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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至 2016 年 12 月，我国共有 5700 万军人退出现役，并以每年几十万的速度递增。军人面

对退役事件时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心理应激，导致抑郁、焦虑等情绪问题，对心理健康水平产生影响。基于此，

研究者们发现人口学特征、应对方式、情绪调节策略、社会支持等因素与退役军人的心理健康水平相关，且

团体授课、个体咨询、团体心理辅导、心理看护、个案工作等方式对退役军人的心理问题有较好的干预效果。

但整体来说，对退役军人研究在关注程度、主体概念、研究方法及研究主体上存在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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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4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事务部在北京正式挂牌，这是自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

报告提出“组建退役军人管理保障机构，维护军人军属合法权益，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以来，

我国对于退役军人管理安置工作的进一步发展落实。现阶段对于退役军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退役安置政

策方面，更多的是偏向于保障物质生活方面。然而退役军人作为有特殊经历和文化背景的群体，离开部

队后，面临诸如角色转换、环境适应、职业选择和人际交往等多方面变化，更容易呈现出心理不健康的

状态，甚至诱发心理疾病（李光耀，徐乐平，丁丽华，聂兵，孙剑，2014）。因此，围绕退役军人心理

健康相关研究进行回顾总结，对这一领域的发展至关重要。

1  退役军人心理研究现状概况

退役军人指退出现役的军人，包括转业军人、复员军人、退役士兵、自主择业军人、退役复学大学生等。

由于长期以来军队编制体制不断调整改革，因而造成了军队内部的一些称谓变化较快，不同的历史阶段

有不同的说法。因此要检索退役军人相关文献，要涵盖不同的称谓，以退役、退伍、复员、转业、复学、

复转、军人、士兵、士官、军官、干部、大学生与心理健康相关词汇进行单独或两两组合成新词汇在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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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维普数据库进行检索。最早可查对退役军人心理健康的实证研究是在 2001 年（刘志超，邱文辉，

毛宗福，吴成林，2001），此后对于退役军人心理的研究逐渐增多。从研究方法上看，辩证研究大于实

证研究的文献数量；从研究设计的取样来看，以尚在部队的待退役军人的取样研究远大于已退役军人的

取样研究数量。相较于已退役军人面临实际的军营外环境，待退役军人在面对“退役”这一事件时在认

知层面会进行不同程度的“应对”，因此暂将“待退役军人”纳入“退役军人”这一概念中，但保留了“待”

和“已”做研究取样的时间区分。从作者和研究机构的分布来看，主要集中在军队院校、军队医院以及

一些具有军队背景康复中心上，对退役大学生的研究主体集中在高校。

2  退役军人心理健康研究内容

我国对退役军人心理健康研究结果认为大部分待退役（彭学红 & 杨祖兴，2013）军人心理总体良好，

但部分在焦虑、抑郁等情绪障碍、躯体化和强迫症状等方面较一般群体存在更多的问题（李辉，孙晓运，

赵明，李明，2014；李光耀，徐乐平，丁丽华，聂兵，孙剑，2014；彭学红，杨祖兴，2013）。不仅如此，

还有研究认为已退役军人的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尤其是具有某些人口学特征的退役军人状况更糟糕，

