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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刑满释放人员在长期经历监狱服刑重新回归社会生活后面临着诸多融入问题，家庭是刑满释放人员回归

社会后的重要归属地。刑满释放人员的家庭融入困境表现在家庭关系、家庭功能、家庭生活、夫妻婚姻
方面。错误的家庭观念与模式、病态的家庭结构、家庭所面临的外在内在压力才是刑满释放人员家庭融

入困境的重要原因。刑满释放人员的家庭融入问题可以从自身、家庭、社会三个层面出发，帮助他们融

入家庭。 
 
关键词 

家庭融入，刑满释放人员，融入困境 

 
 

Research on the Difficulti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Family Integration of 
Prisoners Released after Their Convictions 

Yantian Chen 
School of Law and Politics, Shi Liangcai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Received: Oct. 9th, 2023; accepted: Oct. 18th, 2023; published: Jan. 30th, 2024 

 
 

 
Abstract 
After returning to social life after serving a long term prison sentence, released prisoners are 
faced with many integration problems. Family is an important place for released prisoners to re-
turn to society. The family integration dilemma of released prisoners is manifested in family rela-
tions, family functions, family life and husband-wife marriage. The wrong family concept and 
model, morbid family structure and the external and internal pressure faced by the family ar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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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ant reasons why the families of released prisoners are in trouble. The family integration of 
released prisoners can be helped from three levels: themselves, families and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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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监狱是国家刑罚执行机关，是化解社会尖锐矛盾的特殊战场。罪犯刑满释放后顺利融入社会是监狱

治理的向后延伸，是现代监狱治理的重要组成，是社会综合治理的重要命题[1]。刑满释放人员在重新回

归社会后面临着诸多问题，例如身份融入、职业融入、家庭融入和社会交往融入等，刑满释放人员的社

会融入程度直接影响他们接下来的自身心理状况以及行为。研究表明，犯罪前科对重新犯罪率有直接影

响，具有犯罪前科的刑释人员的重新犯罪概率远高于后者[2]。如果刑满释放人员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生

活，将难以融入社会，会造成刑满释放人员自暴自弃、破罐子破摔，产生诸多负面效应，重新走上犯罪

违法的不归路。另一方面刑满释放人员在监狱服刑的时间较长，而当今社会发展速度较快，生活水平、

交通器具、电子产品等更新程度较大，刑满释放人员从监狱回归社会，可能难以适应生活中发生的诸多

变化。外界对刑满释放人员存在排斥的心理，刑满释放人员因其身份的特殊性，使其得到相应社会支持

的机会减少、待遇下降，社会的排斥以及支持的减少无疑增加了刑满释放人员融入社会的难度。社会的

变化、自身行为的不适应、社会的排斥等是刑满释放人员回归社会的绊脚石。家庭作为生活的起点，也

是人们“避风的港湾”，家庭对刑满释放人员而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刑满释放人员如果能够顺利回

归家庭生活，得到家人的支持，他们的身心状况都能有较大的改善，进而帮助其顺利回归社会。此外，

负面的家庭生活也会影响刑满释放人员的融入行为，家庭的排斥与融入困难会使刑满释放人员产生失落

感，打击其回归社会的信心与动力。据此，帮助刑满释放人员融入家庭、得到家庭支持，能够使他们更

好地融入社会。 

2. 刑满释放人员的家庭融入困境的表现 

2.1. 家庭关系失衡：排除式的互动关系 

排除式的互动关系即是除刑满释放人员外，其他家庭成员均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外系，使得刑满释放

人员难以与自己的伴侣、子女、兄弟姐妹、父母进行自然的情感表达和利益诉说，从而难以融入家庭。

融入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过程[3]，王春光认为融入不关注最终状况，没有一个明确的矢量，只关注过

程本身。刑满释放人员在出狱回归家庭后，家庭成员间互动关系的失衡会使刑满释放人员处于尴尬的境

地。家庭成员与刑满释放人员之间缺乏实质性交流，家庭成员逃避与刑满释放人员接触。 

2.2. 家庭功能失调：情感的空缺与物质的匮乏 

家庭功能是指家庭对其成员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具体而言，家庭的功能包括情感支持、社会化、经

济功能、繁衍后代等。对于刚刚重新回归社会的刑满释放人员而言，家庭的经济功能与情感支持显得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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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重要。刑满释放人员刚出狱不久，难以立马寻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同时又受到自身特殊身份与职业

技能的限制，缺乏稳定的经济收入来源；另一方面，刑满释放人员难以适应社会生活，对社会产生陌生

感，自身心理可能面临严重压力，需要家庭的情感支持与心理疏导。但是家庭的种种变故，家庭成员之

间的生活、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刑满释放人员无法获取家庭的情感支持与经济帮助。 

2.3. 家庭生活不适：作息与习惯的改变 

生活方式狭义指个人及其家庭的日常生活的活动方式，包括衣、食、住、行以及闲暇时间的利用等。

广义指人们一切生活活动的典型方式和特征的总和。包括劳动生活、消费生活和精神生活等活动方式[4]。
在监狱服刑期间，刑满释放人员都已习惯了监狱的生活规律，在数年的规定下，养成了习惯式的行为，

