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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国际学界对退役军人事务较为关注与重视，但国内对这些研
究缺乏系统的理论评介。论文基于ＳＳＣＩ数据库中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
学、管理学与行政学６个学科的１３９７篇文献的数据分析，梳理了退役军人事务
的国际研究概况和不同学科的研究进展，将退役军人事务的国际研究分为三类
主题：一是医疗与健康保障，包括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健康管理与医疗政策
等议题；二是经济与社会保障，包括住房保障、教育保障、就业保障与人事行
政等议题；三是政治与身份认同，包括政治参与、身份认同、家庭关系、种族
与性别等议题。未来国内研究既要借鉴与吸收国际研究的思想成果，在共性研
究领域中推动理论交流与对话，也要重视本土情境下的特色问题，积极推动理
论探索与实践创新。公共管理学科需要重视和加强对退役军人事务的研究，重
点围绕退役军人事务部的运行与退役军人的需求展开研究，为服务与保障退役
军人群体贡献学科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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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退役军人事务
工作，全面加强对退役军人事务工作的领导。２０１７年，党中央做出组建退役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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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管理保障机构的重大部署；次年４月，退役军人事务部挂牌成立。２０２１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正式施行，成为我国第一部关于退役军人的
专门法律。２０２２年２月，《“十四五”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规划》出台，对“十
四五”时期做好退役军人工作做出部署安排。一系列的制度创建呼唤相应的理
论研究，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的退役军人保障与服务体系成为重要的理论与实践
问题。

国内有关退役军人事务的研究主要围绕管理体制改革（薛刚凌、吴又幼，
２０１２）、机构设置（李玉倩、陈万明，２０１８）、机构网络（刘纪达、王健，
２０１９）、医疗保障（朱亚鹏、喻君瑶，２０２１）以及住房保障（孙小梅、朱亚鹏，
２０２２）等议题展开讨论，为推动完善我国退役军人事务服务与保障体系提供了
理论与决策支持。与国内相比，国际学界对退役军人事务的研究起步早，已经
产生了大量理论成果。尽管国情存在较大差异，但是国际研究仍可以为国内学
界提供有益的参考与启示。因此，对退役军人事务的国际研究进展进行梳理和
介绍很有必要。

本文基于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ＳＳＣＩ）数据库中多学科的文献数据，
借助Ｒ语言Ｂｉｂｌｉｏｍｅｔｒｉｘ包进行文献计量分析，由此呈现退役军人事务的国际研
究概况，阐述不同学科对退役军人事务的研究进展，希望为推动国内退役军人
保障与服务研究提供启示与借鉴。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有关退役军人事务的研究涉及众多社会科学学科，不同学科的研究视角与
理论关切也各有侧重。本文借助ＳＳＣＩ数据库的学科类别目录，将文献的学科类
别设定为社会学（含“社会问题”与“社会工作”）、政治科学（下称“政治
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与公共行政学（下称“行政学”）６个学科①。检
索式为“ＴＳ ＝（ｖｅｔｅｒａｎ）ＡＮＤ ＷＣ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ｏ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ｏ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ｏ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ｒ ‘Ｌａｗ’ ｏ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ＤＴ ＝（Ａｒｔｉｃｌｅ）”。文献检索时间为２０２２年６月２０日，最终所
得文献来自３８３个国际期刊，时间跨度为１９８３年至２０２２年。由于部分期刊属于多学
科领域，本文对文献数据进行学科去重处理，最终共得到１３９７篇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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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没有专门将心理学研究纳入分析范畴，因为心理学的大部分分支理论旨趣及范
式与传统社会科学有较大差异，并且社会心理学、政治心理学、法医心理学等领域的研究已
被本文设定的学科所覆盖。



本文利用Ｒ语言Ｂｉｂｌｉｏｍｅｔｒｉｘ包，借助描述性统计、影响力分析、因子分析
等方法，对文献数据进行科学计量分析。首先，阐述国际研究总体概况。其次，
分别介绍６个学科有关退役军人事务的研究进展。再次，归纳与总结退役军人
事务的国际研究谱系。最后，基于推动中国本土化退役军人事务研究的要求，
讨论未来国内研究的可能方向。

三、退役军人事务的国际研究概况

（一）年度发表动态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国际学界有关退役军人事务的研究不断增加。

２００８年后，有关研究迅速增加。尤其是自２０１５年以来，每年的发文量保持在
７０篇以上，其中２０１９年和２０２０年的发表数量更是超过了１００篇。在学科方面，
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论文产出较多，不同学科的年度发表情况与整体产
出情况呈现大致相似的趋势（如图１所示）。

