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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自杀心理动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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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军人自杀的心理动因及影响因素。方法：选取军人自杀意念量表、军人自杀倾向量表、自杀易感

性量表和自杀态度量表作为研究军人自杀心理动因的四个主要工具，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对 1088 名军人进

行测评，对所得指标统计分析。结果：军人自杀心理动因在性别、年龄、职别和教育程度上存在显著差异，

在军兵种、婚姻状况、单位性质和部队驻地等方面差异不显著。结论：影响军人自杀心理的主要是个体的内

部因素，外界环境并不是导致军人自杀心理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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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工作、生活环境相对艰苦、纪律严明、任务险重和环境相对封闭，容易产

生焦虑、抑郁、悲观等消极心理，继而导致引发自杀心理，甚至走向极端，这必然给部队的安全稳定和

战斗力带来巨大的冲击和影响。为此，我们对 1088 名官兵进行了问卷调查，旨在了解军人自杀的心理

动因及影响因素。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被试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对来自全军部队的 1300 名军人进行测评，最后保留有效问卷 1088 份。其

中，这些被试中，男性 986 人，女性 102 人；年龄为 25 岁以下的 516 人，26-30 岁 444 人，31-35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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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人，35 岁及以上 20 人；军种为陆军的 639 人，海军 186 人，空军 139 人，武警 54 人，火箭军 70

人；职别为军官的 654 人，士官 62 人，士兵 372 人；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的 32 人，高中 142 人，

专科 174 人，本科 592 人，研究生及以上 148 人；婚姻状况为未婚的 810 人，已婚 278 人；单位性质

为科研院所的 64 人，基层 768 人，机关 186 人，其他 70 人；部队驻地为内地或城市的 744 人，边防

海岛 248 人，其他 96 人。

1.2  研究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方法，集体作答方式，主试阅读统一的指导语，现场收回问卷。测试工具主要有：军

人自杀倾向量表（张康莉、张晓明等人编写）；军人自杀意念量表（梁小庆编写）；自杀易感性量表（吴

宁［1］等人编写）；自杀态度量表（肖水源、杨洪［2］等人编写）。

1.3  统计工具

使用 Excel2003 和 SPSS19.0 对数据进行分析。

2  结果

2.1  军人自杀心理动因总体分析

从军人自杀倾向量表的统计结果（以 30 分作为区分点）来看，有轻度自杀倾向的人数（64 人）占

调查总人数的 5.88%；从得分水平来看，本研究结果（M±SD=13.64±9.11）高于张康丽、张晓明等人

的研究（M±SD=10.9±7.8），但差异不显著。军人自杀意念量表在绝望、抑郁和悲观三个维度上的研

究结果都要低于梁小庆的研究结果，但差异不显著。在军人自杀易感性量表上，军人自杀易感性强的个

体（135 人）占到了总样本的 24.8%，并且有自杀意念组的总体平均值（M=42.22）显著高于大学生组

（M=32.65）。当前军人对自杀的态度总体上持矛盾或中立的态度（80.3%）；但在对自杀者家属的态度

维度上，多持肯定或理解的态度（58.5%）；在对自杀行为性质的态度维度上，多持反对或否定的态度

（53.3%）；在对自杀者的态度维度上，多持矛盾或中立的态度（63.4%）；在对安乐死的态度维度上，

持肯定或理解（34.0%）、矛盾或中立（38.8%）、反对或否定（27.2%）三种态度之间的人数没有明显

的差异。

2.2  军人自杀心理动因的具体特点

经过检验分析发现，军人自杀心理动因在性别、年龄、职别和教育程度上存在显著差异，在军兵种、

婚姻状况、单位性质和部队驻地等方面差异不显著。本文仅对存在显著差异的影响因素进行具体呈现。

2.2.1  不同性别军人自杀心理动因的差异分析

军人在自杀意念（p<0.001）和自杀倾向（p<0.05）上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自杀易感性（p>0.05）

