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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刑时间对罪犯个性特征的影响研究 

陈卓生 ．． ，韩布新 

(1．中国科学院心理研 究所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北京 10(J1IlJ1；2．广东省四会监狱，广东 526237) 

【摘要】 目的：探讨服刑期问罪犯个性改变的规律及其影响凶素 方法：团体测试 1331名服刑罪犯的“中国罪犯个 

性分测验(C0PA—PI)”并深度访谈 30名罪 犯和 l5名狱警 ：结果 ：随着服刑时间增加 ．罪犯的情绪稳定性增强 ．冲动 

性 、焦虑感下降 ；攻击性 、报 复性 、信任感 、心理 变态倾 向和犯罪思维模式均呈现先转差后改善 的发 展趋势 ；但更加缺 

乏同情一12,，更加内向 ；而 自信心 、同众性 和聪慧性在服刑期间无显著变 化：结论 ：应结合罪犯在服刑期间个性发展变 

化的规律 ，采取针对性 矫正措施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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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the Term of Imprisonment on Prisoners’Pers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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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 study the influence of the term of imprisonment on prisoners’personality，and the elements 

correlated．M ethods：The Chinese Offender Personality Assessment were applied to 1 33 1 prisoners in group tests．Individ— 

ual inter~，Jew was also gjven to 30 criminals and 15 policemen in the prison．Results：With the increasing years of impris— 

onment．prisoners became more introversive，unsociable，quiet and wordless；more stable in emotion；uneasy to get excited； 

aggression，trustfulness，and wish for revenge first raised after 3 or 4 years in the prison，and then descended remarkably； 

feeling of sympathy，impulsiveness，serf-confidence and feeling of anxiety tended to descend；the mental abnormali~ be— 

come a little more serious with 3 or 4 years imprisonment，and then obviously ease；while the criminal thinking style raises 

remarkably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imprisonment．then drops back to the original kvel step by step．Conclusion：The pris— 

oner correctional tactics and measures should base on the regular paRern of the change of prisoners’pers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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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禁环境可使罪犯产生一系列 “监禁反应”，并 

对罪犯的身心造成一定损害 】。相关研究多关注服 

刑期间罪犯心理健康状况的改变，很少涉及其个性 

特征-3．41。国内关于监狱改造成效的报道较多，关于监 

禁环境影响罪犯个性变化的状况 、原因和影响因素 

的研究较少 。本研究主要探讨不同服刑时间对罪 

犯个性特征变化的影响。 

1 方 法 

1．1 被试 

在 l8个监 区分别随机抽取 65—75名在押男性 

罪犯 。共 1331名 。年龄 2O一3O岁 541名 ，3l一4O岁 

398名 ，4l一65岁 ll8名。犯罪类型盗窃 212名 、暴 

力型(抢劫、杀人、伤害)422名 、涉毒 220名、财产型 

(贪污、受贿、侵占、走私、诈骗)102名、其它类型 101 

名。原判刑期 4～7年 343名，7～l2年 227名，l2～2O 

年 172名 。无期徒刑和死刑缓期执行 3l4名。服刑时 

间 l～2年 382名，3～4年271名，5～7年 169名。8年 

通讯作者 

以上 235名 

1．2 量表 

采用“中国罪犯心理测试量表”中的“个性分测 

验”(C0PA—PI)。该量表用于监狱中对罪犯进行个 

性心理测试．针对性较强 1 其 l3个维度分别是内 

外倾、情绪稳定性、同众性 、冲动性、攻击性、报复性、 

信任感、同情心、自信心、焦虑感 、聪慧性 、心理变态 

倾向 、犯罪思维模式 。 

1．3 程序 

分组测试 ，每组罪犯 40名 以下。测试前适当解 

释以消除罪犯的疑惧心理。被试阅读测题的同时，听 

测试指导语和测题录音。每题朗读两遍，题目之间间 

隔 3秒钟 发放 问卷 133l份 ，收回有效 问卷 1057 

份。测试结果输入COPA—PI测试软件，计算出各个 

题目、个性因子的原始分和标准分：用 SPSS12．0进 

行统计分析。 

为 了印证量表得 分所 反映的个性特征变化规 

律，探讨罪犯个性变化的深层次影响因素，我们访谈 

了服刑4年以上罪犯 3O名。其中，盗窃犯 5名，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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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抢劫、杀人 、伤害 )罪犯 7名 ．涉毒罪犯 5名．财产 