图１　 国际学界有关退役军人事务研究的年度发表动态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二）主要期刊及影响力
根据Ｂｉｂｌｉｏｍｅｔｒｉｘ包计算得出的Ｈ指数和Ｇ指数（见表１），《美国行为精神

病学杂志》（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ｒｔｈｏ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的两个指数排名均为最高，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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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役军人的精神健康是最受国际学界关注的议题之一。载文量最多的期刊是
《武装力量与社会》（Ａｒｍｅｄ Ｆｏｒｃｅｓ ＆ Ｓｏｃｉｅｔｙ），该期刊主要关注军民关系与政治
参与等议题。此外，《社会保健工作》（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 ｉ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ｒｅ）和《健康与
社会工作》（Ｈｅａｌｔｈ ＆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等也是有较强影响力的期刊。

表１　 主要期刊及影响力
期刊名称 中文译名 载文数 Ｈ指数 Ｇ指数

Ａｒｍｅｄ Ｆｏｒｃｅｓ ＆ Ｓｏｃｉｅｔｙ 《武装力量与社会》 １０５ １７ ２６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ｒｔｈｏ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 《美国行为精神病学杂志》 ５２ １８ ３１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 ｉ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ｒｅ 《社会保健工作》 ３８ １１ １８

Ｃｈｉｌｄ Ａｂｕｓｅ ＆ Ｎｅｇｌｅｃｔ 《儿童虐待与忽视》 ２１ ８ ２１

Ｈｅａｌｔｈ ＆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 《健康与社会工作》 ２１ １３ １２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健康经济学》 ２０ １０ １８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社区心理学杂志》 １９ ６ １１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 Ｊｏｕｒｎａｌ 《临床社会工作杂志》 １９ ５ １１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主要国家与机构
从所有作者所在的国家来看，美国出现２２４０次，频次排名前６名的国家还

有以色列（１００次）、英国（９９次）、澳大利亚（６７次）、加拿大（５７次）、中
国（４０次）。从通讯作者所在的国家来看，美国学者以通讯作者身份发表了９７５
篇论文，中国学者以通讯作者身份发表了１９篇论文。从作者所在的研究机构来
看，以波士顿大学为代表的美国高校是论文产出较多的机构。波士顿大学产出
４７篇、斯坦福大学产出３３篇、耶鲁大学产出３２篇，位居前３名。此外，宾夕
法尼亚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马里兰大学、密歇根大学、杜克大
学等也是研究产出较多的高校。

（四）研究主题的分布
在研究主题方面，本文采用Ａｕｔｈｏｒ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开展后续分析①，运用因子分

析法对关键词进行主题聚类。最终，本文将所有文献分为６个聚类。第一个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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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ＳＳＣＩ数据库导出的文献数据包含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ｌｕｓ和Ａｕｔｈｏｒ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两种关键词。前者
通过深度学习自动生成，数量多且含义广；而后者是作者根据其论文内容自拟的关键词，更
能直接反映论文主题。



类涉及“社会工作”“医疗保健”和“无家可归”等关键词，探讨了退役军人
在社会适应、医疗保健和生活质量方面的问题。第二个聚类包含了“歧视”“自
杀”和“社会再融入”等关键词，关注退役军人在社会融合中可能面临的精神
和社会压力。第三个聚类关注退役军人的性别认知和在男性主义文化中所面临
的挑战，涉及了“男子气概”和“性别”等关键词。第四个聚类则侧重于女性
退役军人在社会适应过程中的教育和经济挑战，包括“女性”“教育”和“收
入”等关键词。第五个聚类主要关注退役军人的心理健康问题，特别是与战斗
相关的创伤后应激障碍（ＰＴＳＤ①），涉及“抑郁症”和ＰＴＳＤ等关键词。第六个
聚类关注退役军人的身体健康状况以及就业问题，涉及“残疾”和“就业”等
关键词。尽管本文已利用因子分析法对国际研究主题进行了初步聚类，但结果
仍略显粗糙。在后续的分析中，本文将结合各学科的具体研究进展，构建一个
更为精准的国际研究谱系。

四、不同学科对退役军人事务的研究进展

（一）社会学对退役军人事务的研究进展
在本文的检索范围内，社会学中有关退役军人事务的论文共有７４６篇，这

些论文发表在１４６种社会学的国际期刊上。社会心理学、社会工作学与社会保
障学等领域对退役军人事务较为关注。载文量较多的期刊包括《美国行为精神
病学杂志》（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ｒｔｈｏ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社会保健工作》（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
Ｉ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ｒｅ）、《儿童虐待与忽视》（Ｃｈｉｌｄ Ａｂｕｓｅ ＆ Ｎｅｇｌｅｃｔ）、《健康与社会工
作》（Ｈｅａｌｔｈ ＆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等。

