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监狱人民警察的幸福感及其相关因素研究

①于海霞①③　毕鸿燕②　陈立成③

【摘要】　目的　本文对监狱人民警察的幸福感状况及其相关因素进行了研究。方法　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方法, 用修订后的

幸福感指数量表和社会支持量表以分批集体测量的方式对3 个省份4 座男犯监狱的252 名监狱警察进行了测量。结果　①

监狱人民警察的幸福感程度低于社会人群; ②男犯监狱女性人民警察幸福感程度高于男性人民警察; ③日工作时间超过 8

小时的监狱人民警察的幸福感低于8 小时以内的监狱人民警察; ④监狱人民警察的社会支持程度与其幸福感密切相关。结

论　监狱人民警察的幸福度较低, 尤其是一线警察的心理健康需要维护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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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sub jective w ell2being (SWB ) of p rison po lice and som e rela ted facto rs. M ethods　252

p rison po lice w ere surveyed w ith revised Index of Sub jective W ell2Being ( ISWB ) and Social Suppo rt R ating Scale (SSRC).

Results　 (1) T he degree of p rison po lice’s SWB is low er than that of o rdinary peop le; (2) the degree of the fem ale po lice’s

SWB w o rk ing in the m en2p risons is h igher than that of their m ale fellow ss; (3) the degree of the p rison po lice’s SWB

w o rk ing over 8 hours per day is low er than that of tho se w o rk ing w ith in 8 hours; (4) the degree of socia l suppo rt is clo sely

rela t ive to the SWB of p rison po lice. Conclusion　P rison po lice’s SWB w as w o rse than common peop le and especia lly it is

necessary to imp rove the SWB level of the on2field p rison po l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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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监狱人民警察队伍是一支默默奉献的队伍, 长期以来

在中国罪犯改造史上创下了不朽业绩。但这又是一支特殊

的队伍, 因其工作性质的封闭性, 不为人所知晓和理解。有

心理状况与普通人群[4～ 6 ]是有差异的。此次调查也发现, 与

普通人群相比, 司法警察的心身健康问题确实是极为突出

并且是不容乐观的。从S CL - 90 的角度看, 司法警察的总

分及各因子分都比正常人群高, 也就是说, S CL - 90 中所

反应出的任何一个方面的心理ö精神症状, 在司法警察身上

都比普通人要严重的多。

从性别角度和工作地点角度分析, 女性和一线司法警

察的总体健康状况及其躯体健康、心理ö精神健康都不如男

性和二线司法警察。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 与监狱人民司法

警察的工作性质和工作环境有直接关系。监狱司法警察从

事的是改造罪犯的工作, 不仅责任重大, 而且还具有一定的

危险性。另外, 由于监狱警力有限, 多数一线司法警察都不

得不放弃了正常的休息, 长年累月连续工作, 国家规定的每

天8 小时、每周40 小时的工作制度对他们来讲只是“纸上谈

兵”, 每年的“春节”、“五一”和“十一”3 个长假就更是一种

奢望。而女性司法警察由于生理原因还承担着比男性更繁

重的抚养子女的家庭责任。工作的紧张度高、强度大, 心身

疲劳不断累积, 心理长期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中不能放松,

最终必将会陷入恶性循环之中。由于心- 身的交互作用机

制, 这些不良的社会心理因素又会导致躯体问题的出现。所

以, 他们发生各种心身健康问题的比率是相当高的。

因此, 改善和提高监狱司法警察的心身健康状况, 应该

受到应有的重视, 并应该纳入日常工作之中, 从而最大限度

的保障司法警察的心理健康, 进而保证监管改造任务的顺

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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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监狱人民警察的心理学实证性研究非常之少, 既使有也

仅局限在对其心理健康程度的测查上, 难以了解其精神状

态的全貌和规律。

监狱人民警察, 他们的生活幸福与否, 他们对工作满意

否, 他们的精神状态如何, 他们是否为他们的亲人和好友所

理解和支持, 这些问题既事关他们的生活质量, 又事关监狱

事业的荣辱成败, 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本研究试图运用实

证方法研究监狱人民警察的幸福感及其相关因素, 以图部

分揭示监狱人民警察的精神面貌和规律性。

现代心理学对幸福感的研究遵循主观幸福感 (SW B )

