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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熟悉，还处于探索、努力适应阶段，因此了解他们的政

治认同状况，关心其在国内学术环境的适应情况，以及适

应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在人才管理和建设方面进行相应改

进和完善，有助于高校更好地引进人才、留住人才。

南京邮电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成立于2008年，是

学校“一体两翼、协调发展”的学科发展思路下开创的研

究型学院的首批代表，学院科研实力位居学校前列，引进

人才时注重考察科学研究能力。学院自成立以来，引进师

资博士学位比例为100%，70%具有海外留学背景。部分教

师有十余年海外留学经历，长期居住在海外，思维方式和

生活习惯受西方教育影响很大。思维严谨、逻辑缜密，自

我要求较高。近几年，国内人才引进政策力度较大，很多

人选择回国发展。截至2022年3月，引进高学历留学人员

总数已经为112人，占总教职工人数的71%。其中高学历海

归人员中非党员人数为72人，学院党员比例为54.7%。关

心高学历青年海归教师的成长，充分发挥和调动他们的积

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发挥好他们的人才智力优势，为

高校加强自身建设、科学发展，保持高校和谐稳定，统筹

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促进高等教育事业健

康发展做出贡献具有重要意义。[6]

影响高学历海归教师政治

认同原因分析及现实表现

政治认同，是指人们在政治生活中产生的一种感情和

意识上的归属感。“人们在一定社会中生活，总要在一定

的社会联系中确定自己的身份，如把自己看作某一政党的

党员，某一阶级的成员、某一政治过程的参与者或某一政

治信念的追求者等等，并自觉地以组织及过程的规范来规

范自己的政治行为。这种现象就是政治认同。”[7]在国家

认同层面，政治认同表现为对国家基本制度的认可、对国

家方针政策的支持。政治认同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是

维护政治稳定的重要条件，是实现和推动政治发展的重要

资源和内容。[8]高校高学历青年海归人才队伍较为庞大，

思想比较活跃，目前，绝大多数人在意识形态上是积极向

上的，他们拥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对党的

路线、方针、政策有着较高的政治认同。[9]以较高的事业

心和责任感奋战在教学科研和管理岗位上。但是随着改革

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变革，外部环境的变化

及信息时代的信息传播，会对他们的意识形态造成一定冲

击，呈现出复杂化和多样化的特点。他们大多有着良好的

教育背景，博士以上学历，学习能力强，在专业知识领域

具有相当优势。同时在意识形态领域他们具有更强的民主

意识和批评精神，思考问题不受束缚，追求学术自由，追

求真理，乐于在各种思潮中进行分析、鉴别、判断和选

择，并不一味服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体现认知

上的多样性。[10]

高学历海归人员的留学经历和教育背景受到东西方

文化的影响，以及归国前后政治立场都会有不同变化，他

们的理想信念、政治意识、回国后的学术发展、人际关

系、相关待遇都会影响到政治认同情况和入党意愿。为了

解高校高学历青年海归人才的思想情况，多次与青年教师

进行一对一访谈，了解其政治认同度。青年海归教师在政

治认同上具有多元化和独特性，他们接受东西方价值观的

洗礼，具有更多的反思能力和批判精神、拥有更多的文化

资本并有足够影响力。[11]海外留学经历会增强青年教师的

“中国情结”，他们正是因为对国家的认同才会选择回国

发展，同时也会主动捍卫自己的价值观和祖国的尊严。世

界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西方敌对势力极力

通过多种途径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新自由主

义思潮、个人主义思潮、大国霸权论、民族主义等，纷纷

利用互联网论坛、各种报告会、研讨会、学生社团等进行

渗透。[12]在与海归青年教师沟通中，他们经常会把现有情

况与海外留学的相关情况做制度上的对比，各种思潮的渗

透对其价值观及政治认同度产生一定的影响。综合分析，

其政治认同度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海归青年教师入职人数逐年增长，但党员教师

比例没有明显提升

近三年材料学院入职的青年教师中，95%具有海外留

学经历。青年教师入职人数有大幅增加，但学院党员教师

比例并没有明显提升，教师党员比例一直在55%左右，海

归青年教师主动对党组织的认可度了解和关注度不高，政

治认同方面表现为会首先选择加入民主党派或者认定为无

党派人士。

经过调研发现，现有党员教师的身份大多为本科和

硕士阶段取得，博士阶段由于科研任务比较繁重，无暇顾

及，也鲜有精力去了解加入党组织的具体流程，选择将更

多精力投入到科研学习中。在工作后，学院的政治学习和

相关宣讲活动参与率较低。近五年学院发展教师党员3人，

青年教师入职后的意愿普遍较低。

（二）部分教师入党意愿不强烈，对入党持观望态度

高校海归教师在海外学习交流时，经常会遇到观念

的碰撞、思想的波动和思潮的交锋，价值期盼和思想愿望

多元的特点更加明显。许多青年教师思想独立，喜欢挑战

权威、针砭时弊，有独特的想法和表达。在与其接触过程

中，发现他们政治立场较为坚定，但是对于党内的理论，

尤其是一些较为新颖的政治理论，理解不多，更没有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