从主要研究机构来看，波士顿大学的论文产出最多，耶鲁大学、宾夕法尼
亚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密歇根大学等也产出较多论文。从主要
学者来看，特拉维夫大学的Ｚａｈａｖａ Ｓｏｌｏｍｏｎ与其合作者的研究产出最多，他们主
要关注战争创伤对退役军人的抑郁症状的影响、退役军人对于衰老的态度等问
题（Ａｖｉｄｏ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西华盛顿大学的Ｊａｙ Ｔｅａｃｈｍａｎ也是该领域的重要学
者。Ｔｅａｃｈｍａｎ （２０１３）发现，退役军人日益偏好在规模较小、偏远的县市居住，
这种趋势导致退役军人与普通公众之间的区域隔离逐渐扩大。他将这一现象称
为“消失中的退役军人”（Ｄｉｓａｐｐｅａｒｉｎｇ Ｖｅｔｅｒａｎｓ），并认为退役军人集中的地理
分布可能会对军民关系产生影响。Ｔｅａｃｈｍａｎ等（２０１５）还发现，退役军人的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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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创伤后应激障碍（ＰＴＳＤ）是一种由于暴露于创伤性事件而引发的精神和行为障碍，
其症状包括高度警觉、持续失眠、频繁噩梦以及深度焦虑等。



酒情况与普通公众具有一定的差别。此外，他还就服役经历对暴力行为的影响
展开了研究（Ｔｅａｃｈｍａｎ ＆ Ｔｅｄｒｏｗ，２０１６）。Ｔｅａｃｈｍａｎ的研究大多基于生命历程理
论视角，研究剧烈社会变迁对退役军人生活的影响，并且与地位获得理论、社
会资本理论、人力资本理论等多个社会理论展开对话。

社会学对退役军人事务研究的主要议题包含三类。第一类议题是退役军人
的社会心理议题。ＰＴＳＤ和抑郁症是退役军人群体的主要心理问题，国际学界主
要关注这些心理问题如何影响家庭和社会以及如何干预这些心理问题。关于家
庭影响，有学者在观察患有ＰＴＳＤ的退役军人的家庭生活后，指出了退役军人家
庭融入的必要性和可行方案（ＭｃＧａｗ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关于社会影响，有学者指
出社会支持是缓解创伤压力的重要保护因素，退役军人可以借助各种来源提供
的支持来减轻无助感和孤独感（Ｈｏｒｅｓｈ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社会工作领域对于这些心
理疾病的干预因素开展了较多的研究。比如，有学者指出，患有多种慢性病的
退役军人更容易出现持续性抑郁症，因此强调这类人群需要接受长期持续的社
会关怀和健康照料（Ｆｉｎｄｌｅ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

第二类议题是退役军人的住房保障议题。耶鲁大学的Ｔｓａｉ主要关注无家可归
的退役军人群体及其住房保障问题。Ｔｓａｉ等（２０１５）对美国无家可归的男性退役
军人进行了调查，揭示出退役军人在住房以及接受医疗服务方面的差异。她与合
作者还对退役军人的支持性住房政策①等问题展开了研究（Ｂｙｒｎｅ ＆ Ｔｓａｉ，２０２２）。

第三类是退役军人的就业保障议题。此前很多文献认为，服役经历不会给
退役军人的择业带来好处。但是新近的研究指出，退役军人能够利用服役经历
的符号价值来激发雇主的爱国主义意识及支持军队的意愿，退役军人收到面试
邀请的可能性明显高于普通公众（Ｆｉｇｉｎｓｋｉ，２０１９）。对于退役军人的职业选择偏
好，有研究发现，退役军人倾向于从事与其军事技能相关的领域，如安保、制
造、运输和物流等。此外，越来越多的退役军人选择进入公共部门（尤其是国
家安全部门）工作。这表明退役军人的军事技能可以成功地转换为普通公众的
工作技能（Ｓｃｈｕｌｋｅｒ，２０１７）。

