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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问卷调查表身份与政治面貌分配情况

Tab.1Thestatusoftheidentityandpoliticallandscapeof
thequestionnaire 人

政治面貌 党政干部 工人 农村或社会群众 群团组织工作人员

中共党员 89 60 78 39

民主党派 12 48 21 8

共青团员 66 65 82 25

群众 78 55 101 49

合计 245 228 282 121

表2 Cranbach’sα信度分析表

Tab.2 Cranbach’sαReliabilityanalysistable

信度系数 基于标准化项目的系数(Cronbach) 项目数/个

0.810 0.808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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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建立数学模型,运用SPSS软件对数据进行预处理,通过 KMO检验和Bartlett球形检验验证了

模型的可靠性,提取出特征值大于1的共同因子,计算累计贡献率,并通过数据挖掘得出提升群团组织服务群众的综合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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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成分分析是一种常用的特征选择算法,使用主成分分析可以进行数据的预处理,是一种降维消元的有效

手段。党的群团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一项经常性、基础性工作。为解决群团组织的“四化”突出问题,提升群团

组织服务群众的能力,重庆市作为全国两个重点试点的省市之一,做了很多有益地尝试。本文以重庆市为例采

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探究群团组织服务群众能力,并建立综合得分模型进行排序,以此获得实际工作中的对策

和建议。

1问卷设计与数据采集

1.1问卷设计

问卷采用了两种形式,即书面与网络形式相结合的方式展开。书面问卷由填问卷的人不记名方式填写,网
络形式即在线问卷的调查。为了确保问卷各题项的效度,本文进行了问卷测试与修订,并结合重庆市群团组织

的实际情况,进行了问卷设计。问卷共包含15个关于群团组织的问题,具体的测量方法为李克特5点尺度量表。

1.2数据采集

笔者分别在重庆市江北区、渝北区、万州区、合川区、忠县、沙坪坝区、渝中区和四川省泸州市(作为一个域外

参照样本)共8个地区进行了书面问卷调

查。通过书面问卷调查和网络在线问卷调

查的方式,我们共收回有效问卷876份。
其中,问卷中党政干部占245份、工人占

228份、社会群众占282份以及群团组织工

作人员占121份,填写问卷的人员政治面

貌包括中共党员、民主党派、共青团员和群

众。具体样本分布见表1所示。
本文将运用SPSS16.0软件对搜集到

的数据进行相关的统计分析,为了保障量表

的可靠程度,首先采用克朗巴哈系数进行信

度分析,即Cranbach’sα信度分析。本文通

过对876份问卷调查表做Cranbach’sα,得
到信度分析表,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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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2可知Cronbach’sα值为0.810,本文的问卷和模型是可靠的。从而表明,这些数据能够进行下一步的

研究。

表3 KMO检验和Bartlett检验的结果

Tab.3 ResultsofKMOtestandBartletttest

KMO衡量抽样充分性 0.737

Bartlett’s球度检验

近似卡方值 690.785

df 235

Sig. 0.000

2实证分析

2.1KMO检验和Bartlett检验

为了更清楚地了解群团组织服务能力提升的主要影响因子,本文使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研讨。因此,首要

的是利用SPSS16.0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KMO检验及Bartlett球度检验。在实证研究过程中,我们比较通用

的KMO度量标准为:0.9以上表示非常适合;0.8表示适合;0.7表示一般;0.6表示不太适合;0.5以下表示极

不适合。而Bartlett球度检验的衡量标准为:显著性水平小于等于0.05,表示该检验模型可靠。利用SPSS16.0
软件对统计的数据进行处理,得出KMO检验、Bartlett检验的值,如表3所示。

由表3可以看出,KMO的检验

值为0.737,说明关于群团组织服务

能力提升问卷的15个问题调研得到

的数据是适合做主成分分析的。根

据Bartlett球度检验的值发现,显著

性水平亦接近0,即显著性水平小于

等于0.05,所以接受原假设,认为本

次模型可靠。

2.2计算相关系数矩阵的特征值、特征值的贡献率及累计贡献率

使用SPSS16.0软件,本文对群团组织服务能力提升的15个指标的原始数据进行数据标准化,进一步得出

问卷中15个指标相互间的相关系数矩阵R,通过对该矩阵的相关值进行研究,发现大部分指标彼此之间相关性

不强,说明指标之间反映的信息重叠不多,表示可以直接用原始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同时,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提

