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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排长作为基层部队各级组织与战士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在基层连队中与战士接触
最密切，其岗位任职能力的有效发挥对于推进部队建设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本研究运用量化与

质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探讨了基层部队排长岗位任职能力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排长

的岗位任职能力不仅会受制于基层工作经验、职业投入、职业发展期待等个体特征因素，还会

受到连队建设层次、部队基本情况、人才培养力度、大项任务历练等环境特征因素的影响。研

究者认为，院校和部队应聚焦 “基础能力素质培养、岗位平台锤炼、发展路径规划”三个主要

方面，做好强基础、领进门、搭好台、定好向等关键工作，提升排长的岗位任职能力。

关键词：排长；岗位任职；能力作用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８８７４（２０２２）０１－００４０－０６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ＰｌａｔｏｏｎＯｆｆｉｃｅｒｓ’ＡｂｉｌｉｔｙＮｅｅｄｅｄｆｏｒＴｈｅｉｒＰｏｓｔｓ
ＷＡＮＧＱｉｎｇｗｅｉ１，ＹＡＮＧＱｉａｎｓｈｅｎｇｈｕｉ２

（１Ｕｎｉｔ３２１４６，Ｊｉａｏｚｕｏ４５４３５０，Ｃｈｉｎａ；２ＡｒｍｙＡｒｔｉｌｌｅｒｙａｉｒＤｅｆｅｎ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Ｎａｎｊｉｎｇ２１１１３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Ｐｌａｔｏｏｎｏｆｆｉｃｅｒｓ，ａｓａｂｒｉｄｇｅａｎｄｌｉｎｋ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ｔｒｏｏｐｓａｔａｌｌｌｅｖｅｌｓ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ｏｌｄｉｅｒｓ，ｈａｖｅｔｈｅｃｌｏｓｅｓｔｃｏｎｔａｃｔｗｉｔｈｓｏｌｄｉ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ｐｌａｙｏｆｔｈｅｐｏ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ｏ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ａｒｍｙ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ｈａｓ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ｕｓｅｓ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ａｎｄ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ｔｈｅｐｌａｔｏｏｎｏｆｆｉｃｅｒ’ｓｐｏｓｔｈｏｌｄｉｎｇ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ｔｉｓｆｏｕｎ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ｐｏｓｔｈｏｌｄｉｎｇ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
ｐｌａｔｏｏｎｏｆｆｉｃｅｒｓｉｓｎｏｔｏｎｌｙ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ｂｙ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ｓｕｃｈａｓ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ｗｏｒｋ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ｃａｒｅｅｒ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ａｎｄ ｃａｒｅｅ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ｂｕｔａｌｓｏ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ｂｙ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ｓｕｃｈａｓｃｏｍｐａｎｙ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ｌｅｖｅｌ，ｂａｓｉｃ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ｒｏｏｐｓ，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ｏｆｍａｊｏｒｔａｓｋ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ｂｅｌｉｅｖｅｔｈａｔ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ａｎｄｔｒｏｏｐｓｓｈｏｕｌｄｆｏｃｕｓｏｎ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ｍａｉｎａｓｐｅｃｔｓｏｆ“ｂａｓｉｃ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ｑｕａｌｉｔｙ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ｐｏｓｔ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ａｔｈ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ｎｄｄｏａｇｏｏｄｊｏｂｉｎ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ｔｈ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ｌｅａｄ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ｄｏｏｒ，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ａｇｏｏｄ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ａｎｄｓｅｔｔｈ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ｋｅｙｗｏｒｋ，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ｐｏ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ｐｌａｔｏｏｎｏｆｆｉｃｅｒ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ｌａｔｏｏｎｏｆｆｉｃｅｒ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ｏｗｏｒｋ

一、问题提出

“排长”岗位是大多数军校学员毕业后的首次

任职岗位，是军官职业发展的起点。尽管经过了

院校的培养，毕业学员已初具担任部队初级指挥

军官的基本素质，但在与排长队伍的直接接触过

程中，在与部队各级管理者的交流反馈中，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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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 “当下排长队伍用得不够顺手”。具体表现