（二）政治学对退役军人事务的研究进展
在本文的检索范围内，政治学中有关退役军人事务的论文共有２９７篇，这

些论文发表在８５种政治学的国际期刊上。军事政治学、政治心理学以及性别政
治学等领域对退役军人事务较为关注。载文量较多的期刊包括《武装力量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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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Ａｒｍｅｄ Ｆｏｒｃｅｓ ＆ Ｓｏｃｉｅｔｙ）、《社会科学季刊》（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政
治与军事社会学杂志》（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政治心理学》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从主要研究机构来看，马里兰大学的论文产出最多，阿拉巴马大学、德克
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等也产出较多论文。从主要学者来看，
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Ｄａｖｉｄ Ｌ． Ｌｅａｌ是发表论文最多的学者，他从２０世纪
末以来就持续发表与退役军人事务有关的政治学研究论文。Ｌｅａｌ （１９９９）早期
主要关注退役军人的政治参与，发现拉丁裔退役军人在投票方面表现出较高的
参与水平，而对于非选举政治活动则表现出较低的热情。在此后的研究中，Ｌｅａｌ
和Ｔｅｉｇｅｎ （２０１８）发现服役经历能够增加退役军人参与政治投票的可能性，也
可以降低教育水平较低的退役军人的政治参与成本。

政治学对退役军人事务研究的主要议题包含三类。第一类是军民关系与社
会地位议题。对于军民关系，有研究发现，大多数公众支持为退役军人提供必
要的福利和资源，尤其是医疗保健方面的支持（Ｋｌｅｙｋａｍｐ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而对
于社会地位，有研究发现，“二战”退役军人比普通公众拥有更高水平的教育、
收入和职业声望。并且，服役经历也有助于减少退役军人因肤色差异而导致的
社会地位与经济收入的不平等（Ｓｍｉｔｈ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

第二类是退役军人的政治参与议题。对于党派关系，有研究指出，提高美
国国会议员的退役军人占比对于增进两党合作以及减少政治分歧具有积极作用。
反之，随着议员中退役军人数量比例的减少，国会的党派分歧和政治极化程度
将会增加（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对于政治参与，有研究关注军事经历和选举
行为之间的关系，也有研究关注战争创伤对退役军人的政治参与行为带来的影
响。比如，有学者发现，如果在服役期间遭遇生命危险进而增加了民族主义情
绪，退役军人更有可能倾向于投票支持民族主义政党。然而，如果战争造成了较
强的心理创伤，那么退役军人则更可能远离甚至厌恶民族主义政党（Ｌｅｓｓｃｈａｅｖｅ，
２０２０）。这类研究表明，退役军人的选举行为受到战争经历的影响。

第三类是种族与性别议题。政治学界对于退役军人的种族与性别问题给予
了一定关注。有学者对美国女性退役军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进行了研究，分析了
在非裔、白人、非西班牙裔等不同族裔间可能存在的差异。这类研究拓展了传
统种族政治与性别政治研究的范畴（Ｃｏｏｎｅ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有研究指出，对于
具备可转移技能的黑人退役军人，雇主更倾向于给予他们比普通黑人民众更多
的优惠待遇（Ｋｌｅｙｋａｍｐ，２００９）。还有研究发现，相较于普通女性，身体健全的
女性退役军人更容易被雇用（Ｐｒｏｋｏｓ＆Ｃａｂａｇｅ，２０１７）。这些研究为了解退役军人
群体的多样性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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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济学对退役军人事务的研究进展
在本文的检索范围内，经济学中有关退役军人事务的论文共有２２９篇，这

些论文发表在７９种经济学的国际期刊上。健康经济学、国防经济学与劳动经济
学等领域对退役军人事务较为关注。载文量较多的期刊包括《健康经济学》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健康价值》 （Ｖａｌｕｅ ｉｎ Ｈｅａｌｔｈ）、 《国防与和平经济学》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ｅａｃ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经济史杂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经济学与人类生物学》（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Ｈｕｍａｎ Ｂｉｏｌｏｇｙ）等。

从主要研究机构来看，斯坦福大学的论文产出最多，波士顿大学、美国全
国经济研究所、匹兹堡大学、华盛顿大学、伍伦贡大学等也产出较多论文。从
主要学者来看，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Ｄｏｒａ Ｌ． Ｃｏｓｔａ是发表论文最多的学者，
主要关注退役军人的养老金与经济状况等问题。在对退役军人养老金计划的收
入效应研究中，Ｃｏｓｔａ （１９９５）发现，随着退役军人养老金计划中收入的增加，
他们在经济上更有能力支持自己的退休生活，因此更倾向于选择退休。Ｃｏｓｔａ等
（２０２０）还发现，老年退役军人的创伤对其孩子成年后的社会经济地位没有影
响。她的研究为理解退役军人的退休率上升现象及代际经济关系提供了洞见。
悉尼科技大学的Ｐｅｔｅｒ Ｓｉｍｉｎｓｋｉ及其合作者也是这一领域的重要学者，他们主要
关注服役经历对退役军人的经济水平与健康状况的影响。他们发现，服役经历
对退役军人的经济状况有着显著影响（Ｓｉｍｉｎｓｋｉ ＆ Ｖｉｌｌｅ，２０１２）。此外，服役经
历对听力和精神健康产生了长期影响，但对死亡率的预测作用并不明显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