如年龄较大、低学历、低收入等（明志君，陈祉妍，刘亚男，陈国民，2021）。虽然两种结果的差异可

能与施测时间、样本差异及所使用的测量工具有关，但总的来说，退役军人存在心理不健康因素，需要

重视。      

2.1  退役军人心理健康研究结果

对于退役军人心理健康水平的测量多数使用症状自评量表 SCL-90，主要包括躯体化、 强迫、人际

关系、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等 9 个因子，以问卷调查方式获得被试在不同因子

上的得分和各因子总分，并与常模进行比较。不同研究在结果上有差异，有的结果显示退役军人总分

高于军人常模（李光耀，徐乐平，丁丽华，聂兵，孙剑，2014），心理健康水平较差；有的结果显示

低于军人常模（胡光涛等，2010；李辉，孙晓运，赵明，李明，2014；宋晓莉，曾跃，孔梯，胡唆梅，

2007），心理健康水平高于军人整体；另外也有研究结果为待退役军人低于全国常模（彭学红，杨祖兴，

2013），待退役军人心理健康水平良好。另外一种方式是通过与新兵（入伍三个月内）、现役军人进行

数据对比得出待退伍军人心理健康水平高于新兵，低于现役军人（郭红等，2012），也有结果显示高于

现役军人（李光耀，徐乐平，丁丽华，聂兵，孙剑，2014）。造成结果差异的原因可能是取样时间、样

本数量、问卷工具的使用等，如李光耀等人是在退役前两周对 728 个男性样本使用一般情况问卷和症状

自编量表 SCL-90 进行测量，胡光涛等人则在退役前 7 天对 300 个男性样本，使用由自编一般情况调查表、

状态 - 特质焦虑问卷（STAI）、应对方式问卷、症状自评量表 SCL-90、艾森克个性问卷（EPQ）等共 5

个测量工具同时进行测量。

在症状自评量表 SCL-90 各因子的得分上，显示出以人口学特征为基础的差异。收入水平、户口类别、

年龄、家庭条件、是否独生子女、文化程度等因素导致某个或多个因子得分不同，从而影响退役军人的

心理健康水平。以焦虑因子为例，待退役军人高学历的群体焦虑高于低学历者（胡光涛等，2010），已

退役军人的低学历群体焦虑高于高学历群体（明志君，陈祉妍，刘亚男，陈国民，2021）。研究者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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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此现象出现的原因是待退役期间高学历军人对未来事情思考更多，导致更加焦虑，但是退役后高学历

较低学历群体在职业选择中有更多的空间，面临的现实压力小于低学历群体，因而其焦虑程度低于低学

历群体。另外，在躯体化、焦虑、敌对因子等因子分值上，农村复转士兵非常显著高于城镇复转士兵，

但在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恐怖因子分值上农村复转士兵显著或非常显著低于城镇复转士兵（王

洪发等，2012）。总之，针对一些人口学特征与心理健康水平之间正负相关性结论并不一致。

另外，对军旅生活的满意程度不仅关系到现役期间的心理健康水平，同时也影响着待退役军人，且

呈现着满意程度越高，各因子得分越低，心理健康水平越高的特点（胡光涛等，2010）。对于老兵而言，

有退伍意愿的军人和已获得安置或者找好退伍工作的军人较少发生情绪障碍（李光耀，徐乐平，丁丽华，

聂兵，孙剑，2014）。

虽然军人经过高强度的锻炼造就了坚毅品质和强健体魄，但在面对军事演习任务、驻地极端环境、

伤残、入伍退伍等重大事件应激源时，有些军人表现出比较强的心理应激（高鹏程，陈英，2013；杨玲，

谢远俊，2011；梁勇，王丽杰，程祺，严进，2008）。退役士兵心理应激反应主要表现在过度兴奋和紧

张不安（郭丽霞，胡梦阳，2020），而应对方式属于保护心理健康的有利因素，合理的应对方式能够有

效缓解应激反应（刘林林，刘韵资，朱小丽，2019）。一部分研究结果表明待退役军人更多选择解决问题、

求助等成熟型应对方式，而较少选择不成熟和混合型应对方式（胡光涛等，2010；宋晓莉，曾跃，孔梯，

胡唆梅，2007），但在成熟应对方式无效时，也会使用自责、幻想等不成熟应对方式（彭学红，杨祖兴，

2013）。人格特质是个体稳定的内在成分，在对退役军人的研究中，人格特质尤其是神经质对心理健康

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同时人格特质中的神经质也会影响自责、合理化这两种应对方式，从而对心理健康

