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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干预与心理咨询 ·

男性未成年暴力犯的冲突解决策略及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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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探讨男性少年暴力犯的人际冲

突解决策略及影响因素 , 为预防和矫治

未成年人犯罪提供理论依据。

1　对象和方法

111对象 　从北京某三个看守所以

整群取样的方式选取 18岁以下的男性

暴力犯罪人 139人 (非法使用暴力或以

暴力相威胁 , 侵犯他人人身权利或财产

权利的犯罪人 ) , 年龄 15 - 18岁 , 平均

年龄 17 ±1岁。

112工具

11211人际冲突解决问卷 ( Conflict

Resolution Survey) [ 1 ] 　包含 53 道题目 ,

共 5 个维度 : 妥协、竞争、折衷、合

作、逃避。采用 5级评分 , 得分越高表

示采用该方式解决冲突的可能性越高 ,

各维度的α系数为 0164～0181。

11212社会公理问卷 ( Social Axi2
om s Survey) [ 1 ] 　包含 60道题目 , 共 4

个维度 : 人性本恶观、社会灵活观、修

行正果观、精神超越观。采用 5 级评

分 , 得分越高表明具有这样的观念的可

能性越高 , 各维度的 α系数为 0169～

0179。

11213人际关系性量表 [ 2 ] 　包括 75

道题目 , 5个维度 : 人情取向、和谐性、

灵活性、面子、防御性。被试对每题符

合自己的情况做 “是、否 ”回答。

113统计方法 　独立样本 t检验 、

回归分析。

2 结 果

211不同人口学变量的人际冲突解

决问卷得分比较

性别、年龄、经济水平、是否独生

子女、出生地这些人口变量中 , 只有合

作维度出现显著性差异 : 城市得分高于

农村 ( 3160 ±0163 /3140 ± 0143, t

(117) = 11745, P = 01043) ; 经济水平

较好的得分高于经济水平较差的 ( 3167

±0136 /3141 ±0145, t ( 69 ) = -

21100, P = 01035)。

212一般社会信念和人际关系性对

冲突解决策略的层次回归分析

以男性未成年暴力犯的冲突解决策

略为因变量 , 依次进入社会信念变量和

人际关系性人格变量 , 进行层次回归 ,

结果见表 1。

表 1　一般社会信念和人际关系性对冲突解决策略的层次回归分析 ( n = 139)

变量
妥协

B P值

竞争

B P值

折衷

B P值

合作

B P值

逃避

B P值

方程一 人性本恶观 - 0101 0197 　01243 0101 - 0110 0127 - 0116 0105 　0113 0124

修行正果观 　01233 0101 　0114 0115 　01323 3 0100 　01413 3 3 0100 　0117 0114

社会灵活观 　0102 0198 　0113 0123 　0101 0179 　0109 0115 　0111 0121

精神超越观 　0113 0118 　0110 0130 　0115 0110 - 0101 0191 - 0108 0145

R2 　01093 0103 　01193 3 3 0100 　01113 0101 　01243 3 3 0100 　01113 0102

方程二 第一层 人性本恶观 　0106 0155 　01203 0107 - 0101 0191 - 0108 0132 　01223 0106

修行正果观 　0113 0114 　0113 0124 　0118 0111 　01303 3 0101 　0101 0194

社会灵活观 - 0100 0189 　0111 0132 - 0101 0188 　0109 0116 　0110 0124

精神超越观 　0109 0139 　0110 0129 　0110 0128 - 0104 0169 - 0113 0116

第二层 和谐性 　01203 0105 - 0106 0151 　01213 0103 　0111 0121 　01263 3 0100

面子 - 0110 0125 - 0106 0154 - 0107 0142 　0107 0142 - 0104 0171

人情 　0110 0131 　0113 0115 　01203 0103 　0116 0109 　01223 0102

灵活性 - 0103 0183 - 0105 0149 　0110 0130 　0108 0132 　0113 0116

防御性 - 0102 1100 　0110 0139 - 01054 0151 - 01152 0108 - 0103 0167

R2 　01153 0103 　01223 3 01001 　01203 3 01001 　01293 3 3 0100 　01223 3 0100

3 P < 0105, 3 3 P < 0101, 3 3 3 P < 01001

3 讨 论

本研究显示社会信念可以预测冲突

解决策略。这与在大学生中的研究结果

一致 [ 1 ]。拥有人性本恶观者 [ 1, 3, 4 ] , 更

容易采取竞争和逃避策略 , 即有的人关

注自我的需求 , 会采用竞争的策略去争

取自己想要的东西 ; 有的人不关注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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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 , 面对冲突 , 往往是采用回避的

策略 ; 修行正果观能较好预测合作策

略 , 有修行正果观 [ 3 ]的人 , 相信通过努

力工作和理性思考会产生积极的结果。

本研究还显示人际关系性因子中和

谐性维度能较好预测妥协、折中和逃避

策略 , 人情能较好预测折中和逃避的策

略。这与对中国人人格研究的结果一

致 [ 2, 5 ]。重视和谐和人情的中国人一般

在人际交往中比较敏感和谦恭 , 为了维

持一种表面的和谐气氛 , 往往不惜违背

自己的原则而尽力满足他人的要求 , 迎

合他人的愿望。越是重视和谐和人情取

向的人 , 越可能使用这三种策略 ; 人际

关系性因子对一般社会信念和冲突解决

策略起中介和调节作用 , 随着人际关系

性因素的加入 , 修行正果观对妥协策略

和折衷策略的预测作用显著降低 , 修行

正果观的预测作用是由于中国人特有的

较少关注自我的特性所导致的 , 即人际

关系性起了中介作用。提示在矫正暴力

犯的冲突解决策略时 , 可以在考虑其信

念的同时 , 考虑其人格特点的影响作

用 , 而什么因素使人际关系性对人性本

恶观起了调节作用还需要作进一步探

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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