按时劳动改造、定点吃饭等。出狱以后，面对熟悉的家庭生活却产生了陌生感，家庭成员的行为方式与

生活习惯使他们难以一时适应。 

2.4. 夫妻婚姻窘境：多年分离与子女养育 

每个家庭都具有一定的结构，这些结构涉及家庭系统中的次系统、系统之间的边界等。次系统是指

家庭系统中存在着的更小范围的系统，例如夫妻、亲子。夫妻是家庭内重要的次系统，影响着整个家庭。

刑满释放人员的婚姻生活占据了其家庭生活的很大一部分。但是刑满释放人员因为多年与另一半分离，

夫妻之间的感情处于空档期，同时子女养育的重担完全由伴侣承担，导致刑释人员的伴侣多年以来面临

着夫妻分离的痛苦与子女养育的压力，难免对刑释人员产生责怪心理。另一方面，在刑满释放人员回归

家庭后，夫妻双方可能会将子女的负面行为表现相互归咎，也会因为子女的种种问题而产生冲突破坏夫

妻感情，使刑满释放人员的婚姻状况面临窘境。 

3. 刑满释放人员家庭融入困境的原因 

3.1. 错误的家庭观念与不良的循环模式 

当人际关系存在问题时，人们往往更加倾向于将过错归咎与别人的身上，将自己的责任撇清，家庭

也是如此。家庭中的沟通模式是双向的，每个模式以互相影响的方式在两个相关人士之间来回循环，这

些模式就是所谓的“循环性的因果关系”[5]。刑满释放人员的家庭中，存在着错误的家庭观念以及对事

情的看法，在循环性的互动中将导致其家庭适应不良。家庭适应不良的循环模式中即 A 事件影响了 B 事

件，同时 B 事件反过来又影响了 A 事件，例如母亲责骂儿子让他名列前茅，儿子对母亲行为的解释是个

“垃圾”，很失败，这样儿子就会焦虑不安，内心充满压力，没有办法读好书，最终学习成绩非进而退。

母亲看到儿子又没考好试，便认为儿子不用功，又开始责骂……，除此之外还存在夫妻关系中。这种事

件几次重复后，循环性适应不良模式便会形成，从而最终导致刑满释放人员无法真正融入家庭。 

3.2. 病态的家庭结构：疏离 

不良的家庭结构是造成家庭成员之间矛盾的主要原因，不良的家庭结构主要表现为纠缠、疏离、联

合对抗、三角缠、倒三角等方面。在刑满释放人员的家庭中，往往家庭各个次系统之间的界限不清晰。

界限是用来约束家庭关系的，它有一个严格或扩散的连续体，也就是疏离和缠结。纠缠是家庭系统指各

个子系统之间的关系过分密切；疏离则是指系统之间的关系过分疏远。当家庭成员彼此之间被分开了，

意味着他们的关系就是疏离，或彼此之间没有关系。在疏离的家庭中，成员之间很少有集体活动，在情

感上他们彼此也没有关系。他们可能过分独立和自主，与其他家庭成员很少来往，彼此的影响也很少。 

3.3. 外在压力：声誉与支持的受损 

刑满释放人员由于自身曾经的过错，被社会绝大多数成员所排斥与歧视，同时在生活中刑满释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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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家庭成员也会遭受到同样的压力，这种压力使得家庭成员在家庭中对刑满释放人员表现出负面的行为。 
家庭成员或多或少因刑满释放人员的过错受到了在生活与事业上的影响，承担了不同程度的压力，

在家庭声誉受损的同时，家庭的社会支持网络也是十分薄弱的。所谓社会支持网络，是指由个人之间的

接触所构成的网络，通过这些接触，个人得以维持其身份，并获得情绪、物质、服务、信息等支持。刑

满释放人员家庭的社会网络资源不足以及利用社会网络能力不足，使得家庭受到的环境支持缺乏。 
刑满释放人员自身的社会交际匮乏，因为几年的牢狱生活，个人的生活交际圈缩小，同时自身的性

