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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tra pos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serve soldiers management, i.e. military-civilian compatibil-
ity, military-civilian duality and discontinuity, this paper combines the leadership life cycle with re-
serve soldiers management, divides the reserve soldiers’ military maturity index system, and builds 
the model of the reserve soldiers management. In this paper, the research analyzed the model at 
different stages of reserve soldiers military maturity with the way to management, avoided the ran-
domness and blindness of reserve soldiers to management, improved the level of the reserve sol-
diers scientific management, and it had the use of reference for reserve soldiers management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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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预备役士兵管理军民兼容性、军地双重性和间断性的特点，将领导生命周期理论与预备役士兵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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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结合，划分了预备役士兵军事成熟度指标体系，构建了预备役士兵管理模型，结合模型分析了不同阶

段预备役士兵军事成熟度对应管理方式的应用，避免了预备役士兵管理的随意性和盲目性，有效提高了

预备役士兵科学管理水平，对预备役士兵管理工作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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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预备役士兵管理，主要是指预备役士兵接受预备役基层营(连)战备、训练、工作、生活等各方面的管

理活动，同时也包括预备役基层营(连)协同预备役士兵所在地方单位或组织进行的管理活动。预备役士兵

管理是预备役部队基层管理的重中之重，也是预备役部队管理的薄弱环节，只有把预备役士兵管理好，

才能把预备役部队建设好，预备役部队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预备役士兵能否管理好，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基层营(连)长的管理领导方式，而领导生命周期理论是指导管理者根据不同成熟度采取相应管理方式的

科学方法。因此，结合预备役士兵管理特点，依据领导生命周期理论，正确选择管理方式，可以在短时

间内将预备役士兵从一名地方人员培塑成为随时应战的部队预备人员，为有效储备国防后备力量提供新

的探索。 

2. 预备役士兵管理特点 

要使管理更具有科学性、可行性、有效性，必须首先了解预备役士兵的特点，才能针对性地采取相

应的管理方法和手段。通过对预备役部队走访调研和问卷调查，总结出预备役士兵管理具有以下特点。 

2.1. 军民兼容性 

预备役基层营(连)只有营(连)长由现役干部担任，其余均由地方预备役人员组成，预备役士兵编组一

般在部队驻地进行。在当前市场经济环境下，留在村、镇、街道的老年人居多，适龄青年大多在城市或

外地工作，大部分从企业、公职人员、院校相对人员比较集中的群体中编组，人员中退伍率较低。在编

的预备役士兵有公务员、企业职工、医生、学生等等，他们来自不同的岗位，不同的职业，被称为是“不

穿军装的军队”和“拿枪的老百姓”，平时生产、工作、学习在各自的岗位上，遇有战事或紧急情况，

又可以随时上前线[1]。因此，预备役士兵具有成分杂、层次多、差异大的特点。 

2.2. 军地双重性 

预备役士兵平时主要由组建地党委政府和所在单位组织管理领导，战时转服现役后由部队指挥管理。

党管武装原则是预备役部队管理的基本原则，具体工作的开展是由预备役基层营(连)协调地方各级党委政

府，争取各级党委政府和企业的支持，参与指导各级组织把预备役部队基层建设纳入地方党委政府议事

日程，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实现军地联合管理。随着信息化不断发展，各项制度的确立和规

范，军地较好地实现经常性的信息互通，预备役士兵管理双重性的特点更加突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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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管理间断性 

