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置还是择业？
退役军官转业政策意愿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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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退役军官转业政策是尊崇军人职业和维护退役军人合法权益的重要
保障。退役军官面对多元的转业政策供给，可以自主选择计划安置就业或自主
择业。论文通过对Ａ省２０名退役军官的深度访谈，借助政策供给和政策反馈适
配性视角，运用扎根理论分析影响退役军官安置择业意愿的因素，对退役军官
安置择业意向进行理论建构。研究结果表明：个体因素、家庭因素、政策因素
和工作因素四个主范畴对退役军官安置择业意愿存在显著影响。其中，个体因
素既是核心影响因素，也是关键节点。政策因素是外部客观因素，家庭因素和
工作因素是社会感知因素。研究为理解退役军官安置择业意愿和政策供给顶层
设计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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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退役军官安置就业是退役军人安置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化退役军官安
置制度改革是国家部署的一项重大战略工程。退役军官安置就业是确保军队改
革顺利实现、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政治安全稳定的
重要制度安排（游光荣，２０１８）。

退役军官安置保障工作兼具任务重大、协调复杂和需求多元等特点。一方面，
根据２０２１年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开的年度工作清单，军地有关部门需要解决２万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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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退役军官和３０００余名随调随迁配偶子女的安置工作。退役军官安置的范围涉及
军队与政府各部门，为保证相关政策得以充分落实，需要动员党、政、军、团、
社等共同参与配合（罗平飞，２０１４）。另一方面，作为政策受众的退役军官需求具
有差异化、个性化，而国家安置资源的有限，政策执行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供需不
匹配现象，退役军人的安置保障任务十分艰巨（刘纪达、王健，２０１９）。

对此，退役军人事务部等有关部门贯彻妥善安置、合理使用、人尽其才、
各得其所的安置原则，提供了退役军官安置工作的多元政策供给。退役军官转
业安置保障工作始终处于一种动态演进的过程（周悦、崔炜，２０２１），政策主题
基本遵循恢复安置、合理安置、多元安置到服务保障的原则（刘纪达、王健，
２０１９），与经济社会发展形势逐步适应（郑功成，２０１７）。２０１６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下发了《关于做好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期间军队转业干
部安置工作的通知》（中发〔２０１６〕１３号）。与此前施行的《军队转业干部安
置暂行办法》（中发〔２００１〕３号）相比，该通知在政策供给上主要有以下四个
方面的变化。一是放宽了退役军官转业的安置地区限制，二是放宽了特殊岗位
和特殊地区退役军官转业在地级城市安置的条件，三是放宽了部队师级干部的
最低转业年龄条件，四是放宽了自主择业的职务及军龄条件。此后，２０２１年颁
布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标志着我国退役军人保障工作建
立起更加统一协调的管理机制（王勇，２０１８）。综合来看，退役军官转业政策主
要实行计划安置和自主择业两种方式。

一项公共政策能否取得成功，政策主体因素最为关键（俞海山、周亚越，
２０２２）。参与政策制定、执行和评估等环节的个人或团体都是政策主体的一部分
（陈振明，２００３）。退役军官作为退役军人安置保障政策的直接政策对象，其价
值取向与行为选择直接关系到有关政策的实施效果。究其本质，就是计划安置
和自主择业两种政策供给能否满足退役军官的多元化需求。一方面，脱离退役
军官转业安置的政策需求，单纯探讨退役军官转业安置的政策供给，无法保证
政策供给适用的全面性。另一方面，脱离退役军官转业安置的政策供给，单纯
调查退役军官转业安置的多元需求，无法保证政策供给适用的有效性。由此可
见，要探究退役军官转业安置政策能否取得成功，归根到底需要揭示政策需求
与政策供给二者的适配性问题。

因此，本文采用半结构化访谈形式对退役军官进行深入访谈，通过扎根理
论构建退役军官安置择业意愿影响因素的模型，突破了传统关于退役军官安置
的“政策安排（是什么）、制度问题（为什么）、解决方式（如何做）”的分析
路径，为验证退役军官转业安置政策供给与退役军官转业需求二者的适配性提
升新的解释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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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回顾