为：有些排长入口不专，院校所学与部队所需衔

接不紧，专业与从事岗位脱节，到了部队出现

“水土不服”的现象；有些排长锻炼不够，部分营

连主官对待排长不敢放手、不够信任，压担子交

任务少，使得排长总体能力提升比较缓慢；有些

排长自我成长路线规划不清，缺少清晰的职业设

计，缺乏长期服役的职业定力。

纵观国内外文献，大多数资料聚焦于任职院

校对于学员能力的培养，关注排长岗位任职能力

情况的研究或追踪排长后续岗位胜任度的文献较

少，涉及排长任职能力测量、部队的适应融合、

岗位作用发挥情况的相关研究更少。本研究置于

基层部队情境中，从个体特征因素和环境特征因

素两方面来探讨排长岗位任职能力的影响因素。

在调研过程中主要关注以下三个问题：一是从群体

来看，排长岗位任职能力整体情况如何？二是排长

个体信息特征，如工作经验、职业兴趣、职业投入

等对岗位任职能力有何影响？三是考虑环境特征，

如连队建设水平、人才培养力度等因素对排长任职

能力有何影响？从总体上来看，探讨作战部队排长

岗位任职能力仍需在样本区域上进行大范围拓展。

同时，在实证研究范式上，有必要采取质化与量化

相结合的方式来分析个体特征因素和环境特征因素

对排长岗位任职能力的影响，以期深化对于基层部

队排长队伍岗位任职能力问题的认知，探索提升排

长岗位任职能力的有效策略。

二、研究分析

（一）样本来源

根据岗位任职能力理论构建与田野调查，参

考国内外相关研究和问卷设计情况，区分两类群

体对 “排长岗位任职能力情况调查问卷”进行了

编制，发放排长问卷 ７０份，回收 ６３份，回收率
９０％；发放领导机关和营 （连）主官问卷１４０份，
回收１２１份，回收率８６％。样本的基本统计资料
如表１所示。

表１　排长的基本特征

类别 人　　员 年龄 （岁） 婚姻状况 家乡所在省份

具体

类别

青年

学员

战士

提干

战士

考学
国防生 ２３—２５ ２６—２８ 未婚 已婚 本省 外省

百分比 （％） ４３５ １３ ３０５ １３ ４７７ ５２３ ９５７ ４３ ４０ ６０

类别 家乡城市属性 所学专业 任职年限

具体

类别

省会

城市
地级市 县城

乡镇或

乡村

军事

指挥

专业

技术类
后装类 １年 ２年 ３年 ４年

百分比 （％） ２６３ １０５ ２１１ ４２１ ６９６ ２６１ ４３ ３０４ ５２２ ８７ ８７

　　另外，区分机关干部、营连主官、排长三个
层次并进行了专题访谈，抽取６位排长进行了个案
研究。质性研究方法的运用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解

读量化统计结果，深入理解第一手资料。

（二）变量界定

１结果变量：基层部队排长岗位任职能力
本研究中将岗位任职能力的测量划分为指挥

作战能力、组织训练能力、带兵管理能力、思想

政治工作能力四个维度。其中，指挥作战能力主要

包括６个题项；组织训练能力主要包括３个类别、
１１项内容；带兵管理能力主要包括５个题项；思想
政治工作能力主要包括４个类别、１０项内容。
２解释变量

（１）个体特征。主要包括身份来源、年龄、
工作经验、职业发展期待、职业投入、岗位适应

与融合等变量。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职业投入与

其岗位任职能力关系密切，但国内外文献研究中

关于职业投入的测量并无一致的评价标准体系。

本研究主要参考 Ｋａｈｎ［１］和 Ｂｒｉｔｔ［２］等学者对于职业
投入的研究，主要从心理意义、工作责任、情感

期望的角度来考虑对于职业投入的实际影响。为

了使职业投入能够具体细化并进行可操作化评测，

在问卷的设计中，研究者参考了Ｓｃｈａｕｆｅｌｉ［３］等学者
编制 的 ＵＷＥＳ（ＴｈｅＵｔｒｅｃｈｔＷｏｒｋ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ａｌｅ）量表来考察关注点，主要通过 “对工作岗

位的喜爱程度”“岗位满意度”“对所属士兵情况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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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掌握程度”“与战士谈心交流实效”等问题来评

