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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海市静安区芷江西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上海

摘  要｜看守所是临时羁押依法被逮捕、刑事拘留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场所。被羁押人员焦虑、抑郁、强迫症状

普遍存在，同时看守所内打架斗殴、自杀、自残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影响在押人员的身心健康，同时给看守

所的监管工作带来诸多隐患，也不利于司法部门侦察、起诉和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本文对国内外审前羁押

人员的心理健康状况及服务现状进行回顾，分析当前在看守所开展心理健康服务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并提出可

行性的建议，为今后开展羁押人员心理健康服务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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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守所是临时关押依法被逮捕、刑事拘留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场所，在押人员一般处于案件的

审判阶段，任何环节和因素都会引起激烈的情绪变化，常伴有情绪低落、绝望，容易产生自残、绝食、

对抗管教等极端行为。掌握在押人员心理健康状况并进行分类干预，对保障在押人员身心健康、保证监

所安全、保证刑事诉讼活动顺利进行，有重要的意义。

1  审前羁押人员心理健康状况及影响

1.1  审前羁押人员心理障碍患病率高

在过去 20 年中，国内外审前羁押人员精神障碍的检出率有明显增加。大多数被拘留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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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 70%）符合精神障碍的诊断标准［1］。加拿大安大略省在审前惩教中心开展的心理健康筛查显示：

女性更有可能出现情绪和焦虑问题，并有自残倾向，但在目前的精神病症状上与男性没有差异［2］。国

内多项对看守所羁押人员开展的调查显示，在押人员心理健康问题普遍存在，以 SCL-90 因子分≥ 3 或

总分大于 160 分为检出标准，检出率达到 38% ～ 46%［3，4］，以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

进行测试，焦虑和抑郁状态的检出率分别达到整个群体的 35.8% 和 43.2%，中、重度阳性检出率分别达

到 10.6% 和 9.5%［5］。EPQ 测试显示表现为外向好动、好进攻、缺乏同情心、对人抱有敌意等人格特质［6］。

1.2  审前羁押人员心理健康状况差导致的不良后果

被羁押人员背负特殊犯罪事件，身处特殊环境，甚至可能面临着人生的重大转折，因此也面临着高

于常人的心理疾病的威胁。心理不健康给羁押人员的身心健康带来一系列的危害，从躯体疾病到精神疾

病，从内科到外科概莫能外［7］，甚至出现在押人员非正常死亡。

（1）危害被羁押人员的身体健康

从对四川省某看守所用 SCL-90 测试的结果来看，在 9 个因子当中，躯体化的症状显著高于全国常模。

其中躯体化症状（因子分≥ 2 分）的检出率高达 38.5%，表现为头痛、胸痛、腰痛、恶心、呼吸困难、

手脚无力等躯体症状［8］。瑞士被拘留者中 57.6% 需要接受初级保健，如皮肤（27.0%）、传染病（23.5%）、

肌肉骨骼（19.2%）、与伤害有关的问题（18.3%）、消化系统（15.0%）或呼吸系统问题（14.0%）等［9］。

（2）存在自杀的危险

在押人员的抑郁、焦虑等负性情绪水平均高于常人，若不引起重视，不进行必要的专业心理咨询或

精神科治疗，容易产生自伤、自残等危及生命的行为［10］。虽然对于看守所每年自杀率没有一个详细的数据，

但从屡见不鲜的看守所被羁押人员的自杀报道上，我们不难推论看守所的高墙之内存在自杀的危机。被

羁押人员普遍存在抑郁情绪，如不及时进行干预，存在较高的自杀风险。尤其是对于进看守所前社会地

位较高的被羁押者来说，他们的社会影响力较大，且一般具有异常的高自尊，难以适应事发之后巨大压

力及对未来的恐惧绝望，导致他们选择自杀。

（3）公安监所的安全稳定受到影响

如果在押人员身心健康得不到保障，监所安全稳定也将受到影响。由于存在违法犯罪嫌疑人受利益

驱使且抱着侥幸心理实施违法犯罪行为，一旦被羁押，难免出现愤怒、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发生抵触、