（一）退役军官转业的政策供给

退役军人安置择业保障工作是整个国家社会保障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产
生与发展无法脱离国家社会保障体系而独存（吴新宇，２０１２）。然而，由于退役军
人群体的特殊性，退役军人保障工作的价值内核兼具国家补偿属性（Ｄｉｌｌａｈｕｎｔ
Ａｓｐｉｌｌａｇａ ＆ ＰｏｗｅｌｌＣｏｐｅ，２０１８）、社会保障属性（Ｆｙｆｆ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和公共服务
属性（高和荣，２０１８；Ｃｈｏ ＆ Ｋｗｏｎ，２０２１）。退役军人安置保障工作需要关注退役
军人从军事生活过渡到市民生活的适应过程。此外，还需要格外关注退役军人的
身心健康状态，为患有精神或药物滥用障碍且无家可归的退役军人提供医疗保障
和住房补贴（Ｃｏｎｎｅｌｌ，Ｋａｓｐｒｏｗ ＆ Ｒｏｓｅｎｈｅｃｋ，２００９）。可以说，退役军官安置工作
不同于传统社会保障，具有重要的特殊属性（李瑰华，２０１４）。

由于各国经济水平、兵役制度、岗位资源等方面的差异，各国退役军人安
置政策也截然不同（罗平飞，２００６）。很多国家对退役军人安置采取专门的法律制
度、完善的机构保障和政社合作的安置模式（谢丹、陆旭丹，２０１８）。然而，美国在
这个方面是个例外，美国重视军人职业化，鼓励退役军人自谋职业，但其通过了一
系列法律以保障退役军人在就业方面享有某些优先权（谢和均、徐应萍，２０１８）。

中国退役军人工作体系决策逻辑和治理机制经历了由复原优抚、政府安置、
灵活就业到服务保障体系的演进历程，在本质上体现了从外生干预到内生激活、
从系统性到复杂性的演化趋势（王增文，２０２１）。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
展，我国退役军人安置的压力越来越大。关于中国特色退役军官安置制度建设
的研究逐步兴起（范军，２０１２），有学者进而提出了退役军官分段安置制度构
想，以期为建立中国特色退役军官安置制度提供建议（屈家权、杨征兵，
２０１３）。为适应退役军人的多元化工作需求，有关部门相继出台了诸如市场化安
置、税收优惠等一系列措施，强化退役军人保障体系建设（刘纪达、王健，
２０１９）。岳宗福（２０２０）建议通过厘定协调领导体制、理顺部门关系，在法治
框架下健全完善由退役军人事务部主导、多部门协同的治理体制，积极推进退
役军人管理保障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同时，必须始终坚持党对退役军人优抚安
置工作的绝对领导，进而为落实相关政策提供牢固的政治保障（张昊，２０２１）。

从以上可以看出，现有关于退役军官（军人）安置择业意愿的专项研究尚
有不足，即使是退役军人安置领域的研究也多是按照制度设计、健康保障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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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展开，很少有研究将视角放在退役军官这一政策主体上来。此外，中国退役
军官安置择业工作的推进离不开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体制，不能离开现实基础
谈论政策效力。因此，必须立足中国现实，站在中国退役军官的角度，通过进
入政策场域的深入访谈，重新审视中国退役军官安置择业政策意愿的影响因素。

（二）政策反馈：退役军官转业政策供给的检验回应

对于退役军官转业的政策供给，需要对退役军官转业的政策意愿加以检验
回应，探究其安置择业选择背后的影响因素。

政策反馈理论（Ｐｏｌｉｃｙ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Ｔｈｅｏｒｙ）强调不应简单地把政策视为政治的
产出，政策本身也是一种政治力量，通过资源分配、塑造社会规范和态度等形
式与政治环境实现互动，从而影响公众行为（Ｐａｔａｓｈｎｉｋ ＆ Ｚｅｌｉｚｅｒ，２０１３；翟文
康、邱一鸣，２０２２）。政策反馈理论被广泛应用于不同的政策领域，用以探究公
共政策的制定执行与国家能力之间的关系。已有研究显示，政策设计显著影响
了政策受众的政治态度，政策受众的政策认知会直接影响其对特定政策的认可
度（Ｊｏｒｄａｎ，２０１３；Ｍａｒｔｉｎ，２００４）。政策贯彻落实的执行过程也会直接影响政策
受众的态度与行为（Ｃｈｅｎ，２０１３）。

