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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犯罪罪犯人格特征分析

陈卓生 ’"!(((((((张喆 $(((((韩布新 $

((
!"#$ %&’ 了解重复犯罪罪犯的人格特征和相关因素"为提高教育改造罪犯的质量提供帮助# (

)’采用中国罪犯个性分测验$ )*+,-+.% 分别对重复犯罪罪犯和第一次入狱的罪犯进行测量# *+’ 重复犯

罪罪犯在攻击性&报复性&同情心和犯罪思维模式四个维度上得分和人格异常比例高于第一次入狱的罪犯"且

有统计学显著意义# *,’ 重复犯罪罪犯人格异常现象较为突出’罪犯出狱后再犯罪的影响因素有社会因素"
也有人格因素’上述四个维度上所表现出来的人格异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预测罪犯出狱后再次犯罪的可能性"
对罪犯实施针对性的人格矫正可提高教育改造质量#

-./0$ 司法精神病学 人格 案例对照研究 罪犯 (重复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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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以来" 我国的重复犯罪呈持

续上升趋势 Z$[(# 罪犯出狱后再犯罪的主要原因可分为

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前者主要是社会因素"后者主要

是指罪犯的不良心理和人格素质#在第一次服刑期间"
这种不良心理没有得到很好的矫治" 因而出狱后再犯

罪的可能性较高 Z![(# 国内多项研究认为"罪犯的人格

异于常人 Z&\][((# ^BY7G 和 _B87H3 对 ’! 个国家 !!:‘%"
名罪犯的研究结果认为"]#a的罪犯人格异常 Z‘[(# 不

过"对重复犯罪罪犯人格特征的研究并不多#重复犯罪

罪犯在监狱内的改造难度大"出狱后的再次犯罪率高"
危害性大#因此"加强重复犯罪罪犯的狱内改造和社会

控制已经成为预防和减少犯罪的一项重要任务# 本研

究探讨重复犯罪罪犯的人格特征和再次犯罪的相关因

素"为增强罪犯改造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提高教育改造

的质量"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提供帮助#

123()

12 在押罪犯 ’"’! 名#其中"第一次犯罪入狱的

罪犯 U%U 名"重复犯罪入狱的罪犯 ’’b 名#共收到问卷

’"’! 份"无效问卷 ’& 份"有效问卷 %%% 份# 有效问卷

中"第一次入狱罪犯 UUU 名"平均年龄 !% 岁# 其中:暴
力 犯 罪 ##! 名 : 占 ]!Q’c’ 非 暴 力 性 犯 罪 &&] 名 :占
&‘QUd# 短刑期$ ’" 年以下"不含 ’" 年% 罪犯 b!‘ 名"
占 bUQ’d重刑犯$ ’" 年以上% b]’ 名"占 #’Q%d# 重复

犯罪入狱罪犯 ’’’ 名"平均年龄 &" 岁#其中"暴力性罪

犯 ‘] 名"占 ]UQ#e"非暴力性罪犯 &# 名"占 &’Q#f#短

刑期$ $g 年以下"不含 ’g 年% 罪犯 #U 名"占 #!Q&d"
重刑犯$ ’g 年以上% #& 名"占 b‘Q‘d# 在 ’’’ 名重复犯

罪罪犯中"抢劫犯 b‘ 名"占 b!Q&h’毒品犯 !b 名"占

!’Q]i’盗窃犯 !’ 名"占 ’UQ%d#
() 采用 * 中国罪犯个性分测验+$ )*+,-+.%

量表"集体测试#该量表分为 ’& 个人格维度"具有较好

的信度和效度Z‘[#用 6+66 统计软件进行 F 检验&卡方检

验及相关分析#

’Q(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 北京$ ’gg’g’% !Q(广东省四会监狱" 广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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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罪犯的年龄!犯罪性质和原判刑期的比较

