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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本研究在回顾优秀领导者心理特点研究文

献基础上，通过工作分析，探讨不同军兵种官兵对初级军官胜

任特征评价的差异和特点0 方法：各军兵种官兵 ?$?( 名，完

成《优秀初级军官心理素质调查表》&""’ 份，有效率 *?O "$Q ；

采用多级重要度语义量词模糊集评估法对 ’" 项指标逐条评

价0 结果：! 根据模糊集语意量词 IHR 分值将 (% 项指标分

为 ( 个等级：“ 最重要”!" 项，“ 很重要”!( 项，“ 较重要”!’
项；" 陆海空 ( 个军种在最重要的 !" 项胜任特征指标中，有

% 项的评价均存在显著性差异（8 S "O "+）；# % 个兵种在 !"
项最重要指标评价上总趋势一致性比较好，二炮和航空兵被

试分别在 ’ 项指标 上 与 其 他 兵 种 的 评 价 存 在 显 著 性 差 异

（8 S "O "+）0 结论：不同军兵种官兵在初级军官胜任特征的评

价上有各自的特点和结构0
【关键词】军事人员；胜任特征；模糊评判；职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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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G 引言

职务 分 析 是 人 员 选 拔、训 练 和 绩 效 评 价 的 前

提［!，$］0 美国职业目录词典（B48D4E>3C7 E; E88<53D4E>3/
D4D/.6，BV-）通过职务分析，将工作行为要求与职业特

征要求相匹配［(］，大大增加了职业选拔与安置的有效

性0 $" 世纪 &" 年代后期 BV- 的动态数据库 V!W1- 的

建立，使职业分析与管理更加科学和灵活［’］0 美国军事

研究所（UC27 T.6.3C89 X>6D4D<D.）与其他 ( 家研究机构

花费 % 3 的时间完成了一项重大工程：军队选拔与分

类项目（FCE@.8D U），旨在通过职业分析，建立一套完

整、科学、适合军事人员选拔与分类的数据库［+，?，%］，其

中包括测验和绩效评价两个系统0 我军建军 %" 多年来

已形成一整套干部评价和选拔模式，《内务条令》就对

初级军官的职责进行了详细阐述0 但现代高技术战争

对各军兵种初级军官的胜任特征提出了新的、更高的

要求，特别是航空兵指挥员0 因此，根据国际军事斗争

发展和我军质量建军的需要，为了提高我军初级军官

选拔、评价和任用的科学化管理水平，建立我军初级军

官胜任特征评价模型已势在必行0 本研究通过调查不

同军兵种官兵对初级军官胜任特征的评价，探讨初级

军官最重要胜任特征的特点，为其心理选拔与岗位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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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提供理论依据!

!" 对象和方法

!! !" 对象" 不同军兵种干部和战士 "#"$ 名，全部男

性，年龄 %" & "’ 岁（#() *% + ") $,）；干部填写评连排

和评营两份问卷，学员或班长填写评价连排调查问

卷；共发出调查表 %%*"( 份，回收 %-*"( 份，回收率

’%) #./ ! 删除填写不全或不符合要求的问卷，有效问

卷 ’--* 份，占回收问卷的 .") -#/（有效率）!
!! #" 材料" 在查阅国内外 $"- 余篇有关研究文献基

础上，收集 ##"% 条描述领导者胜任特征评价指标；根

据我军初级军官职务特征逐条分析、归纳或删除后，

获 %-* 项评价指标；采用特尔菲（012345）专家评估

法，通过 #" 名心理学和军事学专家实施 * 轮评判，最

终筛选出 *- 项指标! 按照 .%) .-/ 的专家意见将 *-
项评价指标分为 $ 大类：个性特质（67825951:），品行

特质（;<=82 ><<?）和能力倾向（@<A3191BC1）! 依据五

级肯定性重要度估量模糊集模型［.］和 *- 项指标，分

别编制评连排级和评营级《 优秀初级军官心理素质

调查表》（后简称《调查表》）［’］!
!! $" 调查方法" 采用小群体测验，用幻灯呈现指导

语及 *- 项指标的概念及相关描述［’］，由被试逐条评

价! 要求每名被试分别填写评连排级和营级 # 份《 调

查表》!
统计学处理：全部数据经 DEDD%-) - 统计软件进

行统计分析!

#" 结果

#! !" 初级军官最重要胜任特征的提取" 将 "#"$ 名

官兵完成的 ’--* 份《 调查表》依模糊集评估量表值

的大小进行排序! 根据模糊集评估原则，将模糊集量

表值（;FD :C<=1:）G -) *(( 的指标删除，即删除低于

较重要评价的指标（兴趣、敢为和权力），余 $( 项［’］!
根据模糊集评判的等级划分，即 ;FD :C<=1: H -) (-*
为“最重要”，;FD :C<=1: I -) (-* & -) ,’’ 之间为“ 很

重要”，;FD :C<=1: I -) ,’’ & -) *(( 为“ 较重要”，依

次将 $( 项指标划分为 $ 个等级! 其中，事业心、责任

感、威信、决策能力、果断、解决问题能力、公正、自信、

组织 协 调 能 力、原 则 性 等 %- 项 指 标 平 均 量 表

值 H -) (-*，构成评价初级军官最重要的胜任特征!
#! #" 不同军种官兵对“ 最重要”胜任特征评价的比

较J 分别统计陆（","" 份）、海（%#($ 份）、空（%%",
份）各级官兵在优秀初级军官 %- 项“最重要”胜任特

征指标上评价的平均模糊集分值，结果见 F5> %!

