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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軍職業化呼之欲出

中國軍隊建立職業化制度，是不是有百利而無一害，職業化
有哪些障礙？與外軍相比又有哪些自身特色？此間軍事專家指
出，總體上而言，建立職業化制度對提高中國軍隊的素質非常
有好處，但同時也會受到經濟條件等方面限制，相信未來中國
軍隊的職業化將具有自身特色，將是在原有的徵兵制的基礎之
上的，義務兵役制與募兵制相結合的制度。

提升待遇需巨大開支
軍隊職業化需要投入更多，每個軍人的待遇會比現在要高得

多。知名軍事專家尹卓早前曾向本報表示，職業化將會受到經
濟條件限制，需要解決住房、家屬隨軍、子女上學等一系列問
題，所有這些軍隊如果要負擔，就要從軍費中開支，軍費開支
能不能承受得了，中國還要走走看，因為中國是個發展中國
家，面臨一些具體問題。
今年9月，習近平主席正式宣佈裁減軍隊員額30萬。知名軍

事評論員宋忠平認為，目前推行職業化，首先就要把這30萬裁
軍落到實處，要把機關人員和非戰鬥人員大量裁減下去，這樣
才能夠有足夠的資金支持走職業化發展的道路。他說，職業化
需要耗資巨大，必須把有限的錢省下來提升職業化軍官和士官
的待遇，讓他們願意留下來。

職業化之路：砍 轉 留
宋忠平認為，職業化之路將首先是「砍」，即裁減人員，

然後是「轉」，即把非職業化的人員轉成職業化人員，轉完
之後是「留」，即讓這些人留在部隊，實現自己的人生價
值。
目前，美軍裡大部分人都是老兵，屬於募兵制，從社會招募

專業人才，簽署合同，可以在部隊幹很多年，雙方是雙向的選
擇。宋忠平說，中國不能完全按照美軍的募兵制的方式來推進
職業化，若完全直接從市場上招募，需要花很大代價。
宋忠平分析，中國軍隊的職業化會具有中國特色，職業化後

中國軍隊仍是人民子弟兵，所有人仍來源於之前
的群體，無非是增加了職業化軍人的比例。他相
信，中國軍隊的職業化將是在原有的徵兵制的基
礎之上的，義務與招募兵制相結合起來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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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兵役加募兵制料結合實行

國防大學軍隊建設與軍隊政治工作建
設教研部教授朱廷春大校撰文指出，外

國軍官職業化建設，主要有軍事教育、嚴格選拔、特殊待
遇三大法寶。
軍事教育：許多國家軍隊都高度重視軍官的軍事教育和

職業精神教育，把軍事教育作為軍官職業化的基礎。據了
解，在軍事教育方面，美軍主張軍官服役期間應重點學習
軍事技術，規定軍官學校學員在校期間軍事教育比重要達
到總課程的20%，暑期要進行軍事訓練。在職業精神教育
方面，美軍軍官從錄用之日起就接受以「責任、榮譽、國
家」為核心的價值觀訓練，教育引導軍官為捍衛美國價值
觀和生活方式而犧牲奉獻。
嚴格選拔：嚴格按照法規程序選拔任用職業軍官。資料

顯示，美、英等國對部分符合軍官條件並自願服現役的文
職官員，在考試合格後可以轉為現役軍官。同時，美軍和
西方一些國家軍隊實行逐級培訓，從尉官到將軍至少要進
6次院校。在軍官考核方面，主要採取按制度定期考核和
按標準全面考核等方式方法。一些國家更實行培訓、考
核、任免一體化。
特殊待遇：軍官職業化的基本要求是保持多數軍官長期

服役，許多國家給予軍官以優厚的物質待遇。在工資待遇
上，實行高薪制，例如俄羅斯於2005年至2008年間先後4
次上調軍人工資。此外，在福利待遇上，俄軍官家屬可享
受免費醫療、就業就學等多種優惠，同時，在就業上，退
役軍官享有優先權。這些做法，對於解除軍官的後顧之
憂，增強部隊凝聚力戰鬥力，發揮了重要作用。

1996 年，18 歲的
李紹申來到了解放軍

三軍儀仗隊，成為一名儀仗隊員。19
年後的今天，李紹申在北京和朋友一
起經營着醫療器械。他坦言，軍隊未
來走職業化之路，將給軍人提供一個
更加透明的職業發展前途，有助於拴
心留人。

不用重新培養專業人員
李紹申老家在山東，身高1.82米。
1999年底從部隊退役後，他被應騁到
北京音樂廳工作。一年後，不甘平淡
生活的他，毅然選擇「下海」，開始
和朋友一起合夥做醫療器械生意。如
今，他已小有成就。
談到未來軍隊職業化，他說，很多