测排长的职业投入情况。从数据分析结果可以看

出，６５２％的排长比较喜欢当前的工作岗位，
５２２％的排长对当前的工作岗位比较满意，８７％的
排长经常与所属士兵谈心交流。为了解学员离校

后在部队环境中的适应与融合，问卷中选取了与

排长直接相关的多重人际关系来评测排长任职适

应融合情况。结果显示，超过６０％的排长认为与
义务兵、士官骨干、连主官相处配合情况很好，

半数以上表示比较适应部队的工作生活。

（２）环境特征。主要是指排长所处单位的基
本情况，包括单位全面建设水平、排长集训培训

情况、大项活动参与程度等变量。本研究关于环

境特征的测量方式主要通过 “所在连级单位的全

面建设层次”“本排基本情况”“排长每年集训培

训次数”“大项活动参与广泛度”等４个项目来进
行评测，各变量的界定与测量如表２所示。

（三）数据分析

１统计资料评估
本研究主要借助ＳＰＳＳ２２０软件来进行数据分

析。在录入正式的样本数据之后，首先对排长岗

位任职能力评价量表的信度进行检验。结果显示，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Ａｌｐｈａ系数为０９５７，表明该问卷内部一
致性良好。

表２　变量界定与测量 （Ｎ＝１８４）

变量维度 变量名称 变量界定与测量 均值 标准差

岗位能力

（Ａ）

指挥作战能力得分

组织训练能力得分

带兵管理能力得分

思想政治工作能力得分

岗位能力维度

３０４ ０８７

３３９ ０８９

３４７ １１６

３６１ １１９

个体特征

（Ｐ）

职业

投入

适应

融合

身份来源

年龄

工作经验

岗位喜爱程度

工作满意度

班排情况了解

谈心交流

职业发展期待

与义务兵相处

与士官骨干相处

与连、营主官配合

适应性感知

１＝青年学员；２＝战士提干；
３＝战士考学；４＝国防生

连续变量

连续变量

１＝非常不喜欢；２＝不太喜欢；３＝一般；
４＝比较喜欢；５＝非常喜欢

１＝非常不满意；２＝不太满意；３＝一般；
４＝比较满意；５＝非常满意

１＝非常不了解；２＝不太了解；３＝一般；
４＝比较了解；５＝非常了解

１＝不经常；２＝经常

１＝尽早离开；２＝少校及以下；
３＝中校；４＝上校及以上

１＝很差；２＝较差；３＝一般；
４＝较好；５＝很好

１＝非常不适应；２＝不太适应；３＝一般；
４＝比较适应；５＝非常适应

２１３ １１４

２６３９ １９５

３１３ ２００

３９６ ０７１

３９１ ０７９

３９６ ０８２

１８７ ０３４

２０１ ０８９

４６１ ０４９

４５２ ０７３

４４８ ０６６

３６９ ０９２

环境特征

（Ｏ）

所在连级单位在全旅的

全面建设层次
１＝靠后；２＝中等；３＝先进 ２５７ ０５１

排长每年集训培训次数 连续变量 ２３１ ０９４

大项活动参与程度 １＝不参与；２＝偶尔参与；３＝经常参与 ２０２ ０３５

本排专业数目 连续变量 ２３ １１１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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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情况显示，排长岗位任职能力总体均值
为３３７。各个题项分值在２５２—４３４之间进行波
动。其中，得分最高的为 “与战士谈心交心”一

项，得分最低的为 “军事基础知识和专业技能掌

握情况”一项。在对岗位任职能力四个维度进行

比较时，思想政治工作能力的平均水平为 ３６１，
明显高于指挥能力、组训能力、带兵能力的平均

水平，指挥能力平均水平最低。这说明，从整体

上看，基层排长队伍思想政治素质过硬，善于发

挥教导作用，工作用心程度高，但指挥能力、组

训能力、带兵能力以及军事基础知识和专业技能

掌握情况等方面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２模型选择与回归分析
本研究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评估排长岗位

任职能力的影响因素。回归模型方程详见公式

（１）。其中，Ａｉ表示第 ｉ个排长的岗位任职能力；
Ｐ表示排长的个人特征；Ｏ表示排长所在的环境特
征；Ｊ、Ｋ分别表示排长个人因素、环境因素变量
数；ｊ、ｋ分别表示第ｊ、ｋ个自变量。φ是交互项对
Ａ的偏效应；εｉ为随机误差项。

