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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我国女性犯罪人数不断攀升，使女性刑释人员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特殊群体。然而女性刑释人

员出狱后，由于其自身能力的局限、社会的标签效应，市场日趋激烈的竞争以及婚姻家庭的压力，使她

们面临着诸多现实难题。本文以女性刑释人员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从社会支持理论的专业视角出发，探

讨女性刑释人员的生活现状，围绕社会交往、社会就业、社会保障三方面分析这类人群社会回归困境的

成因，从国家、社会、个人层面上提出切实的应对策略，助力女性刑释人员更好回归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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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number of female criminals in our country has been increasing, which mak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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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emale prisoners released from prison become a special group with a certain scale. However, 
after female prisoners are released from prison, they are faced with many practical problems due 
to the limitation of their own ability, the label effect of the society, the increasingly fierce competi-
tion in the market and the pressure of marriage and family. This paper takes female prisoners re-
leased from prison as the main research object, discusses the living situation of female prisoners 
released from the professional perspective of social support theory, analyzes the causes of the so-
cial return dilemma of this group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social interaction, social employment 
and social security, and proposes practical coping strategies from the national, social and individ-
ual levels to help female prisoners return to society b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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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根据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有近 40 万的刑释人员进入社会[1]。经统计就浙江省第五监狱这一个女子监

狱每年的刑满释放人员就达到约 500~600 人，随着女性刑释人员释放率逐年上升，面对经济与科技飞速

发展的现代社会，这类人群面临着生活保障与社会交往等方面的诸多难题，如何帮助此类人群顺利社会

回归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由于她们脱离社会时间较长，需要正确地引导她们适应生活，为她们提

供切实可行的帮助措施，这将对她们重返社会、成为合法公民和降低再犯罪率都有一定的意义。 
依照我国法律，女性刑释人员自刑满释放后就拥有与一般公民平等的权益与义务[2]。但现实中，当

女性刑释人员回归社会时，相较于男性刑释人员面临着更多难题。就业上的不公平待遇、自身技能的局

限性、社会标签效应甚至于婚姻家庭关系的不合，使得女性刑释人员不得不承受加倍的压力，更需要心

理与物质上的支持。在整个社会大环境下，公平保障女性刑释人员的权利仍有较多的路要走。并且女性

刑释人员自身含有多重问题，大多数刑释人员生活上困难较多，她们有些因为入狱服刑失去了工作、失

去了学业、失去了婚姻甚至是家庭，因此在出狱后普遍面临着生存问题、人际关系问题。尽管当前已有

一系列的制度和措施安排，但是实施效果往往不如人意。加之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同，安置帮教实施程

度也大不相同，导致很多女性刑释人员因不能很好的融入社会，从而产生破罐子破摔的心理[3]。甚至有

个别刑释人员因为无法忍受生活的困窘，故意犯罪从而达到再次入狱的目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社

会管理的难度，由此也会产生较多社会负面情绪等问题，造成一定的恶劣影响。 
因此，不难得出结论，刑释人员社会回归后的生活条件和现实状况直接影响再犯罪率，这造成社会

安全稳定、人民生活幸福也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在这样的背景下，就如何帮助女性刑释人员更好社会回

归生活进行研究，深入了解她们的真实现状，聚焦生活困境，由此引起对这类特殊群体的思考，促使政

府完善相关政策，维护社会治安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2. 社会支持理论视角 

关于社会支持理论的概念有较多的讨论，本篇采用林南综合众多学者给出的定义：社会支持理论包

括社会支持网络与社会支持两部分概念[4]。社会支持网络是指由个人之间的接触所构成的关系网，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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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关系网维持其身份，并获得情绪、服务、信息等支持。社会支持是由社区、社会网络和亲密伙伴所