经济学对退役军人事务研究的主要议题包含三类。第一类是退役军人的卫
生与健康议题。其中，“成本－收益”是出现频次最高的关键词。比如，有学者
对退役军人群体使用的支气管扩张药物进行成本－收益分析（Ｏｎｕｋｗｕｇｈａ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８）；还有学者对退役军人管理机构赞助的卫生经济学出版物进行成本收益－分
析后发现，在健康教育和医疗服务方面的健康经济学研究获得了相对较多的支持。
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药物滥用和精神健康服务等领域（Ｓｉｅｇｅｌ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

第二类是退役军人的教育、就业与收入议题。对于教育问题，有学者发现，
服役经历和教育福利促进了退役军人的大学学业成绩的提高（Ｂｏｕｎｄ ＆ Ｔｕｒｎｅｒ，
２００２），也有研究对美国《退役军人权利法案》① 的实际效果进行了研究，发现
白人比黑人更容易获得受教育的权利，州一级的政策和条件也可能破坏了该法
案所要实现的教育平等分配目标（Ｔｕｒｎｅｒ ＆ Ｂｏｕｎｄ，２００３）。对于就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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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ｍｉｎｓｋｉ和Ｖｉｌｌｅ （２０１２）发现部分国家的退役军人补偿制度对就业具有抑制作
用，过高的补偿福利可能会削弱退役军人找工作的动力。对于收入问题，Ａｓａｌｉ
（２０１９）发现，服役经历对收入的积极影响随着退役时间的增长而逐渐强化，这
意味着退役军人在脱离军队后的职业生涯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收入水平有
望稳步提升。也有学者发现，退役军人在高收入群体中的占比相对较高，服役
经历对于少数族裔女性的收入水平也存在积极的影响（Ｐａｄａｖｉｃ ＆ Ｐｒｏｋｏｓ，
２０１７）。

第三类是退役军人的社会保障议题。退役军人的医疗保险和养老金等问题
成为该领域的主要议题。有研究发现，美国退役军人事务部医疗保健系统的服
务范围和覆盖人口数量的扩张对退役军人的就业和退休决策产生了影响，选择
继续从事个体职业的人数在低教育水平人群中减少，而在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
群中增加（Ｂｏｙｌｅ ＆ Ｌａｈｅｙ，２０１０）。对于退役军人的养老金问题，Ｄｏｒａ Ｌ． Ｃｏｓｔａ
的研究具有较强的代表性，这里不再赘述。

（四）法学对退役军人事务的研究进展
在本文的检索范围内，法学中有关退役军人事务的论文共有１４５篇，这些

论文发表在６２种法学的国际期刊上。法医精神病学、法医心理学与行政法学等
领域对退役军人事务较为关注。载文量较多的期刊包括《美国精神病学和法律
学会杂志》（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ｗ）、《行为科
学与法律》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 ｔｈｅ Ｌａｗ）、 《军事法律评论》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从主要研究机构来看，科罗拉多大学的论文产出最多，贝勒大学医学院、
埃默里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也产出较多论文。从主要学者来看，科罗拉多大学
的Ｈａｌ Ｓ． Ｗｏｒｔｚｅｌ发表论文较多，主要关注被监禁的退役军人面临的法律风险。
Ｗｏｒｔｚｅｌ等（２００９）发现，退役军人在经历监禁后面临更高的自杀风险。Ｗｏｒｔｚｅｌ
和Ａｒｃｉｎｉｅｇａｓ （２０１０）还从法医精神病学的视角指出，患有ＰＴＳＤ的退役军人很
难被处以死刑。其他学者的讨论则较为零散，比如有学者对退役军人诉讼索赔
等问题展开了研究（Ａｌｌｅｎ，２００９）。