政策反馈主要有两种机制效应：一是资源效应（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Ｅｆｆｅｃｔ），即政策通
过为利益相关者提供政治活动所需的资源（资金、权力、公共服务等）影响其
政治行为。例如美国《退伍军人权利法》为军人提供了教育资源，培训退伍军
人的技能，树立政治信仰，并塑造身份认同，从而加强了公众参与（Ｍｅｔｔｌｅｒ，
２００５）。二是解释效应（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即通过政策文本、内容设计和政策
执行过程等方面，传达政策信息，塑造行动者对其自身、他人、政府及其相互
关系的认知，影响政策行动者后续的政治态度和行为（Ｍｅｔｔｌｅｒ，２０１８）。具体而
言，资源效应一般通过影响公众能力和公众倾向进而影响公众参与，解释效应
则通过影响公众倾向进而影响公众参与（Ｍｅｔｔｌｅｒ，２００２）。

已有研究普遍认为，相较于政策的前端过程，政策的执行和落实结果对公
众的影响更大，因为多数人难以接触决策过程，多是基于个人经验对政策做出
评价（Ｒｎｎｅｒｓｔｒ ＆ Ｏｓｋａｒｓｏｎ，２０２０ ）。对于政策受众来说，他们的直接经历和感
知能够塑造他们对政策的看法和态度（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２０１２；Ｋｕｍｌｉｎ，２００２；
Ｍｅｔｔｌｅｒ ＆ Ｓｏｓｓ，２００４；Ｓｏｓｓ ＆ Ｓｃｈｒａｍ，２００７）。本研究将政策反馈视角引入退役
军官安置择业意愿研究，以期弥补以往研究对制度环境与政策主体互动机制重
视的不足。退役军官安置保障工作既有一般社会保障政策的共性，又兼具鲜明
的政策特色。由于政策对象单一明确，已有政策通过资源效应和解释效应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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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退役军官群体对安置择业政策的基本观念和认知，这种观念和认知又必然随
着社会发展和个体环境的变化而演变。

基于上述文献基础，本文尝试借助退役军官转业政策供给和政策反馈适配
性视角，探究资源效应、解释效应与退役军官退役安置择业政策意愿的关系，
分析退役军官安置或择业的政策行为选择的影响因素。

三、研究设计与模型构建

（一）方法与样本

１ ． 研究方法
本文拟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退役军官群体进行半结构化访谈进而

开展质性分析。扎根理论主张从原始资料中建构理论（Ｓｔｒａｕｓｓ，１９８７），通过对
一手资料的整理，进而分析特定情境下群体的认知、行为及互动过程，构建新
的诠释理论（贾哲敏，２０１５）。因此，本文选用扎根理论解读原始访谈数据，尝
试探究中国退役军官安置择业选择的影响因素。
２ ． 样本选取
样本数遵从扎根理论饱和准则，对Ａ省２０位受访者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

军队的特殊性决定了各国军人以男性为主，因此本文的调查样本均为男性。样
本选择上尽量兼顾年龄、学历和职务等因素。受访退役军官的个人基本情况见
表１。

表１　 受访退役军官信息一览
变量 类别子项 人数（人） 百分比（％）

年龄 ３０ － ３９岁 １６ ８０

４０岁及以上 ４ ２０

转业时职务
团级 ５ ２５

营级 １１ ５５

连级及以下 ４ ２０

安置地级别 副省级城市 ６ ３０

地级市 １４ ７０

转业时军龄
１５年及以下 ４ ２０

１６至１７年 ６ ３０

１８年及以上 １０ 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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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类别子项 人数（人） 百分比（％）