不服从监管等行为，如果不加以疏导，可能会出现暴力攻击行为，影响同监室人员及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

也给看守所的监管工作增加了难度［11］。

（4）再度危害社会的可能性增加

由于部分被羁押人员在收押之前就存在心理健康问题，收押之后，隐藏的心理问题可能会暴露出来

或被放大。此时的内心冲突如果没有得到很好的疏导，在押人员可能会怀恨在心。回到社区后，由于被

羁押的经历可能会给在押人员的职业生涯甚至整个人生带来巨大转变，他们可能会面临失业、贫困、歧

视等困境，收押期间的不良情绪会被再次发酵，产生危害社会行为的概率也会增加［12］。

2  看守所被羁押人员心理健康服务现状
监狱服刑人员进行心理矫治开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目前，监狱服刑罪犯的心理健康教育已经



·668·
审前羁押人员心理健康服务：现状、困难及展望 2023 年 6 月

第 5 卷第 6 期

https://doi.org/10.35534/pc.0506076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pc

达到全覆盖，新入监心理筛查率达到九成以上［1］。各地监狱指导部门均建立了心理矫治工作中心，对

监狱心理矫治工作进行监督指导［13］。

与监狱罪犯不同，看守所在押人员由于稳定性差、案件审结前与外界接触限制较多等特点，决定了

开展在押人员心理矫治工作困难较多，起步较晚。随着公安监管工作进一步规范，心理健康和教育矫治

作为在押人员的一项重要权益也得到重视，各地看守所虽然在硬件上有所提升，建立了心理咨询室，但

由于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和过程监督［14］，对审前羁押人员的心理健康服务整体仍处于探索阶段。北京

市崇文区看守所从 2000 年开始，尝试对未成年人在押人员开展心理疏导，效果明显［15］。张利对铁路看

守所 5 名吸毒人员开展团体心理辅导，帮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问题，改变不良认知，寻找解决问题的方

法［16］。黄慧等人对看守所女性抑郁患者开展团体心理辅导，也收到良好的效果［17］。青岛市黄岛区成立“被

监管人员心理疏导中心”，为被监管人员建立心理档案，为维护秩序、确保监所安全提供了强有力的保

障［18］。黑龙江省对 11 个看守所的在押人员开展“心灵体操”运动干预，减轻和消除在押人员在这种特

殊环境下所产生的心理压力，缓解焦虑、紧张、抑郁等情绪状态，也有利于他们反思问题，改过自新［19］。

3  看守所羁押人员心理健康服务面临的困难

由于看守所的特殊性、封闭性和工作的保密性，目前在看守所开展心理健康服务尚面临诸多困难，

相关研究也很少，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3.1  没有建立符合在押人员心理特点的常模

目前，看守所心理健康调查过程中运用的测量系统，引用的都是一般常模，没有结合看守所和在押

人员的特殊性建立自己的心理测量系统。在押人员是一个特殊的群体，由于人身自由被限制，生活环境

的变化，他们的心理、思维、行为复杂多变，往往与常人不同。

3.2  收押之前缺乏对在押人员情绪状态、人格特点、社会支持等系统评估

被羁押人员在被关押之前就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健康问题，如内向压抑、偏执、猜疑、焦虑抑郁等，

这些问题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犯罪的发生［20］。在这样的情绪状态和思维模式背景下，叠加收押这

一重大心理应激，容易出现各种精神心理问题，甚至导致极端事件发生。

3.3  缺乏对羁押人员不同审判阶段的心理健康监测

被羁押本身是一种强烈的精神刺激，生存环境的改变、对审判结果的担忧、监室成员的影响、民警

的管教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在押人员的心理问题［3］。随着收押时间的延长及审判进程的推进，

羁押人员的心理状态也会出现变化，尤其在对审判结果不认可时容易出现情绪波动，出现过激行为。

3.4  心理咨询技术的应用受到服务对象及环境的限制

对在押人员开展心理咨询，他们的焦虑、冲动等不良情绪很大程度上受羁押状态的影响，完全用心

理学方法和技术帮助他们更成熟地处理自身的情绪、心态等问题是有难度的。另外，在押人员始终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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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被监管的状态，衣食住行都受到很多干扰，而心理咨询作为一种相对私密的专业服务，工作内容和