重复犯罪罪犯平均年龄大于首次犯罪者" 差异有

统计学显著意义# )<=858>?’@A959:$ %卡方检验表明"重

复犯罪和首次犯罪在是否为暴力犯罪或非暴力犯罪的

人数上" 差异没有统计学显著意义 # B8<;5>CD ’@E95
9:$ %在刑期上将罪犯分为 ;9 年以下# 不含 ;9 年$ 和

;9 年以上两组"卡方检验表明重复和首次犯罪者在刑

期上的差异没有统计学显著性# F8G95>3"@E959:$ &
85877罪犯人格维度得分比较# 表 ;$
重复犯罪罪犯的攻击性因子得分高于首次入狱罪

犯"差异有统计学显著性# )7<=65;6D @A959:$ %表明重复

犯罪罪犯的攻击性较首次入狱罪犯强& 重复犯罪罪犯

报复性因子得分显著高于首次入狱罪犯# )7<=85H8D@A95
9:$ "表明重复犯罪罪犯报复性高于首次入狱罪犯& 重

复犯罪罪犯同情心因子得分显著高于首次入狱罪犯# )7
<7=85;ID @A959:$ " 表明重复犯罪罪犯比首次入狱罪犯

更缺乏同情心& 重复犯罪罪犯犯罪思维模式因子得分

显著高于首次入狱罪犯# )7<=H5;6D7@A959;$ " 表明重复

犯罪罪犯比较首次入狱罪犯更倾向于犯罪思维&

表 ;7各人格因子得分以及与入狱次数的相关&
人格因子 初次犯罪 J4<CCCK’ ’’’’重复犯罪 L4<;;;K M
内外倾 ’’’’’ H35HN35HO’’’’’’’’’ H35HP;959 ’959:
情绪稳定性 ’’’’ ’:;5CQ358’’’’’’’’’’ :65;R C5C’’’’’’’’’ ;5H6
同众性 H35:S35>’’’’’’’’’’ HC5IT;95:’’’’’’’’ 95II
冲动性 :;5IU35C’’’’’’’’’ :859V 359777777777 956I
攻击性 :;5HWI5C7777777777 :653X 35H777777777 65;6Y
报复性 7:;58ZC5C7777777777 :656[ 35H7777777 85H8Y
信任感 H353\C537777777777 :;59] C5>777777777 ;58I
同情心 :656^>5IOOOOOOOOOO :H5C_ >58OOOOOOOOOO 85;IY
自信心 O:;5;‘356OOOOOOOOOO :;5Ia 35:OOOOOOOOOO 95:I
焦虑感 O:;5Hb359OOOOOOOOOO :85>c C5:OOOOOOOOOO ;566
聪慧性 O:H58d353OOOOOOOOOO :H5>e;959OOOOOOOOO 956H
心理变态倾向 H359f>5COOOOOOOOOO H35:g >5HOOOOOOOOOO 95>:
犯罪思维模式 :;53hC5:OOOOOOOOOO ::5Hi C56OOOOOOOOO H5;6YY
注 Y@A959:OOYYO@A959;