学历
大专及以下 ６ ３０

本科 １３ ６５

研究生 １ ５

家庭情况
已婚已育 １４ ７０

已婚未育 ５ ２５

未婚 １ ５

政策意愿
选择安置 １４ ７０

自主择业 ３ １５

安置后改为择业 ３ １５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在退役军官安置择业意愿选择方面，２０名受访者在首次安置中选择计划安
置的有１４人，占比为７０％，说明计划安置方式还是军转干部的首选。有３人在
首选计划安置方式短暂工作后，申请重新安置改为自主择业，说明部分退役军
官对自己转业后的择业意愿和工作规划不是很清晰。本文选取其中１５名受访退
役军官的访谈资料进行扎根理论分析和模型构建，其余５名受访退役军官的访
谈资料作为理论饱和度检验的资料。

（二）范畴提炼与内容构建

１ ． 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是把收集到的原始资料进行分解、比较和范畴化的过程（Ｃｏｒｂｉｎ

＆ Ｓｔｒａｕｓｓ，２０１４）。通过选取概念出现频次较高、范畴聚类较为集中的语句，筛
选出呈现正态分布的精炼语句作为原始资料进行范畴提炼。本次开放式编码针
对符合条件的受访退役军官访谈内容梳理出１３个范畴，３２个初始构念。具体编
码内容见表２。

表２　 受访退役军官的开放式编码

范畴 初始构念 原始资料

个人
学历

毕业院校
所学专业
本科／专科

Ａ２：军需专业毕业的，专科，后来又自考了一个本科
Ａ８：毕业于体育学院教育学专业，本科
Ａ９：军事院校全日制研究生，军事装备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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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畴 初始构念 原始资料

军旅
经历

入伍方式
转干方式
经历职务

Ａ３：高中考军校入伍的，后调入军队某机关，转业前任机关参谋
Ａ４：当兵入伍，转士官后提干，转业前在武装部任副部长
Ａ６：考的国防生，毕业后入伍，历任排长、指导员等职

个人
情况

年龄军龄
兵种军衔
任职年限

Ａ１：４５岁时转业，２７年军龄，任正团职６年
Ａ１１：转业时３５岁，正营职飞行员，少校军衔，军龄１７年
Ａ８：转业时３４岁，任连指导员５年，军龄１６年

婚姻
状况

已婚／未婚
家属职业
家属收入

Ａ３：转业时未婚
Ａ９：转业时已成家，家属是事业单位职员，月收入３０００多元
Ａ１４：转业时已婚，家属在家干个体，收入不稳定

子女
状况

有无子女
子女年龄
入学情况
照顾子女

Ａ９：转业时还没孩子
Ａ１３：转业时孩子１岁，妻子自己照顾孩子
Ａ１５：转业时孩子７岁刚上学，主要是姥姥、姥爷照顾孩子
Ａ２：转业时孩子１７岁，上高中，学业繁重，需要我跟妻子一起照顾孩子

家属
支持

主动／被动
家庭支持

Ａ１：转业年限到了，家属也是军人，能理解
Ａ８：主动转业，家人非常支持

择业
情况

安置择业
就业稳定性

Ａ１１：选择了计划安置，喜欢早八晚五的工作状态
Ａ９：我选的自主择业，体制内的稳定性不适合我

安置
政策

宣传了解程度
安置政策影响

Ａ７：部队有宣传，对我没啥影响，早就计划好了要安置的
Ａ１４：营里在一次干部会上宣传了，自己了解不细，否则会再等一年自
主择业

身心
健康

身体健康情况
心理创伤

Ａ８：转业时身体健康，啥毛病都没有
Ａ１１：身体上没什么毛病，心理上有一点创伤性应激障碍

安置
情况

安置身份级别
职业发展

Ａ３：副省级城市机关副调研员，平级安置，工作比想象的要忙
Ａ５：地级市机关公务员，正科级，而且无职，所以改自主择业了

工作
满意度

工作充实
工作压力

Ａ１：现在是某局副局长，虽然忙，但很充实，喜欢体制内的生活
Ａ１４：安置单位属于安全口，责任压力大，节假日要去安全检查

安置
待遇

工资收入
前后对比

Ａ１：工资有差距，属于降半级安置
Ａ６：肯定会比在部队时少一些，但把各项福利都加一起也没少太多

家属
随调

家属无随调
家属有随调

Ａ１０：转业前家属有办理随军，转业时没有随调
Ａ９：家属随军考上了驻地的事业单位，转业时办了随调

注：Ａ表示第位受访者原话节选。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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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 主轴性编码
主轴性编码是反复推敲已形成的退役军官安置择业意愿构念和范畴，梳理

