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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视野下的军事职业与军事职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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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职业是人类社会分工的结果。根据职业的专业化程度不同，可将职业分为普通职
业和专门职业。军事职业是一种特殊领域的专门职业，军事职业人才具有公共性、专门性、综

合性、精英性等特征。军事职业人才是具有相关职业素养的专业化军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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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以建立军官
职业化制度为牵引，逐步形成科学规范的军队干

部制度体系。”军官职业化的核心是专业化，关键

是提高军官的职业素养，前提是加强军事职业人

才培养。推进军官职业化改革，加强军事职业人

才培养，必须首先要从理论上揭示军事职业、军

事职业人才的本质特征。而揭示的前提是，以专

业的视野研究探索军事职业和军事职业人才问题。

一、专门职业概念的提出

职业是人类社会分工的结果。随着社会历史

的发展，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社会分工越来越

细，职业的内涵越来越丰富。现今，人们至少在

两个层面上使用职业这个术语：一是在普遍意义

上使用，我们称之为普通职业；二是在专门意义

上使用，我们称之为专门职业。

（一）职业的传统用法———普通职业

普通职业是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从事的以

获得物质报酬作为自己主要生活来源并能满足自

己精神需求的、在社会分工中具有专门技能的工

作，“是随着社会分工而出现的，并随着社会分工

的稳定发展而构成人们赖以生存的不同的工作方

式”［１］。在这个意义上，职业与英语世界的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一词相对应。按照我国 《国家标准职

业分类与代码》的界定，职业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指
“从业人员为获取主要生活来源所从事的社会性工

作的类别”［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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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会中，普通职业的种类已经发展到

成千上万种。我国的职业分类主要有 《职业分类

标准》（国家统计局、国家标准总局、国务院人口

普查办公室１９８２年公布）、《国家标准职业分类和
代码》（国家统计局、国家标准局１９９９年发布）、
《职业分类大典》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家质量

技术监督局、国家统计局２０００年联合颁布）３种。
以 《国家标准职业分类和代码》为例，我国职业

的大类分为：①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
位负责人；②专业技术人员；③办事人员和有关
人员；④商业、服务业人员；⑤农、林、牧、渔、
水利业生产人员；⑥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
有关人员；⑦军人；⑧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

国际上比较权威的是２００８年联合国国际劳工
组织 修 订 发 布 的 《国 际 标 准 职 业 分 类》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ｓ）。
该标准将职业分为 １０个大类：① 管理人员
（Ｍａｎａｇｅｒｓ）；②专业人员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③技术
人员和助理专业人员 （Ｔｅｃｈｎｉｃｉａｎｓａｎｄ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④事务工作人员 （Ｃｌｅｒｉｃ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
Ｗｏｒｋｅｒｓ）；⑤服务和销售工作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ａｎｄＳａｌｅｓ
Ｗｏｒｋｅｒｓ）；⑥ 农业、林业和渔业技术工作者
（Ｓｋｉｌｌｅｄ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ａｎｄＦｉｓｈｅｒｙＷｏｒｋｅｒｓ）；
⑦手工艺和相关行业工作者 （Ｃｒａｆｔ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ｒａｄｅｓＷｏｒｋｅｒｓ）；⑧生产和设备操作与装配工作者
（ＰｌａｎｔａｎｄＭａｃｈｉｎｅ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ｓ，ａｎｄＡｓｓｅｍｂｌｅｒｓ）；⑨
初级职业工作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ｓ）；⑩武
装部队人员 （ＡｒｍｅｄＦｏｒｃｅｓ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ｓ）。到目前
为止，已有１４０多个国家和地区参照联合国国际劳
工组织的 《国际标准职业分类》制定了各自的职

业分类体系。

可见，普通职业涵盖了社会发展的所有领域，

其中大部分职业对社会各界具有较强的开放性和

包容性，它是与社会分工和经济发展状况相适应

的产物。

（二）职业的特定用法———专门职业

在职业分类中，专门职业特指那些与 “专业

人员”相当的职业，如 《国家标准职业分类和代

码》中的第二类 “专业技术人员”和 《国际标准

职 业 分 类 》 中 的 第 二 类 “专 业 人 员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国家标准职业分类和代码》中
明确：专业技术人员指专门从事各种科学研究和

