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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伴隨著中國大陸反腐敗力度的不斷加大，越來越多的腐敗分子受到了應有的懲

處。人們在為“打虎”和“拍蠅”行動點贊的同時，也越來越感到困惑︰這些經民主推

荐、測評，又經組織考核而選擇出來的優秀分子，為什么一旦掌握了權力就容易墮落犯

罪呢？為找到問題的答案，自 2009 年以來，我們在對醫療系統、重大工程領域等職務犯

罪進行實証研究的基礎上，根據“心理是行為的內在根據，行為是心理的外在表現”這

一心理學原理，采用羅大華教授在上世紀 90 年代提出的“犯罪心理結構理論”，編製

了調查問卷和結構化的訪談提綱，並先後到五所監獄，以問卷的形式調查了 200 名正在

服刑的職務犯，並個別訪談了另外 34 名職務犯。通過統計分析，我們發現一個人的腐

敗遵循著這樣的變化規律，即需求由常態到畸形、心理由不平衡到病態、腐敗行為由被

動到自動。而導致腐敗官員需要、心理和行為變化的主要五個方面的關鍵性因素或環

節︰一是集中的權力不受或少受監督，意味著可以為他人帶來巨大的利益，於是官員更

容易成為他人拉攏腐蝕的對象；二是面對獻媚、物質、情色和權力的誘惑，官員的心理

更容易失衡，欲望更容易膨脹；三是失衡的心理和膨脹的欲望，若遇到升遷無望、關系

緊張等造成的心境不良時，就容易滋生犯罪的念生，產生犯罪的動機；四是當官員真的

面對犯罪的抉擇時，若表現為經驗、關系、錯誤認知等僥幸心理出現時，原有的道德和

法律等防線就會崩潰，並選擇實施腐敗犯罪；五是當腐敗不斷發生而長期不被揭露時，

腐敗的膽子會越來越大，腐敗犯罪也由最初的被動行為轉化為主動行為，甚至與有求於

自己的行賄人結成同盟。而更加瘋狂地進行權錢交易，最後作繭自縛。 

 

日期：2015年2月05日（星期四）  

時間：10:00―12:30  

地點：人文社科樓 E21-1031 

語言：普通話 (Mandarin) 

歡迎所有人士參加！ All are welco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