范畴之间的内在逻辑、频次和占比，并通过引入政策反馈的两个机制：一是依
据个体对政策的感知，以判定政策反馈的资源效应机制；二是依据家庭对工作
的约束，以判定政策反馈的解释效应机制。由果溯因，构建退役军官安置择业
意愿的政策、个体、家庭和工作四个主范畴，对比各个主范畴对退役军官安置
择业志愿的影响程度，具体编码内容见表３。

表３　 受访退役军官主轴性编码

主范畴 范畴 范畴内涵

个体因素
（１４４次，
３５ ５％）

个人学历（２４次）

个人情况（７１次）
军旅经历（３４次）
身心健康（１５次）

技术类、军地两用类专业和本科及以上学历，在退役军官转业时
更能体现安置择业意愿的灵活性
年龄、军龄和职务层次对安置择业意愿的影响具有差异性
多职位历练，为安置择业意愿的选择提供胜任力保障
身心健康直接影响了退役军官对今后保障情况的看重

家庭因素
（８０次，
１９ ７％）

婚姻状况（１８次）
子女情况（２８次）
家属支持（３４次）

婚姻状况是退役军官的坚强后盾，对转业意愿影响较大
退役军官转业需要照料孩子，转业的意愿更强
军官家属普遍比较支持军官的转业选择

政策因素
（４６次，
１１ ３％）

安置政策（３５次）
家属随调（１１次）

公务员的稳定性和安全感是退役军官选择安置的主要因素
家属随调政策对退役军官转业影响力较强

工作因素
（１３６次，
３３ ５％）

择业情况（２３次）
工作满意度（１５次）

安置待遇（１６次）
安置情况（８２次）

退役军官转业选择择业追求相对自由，倾向于挑战
大多退役军官转业后比较满意自己的工作状况，个别不满意的是
由于转业前对政策了解不细、再社会化的心理建设没准备好
选择安置军官收入相对少，自主择业军官可能有两份收入
副省级城市安置退役军官转业比普通地级市具有较大优势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３ ． 选择性编码及模型构造
选择性编码是构建退役军官安置择业意愿的核心范畴，分析核心范畴与主

范畴之间的关系结构及内涵见表４。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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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退役军官安置择业意愿选择性编码

典型关系 关系结构 关系结构的内涵

个体因素→转业安置择业因果关系年龄、职务、能力等个人情况会直接影响退役军官的择业
意愿

家庭因素→转业安置择业因果关系婚姻状况、子女养护问题会直接影响退役军官转业的择业
意愿

政策因素→转业安置择业因果关系安置地的城市级别和安置岗位会直接影响退役军官转业的
择业意愿

工作因素→转业安置择业因果关系公务员的工作稳定性和安全感会直接影响退役军官转业的
择业意愿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从上表可见，个人因素、家庭因素、政策因素、工作因素会直接影响退役
军官安置择业意愿。基于退役军官安置择业的政策供给与政策反馈的适配性，
构建退役军官转业安置择业意愿的影响因素模型图（如图１所示）。

图１　 退役军官转业安置择业意愿的影响因素模型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４ ． 理论饱和度检验
为保证研究范畴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本研究在完成１５名退役军官安置

择业意愿的开放性编码、主轴性编码、选择性编码之后，对此前未参与编码的５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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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退役军官（Ａ１６—Ａ２０）访谈资料进行相同形式的重新编码，结果并没有发现
新的构念、范畴和结构关联关系，这显示退役军官转业安置择业意愿的影响因
素模型是完整、饱和的。

四、退役军官转业安置择业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一）政策设置与资源供给：政策因素
政策因素是影响退役军官转业择业意愿的关键影响因素，在安置政策、家