取特征值大于1的共同因子,计算出相关系数矩阵的特征值、特征值的贡献率和累计贡献率,进一步得出方差分

解主成份提取分析,见表4。

表4 方差分解主成份提取分析表

Tab.4 Variancedecompositionprincipalcomponentextractionanalysistable

成分
初始特征根 因子载荷的平方和

特征值 方差贡献率/% 累积贡献率/% 特征值 方差贡献率/% 累积贡献率/%

1 3.415 22.769 22.769 3.415 22.769 22.769

2 2.117 14.111 36.880 2.117 14.111 36.880

3 1.439 9.592 46.471 1.439 9.592 46.471

4 1.375 9.167 55.638 1.375 9.167 55.638

5 1.157 7.714 63.353 1.157 7.714 63.353

6 1.107 7.379 70.731 1.107 7.379 70.731

7 0.806 5.373 76.105

8 0.747 4.982 81.087

9 0.670 4.469 85.556

10 0.509 3.394 88.950

11 0.487 3.246 92.196

12 0.377 2.515 94.712

13 0.349 2.328 97.040

14 0.244 1.630 98.669

15 0.200 1.331 100.000

812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http://www.cqnuj.cn          第33卷



  由表4可知,6个综合指标所涵盖群团组织问卷信息量的累计贡献率已达到70.731%,表明用6个综合指标

就可以反映群团组织服务能力提升问卷的指标信息的70.731%,即能够反映出原始变量大部分信息,比较符合

研究的理论预期。因此,将之前的15项指标转化成了6个综合指标,即6个主成分,并用、F2、F3、F4、F5、F6 分

别表示第1主成分至第6主成分。

表5 因子旋转矩阵

Tab.5 Componentmatrix

成分

1 2 3 4 5 6

x15 -0.867-0.093 0.012 0.097 0.027 0.184

x6 0.756 0.158 0.118 -0.083 0.224 0.268

x7 0.740 0.010 0.075 0.056 -0.146-0.031

x8 0.592 -0.012 0.352 0.466 -0.104-0.239

x3 -0.057 0.760 0.048 0.091 -0.034-0.096

x10 0.091 0.759 -0.187-0.082 0.056 -0.070

x13 0.332 0.732 0.267 -0.041 0.145 0.165

x9 0.162 0.380 -0.722 0.016 -0.113-0.200

x14 0.259 0.151 0.635 -0.177-0.060-0.014

x11 0.383 0.349 0.613 0.394 -0.107-0.176

x12 -0.027-0.096-0.034 0.797 -0.057 0.022

x4 -0.066 0.314 -0.316 0.524 0.316 0.231

x2 -0.009-0.093-0.025-0.194 0.824 0.072

x1 -0.059 0.257 0.019 0.309 0.701 -0.220

x5 -0.062-0.075 0.043 0.050 -0.063 0.935

2.3数据处理结果分析

为了更清晰地表示出群团组织服务能力提升的15个成分与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得到的6个综合之间的关

系,本文利用SPSS16.0,得到了因子旋转矩阵的表,通过这个表可以很准确地表示出各个主成分与15项指标间

的具体关联度以及每个主成分所代表的内涵。如表5所示。
从表5可以看出6个主因子的负荷值,从而得出含有6个主因子的因子模型:

X1=-0.059F1+0.257F2+0.019F3+0.309F4+0.701F5-0.220F6,

X2=-0.009F1-0.093F2-0.025F3-0.194F4+0.824F5+0.072F6,

X3=-0.057F1+0.760F2+0.048F3+0.091F4-0.034F5-0.096F6,

X4=-0.066F1+0.314F2-0.316F3+0.524F4+0.316F5+0.231F6,

X5=-0.062F1-0.75F2+0.043F3+0.050F4-0.063F5+0.935F6,

X6=0.756F1+0.158F2+0.118F3-0.083F4+0.224F5+0.268F6,

X7=0.740F1+0.010F2+0.075F3+0.056F4-0.146F5-0.031F6,

X8=0.592F1-0.012F2+0.352F3+0.466F4-0.104F5-0.239F6,

X9=0.162F1+0.380F2-0.722F3+0.016F4-0.113F5-0.200F6,

X10=0.091F1+0.759F2-0.187F3-0.082F4+0.056F5-0.70F6,

X11=0.383F1+0.349F2+0.613F3+0.394F4-0.107F5-0.176F6,

X12=-0.027F1-0.096F2-0.034F3+0.797F4-0.057F5+0.022F6,

X13=0.332F1+0.732F2+0.267F3-0.041F4+0.145F5+0.165F6,

X14=0.259F1+0.151F2+0.635F3-0.177F4-0.060F5-0.14F6,

X15=0.867F1-0.093F2+0.012F3+0.097F4+0.027F5+0.184F6。
据此,本文采用回归方法估计出6个主成分得分,以各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占6个主成分的总方差贡献率

的比重作为权重进行加权汇总,得出提升群团组织服务

能力综合得分F,即:
F=0.322F1+0.200F2+0.136F3+
0.130F4+0.109F5+0.103F6。

根据群团组织服务群众能力的实际情况,上述模型

中6个主成分F1 表示供给侧作用,由F15、F6、F7、F8 构

成;表示共联服务能力,由F3、F10、F13构成;F3 表示信

息服务能力,由F9、F14、F11构成;F4 表示动员能力,由
F12、F4 构成;F5 表示职能定位,由F2、F1 构成;F6 表示

统领能力,由F5 构成。其中,15个项指标中X1 表示群

团组织对新领域新阶层的覆盖程度,X2 表示群团组织

职责边界清晰程度,X3 表示群团组织之间的共建共联

联系情况,X4 表示群团组织社会化动员方式方法,X5

表示党对群团工作领导的重要程度,X6 表示群团组织

的“行政化”现象表现情况,X7 表示群团组织展开工作

的有效性效果,X8 表示群团组织展开工作的精准化服

务群众效果,X9 表示群团组织利用现代化信息手段服

务群众的效果,X10表示群组资源整合联动机制效果,

X11表示群团组织的网络服务品牌活动效果,X12表示非

公经济组织和社会化组织对群团工作的支持程度,X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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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群团组织之间共联服务方式方法,X14表示群团组织的“网格化”服务水平,X15表示群团组织以群众需求为

主的工作开展情况。

3讨论

从实证分析的数据可以看出:
第一,根据综合得分模型可以看出F1表示的供给侧作用因子比重较大,说明供给侧作用提升1,服务能力将

整体提升32%。这主要是因为多数乡镇(街道)、村(社区)群团组织以及一些企业的工作人员基本为兼职,普遍

出现了人岗匹配结构性失衡现象。因此,改善供给侧向度,对群团组织服务能力提升的效果显著。
第二,群团组织服务能力提升主要受6个主成分影响,即:供给侧作用、共联服务能力、信息服务能力、动员

能力、职能定位、统领能力。
第三,共联服务能力的影响因素排名第2,其综合得分权重为0.200,说明群团组织共联能力提升1,整体服

务能力将上升20%。这主要归因于当下群团组织间协作能力不够所致。
第四,综合得分中权重最小的是统领能力,它的权重是0.103,说明在实际工作中党建对群团组织的工作的

统领效果较好,需要继续加强和改进工作方式方法。

4结论与建议

基于本项目数据挖掘呈现的结果不难看出,群团组织在六大能力上都需要不同程度的提升,特别是供给侧

作用需要加强,这就要求群团组织在日常服务群众中需要从以前的模糊性粗放式服务到更为清晰和精准的服

务,将群团组织的触角延伸到非公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注重群众需求,有针对性的开展群团工作。其次,加强

共联服务能力和信息网服能力,建立“12365”群团集成信息平台,统筹工作内容,做到互促互进,推动群团组织之

间的资源整合,实现体制内和体制外工作力量的有效整合。最后,在实际工作中提升动员能力、职能定位和统领

能力,发挥好政府公共资源“四两拨千斤”的杠杆效应,激发社会力量参与群团工作的积极性,为群团组织更好的

服务群众打好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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