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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动员”概念规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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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目的 规范分析“心理动员”的概念。方法　运用规范分析法、文本分析及逻辑归纳与演绎，进行“心

理动员”概念的规范分析。结果　实定法中将“心理动员”纳入政治动员，理论研究存在进行心理动员所运用方法

上的不同，以往战争中已运用了心理动员实践。结论　“心理动员”是指运用心理学理论和方法，有计划、有组织、

有步骤地对人的心理施加影响，使人们的意志、情感、情绪、心态由平时向战时调适，从而提高战场心理适应能力

的一种动员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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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mative analysis of the definition of psychological mob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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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conduct normative analysis of the definition of psychological mobilization.  
Methods　Normative analysis, text analysis and logic induction and deduction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definition of 
psychological mobilization. Results　Psychological mobilization was included in political mobilization in law. Different 
methods were used in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psychological mobilization. Psychological mobilization had been applied in 
wars in the past. Conclusion　Psychological mobilization refers to a mobilization form that applies psychological theories 
and	methods	to	influence	people’s psychology in a planned, organized and step by step way, so that the mental state of the 
military and civilian can be changed from the normal state to the wartime state, improving the psychological adaptability of 
the	battlefield.

[Key words]　national defense mobilization; psychological mobilization; normative analysis; mental health
[Acad J Sec Mil Med Univ, 2019, 40(6): 672-674]

[收稿日期]　2018-10-06　　　　[接受日期]　2018-12-20
[基金项目]　海军军医大学(第二军医大学)军事医学专项基金(2016JS15). Supported by Military Medical Fund of Naval Medical University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2016JS15).
[作者简介] 顾仁萍，博士，讲师．
*通信作者(Corresponding author). Tel: 021-81871432, E-mail: gurenping2000@aliyun.com

自国防动员法实施以来，我国国防动员工作

坚持深化动员准备、加强队伍建设、完善体制机

制，使国防动员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但随着时

代发展与战争形态演变，新的问题日益凸显。现

代战争不仅仅是“硬实力”的比拼，更是双方军

民心理“软实力”的较量。现今全球每 4 人中就

有 1 人会受到心理疾病的困扰[1]，战场上，心理问

题更是部队减员的主要原因之一[2]。无论战时还是

平时，心理动员都将发挥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心理动员”一词在我国是不是法律概念？“心

理动员”与“国防动员”“政治动员”关系如

何？如何科学定义“心理动员”？基于以上问题，

本文就规范语境下的“心理动员”进行探讨。

1　方　法

（1）规范分析法：运用规范分析法分析“心

理动员”的价值判断标准，即“应是什么”，并提

出政策建议。（2）文本分析：参阅国家基本政策

和法规分析“心理动员”使用情况。（3）逻辑归

纳和演绎：通过逻辑归纳和演绎形成“心理动员”

的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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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　果

“心理动员”研究以法学理论、动员理论及

以往实践为逻辑起点。

2.1　实定法中的“心理动员” 国防动员相关法

律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防动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等，在这些法律中均没

有出现“心理动员”一词。长期以来，普遍认为国

防动员领域包括武装力量动员、国民经济动员、科

学技术动员、政治动员、人民防空动员[3]，并习惯

性地将心理动员纳入政治动员体制之中。

2.2　“心理动员”理论 关于“心理动员”的概

念，学术界普遍认为“心理动员”的直接目的是为

了使军民心理迅速由平时状态转为战时状态，提高

战场适应能力。例如叶德骏和聂征[4]提出：“心理

动员是指以满足战争需要为目的，使本国军队和人

民在意志、情感、情绪上从平时状态转入战争状

态，最大限度地争取军民对战争的理解和支持，以

及抗击对方心理破坏的一系列活动。”但是，在

进行“心理动员”所运用的方法方面有多种不同看

法，一种认为“心理动员”运用心理学原理与方法

达到心理适应战争的目的，如陈如庆[5]提出的“所

谓心理动员，就是运用心理学原理研究人在军事活

动过程中的心理活动状态、心理特征形成的规律

性，提高兵员适应战争的心理素质”。另一种认为

“心理动员”运用宣传、教育等政治动员的方法，

如周涛和邓永毅[6]提出的“心理动员是战时国家通

过宣传、教育提高民众对战争的心理承受能力，抗

击敌方心理攻击的能力，增强凝聚力和向心力的 
活动。”

