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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进入新时代后，工会通过制度和机制的改革和创新来强化工作。基于现有文献和相关政策文件，总结高

校工会创新发展的相关指标，运用解释结构模型和交叉影响矩阵相乘法，实现了对高校工会创新发展指

标的层次认识和关联强度分析，在一定程度上能有效激发高校工会活力，满足教职工日益增长的工作和

生活需要，推动高校工会的改革和创新，适应新一轮高校工会工作改革和创新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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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entering the new era, trade unions strengthen their work through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systems and mechanisms. Based on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and relevant policy document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relevant indicators of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rade union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uses the interpretative structural model and cross-influence matrix 
multiplication to realize the level understanding and correlation strength analysis of the inno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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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an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of trade union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a certain extent, it 
can effectively stimulate the vitality of trade union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meet the growing 
work and life needs of teaching staff, promote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trade unions in col-
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adapt to the needs of a new round of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trade 
union work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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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校工会是高校教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群众组织，其作为服务高校教职工，推动高校工作的核

心组织，更是连接党组织与教职工之间的重要桥梁。工会创新发展在高校发展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

位，准确判断一所高校的工会建设是否达到预期水平，以及衡量和评价其建设效果，对推动各高校理论

研究与实践探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深化工会组织改革和建设，有效发挥桥梁纽带

作用，这对新时期的工会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因此，探析科学合理的高校工会创新发展指标，

开展高校工会创新发展研究，充分发挥高校工会的职能作用，提升高校工会工作的实效性和工作效率，

适应新一轮高校工会工作改革和创新的需要。 

2. 高校工会创新发展 

从我国高校工会的现实情况出发，对高校工会创新发展的相关指标进行评估，应该能够科学、全面、

客观和公正地反映其真实的内涵。目前已有部分文献对工会指标体系进行研究，尝试建立适合我国高校

工会的指标体系。 
指标的选取应从高校工会的现状出发，围绕高校工会的特点和需求进行。指标体系是高校工会创新

发展的具体化体现。在参考《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

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讲话等相关政策文件以及学界关于高校工会的研究基础上，对高校工会创新发展

的指标进行总结，再结合高校工会的发展态势，本文按组织建设、素质工程和维权与服务对高校工会创

新发展的指标进行划分，确定影响高校工会创新发展的指标。 

2.1. 组织建设 

新时代背景下，党建在引领和促进工会建设中占据主导地位，对工会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党建始终

工围绕党中央精神发挥宣传导向作用，坚持以先进的理论知识和政治原则为指导，推动工会的行政模式、

组织形式等多方面创新发展[1]；坚持党建引领，有利于增强高校工会凝聚力[2]。在党建引领高校工会发

展的同时，高校工会需明晰工会组织人员架构，落实工会组织教育、管理、教职工代表大会维权监督职

能，优化民主管理，更好发挥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在提升学校以及高校工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水平和转型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然而部分工会尚未对党的政策规章进行深入学习，党建引领的作用未能

充分发挥[3]。党建工作和工会工作的结合力度明显不足，高校工会工作的展开并没有得到学校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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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少学校的行政支持，以致于工会不能处理好与校党委的关系。工会在坚持党的领导同时，难以维持自

身的发展[4]。 

2.2. 素质工程 

高校工会坚持围绕党建中心，高校工会组织需提高工会服务大局与基层群众的意识，切实加强高校

工会系统党的思想建设，为不断适应新形势下高校工会工作创新发展的新要求。加强对教职工专业能力、

职业素养的培训。 

2.3. 维权与服务 

随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高校工会不断筑牢思想政治基础，以教职工为本，切实全面

维护教职工合法权益。应推动高校工会服务体系变革，创新服务内容与方式，激发工会服务效能的发挥

[5] [6]，维护教职工合法权益，增进教职工福利保障，提供慰问帮助、健康维护等服务，是提升教职工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举措。部分工会尚未对党的政策规章进行深入学习，党建引领的作用未能