和自杀态度（p>0.05）在性别上不存在显著差异。但是从量表和各维度的平均数可以看出，男军人的得

分都要高于女军人。详见表 1。



·318·
军人自杀心理动因分析 2021 年 5 月

第 3 卷第 5 期

https://doi.org/10.35534/tppc.0305039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tppc

表 1  不同性别军人自杀心理动因的差异分析

Table 1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ces in the psychological causes of suicide among soldiers of different Sexes

维度
M±SD

t p
男（N=986） 女（N=102）

自杀倾向

对现实生活负性感受 1.64±1.72 1.39±1.42 1.646 0.102
对现实逃避行为 2.28±1.53 1.96±1.43 2.153 0.033*

对未来信心丧失感 1.94±1.85 1.35±1.30 -0.405 0.000***

社会支持感受程度 1.91±1.42 1.27±1.16 5.162 0.000***

个性特征 3.11±2.36 2.73±2.14 1.586 0.113
绝望冲动程度 1.46±1.47 1.29±1.60 1.054 0.292

躯体因素 1.52±1.68 1.45±1.57 0.404 0.686
总量表 13.87±9.16 11.45±8.36 2.556 0.011*

自杀意念

绝望 13.69±10.25 10.01±8.73 3.509 0.000***

抑郁 3.21±4.38 3.18±4.72 0.071 0.944
悲观 10.11±5.56 8.33±5.33 3.075 0.002**

总量表 52.77±19.78 43.86±18.35 4.357 0.000***

自杀易感性

生存信念与意义 10.62±6.44 9.98±6.88 0.676 0.499
绝望 3.78±3.94 3.39±3.64 0.676 0.499
抑郁 3.20±2.48 3.35±2.88 -0.405 0.685

冲动与攻击 4.14±3.40 3.25±3.36 1.774 0.077
社会支持 1.83±1.46 1.73±1.50 0.446 0.656
总量表 23.57±13.99 21.7±14.70 0.903 0.367

自杀态度

对自杀行为态度 3.50±0.68 3.64±0.71 -1.42 0.157
对自杀者的态度 2.83±0.54 2.55±0.50 3.47 0.001***

对自杀家属的态度 2.40±0.48 2.41±0.51 -0.13 0.896
对安乐死的态度 2.86±0.98 3.17±0.91 -2.16 0.031**

总量表 2.97±0.41 2.97±0.42 -0.09 0.933

2.2.2  军人自杀心理动因的年龄差异分析

在军人自杀倾向（p<0.001）和自杀意念量表（p<0.05）上存在显著的年龄差异，在自杀易感性和自

杀态度量表的个别维度上存在差异。但从前三个量表的得分来看，随着年龄的增长军人自杀心理动因有

上升的趋势，到了 35 岁以后的年龄段得分开始下降。详见表 2。

表 2  军人自杀心理动因的年龄差异分析

Table 2  Analysis of age differences in the psychological causes of suicide among soldiers

统计项
M±SD

F 值 多重比较18-25 岁（1）
（N=516）

26-30 岁（2）
（N=444）

31-35 岁（3）
（N=108）

35岁及以上（4）
（N=20）

自杀倾向

现实生活负性感受 1.50±1.61 1.80±1.81 1.70±1.64 0.30±0.66 6.744*** 1,3>4;2>1,4
对现实逃避行为 2.01±1.51 2.57±1.47 2.37±1.53 0.90±1.07 16.836*** 1,2,3>4;2>1

对未来信心丧失感 1.65±1.70 2.14±1.86 2.06±1.93 1.60±1.96 6.497*** 2>1
社会支持感受程度 1.55±1.28 2.15±1.52 2.11±1.32 1.70±0.92 16.730*** 2,3>1

个性特征 2.88±2.11 3.28±2.26 3.26±3.40 2.60±2.56 2.932*

绝望冲动程度 1.41±1.48 1.48±1.46 1.50±1.58 1.10±1.41 0.615
躯体因素 1.40±1.63 1.61±1.71 1.70±1.79 1.20±1.28 1.972
总量表 12.37±8.82 15.03±9.16 14.70±9.45 9.40±7.92 8.918***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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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项
M±SD

