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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犯罪青少年心理特征和相关因素。方法 采取单组整体取样方法，于 2010 年 － 2013 年抽

取四川省攀西四地看守所在押的 16 ～ 18 岁未成年男性罪犯 49 名，用自行设计的犯罪青少年基本情况和行为特征

调查表、症状自评量表( SCL － 90) 、明尼苏达多项人格测试( MMPI) 中文版对其进行测评。结果 犯罪青少年 SCL
－ 90 总评分和各因子分均高于常模，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01) ，犯罪青少年 MMPI 的 L( 谎言) 、Mf( 男、女性

化) 、Pa( 妄想) 、Si( 社会化) 四个分量表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 ，其余量表评分均高于常模，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P ＜ 0． 001) 。结论 犯罪青少年存在较多心理问题，病态人格突出，犯罪前存在较多不良行为，其心理问

题、病态人格与其家庭环境及个体因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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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rime teenagers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related factors in panxi region．Meth-
ods During 2010 to 2013 in sichuan province in panxi four juvenile criminal detention in custody all 16 － 18 and 49，taking a single
set of the overall sample，using self － designed teenagers crime basic situation and behavior questionnaire，symptom self － assessment
scale ( SCL － 90) ，multiple personality tests of Minnesota MMPI ( Chinese version) for 49 male teenagers crime individual assess-
ment． To classify the results of the survey statistics，the SCL － 90，MMPI scale test results comparing with Chinese norm． Ｒesults
Teenagers crime group SCL － 90 total score and each factor score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norm group，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in two groups ( P ＜ 0． 001) ; MMPI test results show that the crime youth group L ( lies) ，Mf ( male and female) ，Pa ( delu-
sion) ，Si ( social) four scale score difference was not significant ( P ＞ 0． 05) ，and the rest of the scale score were higher than norm
group an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 P ＜ 0． 001) ． Conclusion More teenagers crime psychological problems and morbid personality com-
position is more prominent，crime is more bad behavior before the family environment has certain defects．
【Key words】 Teenagers crime;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 Ｒelated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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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犯罪已成为当今社会的一个严重问题，

逐年增多趋势引起了社会的高度重视，国内有类似

研究表明罪犯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较低，但有关攀

西地区犯罪青少年心理特征和相关因素的研究较

少。本研究于 2010 年 － 2013 年对攀西四地看守所

在押未成年罪犯进行了相关调查。

1 对象和方法

1． 1 对象 于 2010 年 － 2013 年抽取四川省西昌

市、攀枝花市、会理县、会东县四地看守所在押未成

年罪犯 49 人为调查对象，入组标准: ①在押未成年

罪犯，年龄 16 ～ 18 岁;②均为男性;③本人及其监护

人均同意参加本调查。其中汉族 41 人、彝族 8 人。
1． 2 方法

1． 2． 1 评定工具 ①自制基本情况和行为特征调

查表;②中文版明尼苏达多项人格测验( Minnesota
Multiphasic Personality Inventory，MMPI) ［1］，MMPI 为

未加校正的原始分，施测时间 45 ～ 90 分钟; ③症状

自评量表( Symptom Checklist 90，SCL － 90) ［2］，该量

表共 90 个项目，10 个因子分别反映 10 方面的心理

症状。
1． 2． 2 测试方法 由经过统一培训的心理测验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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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精神科医生各一名，采用自制基本情况和行为特

征调查表、MMPI 和 SCL － 90 对入组人员进行逐个

测评。主试统一说明调查目的，讲解答题注意事项

和答题方法，要求被试自己独立完成。
1． 3 统计方法 使用 SPSS11． 5 进行统计分析，犯

罪青少年的 MMPI 和 SCL － 90 评分与中国常模进行

比较采用 t 检验。

2 结 果

2． 1 家庭情况 父母离婚 35 人( 71． 43% ) 、父母

婚姻 健 全 14 人 ( 28． 57% ) ; 独 生 子 女 7 人

( 14． 29% ) 、非独生子女 42 人( 85． 71% ) ; 父母文化

程度: 文盲 5 人( 10． 20% ) 、小学 30 人( 61． 22% ) 、
初中 9 人( 18． 37% ) 、高中及以上 5 人( 10． 20% ) ;