提供的感知的和实际的工具性或表达性支持。其中可以只是个人所接触的一些人，例如朋友、亲属等，

这些人对个人而言尤为重要[5]。 
社会支持理论的应用策略也可分为工具性支持，包括引导、协助、帮助解决问题等行动；也包含表

达性支持，例如心理支持、情绪支持等。本研究认为影响社会支持理论的影响因素中最主要的则为个人

因素与环境因素，综合个人的正式网络支持与非正式网络支持，结合社会支持理论在社会工作实践服务

中的应用作为理论的支撑点。 

3. 女性刑释人员社会回归困境 

3.1. 女性刑释人员社会交往困境 

人际交往是作为自然人融入社会的重要途径，是在日常生活与生产活动中所建立的一种社会关系。

女性刑释人员的社交情况往往能反映出社会回归真实状况，本研究将人际交往现状分为出狱后心理状况

与人际关系状况。 

3.1.1. 害怕社会交往 
女性刑释人员回归后的社会交往心态受到自身境遇与他人互动的影响，其中受家庭经济状况和过往

经验的影响较大。女性刑释人员社会回归之初拥有双重心理，一方面是对重获自由后的兴奋之情，而另

一方面可能会产生对未知生活的忐忑与不安。如若刑释人员刑期较长，当她们出狱之时面对是一个飞速

发展的世界，科技的兴起对于她们这些长期生活在固定环境中的人而言是全然陌生的，对于新生活的不

适应感逐渐冲淡了重获自由的激动之情。 
焦虑和茫然是她们的共同特点，尤其是当回到原本的城市时，看着完全不同的街道和建筑，许多刑

释人员在度过最初的几天后会选择长住在家里。也有的刑释人员对于安全感的需求较重，不愿意离开自

己熟悉的家人与环境，甚至不敢踏出家门一步，希望可以身处在一个自己能掌控的环境之中，更不愿意

去尝试不熟悉的人或事。内心的害怕以及对未来的焦虑促使她们更加不愿与外界交流。 
有的女性刑释人员还伴随着强烈的后悔感，特别是看到家庭的现状后，想到当时与自己差不多的朋

友现在的生活状况，就会产生“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的感情。有的刑释人员会因此感到沮丧与委屈，

大多数是因为家人或朋友的不理解与责怪造成。不过，多数的刑释人员心态还是以积极为主，表现出一

种对新生活的乐观态度。对她们来说，有家人陪伴的日子比在监狱内严格按照规章制度生活更加自由和

温暖，所以还是希望能够过好自己的小日子。 
总体来说，女性刑释人员的心理状态与她们自身的境遇和受到的对待息息相关，社会回归中总有这

样或那样的不如意发生，但绝大多数都能够用正面的态度去面对和解决。 

3.1.2. 人际关系状况不佳 
1) 家庭关系两极分化，亲戚疏远多不往来 
一些女性刑释人员能够得到家庭的成员的支持，家人可以理解她过去的行为并尽全力去帮助她适应

现在的生活，相互之间建立一定的信任和沟通，使得这类女性刑释人员能够较快的融入社会。而也有刑

释人员因家人的不支持与误解加重了她面对新生活的压力，致使她会产生远离家庭生活的想法。大部分

许多女性刑释人员很少与亲戚来往，可能只有一两名关系尚好的亲属联系，更多的是与之前的亲戚断绝

来往。 
2) 社会关系较为单一，朋辈网络需要重构 
女性刑释人员在社会回归时，除了必要的家庭支持外，社会关系的维持也能够提供一定的帮助。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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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女性刑释人员在出狱之后不会与以前的朋友联系，大部分现有的朋友都是在工作中或是以前同监区的