K：01?5C895<B；L：M1:3<B:5N5259O；@：E=1:95>1；0：01C5:5<BPA8Q5B>；R：

01C5:5S1B1::；F：E=<N21AP:<2S5B>；T：U7:95C1；V：D12WPC<BW5?1BC1；X：;8BP

8>1A1B9 8N5259O；U：E=5BC5321!

F5> % J @<A38=5:<B <W %- 5A3<=98B9 591A: N19Y11B 94=11 8=AO
:1=S5C1:
图 %J 不同军种在 %- 项重要指标评价上的比较

F5> % 可见，陆、海、空 $ 大军种在对优秀初级军

官最重要 %- 项胜任特征的排序上有近似趋势；单因

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除责任、果断和原则性外，其余

各组均值间均存在显著性差异（! G -) -,），表现出明

显心理量的差异!
#! $" 不同兵种官兵胜任特征评价的比较" 分别统计

步兵（*,’- 份）、炮兵（.-* 份）、坦克及装甲兵（"’%
份）、特种兵（,.- 份）、飞行员（$$$ 份）、舰艇（...
份）及第二炮兵（.’ 份）各兵种各级官兵在初级军官

%- 项“最重要”胜任特征指标上评价的平均模糊集分

值，结果见 F5> #!

K：01?5C895<B；L：M1:3<B:5N5259O；@：E=1:95>1；0：01C5:5<BPA8Q5B>；

R：01C5:5S1B1::；F：E=<N21AP:<2S5B>；T：U7:95C1；V：D12WPC<BW5?1BC1；

X：;8B8>1A1B9 8N5259O；U：E=5BC5321

F5> #J @<A38=5:<B <W %- 5A3<=98B9 591A: N19Y11B ?5WW1=1B9 8=A:
<W :1=S5C1:
图 #J 不同兵种在 %- 项重要指标上评价的比较

F5> # 显示，在 %- 项最重要指标评价上，总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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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性比较好（标准差在 !" #$% & !" ’#% 间）；二炮兵

种在 % 项指标（威信、决策、果断和原则性）评价上分

值偏低；飞行员在另 % 项指标（威信、决策、解决问题

的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评价上偏低( 单因素方差分

析统计结果显示，除责任心（! ) !" #%*）、果断（! )
!" ’$+）和原则性（! ) !" #++）, 项指标 - 组间无显著

性差异，余 - 项指标存在显著性差异（! . !" !/）(

!" 讨论

胜任特征是指能将某一工作、组织或文化中表现

优异者与平平者区分开来的潜在、深层次的个人特

征［#!］( 根据胜任特征的基本概念，胜任特征是诸如动

机、特质、自我概念和社会角色等个体深层次的特征(
这些特征能够在广泛的环境和工作任务中预测人的

行为方式，进而影响其在组织中的工作绩效，一个好

的胜任特征模型能够对其工作绩效有较好的预测

性［##，#’］( 初级指挥员胜任特征评价模型的研究，是为

我军各军兵种人员选拔、评价和匹配提供理论依据和

提供科学、有效的方法(
关于优秀领导者心理要素问题，自古至今有过大

量的研究和论述( 本研究收集了 ,$! 多篇国内外有关

研究报告和 ’’$# 个条目( 根据我军初级军官职务特

点，将条目最终集中到 %! 个条目，并根据多数专家意

见，划分为 , 类个性特质，主要描述领导者应具备的

人格特征；品行特质，描述了领导者的组织行为特点；

能力，是指领导者在组织中应具备的特有能力(
从不同军、兵种军事人员完成的 *!!% 份评价结

果显示，将 012 345673 8 !" %-- 的 ,- 项初级军官胜任

特征指标分为 , 个等级：第一级为最重要的胜任特

征（012 345673 8 !" -!%），包括事业心、责任感、威信、

决策能力、果断、解决问题能力、公正正直、自信、组织

协调能力和原则性 #! 项指标，涉及 , 项个性特征，%
项品行特征和 , 项能力特征；第二级为 012 345673 )
!" -!% & !" /** 的指标，包括 #, 项，涉及 % 项个性特

征，% 项品行特征和 / 项能力特征；第三级为 012
345673 ) !" /** & !" %-- 的指标，包括 #% 项，涉及 ’ 项

个性特征，$ 项品行特征和 $ 项能力特征(
从 19: #、’ 上看，尽管我们所调查军事人员的军

兵种分类特征不同，但对 #! 项最重要指标评价的总

趋势一致性是较好，即对优秀初级军官应具备的心理

品质的认识比较一致；其中陆军和空军的评价更趋一

致；飞行员和二炮系统技术含量高，因此各心理品质

指标评分偏低，可能与高技术职业指挥员认为个体技

术掌握水平是衡量领导力最重要指标的认识有关(
该评价结果表征了我军官兵对初级军官行为要

求的一种愿望，即他们应该是有很强的事业心和责任

感，有较高的决策和组织能力，因办事公道有原则性

而获得威信，有娴熟的职业知识水平并非常自信；而

敢为冒险、个人兴趣，权力欲等对初级军官来说不重

要的( #! 项最重要心理品质是对我军优秀初级军官

评价的标准，或者说是评价好的军官心理品质的要

素( 该 #! 项指标的提取，为我军初级军官心理选拔提

供了理论依据和可操作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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