和心理幸福感 (PW B )两种理论架构和研究模式展开。本文

遵循主观幸福感的概念体系, 将其定义为对个体整体生活

的主观评价, 它既包含对生活认知方面的评价 (如对生活是

否满意) , 也包括对生活情感体验方面的评价 (如对生活感

到快乐高兴还是痛苦焦虑) ( D iener, 1984[1 ]; D iener and

Emm ons, 1984, 1985[2, 3 ]; L ucas et a l. , 1996[4 ]) , 并参照主

观幸福感的测评技术对有关量表进行修订, 以测评出监狱

人民警察对生活的认知评价和情感评价。

2　对象和方法

2. 1　被试　为 252 名监狱人民警察, 主要来自河北省、山

西省、江苏省等省份部分男犯监狱, 基本情况为: 年龄平均

33. 72 岁, 标准差为 6. 26, 最大 53 岁, 最小 22 岁; 男性 209

名, 占总人数的 82. 9◊ , 女性 41 名, 占总人数的 16. 4◊ ; 学

历高中或中专 22 名, 占 8. 7◊ , 大专 161 名, 占 63. 9◊ , 本科

43 名, 占 17. 1◊ 。其中一线警察 (直接管理罪犯的人民警

察) 162 名, 占 64. 3◊ 。

2. 2　研究工具

2. 2. 1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5 ]　本量表已在国内 20 多项

研究中应用, 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2. 2. 2　自编《幸福感指数量表》　包括两部分, 即幸福感指

数量表和生活满意度量表, 前者由15 组形容词即15 个条目

构成, 后者仅有一项。每个条目有 7 个数字等级, 被试所选

等级即所得分数 (其中6 个条目反向计分)。计算总分时, 将

第一部分之平均分与第二部分得分相加 (后者权重为1. 1) ,

其范围在 2. 1 (最不幸福)与 14. 7 (最幸福)之间。

本量表参照Cam p ell (1976) [5 ]等人的《幸福感指数量

表》编制, 根据我国监狱人民警察工作和生活的性质, 增加

了7 个条目, 对原量表的个别词语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量

表内部一致性系数 (Α系数)为0. 9254, 以A nd rew s 和W ithey

(1976) 编制的测查主观幸福度的非言语人脸量表为效标,

自编幸福感总分与人脸量表的相关为 0. 604 (P < 0. 001) ,

说明自编《幸福感指数量表》有着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2. 2. 3　开放式问卷　请被试回答对监狱人民警察工作的

实际感受。

2. 3　数据收集的方式、程序和时间　采用匿名的自我报告

形式分监狱集体施测。施测过程大约需要 30 分钟, 由主试

统一宣读指导语。数据收集工作在2003 年7 月至9 月分5 批

完成。

2. 4　统计　所有数据采用社会科学统计软件包 (S PS S

10. 0)进行统计。

3　结　果

3. 1　被试《幸福感指数量表》得分的基本状况

3. 1. 1　监狱人民警察幸福感指数的平均数和标准差　对

《幸福感指数量表》第一部分所得数据进行因素分析, 发现

幸福感指数 14 个条目的数据非常适合因素分析 (KM O 的

指标为 0. 919,B artlett 球形检验统计量为 1659. 975, P = 0.

000) , 因素分析生成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 2 个, 累计方差贡

献率 56. 80◊ , 根据卡特尔 (Cattell) 的“陡坡检验”原理, 因

素结构的点状图表明, 2 个因子可以代表此问卷的因素结

构。

根据2 个因子各自包括的条目含义, 因子1 主要与被试

的生活总体的评价相联系, 描述了对生活不同侧面的评价

和认识, 故命名为幸福感认知指数 (包括“富有激励的- 令

人沮丧的、有希望的- 无望的、自信的- 自卑的、孤独的-

朋友多的、无用的- 有价值的、失败的- 有成就的、幸福的

- 不幸的、机会少的- 机会多的、丰富的- 单调的”9 个条

目) ; 因子 2 更多地与情感相联系, 故命名为幸福感情感指

数 (包括“安定的- 焦虑的、紧张的- 放松的、快乐的- 痛苦

的、空虚的- 充实的、有趣的- 厌倦的”5 个条目)。量表总

分即两个因子的总和加上第15 条加权之后的分数。量表各

维度得分情况见表 1。

按照量表的理论数值, 量表总分应在2. 1 (最不幸福)到

14. 7 (最幸福)之间, 将理论数值按照分值划分为 3 种程度:

2. 1～ 6 分, 为低度幸福感; 6. 1～ 10 分, 为中度幸福感; 10. 1

～ 14. 7 分, 为高度幸福感。然后考察被试在3 种不同程度上

的频率分布, 结果表明 56. 4◊ 的监狱人民警察幸福感指数

比较高, 38. 2◊ 属于中度幸福感, 5. 3◊ 属于低度幸福感。

　表 1 监狱人民警察幸福感指数 (xθ±s)

幸福感认知指数 4. 89±1. 11

幸福感情感指数 4. 91±1. 16

总体满意度指数 5. 50±1. 65

幸福感总分 10. 37±2. 59

3. 2　监狱人民警察幸福感指数的性别差异　为了考察监

狱人民警察中男性与女性对生活和工作的不同感受, 对他

们的幸福感指数得分做独立样本 t 检验, 结果见表 2。

　　表 2 表明了女性人民警察幸福感指数均高于男性人民

警察, 在工作幸福感指数和幸福感总分上尤其显著。进一步

对具体条目分析发现, 女性在第一部分的条目 9 (幸福的-

不幸的)、条目10 (有希望的- 无望的)、条目12 (紧张的- 放

松的)、条目 14 (安定的- 焦虑的) 上面均显著高于男性 (P

< 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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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监狱人民警察幸福感指数的性别差异检验 (xθ±s)

男 女 t

幸福感认知指数 4. 82±1. 11 5. 23±1. 03 22. 193

幸福感情感指数 4. 81±1. 16 5. 38±1. 07 22. 973 3

总体满意度指数 5. 40±1. 64 6. 06±1. 62 22. 393

量　表　总　分 10. 19±2. 57 11. 32±2. 52 22. 513 3

　　3 P〈0. 05　3 3 P〈0. 01

3. 3　不同日工作时间的监狱人民警察幸福感指数的差异

检验　按照每日工作时间不同, 将被试分为两组, 第一组工

作时间为 8 小时或以内, 第二组工作时间为 8 小时以上, 然

后比较两组被试幸福感指数的平均数是否有显著差异。结

果见表 3。

　　　表 3 不同日工作时间的监狱人民警察幸福感指数的差异检验 (xθ±s)

