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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在长期研究和系统整理中国军衔制度的基础上编著而成，以夹序夹议和集中论述相结合的
形式阐述了中国军衔百年演变历史。
 本书具有很好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作者占有资料丰富，对军衔有关问题的考证和研究论据充分，
分析透彻，文字表述流畅、生动。
本书所阐述的内容，不仅是从事专业研究人员的重要参考，而且可成为广大军内外普通读者了解“军
衔”这个“神秘”领域不可多得的好书。
     《军衔》一书出版于20年前。
那时笔者包括国内有关人员对军衔制度的研究都处在初始阶段，回答的只是军衔制度外在形式上“是
什么”的问题。
对于军衔制度内在功能上“为什么”的问题，当时尚不具备从理论上做出回答的条件。
    随着我国及军队等级制度的发展，笔者在对衔级制度的研究中逐渐认识到：只有从理论上真正搞清
楚军衔的内在功能，弄清其为什么在军队建设中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才能够真正自觉地正确运用军衔
这一机制，来调整军队中的各种关系，使其在军队建设中真正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因此，在《军衔》一书出版之后的20年里，本人无论是在位工作期间，还是1994年离休以后，一直关
注和跟踪研究着这一问题，并在军内外众多刊物上陆续发表了许多有关的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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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岩，1932年1月生，山西省五台县人，1947年5月参加革命。
大专文化，专业技术少将军衔，研究员职称，研究生导师，终身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曾长期从事军队干部工作，后主要从事军队干部人事制度研究。
主编出版《军衔》、《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制度概要》、《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人事管理学》、《建
国前干部工作文献史料选编》以及参与撰写其他著述多部。
为多种大型工具书撰写条目数百条(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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