 其 价 值 观 冲 淡 了 研 究 生 的 价 值 选

择，甚至扭曲其价值观。当下校园里的不和谐声

音频频传出，如因室友之间的不友好而引发的室

友被杀案等，这些事件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因此增

强研究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强化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就显得尤为迫切。“培育和

践行核心价值观，一定要在增强认知认同上下功

夫，使其家喻户晓、深入人心”［７］。增 强 他 们 的 认

同，既有助于提高研究生群体的素养，还可以促进

社会良性进步，加强人与人之间友善，实现“国家

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伟大中国梦，为中国

的发展注入活力。

参考文献：

［１］胡敏．青 年 价 值 取 向 与 社 会 价 值 取 向［Ｎ］．中 国 青 年

报，２０１４－０５－２６（２）．
［２］王奎莉．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的 培 育 践 行 途 径 研 究

［Ｊ］．石家 庄 铁 道 大 学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２０１５，９（４）：

８２－８５．
［３］把培育和弘扬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作 为 凝 魂 聚 气 强

基固本的基础工程［Ｎ］．人民日报，２０１４－０２－２６（１）．
［４］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Ｍ］．北京：人民出

版社，２００９：５２７．
［５］林伯海，易 刚．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大 众 认 同 的 外 在

机理探析［Ｊ］．马克思主义与现实，２０１５（３）：１６２－１７０．
［６］习近平．青 年 要 自 觉 践 行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在 北

京大学师生座谈会 上 的 讲 话［Ｍ］．北 京：人 民 出 版 社，

２０１４：４．
［７］刘云山．着力培育和 践 行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Ｊ］．求

是，２０１４（２）：３－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Ｖａｌｕｅｓ
Ｗａｎｇ　Ｙｕｅｆｅｎ，Ｚｈａｏ　Ｋａｉｌｉ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ａｒｂｉｎ，１５００４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１８ｔ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ｐｕｔ　ａ　ｆｕｌｌ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ｎｅｅｄ　ｔｏ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ｆｏｓｔｅｒ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ｃｏｒ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ｖａｌｕｅｓ，ｗｉｔｈ　ａｎ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　ｇｏａｌ　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ｄｒａ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ｔｏ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ｗｉｔｈ　ｃｏｒ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ｖａｌｕｅｓ．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ｕｌ－
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ｗｉｌｌ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ｃｏｒｅ　ｖａｌｕｅｓ．Ａｓ　ａ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ｈｉｇｈｌｙ　ｅｄｕｃａｔｅｄ

ｙｏｕｔｈ，ｔｈｅ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ｃｏｒ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ｈａｓ　ｆａｒ－ｒｅａｃｈｉｎｇ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ｔｏ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ｅ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ｃｏｒ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ａｔｈ　ｏｆ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ｃｏｒ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ｉｓ　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ｃｏｒ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ｃｏｒｅ　ｖａｌｕ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ｓｕｒｖｅｙ；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８４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１１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