充分发挥，导致工会服务意识低下，服务内容欠缺[3]。 
设定高校工会创新发展为 S1，影响高校工会创新发展的指标设为 S2，S3，…，Sn，如表 1 所示。 

 
Table 1. Set of indicators affecting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y trade unions 
表 1. 影响高校工会创新发展的指标集合 

序号 指标 符号 

1 组织建设 S2 

2 素质工程 S3 

3 维权与服务 S4 

4 党建 S5 

5 工会建设 S6 

6 教代会建设 S7 

7 经费 S8 

8 宣传工作 S9 

9 师风师德 S10 

10 党风建设 S11 

11 文体活动 S12 

12 权益保障 S13 

13 慰问帮助 S14 

14 健康维护 S15 

15 福利及服务 S16 

3. 基于 ISM-MICMAC 的高校工会创新发展指标体系的整体影响分析 

3.1. 基于 ISM 的关联分析 

解释结构模型(ISM 模型)能够利用系统要素之间已知的零乱关系，用于分析复杂系统要素间的关联结

构，揭示出系统内部结构。通过 ISM 模型确定影响系统的各因素及相互关系，利用关联矩阵原理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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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技术，分析各因素间的关联性和层级关系，最终确定主(次)要因素及其关联结构。基于 ISM 方法的高

校工会创新发展指标分析步骤如下： 
1) 分析各指标之间的关系，建立邻接矩阵 A。 
2) 根据邻接矩阵计算可达矩阵 M。 
3) 将可达性矩阵划分为不同层级。 
4) 绘制 ISM 模型。 

3.1.1. 基于高校工会创新发展指标相互关系建立邻接矩阵 
根据表 1 影响高校工会创新发展的指标，通过量化各因素之间的关系，构建一个 16 × 16 的邻接矩阵

A。指标 Si 对指标 Sj 的影响情况，由 1 代表有直接影响关系，0 代表没有直接关系或基本不相关，指标自

身对自身有直接影响，用 1 表示。为了获取指标之间有无影响，首先，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发现高校工会

要想推进工作创新发展，必须以党的领导为前提，服务为重点，维护权益为核心[7]。教代会建设、组织

建设、宣传工作、师德师风、素质工程、权益保障、慰问帮助和健康维护之间具有直接影响关系[8]。教

职工的服务、师风师德、福利待遇、文体活动、慰问帮助等指标对工会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影响[9] [10] [11] 
[12]。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宣传、健康维护、福利及服务对工会发展具有影响[13]。丰富的文献内

容论证了各指标的直接影响关系。在此基础上，为了进一步得到印证，将表 1 所示的指标做成调查问卷，

问卷中对两两指标判定是否有直接影响关系。调查问卷对象涵盖工会和科研院所等机构专家和教职工，合

计发放问卷 30 份，有效回收 29 份，有效利用率为 96.67%。在保证指标影响的基础上，分析有效问卷，

得出 16 个指标的直接影响关系。从而，最终得到高校工会创新发展的指标的邻接矩阵，见表 2。 
 
Table 2. Adjacency matrix A of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y trade unions 
表 2. 高校工会创新发展的邻接矩阵 A 

A S1 S2 S3 S4 S6 S7 S10 S11 S12 S14 S15 S16 S5 S13 S8 S9 

S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S2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S3 1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S4 1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S6 0 1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S7 0 1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S10 0 0 1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S11 0 0 1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S12 0 0 1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S14 0 0 0 1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S15 0 0 0 1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S16 0 0 0 1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S5 0 0 0 0 1 1 0 0 0 0 0 0 1 0 0 0 

S13 0 0 0 0 0 0 0 0 0 1 1 1 0 1 0 0 

S8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1 1 1 0 

S9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1 1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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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建立可达矩阵 
根据布尔运算法则，通过将邻接矩阵 A 与单位矩阵 I 相加，得到各指标间具有间接关系的矩阵，即