Ａｉ＝β０＋βｊ∑
Ｊ

ｊ＝１
Ｐｊｉ＋βｋ∑

Ｋ

ｋ＝ｊ＋１
ＰｊｉＯｋｉ＋φＰ×Ｏ＋εｉ（１）

经过定量分析，模型１将排长个体特征变量纳
入模型，模型中的 Ｒ２为０１４６，表明自变量解释
了排长岗位任职能力１４６％的变异。在控制其他
因素的基础上，不同身份来源的排长在岗位任职

能力上存在显著差异 （ｐ＜０１）；从排长部队经历
与岗位任职能力关系来看，当过战士、有基层部

队经验对排长的岗位任职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 （ｐ
＜００５），如表３所示。具体表现在：根据单因素
方差分析表明，在排长任职能力的各个维度上，

战士学员显著高于青年学员和国防生。从岗位任

职能力各维度平均水平来看，有部队经历的战士

学员在指挥作战能力、组织训练能力、带兵管理

能力方面要高于青年学员，而青年学员在思想政

治工作能力方面更有优势。从年龄与岗位任职能

力的关系来看，排长年龄对岗位任职能力并无显

著影响 （ｐ＞００５）；职业投入变量 （包括职业满

意度、岗位喜爱程度、职业生涯期望、对连队事

务和人员的用心程度等方面）对岗位任职能力有

显著正向影响 （ｐ＜００５）。

表３　排长岗位任职能力影响因素的回归模型检验

自变量
因变量：岗位任职能力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常量）
２０４４
（０８１９）

１８２４
（０５９８）

３０１４
（２１１１）

年龄
０３１８
（０１４９）

０３２４
（０１５２）

０３２０
（０１５２）

身份来源
００５９
（００４８）

００７１
（００４２）

００７１
（００４２）

基层部队经历
００２６
（００４０）

０１２８
（００３８）

０１２４
（００３６）

职业投入
００４５
（００３５）

００３２
（００４９）

００１７
（００３９）

职业发展期待
００３７
（００１３）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１）

００４９
（００２３）

适应融合
００６３
（００３９）

００５３
（００４６）

００５８
（００４３）

连队建设层次 ———
００７５
（０２２８）

００８３
（０２１１）

排长集训培训次数 ———
００７８
（０２３１）

００６６
（０２３３）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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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

自变量
因变量：岗位任职能力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大项活动参与程度 ———
００３６
（００６２）

００３４
（０５７８）

本排包含专业数目 ———
０３５６
（００４１）

０３３５
（００８７）

连队建设层次×职业投入 ——— ———
０１０７
（０００８）

连队建设层次×部队工作年限 ——— ———
－０１４５
（００３９）

连队建设层次×职业发展期待 ——— ———
－０１１２
（００１０）

Ｒ２ ０１４６ ０２６５ ０２６５

　　　　注：Ｐ＜００５，Ｐ＜０１。

　　模型２在模型１的基础上加入了环境特征变
量，模型的拟合优度得到进一步提高 （Ｒ２ ＝
０２６５），模型２中的自变量解释了岗位任职能力
２６５％的变异。结果显示，环境特征变量的加入，
调节了排长个体特征对于岗位能力的影响。例如，