F 值 多重比较18-25 岁（1）
（N=516）

26-30 岁（2）
（N=444）

31-35 岁（3）
（N=108）

35岁及以上（4）
（N=20）

自杀意念

绝望 12.74±10.25 13.86±9.84 14.70±11.38 10.10±6.16 2.322
抑郁 3.46±4.68 2.94±3.89 3.26±5.25 2.40±2.76 1.34
悲观 9.37±5.61 10.33±5.55 11.28±5.19 8.80±4.79 4.956** 3>1

总量表 50.35±20.43 53.46±18.37 54.57±22.84 44.50±10.92 3.580* 2,3>4

自杀易感性

生存信念与意义 10.13±6.67 11.02±6.35 10.98±5.99 9.50±0.37 0.918
绝望 3.65±4.06 3.76±3.54 4.37±4.71 2.50±2.80 0.849
抑郁 3.17±2.71 3.27±2.32 3.33±2.46 2.80±1.87 0.191

冲动与攻击 4.22±3.60 3.98±3.15 3.96±3.55 2.20±2.74 1.232
社会支持 1.77±1.57 1.78±1.32 2.20±1.48 1.60±1.43 1.483 3>1
总量表 22.93±14.95 23.80±12.93 24.85±14.25 18.60±13.47 0.737 　

自杀态度

对自杀行为态度 3.54±0.69 3.47±0.70 3.50±0.67 3.49±0.37 0.426
对自杀者态度 2.76±0.49 2.83±0.53 2.89±0.73 3.01±0.60 1.976

对自杀家属态度 2.43±0.51 2.39±0.46 2.33±0.45 2.26±0.40 0.973
对安乐死态度 3.10±0.96 2.68±0.93 2.82±1.04 2.50±0.81 8.124*** 1>2

总量表 3.00±0.39 2.93±0.41 2.97±0.46 2.94±0.31 1.267 　

2.2.3  军人自杀心理动因的职别差异分析

在军人自杀意念、军人自杀倾向和自杀易感性量表上的结果显示，军官的得分普遍高于士兵和

士官的得分；尤其是在自杀倾向量表中，不论是总量表和各个维度上都存在显著差异（p<0.01）。

详见表 3。

表 3  军人自杀心理动因的职别差异分析

Table 3  Analysis of rank difference in the psychological causes of suicide among soldiers  

统计项
M±SD

F 值 多重比较
士兵（1）（N=372）士官（2）（N=62） 军官（3）（N=654）

自杀倾向

对现实生活负性感受 1.29±1.48 1.07±1.36 1.72±1.75 6.854*** 3>1
对现实逃避行为 1.84±1.56 2.00±0.94 2.37±1.51 10.714*** 3>1

对未来信心丧失感 1.37±1.64 1.29±1.05 2.04±1.84 13.498*** 3>1,3>2
社会支持感受程度 1.47±1.29 1.57±1.32 1.96±1.43 10.776*** 3>1

个性特征 2.54±1.98 2.29±2.48 3.24±2.40 9.312*** 3>1
绝望冲动程度 1.15±1.34 1.14±0.48 1.52±1.50 6.017** 3>1

躯体因素 1.14±1.34 1.36±1.62 1.61±1.74 6.941*** 3>1
总量表 10.80±8.31 10.71±7.81 14.45±9.18 6.941*** 3>1

自杀意念

绝望 11.62±9.87 11.36±7.99 13.84±10.25 4.617** 3>1
抑郁 3.69±4.64 3.43±4.38 3.08±4.35 1.667
悲观 9.63±5.92 8.29±5.82 10.07±5.46 1.8

总量表 48.71±20.11 46.79±21.24 52.91±19.60 4.818** 3>1

自杀易感性

生存信念与意义 10.25±6.63 6.21±5.25 10.79±6.43 3.560* 1,3>2
绝望 3.22±4.07 2.07±3.00 3.93±3.87 2.753
抑郁 2.84±2.55 2.50±1.87 3.33±2.52 2.159

