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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大数据的罪犯心理分析研究
吴聪颖 邹立坤 刘鑫宇 韩思雨 黎雨朦 周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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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的研究对象是利用大数据技术分析罪犯心理的状况，通过对各省市智慧监狱中分析罪犯心理方法问题的发现，以大数
据技术为理论基础，提出解决问题的策略。首先，对大数据技术在智慧监狱中的利用现状进行了考察，以如何利用大数据
技术分析罪犯心理为目的，基于对大数据技术相关理论和成果的研究，结合各省市智慧监狱分析罪犯心理方面目前的现状
进行内部与外部的调查。通过调查统计结果的分析以及对其他高新技术与智慧监狱成功融合优秀案例的借鉴，发现并改进
分析罪犯心理目前存在的问题，推动智慧监狱建设。

关键词

大数据；罪犯心理；调查研究

【基金项目】中央司法警官学院 2020 年度大学生科研创新

能力培养专项项目（项目编号：XYX202052）。

【作者简介】吴聪颖（2001-），男，中国福建漳州人，在

读本科生，从事监狱学（政治工作方向）研究。

1 研究意义

基于大数据的罪犯心理分析，这项研究课题的意义在

于在一定程度上有效解决了当前监狱系统在改造罪犯上的

一些难题。在罪犯心理矫治这一相关工作上，由于罪犯本人

不配合或文化水平不高，难以收集有关的心理数据，而现有

的罪犯犯罪数据不足以得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改造方案，给罪

犯心理矫治工作带来了困难。利用大数据智能化的采集分析

各类罪犯的心理信息，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库，就可以为后

续的监狱系统的心理矫治工作打下坚实基础，还可以根据不

同罪犯的心理特点制定其个性化的心理矫治方案。基于数据

科学进行矫治工作，推动智慧监狱建设，创新监狱管理理念

和监狱管理模式，在监狱罪犯的改造和避免罪犯再犯罪上意

义重大 [1]。

2 罪犯心理分析

罪犯心理分析，指的是对罪犯的犯罪心理、人格特点

等的调查了解和分析研究 [1]。具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首

先，罪犯的犯罪心理分析。根据罪犯的犯罪类型、犯罪行为

特点等，分析罪犯的犯罪动机、目的及其世界观、价值观等，

并结合调查、谈话等了解其成长史、犯罪史，对其犯罪心理

形成的原因与过程作出分析与判断。其次，罪犯的人格分析。

运用心理测试、谈话、调查等方式掌握有关罪犯人格方面的

信息，对罪犯的个性倾向性以及气质和性格类型、智力水平、

自我意识水平等作出判断。最后，罪犯接受教育改造过程中

存在的心理障碍分析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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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罪犯心理分析现状

目前罪犯心理分析采用犯罪心理测试技术，是以应用

心理学与司法心理学的基本原理为基础，对犯罪嫌疑人进行

犯罪事实方面可能性的测定与评价，以甄别判断被测人与案

件关系及案件有关情况的心理鉴定技术 [2]。传统意义的犯罪

心理测试技术被俗称为“测谎技术”，而其本质上包括测谎

技术与测真技术。1895年意大利实证犯罪学家龙勃罗梭尝

试性地制造了实验研究使用的测谎仪器即水压式脉搏记录

仪，现代意义上的犯罪心理测试技术源自 20世纪初美国刑

事办案人员为提高办案效率而进行的生理心理相关技术探

索及其变式即控制问题测试与犯罪情景测试，进而拓展到以

表情、微表情、微行为反应等体语为指向的非言语分析技术，

以陈述有效性评价、真实监测、科学内容分析为核心的言语

分析技术，以及在脑神经科学技术及计算机算法系统支持下

的新发展（大脑扫描技术、声音压力分析技术、证据呈现

技术）[3]。

4 罪犯心理分析目前存在问题

目前我国监狱系统正处于智慧信息化建设过程中，在

罪犯心理分析这方面，过去以及现在采用的主要方式是通过

制作并发放调查问卷的方式采集并分析罪犯心理健康原始

数据，而这种对罪犯实施问卷调查的方法则存在着诸多局

限性。

4.1 对罪犯采用问卷调查法的结果完全取决于被调

查罪犯的合作态度与其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如果被调查罪犯在填写问卷过程中存在心浮气躁的思