父母 职 业: 工 人 7 人 ( 14． 59% ) 、农 民 40 人

( 81． 63% ) 、无业 2 人( 4． 08% ) ; 家庭管教方式: 溺

爱、放 纵 26 例 ( 53． 06% ) 、粗 暴 武 断 11 例

( 22． 45% ) 、受虐待 12 人 ( 24． 49% ) ; 家庭经济状

况: 达到当地人均收入水平 14 人( 28． 57% ) 、低于

当地人均收入水平 25 人( 51． 02% ) 、高于当地人均

收入水平 10 人( 20． 40% ) ; 抚养情况: 父母抚养 19
人( 38． 78% ) 、爷爷奶奶抚养 8 人( 16． 33% ) 、其他

人( 亲戚等) 抚养 22 人( 44． 90% ) 。
2． 2 个人基本情况和行为特征 文化程度: 小学

27 名( 55． 10% ) 、初中及以上 22 名( 44． 90% ) ; 在校

学生 14 名( 28． 57% ) 、辍学 35 名( 71． 43% ) ; 居住

地: 乡村 42 人( 85． 74% ) 、城镇 7 人( 14． 29% ) ; 逃

学: 49 人均有过两次以上逃学行为，第一次逃学发

生在 小 学 32 人 ( 65． 31% ) 、发 生 在 初 中 17 人

( 34． 70% ) ; 第一次违法行为( 如打架斗殴等) : 发生

在小 学 11 人 ( 22． 45% ) 、发 生 在 初 中 38 人

( 77． 55% ) ; 吸 烟 42 人 ( 85． 71% ) 、饮 酒 35 人

( 71． 43% ) ; 有性行为者 42 人( 85． 71% ) ; 有流浪史

14 人 ( 28． 57% ) 。日 常 兴 趣 爱 好: 看 电 影 15 人

( 31． 03% ) 、网 络 游 戏 ( 凶 杀、武 打 ) 29 人

( 58． 62% ) 、赌博 12 人( 24． 14% ) ; 参加带黑社会性

质组织活动 19 人( 38． 78% ) 。
2． 3 犯罪类型 盗窃 26 人( 53． 06% ) 、抢劫 12 人

( 24． 49% ) 、故 意 伤 害 4 人 ( 8． 16% ) 、强 奸 4 人

( 8． 16% ) 、诈骗及其他犯罪 3 人( 6． 12% ) 。其中团

伙犯 罪 39 人 ( 79． 59% ) 、个 人 单 独 犯 罪 10 人

( 20． 41% ) 。
2． 4 心理和人格特征分析 犯罪青少年 SCL － 90
总评分和总均分、阳性项目数、阴性项目数、阳性症

状均分、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抑郁、焦虑、敌对、
恐怖、偏执、精神病性因子得分高于常模，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P ＜ 0． 001 ) ，MMPI 原始分与常模比较，L
( 谎言) 、Mf( 男、女性化) 、Pa( 妄想) 、Si( 社会化) 分

量表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 ) ，其余量表

分犯罪青少年均高于常模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01) 。见表 1、2。

表 1 犯罪青少年 SCL － 90 评分与中国常模比较( x— ± s，分)

组别
SCL － 90

总分 总均分 阳性项目数 阴性项目数 阳性症状均分

犯罪青少年组

( n = 49)
230． 91 ± 33． 50 2． 55 ± 0． 34 64． 32 ± 9． 92 25． 62 ± 9． 92 3． 14 ± 0． 39

