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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著书立说是一个很高的境界。
每每读及前辈学术大师的传世之作，余在思想和心灵受到洗礼的同时，总是有种想写点东西的冲动。
这一梦想，从我读研究生那一天起梦萦魂牵近10载，直到2004年秋我师从南京政治学院许祥文教授攻
读博士学位，才有机会在一门“朝阳学科”——军事社会学的知识海洋里徜徉，并开始梳理零乱的心
得，积累自己的思考。
　　军事社会学乃社会学属下的二级学科，产生于二战后期的美国。
60多年来，这门学科在西方国家得到了迅速蓬勃的发展，为西方主要国家在制定调整国防政策和军事
发展战略、确立和维护军人待遇、保持军心士气稳定等问题上，提供了独具特色的分析视角和咨询建
议。
军事社会学在我国的发展起步较晚，尽管我国古代军事思想中蕴涵丰富的军事社会学思想，但真正的
学科研究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步兴起。
在这方面，我的博士生导师许祥文教授可谓是“第一人”，他1984年率先在《解放军报》上发表文章
，把社会学理论引入军事领域，倡议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社会学，之后又连续发表论文，为这门
学科在中国的建立发展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1986年北京大学国防学会编译了查尔斯·H．科茨、罗兰·J．佩里格林合著的《军事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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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军事社会学研究视野很宽，国内有学者概括为十大领域，涉及战争与社会的关系、军事制度变迁、军
队的社会职能、军地关系协调、军人角色、军人分层、军人家庭等诸多事关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大问
题。
本书之所以选择军人地位问题作为研究主题，主要是基于三个方面考虑：其一，社会地位问题是社会
学基础理论研究特别是关于社会变迁、社会分层、社会流动、社会公正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研究的重要
领域，而军人地位问题无论在理论研究中还是在现实生活中都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学术界对此研
究明显偏少或滞后。
笔者认为，这是造成有关军队建设的一些重要政策制度滞后于社会利益关系调整变化和国家政策制度
创新发展，滞后于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发展的其中一个原因。
军人地位问题并不是学术研究的禁区，本书以此为研究主题也不是在为军人这一特殊社会群体争地位
高下，实是因为军人地位问题在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中我们都无法回避、置之不理。
其二，军队是政治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石，在一定历史条件下
也是促进社会变迁特别是社会制度急剧变革的重要力量。
无论古今中外、历朝历代，军人都肩负着特殊的职能使命，军人地位变迁对政党、国家、社会和军队
都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在当代中国社会分化日益多样、人们社会地位不断变迁的时代背景下，军人地位受到了什么样的影响
，如何积极有效地维护军人地位，社会分层与军人分层有什么样的互动关系等问题，并不是一般性的
小问题，实际上也是关系政党兴衰、国家繁荣和社会和谐安定的大问题，可以折射出官兵是否安心服
役、甘于奉献，军队能否保持持续旺盛的士气和高度安全稳定，并最终反映出一支军队的凝聚力战斗
力。
也就是说，军人地位问题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军事问题和个人问题的高度“统一体”，国家、社
会和军队哪一方都不应该忽视或轻视。
其三，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人的因素是一切事情的核心。
人的问题解决了，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不管是前些年一些部队遇到的征兵难、吸引保留人才难、转业退伍安置难、伤病残人员移交地方难和
一些基层干部生活困难等问题，还是军队工资制度调整改革后曾经出现的选取士官热、报考军校和国
防生热、大学生参军热等现象，都与社会变迁特别是军人地位变迁有直接的联系，都可以从军人对自
身地位的评价和与其他社会群体的地位比较中找到原因，探寻出对策。
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军人地位的变化及维护进行解读，对个人和组织都大有裨益。
    学科发展是一种薪火相传的事业。
对军人地位问题的研究，许多前辈和同仁作了不懈探索，给我以有益启示。
我考取博士以后，在导师的鼓励、帮助和有力指导下，很快就把军人地位研究作为自己的学术兴趣点
，持续开展相关研究。
两年前，我以《军人地位法制化研究——社会变迁中军人地位的确立与维护》的论文，通过了博士答
辩并取得了博士学位。
这部书稿便是在此基础上修改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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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分析军人地位的概念，我们可以看出，军人地位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性质和特征：　　军人地位
是一个历史范畴。
事物都是历史的存在。
同军队一样，军人地位也是历史的产物，有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
虽然地位问题早于阶级、国家而产生，但军人地位是与军队相伴而生的特定社会现象。
一般来说，只要国家没有消亡，军队就不会退出历史舞台，军人地位问题就会一直存在；一旦国家最
终消亡，军队也将随之消亡，到那时自然也就没有军人地位问题；而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因种种历史
和现实原因，军人地位问题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不同的历史存在状态。
军人地位问题存在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当然，个别国家因为没有军队，也就不存在军人地位归属问题。
鉴于军人地位这一特性，考察和维护军人地位的一个基本着眼点，就是从当前历史阶段出发，而决不
做超越历史条件的设想。
　　军人地位是一个社会范畴。
军队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政治性是军队的本质属性。
因此，无论在东方社会还是在西方国家，军人过去大都被看做是“政治人”而非“社会人”。
特别是对我军来说，作为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我军历来注重从思想上政治上建设军队，保证官
兵政治坚定和思想道德纯洁。
我军官兵的政治身份不但体现在军队建设的方方面面，而且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
需要正确认识的是，军人的政治属性并不代表军人地位也是一个政治范畴。
地位作为社会序列的一种标识，根植于社会制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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