按照《预备役部队军事训练大纲》要求，预备役士兵每年到部队集中参训时间不少于 14 天。平时，

预备役士兵都在地方工作，只有每年的集中训练时间在一起集中管理。由于长期在地方工作，自由散漫

主义严重，很难适应部队的约束管理。每年集中训练管理都需要从头抓起，缺乏连贯性，浪费很多人力

和资源，加之每年参加入队训练的人员有不一致的现象，参训比率和时长存在严重不足。这就需要预备

役士兵自身具有较强的自我管理意识，才能克服参训时间短、训练内容多、标准要求高的困难[3]。 

3. 领导生命周期理论模型 

领导生命周期理论是由美国心理学家科曼首次提出，该理论把工作任务、关系行为和被管理者成熟

度三者结合起来考虑，管理者的管理方式应根据被管理者的成熟程度，依据发展情景的需要而进行选择

[4]。被管理者的成熟度越高，完成工作任务的质量和效果越好；被管理者的成熟度越低，工作任务的完

成越容易受到阻碍。因此，当被管理者成熟度提高时，应相应调整管理方式，以符合被管理者的期望。

工作行为指管理者指导或命令被管理者完成工作任务，二者是上下级关系，管理者更加关注所完成的工

作任务；关系行为是指管理者相互帮助、相互配合的程度，二者之间建立了良好的感情互动；成熟度指

被管理者具有足够完成工作任务的意愿并具备完成任务所需的能力和知识。 
 

 
Figure 1. Leadership life cycle model 
图 1. 领导生命周期模型 

 
科曼的领导生命周期理论模型，如图 1 所示。当被管理者普遍处在不成熟阶段，应采取“高工作–

低关系”的管理方式，即命令式管理效果最好，管理者主要单向向下级规定任务。当被管理者处于初步

成熟阶段时，应采取“高工作–高关系”的管理方式，即说服式管理效果最好，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通过

相互交流信息，相互支持开展工作。当被管理者处于比较成熟阶段，管理者应采取“低工作–高关系”

的管理方式，即参与式管理最为有效，管理者与被管理者通过双向沟通，相互支持开展工作。当被管理

者达到成熟阶段时，管理者应采取“低工作–低关系”的管理方式，即授权式效果最好，管理者向被管

理者下放权力，管理者主要进行监督[4]。 

4. 基于领导生命周期理论的预备役士兵管理模型构建 

根据领导生命周期理论和模型，结合预备役士兵特点，引入预备役士兵军事成熟度这个指标，构建

预备役士兵管理模型，模型中不同成熟度指标对应不同管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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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指标体系划分 

预备役士兵军事成熟度是指预备役士兵适应部队训练生活、完成各项任务意愿和掌握基本军事能力

的程度，是划分预备役士兵所处阶段和选择管理方式的关键指标。 
根据指标体系科学性、完整性、全面性、合理性的设计原则，参考军人培养目标，将预备役士兵军

事成熟度划分为 4 个阶段和 16 个指标(图 2)。预备役士兵在不同阶段军事成熟度划分的指标不同，但各

阶段的指标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之间存在着如下关系：前一个阶段的军事成熟度指标是后一个阶段的

基础，后一个阶段的军事成熟度指标是前一个阶段达到一定程度后需要提升的新的要求[5]。该指标体系

较好地反映了预备役士兵各方面的成熟程度，为下一步管理方式选择提供依据。 
 

 
Figure 2. Military maturity index system for reserve soldiers 
图 2. 预备役士兵军事成熟度指标体系 