法学对退役军人事务的研究所涉及的议题非常广泛且零散，尚未呈现明显
的核心主题。从词频统计来看，ＰＴＳＤ与精神健康是频次最高的关键词。这表
明，法医精神病学和法医心理学是重要领域，研究主要关注退役军人的精神与
心理疾病所引发的法律问题。性别、歧视、ＬＧＢＴ等词频较高，性别与性向平等
问题也是重要的议题领域。此外，“暴力”“逮捕”等也是高频词，表明刑法领
域也对此给予了一定关注，比如有研究特别关注到退役军人的家庭暴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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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ｌｌｉｖａｎ ＆ Ｅｌｂｏｇｅｎ，２０１４）。还有学者对退役军人治疗法庭①的功能作用进行了
探讨，认为早期干预能较好地降低退役军人自杀或犯罪的风险（Ｌｕｃａｓ ＆
Ｈａｎｒａｈａｎ，２０１６）。

（五）管理学对退役军人事务的研究进展
在本文的检索范围内，管理学中有关退役军人事务的论文共有１１４篇，这

些论文发表在６０种管理学的国际期刊上。工商管理学、护理管理学与组织心理
学等领域对退役军人事务较为关注。载文量较多的期刊包括《哈佛商业评论》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ｖｉｅｗ）、《护理管理期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ｕｒｓｉｎｇ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人际关系》（Ｈｕｍ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美国管理学会学报》（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应用心理学杂志》（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等。

从主要研究机构来看，爱荷华大学的论文产出最多，波士顿大学、康奈尔
大学、杜克大学等也产出较多论文。从主要学者来看，南卫理公会大学的Ｖｉｓｈａｌ
Ａｈｕｊａ和德克萨斯理工大学的Ｃａｒｌｏｓ Ａｌｖａｒｅｚ合作较多，他们主要研究退役军人的
慢性病药物管理和护理管理等问题（Ａｈｕｊ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Ａｈｕｊａ等（２０２０）对
超过３０万例患有糖尿病的退役军人群体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长期护理服务对
住院人次、住院时间和再入院率有显著影响，有助于改善退役军人的身体健康。

管理学对退役军人事务研究的主要议题包含两类。第一类是退役军人的健
康管理议题。有学者关注到退役军人的医疗保健管理问题，他们对医疗保健机
构管理者、临床医生、患者和伦理委员会主席展开调查，探究了美国退役军人
事务部所面临的伦理挑战②。有些人认为资源分配的公正性是最大的伦理挑战，
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临终关怀是最大的伦理挑战（Ｆｏｇｌｉ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还有学者
关注到工作场合上级主管对退役军人从业者健康的影响问题，提出了支持性主
管培训项目，发现相关的培训将改善主管对退役军人雇员的态度，帮助减轻退
役军人雇员的压力（Ｈａｍｍ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这些研究揭示了组织支持对于改善
退役军人健康福祉的重要作用。

第二类是退役军人的社会支持与管理议题。有学者发现，退役军人的个体
特征、工作性质、工作技能通用性及组织文化差异会影响雇主对退役军人的雇
用决定（Ｓｔｏｎｅ ＆ Ｓｔｏｎｅ，２０１５）。还有研究发现，工作环境的包容性将提高退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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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退役军人治疗法庭是专门为面临药物滥用和精神健康等问题的退役军人设立的法庭，
主要提供或协调各种服务，包括药物治疗、心理咨询、就业和住房援助等，旨在帮助退役军
人重返社会。

美国退役军人事务部（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Ｖｅｔｅｒａｎｓ Ａｆｆａｉｒｓ，ＶＡ），是为美国退
役军人及其家属提供服务的内阁部门。



军人的工作适应能力（Ｇｏｎｚａｌｅｚ ＆ Ｓｉｍｐｓｏｎ，２０２１）。这类研究主要关注退役军人
身份转变带来的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寻找方法以帮助退役军人更好地实现身份
转型以及更高质量的生活。

（六）行政学对退役军人事务的研究进展
在本文的检索范围内，行政学中有关退役军人事务的论文共有４３篇，这些

论文发表在１９种公共行政学的国际期刊上。人事行政学、行政组织学与公共政
策学等领域对退役军人事务较为关注。载文量较多的期刊包括《公共人事管理》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公共行政评论》（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
《公共行政管理研究与理论杂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ｙ）、《美国公共行政评论》（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等。