格上与心理上的变化导致社会交际弱化，难以获取他人的帮助，同时自身利用这种资源的能力也不足。

家庭又因为刑满释放人员的事件受到影响，很少受到来自亲友、邻里、同事等人际互助网络的帮助。刑

满释放人员及其家庭本身就承受着负面事件的压力，加之缺乏外部社会环境的支持，那么他们就更难以

应对来自外部的挑战以及一些不可预期的事件，最终使得家庭内部矛盾频发，导致刑满释放人员难以适

应家庭。 

3.4. 内在压力：家庭系统的中断与家庭变故的打击 

家庭在经历自己的生命周期的过程中，都会经历中断事件，如死亡、离婚、分居、精神疾病、慢性

病、残疾等，伴随着每个中断事件的发生，有必要了解每个家庭成员是怎样应对这种中断的，以及在每

个阶段对婚姻产生了什么影响。 
犯罪人员因为犯罪行为，导致自身入狱接受惩罚，家人也受到相应的声誉上的影响，同时需要帮助

犯罪人员承担对受害者的物质补偿，大多数家庭需要承担高昂的补偿费用。不仅会导致家庭生活水平的

下降，乃至家庭欠下高额外债，家庭成员也会因为这些事情受到影响，子女会因父或母亲的离开产生心

理困扰、妻子或丈夫也会面临独自承担子女、老人养育费用的压力以及长期独处情绪上的困扰。以刑满

释放人员的事件为起点，家庭面临着中断，家庭成员的应对方式决定了中断事件所产生的影响，同时影

响又回馈于家庭成员，最终决定了刑满释放人员重回家庭的顺利与否。因家人的犯罪行为而走向破碎的

家庭枚不胜举。刑满释放人员回归社会后，面对支离破碎的家庭，家人的离开，经济的坍塌对他们而言

都是巨大的负担，家庭的变故是刑满释放人员融入家庭的困境原因之一。 

4. 促进刑满释放人员家庭融入的对策 

4.1. 自身层面 

4.1.1. 改变自身不良心态，增强信心挖掘潜能 
刑满释放人员在出狱后面临社会生活以及家庭生活中的种种不易与困境，大多都存在自卑等心理障

碍，认为自己存在缺陷不如他人，在融入家庭、社会的过程中遭遇到种种困境，使其产生了不良的情绪，

压抑的心理状态。因此刑满释放人员需要可以通过社会服务机构、社会工作者以及专业的心理咨询机构，

通过一系列的服务，逐步消除刑满释放人员的压抑的心理状态，使刑满释放人员的自我意识能力，自我

认知能力得到提升。社区与社会服务机构应当组织相关活动，邀请刑满释放人员参与，在活动中帮助刑

满释放树立自我信心，挖掘培养刑满释放人员的能力。 

4.1.2. 加强社会生活参与，增强正向交往能力 
刑满释放人员出狱后，曾经的人际关系网络已经不再适用，在面对家人、他人时刑满释放人员的沟

通交际能力不足，同时又因为自身各种原因，不愿意参加社会交往，难以认识结交新朋友。因此在刑满

释放人员改变自身心态后，家人、社区可以通过直接邀请带领刑满释放人员参与社会活动，也可以通过

志愿者网络接触同龄人或者有类似经历的人员、家庭组成互助群体，共同组织活动，共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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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家庭层面 

4.2.1. 改变家庭错误观念，促进成员积极互动 
家庭成员的观念影响着家庭成员的行为，如果家庭成员认为是刑满释放人员的所做所为导致家庭面

临如今的困境，或者认为刑满释放人员曾经的犯罪行为是无法被谅解的，那么整个家庭会将矛头都指向

刑满释放人员。通过社会工作者或专业的家庭治疗师的帮助下改变家庭错误观念，同时引导家庭成员以

积极正面的互动代替原先的消极负面互动。 

4.2.2. 改善亲子夫妻关系，营造良好家庭氛围 
刑满释放人员因多年与子女分离，导致子女受到伤害等，在其出狱后难以与子女建立良好的亲子关

系。因此，父母亲与子女可以通过参与相应的社会、社区组织的家庭行为学习、家庭照顾技巧训练、家

庭心理健康教育等活动，改变亲子关系，增进亲子之间的沟通交流和家庭社会功能。另一方面改善夫妻

关系的服务有婚姻调解和婚姻学校等形式，面对夫妻婚姻关系出现紧张、严重冲突的夫妻可以通过冲突

双方的工作单位和居住地的居委会或村委会进行调查、劝说、劝解等；参加婚姻学校则可以帮助夫妻双

方增加有关婚姻的知识以及学习处理婚姻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和冲突，化解夫妻间的矛盾和冲突，改善夫

妻间的沟通交流，维护家庭生活的和谐稳定。 

4.3. 社会层面 

4.3.1. 培养良好社会氛围，接纳刑满释放人员 
刑满释放人员往往受到社会舆论的激烈影响，使很多刑满释放人员及其家庭因社会歧视遭受到各种

声誉与权益的打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改变消除社会的歧视观念与行为：首先，加大力度宣传宣传关

于刑满释放人员的正面新闻，营造有利的大众舆论环境；其次加大对刑满释放人员的宣传，使社会更多

关注到该群体，认识到对刑满释放人员群体进行帮助和保护的必要性，培养良好的社会氛围，使社会再

次接纳刑满释放人员。 

4.3.2. 构建社会支持网络，改善家庭物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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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满释放

人员出狱后受到来自社区、政府和社会的支持度相对不足，亲戚邻友对他们常常也不闻不问，避而远之。

这种不利的环境使刑满释放人员自身及其家庭的生活难以和谐。针对刑满释放人员的家庭社会支持网络，

可以首先可以通过社区，整合利用社区资源，帮助刑满释放人员获得社区的支持与帮助，利用社区内的

志愿者群体等为其提供帮扶；其次通过政府相关部门为刑满释放人员家庭提供相关优惠政策；最后构建

以市区县，乡镇街道，村社区企业为纵向的工作网络，以相关政府部门为横向，推动企业、社会组织、

群众参与支持刑满释放人员，为刑满释放人员构建起纵横交错的社会支持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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