想，对一些比较敏感的、涉及隐私的话题，产生怀疑与抵触

的情绪，或者是被调查的罪犯为了讨好发放问卷调查的相关

工作人员从而达到自己相关的目的，导致产生弱命令与逆顺

从 [3]，对一些调查的意义和目的认识不清，不真实的反映实

际心理情况，那么问卷调查的结果就不可能是客观的，甚至

有可能是完全虚假的 [4]。

4.2 由于局限于书面文字

由于监狱的相关特殊性，监狱就如同一个小型的社会，

监狱中拥有着各式各样人格的罪犯，例如反社会性型、边缘

型等 [4]，所以问卷调查一是对于文盲或者是文化程度不高的

罪犯则难以开展进行，对于文盲来说，问卷调查是根本不可

取的，而对于文化程度不高的罪犯，他们也比较难理解问卷

中问题的实质；二是相同的一段文字对于不同人格类型的罪

犯会产生不同的理解甚至是曲解，文字几乎做不到还原任何

一种具体真实。由于书面文字这些相关的局限性，这样就会

造成罪犯心理分析的诸多阻碍。

4.3 对于罪犯心理的探寻不够深入，难以发挥调查

者的主观能动性

问卷调查过程局限于问卷的本身，调查者往往不能理

解罪犯对某些问题的深刻的理解与认识，特别是对一些很重

要的动机、思想、观念等问题。还有一些问卷调查者主观上

不重视，责任心不强，导致收集的问卷信息不全 [5]。

5 基于大数据的罪犯心理分析研究方式与其

优势

5.1 利用大数据对罪犯心理进行采集，建立数据库

在入狱早期将罪犯的犯罪心理情况统计入库，确定其

危害等级。采用电子调查问卷的形式，定期让罪犯进行心理

测试，其结果入库。利用智慧监狱系统，实时监听罪犯谈话

言语内容，分析其心理动态，并将数据入库。在监视罪犯的

同时，发现有异常行为举动的罪犯，将其叫去谈话室谈话，

并将谈话记录登记入库。

5.2 就已有数据库的信息，对罪犯心理进行大致分

类，深入分析

在罪犯被分配到各个监区前应就罪犯是否成年，以及

服刑年限，及犯罪类型。

在数据录入后即对罪犯心理进行分析 [5]。对犯罪心理

大致划分为：犯罪的生理易感性、犯罪人格、缺陷人格、犯

罪的心理素质。在对罪犯心理进行深入分析与测试后 [6]，进

行再次划分，调动监区，进行统一管理和教育 [6]。

5.3 利用大数据构建的信息库，对罪犯心理智能分

析、制定罪犯的心理矫治方案

针对不同类型的罪犯，运用大数据的数据分析结果，

采取不同的心理矫治方案，可有效提高心理矫治工作的效率

及成功率。各地监狱系统可将其心理矫治方案输入至大数据

平台，从而达到全国一体化，对心理矫治方案制定工作进行

各地的学习互补，经验互传 [7]。

5.4 基于大数据分析罪犯心理的优势

在现代化背景下，大数据应用广泛，其能够对于海量

数据进行存储和分析 [7]，在其技术的支持下，当前监狱系统

对罪犯心理分析的工作则可实现智能化、快捷化、精确化、

清晰化：第一，在罪犯心理分析的结果上，大数据平台对数

据的分析具有真实性准确性的特点，可有效避免传统心理分

析的主观性与不真实性，提高了心理数据结果的全面性与层

次性。突破了局限于书面文字，调查问卷的传统方式，体现

出创新色彩；第二，在罪犯心理分析的过程中，大数据平台

采取智能化的精确分析法，通过技术手段，对罪犯心理信息

进行快速分析。其分析过程呈现出多元化，深刻化的特点，

便于探寻其思想，观念，价值等深刻问题，不断完善监狱的

罪犯心理分析的信息资料库；第三，在罪犯基础心理信息数

据的采集工作上，大数据平台采取网络数据采集法，通过

API或网络爬虫等手段，对罪犯基础信息进行快速采集。数

据产生方式由被动转为主动生成数据。数据采集密度方面，

可对需要分析事件的数据进行密度采样 ,精确获取事件全局

数据 [8]。数据源方面，通过分布式技术、分布式文件系统、

分布式数据库等技术可对多个数据源获取的数据进行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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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第四，在后期监狱系统的心理矫治工作上，基于大数

据的心理分析可为其提供坚实的信息基础。大数据平台可做

到按照其罪犯的心理特征制定其个性化的心理矫治方案，真

正做到矫治方案的精确化 [8]。

建立“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

据创新”的监狱罪犯心理分析机制，实现基于数据的科学预

防罪犯再次犯罪，将推动监狱管理理念和监狱治理模式进

步，加快建设创新监狱，逐步实现监狱治理能力现代化。基

于大数据的罪犯心理分析研究，不仅可以提高管理效率、工

作效率，还能大大增加监狱安全性、便捷性，真正实现科技

固狱，推动智慧监狱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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