好友。除去原先的社交关系，有一部分刑释人员不同程度的表现出不愿意和他人深交的意向，更不会去

使用日常的社交软件结交朋友，相较于社会交往，更加注重家庭生活，社会关系较为单一。当然社交方

面与刑释人员的不同性格也有关系，内向的刑释人员更多喜欢个人独处，性格较为孤僻，也有刑释人员

因为生活有寄托，相对来说社交关系则更为丰富一点。 

3.2. 女性刑释人员的就业困境 

3.2.1. 人才市场难寻岗位，工作调换频率高 
女性刑释人员相较于男性刑释人员而言，普遍面临着就业的窘迫感。工作较不稳定常换工作是常有

之事。虽然工作地点、方式不尽相同，但大多数刑释人员的工作均是经朋友介绍。一些出狱后年龄较大，

已经超出正常招工年龄的刑释人员，会迫于养老金的压力只能硬着头皮找一些劳力活。这与她们在狱中

所认为的出狱后生活截然不同，生活的压力在无法找到合适工作的现实情况下愈发加重。 

3.2.2. 社会就业技能缺乏，个人创业亟待支持 
因为自身技能存在局限性，年龄的限制以及缺失的工作经验，为生计奔波成为了女性刑释人员出狱

后的生活常态。这种情况下，她们迫切希望社会能提供一些就业培训或是链接服务。现今最大的困难就

是这类人员想就业不容易，想创业也找不到方向，更不知道相应的渠道及政策，尤其是在身份的特殊性

使得她们的就业难上加难。 
在就业方面，经济犯罪人员在社会上受歧视或是得到不公平待遇的情况，相较于贩毒人员等重型犯

罪人员来说更轻，在寻找工作时后者有着明显的限制。 

3.3. 女性刑释人员的社会保障困境 

3.3.1. 保障流程缺失，工作难以做到无缝衔接 
在社会保障这一块，有一部分刑释人员表示在出狱之后并没有相关部门和她们取得联系。因此在这

方面感到十分迷茫，更不知道去找哪个部门求助。特别是关于各类证件和身份证明的办理也是由同伴之

间相互询问后才了解具体流程，对于她们而言，会产生被社会忽略或是“自己是个有罪的人，不应该得

到他人帮助”的沮丧想法。 

3.3.2. 社会保障实施力度不一，政策落实有待完善细节 
虽然国家有相关的政策补贴，但每个地区的实行效果不一。有一些不发达地区的措施没有落实完善，

所获得的保障对于一小部分人来说不足维持基本的生活。其中还有一部分是农村地区，文化水平并不太

高，不能完成补贴的申领。加之年龄较大的女性刑释人员身体状况堪忧，只能靠家人或者是朋友的接济。

居住在城区里的刑释人员大都有办理社保，因为打零工的原因，还可以拿到一定的失业补助，这个能够

稍缓解自身的生活压力。因个人的能力已无法负担基础的家庭开销，有一些入狱前经济条件较好的刑释

人员会因此产生落差感，在迷茫之时会有想再回到狱中的念头。与此同时，社会保障对于她们来说是可

望而不可求。虽然现在下达了一部分针对失业人群、无房户的政策，也出台了相应的低保政策，但由于

每个人的家庭情况都不一样，没有办法解决大部分女性刑释人员的问题。即使有相应的补贴，对于她们

来说也是杯水车薪，长此以往会造成心理的重压。 

4. 女性刑释人员社会回归困境的成因 

4.1. 社会交往困境的原因 

女性刑释人员社会回归后普遍面临着人际交往的困境，由于个体之间的差异，这种困境的程度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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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此类困境的产生一方面是社会认知产生扭曲，另一方面是难以重构交际圈，二者阻碍着女性刑释

人员出狱后的正常人际交往。 

4.1.1. 社会认知出现扭曲 
女性刑释人员在出狱后所需要的情感需求远远大于男性刑释人员，加之对于陌生社会的不熟悉感，

使得这类人群的防备心理较他人更强。不可否认的是，过往经历会影响她们对社会的认知，且与社会对

待她们的方式息息相关。如果她们在社会上受到的是友好、平等的对待，她们就能快速建立与她人的信

任。但如果她们因为这段牢狱经历遭受的是白眼、歧视以及排斥，那么她们就会出现社会认知扭曲的情

况。社会支持的程度与对待她们的态度是至关重要的。许多刑释人员都因为害怕社会舆论的普遍压力，

选择自我隐瞒过去的经历与身份。 
显而易见的是，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对刑释人员抱有有歧视、冷待的态度，但普遍的传统思想会使她