軍人退役後都面臨着重新找工作的問
題，一些來自城市的義務兵如果被安
置到效益比較差的企業，最後結果可
能也相當於自謀職業，而相當一部分
來自農村的軍人，退役後由於不會被
安置工作，就業壓力更大。如果他們
能在部隊掌握一技之長，成為職業軍

人，無疑將解
決他們的後顧
之憂，保證他
們安心軍隊工
作，而部隊也
不用擔心因為
服役二三年就
要退役，人員
流動太快，專
業人員要不斷
重新培養，浪費時間和精力。

為軍隊建設提供人才保證
另一位曾在二炮工作過的退役軍人

坦言，以前部隊各方面待遇與地方差
距較大，同時，退役軍人安置等一些
方面還做得不夠好，未來若能建立職
業化制度，特別是退伍轉業軍人安置
制度改革，既提高軍人在服役期間享
受各種待遇，讓職業軍人能體面地生
活，又讓他們在退役後也不用擔心一
把年紀了難找工作，能得到基本生活
保障，那麼就將為軍隊建設提供必要
的人才保證。

退役軍人：提供更透明發展前途

現代信息化戰爭拚的不僅是武器裝備，更是高素質人才；有什麼樣的裝

備，就需要什麼樣的人才。中央軍委改革工作會議日前吹響「集結號」，正

式拉開國防和軍隊改革大幕，其中提出建立體現軍事職業特

點、增強軍人職業榮譽感自豪感的政策制度體系。專家認

為，未來解放軍將以建立職業化制度為牽

引，帶動軍隊住房、工資待遇、保險、醫療

以及退役軍人安置等諸多重大改革，進而推

動新一代人才梯隊形成。一支年輕化、專業

化、複合型的中國軍隊正呼之欲出。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

軍隊職業化，是這輪軍事改革一大亮點。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中央
軍委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領導小組組長習近平在會上強調，推進軍官、士兵、文職人員等

制度改革，深化軍人醫療、保險、住房保障、工資福利等制度改革，完善軍事人力資源政策制度和
後勤政策制度，建立體現軍事職業特點、增強軍人職業榮譽感自豪感的政策制度體系，以更好凝聚
軍心、穩定部隊、鼓舞士氣。

軍官士官比例須提升
在相當長一段時期，由於人才培養滯後等原因，中國軍隊建設面臨諸多窘境，甚至出現裝
備「等人」等極端現象。特別是近年來，隨着新型武器裝備和科技發展，對軍人職業化
知識和技能提出了更高要求，建立職業化制度勢在必行。知名軍事問題專家劉江平曾
指出，中國軍隊建設依然存在着軍官隊伍整體素質能力與履行使命不相適應、軍官
職業制度安排與市場經濟人才配置規律不相適應的雙重矛盾，迫切需要軍官隊伍的制
度安排向職業化方向轉變。
中國之前大部分時間，都是實行義務兵役制，服役兩三年後退役。知名軍事評論員

宋忠平向本報指出，只有實現職業化，才能讓軍隊更加正規化、專業化。他說，如果
只是按照之前的徵兵制，也就是義務兵役制，大家在部隊也就是呆兩年，人就走了；
而職業化，就會增加專業軍事人員的比例，讓他們在一線作戰部隊達到很高的比例。
宋忠平認為，中國軍隊現在要增加專業軍事人員的人數和比例，即提升軍官和士官

的比例。特別是高技術的兵種，更需要有職業化的人員來操縱，「比如新武器裝備，
靠一兩年根本掌握不了，即使都學會了，但到第三年開始出成效了，又該離開部隊
了。」
宋忠平表示，現在技術越高端，武器裝備越先進，對人員的素質和專業化程度要求越

高，這實際上就要求部隊的專業程度、職業化程度要相應提高。

讓專業軍人安心工作
早在2013年底的三中全會上，以習近平為首的新一屆中央領導層，早已正式提出建立軍隊
職業化制度。今年5月發佈的《中國的軍事戰略》白皮書亦指出，要大力實施人才戰略工

程，完善軍事人力資源制度，深化軍隊院校改革，吸引更多優
秀人才，培養和造就適應信息化戰爭需要的人才群體。
軍事專家趙小卓向新華視點指出，部隊如何吸引優秀人才？

如何培養他們順利成長？軍人退役有什麼保障？針對全軍官兵
關心的這些問題，這輪改革進行了一系列完善的安排和部署。
「人力資源」來自經濟社會領域，我們軍隊也用這個概念替代
原來的「人事」，體現了理念上的變化：要把人作為最重要的
資源來培養、選拔、任用，從而轉化成實實在在的戰鬥力。
宋忠平說，「如果你是個人才，部隊就要通過給你比較好的