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员。从事该类职业工作的人员，

一般都要求接受过系统的专业教育，具备相应的

专业理论知识，并且按规定的标准和条件评聘专

业技术职务，该类人员还包括未聘任专业技术职

务，但在专业技术岗位上工作的人员。专业技术

人员主要有：科学研究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卫

生专业技术人员、经济业务人员、法律专业人员、

教学人员等１０多种。 《国际标准职业分类》中的
专业 人 员，包 括：① 科 学 及 工 程 专 业 人 员
（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②健康专
业人员 （Ｈｅａｌｔｈ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③教学专业人员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④商务及管理专业人员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ａｎｄ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⑤信息
与 通 信 技 术 专 业 人 员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⑥法律、
社会及文化专业人员 （Ｌｅｇａｌ，Ｓｏｃｉａｌ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

那么，什么是专门职业呢？

在 英 语 世 界，专 门 职 业 一 词 通 常 用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来表示，而不是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从事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的人员，特指从事脑力劳动或受过专
门训练的工作，比如医生、律师、会计师、建筑

师等。在我国，对专门职业尚没有稳定统一的称

谓。在引用国外文献时，人们有时将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
译为职业，如法律职业；有时译为 “专业”，如教

师专业发展；有时称为专门职业。在教育领域，

我们所说的专业学位，实际上也是指这种职业学

位，英文称之为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Ｄｅｇｒｅｅ”，与学术性
学位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Ｄｅｇｒｅｅ）对应。在军事领域，我
们很少将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称为 “专业”或 “专门职

业”，通常直接称之为 “职业”，如军官职业、职

业军事教育。

在学术界，人们已经意识到专门职业的存在，

但至今没有统一的定义。社会学视野中，这种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是指一群人经过专门教育或训练，具
有较高深的和独特的专门知识与技术，按照一定

专业标准进行专门化的处理活动，从而解决人生

和社会问题，促进社会进步并获得相应报酬待遇

和社会地位的专门职业。对职业的研究，已经形

成一门专门的学问———职业社会学 （ｔｈｅ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根据职业社会学的研究成果，专门
职业有丰富的内涵，它作为一种工作或行业，含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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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主要包括：第一，其成员独占某一领域的系统

而精深的专业知识，这些知识一般通过正规的高

等教育或专业培训获得；第二，其成员的工作资

格及表现一般由专业人员制定评判标准，并通过

职业组织或行业协会等实行职业自律；第三，其

成员通过专业知识向社会提供高水准的服务，并

由此形成以奉献为基础的职业道德；第四，基于

共同的专业背景，职业内部一般有特色鲜明的职

业文化；第五，其工作获得社会认可，并享有法

律上规定的职业权利或职业特权。

专门职业是社会分工、普通职业分化的结果，

是人类认识自然和社会达到一定深度的表现。人

类之初，虽有社会分工，但未形成专门职业。因

为那时的分工基本上是自然分工，不同职业之间

没有严格的技术上的划分。早期的专门职业是在

工匠对技艺长期琢磨的基础上形成的。专门职业

的形成直接来源于中古世纪以来的行会组织

（ｇｕｉｌｄｓ），以后逐渐形成最古老的三大专门职业：
牧师、医师、律师。到１８世纪 ～１９世纪，一些知
识含量较高的普通职业才开始承载特定的 “专门

职业”的意蕴，取得了 “职业”称号，如教师、

工程师、化学师、会计师、社会工作者、经理

（厂长）、商务专家等。进入２０世纪，被承认为专
门职业的职业数量逐步增多。在美国，１９３３年被
承认为专门职业的数量达到３３种，到１９６４年迅速
增长为７８种［３］。

（三）普通职业与专门职业的区别

专门职业是在普通职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它们之间虽有许多联系，但也存在明显不同。霍

尔研究了１７种职业［４］后发现，虽然每个职业都具

有明显的特点，但普通职业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与专门
职业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存在许多区别［５］。它们最根本