中国常模组

( n = 1388)
129． 96 ± 38． 76 1． 44 ± 0． 43 24． 92 ± 18． 41 65． 08 ± 18． 33 2． 60 ± 0． 59

t 值 21． 212 21． 504 26． 821 26． 769 9． 448

P 值 ＜ 0． 001 ＜ 0． 001 ＜ 0． 001 ＜ 0． 001 ＜ 0． 001

组别
SCL － 90

躯体化 强迫 人际关系 抑郁 焦虑

犯罪青少年组

( n = 49)
2． 31 ± 0． 35 2． 63 ± 0． 41 2． 68 ± 0． 32 2． 84 ± 0． 49 2． 71 ± 0． 51

中国常模组

( n = 1388)
1． 37 ± 0． 48 1． 62 ± 0． 58 1． 65 ± 0． 51 1． 50 ± 0． 59 1． 39 ± 0． 43

t 值 18． 258 16． 771 21． 572 18． 938 17． 980

P 值 ＜ 0． 001 ＜ 0． 001 ＜ 0． 001 ＜ 0． 001 ＜ 0．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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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组别
SCL － 90

敌对 恐怖 偏执 精神病性

犯罪青少年组

( n = 49)
2． 61 ± 0． 60 2． 13 ± 0． 37 2． 42 ± 0． 75 2． 38 ± 0． 49

中国常模组

( n = 1388)
1． 48 ± 0． 56 1． 23 ± 0． 41 1． 43 ± 0． 57 1． 29 ± 0． 42

t 值 12． 935 16． 850 9． 402 15． 653

P 值 ＜ 0． 001 ＜ 0． 001 ＜ 0． 001 ＜ 0． 001

表 2 犯罪青少年 MMPI 原始分与中国常模比较( x— ± s，分)

组别
MMPI

L( 谎言) F( 伪装坏) K( 防御) Hs( 疑病) D( 抑郁)

犯罪青少年组

( n = 49)
5． 47 ± 2． 11 19． 74 ± 4． 23 10． 95 ± 0． 67 14． 77 ± 4． 19 29． 36 ± 4． 92

中国常模组

( n = 1388)
5． 70 ± 2． 52 13． 68 ± 6． 86 13． 00 ± 4． 66 8． 78 ± 4． 75 26． 16 ± 4． 97

t 值 0． 688 9． 890 13． 016 9． 934 4． 595

P 值 ＞ 0． 05 ＜ 0． 001 ＜ 0． 001 ＜ 0． 001 ＜ 0． 001

组别
MMPI

Hy( 癔症) Pd( 病态人格) Mf( 男、女性化) Pa( 妄想) Pt( 精神衰弱)

犯罪青少年组

( n = 49)
26． 95 ± 0． 00 25． 12 ± 9． 88 26． 76 ± 4． ． 23 14． 17 ± 7． 04 27． 84 ± 4． 92

中国常模组

( n = 1388)
22． 07 ± 5． 36 18． 98 ± 4． 36 27． 56 ± 4． 04 12． 84 ± 3． 92 17． 86 ± 7． 93

t 值 36． 097 4． 426 1． 292 1． 364 13． 882

P 值 ＜ 0． 001 ＜ 0． 001 ＞ 0． 05 ＞ 0． 05 ＜ 0． 001

组别
MMPI

Sc( 精神分裂症) Ma( 轻躁狂) Si( 社会化)

犯罪青少年组

( n = 49)
31． 71 ± 12． 01 23． 63 ± 1． 40 33． 48 ± 4． 92

中国常模组

( n = 1388)
23． 0 ± 10． 05 18． 48 ± 5． 26 34． 51 ± 6． 88

t 值 5． 135 21． 768 1． 424

P 值 ＜ 0． 001 ＜ 0． 001 ＞ 0． 05

3 讨 论

环境是导致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重要因素，影响

青少年犯罪的环境因素中首要的是家庭，家庭是人

生最基础的教育环境，在良好的家庭环境成长起来

的孩子积极情绪多，社会适应能力强，身心健康［3］。
本调查显示: 犯罪青少年的成长环境存在明显缺陷，

71． 43%的家庭系离婚家庭; 何思忠［4］报道: 单亲家

庭中家庭成员的亲密度、成功性、道德因子分明显低

于核心家庭和主干家庭，单亲家庭的儿童情绪不稳

定，家庭成员之间矛盾较多，在成长过程中缺乏温

情，缺乏关爱和安全感，易出现冲动行为。本调查显

示: 父母长年外出打工的青少年有 61． 23% 有过犯

罪行为，他们多数由爷爷辈或其他人抚养，教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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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缺陷即多采取溺爱、放纵或粗暴教育方式，在这

