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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posttraumatic growth and social support on psychological 
health of the prisoners with crime of corruption and bribery. Methods: A total of 572 prisoners 
with crime of corruption and bribery in ten jails of Shan Dong Province were recruited by conven-
ience sampling. A cross-sectional study was conducted in prisoners by means of questionnaires 
that included demographic scale, Posttraumatic Growth Inventory (PTGI), perceived social sup-
port scale and subscale of mental health component summary in SF-36 Health Questionnaire. Re-
sults: the average age of prisoners with crime of corruption and bribery was 47.88 ± 7.88 years old. 
They mainly commit the crime of corruption, bribery and embezzlement and the average time 
served was 3.6 ± 2.29 years. A total score of posttraumatic growth in prisoners with crime of cor-
ruption and bribery was 64.57 ± 14.74, the total score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was 68.79 ± 
14.63, and the total score of mental health was 63.84 ± 18.03; Posttraumatic growth and social 
support were positively related with psychological health;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nalysis 
showed that both posttraumatic growth and social support had direct positively predict mental 
health (P < 0.01), social support through the intermediary role of posttraumatic growth indirectly 
effects on mental health. Conclusions: the level of psychological health of prisoners with crime of 
corruption and bribery was lower. There is a moderate posttraumatic growth of them; The prison 
staff should give more social support to prisoners with crime of corruption and bribery, facilitate 
their PTG and then in order to improve their level of psychologic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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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贪污贿赂犯罪服刑人员的创伤后成长、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方法：采用方便抽样法

选取山东省10所监狱572名贪污贿赂犯罪服刑人员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创伤后成长评

定量表(PTGI)、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和SF-36健康问卷的心理健康分量表进行横断面调查。结果：贪污贿

赂犯罪服刑人员的平均年龄为47.88 ± 7.88岁，以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和受贿罪为主(76.7%)，平均已服

刑时间为3.6 ± 2.29年。贪污贿赂犯罪服刑人员的创伤后成长水平为64.57 ± 14.74分，领悟社会支持总

分为68.79 ± 14.63，心理健康总分为63.84 ± 18.03；创伤后成长和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均呈正相关；结

构方程模型分析表明社会支持和创伤后成长对心理健康均具有直接的显著影响(P < 0.01)，社会支持通过

创伤后成长的中介作用间接作用于心理健康。结论：贪污贿赂犯罪服刑人员心理健康水平偏低，存在着

中等程度的创伤后成长，监狱管理人员应加强贪污贿赂犯罪服刑人员的社会支持，以促进其创伤后的成

长并进而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 
 

关键词 

贪污贿赂罪，服刑人员，创伤后成长，社会支持，心理健康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贪污贿赂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或国有单位实施的贪污、受贿等侵犯国家廉政建设制度，以及与贪污、

受贿犯罪密切相关的侵犯职务廉洁性的行为[1]。2016 年全国共查办职务犯罪案件 40,834 件，共计 54,249
人[2]。服刑是对犯罪人应有的惩罚，服刑期间的学习和改造使犯罪人反思和转变，在逆境中可能会出现

一些积极的心理反应，如创伤后成长(Posttraumatic Growth, PTG)，即“个体经历逆境、创伤事件后在与

逆境进行抗争过程中体验到的积极变化[3]。研究发现创伤后成长与心理健康显著相关，能有效预测心理

健康水平[4]。社会支持可促使创伤者采用积极应对策略，提高心理应激水平[5]。目前有关创伤后成长与

社会支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意外创伤[6]、癌症患者[7]、地震后的社区人群[8]等，在法律心理学领域尚未

见有关创伤后成长的相关研究报道，因此本研究采用横断面调查方法，探讨贪污贿赂犯罪服刑人员创伤

后成长、社会支持和心理健康现状，分析创伤后成长和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为提高服刑人员的