们下意识的认为这种情况会发生在生活中，如果从一开始就产生这样错误认知，会使她们对社会交往采

取极度防备的态度。 

4.1.2. 构建交际圈困难 
有一部分的刑释人员在社会回归后能够获得家人的支持与理解，这是十分幸运的，在家人的关照下

她们会较快适应社会生活。但也有一部分因为罪行原因无法得到家人的关怀，还有些刑释人员即使回来，

与家人的相处也需要一段较长的磨合期。如若刑释人员还要承担教育后代的责任，这种冲突会加倍放大。

大多数的女性刑释人员在出狱之后与自己的旁系亲属来往甚少。其中多数的刑释人员介意旁系亲属对自

己或自己家庭的看法，往往选择避而远之。 
在狱中的几年，许多女性刑释人员与之前的朋友几乎不来往，加上出狱后的身份特殊，害怕以前的

朋友用异样的眼光看待自己，久而久之就与原先好友互不往来。交友的途径变窄，使得她们的交友圈基

本都是之前同监区或有相同经历的好友，更喜欢待在舒适圈中生活。 

4.2. 就业困境的原因 

4.2.1. 市场竞争力缺少 
女性刑释人员在狱中普遍进行了技能培训，不过多数是做一些手工活赚取自己的生活费，这些技能

在出狱后实用性低，造成她们寻找合适工作的局限性较大。考虑到这些刑释人员可能还存在着不同程度

的健康问题，身体素质可能跟不上密集的工作安排，所以只能找一些工资低、强度弱的工作维持生活。

即使她们回归家庭后增加了一定的劳动力，但长此以往对于一个家庭而言，经济上的压力只增不减。 

4.2.2. 年龄限制较多 
女性刑释人员在社会回归后求职，还普遍面临着年龄限制的问题。如果刑释人员已经超过了市场的

正常招工年龄，往往在人才市场中找不到适合自己的岗位，只能经由自己朋友介绍或自己寻找才能找到

一份工作，这种工作性质一般是体力活，她们对于工作的要求会一再降低，只要能够交上自己的社保，

确保生活费足够即可。 

4.2.3. 刑释人员面临信任危机 
身份的特殊性使得她们这类人在找工作时面临比常人更尴尬的境遇，一些公司在了解大致情况后会

婉言拒绝求职请求。即使是当清洁工，公司若是与一些政府机关有关，严苛的制度使她们连报名的资格

都没有。虽然社会上没有明文规定不能招刑释人员，但各个工作单位在实际情况中会介意这种特殊身份，

认为聘用这样的员工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对于刑释人员的就业来说是一种无形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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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社会保障困境的原因 

4.3.1. 社会保障力度不足 
《中国人民共和国监狱法》中规定：对刑满释放人员，当地人民政府帮助其安置生活。刑满释放人

员丧失劳动能力又无法定赡养人、抚养人和基本生活来源的，由当地人民政府予以救济[6]。虽然第三十

八条规定了刑满释放人员拥有和普通公民平等的权利，但实际执行时还有着许多漏洞，操作难度过大。

政府机构在真正实施时各个环节衔接滞后，造成许多刑释人员在出狱后不知道该向何处求助。覆盖面狭

窄也是造成保障力度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发展水平较低的刑释人员会

出现被遗漏的现象，因此可能无法依法享受到社会保障。 

4.3.2. 社会机构服务意识仍然较弱 
我国现行司法工作中有安置帮教这一环节，但具体的落实仍有许多路要走。以社区方面为例，如若

不是需要出示一些相关证明，社区机构是不清楚自己辖区内是否有刑释人员回家，更提不上对她们进行

心理上的支持和物质上的帮扶。在执行安置帮教的阶段，政府机构更多关注的是如何消除刑释人员的犯

罪结构、纠正她们的思想、降低再次犯罪率，但对于之后的帮扶工作则是少之又少，使一部分刑释人员

因为无法支撑生活开销而选择再次犯罪[7]。“办事难”是女性刑释人员在社会机构中处理情况时会遇到

的普遍情况。由于一些女性刑释人员文化水平并不高，不懂如何填写表格、以规章办事。她们无法处理

繁琐的办事程序，没有办法享受到对应的补贴。 

4.3.3. 补贴制度限制较大 
小部分女性刑释人员在社会回归后支付社会保险时存在困难，虽然能够领取失业金，但是在办事过

程中太多条条框框限制住了金额，能够维持一点日常开销就已经心满意足。还有部分人员因为条件的限

制无法参加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办理公租房等社会性福利。在面临医疗费用过高时，即使参加了城乡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还是难以承受一些高昂的治疗费，“看病贵，看病难”使得部分女性刑释人员害怕