种环境中学习生活和心理发育等方面更易出现偏

离［5］，赵来田等［6］报道，农村留守未成年人心理健

康水平明显低于非留守未成年人，尤其以强迫、抑郁

焦虑、偏执更突出。偏远地区父母文化程度较低，同

时农村存在严重的重男轻女现象，对男孩子更是纵

容，导致他们自私霸道蛮横，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缺

陷，致使孩子逐渐养成一些不良行为，导致其个性发

展的异常。
本研究结果显示，犯罪青少年存在明显的心理

问题和人格方面的缺陷，尤其以抑郁、焦虑、敌对、偏
执、人际关系更突出; 犯罪青少年人格特征中病态人

格的成分较突出。本调查结果发现在违法犯罪前存

在: 多次逃学、打架斗殴、吸烟饮酒、出走流浪、赌博、
打网络游戏( 凶杀、武打) ，参加带黑社会性质组织

活动等不良行为，可见青少年罪犯在实施犯罪之前

就已经有了这些不良行为，此时如果父母教育方式不

当，对孩子打骂、体罚，孩子与父母缺少感情交流，久

而久之便形成了抑郁、孤僻、敏感多疑、冷漠等人格缺

陷，产生逆反心理并有暴力倾向，然后逐步发展成为

问题少年乃至罪犯，如果能在他们刚产生这些不良行

为时给予矫正可使他们回归正常而不是罪犯。
综上所述，攀西地区地势偏远，人们文化水平、

经济状况及家庭教育都和其他城市有很大差别，这

一系列因素影响着犯罪青少年的心理及人格，他们

犯罪前存在较多的不良行为，其心理问题、病态人格

的形成与其整个社会的大环境及个体因素有关。因

此预防青少年犯罪不仅要加强对青少年的引导、培
养，提高其自控能力，提高抵御不良诱惑的能力，同

时社会、家庭为青少年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社区、
老师、家长多关注、关心他们，及时发现纠正其心理

发展过程中的偏差，帮助他们心理逐渐走向成熟。
本调查对象仅为攀西四个区县看守所的犯罪青少

年，存在一定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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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教程》正式出版

由新乡医学院杨世昌教授和四川省精神卫生中心黄国

平教授共同主编的全国高等医药教材建设委员会“十二五”
规划教材《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教程》( ISBN 978 － 7 － 117 －
18494 － 6 /Ｒ·18495) 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本教材由来自于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上
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重庆邮电大学、江西中医药大学、内蒙古

民族大学、河南科技学院、新乡医学院、广东医学院、泸州医

学院、四川省精神卫生中心、河南省精神卫生中心等单位的

长年从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教学、心理咨询与治疗以及临

床治疗的工作者构成编委会。
该教材依照教育部制定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

康教育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为编写思路及编写原则，针对大

学生群体的心理特点及大学生在学习、生活、成长过程中所

出现的各种发展问题及心理问题进行阐释，旨在掌握并应用

心理健康知识，培养自我认知能力、人际沟通能力、自我调节

能力，使学生明确心理健康的标准及意义，增强自我心理保

健意识和心理危机预防意识，切实提高心理素质，促进学生

全面发展。共分为四篇，第一篇: 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基础知

识; 第二篇: 认识自我，发展自我; 第三篇: 大学生活与心理健

康; 第四篇: 管理与规划，健康发展。共计四篇十三章。欲购

者请到各地新华书店或与人民卫生出版社潘老师联系，电话

010 － 59787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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