创伤后成长和心理健康水平提供理论依据。 

2. 研究方法 

2.1. 对象与方法 

本研究以贪污贿赂犯罪服刑人员为研究对象，采取方便抽样法，抽取山东省 10 所监狱贪污贿赂犯罪

服刑人员共 600 份，采用现场发放，现场回收问卷的方式，回收有效问卷 572 份，有效回收率为 9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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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遵循服刑人员知情同意和自愿参与原则，并承诺所获资料只用于研究之用，资料保密。服刑人员

有权随时退出研究。在获得患者知情同意后开始调查。 

2.2. 研究工具 

2.2.1. 一般资料调查表 
由研究者自行设计，分为社会人口学资料及犯罪服刑相关资料两个部分。社会人口学资料包括患者

的性别、年龄、民族、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宗教信仰、入监前职业、家庭月收入等。犯罪服刑相关资

料包括收监判刑造成的心理痛苦程度、犯罪类型、刑期结构、目前已服刑时间和剩余服刑时间等。 

2.2.2. 创伤后成长评定量表(Post-Traumatic Growth Inventory, PTGI) 
该量表由美国学者 Tedeschi 等[9]编制，主要用来测量创伤后心理积极变化的程度。共 5 个维度，21

个条目，每个条目采用 Likert6 级评分法，总分范围在 0~105 分，量表总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0，各

维度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67~0.85。汪际等[10]将 PTGI 修订成简体中文版，汉化量表共 20 个条目，

包括人际关系、新的可能性、个人力量、精神变化和欣赏生活 5 个维度，采用 Liker6 级评分，总分为 0~100
分，得分越高预示创伤后成长水平越高。总量表及各维度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611~0.874。本研究样本

量表总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86，各维度的 Cronbach’s α 系数介于 0.698~0.871。 

2.2.3.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 PSSS) 
本研究采用谭春生修订的领悟社会支持问卷(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 PSSS) [11]。他是在原心

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中的 PSSS 量表的基础上修订而成，将原 PSSS 量表的 12 个条目增加到 20 个条目，

将原量表的 3 个维度，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其他支持，修改为 4 个维度，即管教支持、家庭支持、狱

友支持和朋友支持。将原量表的 7 点等级评定计分法修改为李克特 5 点计分法，从“完全不相符”、“比

较不符合”、“一般”、“比较符合”、“完全符合”，分别记作“l”到“5”分。总分 20~100，分值

越高代表感知到的社会支持程度越好。修订后的量表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6960~0.8921。本研究样本量

量表总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14，各维度 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 0.882~0.876。 

2.2.4. SF-36 量表(Short-Form 36 Health Survey Scale, SF-36) 
该量表是美国波士顿健康研究所开发的简明健康调查问卷。包括生理健康分量表和心理健康分量表

两部分，共 8 个维度 36 个条目。本研究使用心理健康分量表(mental component summary, MCS)，包括精

力(vitality, VT)、社会功能(social functioning, SF)、情感功能(role-emotional, RE)、精神健康(mental health, 
MH) 4 个维度。统计各条目计分，转换为标准分：转换分数 = (原始分数 − 最低可能分)/可能分数范围

*100，分值越高，心理健康状况越好。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中文版量表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72~0.88。
本研究样本量心理健康分量表总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67，各维度 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 0.727~0.866。 

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0.0 和 AMOS20.0 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处理。统计方法采用描述性分析、心理健康不同人

口学资料的比较采用 t 检验或方差分析，相关分析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各变量之间的路径分析采用结

构方程模型。检验水准 a = 0.05，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研究结果 

3.1. 贪污贿赂犯罪服刑人员一般人口学情况 

贪污贿赂犯罪服刑人员的平均年龄为 47.88 ± 7.88 岁；以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和受贿罪为主(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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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4%的服刑人员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88.6%的服刑人员已婚；61.3%的服刑人员家庭月收入在 5000
元以上；75.2%的人员为机关干部；其心理痛苦程度为 9.24 ± 1.53 分(计分范围是 1~10，数字越大表示痛