的区别表现为四点：

第一，专门职业有非同寻常的深奥知识和复

杂技能。每一个专门职业都有一个科学的知识基

础，专门职业必须以一套严格高深的理论为基础。

在其专业问题范围内，有明显的内行和外行的差

异，非专业人员对专业内的事物了解极为浅薄，

隔行如隔山。而普通职业无需以高深学理作为基

础，只按照例规行事，无内行和外行之别。

第二，专门职业的从业人员需要接受长时间

的专业化训练。这种训练一般是在大学里进行的，

以是否接受过高等教育为标志。而普通职业的从

业人员，无须接受这种长期的专业化训练，主要

依赖于个人体验与工作累积的工作经验。

第三，专门职业与普通职业相比，要更多地

提供一种独特、明确、必要的社会服务与奉献。

专门职业的从业人员把工作看作是一种事业，在

自主的范围内对于自己的行为与判断负责任，以

高质量的服务取得高报酬。因此，专业人员一般

具有较高的职业声望，在社会职业声望的排位中

处于中上层。而普通职业的从业人员仅仅把工作

当作一种谋生手段，在社会职业声望的排位中处

于中下层。

第四，普通职业更多地体现为工匠式特点，

一旦掌握，即可不断重复，无须创新。而专门职

业颇具复杂性。与复杂性相对应的就是不确定性。

因此，专门职业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需要不断地

面对变化，需要不断进修，并作出创新。也就是

说，专业人员不仅要提供优质的专业服务，同时

为了保证服务品质和服务水平的不断提高，还要

在服务中不断进行研究。通过研究提高专业水平，

对专业人员而言，这种研究是一种自觉的行为；

而普通职业仅提供一种服务，缺乏研究的意识。

　　二、军事职业：特殊领域的专门

职业

　　 尽管军事存在已久，但将军事作为一种专门
职业看待的历史并不长，在国内更是鲜见。究其

原因，主要在于军事与其他传统专门职业如律师、

医师、会计师、教师等相比，有着许多差异。首

先，军事所服务的对象和服务者本身都以团体形

式出现，不像传统职业领域，其服务对象和服务

者都是明确的个人。其次，军事主要是通过其官

僚组织系统发挥作用，因而不像传统职业领域具

有个人自主性。再次，由于军事牵涉剥夺他人生

命，难以成为大众普遍接受的专业技术职业。尽

管如此，西方国家仍然普遍承认军事职业的专门

职业地位。

把军事职业作为专门职业，是因为军事职业

具有一般专门职业 （如医师、律师、教师）的共

同特征。根据职业社会学的研究，被承认为专门

职业大体上应具备以下条件：①必须有该职业特

７



　
高等教育研究学报

　
２０１５年第２期 （总第１７９期）

具的、系统化的专门知识和专门技能，这些专门

知识与技能以一套严格高深的理论与技术为基础；

②该职业的从业人员需要接受长期的专业训练，
而且这种训练是在大学里进行的，以是否接受过

高等教育为标志；③与普通职业相比，该职业更
多地提供一种特有的、范围明确的、社会不可或

缺的服务，在自主的范围内对于自己的专业行为

与专业判断负有责任，以高质量的专业服务获得

报酬，并且把服务置于个人利益之上；④该职业
把服务和研究融为一体，即专业人员不仅要提供

优质的专业服务，同时为保证服务品质和服务水

平的不断提高，还要在服务中不断进行研究，通

过研究提高专业水平，并且对专业人员而言，这

种研究是一种自觉行为；⑤这种职业在其专业范
围内，有明显的内行和外行的差异，非专业人员

对专业内的事物了解极为浅薄；⑥这种职业的从
业人员把工作看成是一种事业，是一种生活方式，

并且不同专业的从业人员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从

医师、律师、教师等职业特性可以看出，这些职

业及其从业人员一般都具有以上特征。

军事能够被承认为一种专门职业，无疑它也

具有这些特征。

首先，军事，尤其是军事指挥作为一种特殊

的专业，它有其独特的专业知识和专门技能。这

种专业知识包括军事思想、军事理论、战略战术、

军事谋略、作战指挥、武器装备等知识。专业技

能，如处理人际关系的技能、理性技能、技术技

能、战术技能等。除此之外，军事职业还有其独

特的符号体系和逻辑体系，即军事语言和军事理

论体系。这些专门知识、专门技能、专门语言和

理论体系是在长期军事实践中抽象出来的，是军

事职业从业者与其他职业从业人员之间的根本

区别。

其次，从事军事职业的人员，必须通过正规

的专业教育和培训获得精深的专业水准。在现代，

一名合格的军事指挥员必须经过多个层次的院校

教育训练。首先需要接受高等教育，取得学士以

上学位；然后要逐级接受兵种分队指挥、兵种部

队指挥、军种作战指挥、联合作战指挥等专业培

训，使军事职业从业人员逐级获得较高的职业

水平。

第三，军事作为一种职业，还为社会提供了

不可或缺的服务。这种服务主要是以其独有的、

专门化的知识和技能，为国家、全社会和全体人

民提供安全上的保障，这是军事这种职业的本质

体现。服务意味着奉献和牺牲。与其他职业不同，

军事职业所需要的奉献是无私的，牺牲是无限的，