冲动与攻击 4.46±3.78 3.71±4.55 3.97±3.26 0.961
社会支持 1.63±1.53 1.29±1.14 1.88±1.45 2.112
总量表 22.42±14.83 15.79±13.46 23.89±13.82 2.593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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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项
M±SD

F 值 多重比较
士兵（1）（N=372）士官（2）（N=62） 军官（3）（N=654）

自杀态度

对自杀行为态度 3.71±0.62 3.57±0.57 3.46±0.70 5.938** 1>3
对自杀者态度 2.75±0.48 2.80±0.38 2.82±0.56 0.623

对自杀家属态度 2.56±0.52 2.44±0.55 2.36±0.47 6.922*** 1>3
对安乐死态度 3.34±0.89 3.30±0.56 2.77±1.00 16.642*** 1>3

总量表 3.12±0.36 3.06±0.21 2.93±0.41 9.735*** 1>3

2.2.4  军人自杀心理动因教育程度差异分析

从军人自杀倾向、军人自杀意念和自杀易感性量表的结果上都可以看出，本科和研究生学历的军人

自杀心理动因显著高于初中及以下学历群体，并且随着学历的升高，自杀心理动因有上升的趋势。在对

待自杀的态度上本科以上学历的得分低于低学历军人，说明随着教育程度的升高，对自杀更持同情和理

解的态度。详见表 4。

表 4  军人自杀心理动因教育程度差异分析

Table 4  Analysis on the differences in educational levels of the psychological causes of suicide 