8 小时以内 多于8 小时 t

幸福感认知指数 5. 10±0. 99 4. 62±1. 10 3. 213 3

幸福感情感指数 5. 21±1. 08 4. 53±1. 11 4. 313 3

总体满意度指数 5. 82±1. 52 5. 23±1. 63 2. 703 3

量　表　总　分 10. 96±2. 35 9. 78±2. 52 3. 333 3

　　3 3 P〈0. 01

　　由表3 可以看出, 日工作时间在8 小时以内的监狱人民

警察在量表两个维度和幸福感总分上的幸福感指数均显著

高于日工作时间超过 8 小时的被试, 进一步具体检验发现,

两个组别在 10 个条目上均是前者显著高于后者。

3. 4　监狱人民警察社会支持程度对其幸福感指数的影响

　这里的社会支持包括 3 层含义: 其一, 是指实际的、客观

存在的直接援助或关系支持, 独立于个体感受之外; 其二,

是指主观体验到的情感上的支持; 其三, 是指个体对支持的

利用程度。多数学者认为, 良好的社会支持有利于健康, 而

劣性社会关系的存在则有害身心健康。社会支持一方面对

应激状态下的个体提供保护, 即对应激起缓冲作用, 另一方

面对维持一般的良好的情绪体验具有重要意义。因社会支

持程度与身心健康和情绪状态的重要关系, 本研究假设它

也是影响监狱人民警察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之一。下面从两

个角度考察了这种影响。

3. 4. 1　监狱人民警察社会支持程度与幸福感指数的关系

　将社会支持量表 3 个维度得分及总分与幸福感指数量表

两个维度及总分进行相关统计, 结果见表 4。

　　表 4 监狱人民警察社会支持程度与幸福感指数相关系数

客观支持分数 主观支持分数 支持利用程度 社会支持总分

幸福感认知指数 0. 4093 3 0. 2983 3 3 0. 4063 3 3 0. 4353 3 3

幸福感情感指数 0. 4393 3 3 0. 2513 3 3 0. 3393 3 3 0. 3883 3 3

总体满意度指数 0. 2533 3 3 0. 2103 3 0. 3403 3 3 0. 3373 3 3

量　表　总　分 0. 3893 3 3 0. 2723 3 3 0. 3993 3 3 0. 4133 3 3

　　注: 3 3 P〈0. 01　　3 3 3 P〈0. 001

　　由表 4 可以看出, 社会支持的维度及总分与幸福感指

数的维度及总分存在着非常显著的相关。

3. 4. 2　不同社会支持程度的监狱人民警察幸福感指数差

异检验　按照频数高低, 将社会支持程度划为高分组、中分

组、低分组, 它们的分数分布和频数分布如下:

高分组: ≥38 分, 68 人, 占总人数的 31. 92◊ ; 中分组:

33～ 37 分, 74 人, 占总人数的 34. 74◊ ; 低分组: ≤32 分, 71

人, 占总人数的33. 33◊ 。用一元方差分析 (O ne2W ay A N O 2

V A ) 考察不同组别的幸福感指数是否存在显著的差异, 结

果见表 5。

　　由表 5 可以看出, 高、中、低不同社会支持程度的被试

在幸福感指数各维度及总量表得分差异非常显著, 进一步

进行多重比较 (q 检验和D uncon 检验) 发现, 在生活幸福感

指数、工作幸福感指数和幸福感总分上均是高分组明显高

于中分组, 中分组又明显高于低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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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 不同社会支持程度的监狱人民警察幸福感指数差异检验 (xθ±s)

高支持组 中支持组 低支持组 F

幸福感认知指数 5. 49±1. 05 4. 97±1. 00 4. 37±0. 88 21. 503 3 3

幸福感情感指数 5. 50±1. 12 5. 04±1. 08 4. 38±0. 94 19. 353 3 3

总体满意度指数 6. 18±1. 44 5. 68±1. 56 4. 80±1. 57 14. 743 3 3

量　表　总　分 11. 72±2. 33 10. 64±2. 35 9. 13±2. 21 20. 843 3 3

　　3 3 3 P〈0. 001

　　在进行以上分析的同时, 还对不同学历、血型、年龄、婚

姻状况的幸福感指数进行了一元方差分析, 均未发现显著

差异, 说明在所取样本中这些因素对幸福感指数的影响不

大。

4　讨　论

监狱人民警察的幸福感是其情感系统和精神状态的重

要组成部分, 代表了他们对所生活环境和所从事事业的主

观情感体验及认可的程度。本研究结果表明, 一半多一点的

监狱人民警察有比较高的幸福感, 这个比例低于以社会人

群为样本的研究。池丽萍等 (2001)对城市成年人幸福感的

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 发现大多数人对生活都有较

高的满意度。陈世平等 (2001)也对城市居民的生活满意度

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 发现城市居民对生活比较满意

和非常满意的比例较高 (72. 6◊ ) [6 ]。与他们的研究相比, 监

狱人民警察的幸福度和生活满意度还是比较低的。通过对

监狱人民警察的访谈和开放式问卷, 发现普遍存在压抑、紧

张、烦躁的情感。这可能与监狱人民警察的工作性质有关:

这项工作需要比较多的精力、体力和时间的付出, 在目前监

狱硬件设施和常效安全工作机制尚未完备、一线警力严重

缺乏的情况下, 多年的监管安全成效的取得是监狱人民警

察以牺牲自己、付出艰苦劳动的代价换来的; 因工作对象的

特殊性和危险性, 监狱人民警察工作存在一定的危险性, 情

绪长期高度紧张; 工作成就感是幸福感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

因目前监狱的激励机制尚不完善, 使得监狱人民警察难以

有较高的成就感。所有这些可能是影响其有将近一半的人

幸福感程度不高的重要原因。

不同性别的监狱人民警察的幸福感有着显著的区别,

女性对现实生活和对工作的正性情感明显高于男性人民警

察, 究其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男犯监狱的女干警均不担负

直接管理罪犯的工作, 工作压力相对较低; 而男干警 (尤其

是一线干警)在一线干警极缺的情况下, 担负着完成经济效

益和改造罪犯双重的工作重担和责任, 情感负荷较重, 压抑

感、紧张感较强。

本研究发现, 不同日工作时间的监狱人民警察在对幸

福感的体验上有着非常显著的不同, 按时上下班、不加班的

干警其幸福感程度明显高于日工作时间超出 8 个小时的干

警, 这个结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目前普遍存在的一线干警

超时工作现象已经严重影响其整体生活感受和生活质量,

成为干警消极情绪和不良感受的主要“源泉”之一。访谈中,

有些干警日工作时间甚至达到 12 小时以上, 大多数一线干

警很少完整地休息应该属于他们的法定节假日, 这种情况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不仅无法缓解他们本就存在的压抑和

紧张情绪, 而且因为工作时间延长, 减少了其与家人相处、

沟通的时间, 从而削弱了亲人、朋友等社会关系在调节个人

情绪生活中的作用, 严重损害了其正常的情绪感受和表达

功能。

本研究还考察了社会支持程度对监狱人民警察幸福感

的影响, 研究表明高、中、低不同社会支持程度的监狱人民

警察的幸福感有着明显的不同, 社会支持程度越高, 则幸福

感也越高, 此结论支持了多项有关社会支持的研究, 表明社

会支持确实是影响个人心理生活的重要因素, 也是影响监

狱人民警察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7 ]。监狱人民警察职业是一

个特殊的职业, 它所特有的工作强度大、时间长、责任重、压

力强、奉献多、较封闭等特点, 要求其亲人和朋友需要给他

们特别的理解、支持和关爱。但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 这又

是不易得到的。社会支持度降低, 将增加个人无助感和无望

感, 对干警的情绪生活和心理健康非常不利。

5　结　论

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①一半多一点的监狱人民警察

有比较高的幸福感, 此比例低于以社会人群为样本的研究

结果; ②男犯监狱中工作的女性监狱人民警察的幸福感相

对高于男性人民警察; ③日工作时间超过 8 小时的监狱人

民警察的幸福感明显低于日工作时间在 8 小时以内的监狱

人民警察; ④监狱人民警察的社会支持程度与其幸福感具

有高度的相关关系, 社会支持程度越高, 幸福感程度越高。

6　参考文献
[ 1 ]D iener E. Sub jective w ell2being. P sycho logical Bu lletin 95,

1984, 542～ 575

[ 2 ]D iener E, Emmons RA. T he independence of po sit ive and neg2
ative affec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 sycho logy 47,

1984, 1105～ 1117

[ 3 ]D iener E, Emmons RA , L arsen RJ , et al. T he Satisfaction

w ith L ife Scal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 ssessm en t 49, 1984,

71～ 75

[ 4 ]L ucas RE, D iener E, Suh E. D iscrim inan t valid ity of w ell2be2
ing m easur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 sycho logy 71,

1996, 616～ 628

[ 5 ]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 1999

[ 6 ]中国心理学会. 第九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文摘选集: 373～

374, 393～ 394

[ 7 ]肖水源, 杨德森. 社会支持对身心健康的影响. 中国心理卫生杂

志社, 1987, 1: 184～ 187

(收稿时间: 2005- 07- 26)

·33·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06 年第14 卷第1 期　　Ch ina Journal of H ealth P sycho logy　2006,V o l 14, N o.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