属随调方面提供政策供给。
从访谈结果来看，上层机关单位宣传效果普遍好于基层单位，军官对政策

的了解程度更高。但是对大部分受访者来说，军转政策的变化并未显著影响其
安置择业的选择。２０名受访者中只有Ａ６明确表示安置政策对自己有影响。“根
据新文件放宽转业军官的安置地区限制，我未婚可以选择在服役地（副省级城
市）进行转业安置，否则就只能回入伍前户籍所在地安置，那样就很可能等两
年自主择业了。”多元化的安置择业政策设置，为退役军官提供不同的选项，政
策供给满足不同退役军官的个体需求。

家属随调是指转业干部退役前其家属在部队驻地有正式工作的，转业后其
家属的工作跟随该转业干部调往同一安置地。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随调配偶若
安排到实行合同制或聘用制的企事业单位，应给予随调配偶３年适应期，其间
如非本人原因不可以单独解除合同。在政策实际落实过程中，地方政府军转安
置部门往往只有随调家属接收单位的人事推荐权而没有决定权，加之调动工作
又是一件比较敏感和复杂的事情，因此会发生没有合适的接收单位或随调家属
不满意接收单位的情况。如Ａ１９表明：“我家属考上了驻地的事业单位，转业的
话就面临两地。正式的事业单位工作也不能说放弃就放弃，于是联系了转业地
的军转部门，军转部门表示会积极协助联系接收单位。”退役军官安置政策明确
规定各地可根据随调配偶个人意愿，采取发放一次性就业补助费的方法，由其
自谋职业，具体方法由各省级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确保政策资源供给的灵
活性和适度的弹性。

（二）身份待遇与认知判断：工作因素
工作因素包括安置情况、择业情况、满意度和收入等方面，这些也是影响

退役军官转业择业意愿的重要因素。
安置情况包括安置身份、安置地级别和安置岗位等情况。其中，安置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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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影响了退役军官转业的安置择业选择，级别越高，影响越显著。Ａ５表示：
“副局虚职安排不了，只能安排一般科长，正好有个朋友办企业问我过不过去，
索性自主择业了。”而安置地级别越高，相关待遇越能得到保证，退役军官转业
选择计划安置的可能性越大。同为副团职军转干部，Ａ３的安置地属于副省级城
市，在省直单位顺利地直接享受了副处级待遇。由此可见，安置政策的岗位待
遇影响退役军官的个体认知判断和选择。

择业情况反映了军转干部的择业选择，从访谈结果看，１４名访谈对象选择
了计划安置，数量达到７０％，３名访谈对象选择了自主择业，３名访谈对象选择
计划安置后重新选择自主择业。说明计划安置还是转业干部择业的首选，具有
不可替代的优势。如Ａ１５受访者表明：“公务员工作稳定，有安全感，我老家是
农村的，如果自主择业了还真不知道干啥。”

在择业满意度方面，大部分受访者表示满意或比较满意现在的工作，但公
务员的工作要比转业前想象的忙碌。部分受访者表示不满意转业后的工作。如
Ａ１１表示：“不喜欢机关的工作性质，总感觉就这样早八晚五（地工作）心有不
甘。”Ａ５因为多方面原因，由计划安置改为自主择业，有的受访者更是因为家
属工作变动举家搬迁而辞职，彻底放弃了公务员身份。然而，很多转业干部都
没有勇气和能力为可能错误的择业选择而放弃公务员身份。

转业后的收入待遇方面，自主择业干部要好于计划安置干部，这与当地的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关，由此也促使很多退役军官转业倾向于自主择业。如Ａ９
表示：“我兵龄长，还立过二等功，退役金还可以跟转业前差不多，拿着一笔转
业费跟朋友合伙做生意了。”在计划安置干部中，安排到副省级城市和省直单位
的军转干部对工资收入的接受度更高。如Ａ１４表明：“虽然地方公务员工资比在
部队低，但（所在地）至少还是二线城市，经济状况和财政收入在省内应该是
头一档了，综合收入加一起也没比部队少太多。”由此可见，转业前后的收入待
遇差距也影响退役军官的认知判断与倾向选择。

（三）个性匹配与自我感知：个体因素
个体因素是影响退役军官转业安置择业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也是唯一的