可达矩阵 M。本文使用 Excel 软件对邻接矩阵 A 中的数据进行计算后得出 K = 4 满足条件，得到可达矩

阵 M，如表 3 所示。 
 
Table 3. The reachable matrix M of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y trade unions 
表 3. 高校工会创新发展的可达矩阵 M 

M S1 S2 S3 S4 S6 S7 S10 S11 S12 S14 S15 S16 S5 S13 S8 S9 

S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S2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S3 1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S4 1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S6 1 1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S7 1 1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S10 1 0 1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S11 1 0 1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S12 1 0 1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S14 1 0 0 1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S15 1 0 0 1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S16 1 0 0 1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S5 1 1 0 0 1 1 0 0 0 0 0 0 1 0 0 0 

S13 1 0 0 1 0 0 0 0 0 1 1 1 0 1 0 0 

S8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0 

S9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0 1 

3.1.3. 将可达矩阵划分不同层级 
如表 4 所示，对可达矩阵 M 进行层级划分是为了进一步确定影响高校工会创新发展的各个指标间的

关系。以可达矩阵 M 为基础，将矩阵中各行指标为 1 的因素构成可达集(R)；将矩阵中各列指标为 1 的

因素构成前因集(B)。交集(C)为可达矩阵影响指标的集合，即可达集(R)和前因集(B)的交集，公式为 C = R 
∩ B。首先根据交集(C)确定位于顶层的第一层级 L1，然后依据层级划分顺序，从可达矩阵中的行和列将

L1 层级中的指标 S1 全部删掉，再用相同的方式找出第二层级，以此类推，直到所有指标都被分层。 
 
Table 4. Level structure of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of university trade unions 
表 4. 高校工会创新发展指标层级结构 

指标 可达集(R) 前因集(B) 交集(C) 层级 

S1 S1 S1,S2,S3,S4,S5,S6,S7,S8,S9, 
S10,S11,S12,S13,S14,S15,S16 S1 L1 

S2 S1,S2 S2,S5,S6,S7,S8,S9 S2 L2 

S3 S1,S3 S3,S8,S9,S10,S11,S12 S3 L2 

S4 S1,S4 S4,S8,S9,S13,S14,S15,S16 S4 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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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S5 S1,S2,S5,S6,S7 S5,S8,S9 S5 L4 

S6 S1,S2,S6 S5,S6,S8,S9 S6 L3 

S7 S1,S2,S7 S5,S7,S8,S9 S7 L3 

S8 S1,S2,S3,S4,S5,S6,S7,S8,S10,S11,S12,S13,S14,S15,S16 S8 S8 L5 

S9 S1,S2,S3,S4,S5,S6,S7,S9,S10,S11,S12,S13,S14,S15,S16 S9 S9 L5 

S10 S1,S3,S10 S8,S9,S10 S10 L3 

S11 S1,S3,S11 S8,S9,S11 S11 L3 

S12 S1,S3,S12 S8,S9,S12 S12 L3 

S13 S1,S4,S13,S14,S15,S16 S8,S9,S13 S13 L4 

S14 S1,S4,S14 S8,S9,S13,S14 S14 L3 

S15 S1,S4,S15 S8,S9,S13,S15 S15 L3 

S16 S1,S4,S16 S8,S9,S13,S16 S16 L3 

3.1.4. 绘制 ISM 模型与分析 
对可达矩阵中的指标按之前得出的分层顺序重新排序可得参考矩阵，如表 5 所示，从参考矩阵中可

以直接看出各指标所在的层级位置以及各指标间的关系，最终可得 ISM 模型，如图 1 所示。图 1 是本文

得到的高校工会创新发展指标体系解释结构模型，该模型是一个五级层级的解释结构模型，箭尾指向的

指标对箭头指向的指标有直接影响。 
 
Table 5. Reference matrix 
表 5. 参考矩阵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S9 S10 S11 S12 S13 S14 S15 S16 