2.3　“心理动员”实践 研究心理动员有着客观

事实依据。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心理（战斗应

激）减员排名不断上升，至伊拉克自由行动和阿富

汗持久自由行动战争，心理减员排名仅次于骨骼肌

肉疾病、战斗外伤和神经系统疾病，位列第 4 位。

我军在 2012 年颁布的国家军用标准《减员分类与

算法》（GJB7479-2012）中，首次在卫生减员分

类中加入了“战斗应激减员”的概念，属于战斗减

员的一部分。基于战争现实，迫切需要参战人员

乃至全体军民从心理上做好动员准备。在战争实践

的推动下，外军的心理动员工作不断得到发展和完

善。美军的心理卫生工作人员包括牧师、全科医

师、军医、精神卫生护士、社会工作军官、心理学

家、精神病学家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各成员国对

参战官兵制定了战前心理训练的时间和内容，主要

内容包括识别心理健康因素、掌握维持心理健康

技能、识别应激并掌握应对措施等[7]。对于民众而

言，在科索沃战争中，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通过举

办音乐会、组织长跑比赛、人体盾牌护大桥等多种

方法进行心理动员，抗击对方的心理攻击战 [6]。

3　讨　论

3.1　“心理动员”的重要性 作为国防动员全新

领域，“心理动员”的提出对国防动员的实效起着

重要作用。首先，心理动员是一切国防动员的基础

和前提。作为动员主体，动员组织者的心理状态对

于全局性的动员工作有决定性的影响。同时，接受

动员的客体做好平时心理准备。战时能否快速且有

效地进行心理调适进入战斗状态，往往决定着战争

的成败。其次，心理动员是实现国家社会由平时向

战时转换的有力工具。当战争来临时，国家由平时

状态转入战时状态，必然强烈地冲击人们的心理，

打破以往的社会心理平衡，心理动员的重要任务就

是迅速建立新的社会心理平衡机制。最后，心理动

员是影响战争进程与结局的重要因素。参战人员心

理素质的优劣直接影响着人与武器的结合状态，因

而对战争进程和结局有着相当程度的影响。

3 . 2　“心理动员”与“政治动员”的区别和 
联系[8] 目前在我国学者出版的关于国防动员的专

著中，大多提出将心理动员纳入政治动员体制之

中，或将二者混为一谈。事实上，政治动员与心理

动员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政治动员和心理动员均以

参战军民为对象，其目的都是为了使军民心理迅速

由平时状态转为战时状态，适应战争的需要。首

先，在功能方面，政治动员侧重于端正人们对战争

的根本态度，从而激发人们参与战争的热情与精神

动力；心理动员则侧重于消解人们对残酷战争环境

的恐惧反应，使人们的体能、智能、技能得以正常

有效地发挥，并且包括生理与潜意识方面。其次，

政治动员以马克思主义战争观为科学理论基础，

突出阶级性、正义感、崇高精神；而心理动员则主

要以心理科学为基础，强调人们心理活动的一般规

律在特定情景中的表现。再次，二者采用的具体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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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和途径不同，政治动员主要以理论贯注、思想教

育、制度规范为基本形式和途径，采取理性说服的

思想方法；而心理动员主要采取心理疏导、适应性

训练、群体心理设计塑造等感性经验形式。最后，

二者产生的效果不同，政治动员通过思想发动产生

的效果是瞬时的、爆发性的，心理动员的效果则相

对稳定、持久。因此，心理动员与政治动员既有联

系，又有区别。政治动员决定着心理动员的方向，

心理动员又对政治动员起到补充和完善的作用，影

响和制约着政治动员的效果。要确保在残酷的战争

中取胜必须加强心理动员研究，并将其作为单独的

学科进行系统研究。

3.3　“心理动员”概念解析 虽然实定法中尚未有

“心理动员”的概念，但基于心理动员理论分析、心

理动员实践的客观存在及心理动员的重要性，有必

要对“心理动员”概念进行解析。解析“心理动员”的

概念应把握 3 点：（1）心理动员的对象是军民，不仅

仅是参战官兵；（2）心理动员的最终目的是提高军民

在战场上的心理适应能力；（3）心理动员理论基础是

心理学理论与方法。因此，狭义上，可将“心理动员”

定义为运用心理学理论和方法，有计划、有组织、有

步骤地对人的心理施加影响，使人的意志、情感、情

绪、心态由平时向战时调适，从而提高战场心理适应

能力的一种动员形式。从广义上讲，国防“心理动员”

的过程可分为平时状态下的动员准备、临战状态与

战时状态下的首期动员和持续动员，以及战争结束

或即将结束时的国民心理复员。其中，临战状态与战

时状态下的首期动员和持续动员统称为动员实施，

这是国防心理动员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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