从主要研究机构来看，威拉梅特大学的论文产出最多，乔治亚州立大学、
马里兰大学东岸分校、康奈尔大学等也产出较多论文。从主要学者来看，乔治
亚州立大学的Ｇｒｅｇｏｒｙ Ｂ． Ｌｅｗｉｓ是发表论文最多的学者，他主要关注退役军人在
公共部门就业的问题。Ｌｅｗｉｓ和Ｆｒａｎｋ （２００２）发现，美国的退役军人相对于普
通公众更倾向于从事公共部门的工作。另一项研究发现，政府在招聘中对退役
军人存在偏好，这种偏好在联邦层面比州和地方层面更为明显。然而，有关数
据却表明，这种偏好会导致联邦雇员工作绩效的下降（Ｌｅｗｉｓ，２０１３）。

行政学中退役军人事务研究的主要议题包含两类：第一类是就业与人事行
政议题。有研究表明，在控制了入职职位变量后，联邦政府中的非退役军人和
退役军人的晋升速度大致相当（Ｊｏｈｎｓｏｎ ＆ Ｗａｌｋｅｒ，２０１８）。还有研究发现，相较
于没有服役经历的政府雇员，有服役经历的政府雇员更容易在工作中明确自己
的角色定位，同时他们对工作的满意度也更高（Ｔａｏ ＆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２０２０）。

第二类是退役军人的身份认同议题。比如，有学者在考察退役军人的职业
康复计划时发现，当退役军人知道他们的咨询师也是退役军人时，他们对咨询
项目的总体满意度更高（Ｇａｄｅ ＆ Ｗｉｌｋｉｎｓ，２０１３），这一研究揭示了退役军人的
身份认同对于建立社会信任的影响。

（七）国际研究谱系
结合主题聚类结果和各学科的研究进展，本文对不同研究主题进行了整合

与聚焦，并对各学科所涉及的分支领域进行了梳理，建立学科领域与研究主题
之间的联系，呈现较为完整的退役军人事务的国际研究谱系（如图２所示）。具
体而言，可分为三类研究主题。第一类研究主题是医疗与健康保障，关注退役
军人的生命健康问题。已有研究较多关注老年慢性病、抑郁症、ＰＴＳＤ等重点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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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问题，同时也从经济学的成本－收益视角出发，分析了健康管理与医疗保障
政策的执行效果。第二类研究主题是经济与社会保障，涉及退役军人的生存需
求。已有研究对住房困难的退役军人群体和住房保障政策进行了分析，探讨了
退役军人的教育福利、受教育权利和继续教育的学业表现。就业保障方面，研
究主要分析了不同类型的退役军人群体的就业差异。此外，人事行政保障方面
的研究探讨了退役军人的职场晋升和表现等问题。第三类研究主题是政治与身
份认同，关注退役军人的权益和尊严问题。在政治参与方面，研究表明，退役
军人的选举行为可能受到战争经历的影响。身份认同方面的研究揭示了退役军
人身份的象征和符号意义。家庭关系方面的研究关注到退役军人的家庭生活，
特别是家庭暴力问题。种族和性别问题的研究揭示了不同种族和性别的退役军
人在教育和就业状况上的差异。

图２　 退役军人事务的国际研究谱系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五、推动中国本土化退役军人事务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加强军人军属荣誉激励和权益保
障，做好退役军人的服务保障工作。”这为做好新时代退役军人工作指明了前进
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推进我国本土化退役军人事务研究与实践，必须从中
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出发，为实现建军１００年奋斗目标、开创国防和军队现
代化新局面而不懈努力。尽管不同国情带来实践及学术研究旨趣的巨大差异，
但是国内学界依然可以借鉴与吸收国际研究的思想成果，在共性领域中展开交
流与理论对话。同时，国内学界要注重挖掘中国情境下的特色问题，推动本土

·９８１·

退役军人事务的国际研究进展及启示◆



化研究体系的构建与实践创新，拓展退役军人事务的“中国叙事”，与国外同行
分享“中国方案”。总体来说，未来国内学界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探索。

（一）加强退役军人医疗与健康保障研究
国际研究较多探讨了退役军人医疗保障政策的执行过程、突出问题与优化

方案，我国学者也可以借鉴类似的做法，对我国的退役军人医疗保障体系更深
入地进行调查研究，并可以在此基础上开展比较分析。近年来，我国加快完善
退役军人医疗保障体系建设，但仍面临着现实需求提升与政策滞后的矛盾（岳
宗福、李赛赛，２０２１）。２０２２年，我国修订印发了《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办法》，
出台了《残疾退役军人医疗保障办法》，健全完善了“保险＋救助＋补助＋优
待”的医疗保障政策体系。新型退役军人医疗保障政策体系的不断健全与完善，
需要国内学界开展更多扎实的理论与政策研究。此外，退役军人的心理健康问
题在国外也是一个重要的议题，但国内公开发表的有关研究并不多，这也可能
成为未来有关研究的方向。