S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S2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S3 1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S4 1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S5 1 1 0 0 1 1 0 0 0 0 0 0 1 0 0 0 

S6 1 1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S7 1 1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S8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0 

S9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0 1 

S10 1 0 1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S11 1 0 1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S12 1 0 1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S13 1 0 0 1 0 0 0 0 0 1 1 1 0 1 0 0 

S14 1 0 0 1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S15 1 0 0 1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S16 1 0 0 1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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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1 可知，通过对高校工会创新发展指标的分析，分析各指标呈现多层级分布状态。由图 1 的

ISM 模型中可以看出，经费(S8)和宣传工作(S9)处于模型的最底层，二者互不影响，却对其他指标都

具有影响，说明经费和宣传工作是影响高校工会创新发展的两个根本因素。党建(S5)和权益保障(S13)
位于第四层级，是高校工会创新发展指标体系比较深层次的影响因素，二者互不影响，但同时又受到

经费和宣传工作的影响。党建对工会建设(S6)和教代会建设(S7)具有直接影响，体现了党组织对高校

工会创新发展的引领作用；权益保障影响慰问帮助(S14)、健康维护(S15)和福利及服务(S16)。工会建

设(S6)、教代会建设(S7)、师风师德(S10)、党风建设(S11)、文体活动(S12)、慰问帮助(S14)、健康维

护(S15)和福利及服务(S16)处于第三层，也是整个体系中指标最多的一层，这些指标在影响其他指标

的同时又受其他指标影响。位于第二层的组织建设(S2)、素质工程(S3)和维权与服务(S4)是影响高校工

会创新发展的直接影响因素。 
 

 
Figure 1. ISM model hierarchical directed graph 
图 1. ISM 模型层级有向图 

3.2. 构建 MICMAC 分析图 

为进一步分析高校工会创新发展指标内部之间的关系，本文运用交叉影响矩阵相乘法(MICMAC)来
分析各指标之间的关联程度[14]，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弥补解释结构模型的不足[15]。指标的驱动力(Q)可以

通过计算可达矩阵中指标所在行的总和得到；指标的依赖度(Y)可以通过计算可达矩阵中指标所在列的总

和得到。驱动力越大，则该指标对其他指标的影响程度较大；依赖性越大，则该指标对其他指标的依赖

程度越大。各指标的驱动力和依赖度统计结果如表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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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6. Driving force and dependence of each indicator 
表 6. 各指标的驱动力和依赖度 

影响因素 驱动力(Q) 依赖度(Y) 影响因素 驱动力(Q) 依赖度(Y) 

S1 1 16 S9 15 3 

S2 2 6 S10 3 4 

S3 2 6 S11 3 4 

S4 2 7 S12 3 4 

S5 5 4 S13 6 3 

S6 3 4 S14 3 3 

S7 3 3 S15 3 1 

S8 15 3 S16 3 1 
 

将所有指标根据驱动力和依赖性的大小，绘制出高校工会创新发展指标的 MICMAC 分类结果图，在

坐标中将其划分为四个象限(如图 2 所示)，各象限分别表示为自治群集、独立群集、关联群集、依赖群集。

自治群集的驱动力和依赖性较弱；依赖群集依赖性较强，驱动力较弱；关联群集的驱动力和依赖性较强；

独立群集的驱动力较强，依赖性较弱。 
 

 
Figure 2. MICMAC correlation distribution 
图 2. MICMAC 关联程度分布图 

 