主观影响因素，它由个人情况、身心健康、个人学历和军旅经历等部分组成。
从年龄和职务看择业选择，５名团职干部中２名选择自主择业，选择自主择

业的比例占４０％，７名正营职干部中也是２名选择自主择业，选择自主择业的
比例为２８ ６％，８名副营职及以下干部无人选择自主择业。显然，一般年龄越
大、职务越高，在转业择业上更倾向于自主择业。究其原因，退役军官在部队
服役期间多是一级主官，转业后如果不能被安置到一个领导岗位，以其年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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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历上升空间有限，往往会产生较大的心理落差。而年轻干部的想法正好相反，
８名副营职及以下干部中无人选择自主择业，他们更倾向于通过计划安置进入政
府体制。如Ａ１３谈道：“我还年轻，擅长文字材料，早点转业回地方政府机关发
展，运气好的话还能有晋升空间。”

身心健康因素会显著影响退役军官转业的选择。身体欠佳的转业干部往往
更看重公务员的职业稳定性和安全感。虽然按照现行政策，自主择业军官也享
有一定的医疗保障，但缺乏统一的执行标准。而公务员群体的医疗保障机制则
更为健全。如Ａ１８表示：“在部队训练时听力受损，虽然正常交流没什么影响，
但高频声音听得很差，很担心将来还有什么突发情况或其他不确定性，感觉还
是选择在体制内更稳定更有安全感，各种保障也更健全吧。”

个人学历往往成为退役军官转业进行安置择业选择时的限制因素。大部分
退役军官毕业于相关军事院校，以大专及以上学历为主，其专业技能基本都与
军事领域相关。学历与专业的特殊性会限制其退役后的职业选择，进而使其优
先考虑计划安置。个别技术类专业人员则相对拥有更大的选择空间。如Ａ１１谈
道：“我在部队是飞行员，虽然因为某些原因不能继续飞了，但专业知识、理论
基础和飞行经验还在，技不压人，有机会还可以从事与自己专业知识相关的工
作。”由此可见，退役军官的个性匹配与自我感知在安置择业意愿选择的政策反
馈中具有解释效应。

（四）情感需求与亲属约束：家庭因素
家庭因素是影响退役军官转业安置择业意愿的重要影响因素，它由婚姻状

况、子女情况等部分组成。
相较于择业意愿，家庭因素对转业安置意愿的影响似乎更大。众所周知，

军人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其日常很难兼顾家庭。出于对家人的亏欠感以及个人
情感需要，家庭生活是多数转业干部必须考虑和面对的因素，退役军官一般会
更主动选择转业回到地方，以便今后更好地照顾自己的家庭。Ａ３ 就谈道：
“（我）家属是企业职员，工作节奏本来就快，还要照顾小孩，太辛苦，所以即
使在部队还有向上发展的空间，也坚决要求转业。”Ａ７则表示：“婚后就不想两
地了，年纪越来越大还没孩子有点着急，够条件就毫不犹豫地转业安置了。”因
此，退役军官的家庭情感需求也是安置择业意愿选择政策反馈的重要考量因素。

在对择业意愿的影响上，家属工作较忙、没有老人帮忙看护幼儿、养育子
女责任较重的退役军官更倾向于自主择业。如Ａ４表示：“家属在事业单位窗口
工作不方便照顾孩子，孩子现在初中正是关键时期，几乎天天补课，照顾孩子
基本都是我的事儿。”退役军官从军人到社会人的“身份再社会化”，情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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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至关重要的环节。对家务的融入、对子女的照料等，都成为退役军官安置择
业意愿选择的约束条件，体现政策反馈的解释效应。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半结构式访谈和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借助退役军官转业政策
供给和政策反馈分析视角，尝试构建退役军官安置择业意愿的影响模型，得出
研究结论如下。其一，个体因素、家庭因素、政策因素和工作因素四个主范畴
对退役军官安置择业意愿存在共同显著影响。其中，个体因素是核心影响因素，
政策因素是外部客观因素，也是退役军官安置择业行为的起点，家庭因素是重
要约束因素，工作因素是关键政策认知因素，同时也是二次选择行为的触发因
素。其二，由于个体因素在模型中居于关键节点位置，可以直接影响退役军官
的行为。而家庭、政策和工作三类因素多数情况下都对退役军官的意向产生间
接影响，再好的政策也必须经由个体才能发挥效力，家庭、政策和工作因素可
以影响退役军官安置择业意向的变化，积累量变，而最终的质变需要依靠个体
因素的适配性来决定。