型(贪污、受贿、侵占、走私、诈骗)罪犯 8名．其它类 

型罪犯 5名；管教警察 15名。均在监狱直接从事罪 

犯管理教育工作 5年以上 对管教警察的问题主要 

是 ：服刑期问罪犯的 13类个性特征是否有所改变? 

如果有，请问是哪些改变?罪犯个性特征改变的主 

要原因是什么?对罪犯的问题主要是 ：与刚入狱时相 

比，你认为自己的性格是否发生了变化?你认识服刑 

人员的性格与刚入狱时相比是否有所不同?你或其 

他服刑人员 的性格改变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服刑 

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最主要差异有哪些?你认为导致 

性格特征改变的影响因素有哪些? 

2 结 果 

2．1 影响罪犯个性特征的多因素方差分析 

分别以服刑时间、年龄 、犯罪类型和原判刑期为 

自变量 ，以 13个个性因子得分为因变量进行多因素 

方差分析。 

在 内外倾 因子上 ，服刑时间主效应显著 ， ，嘶 

=7．78．P<0．001。服刑时间越长 。罪犯该因子均 分越 

低。LSD分析表明。服刑 1—2年者或服刑 3—4年者 

与其他 3个服刑时间段罪犯该因子得分差异显著= 

其余各因素主效应及不同水平下因子得分差异不显 

著(以下不再赘述)。 

在情绪稳定性因子上，服刑时间主效应接近显 

著 ， 3产2．53，P=0．056。服刑时间越长 ，罪犯该 因子 

得分越低 。服刑 1—7年者与服刑 8年 以上者有显著 

差异。 

在同众性 因子上 ，年龄 的主效应显著 ． ， = 

7．51，P<0．001；原判刑期主效应显著 ， l =4．O4．P< 

0．05。 

在冲动性因子上，服刑时间主效应接近显著．F 

【】 -31：2．51，P=0．057；犯罪类型 主效应显 著 ，F 1 -41： 

3．71，P<0．01。服刑时间越长．罪犯冲动性得分越低 

服刑 1—2年者 、3—4年者与服刑 8年以上者有显 著 

差异。暴力型罪犯与其他 4种罪犯有显著差别．暴力 

犯的冲动性最高；盗窃罪犯与暴力型罪犯、财产型罪 

犯有显著差别 ；毒品罪犯与盗窃犯 、暴力犯有显著差 

别：财产型罪犯显著低于其他4种罪犯。 

在攻击性因子上 ．服刑时间主效应显著 ，F， 

=3．61，P<0．05；犯罪类型主效应显著 ．F Io43-41=5_4O． 

P<0．001。服刑 3—4年与其他服刑时间的罪犯得分差 

异显著．其攻击性最强。暴力犯攻击性显著高于其他 

4类罪犯。 ’ 

