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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核心任务，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是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环节。本研究以浙

江省衢州市山区县“一肩挑”村干部为研究对象，利用因子分析法构建包含37项“一肩挑”村干部胜任力要素的评

估体系，为基层干部队伍建设提供理论范式，对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具有实践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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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s the core task of "three rural" work in the new era,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is the key link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This study takes the "one-shoulder" village cadres in Shanqu county of Quzhou City, 

Zhejiang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uses factor analysis to construct an evaluation sys-

tem containing 37 elements of "one-shoulder" village cadres' competency, which provides a the-

oretical paradigm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grass-roots cadres and has practical reference value for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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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

手 [1]。2021年2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中指出要加强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

导，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和乡村治理，持续抓建设促乡村振兴。基层干部队伍素质关系着人心向背和社会和谐稳定，在乡村振兴和农

村发展中起到关键作用，需要发挥其队伍的“领头羊”作用。为了深入贯彻浙江省关于“三支队伍”建设决策部署，努力培养一支基层

建设的“头雁”队伍，浙江省各地展开对“一肩挑”政策的相关实践探索。但在实践中发现浙江省“一肩挑”村干部胜任力方面存在诸

多不足，需要进一步提升，完善基层组织建设。

基于以上背景支持，本文对“一肩挑”村干部所需要的胜任力因素进行相关调查并对其胜任力的现状进行实地调研，力图总结出存

在的问题及其原因，从而对如何提高村干部素质提出相关建议，全方位的提高“一肩挑”村干部整体队伍素质，促进乡村振兴。

一、数据来源与描述性分析

1. 问卷设计。衢州市山区县“一肩挑”村干部胜任力调查

问卷由两个主体板块构成：第一部分是采集受访者人口统计学特

征，涵盖年龄结构、性别分布、教育程度及现任职务等基础信

息，用于后续描述性统计分析；第二部分为核心评估模块，基于

确定的多个胜任力维度，将各专业指标转化为日常管理场景中的

可观测行为，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测量其重要性认知，量表梯度

设置为：1= 非常不重要，2= 不重要，3= 一般，4= 重要，5= 非

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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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据来源。问卷调查以实地问卷调研形式进行，采用分

