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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祥文 《 军 事 社 会学的研究领域与现实课

题》 一文
,

论及军事社会学及其研究领域
。

作者指出
,

军事社会学是以广义的
“ 军事

” 为研

究对象的
,

包括战争 ` 军队 、 军大 , 以及与军事有关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群体 , 并把军事本 身

看作一种社会过程
,

运用社会学的基本观点加以分析
,

其主要领域是
:

一

(一 ) 关于衬战争的社会 学分析
。

战争是国家
、

民族
、

阶级
、

政治集团内部或外部的一

种利害冲突
。

战争的发生
、

发展和消亡有其客观规律
,

而这一规律的探求
,

必须把战争作为

一种社会现象放到社会的整体环境和发展 中去考察
。

军事社会学着 重 研 究
:

战争的社会动

因 , 战争的社会性质
;
战争的社会后果 ; 制止战争的社会因素等

。

国外专门有研究
“ 战争社

会学
”
的

。

但从广义上说
,

军事包含着战争
,

因此
,

军事社会学从总体上也包含着对战争的

研究
。

(二 ) 关于时军事制度的研究
。

军事制度是指维护军人共同生活的社会关系以及进行军

事活动的规范系统
。

它可以包括法律
、

条令
、

条例
、

规定等
,

其中又可分为
:

动员制度
、

征

兵制度
、

千部制度
、

预备役制度
、

民兵制度以及各种管翠制度等
, 军事制度是社会制度中的

一个具体制度
。
任何社会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

,

社会总是在变化和发展之中
,

因此
,

军事制

度总是和社会制度基本相适应
。

在这一领域军事社会学主要研究
: 军事制度的起源与发展 ;

社会制度与军事制度的相互作用 , 各国军事制度的比较与借鉴 , 不同性质军队现代化建设的

“
共趋性

” , 改革中军队与地方在制度方面的协调发展等等
。

(三 ) 关于对军队社会地位的研究
。

在历史的变迁中
, 军队的社会地位也是多变的

,

归

纳起来主要有以下 J七种
:

主导型
、

棍合型和从属型
。

(四 ) 关于衬军事社 区生活 的研究
。

所谓军事社区就是聚居在一定地域的以军人为主体的生

活共同体
。

在这个领域需要研究的问题有
:

军人的社会化和角色 , 军营文化与社会文化
,
现

代军营生活方式
; 军人的婚姻和家庭

, 军人群体与人际关系 ; 军事社区与民间社区的交往与

协调
,

等等
。

(习 关于对军事组 织与社会 系蛛的协调往研扒 军事组织和社会组织都有各自的独立

性和自律性
,

也就是它们既有共同的利益和发展方 向
,

又有各 自的利益和发展需要
。

军事组

织和社会组织在各种社会联系中有可能产生利益矛盾
。

矛盾是正常的
,

关键在于如何协调
,

军事社会学的任务就是要收集
、

储存
、

整理军事组织和社会系统在复杂的联系中所产生的各

种问题
,

提出协调方案
,

促使军地双方朝着一致的方向发展
。

(六 ) 关于对军事职业的社会保障的研 究
。

军事职业是保证国家安全利益不可缺少的重

要职业
。

要发挥军事系统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

就必须为军事职业提供各种社会保障
。

军事社会学要研究影响军队社会地位的社会因素及如何维护 , 军人的社会流动及兵员征集
;

军队转业干部的宋置
;
现役军人的优抚 ; 全民的国防教育和预备役力量建设等

。

军事社会学不仅是一种学术理论
,

而且是一种认识工具和观察方法
,

它为我们研究军队

建设提供了一种新的站立点与观察角度
。

军事社会学从社会总体发展高度观察分析军事现象
,

把军队作 为发 展 着的动态系统考
察

,

把军队与社会有机联系起来研究
,

因此
,

有助于我们深化对军队建设的认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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