苦程度越重)，平均已服刑时间为 3.6 ± 2.29 年；94.1%的贪污贿赂犯罪服刑人员的刑期结构为小于 15 年

的有期徒刑。 
心理健康程度在性别、入监前的职业、家庭月收入、心理痛苦程度和刑期结构方面存在着差异，女

性犯罪服刑人员的心理健康水平高于男性，入监前无业人员的心理健康状况优于机关干部及其他公职人

员，家庭经济收入高者高于收入低者，5~10 年刑期结构服刑人员心理健康高于其他刑期结构(见表 1)。 

3.2. 贪污贿赂犯罪服刑人员创伤后成长、领悟社会支持、心理健康的得分 

贪污贿赂犯罪服刑人员的创伤后成长水平为 64.57 ± 14.74 分，领悟社会支持总分为 68.79 ± 14.63，
心理健康总分为 63.84 ± 18.03(见表 2)。 

3.3. 贪污贿赂犯罪服刑人员创伤后成长与领悟社会支持和心理健康的相关分析 

贪污贿赂犯罪服刑人员创伤后成长与心理健康呈正相关(r = 0.350, P < 0.01)，与社会支持呈正相关(r = 
0.489, P < 0.01) (见表 3)。 

3.4. 贪污贿赂犯罪服刑人员创伤后成长与领悟社会支持和心理健康的路径分析 

以领悟社会支持为自变量，创伤后成长为中介变量，心理健康为应变量，建立假设模型。在运算过

程中，对假设模型进行修正。最后模型的拟合数据显示，X2 = 29.39；DF = 16；X2/df = 1.835；GFI = 0.926； 
AGFI = 0.919；NFI = 0.917；CFI = 0.935；RMSEA = 0.05。上述拟合指数显示假设模型的拟合度较好，

说明修正后的假设模型成立。最终得到服刑人员创伤后成长与领悟社会支持和心理健康关系模型。见图

1。社会支持对服刑人员心理健康有直接预测作用(r = 0.18, p < 0.01)，社会支持对创伤后成长有直接正向

预测作用(r = 0.62, p < 0.01)，并通过创伤后成长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服刑人员的心理健康，其间接效应为

0.155，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14.7%，表明创伤后成长在社会支持和心理健康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4. 讨论 

4.1. 贪污贿赂犯罪服刑人员的人口学特征及心理健康状况分析 

本研究显示贪污贿赂犯罪服刑人员主要集中在文化程度偏高的中年机关干部，其心理健康各维度精

力(VT)、社会功能(SF)、情感功能(RE)、精神健康(MH)均低于用同一量表检测的中国居民心理健康水平，

也显著低于美国人的心理健康水平[12]，说明贪污贿赂服刑人员心理健康水平偏低，阻碍了他们改造的进

程，这可能与本研究中服刑人员大多为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并且服刑人员犯罪之前大都为公职人员有关，

入狱之后心理落差较大，心理状态长期处于高度的应激水平，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提示在对服刑人员

进行干预过程中，要了解他们心理的改变，还应深入了解不同服刑人员成长状况的差异以及相关的影响

因素，从而在心理干预过程中对不同类别的患者做到有的放矢。 
本研究还显示贪污贿赂犯罪服刑人员的心理健康程度在性别、入监前的职业、家庭月收入、心理痛

苦程度和刑期结构方面存在着差异，女性犯罪服刑人员的心理健康高于男性，入监前机关干部和无业人

员高于其他从业者，家庭经济收入高者高于收入低者，5~10 年刑期结构服刑人员心理健康高于其他刑期

结构。女性服刑人员的心理健康高于男性患者，这可能与女性较为感性，可以通过聊天、哭泣等方式加

以疏泄不良情绪有关。入监前为无业人员，入监和出狱后可能顾忌不大，机关干部服刑人员的心理健康

水平明显高于其他从业者，可能与机关干部多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对于逆境有较强的适应能力，且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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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Participant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表 1. 贪污贿赂犯罪服刑人员一般资料表(n = 572) 