856OO其他因素

对重复犯罪罪犯人格特征的影响 以年龄’罪名和

原判刑期为自变量"以重复犯罪罪犯的 ;6 个人格因子

为因变量"进行多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这三个因素

的主效应都不显著"交互作用也都不显著(说明上述三

个因素对重复犯罪罪犯的人格差异没有显著影响(

85HOOO异常人格发生率比较

人格维度标准分得分大于 >9 和小于 H9 为人格异

常( 两种罪犯人格维度高于或者低于此范围的人数和

所占比例见表 8(

表 8O人格因子得分超出正常值情况

高于 >9 分 H9 分至 >9 分 低于 H9 分

因 子 初犯 累犯 O初犯 累犯 初犯 累犯

人数 j 人数 k 人数 l 人数 m 人数 n 人数 o
内外倾 3HOO;95>OOO;HOO;85>OOOO>6HOOI;5HOOOI6OO>:5COOOO;>9OO;C59OOO8HOO8;5>
情绪稳定 ;39OO8;5HOOO8IOO;>58OOOO>:HOOI65>OOOI;OO>H59OOOOOOHHOOOO:59OOOO6OOOOO85IO
同众性 3HOO;95>OOO;8OO;95COOOO>H9OOI85;OOOI9OO>65;OOOO;:HOO;I56OOO83OO8>5;O
冲动性 8;3OO8H5IOOO86OO895IOOOO:>>OO>65IOOOICOOI956OOOO;96OO;;5>OOO;9OOO359O
攻击性 ;9HOO;;5IOOO8;OO;C59OOOOICHOOCC56OOO39OOC859OOOOOOOO9OOOOO9OOOOOOOO9OOOO9
报复性 ;C;OO895HOOO69OOOOO8IOOOO:I3OO>:58OOOH9OO6>59OOOO;8COOO;H5HOOO;9OOO359
信任感 ;9;OO;;5HOOO;HOO;85>OOOO>H;OOI858OOO69OOI659OOOO;H>OOO;>5HOOO;>OO;H5H
同情心 ;;6OO;85IOOO;:OO;65:OOOOII:OOCI56OOO3>OOC>5:OOOOOOO9OOOOOO9OOOOOOOO9OOOO9O
自信心 ;8IOO8H56OOO;>OO;H5HOOOO>ICOOI>5HOOO8HOOIC5HOOOOOC6OOOOOO356OOOOOOCOOOI58
焦虑感 ;:HOO;I56OOO;COO;>58OOOO>>;OOIH5HOOOC3OOC958OOOOOI6OOOOOOC58OOOOOOHOOO65>
聪慧性 8HIOO8I5COOO6:OO6;5:OOOO:36OO>>5COOOI9OO>65;OOOOOHCOOOOOO:5HOOOOOO>OOO:5H
变态倾向 :IOOO>5HOOOOOO>OOOO:5HOOOOC6;OO365>OOO3:OOC:5>OOOOOOO9OOOOOOO9OOOOOOOO9OOO9O
犯罪思维 38OO;;5:OOO8:OO885:OOOOI:8OOCH5IOOO8>OOI>5>OOOOOHHOOOOOO:59OOOOO;OOO953

由表 8 可以看出" 重复犯罪罪犯在内外倾’ 同众

性’攻击性’报复性’信任感’同情心’聪慧性’犯罪思维

模式等人格维度上出现异常的比例高于首次入狱罪

犯"在情绪稳定性’冲动性’自信心’焦虑感’心理变态

倾向等维度上出现异常的比例低于首次入狱罪犯( 重

复犯罪罪犯的异常人格) 标准分高于 >9 分$ 突出表现

在 聪 慧 性) 6;5:p$ ’报 复 性) 8Iq$ ’犯 罪 思 维 模 式

) 885:r$ ’冲动性) 895Is$ ’攻 击 性) ;C59t$ %标 准

分低于 H9 分的有同众性) 8>5;u$ ’内外倾) 8;5>v$
和信任感) ;H5Hw$ (卡方检验表明";6 个人格维度中"
重复犯罪罪犯的攻击性和犯罪思维模式出现异常的频

率显著高于首次入狱罪犯) x8O分别为 ;65>6 和 H5>C"@
值分别小于 959; 和 959:$ ( 在其他维度上差异没有统

计学显著意义) @E959:$ ( 表明重复犯罪罪犯攻击性更

强"更倾向于使用犯罪思维模式(

# $

65;OOO重复犯罪罪犯和首次犯罪罪犯的一般情况

重复犯罪罪犯的年龄大于首次犯罪罪犯" 在犯罪

性质和原判刑期上"两类罪犯并没有显著差异(在犯罪

的种类上"重复犯罪种类主要集中在抢劫犯罪’毒品犯

罪和盗窃犯罪上( 由于犯罪条件和后果所限"贪污’受

贿和杀人等几种罪名上极少出现重复犯罪的罪犯(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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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犯罪罪犯攻击性强