退役军官转业政策给予了退役军官一定的自主选择权，无论是退役安置还
是自主择业的政策供给，均通过政策反馈的资源效应与解释效应影响退役军官
的选择意愿。因此，首先需要重视对退役军官个体层面的关注，发挥退役军官
军旅经历和身心健康的优势，强化学历、技能等综合能力的提升，实现从“军
人”到“市民”的身份转换（Ｂｉｃｈｒｅｓｔ，２０１３），快速、顺利、平稳地完成“再
社会化”的过程。其次，在退役军官家庭因素层面，发挥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和
军地“双拥”工作的成效，积极回应退役军官相亲联谊、子女教育和军官配偶
就业等利益诉求，保障落实退役军官配偶及其子女的合法权益（李卫海、王金
虎，２０２１），使退役军官安置择业再无后顾之忧。再次，在退役军官政策因素层
面，兼顾退役军官社会保障和国家补偿原则（韩君玲、王一宏，２０２１），提供多
元化的职业选择政策供给，满足退役军官个性化的“再社会化”需求，形成军
官选择转为公务员或就业创业者的政策意愿，在政策供给和政策反馈的平衡中，
褒奖退役军官曾经为国家付出的忠诚、奉献与牺牲。最后，在退役军官工作因
素层面，对于选择安置的退役军官，在保障其享受退役军人福利的基础上，促
进其对行业转变的适应与岗位业务的认同，增强退役军官对于现职安置工作的
安全感和满意度。对于选择自主择业的退役军官，除了提供差异化的资金补贴，
还要根据退役军官的就业兴趣和能力，提供就业信息、职业辅导等（王沙骋、
祝小茜、张艺博，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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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面向退役军官群体进行半结构化访谈，基于安置择业政策供给与政
策反馈的适配性视角，运用扎根理论总结出退役军官转业意愿的影响因素模型，
重点考察政策、工作、家庭外部因素和个体内部特征如何影响退役军官面临安
置择业情境下的行为选择，为理解退役军官安置择业意愿需求和政策供给顶层
设计提供智力支持。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是访谈样本的空间分布只是
局域性政策意愿，全域性不足，有待于开展数量更多和分布更广的调查研究。
二是本研究缺少对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的调查分析，未能完整地勾勒出退役军官
转业政策从设计到执行的政策全景，有待于以后进一步深入拓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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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ｏｕｓｉｎｇ ｉｎ ａ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ｅｔｅｒａｎｓ Ｗｈｏ Ａｒｅ Ｈｏｍｅｌｅｓｓ．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６（３）：１９０．
Ｐａｔａｓｈｎｉｋ，Ｅ． Ｍ． ＆ Ｚｅｌｉｚｅｒ，Ｊ． Ｅ． （２０１３）．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ｔｏ Ｒｅｍａｋ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Ｌｉｂｅｒ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ｔａｔ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１１（４）：１０７１ － １０８７．
Ｒｎｎｅｒｓｔｒａｎｄ，Ｂ． ＆ Ｏｓｋａｒｓｏｎ，Ｍ． （２０２０）．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ｉｎ Ｌｉｎｅ Ｗｈｅｎ Ｑｕｅｕｅｓ Ａｒｅ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ｃｌｉｎ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ｗｅｄｉｓｈ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ｒｅ Ｗａｉｔｉｎｇ Ｔｉｍｅ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４８（２）：４６９ － ４９３．
Ｓｏｓｓ，Ｊ． ＆ Ｓｃｈｒａｍ，Ｓ． Ｆ． （２００７）． Ａ Ｐｕｂｌｉｃ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Ｗｅｌｆａｒ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１０１（１）：１１１ － １２７．
Ｓｔｒａｕｓｓ，Ａ． Ｌ． （１９８７）．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ｏ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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