待遇，拴心留人，職業化軍人越多，部隊的專業化水平越
高。」
專家認為，職業化將為專業軍事人員提供一個前途透明的職

業發展路徑，較好解決他們的後顧之憂，保證他們安心軍隊工
作，這無論是對這些專業軍事人員的個人發展，還是對軍隊整
體建設，都將產生極其深遠的積極作用。

「要着眼於開發管理用好軍事人力資

源，推動人才發展體制改革和政策創

新，形成人才輩出、人盡其才的生

動局面。堅持黨管幹部、黨管人

才，完善人力資源分類，整合

人力資源管理職能，加強軍事

人力資源集中統一管理，努

力使軍事人力資源能夠轉

化 為 實 實 在 在 的 戰 鬥

力。深化軍隊院校改

革，健全三位一體的

新型軍事人才培養

體系。推進軍官、

士兵、文職人員等

制度改革，深化軍

人醫療、保險、

住房保障、工資

福利等制度改

革，完善軍事

人力資源政策

制度和後勤政策

制度，建立體現

軍事職業特點、

增強軍人職業榮譽

感 自 豪 感 的 政 策 制 度 體

系，以更好凝聚軍心、穩

定部隊、鼓舞士氣。」
——習近平在中央軍委改革

工作會議上關於「職業化」的
闡述

在日前結束的中央軍委改革工
作會議上，習近平主席指出，要
建立體現軍事職業特點、增加軍
人職業榮譽感的政策制度體系，
以更好凝聚軍心、穩定部隊、鼓
舞士氣。外界敏銳抓住習主席使

用的「職業」二字。放眼國際，軍人職業化早已
遍地開花。冷戰結束後，國際形勢趨緩，主要大
國的軍事戰略思想、建軍方針和軍備計劃進行了
重大調整，軍隊員額不斷裁減，強調走精兵之
路，各國把提高軍隊職業化水平，作為提高質
量、保持戰鬥力的重要措施。軍人職業化，已成
為軍隊建設的大勢所趨，可發揮一石三鳥功效。

保留技術骨幹應對未來戰爭
首先，職業化之路是未來戰爭形式和特點決定

軍隊職業化之路。隨着國際形勢變化，未來戰爭
將不再是人海戰術，更多會是在區域、局部、小
範圍內進行的高科技化、信息化的局部戰爭，戰

爭已由體力、數量對抗轉變為智能、質量對抗。
專家普遍認為，未來戰爭形式和特點的變化，將
導致軍隊武器裝備愈來愈複雜，專業分工越來越
細，對軍人的技能和素質要求越來越高，而軍隊
職業化，保留技術骨幹，提高部隊戰鬥力，在全
球已是大勢所趨。

避增失業率 減少地方不滿
其次，從投入與產出效率角度看，人數多、花

費大的義務兵軍隊已經過時，建立一支精幹高
效、裝備精良的新型職業化軍隊，更適應各國國
家經濟發展與國防投入的需要。

資料顯示，從短期看，職業化的募兵制確實比
徵兵制花費大，但長遠看，它節省的訓練費更
高。比如：美軍培養一名有7年經驗、飛行1,300
小時的F-15戰鬥機飛行員，國家要花費100萬美
元。他如果繼續服役，不僅可省下這 100 萬美
元，還省下了7年的訓練時間。

專家指出，由於徵兵制服役期短，每年都有大

批士兵復員。有的加入失業大軍，給地方政府造
成困難。職業化不僅可以避免增加社會失業率，
還可避免強制性服役帶來的麻煩，減少地方對軍
隊的不滿，有利於緩解軍隊同地方的矛盾。

能打仗要勝仗獲制度保障
第三，隨着各國經濟實力的增長和市場經濟的

發展，人們的注意力轉向追求金錢和生活享受。
在和平時期，要調動人們服兵役的積極性，激發
為保衛祖國而獻身的精神，只靠行政、法律的強
制性，將難以奏效，更多還需要從根本制度上改
革，而建立更具吸引力的軍官職業化制度，無疑
將是未來各國軍隊改革的重中之重。

長期以來，中國軍人的轉業和退伍安置成為一個
複雜的社會問題。相信此次軍改完成後，中國軍人
的職業化水平將接近發達國家，二次
就業難題將得到克服，軍人職業榮譽
感將更加強烈，能打仗要勝仗目標將
得到大批專業人才的制度性保障。

軍人職業化軍人職業化 一石三鳥一石三鳥
葛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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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指出，職業
化軍人越多，部隊
的專業化水平越
高。 資料圖片

■■退役軍人李紹退役軍人李紹
申申。。本報北京傳真本報北京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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