在报复性 因子上 ．服刑时间主效应显著 ，F  ̈

=6．09，P<0．001；犯罪类 型主效 应显 著 ， 1 =6．17， 

P<0．001 服刑 3—4年者报复性最强。财产型罪犯报 

复性显著低于盗窃 、暴力和毒品犯 。 

在信任感因子上 ，服刑时间主效应显著．F m， 

=4．18，P<0．05。服刑 1—2年者信任感最差。 

在同情心因子上 ，服刑时间主效应显著 ．F 

=4．85，P<0．05。服刑时间越长 ．罪犯的同情心得分越 

高；服刑 8年以上罪犯与其它三个服刑期者差异显 

著。 

在自信心因子上，犯罪类型主效应显著，F ．。． ． 

=2．74，P<0．05；服刑时间与犯罪类型交互作用显著 ． 

f ． =1．82，P<0．05；犯罪类型与原判刑期交互作用 

显著 ．F ． =1．87，P<0．05：暴力犯 自信心显著低于 

盗窃 、毒 品和财产型罪犯。 

在焦虑感 因子上 ，服刑时间主效应显著 ．f 。l= 

1．87，P<0．01。服刑时间越长．罪犯的焦虑感越低 服 

刑 1—2年的罪犯与其它服刑期的罪犯差异显著： 

在聪慧 性 因子上 ，年龄主效 应显 著 ，F ， ： 

1O．09．P<0．001；服刑时间与年龄交互作用显著．F 

906 ：2．44，P<0．05：年龄增加，罪犯的聪慧性因子均 

分下降 

在心理变态倾向上 ．服刑时间的主效应显著 ．F 

、906 ：3．67，P<0．05。服刑 3—4年 、5—7年的罪犯得分 

与服刑 8年以上者差异显著。 

在犯罪思维模式上 ，服刑时间主效应显著，F 

1 L3】：5．96，P<0．001；服刑 3—4年时该 因子得 分最 

高．与其他服刑时间者差异显著。犯罪类型主效应显 

著． Io43-4l=4．88．P<0．001。 

2_2 深度访谈结果 

所有被访者都认为服刑期间罪犯的个性特征发 

生了变化．但变化程度有个体差异。出现较多个性特 

征改变的罪犯，其各个性特征改变的程度也较大 。见 

附表。服刑期间，所有 13个个性因子都有变化．但各 

因子发生变化的时间段 、规律和程度不尽一致 ：尽管 

在同一个因子上 ，有 的罪犯改变较为明显 ．有的罪犯 

改变不大：但所有罪犯在各因子上的变化趋势比较 

一 致。随着服刑时间的增加．罪犯表现为更加 内倾、 

从众．情绪稳定性上升．冲动性、同情心、自信心、焦 

虑感、聪慧性 、心理变态倾向等呈下降趋势，信任感、 

攻击性、报复性和犯罪思维模式呈先增强后下降趋 

势。罪犯对自己或其他罪犯、警察对罪犯在服刑其问 

人格特征的改变评价基本一致 。COPA—PI量表的测 

试结果和访谈结果一致表明．服刑期间罪犯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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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发生了有一定规律 的改变。 

影响罪犯个性特征产生变化的因素较多，主要 

有罪犯身份与地位的变化 、狱 内生活和社会生活 的 

巨大差别、社会支持度的下降、社会生活事件(如家 

庭变故 、离婚、亲人死亡、小孩失学和经济问题等)的 

影响、狱内事件(如立功受奖或受到批评 、处罚、被其 

他罪犯侮辱、诬陷或侵害、得不到表扬 、奖励)的影 

响、狱内人际关系(如不能处理好与监狱警察的关系 

或受到其他罪犯的排挤 、歧视等)问题、严格的军事 

化管理 、劳动和训练 、监狱的道德 、文化和技术、心理 

健康教育 、心理咨询和心理矫正等。不同罪犯人格改 

变的影响因素不同 相同的影响因素对不同罪犯的 

影响效果也不同。 

附表 不同人格 维度变化深度访谈结果 

说明监狱的教育改造工作逐渐取得实效 。并得到巩 

固和加强 ：其次是先不良后改善的发展趋势。随着服 

刑时间的增加 ，罪犯在攻击性 、报复性 、信任感 、心理 

变态倾向和犯罪思维模式先转差后改善。在监狱把 

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不会一蹴而就。不仅要注意 

因人施教，而且要因时施教，在不同服刑时段采取相 

应的管理措施以切实提高教育改造质量。第 是不 

良发展趋势 罪犯原本较缺乏同情心；服刑时间越 

长 ，这种表现更明显。监狱的教育改造应该注重培养 

罪犯的正义感和责任心 ，发现和减少监狱内导致罪 

犯变得冷漠无情的因素。随着服刑时间增加。有些 

罪犯原来过于外向的个性得到了纠正，有些原来内 

向的罪犯就变得冷漠 、孤僻 ，沉默寡言；(致谢 ：中国 

公安大学李世棣教授、中科院心理所陈毅文副研究 

员给予指导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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