4.2. 模型体系构建 

随着预备役士兵各方面指标的不断成熟，军事成熟度会逐渐增高，根据预备役士兵管理的特点，到

了一定阶段，军事成熟度达到顶点后又会逐渐降低，结合领导生命周期理论模型和预备役士兵军事成熟

度指标体系，选择相应的管理方式，构建了图 3 所示预备役士兵管理模型。其中预备役士兵军事成熟度

指标由低到高划分为 0~1。 
军事成熟度 I 的预备役士兵处在模型的第一个阶段，他们大多是第一次参加预备役部队训练的群体，

此时军事成熟度从 0 开始逐渐上升。在这一阶段，不同社会经历、不同性格、不同目标的预备役士兵集

合在一起，彼此间缺乏基本了解。编入预备役部队参加训练之后，预备役士兵面对环境的变化、陌生的

面孔、生活方式的改变，在不同程度上会出现环境、人际关系、生活方式和心理的不适应等情况。主要

任务是让新入队预备役士兵尽快适应部队生活，按照部队要求养成良好习惯。因此，主要采用“高工作

–低关系”的命令式管理方式。 
军事成熟度 II 的预备役士兵处在模型的第二个阶段，他们已经基本适应部队训练生活环境，具备一

定的心理素质和军事技能，与管理者形成了稳定的管理关系，此时军事成熟度进入快速升高期。这时基

层营(连)各级组织处于初步形成阶段，预备役士兵彼此了解更加深入，心理认同和自我表现欲日益增强。

此时，预备役士兵开始分化，参训目的和态度呈多样化，多数预备役士兵对参训目标有了清晰的了解，

训练目标和态度比较明确，但有部分预备役士兵对自己的目标不够明确、训练动力不足。基层营、连、

排、班的领导机构运转良好，预备役士兵已经初步有了部队集体观念。因此，采取“高工作–高关系”

的说服式的管理方式。 

预备役士兵军事成熟度

军事成熟度Ⅰ

适
应
能
力

服
从
命
令

遵
章
守
纪

身
体
素
质

思
想
政
治

心
理
素
质

军
事
技
能

感
情
认
同

军
事
训
练

责
任
意
识

工
作
标
准

团
结
协
作

军
人
意
识

自
我
要
求

自
我
管
理

自
我
监
督

军事成熟度Ⅳ军事成熟度Ⅲ军事成熟度Ⅱ

https://doi.org/10.12677/mm.2019.91016


杨春周 等 
 

 

DOI: 10.12677/mm.2019.91016 148 现代管理 
 

 
Figure 3. Reserve soldier management model 
图 3. 预备役士兵管理模型 

 
军事成熟度 III 的预备役士兵处在模型的第三个阶段，他们已经完全熟悉部队战备、训练、生活，对

部队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感情，军人的认同感逐渐提升，这是预备役士兵的成熟阶段，此时军事成熟度达

到最高水平。在这一时期，营(连)长领导核心威信好，班、排有足够独立开展工作的能力，形成良好的上

下级和同级关系。在部队各种规章制度要求下，基层营(连)已成为一个有机整体，预备役士兵个体的心理

认同成熟，军人价值观逐渐形成。班、排领导核心成为营(连)日常训练活动的主要组织者与参与者，是部

队训练、生活、管理等各项活动的最活跃的主体。因此，在这一阶段，采用“低工作–高关系”的参与

式管理方式。 
军事成熟度 IV 的预备役士兵处在模型的第四个阶段，他们已经完成部队集训，养成了部队较好的作

风和军事素质，但回到地方工作后，缺少一定的军事训练管理和监督，军事成熟度有下降的趋势。通过

短期集中军事化的训练管理，预备役士兵具备了一定的军事训练水平，达到了基本的军事素质要求。随

着集训结束，预备役士兵离开部队，回归地方各自的工作岗位，接受地方的管理领导，由于长期不接受

军队训练管理，军事素质会有一定程度的下降，但强化训练和形成的部队认同感，使他们仍然保持军人

的习惯和素质，具有良好的自我约束和管理能力，军事成熟度不会无限下降到 0。在这一阶段，部队基

层管理者需要放权授权，与地方加强联系，起到监督的作用。因此，应采用“低工作–低关系”的授权

式管理方式[6]。 

5. 预备役士兵管理模型应用分析 

依据建立的预备役士兵管理模型，可以划分出四种管理方式模型，分析预备役士兵不同军事成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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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不同阶段的管理方式，可以在实际应用中更科学有效地管理好预备役士兵。 
在应用中，所处阶段选择相应的管理方式，相应管理方式对应不同成熟度，相应成熟度又有不同的