直至生命。因此，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对于职业

军人的道德要求远高于其他职业。正如加拿大

Ｈａｃｋｅｔｔ将军所说：坚韧、忍耐、忠诚、勇气等等
这些美德，对于一般人来说是锦上添花的东西，

但对于军人而言却是必需的。一个欺骗、逃跑、

作伪证、腐败的人，也许可以成为杰出的数学家

或者世界上最伟大的画家，但绝不可能成为一名

真正的军人。

第四，军事作为一种职业，它为社会提供服

务的前提是有良好的专业水准。这种高水准的专

业水平，一方面来源于其已掌握的知识和技能，

但更多地来源于不断的思考研究。因为军事是一

种博弈，其工作对象也是掌握军事专业知识和具

有良好专业水准的职业军人。不进行不间断研究，

就难以履行其应有的使命。因此，军事职业者必

须将服务和研究融为一体，通过研究提高业务水

平，提供优质的专业服务。

第五，正因为军事职业有其独特性，需要长

期修养才能掌握其专业素质。所以，对于军事职

业外的人来讲，包括其他专门职业者来讲，很难

在短时间内掌握这种独特的符号体系和知识体系。

一个没有受到良好军事职业教育的人，在接触军

事问题或开展军事讨论时，往往如听天书一般，

很难参与和介入。军事职业者在思维方式、行为

方式上通常会与一般社会人士有明显的不同。

第六，对现代军人来说，军事不仅是一种获

得稳定收入的职业，而且还是一种终生从事的工

作，是一项事业。正如律师把自己毕业精力倾注

于维护社会正义之中，医师把救死扶伤看作是自

己的天职一样，军事职业者也往往把自己的生命

融入军事事业之中。

正因为具备以上特征，国外学术领域通常都

将军事职业作为专门职业来看待和研究，在实践

中也按照专门职业的性质特点，出台法律法规和

政策制度，进行专门的人才管理，开展职业军事

教育。

但必须清晰地认识到，军事职业作为一种单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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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类型的专门职业，它必然会与其他专门职业存

在许多不同之处：一是军事职业的核心是指挥战

争和领导管理军队，军事职业人才应具备领导、

指挥、管理武装力量所需的专门知识与技能，培

养军事职业能力的时间通常要占其军事生涯的１／３
甚至更长；二是服务对象的唯一性 （只能是国家

或政治集团）和价值取向的单一性 （为保卫国家

和社会安全），因而军官的专业知识、技能必须服

从和服务于政治，不允许用以谋求个人目的；三

是军官的职业道德不仅要具备一切社会职业应有

的敬业精神，而且必须具有随时准备牺牲性命的

更高境界。

　　三、军事职业人才：具有职业素

养的专业化军事人才

　　 理解了军事职业的内涵及其特性，就容易明
确军事职业人才的概念及其本质特征。

（一）军事职业人才的概念

军事职业的丰富内涵和特殊本质，实际上已

经规定了专门从事军事职业的人的基本内涵。如

前所述，军事作为一种专门职业，与普通职业的

不同之处在于，军事职业有专门的知识与技能，

它被赋予了特殊的社会责任，它的从业人员需要

经过正规的专业教育和长期的专业训练，并将军

事职业作为一项事业来终身追求，从事军事职业

活动的基础是不断地研究与思考。可见，在这个

意义上，军事职业已经不是一项普通的工作，而

是一项知识要求高、社会责任大、专业程度强、

研究特征明显的职业。

因此，我们认为，军事职业人才，是指精通

军事专门知识，掌握军事专业技能，承担社会赋

予的特殊职责，并长期、专门从事军事职业活动，

创造性地为军队和国防建设事业作出贡献的人。

简单地说，军事职业人才是以军事职业为终身事

业的军事人才，是具有职业素养的专业化军事人

才。国外学者将军事职业人才称为职业军人。

按照这一界定，对我军来说，军事职业人才

主要有以下人员构成：军事指挥军官、政治指挥

军官、后勤指挥军官、装备指挥军官。这四类指

挥军官服役于陆军、海军、空军、第二炮兵和我

军各领率机关，涵盖了这些军兵种的指挥员和参

谋、干事、助理员。作这样界定，是从我军实际

出发的。当前我军军事职业人才关注的焦点和建

设的重点是军官职业化问题，特别是指挥军官的

职业化问题。在目前情况下，无须把专业技术人

员、士官、士兵纳入军事职业人才范围。

（二）军事职业人才的本质特征

与一般专门职业人才相比，军事职业人才究

竟有哪些本质区别？国外有学者以职业军人为对

象，进行了深入研究。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

认为，职业军人应具有三大特征：第一，专业知

识和专门技术。职业军人的专业知识或技术的核

心是 “对暴力的管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他说，“必须记住军官的专有技术并非是使用暴力