（二）加强退役军人经济与社会保障研究
在国外尤其是美国，“无家可归”与“流离失所”是退役军人群体面临的突

出问题，而在我国，更为关键的是教育和就业问题。退役军人经过长期的军队
生活后重新回归社会，可能面临着职业转型、社会适应等问题。就业认知低、
就业技能不对口、就业渠道单一等困境可能使一些退役军人在市场化的就业环
境中容易成为弱势群体。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推动退役军人教育与就业
的政策文件。在教育培训方面，２０２１年，我国出台了《关于全面做好退役士兵
教育培训工作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改革完善了退役军人教育培训制度体系；在
就业创业方面，２０１８年，我国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由政府安排工作退役士
兵就业安置工作的意见》《关于促进新时代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要
求形成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科学合理的分类接收结构比例，同时也鼓励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此后，我国陆续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扶持自主就业退役士
兵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 《关于促进退役军人到开发区就业创业的意
见》《关于促进退役军人投身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关于引导和鼓励民营企业
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军人的意见》《关于促进优秀退役军人到中小学任教的意见》
等政策文件，引导退役军人到开发区、乡村、民营企业、中小学等就业。２０２３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做好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民工等群体就业
工作。”国内学界可以通过系统地回顾与反思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退役安置工作，
探索退役军人安置政策的优化路径；此外，应加强退役军人就业与创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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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就业困难援助机制，尤其要关注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立法等问题。

（三）加强退役军人政治与身份认同研究
在国外，退役军人的政治参与、种族歧视与性别歧视是突出问题。在我国，

退役军人的政治参与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一方面，退役军人的积极政治参与
有助于推进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退役军人可以通过“老兵之家”“退役
军人联谊会”“退役军人服务站”等多种渠道参与公共事务。另一方面，退役军
人的消极政治参与也需要我们的重视。比如，在现实中存在着当优抚安置工作
暂时不到位时，个别退役军人采取偏激措施行动的问题和现象。因此，要加强
退役军人的政治参与特征和社会治理的研究。当下，营造关心国防、尊崇军人
的社会氛围是一项重要的政策任务，党的十九大第一次把提高军人社会地位写
进报告中，提出“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为烈
属、军属和退役军人等家庭悬挂光荣牌工作实施办法》《应邀以退役军人身份参
加大型活动着装办法（试行）》《关于加强退役军人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退
役军人名录和事迹载入地方志实施办法（试行）》等政策文件，这为强化对退役
军人的社会认同、政治认同提供了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国内学界可以从拥军
优抚、烈士褒扬与纪念、权益维护与法律保障等角度展开探索，加强关于退役
军人的身份认同与社会教育功能等议题的研究。

（四）急需加强公共管理学科的研究力量
在我国开展退役军人事务研究，需要格外重视公共管理学科的理论资源与

研究力量。“研究政府管理，发挥咨询作用”是中国公共管理学科的重要使命。
退役军人事务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理应成为公共管理学科的重要研究对
象。然而，当前国内公共管理学者并没有对退役军人群体以及退役军人事务给
予足够的重视。

公共管理研究的焦点是科层组织的运作与制度设计。虽然经历了几代主责
机构的变迁和政策变化，但退役军人保障与服务的核心目标从未改变，即建立
专业负责、职责明确的保障和服务体系。２０１８年３月，国务院机构改革整合了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后勤保障部、民政部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相关职
能，组建了退役军人事务部。目前，退役军人事务部全面统筹与负责退役军人
的保障与服务工作，内设１０个司（厅），涉及政策法规、思想政治与权益维护、
移交安置、就业创业、拥军优抚、褒扬纪念等多个领域。今后，公共管理学科
应将退役军人事务部及其内设部门的职能运行作为基点，不断挖掘公共行政与
公共政策的有关理论资源，厘清行政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力量等主体间的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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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区分与互补关系，规划退役军人保障与服务的工作体系布局，不断推动相关
法律法规和改革政策出台。随着数字政府建设的不断推进，今后还需要加强对
于退役军人事务数字化治理的研究。

总之，退役军人事务研究离不开交流与借鉴，需要持续关注国际前沿动态
与各学科研究进展，在共性议题中开展研究与理论对话。同时，退役军人事务
研究要植根于现实国情与治理实践，关注我国退役军人事务工作的特殊问题与
方案。作为服务国家治理需要的现代学科，公共管理学科急需重视和加强退役
军人事务研究，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退役军人保障与服务模式，推进新时代
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贡献集体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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