看病，更害怕家里人得病。 

5. 促进女性刑释人员社会适应的应对策略 

本研究通过对女性刑释人员出狱后社会适应的情况调查，发现这类人群普遍面临着社会回归困境，

可以总结为如下几点：第一，没有恰当的心理调适是引发社会回归困境的最基本原因；第二，刑释人员

无法拥有健全的社交关系圈是帮助他们处理社会回归困境的关键原因；第三，就业难对于刑释人员而言

是帮助他们处理回归困境的一个重中之重；第四，充分完善对于这类人群的社会保障体系，才能够更好

地缓解她们的社会回归困境。社会支持理论认为，自然人的社会支持程度与个人因素与环境因素息息相

关，本研究将个人因素定义为女性刑释人员个人层面，将环境因素聚焦于国家层面和社会层面，由此从

这三个层面出发，对女性刑释人员社会回归困境提出相应的应对措施。 

5.1. 个人层面 

第一，努力调整自身心态。女性刑释人员的个人经历、个人心态与能否适应社会息息相关，但过往

的经历已不可改变，因而更应聚焦于心态的调整。在这一点上，应从已有的社会资源中为她们提供直接

的帮助，及时进行心理疏导，恢复正常社会能力，满足她当前紧迫需求。鼓励其与家人保持良好关系，

寻找舒服的社交方式，避免成为精神孤岛。 
第二，增加自身社会资本。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专业人员组建团队合力完成，充分运用刑释人员身

边的非正式网络，从她的至亲、朋友方，运用间接介入的方式去改变刑释人员的错误认知与消极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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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她们提高和建立社会支持网络的能力，从而改变她们社会回归的社交困境。 

5.2. 社会层面 

个人层面虽是一个重点，但社会层面的支持对于刑释人员而言更为重要，良好的社会氛围可以增加

她们社会交往的动力，从而更好的融入现实环境中。 
第一，加强社会宣传，减少歧视排挤。对于一些轻刑犯而言，她们的一念之差可能铸成了不可重来

的选择，但这一类人往往能够清楚反省到自己的错误，迫切想要改头换面与常人一样生活，而这一想法

对于社会现实而言是被剥夺的。以经济犯罪为例，社会应该减少犯罪标签污名化现象的发展，在她们意

识到自身错误的前提下剥除“罪犯”这一标签，使其更好融入社会，享受与普通公民同等的权利，履行

她们的社会义务。 
第二，加强机构专业人士的介入。在这一个社会现象中，应该让广大社会服务机构专业人士共同制

定相应的解决措施，包括一些社会服务类民间组织和民办服务机构，让社会工作者、心理咨询师各尽其

职。从刑释人员出狱后开始，及时提供心理辅导，帮助她们调整心态适应生活。为拥有相同情况的女性

刑释人员举行小组活动，在活动中解决她们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发展社会生活的适应能力，以此提供正

式社会网络支持。 

5.3. 国家层面 

针对就业困境与社会保障困境，国家层面应采取相应的措施为这些刑释人员提供生活的保障，成为

她们重新社会回归的坚实后盾，体会到国家对于她们的关心与支持。 
首先，完善保护制度，提供基础支持。国家应当对女性刑释人员这一特殊群体给予相对应的保护与

支持。在现有制度的基础上完善并出台弥补制度空白处的政策，让她们能够享受到与其他公民同等权利。

还应扩大福利覆盖范围，做到人人皆能享受到社会制度带来的福利，让她们享受到更多的惠利。 
其次，有效处理就业问题，降低失业就业率。国家应当对女性刑释人员尤其是年龄偏大的刑释人员

就业问题采取重视，这一类群体急需国家政策的扶持与保护。在这一方面，应该考虑降低对女性刑释人

员的就业限制，除一些较为敏感的工作外，也可以让这些刑释人员参与到我们的社会建设中来。避免一

刀切现象的产生，应该对相应罪责具体细分，使轻刑犯也能有改过自新的机会。 
再者，细化机构管理，落实权责分清。目前在实践中，还存在着部分机构因为流程不熟悉、工作过

于死板严苛，不但降低了服务效率，还引起女性刑释人员的愤懑之情。应该分清各个机构的权责，将任

务落实到部门公安部门与司法部门管理犯罪等事宜，民政部门也需细化部门责任，完善对于这类人员办

事的相关制度与流程，防止办事难的情况发生。 
第四，探索监狱新模式，培养再社会化能力。监狱可对即将出狱的待刑释人员转变对其的管理模式，

重视监狱内的心理治疗以及社会回归后的心理重建与帮扶。还应降低封闭环境所带来的信息阻塞影响。

一些刑罚较轻的女性刑释人员，可以在出狱阶段转移至社会环境中，由专人的管理和帮助下，提前适应

即将接触的社会环境，逐步恢复原先的社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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