among soldiers

统计项
M±SD

F 值 多重比较初中及以下（1）

（N=32）

高中（2）

（N=142）

大专（3）

（N=174）

本科（4）

（N=592）

研究生以上（5）

（N=148）

自杀

倾向

对现实生活负性感受 1.06±1.58 1.39±1.58 1.24±1.44 1.85±1.77 1.45±1.68 7.014*** 4>2,3

对现实逃避行为 1.56±1.83 2.01±1.54 2.07±1.43 2.39±1.53 2.31±1.43 4.440***

对未来信心丧失感 1.19±1.58 1.57±1.73 1.41±1.47 2.14±1.89 1.92±1.81 8.311*** 4>1,2,3

社会支持感受程度 1.38±1.18 1.51±1.28 1.59±1.35 2.01±1.44 1.97±1.45 6.828*** 4>2,3

个性特征 2.44±1.76 2.56±2.00 3.24±3.23 3.15±2.15 3.22±2.17 2.807* 4>2

绝望冲动程度 1.38±1.48 1.23±1.39 1.30±1.24 1.56±1.55 1.34±1.51 2.389*

躯体因素 0.31±0.59 1.30±1.48 1.46±1.64 1.63±1.71 1.58±1.78 5.662*** 2,3,4,5>1

总量表 9.31±7.32 11.56±8.79 12.3±8.66 14.7±9.13 13.78±9.45 6.841*** 4>1,2,3

自杀

意念

绝望 9.50±8.09 11.80±10.88 12.84±9.81 14.04±9.82 13.47±11.28 2.782** 4,5>1

抑郁 2.13±2.87 3.90±4.97 2.78±4.25 3.29±4.48 2.93±3.92 1.972

悲观 6.00±3.77 9.86±6.67 8.47±4.79 10.56±5.51 10.09±5.16 9.216*** 2,3,4,5>1

总量表 40.1±16.9 49.37±22.26 48.69±18.81 53.73±19.26 53.58±19.87 6.191*** 4,5>1

自杀

易感

性

生存信念与意义 7.50±6.55 9.94±6.87 9.40±6.22 11.18±6.49 10.74±6.03 2.459* 4>1,3

绝望 1.75±1.53 3.17±4.46 3.34±3.52 4.11±4.01 3.74±3.55 2.318 3,4,5>1

抑郁 1.81±2.01 2.75±2.60 3.06±2.45 3.50±2.52 3.03±2.44 3.042* 4>1,2

冲动与攻击 4.00±3.41 4.41±3.90 4.09±3.64 4.05±3.25 3.74±3.27 0.348

社会支持 1.06±1.00 1.68±1.65 1.80±1.42 1.90±1.48 1.76±1.28 1.518 4>1

总量表 16.13±10.42 21.94±16.14 21.70±14.05 24.73±13.58 23.01±13.92 2.282 4>1

自杀

态度

对自杀行为态度 3.81±0.51 3.69±0.61 3.60±0.66 3.48±0.71 3.29±0.64 4.605*** 1,2,3,4>5;2>4,

对自杀者态度 2.93±0.33 2.73±0.48 2.86±0.58 2.80±0.56 2.75±0.49 0.977

对自杀家属态度 2.81±0.67 2.50±0.50 2.37±0.41 2.40±0.49 2.29±0.42 4.829*** 1>2,3,4,5;2>5

对安乐死态度 3.16±0.98 3.35±0.86 3.02±0.99 2.78±0.98 2.71±0.91 6.546*** 2>3,4,5;3>4,5

总量表 3.22±0.34 3.10±0.32 3.03±0.39 2.94±0.42 2.83±0.38 6.627*** 1,2>4,5;3>5

注：* 表示 p<0.05，** 表示 p<0.01，*** 表示 p<0.001，M±SD 表示平均数和标准差。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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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3.1  军人自杀心理动因总体特征

从军人自杀倾向的总分来看，有轻度自杀倾向的人数占调查总人数的 5.88%，比例相对较少，但是

在平均数上要稍高于以往研究结果，说明军人自杀倾向并没有下降的趋势。同样的结果在自杀易感性量

表上表现的很明显，军人自杀易感性强的个体占到了总样本的 24.8%，并且各组得分都显著高于大学生

组。在对待自杀的态度上则多持有矛盾和中立的态度（80.3%）。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主要是：第一，

处于高技术条件下的信息化战争时代，对能力素质的要求更高，一些军人容易出现紧张、恐惧等不良心

理，当这些心理冲击超出了个体能够承受的范围时，很容易悲观和绝望，进而产生自杀的想法甚至付诸

行动；第二，军人的职责意味着奉献和牺牲，即使在相对和平的平时，抢险救灾、维稳维和等非战争军

事行动也给军人带来了随时可能牺牲的危险性。这些职责和使命要求军人必须有更多的承担和责任，更

容易产生心理困扰；第三，军人自杀意念显著高于大学生组［3］，是因为军人比大学生面对更多的压力。

除了日常严酷的军事训练和严格的管理之外，还面临着转业、退伍等第二次就业压力，这些因素都可能

造成军人群体自杀心理动因较强；第四，军人对自杀的态度大部分持矛盾和中立的态度，说明广大官兵

对生命意义的理解处于一个模糊的状态，对自杀行为缺少一个理性和明确的认识。

3.2  军人自杀心理动因的具体特点

3.2.1  不同性别军人自杀心理动因的差异分析  

军人在自杀意念和自杀倾向上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自杀易感性和自杀态度在性别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但是从量表和各维度的平均数可以看出，男军人的得分都要高于女军人，造成这方面的原因主要是：第一，

男性军人在我军占主要多数，女性群体的数量远远少于男性，所面临的竞争相对较少。而且，在任务分工、

工作环境和条件方面一般也存在男女差异，相比之下男军人更容易产生心理失调的现象；第二，受中国传

统思想的影响，对男性和女性的社会期待有着本质的差别。不论在部队还是家庭中，男军人的身份和角色

定位都会导致男军人要比女军人面对更多的责任压力；第三，男性多回避心理问题。很多男性在出现抑郁、

焦虑等心理问题时，因为“面子问题”，宁愿相信自己是有躯体疾病而寻求普通门诊的帮助，也不愿寻求

精神专科的治疗［4］，当心理问题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由此引发自杀心理的可能性就相应加大。