指标。管理者要参照实际所在阶段军事成熟度指标，主动培育和挖掘预备役士兵身上的潜能，促使预备

役士兵快速提升军事成熟度，为进入下一阶段打牢基础。 

5.1. 命令式管理方式的应用 

这是预备役士兵的亦兵亦民阶段，采取命令式管理方式就是要更多地强调工作行为，多以命令或指

示的形式下达任务，使预备役士兵知道该做什么，对应军事成熟度指标如图 4 所示。 
 

 
Figure 4. Imperative management model 
图 4. 命令式管理方式模型 

 
在实际管理应用中，要着重关注以下几个方面。要尽快适应部队环境。充分发挥管理者主导作用，

深入了解所属人员，对有突出问题的预备役士兵应当给予特别的关注，帮助解决实际问题，提高适应环

境能力。要灌输绝对服从意识。加强思想教育，提出明确要求，通过举行入队仪式、授衔仪式等庄严活

动，培养预备役士兵听从指挥、服从命令的意识。要强化遵章守纪观念。学习并严格对照条令条例，及

时纠正错误，强化底线思维，做到令行禁止，培塑良好军人习惯。要锻炼好身体素质。身体素质是部队

开展一切活动的基础，要想有好的训练成绩，完胜各项军事任务，就必须有较好的身体素质。通过四个

指标的培养和提高，能促使预备役士兵向下一阶段顺利发展。 

5.2. 说服式管理方式的应用 

这是预备役士兵的融入部队阶段，采取说服式管理方式就是要理顺各方面关系，让预备役士兵不仅

知道做什么，还要知道为什么这么做，对应军事成熟度指标如图 5 所示。 
 

 
Figure 5. Persuasive management model 
图 5. 说服式管理方式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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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管理方式模型，在这个阶段要注重以下几个方面。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

政治教育，营造军队特色文化氛围，对预备役士兵做好引导、教育工作，把思想统一到准备打仗上来。

要锻造过硬心理素质。通过利用军人心理训练场和挫折训练，不断增强预备役士兵心理承受能力，同时

做好心理疏导工作，克服畏难怕苦心理。要强化军事技能训练。严格按照预备役士兵训练大纲要求，打

牢基础训练，尤其是共同科目训练，掌握必须的军事技能。要增强对部队的感情认同。利用各种集会和

教育时间，讲解军队历史发展，明确任务目标要求，取得预备役士兵的感情认同。 

5.3. 参与式管理方式的应用 

这是预备役士兵的高度认同阶段，采取参与式管理方式就是要管理者明确目标，预备役士兵主动参

与进来并较好地达成目标，对应军事成熟度指标如图 6 所示。 
 

 
Figure 6. Participatory management model 
图 6. 参与式管理方式模型 

 
在这个管理方式模型中，要考察和培育以下几个指标。要转化军事训练成果。将前期思想政治、身

体心理、军事技能等要素的积累转化成军事训练成绩，同时通过军事训练强化其他指标，达到全面发展。

要提高责任担当意识。充分调动预备役士兵主动参与意识，培养军人责任心荣誉感，不断强化预备役士

兵的担当意识、奉献精神。要不断抬高工作标准。严格执行奖惩制度，确立标准意识，在制定计划和目

标时，稍微提高难度和强度，不断抬高标准。要具备团结协作精神。充分发挥每个预备役士兵的积极性

和创造性，引导他们参与各项活动和管理工作，建立班、排、连、营的领导核心，形成团结协作意识。

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形成非正式团体，作为管理者必须正确对待已经形成或将要形成的非正式小团体，

发挥非正式团体的正面作用，使其成为团结的润滑剂。 

5.4. 授权式管理方式的应用 

这是预备役士兵回归地方阶段，工作和关系行为均由部队转到地方，采取授权式管理方式就是一方

面要求预备役士兵实现自我管理，另一方面要授权地方，加强联合管理和监督管理，对应军事成熟度指

标如图 7 所示。 
在应用中要实现以下几个军事成熟度指标。要不忘军人本色。在相关场合，强调预备役士兵也是军

人，在地方工作是寓军于民的思想，让军人的意识扎在思想深处，表现在行为上。要严格要求自己。既

然预备役士兵也是军人，战时要转服现役，就必须任何时间任何场合，以军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要