通过交叉影响矩阵分析方法得到的指标关联程度分布图可知： 
没有一个指标属于第一象限的关联群集，这说明高校工会创新发展指标的独立性强，不存在关联模

糊的指标。经费(S8)和宣传工作(S9)处于第二象限，是具有高驱动力、低依赖度的独立群集。在 ISM 模

型中，独立群集一般处于模型的最底层，它们不会轻易受到其他指标的影响，但是对其他指标会产生较

大的影响。因此，在高校工会创新发展过程中，将这两个指标列为首要关注指标。 
自治群集中包括组织建设(S2)、素质工程(S3)、维权与服务(S4)和工会建设(S6)、教代会建设(S7)、师

风师德(S10)、党风建设(S11)、文体活动(S12)、慰问帮助(S14)、健康维护(S15)、福利及服务(S16)以及党

建(S5)、权益保障(S13)三个层级。通过比较三个层级的指标发现，在驱动力方面，第二层级和第三层级

指标的驱动力差距很小，而二者却和第四层级指标具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在依赖度方面，第三层级和第

四层级指标的依赖度相同，前者内部差距明显大于后者；第二层级指标的依赖度显著高于第三层级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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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层级，说明第二层级的指标更容易受到下层指标的制约。从总体上看，虽然该象限指标的驱动力和依

赖度均较低，但这些指标处于体系的中间层，在影响上层指标的同时又受到下层指标的制约，在整个指

标体系中起到中介与关联作用。因此，在高校工会创新发展指标体系中，要重点关注这些中间层指标。 
高校工会创新发展(S1)属于第四象限的依赖群集。高校工会创新发展(S1)作为整个指标体系的总指标，

对其他所有指标具有很强的依赖性，因此，必须强化对高校工会创新发展的监管力度，做到行之有效的

管理[2]。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运用 ISM模型和MICMAC方法，分析高校工会创新发展各指标之间的层次关系及其关联程度。

通过对高校工会创新发展的 ISM 模型层级有向图和 MICMAC 关联程度分布图的分析可知：16 个指标间

存在着层次关系，且指标间的关联程度存在差异。处于最底层次的经费和宣传工作对高校工会创新发展

的驱动力最大，其影响力传递给上一层次的党建和权益保障，再传递给处于中间层的指标，再传递于组

织建设、素质建设和维权与服务指标，最终对处于顶层且依赖强度最高的高校工会创新发展产生影响。 
为进一步推动高校工会创新发展，高校工会应健全经费管理和使用制度，合理安排经费用度，为高

校工会创新发展保驾护航。大力营造良好的高校工会创新发展氛围，引导和倾听教职工的意见和想法，

充分发挥教职工的智慧，为高校工会创新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发挥党建对工会的引领作用。对高校工会

组织而言，党建是基础性建设，决定工会工作的方向，工会工作做得好不好、有没有取得明显成效，关

键看有没有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因此，必须始终把“旗帜鲜明讲政治”贯穿高校工会工作全过程各方

面。维权与服务是做好新时代工会组织的基本职责，要坚持以教职工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抓住职工群众

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认真履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竭诚服务职工群众的基本职责。做好高

校工会维护教职工合法权益，要密切关注教职员工的工资、工时、安全管理、劳动保护、社会保障、职

工福利、职业教育和劳动争议处理等各种切身利益问题。推进工会维权的体制机制建设，主动融入和服

务党委领导下的维权机制，发挥好第一知情人、第一报告人以及职工合法权益代表者、维护者的角色功

能。建立纠纷预警机制，发挥高校工会和工会积极分子的作用，联合与各学院、人事处或法规处等部门

建立有效的沟通平台，加强职工法律意识教育和法律援助工作，形成“工会为枢纽、职工为主体、多方

联动、发挥合力”的预防体系。高校工会依法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引导职工依法理性维权。 
总之，高校工会要适应新时代高校工会工作面临的新形势和新规律，在继承工会工作优良传统的基

础上，高校工会要强化履职意识，加强自身建设，努力提升服务职工的能力和水平，对高校工会创新发

展产生影响的指标进行综合考虑，进一步探索加强工会工作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

新，以创新驱动提质增效，着力提升先进性，从而尽可能获得较好的发展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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