项目 例数 构成比(%) 均值 标准差 F P 

性别 
男 337 58.9 61.822 17.512 

−3.237 0.001** 
女 235 41.1 66.740 18.393 

年龄 

<35 岁 33 5.8 64.827 17.278 

1.824 0.162 
35~ 127 22.2 67.492 18.049 

45~ 374 65.4 62.562 17.932 

60~ 38 6.6 63.393 18.510 

婚姻状况 
已婚 507 88.6 64.945 18.971 

0.523 0.601 
未婚 65 11.4 63.701 17.917 

文化程度 

高中(含中专) 169 29.6 64.728 17.104 

1.473 0.230 大专 181 31.6 61.948 18.017 

本科及以上 222 38.8 64.551 18.492 

宗教信仰 
无 546 95.5 64.050 18.250 

1.264 0.207 
有(佛教) 26 4.5 59.478 11.886 

入监前职业 

机关干部 430 75.2 64.7176 17.900 

3.183 0.042* 
工商企业人员 49 8.6 60.751 19.372 

农民、城市居民 73 12.8 59.442 17.646 

无业人员 20 3.5 68.661 16.217 

家庭月收入(元) 

<1000 55 9.6 57.695 21.667 3.170 0.024* 

1000~3000 166 29.0 64.253 17.272   

3001~5000 171 29.9 65.194 16.801   

5001~10,000 元 134 23.4 65.405 17.976   

>1 万元 46 8.0 60.132 19.233   

心理痛苦程度 
<6 分 28 4.9 79.783 13.858 4.893 0.000** 

6~10 分 544 95.1 63.022 17.844   

犯罪类别 

贪污罪 209 36.5 62.184 18.663 1.414 0.238 

挪用公款罪 63 11.0 67.659 16.053   

受贿罪 167 29.2 63.591 18.117   

其他犯罪 21 36.7 63.095 17.708   

两种及以上犯罪 112 19.6 65.306 17.663   

刑期结构 

死缓 5 0.09 68.929 29.763 3.303 0.011* 

无期徒刑 15 2.6 60.238 17.094   

≥15 年有期徒刑 34 5.9 60.714 17.397   

10~15 年 159 27.8 61.085 18.588   

5~10 年(含 10 年) 221 38.6 67.259 16.898   

≤5 年 138 24.1 62.526 18.294   

已服刑时间 

<1 年 29 5.1 61.823 15.298 0.521 0.668 

1 年~ 231 40.4 64.410 17.324   

3 年~ 192 33.6 62.853 17.704   

5 年~ 120 20.9 64.766 20.497   

注：*p < 0.05；**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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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Mean and standard deviations of variable of PTG, PSSS and psychological 
health 
表 2. 创伤后成长、领悟社会支持、心理健康的得分情况( x s± ) 

变量 总分 

PTG-总分 64.57 ± 14.74 

人生感悟 21.97 ± 5.29 

个人力量 8.76 ± 2.69 

新的可能性 11.11 ± 4.03 

与他人关系 8.28 ± 3.46 

自我转变 14.26 ± 3.24 

PSSS-总分 68.79 ± 14.63 

管教支持 14.87 ± 3.92 

家庭支持 29.67 ± 6.95 

狱友支持 11.82 ± 3.90 

朋友支持 12.43 ± 4.16 

心理健康总分 63.84 ± 18.03 

精力 58.37 ± 20.68 

社会功能 75.02 ± 23.43 

情感功能 73.78 ± 39.25 

精神健康 63.43 ± 18.72 

 
Table 3.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PTG with PSSS and psychological health in prisoners with crime of corruption and bribery 
表 3. 贪污贿赂犯罪服刑人员创伤后成长与领悟社会支持和心理健康的相关分析 