排长的身份来源、部队经历、职业投入变量对岗

位任职能力的影响均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在控制

其他变量的基础上，排长基层部队经历对岗位任

职能力的影响为正，但并没通过显著性检验；职

业投入变量对排长岗位任职能力的影响显著为正

（ｐ＜００５），但与模型１相比，职业投入的影响有
所降低；从回归结果来看，处于不同建设层次的

连队的岗位任职能力存在细微差异。

模型３在模型２的基础上加入了连队建设层次
与排长个人特征的交互项。模型３显示，连队建设
层次与职业投入交互项的偏回归系数为正，连队

建设层次与基层部队经历交互项、与职业发展期

待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均为负，但上述结果都没有

通过显著性检验。

三、结论建议

（一）研究结果

１基层部队经历和连队建设层次对排长岗位
任职有显著正影响

基于模型１的回归发现，作为一种人力资本经
验积累，基层部队经历对岗位任职能力有显著正

向影响。访谈结果也显示，当过士兵的排长，在

管兵带兵能力上更有优势，能更有效地把握住连

队建设的思路，学员与排长的身份转换更加得心

应手。当模型２和模型 ３加入连队建设层次一项
后，连队建设层次对排长岗位任职能力产生了正

向影响。这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基础上，连

队建设层次在部队经验与岗位任职能力的关系之

间产生了一定的调节作用。可能的解释为，基层

部队任职经历对排长任职之初的作用发挥有一定

影响，但也要考虑到连队建设水平对排长任职能

力的持续性影响。排长能力提升与连队建设层次

提高是交互影响、互相促进的，任职时间越长，

影响越大。

２职业发展期待和岗位的适应与融合性对排
长岗位任职能力有显著正影响

职业 生 涯 发 展 理 论 （Ｃａｒｅｅ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ｅｏｒｙ）认为，个体对于自我职业生涯发展的主、
客观因素判定，会影响个人职业贡献率的提高。

从客观因素来看，在一线部队中，由于编制体制

的限制，军官岗位形态呈 “金字塔”状，军官达

到一定的级别之后，职位的晋升会变得越来越

难［４］，这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新任排长的职业贡

献意愿。通过访谈分析来看，有良好职业发展期

待的排长，其职业贡献意愿更高，工作思路更清

晰，更重视工作实绩和单位凝聚力的建设。此外，

部队环境适应性较好的排长在工作方法上更懂得

灵活变通，善于思考和总结，能更好助推连队建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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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向高水平发展。

３职业投入对岗位任职能力有显著正影响
霍兰德职业兴趣理论 （Ｈｏｌｌａｎｄ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Ｔｈｅｏｒｙ）认为，职业兴趣作为一种强大的
精神力量，可以使个体找到最适宜的活动情境并

使其给予最大的能力投入。访谈显示，岗位满意

度、工作喜爱程度更高的排长会有更多的职业投

入。在谈到 “对于本班排战士的了解程度”这一

问题时，有排长对士兵家乡、家庭成员、教育情

况、婚恋情况等了如指掌。“我们排里战士们是什

么样，我太熟悉了，每天和兄弟们在一起摸爬滚

打，我知道他们当中有些同志很有自己的想法，

我很愿意和他们多交流。”

（二）启示建议

排长岗位任职能力既受制于其任职前的基层

工作经历、职业投入、职业发展期待、部队环境

的适应与融合等个体因素的影响，还受到连队建

设层次、大项任务历练、人才培养力度等环境因

素的影响。研究者认为，要想提高排长岗位任职

能力，院校和部队可从基础能力素质培养、岗位

平台锤炼、发展路径规划三个方面予以加强。

一是注重基础能力素质培养。院校和各类培

训机构一方面应着眼新时代军事斗争的使命任务

要求，针对多样化军事任务的政治性、透明性、

开放性、突发性、多变性、复杂性等特点［５］，妥

善处理学员学科知识系统性与岗位任职多样性的

关系，贴近第一任职需求，不断优化学科内容，

切实增强学员的军事实践能力，夯实学员任职能

力基础［６］；另一方面，也要拓展人才培养模式，

灵活培养思路，通过加强与一线部队的对接联系，

以及通过当兵实践、代职锻炼、基层部队领导讲

座介绍等方式，让学员早接触基层部队，早了解

排长岗位，更好地聚焦岗位增知识、强素质。

二是注重岗位平台锤炼。部队的营连主官要

“当好师傅领进门，手把手帮带扶上马”，多表扬、

多包容，遇到困惑解解扣，碰到难题支支招，遭

受挫折鼓鼓劲，骄傲自满了泼泼冷水，帮助新排

长踏入正确的职业发展轨道。另外，部队还要加

强排长的在岗培养，多赋予任务、多搭建平台、

多创造机会，多给排长放手一搏的舞台，特别是

在一些大项活动和急难险重任务到来之时，要敢

于让排长唱主角，帮带他们在实践历练中提升

素质。

三是注重发展路径规划。部队各级组织、领

导和人力资源部门，要根据排长的性格特点、素

质优长和发展意愿等建立一个 “明白账”，摸清哪

些排长适合干军事、哪些排长适合干政工、哪些

排长适合干保障，帮助他们树立起良好的职业信

心，合理规划好职业发展路径，加强针对性培养，

增强职业定力，力求为年轻干部规划出一个良好

的军事职业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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