产生影响（彭学红，杨祖兴，2013）。情绪调节是个体适应环境的重要机制，良好的情绪调节有利于保

持正常的心理健康和生理功能（牛威，魏红辉，孔令明，2018）。常用的情绪调节策略有认知重评和表

达抑制两种，前者指的是通过调整对引发情绪事件的理解来调节情绪反应，产生更多正性情绪；后者指

的是通过抑制情绪表达来降低主观情绪体验，导致更多负性情绪；研究发现退役士兵使用认知重评等适

应性的情绪调节策略可以减轻心理应激水平，而表达抑制等非适应性的情绪调节策略使用则会提高心理

应激水平（黄伟容，蔡云，2019 ）。同时，良好的情绪调节策略对症状自评量表 SCL-90 中的抑郁、焦

虑因子有缓解作用，对退役军人进行情绪调节策略的干预有重要作用。除此之外，心理弹性也是影响退

役军人心理应激水平的因素，心理弹性越高，心理应激水平越低（黄伟容，蔡云，2019）。在其他一些

研究中，也会使用流调中心抑郁量表、广泛性焦虑量表等对情绪障碍进行测量（明志君，陈祉妍，刘亚男，

陈国民，2021），与症状自评量表 SCL-90 一样常用于临床诊断评估。

退役军人面临最大的挑战是离开熟悉的军营环境、军营文化后，由于缺乏社会经验以及角色转换等

原因，容易导致一些适应问题。对已退役军人研究显示，受教育程度越高社会适应状况越好，主动参军

和非农业户口者社会适应状况优于被动参军和农业户口者。稳定性的家庭教养方式与退役军人的社会适

应问题有正相关关系（项红雨，胡文东，李晓京，侯小华，王涛，2009）。从症状评估视角到社会适应

角度的转换，反映了退役军人心理健康研究水平的一大进步。近期也有研究从积极心理学的视角关注退

役军人，发现退役军人在主观幸福感和生涯适应力、社会支持水平三个方面总体较好，且三者之间两两

相关，社会支持在生涯适应力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还存在部分中介作用。由于女性在军队建设中的崭露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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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数量增多，研究者也将目光投向女性退役军人，他们发现在主观幸福感方面，女性退役军人高于男

性退役军人。另外也可以看到服役年限对主观幸福感、生涯适应能力和社会适应水平的影响（万志超，

2020）。

2.2  退役复学大学生及其他退役军人群体研究

随着军队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发展，大学生已经成为我军新兵主要组成部分，由此引发的退役复学

大学生学校适应问题也日益得到关注。目前退役大学生群体的研究较多采用思辨研究的方式，实证研究

中使用问卷调查、叙事研究、访谈等具体方式进行。从目前研究情况看，大学生士兵退伍返校面对的

适应问题有学业问题、人际关系问题、校园生活问题、择业问题、心理问题等五大类（何宁，2019；李

颖，2018；韩金磊，2020；杜学敏，谢悦，李蒙蒙，2019；卞禹臣，张应天，朱亚囡，2017；李嫣然，

2021），在情绪上面会伴随有孤独感、落差感（蒋东旭，陆天宇，冯秋然，2015）。

老年退役军人也是不可忽视的群体，已有研究表明老年退役士兵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应激反应（张

伟，徐维亮，薛艳苓，张心华，2021），甚至部分老年退役军人出现抑郁、焦虑症状，研究者认为特殊

经历（如战争创伤）、社会环境是影响情绪状况的重要因素（章玉荣，井涛，项倩彤，2008），而年龄、

文化程度、经济收入、服役时职务、服役时奖惩情况等是一般影响因素。除服役期限期满之外，伤残也

是导致军人退出现役的一种情况，一些伤残等级较高的群体，如截瘫退役军人具有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

（井涛，章玉荣，杨晓梅，2012）。除了生理伤残外，还存在在精神残疾，研究者发现复原退伍精神分

裂症患者自尊、主观幸福感、社会支持水平等方面均较低，在康复治疗过程中需要留意这些因素（王伟

男等，2014）。

3  退役军人心理健康干预方式的研究

对现役军人的研究表明采用适当的心理干预，如举手疗法、团体授课、小组访谈、个别咨询、团体辅导、

接纳 - 正念训练等，对于提升军人的心理健康水平，改善其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增强自我效能感等