在攻击性维度上! 重复犯罪罪犯攻击性明显高于

第一次入狱的罪犯! 而且入狱次数越多的罪犯其攻击

性越强"另外!重复犯罪罪犯在攻击性维度上出现异常

的几率显著高于首次入狱罪犯"还有!所有罪犯在攻击

性维度上得分都没有出现低于 )* 分!表明攻击性过高

是所有罪犯的共同特征! 而重复犯罪罪犯表现更为突

出"因此!攻击性可以成为预测罪犯重新入狱可能性的

一个指标" 如果对重复犯罪罪犯的教育改造没能有效

地降低其攻击性! 则出狱后再次犯罪的可能性将难以

降低"
&’&(((重复犯罪罪犯报复性强

重复犯罪罪犯报复性分数相对较高! 说明其有较

强的报复欲"相关分析表明入狱次数越多的罪犯!其报

复心理越强"
&’)((重复犯罪罪犯同情心更为缺乏

重复犯罪罪犯的同情心得分高于首次入狱罪犯!
表明其更缺乏同情心" 相关分析表明入狱次数越多的

罪犯!其同情心越缺乏" 另外!所有罪犯在同情心维度

上得分都没有出现低于 )* 分!而重复犯罪罪犯表现更

为突出" 因此!对重复犯罪罪犯的教育改造!应着力增

强其同情心!提升其正义感和责任感!加强良心和道德

教育"
&’#((重复犯罪罪犯犯罪思维模式明显

重复犯罪罪犯这方面得分显著高于第一次入狱罪

犯+ 表明重复犯罪罪犯的犯罪思想在前一次服刑中未

被改造过来+反而更为强烈+其主观恶性更深+更难以改

造"此外!重复犯罪罪犯在犯罪思维模式上出现异常的

几率显著高于首次入狱罪犯" 犯罪思维维度得分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罪犯的犯罪思想! 并可以预测罪犯

出狱后再次犯罪的可能性及其在狱内的被改造的程

度"
&’,((不同类型重复犯罪罪犯的人格差异不明显

从多因素方差分析结果看! 虽然重复犯罪罪犯的

年龄#犯罪类型和原判刑期不同!但其人格特征并没有

明显的不同! 大多数两次以上入狱的罪犯具有相类似

的人格特征"多项研究表明!不同犯罪类型的罪犯的人

格有一致性的趋势 -&+%.(" 这与我们的研究结果近似"
&’/((重复犯罪罪犯人格异常的发生率高于首次入

狱罪犯

在内外倾#同众性#攻击性#报复性#信任感#同情

心#聪慧性#犯罪思维模式等人格维度上!重复犯罪罪

犯发生人格异常的人数比例较高" 结合测试量表的分

数解析!可以证实重复犯罪罪犯中表现内倾#随大流#

攻击性和报复性强! 对社会和他人持怀疑态度! 智商

低!习惯于犯罪思维模式者更为多见" 在情绪稳定性#
冲动性#自信心#焦虑感#心理变态倾向等维度上!重复

犯罪罪犯出现人格异常的人数比例也高于首次入狱罪

犯"说明有更多的重复犯罪罪犯由于入狱次数多!对前

途失去信心!有自卑感!情绪状态比较低沉"
&’0(((重复犯罪罪犯聪慧性差

重复犯罪罪犯在 1& 个人格维度上出现异常的人

数比例最高的是聪慧性维度! 占 &1’#2" 李世棣等认

为!重型犯的智力分布比一般常模低一个档次-$*." 研究

结果表明知识的贫乏可能是导致重复犯罪罪犯不能有

效地接受教育改造!不能适应生活!从而导致再次犯罪

的原因之一"因此!加强重复犯罪罪犯的知识教育也是

提高教育改造质量的一个必要措施"

!"# 感谢中科院心理所陈毅文副研究员在统计方法上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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