层抽样、多阶段抽样、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式，在衢州市六个县

市区中抽取部分村镇，选择村广场、村集体休闲区等地点，向群

众发放问卷。此次共发放问卷450份，收回426份，问卷回收率

94.7%。为保证数据的合理性，剔除了填写时间过短的样本、未

填写完全的问卷，以及同一个选项连续出现五次及以上的样本，

最后删去无效问卷21份，共回收有效问卷405份，问卷有效率为

89.6%。 因开化县地处浙江西部中山、低山丘陵区，地理环境偏

僻且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对于本团队的研究更加具有典型性，所

以本项目团队选择以开化县为重点，其他地区酌情发放问卷，其

中柯城区59份，江山市46份，开化县250份，龙游县52份，常山

县43份。从问卷的效度和信度来看，正式问卷的克隆巴赫系数为

0.945，说明问卷总体信度高，可靠性好。

3. 描述性分析。由调查样本可见，女性占比为43%，男性

占比为57%，男性占比多；年龄在35岁及以下的占比为12%，

在36-45岁之间的占比为28.8%，年龄在46-55岁之间的占比为

39.2%，年龄在56岁占比为19.7%；受教育程度在初中及小学的

占比为29.3%，受教育程度在高中及专职的有占比为33.5%，受教

育程度在大专的占比为24.1%，受教育程度在本科及以上的比为

12.8%；身份为村民的占比为46.4%，身份为其它两委干部的占比

为34%，身份为一肩挑干部的为19.5%。

二、指标选取和模型构建

1. 指标选取。本文通过文献分析法搜索相关文献，整合学习

了李琳（2022）[2]、赵忠军、邱宇涵、张伟伟 [3]（2021）、王俊

杰（2023）[4]、 孟凡松（2011）[5]、 刘亚红（2023）[6]、 张彧然

（2019）[7]、黄颖、余秀江（2019）[8] 等相关学者提出的几大胜任

力维度以及具体要素，初步总结出在政治能力、思想品德、知识

结构、工作能力、个人经历5个维度的52个胜任力要素。随后运

用李克特五级量表的形式发放问卷，让15位具有10年以上基层工

作经验的乡镇干部和组织部领导对初步总结出的52个胜任力要素

按照从1到5的重要程度进行打分，随后对总结出的52个胜任力

要素进行适当调整，保留平均得分超过4.9的要素，最终将52个

胜任力要素删选至26个。接着对55名村干部进行访谈，选取认

可度高达65% 以上，影响村干部选拔和考核的4个因素。在村干

部自身认为应该具备哪些能力因素的访谈问题中，选取提到3次

及以上的因素。与第一次专家评估相互补充整合，得到以下37个

具备典型性的浙江省山区县“一肩挑”村干部胜任力要素，用于

研究。

表1：“一肩挑”村干部胜任力要素表

全局意识 实干精神 合作精神 责任感

工作积极性 领导能力 组织建设能力 解决问题能力

知人善任 政治决策能力 依法行政能力 廉洁自律

熟悉村情 为人民服务的意识 正确的自我评价意识 气度胸怀

开拓意识 民主意识 致富能力 沟通协调能力

心理调适能力 群众工作能力 策略规划能力 监督能力

与民沟通能力 前瞻性眼光 村庄治理能力 崇高的政治思想

良好的品德修行丰富的农

村工作经验关系建设能力

学习能力

综合全面能力素质

远大志向

自身修养

乐于奉献

公平公正

2. 模型构建。本文运用 SPSS26.0 软件对整理好的问卷数据进行分析，通过使用因子分析法，将样本数据划分成多个因子，要求每

个因子和问卷的题项进行对应，随后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出多个公因子，并对多个公因子所代表的胜任力维度指标进行归类分析，具

体的因子分析结果中的总方差解释见表2。

表2：因子分析

总方差解释

成分

初始特征值 提取载荷平方和 旋转载荷平方和

总计 方差百分比 累积 % 总计 方差百分比 累积 % 总计 方差百分比 累积 %

1 12.614 34.092 34.092 12.614 34.092 34.092 8.492 22.952 22.952

2 3.563 9.629 43.721 3.563 9.629 43.721 6.353 17.170 40.123

3 3.305 8.933 52.655 3.305 8.933 52.655 4.463 12.061 52.184

4 1.554 4.200 56.855 1.554 4.200 56.855 1.728 4.672 56.855

提取方法：主成分分析法。

为了进一步探索样本胜任力情况，研究对样本数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样本共提取出了四个公因子，每个公因子