 心理健康总分 精力 社会功能 情感功能 精神健康 一般健康状况 

PTG总分 0.350** 0.357** 0.155** 0.156** 0.339** 0.301** 

人生感悟 0.409** 0.387** 0.208** 0.218** 0.404** 0.308** 

个人力量 0.197** 0.190** 0.081 0.079 0.206** 0.210** 

新的可能性 0.257** 0.291** 0.100* 0.075 0.239** 0.276** 

与他人关系 0.185** 0.205** 0.086* 0.061 0.169** 0.174** 

自我转变 0.248** 0.256** 0.075 0.148** 0.243** 0.175** 

PSSS 总分 0.273** 0.262** 0.211** 0.112** 0.215** 0.206** 

管教支持 0.278** 0.290** 0.191** 0.186** 0.274** 0.224** 

家庭支持 0.208** 0.179** 0.185** 0.067 0.161** 0.136** 

狱友支持 0.149** 0.167** 0.106** 0.048 0.107* 0.134** 

朋友支持 0.213** 0.191** 0.154** 0.061 0.128** 0.159** 

注：*p < 0.05；**P < 0.01。 
 
干部通常心理素质较其他从业者较强，可以更好地进行自我调整有关。在家庭月收入方面，家庭收入较

高的服刑人员心理健康水平较高，可能归结于两个原因：一是其入狱后，其他的家庭成员有生活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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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Path analysis of PTG with PSSS and psychological health in prisoners with crime of corruption and 
bribery 
图 1. 贪污贿赂犯罪服刑人员创伤后成长与领悟社会支持和心理健康的路径分析 

 

没有“后顾之忧”，可以保障父母子女接受医疗，教育等的基本需求。而家庭月收入少于 1000 元的服刑

人员心理健康总分很低，其可能为家庭的主要劳动力，而入狱后家庭正常生活难以保障，增加了很大的

生活负担，故而监狱服刑期间“内忧外患”，心理健康水平较低。因挪用公款罪入狱的服刑人员的心理

健康水平较高，可能与挪用公款罪的判刑时间一般较短有关。 
本研究进一步显示，贪污贿赂犯罪服刑人员的心理痛苦程度平均得分为 9.24 ± 1.53 分(最小值 1，最

大值 10)，明显高于用同一测评工具检测的意外创伤患者[13] (7.35 ± 2.55)和癌症患者(4.50 ± 1.98) [14]，
提示贪污贿赂犯罪后监狱服刑期间其心理极度痛苦，远远高于癌症给病人带来的心理痛苦。提示监狱管

理人员应关心、支持患者，通过自我披露、舒缓情绪等方法减轻其心理痛苦程度，关注其心理健康状况。 

4.2. 贪污贿赂犯罪服刑人员的创伤后成长及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分析 

本研究相关分析表明，贪污贿赂犯罪服刑人员的心理健康水平与创伤后成长水平呈正相关(r = 0.350, 
P < 0.01)；与领悟社会支持及其各维度均呈正相关(r = 0.273, P < 0.01)；根据相关文献，建立结构方程模

型进行路径分析，分析表明，创伤后成长及社会支持对服刑人员心理健康有直接的显著影响(P < 0.01)，
社会支持对创伤后成长亦有直接的显著影响(P < 0.01)，并通过创伤后成长的中介效应间接影响心理健康

(P < 0.01)。以上进一步体现了创伤后成长及社会支持对改善服刑人员心理健康的重要性。鉴于此，积极

开展对服刑人员的心理矫治工作，积极进行社会支持尤其是监狱管教人员的社会支持非常重要，让他们

真切感受到社会和亲属对他们的关爱，激发其积极改造的内动力，使之对心理问题学会自我调节和自我

矫治。通过劳动改造，使其反思、改过自新，促进其创伤后改变和成长。只有这样才能较好地缓解服刑

人员心理问题，促使其以健康心态积极投入改造，这对消除监狱不稳定因素、预防各类事故发生、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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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刑人员心理状况、使其回归社会后更好的生活，促进社会和谐，减少社会不安定因素，预防和减少重

新犯罪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5. 小结 

贪污贿赂犯罪服刑人员主要集中在文化程度偏高的中年机关干部，心理极度痛苦；其心理健康水平

偏低，存在着中等程度的创伤后成长，监狱管理人员应加强贪污犯罪服刑人员的社会支持，以促进其创

伤后的成长并进而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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