具有明显效果（王真真，罗显荣，欧阳文纬，李莎恩，杨俊，2013；崔红等，2013；王丽杰，吴志颖，王扬，

2017；王丽杰，吴志颖，周锡芳，赵晓晶，2016）。在退役军人的心理健康干预研究上，实证研究较现

役军人少，但这些研究也证明有些心理健康干预是具有较好效果的，如综合性心理干预。这种干预方式

将团体授课和个体咨询相结合，指在连续六个月内对即将退役的军人进行挫折认知与应对、社会再适应、

人际关系协调及社会角色调整等专题授课，授课频率为每月一次。同时对有需求的个体采用面对面咨询、

电话咨询等形式进行个体干预，这一模式在实践中可以有效的降低退役军人情绪障碍的发生率（李光耀，

汪卫华，李宁，孙剑，2016）。除此之外，对于退役复学大学生，结构性团体辅导对提高其自我同一性

具有实证效果（吴晶玲，许蕊，2018），也有学者辩证提出适应性团体辅导方案并论证其在具体干预实

践中的可行性（郭利，2018），依此推断团体辅导是一种对于复学大学生有效的干预方式。然而更多学

者从辩证研究出发，提出从军队、政府、学校、个人四个角度应对复学大学生士兵的适应问题，具体如

下：第一，军队对退役复学大学生进行摸底，积极开展其退役前的疏导教育，围绕学业发展、人际交往

和职业发展等专题展开辅导，并建立追踪制度，与各地政府、学校建立联系，（王林，2017）；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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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进一步出台或完善退役安置政策，严格执行各项优惠政策（胡俊宇，陈永光，李蒙蒙，2016；王林，

2017）；第三，学校进行角色转换引导、学业指导、就业指导、思想教育、心理辅导和提供特长发挥平

台等，同时建立档案制度，追踪退伍复学大学生士兵适应发展状况；第四，个体要及时调整、积极融入、

发挥特长、主动求助。

退役军人中有一部分是患有严重生理、心理问题且已入院接受治疗的人员，这些人员可分为伤残、

战争后遗症、精神类疾病等三类。针对这三类退役军人的干预，可采取不同阶段、不同的干预或治疗

策略（吴冬薇，2011），同时加以具有针对性的心理护理方式，如社会支持、心理辅导等（梁秀容，

2017），但对于重症精神疾病退役军人，还需辅以社会技能训练（姚建新等，2016），以改善其负性情绪，

提高生存质量，促进身心健康。

个案工作模式是一种心理——社会角度的社会工作模式，其对转业士官的正向信念重建过程具有较

好效果（徐珂，2017），同时这一模式也可运用于老年退伍军人，帮助他们正确对待困难、努力克服困难，

同时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切实帮助他们走出困境（王大双，2016）。

4  退役军人心理健康研究成果及不足

4.1  研究成果

退役是每名军人面临的重要人生选择，虽然军队生活塑造了他们坚毅的品质和不畏艰难困苦的精神，

但由于缺乏社会和工作经验，在比较激烈的社会竞争中，退役军人对退役以后的就业、家庭等问题，会

产生一定的迷茫和担忧。目前对于退役军人的心理研究揭示了部分军人在面临“退役”这一事件时会有

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或者不适应现象，可能伴随诸如退缩、不注意卫生、生活无规律等行为异常或睡眠

不好、食物缺乏等生理功能的障碍。人格特质、应对方式、情绪调节策略、社会支持等对退役军人情绪

障碍的发生具有预测作用，因此可以采用相应的心理干预方式，降低情绪障碍的发生率。同时，人格特

质是相对稳定的心理特征，需要在军队人员选拔过程中淘汰不合适的应征者。现有研究对退役复学大学

生的适应问题做了详细论述，并从不同层面提出应对策略，对于进一步研究详细干预方案具有指导意义。

4.2  研究不足

4.2.1  对退役军人群体关注度不够

从文献检索情况中可以看到，对退役军人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早，但是实证研究的文献数量很少，尚

需对这一群体展开更加深入的研究。在实证研究的取样中，大部分为未离开军队的待退役军人，少数为

回到学校或社会的已退役军人。而且现有的研究结果显示待退役军人和已退役军人心理健康水平结果有

较大差异。因此需要加强对已退役军人心理健康水平现状、影响因素及干预方式的研究，探讨准备跨出

营门和已经步入社会之间的心理方面异同和转变，以及退役军人心理健康水平随退役时间的变化规律。

在研究视角上，多是使用精神障碍和心理疾病诊断的角度进行，以有无情绪障碍评估心理健康水平，忽

略了从适应良好到严重心理问题的心理健康的区间水平，在研究中可拓展使用更加积极的视角。从研究

内容来看，对于现状和影响机制等理论研究远远多于干预方式等相关应用研究，因此可扩大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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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理论运用于实践。