的特征值均大于1， 且37个因子旋转后的方差解释率分别为

22.952%、17.170%、12.061%、4.672%，旋转后累计方差解释率

为56.855%，由此可见，基本能够解释绝大部分信息。

（1）一肩挑”村干部胜任力权重分析。通过上文分析可以计

算得到旋转后的公因子方差解释率，根据旋转后的方差解释率计

算各个公因子的权重比例，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借助 Excel 软件



2024.12 | 021

采取归一法计算各要素权重指标，得到每个公因子的权重以及37

个要素指标的权重，计算公式和结果如下所示。

*i i iW Z λ=

( )
37

1
1, 2,3, 4,5i i i

j
W W W i

=

= =∑ ，

（ Zi 是主成分权重；i 是指标成分系数；Wi 是指标客观权重

系数； iW 是指标客观权重）

通过客观权重的分析结果来看，浙江省山区县“一肩挑”村

干部胜任力各个维度之间的重要程度有所不同，其中工作能力维

度的重要性占40.37%、思想品德维度的重要性占30.20%，政治

能力维度的重要性占21.21%、知识结构维度的重要性占8.22%，

因此可以得出影响浙江省山区县“一肩挑”村干部胜任力的能力

按照重要程度依次为：工作能力、思想品德、政治能力、知识

结构。

其 中37个 要 素 重 要 性 平 均 占 比 约 为 2.76%， 最 大 值 为 

4.12%，最小值为 2.27%，高于均值的要素指标有政治决策能力、

表3：正式问卷 37 个要素指标权重表

要素 权重 % 要素 权重 % 要素 权重 %

政治决策能力 3.35 依法行政能力 3.12 廉洁自律 3.42

全局意识 3.36 实干精神 3.38 崇高的政治思想 3.36

自身修养 3.13 正确的自我评价意识 2.5 公平公正 2.34

乐于奉献 2.26 气度胸怀 2.45 合作精神 2.52

责任感 2.86 工作积极性 2.38 开拓意识 2.58

民主意识 2.6 为人民服务意识 2.65 良好的品德修行 2.59

远大志向 2.47 致富能力 2.50 领导能力 2.44

学习能力 2.54 协调沟通能力 2.54 心理调适能力 2.6

组织建设能力 2.64 群众工作能力 2.5 策略规划能力 2.65

监督能力 2.52 解决问题能力 2.58 关系建设能力 2.69

与民沟通能力 2.27 知人善任 2.71 前瞻性眼光 2.46

熟悉村情 2.36 村庄治理能力 2.37 丰富的农村经验 4.1

综合全面能力素养 4.12

全局意识、自身修养、责任感、综合全面能力素养、依法行政能

力、实干精神、廉洁自律、崇高的政治思想、丰富的农村经验。

（2）“一肩挑”村干部胜任力模型构建。文章运用主成分

分析法以及集 Excel 计算了各维度、各要素的权重，客观的确

立了指标的权重，有效避免主观认知判断带来的偏差，由此逐步

构建出了浙江省山区县“一肩挑”村干部胜任力模型。具体解释

如下：

浙江省山区县“一肩挑”村干部胜任力模型是由四个维度

（工作能力、思想品德、政治能力、知识结构）组成，四个维度

下具体包含 37个要素指标，其中排名前十的要素指标有政治决

策能力（3.35%）、全局意识（3.36%）、自身修养（3.13%）、

责任感（2.86%）、综合全面能力素养（4.12%）、依法行政能力

（3.12%）、实干精神（3.38%）、廉洁自律（3.42%）、崇高的政

治思想（3.36%）、丰富的农村经验（4.1%）。通过胜任力模型四

个维度的划分以及权重的计算，最终构建出了浙江省山区县“一

肩挑”村干部胜任力模型。

表4：浙江省山区县“一肩挑”村干部胜任力模型

胜任力维度 要素指标

工作能力
致富能力、领导能力、学习能力、协调沟通能力、心理调适能力、组织建设能力、群众工作能力、策略规划能力、监督

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关系建设能力、与民沟通能力、知人善任、前瞻性眼光、熟悉村情、村庄治理能力

思想品德
正确的自我评价意识、公平公正、乐于奉献、气度胸怀、合作精神、责任感、工作积极性、开拓意识、民主意识、为人

民服务意识、良好的品德修行、远大志向

政治能力 政治决策能力、依法行政能力、廉洁自律、全局意识、实干精神、崇高的政治思想、自身修养

知识结构 丰富的农村经验、综合全面能力素养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1. 结论。“一肩挑”村干部作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力

量，在治理基层、带领群众致富等方面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9]。

本文构建“一肩挑”村干部胜任力模型，总结出基层组织负责人

所需要的能力，为选拔培养一批政治素养高、专业能力强的人

才，推动农村社会经济的建设与发展。具体结论如下：

利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因子分析，共提取出4个公共因子：工

作能力、思想品德、政治能力和知识结构。经过权重分析得知其

重要程度为工作能力（40.37%）＞思想品德（30.20%）＞政治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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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21.21%）＞知识结构（8.22%），37个胜任力要素中重要性

占比最高为综合全面能力素养（4.12%）。因此，“一肩挑”村干

部胜任力素质中，工作能力尤为重要，能力突出可以更高效率完

成工作，满足村民更高层次的要求，提升村民幸福感和满足感。

2. 对策建议。基于上述结论，小组总结出如下建议：首先，

建立健全村干部考核机制，强化村干部法治教育，完善监察机

制，提升村干部的政治能力。其次，坚持提高干部的思想品德，

建立团队建设机制，强化村干部教育培训。再次，公开选拔村干

部与竞争上岗，推出促进人才回流政策，提高村干部们的工作能

力。最后，建立知识学习激励机制，最终可以全方位的提高衢州

市“一肩挑”村干部的整体队伍素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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