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 并亲自谋划设计、亲
自部署推动组建退役军人管理保障机构。 2022年 1月 22日，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孙
绍骋明确强调，要始终把“让退役军人成为全社会尊重的人，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
的职业”作为工作目标，让退役军人成为全社会尊重的人，不仅要从物质上体现优待
抚恤，更要发挥退役军人独特优势，激发退役军人自我潜能，让退役军人以实现个人
社会价值赢得社会尊重。 其中，重要的环节就是退役后的心理调适。 能否高效完成军
营到社会的角色转变，是军人个人潜力及社会价值实现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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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退役军人群体的独
特优势

几乎所有退役军人都认为
军旅生涯是自己人生浓墨重彩
的一笔，从军经历对于自我精神
特质塑造具有深远影响。从精神
层面分析，退役军人群体具备以
下显著优势：一是较强的政治素
养与个人意志的统一。具有思想
觉悟高、政治素养好，意志坚韧、
责任感强，道德品质优秀、行为
习惯良好，服从管理、态度端正，
不怕吃苦、抗压力强等特点。 二
是积极的人格特质与与社会需
求的统一。军人的积极人格特质
水平在整体上处于中等偏上，主
要包含外向性、聪慧、正直、坚韧
等因素，这正是社会发展的内在
动力和精神资源。 三是正向的
价值观念与社会激励的统一。
在军营文化的浸染中， 退役军
人基于成就动机、 权利动机和
亲密动机， 形成了以结果导向
和等级观念为主的共同价值
观，具有以利他、自律和尽责为
代表的品质， 能够在社会上获
得较高的价值认同和道德优势。
四是较高的学习能力与适应竞
争的统一。退伍军人的自主学习
能力比较强， 能够进行自主学
习， 竞争意识和领导魅力比较
强，自我管理能力和团队组织能
力较为优秀，进入社会后，有利

于获得职业或行业竞争优势。

二、 退役军人适应社
会困难的主观因素分析

从军营到社会，退役军人个
人发展面临着迥然不同的生态
环境，从自身分析，面临的个人
调适困难主要表现在：

一是从 “军 ”到 “民 ”的角色
转变带来的心理调适困难。荣誉
感是军人的第二生命，军人的军
旅生涯围绕荣誉而展开，军旅文
化给军人在潜意识里、在日常行
为中、在价值认同中，都深深烙
上了使命担当带来的荣誉感。
一旦退役之后，脱下军装，走出
军营， 退役军人作为一名普通
公民重新进入社会， 角色突变
带来的心理冲击和适应困难是
巨大的。 目前，对退役军人世界
观、价值观、人生观进行调节的
探索明显不足， 对退役军人心
理健康、情绪压力、社会融入等
问题进行解决的措施还不够，
退役军人因精神准备不足或缺
乏经验而影响角色转换，“军”
“民”过渡面临阻力。

二是从军营到社会的场景
转换带来的归属认同困难。 在具
有高度凝聚力的军营中，军人往
往具有强烈的归属感，一旦回归
社会，进入差异巨大的另类文化
生态中，会产生军旅文化与社会
主流文化的碰撞，从而增加社会

适应和人际交往成本。 比如，长
期远离熟悉的生活带来的亲朋
关系的疏远， 军旅对守纪律、忠
诚、服从等价值的塑造与社会对
军人保守、固执、优越感强的认
知之间的冲突，会退役军人工作
稳定性差、社会交往能力不足等
问题。

三是从必然到或然的价值
转换带来的社会适应困难。 在军
营中，军人的价值体现在国防义
务的必然性上。 退役进入社会，
随着国防义务消减，退役军人的
定向的个人价值随之消减，被需
要的价值认同由必然转化为或
然，“退役不再被需要”的感觉随
之而来。 2022 年有机构调查显
示， 在对 30 个省份的退役军人
抽样调查中，有抑郁倾向和重度
抑郁风险的人数比例远高于
2013 年全国成人样本。 进一步群
体差异研究显示，低学历、低收
入、退役士兵群体的抑郁、焦虑
状况更差，创伤后应激障碍风险
更高；参加过重大军事行动的退
役军人创伤后应激障碍风险显
著高于未参加过者。 研究发现，
退役军人的抑郁和焦虑水平受
经济收入的影响显著，收入水平
越低，抑郁和焦虑症状也越重。

三、 助力退役军人心
理调适的策略建议

针对退役军人适应社会的

困难和障碍，建议立足于心理调
适，着力推动退役军人个人价值
实现，形成全社会尊崇军人职业
的浓厚氛围。

一是关注心理需求 ，强化心
理建设。 军队应加强军人退役前
的心理建设工作，可以采用“老
班长回访”的方式，邀请退役老
兵或“最美退役军人”讲述从退
役到适应社会的心路历程和成
长经验，为即将退役的军人提供
资鉴作用。 帮助制定退役后的规
划计划，分析研判适应社会过程
中面临的困难， 并提出相应对
策。 与社会相关单位建立“结对
子”关系，采取“一日实习”、现场
见习、主题党日等方式，让即将
退役的军人体验不同的环境。 加
大退役前军人与故乡或原社会
关系的联络，提前建立或恢复社
交关系，为退役军人提前适应社
会提供“润滑剂”。

二是促进价值认同 ，降低适
应成本。 加大适应性专业知识技
能培训，以一己专长尽快获得社
会认同， 建立自我价值实现渠
道。 加大军人职业宣传力度，让
社会普遍理解军人为保家卫国、
国防利益以及社会其他群体权
利而让渡了自我权利，尊崇军人
是全社会法律义务的必然，从而
避免对军人职业抽象的尊崇。 加
大军民壁垒破除的顶层设计，加
大对军旅题材公益广告播放频
次及《红海行动》《长津湖》等军

旅影视排片力度，鼓励支持军旅
创意文化、影视剧等创作，提高
社会群体对军旅文化的认知认
同。 合力开展军地结对子、国防
教育、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双拥模范城（县）创建等，以
活动凝聚军政军民团结，为退役
军人更好适应社会提供桥梁纽
带。 以党史学习教育为契机，加
大军史与党史学习教育融合，促
进社会主流群体主动接触、理
解、认可、尊重军人及军人职业。

三是凝聚社会合力，形成尊
崇氛围。 健全退役军人事务部门
职能，充分发挥各级退役军人工
作领导小组、双拥工作领导小组
作用，充分调动成员单位、各级
党政部门积极性，紧紧围绕“让
退役军人成为全社会尊重的人，
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
的工作目标，开展全方位、多维
度的服务保障工作，切实增强退
役军人的认同感、荣誉感、尊崇
感，为退役军人尽快融入地方提
供良好环境。 加大政府购买服务
力度，提升社会组织介入退役军
人事务工作的广度和深度，帮助
退役军人高效完成心理调适、技
能适应和价值实现。 推动社会工
作介入退役军人适应性转换，通
过社会工作中个案工作的方式，
提升退役军人的社会参与度；通
过社会工作中小组工作的方式，
激发退役军人潜能，帮助开展心
理重建，重塑军人荣誉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