3.2.2  军人自杀心理动因的年龄差异分析  

在军人自杀倾向和自杀意念量表上存在显著的年龄差异，在自杀易感性和自杀态度量表的个别维度

上存在差异。但从前三个量表的得分来看，随着年龄的增长军人自杀心理动因有上升的趋势，到了 35

岁以后的年龄段得分开始下降。造成这种差异和趋势的原因主要是：第一，负担越来越重。18 到 35 岁

的年龄阶段，随着年龄的增长来自家庭的负担越来越重；第二，职位晋升压力大。青年阶段的军人职位

晋升的压力比较严峻，当理想与现实存在差距时，极易出现不平衡的思想波动，继而产生消极心理；第三，

结果中显示，35 岁以上的军人自杀心理有下降的趋势。从人的毕生发展来看，35 岁以后，一个人的人

格发展趋于稳定，自我意识和对待事物的认知能力相对成熟。

3.2.3  军人自杀心理动因的职别差异分析  
在军人自杀意念、军人自杀倾向和自杀易感性量表上的结果显示，军官的得分普遍高于士兵和士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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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得分；尤其是在自杀倾向量表中，不论是总量表和各个维度上都存在显著差异，这说明军官比士兵的

自杀心理动因更强烈，这与在自杀态度量表中士兵的得分普遍高于军官的结果相吻合，因为得分越高表

示对自杀持否定或反对的态度。原因主要为：第一，大多数士兵军人职业生涯时间相对短暂，一些心理

失调短期内便可消除。而军官大部分人把军人职业生涯当成自己终身的或较长的职业来坚守，这种职业

压力很显然要高于士兵；第二，在工作中，士兵一般只存在立功授奖的竞争，不存在职位晋升的问题，

而军官随着年龄的增长，职位升迁、技术等级评定等竞争压力越来越大；第三，一般情况下，军官来自

家庭的压力大于士兵，这些因素都容易引起心理上的波动。

3.2.4  军人自杀心理动因教育程度差异分析

从军人自杀倾向、军人自杀意念和自杀易感性量表的结果上都可以看出，本科和研究生学历的军人

自杀心理动因显著高于初中及以下学历群体，并且随着学历的升高，自杀心理动因有上升的趋势。在对

待自杀的态度上本科以上学历的得分低于低学历军人，说明随着教育程度的升高，对自杀更持同情和理

解的态度。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主要是：第一，随着学历的升高，军人的自我要求和自我期待也相对增高。

但是理想与现实往往存在差距，自我要求过高带来的挫败感，容易让人产生悲观和失望的心理；第二，

部队对高学历的人才也有更高的职业要求，而学历低的军人则多从事一些相对简单、容易操作的工作，

心理压力较小；第三，教育程度的这种差异可以与职别差异相对应，通过对职别的分析更容易理解这种

教育程度之间的差异；第四，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人们对于知识和人类的发展往往给于更多的思考。

综上所述，影响军人自杀心理的主要是个体的性别、年龄、职别和教育程度等内部因素，外界环境

并不是导致军人自杀心理的重要因素。应加强专业队伍培养，制定具体的自杀防控措施，加强生命价值

观和挫折教育，优化社会支持系统，及时排解负性情绪，提高官兵医疗保障水平，为下步部队展开自杀

防控工作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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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Psychological Causes of 
Military Suicide

Li Weiguo GaoXiaodi YangYuyao

College of Politics of the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of the PLA, Shanghai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psychological cause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military suicide.
Methods: the military suicidal ideation scale, the military suicidal tendency scale, the suicide susceptibility 
scale and the suicide attitude scale were selected as the four main tools to study the psychological causes 
of military suicide, and 1088 soldiers were evaluated by cluster sampling method, and the indicators 
were analyzed statistically. Result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gender, age, post and education 
level, but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ervice and arms, marital status, unit nature and military station. 
Conclusion: the internal factors are the main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soldiers’ suicide psychology and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is not the important factor that leads to the soldiers’ suicide psychology.
Key words: Soldier; Suicide; Psychological motivation; Influence facto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