而是管理暴力”［６］１３。第二，社会责任。在亨廷顿

看来，缺乏社会责任感的人，即使他具备专业知

识与技能，也不配被称为职业人才［６］９。职业军人

的特殊责任是为国家和社会提供军事安全，职业

军人的动力来自于他对军事专业的挚爱，以及利

用这一专业服务社会的责任感。正因为如此，忠

诚与服从是职业军人的最高美德［７］。第三，社团

性。亨廷顿认为，职业成员往往拥有组织整体感，

并意识到他们是一个有别于外行的专业团体。这

种社团性源自长期的纪律约束、能力训练、共同

的工作规范，以及所承受的独特的责任感［６］１０。军

事职业成员共同训练，长期共同工作和生活，且

往往与社会相分离，促成了职业军人的团结内聚。

职业军官统一的制服、军衔佩饰，更使这一特征

显而易见，并与其他职业人员或文官相区别。

以上观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军事职业人才的

主要特征。军事职业人才作为特殊的专门职业人

才，应该具备独特的职业意识、职业技能、职业

道德和职业地位。研究军事职业人才本质特征，

就是要从本质上探讨对军事职业人才具有决定意

义的显著特征、标志。从军事职业人才内部必然

联系及其与社会的联系中分析，可以发现军事职

业人才具有以下特征：

一是公共性。从社会责任的角度看，军事职

业人才作为社会的一员，除了承担宪法和法律为

每个公民规定的义务之外，还必须承担军事职业

所肩负的社会责任。一般来说，军事职业人才必

须履行的基本责任是：捍卫祖国的安全、荣誉和

利益，履行职责、英勇战斗、不怕牺牲。这些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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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体现了军队条令的要求，是军队职能和使命

的反映。从这个意义上说，军事职业人才与其他

职业人才，如法官、医师、教师等一样，是社会

职能的承担者，是社会使命的肩负者。

二是专门性。军事职业人才之所以能够履行

军事职业的特殊职责，是因为他们具有职业的不

可替代性，即军事职业人才具有特殊的社会价值

观、道德规范和职业特点。军事职业人才的职业

特点主要表现为职业风险大、劳动强度大、承担

责任大、道德标准高等。这些都是其他职业所不

及的。

三是综合性。军事职业人才需要具备专门的

知识和技能，具备实施组织领导活动的基本素质，

也就是要有能力对暴力实施管理。在现代条件下，

军事职业的功能在不断扩展，军事职业人才的职

能已经从传统的 “暴力管理”逐渐转变为 “国防

管理”、“和平管理”。军队不仅承担传统的军事斗

争任务，还大量地参与非传统军事行动，并在这

些行动中与政府、社会机构以及非政府组织进行

合作。因此，军事职业人才的综合性特征越发鲜

明。例如，一些学者提出 “勇士—技师—学者—

外交家”型的后现代职业军人模式和 “军人—政

治家—外交家”的职业军人模型，都是军事职业

人才综合性的具体体现。

四是精英性。军事职业人才肩负社会的特殊

使命，他们一般都要接受高等教育和专门的职业

教育，是社会的精英分子和社会的道德楷模，具

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世界各国为保障其社会地位，

都要采取特殊的政治、经济、行政、法律等手段。

例如，俄罗斯通过 《军人地位法》明确了军官的

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并规定百余种军官应享受

的各种特别的权益和优待。我国 《国防法》第五

十九条第一款规定： “军人应当受到全社会的尊

重”；第三款规定： “现役军人依法履行职责的行

为受法律保护”［８］。

职业是社会学的问题。本研究从普通职业中

梳理出专门职业的概念，从专业的视角，揭示军

事职业和军事职业人才的本质特征，不仅可以丰

富职业社会学的理论，而且可以为揭示军事职业

人才的成长过程、培养特点规律，完善军官职业

制度和培训体制奠定良好的认识基础，还可以为

军官职业化改革和军事职业人才培养实践提供理

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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