4.2.2  退役军人相关概念使用混乱

退役军人指一切退出现役的军人，军人按照身份可分为干部和士兵，其中干部包括军官、文职干部，

士兵包括士官和义务兵。根据我国目前现行退役军人相关安置法，退出现役的方式有退休、转业、复员、

供养、安排工作、自主就业、退伍等众多方式。文献搜索时即使按照多个组合词的方式，也可能未必将

检索出全部有关文献，这对于了解现有研究进度有一定的阻碍。另外，由于对于退役军人相关主体概念

的不清晰，在选取样本时忽略退役军人间的差异，比如士官与军官，转业与复员等，导致虽然使用相同

研究方法却得出差异结论，难以将众多研究进行综合或横向对比。因此，建议学者在做相关研究时，既

凸显“退役军人”主题词便于检索，同时要细分不同退役军人群体。另外，由于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

将待退役军人和已退役军人统称为退役军人，但从实际意义上来讲，已退役军人才符合退役军人的概念。

4.2.3  退役军人研究方法不足

从研究方法来看，对退役军人的心理干预大多采用辩证研究以形成指导性建议，缺乏具体可行的实

证研究。这导致文献虽多，但在干预实践中的借鉴意义有限。在测量工具的使用上，有针对军人群体特

定问卷，也有自编问卷和国内通用问卷，但这两类问卷的信效度没有具体明确的检验。另外，仅有极少

数国内通用问卷建立了军人常模，大部分需参考全国常模。军队与非军队是两种不同的环境，使用同一

标准测量不同环境中的个体是否恰当需要进行检验。因此，研究者们要尽量开发适合退役军人的测量工

具，或者在全国通用问卷时，建立军人常模，检验信效度。在研究方法上，存在单一性，在现有的实证

研究中，常见的有问卷调查和访谈两种，个别使用个案研究方法，在研究方法的使用上比较局限，可拓

宽使用研究方法。在研究设计方面，已有研究对于“待退役”军人的取样时间跨度大，有退役前 7 日、

退役前半个月、退伍前半年等等；部分研究未著名清晰时间，仅说明“待退役”或“退役期间”，但这

两个词在概念上有所差异，具体表现为，“退役期间”军人可能会面临去留的抉择问题，“待退役”军

人则更多会面对离开军营踏入社会的适应问题，当把两个具有差别的群体统一作为待退役军人样本时可

能会造成结果的偏差。同理，在针对已退役军人的研究中，也要考虑时间因素，详细区分取样样本和标

明取样时间。

4.2.4  研究主体的局限

从目前来看，对退役军人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军队院校、军队相关医院、高校等，缺乏更多主体

的参与。退役军人既有军人身份的敏感性，又有社会大众的普遍性，这一特殊性质可能是当前对退役军

人心理健康水平实证研究较少的原因。我国对于退役军人更倾向于保障其物质经济利益，如推行一系列

退役管理安置政策。但目前，在退役军人事务部以及各基层退役事务厅、退役事务局等成立后，对退役

军人的心理健康越来越关注，各基层积极开展心理健康服务活动。但由于以往役军人研究存在偏颇性，

导致对这一群体的心理状态、心理特点、心理需求等涉及心理层面的内容所知不多，而据此推行的相关

政策也少之又少。因此建议在保证研究动机正确、政治立场坚定、遵守保密原则的基础上，更多企业、

机构和个人从不同的主体角度开展退役军人心理研究。另外也可以由各级退役军人事务管理部门牵头协

同各企业组织、高校、个人做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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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Research on Mental Health of Chinese Ex-
servicemen

ChenYunli Dai Jiangle

School of Education and Psychology,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Chengdu

Abstract: From the new China was founded in December 2016, a total of 57 million soldiers discharged 
from active service in our country, and with each year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speed increasing. 
Soldiers will experience different degrees of psychological stress in the face of retirement events, leading 
to depression, anxiety and other emotional problems, which will affect their mental health. Based on this, 
the researchers found that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coping styles, emotional regulation strategies, 
social support and other factors were related to the mental health level of ex-servicemen, and group 
teaching, individual counseling, group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psychological nursing, case work and 
other methods had better intervention effect on the psychological problems of ex-servicemen. But on the 
whole, there are limitations in the degree of concern, subject concept, research method and subject of the 
research on veterans.
Key words: Ex-servicemen; Mental health; Literature revie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