加强自我管理。在军营有部队的管理，回到地方就由被动管理向自我管理转变，应主动定期向部队汇报

情况，不能像断了线的风筝，放任逐流。要实现自我监督。在没有人监督的情况下，仍然按照军人标准

生活工作，这就要求不断地督促自己，实现自我监督。同时，部队要和地方形成联动机制，互相通报信

息，加强军地双向监督，做好管理中的无缝连接[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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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7. Authorization management model 
图 7. 授权式管理方式模型 

6. 模型应用中注意的问题 

针对上述四种管理方式模型的应用，提出了具体的方法，同时，还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才能更好地体现部队特色、预备役士兵特点和培养目标要求。 

6.1. 将军人核心价值观理念贯穿始终 

领导生命周期理论最初应用于生产企业管理，生产企业和部队在功能和目标上有本质区别。预备役

士兵管理的目的是培育能打仗的军事人才，管理的对象是编入预备役部队的地方人员，这和生产企业管

理有根本的区别，正是这个区别要求预备役士兵的管理要树立“军人核心价值观”的理念，将军人核心

价值观渗透贯穿于各个阶段和各个方面，最终实现地方人员到准军人的转变，为能够完成预备役部队各

项任务打牢思想基础。 

6.2. 准确评价预备役士兵军事成熟度 

领导者要准确评价下属的成熟度，当下属不断成熟时，领导者的行为只有不断做出相应调整才能实

现好的领导。在预备役士兵管理中正确运用领导生命周期理论，首先应准确评估预备役士兵军事成熟度。

一般来说，可以采用以下三种方法进行评价。第一，问卷调查法：把预备役士兵军事成熟度相关要素，

按一定的权重系数制成调查问卷，对测评结果进行统计分析，了解预备役士兵军事成熟度。第二，心理

分析法：通过对预备役士兵现实表现、训练态度、行为特点、人际关系等情况，结合体能、技能、心理

测试等了解预备役士兵军事成熟度。第三，综合测评法：根据大纲规定，全面进行考核考评，包括思想

政治、体能训练、军事技能、心理测试等，按照测评结果来了解预备役士兵军事成熟度。 

6.3. 注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权变思想 

领导生命周期理论根据成熟度来选取相应的管理方式，如果把四种不同的军事成熟度对应于预备役

士兵的入队训练、基础训练、强化训练、演习等阶段，这是一种生搬硬套的表现，预备役士兵军事成熟

度并不能机械按照训练阶段一一对应，因为预备役士兵人员成分复杂、参训目的不一、个体身心承受压

力不同，管理环境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所以，预备役士兵的军事成熟度是相对的，管理情境变化是绝对

的，应根据具体情况判断预备役士兵所处的成熟阶段。而“高工作–高关系”的领导并不总是有效的，

同样的“低工作–低关系”的领导也不一定总是无效的，要运用权变管理思维，选取恰当的管理领导方

式[8]。 

7. 结论 

结合管理理论研究军事管理是解决部队管理问题的有效途径。基于领导生命周期理论模型，结合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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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役士兵管理的军民兼容性、军地双重性和间断性的特点，构建了预备役士兵管理模型。通过引入军事

成熟度这个指标，划分预备役士兵不同成熟阶段采用的不同管理方式，分析了命令式、说服式、参与式、

授权式四种不同管理方式模型如何应用到预备役士兵实际管理中，并从指导思想、关键指标和规避误区

三个方面提出了预备役士兵管理模型在应用中应注意的问题，为预备役士兵管理工作提供了新思路和科

学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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