形式受到很多限制，而且由于审判工作的需要，很多与案件相关的问题不便进行讨论，更进一步影响了

咨询的效果。

4  审前羁押人员心理健康服务展望

为羁押人员开展心理健康服务，目标是帮助他们解决由于环境变化和应激事件下产生的在生活、学

习、人际交往等方面的心理不适应，减轻他们内心的矛盾冲突，增强受挫能力，使她们更好地适应环境、

完善自我。但从现实情况来看，看守所开展的在押人员心理辅导工作更多的还是服务于监管安全，而非

仅仅只是满足在押人员自身的需要和帮助他们成长。因此，开展羁押人员心理服务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

进行完善。

4.1  提高认识

与已经判决的服刑人员相比，由于多数羁押人员尚处于案件的侦察期，她们始终处于是否认罪、怎

么认罪、如何逃脱或减轻法律制裁等愧疚与侥幸的复杂心理状态中，其心理调节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普

遍比较脆弱，极易发生心理问题。在这一时期，心理健康服务显得尤为必要和重要。因此，应通过宣传

培训，提高看守所管理人员及看管民警对在押人员心理健康工作的认识，使他们充分意识到心理矫治工

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4.2  完善制度

近年来，羁押人员心理健康服务工作逐步引起了各级政府的重视。《看守所执法细则》要求建立在

押人员心理评估标准体系，并根据需要对在押人员开展心理干预和心理健康教育。《看守所“五化建设”

标准》里也明确提出要在监所内开展心理筛查、心理疏导、干预或者治疗等相关工作。《中华人民共和

国精神卫生法》也对在押人员心理健康教育进行了明确规定。看守所把羁押人员心理健康服务纳入重要

工作内容，完善制度建设，明确工作职责，建立可量化的操作规范。

4.3  落实措施

（1）加强硬件建设和人员配置

各监所应积极开辟独立场所建设心理健康服务中心或心理咨询室，夯实心理矫治工作基础。培养、

引进心理健康专业人员，或引入社会资源，与高校、精神卫生机构开展合作共建，定期委派专业人员开

展相关服务。

（2）开展筛查评估和分类干预

开展在押人员心理筛查、评估，建立心理健康档案。对新入所人员及时开展心理评估，通过量表自

评、同监室人员反映、管教民警的日常谈话、巡控民警的日常巡视，以及医生鉴别诊断等多方综合研判，

根据评估结果进行分类干预。工作中，及时将评估结果、心理健康服务方案、心理咨询开展情况及效果

等资料归入档案，以便全面掌握在押人员的心理动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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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强科学研究及专业督导

目前，我国开展看守所羁押人员心理健康状况及干预的研究较少，且样本量小，尚未形成有效的、

可复制的干预模式，因此需要加强相关科学研究，开发适宜的干预技术，同时邀请专家开展心理督导，

共同推进看守所心理健康服务的发展。

总之，审前羁押人员普遍存在心理健康问题，亟须引起关注并开展心理健康服务，通过制定政策制度、

筛查评估、科学研究、专家督导共同推动看守所心理健康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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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al Health Services for Pretrial Detainees: Current 
Situation, Difficulties and Pros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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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detention center is a place for temporary detention of criminal suspects and defendants 
who have been arrested or put under criminal detention according to law. Detainees suffer from serious 
psychological problems such as anxiety, depression and compulsion. Meanwhile, fighting, suicide and 
self-harm occur from time to time in detention centers, which seriously affects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detainees. It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smooth progress of reconnaissance, prosecution and trial, 
and brings many hidden dangers to the supervision of detention center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mental 
health status and service status of pretrial detainees at home and abroad, analyzes the current problems 
and difficulties in developing mental health services in detention centers, and puts forward feasible 
suggestion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developing mental health services for detainees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Pretrial detention; Mental health; Current situation; Difficulty; Prospe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