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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社区矫正工作从试点到《社区矫正法》的正式实施已有二十余年的发展历程，有着相对完备的矫正

流程，但在社区矫正人员的社会回归目标上仍存在工作不足，其中女性社区矫正人员的就业问题是值得

探讨的。女性社区矫正人员表现出逐利性犯罪、适龄就业人员为主、整体文化程度较低等特点。在实际

就业过程中她们承受着自身心理问题、认知偏差、能力不足的拖累，以及社会负面标签影响下原属工作

回归、再就业和自主创业的艰难。如此，推动前科消灭制度的设立，对女性社区矫正人员提供认知上的

改善、个别化的协助、公益资源的链接都是社区矫正从业人员在解决其就业难题上可采取的具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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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community corrections initiative has been in development for more than 20 years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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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ilot to official implementation of “Community Correction Law”. Although a relatively thor-
ough process of correction exists, there still are some work flaws in terms of the social reintegra-
tion targets of community correction objects, of which the employment of female community cor-
rection objects are worth exploring. Those female community correction personnel exhibi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eing profit-seeking offenders, predominantly of employment age, and with a 
lower level of education. During the actual process of seeking employment, they are dragged by 
their own psychological problems, cognitive biases and insufficient capabilities. Also, under the 
influence of negative social labelling, they encountered the difficulties of returning to work, re-
employment and self-employment. Therefore, the promotion of the system’s establishment re-
garding elimination of criminal records, the provision of cognitive improvement, individualized 
assistance, and welfare resources linking for female community correction objects are all con-
crete ways that community correction practitioners can choose to address their employment dif-
ficul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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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为了适应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的发展要求，积极探索刑罚执行制度改革，2003 年 7 月最高

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公安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积极推

进社区矫正工作在我国的试点实施。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

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

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

[1]。而促进矫正对象顺利回归社会则是社区矫正的最终目的，在这一目的下，社区矫正人员良好的就业

从业情况则是社区矫正工作的重要目标。于是 2020 年 7 月 1 日，经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

表决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正式实施，它标志着中国社区矫正工作的进一步规范化建设

的推进。在《社区矫正法》中特别强调了“要保护社区矫正人员的权利不受侵害，在就业等方面不受歧

视”，还强调“社区矫正机构要加强社区矫正人员的培训和职业保障，鼓励企事业单位等为社区矫正对

象提供就业岗位和职业培训”。根据《中国法治建设年度报告(中英文)》(2023)的数据显示：截至 2023 年，

全国全年新接收社区矫正对象 62 万余人，办理解除矫正 54 万余人，有社区矫正对象 71 万余人。在如此

庞大的社区矫正对象人群中，是不容忽视的女性社区矫正群体，相较于男性，他们面临着更严峻的再社

会化和社会融入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方面便是女性社区矫正对象的就业难题。 
本文以马鞍山社区矫正管理局课题组披露在海德智库上的数据内容作为主要分析对象[2]。该课题组

由当地司法局及监狱矫正监区的相关领导及工作人员组成，在数据来源上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和可靠性。

该数据内容的研究样本以当地 2020 至 2022 年三年间的女性社区矫正对象为主，具有较高全面性的同时

与本文研究主题也准确适配。对该项数据进行分析，能更为全面准确地反映出女性社区矫正人员的真实

状况和现实处境。在该项数据中可见，当地达到 68.45%的女性社区矫正人员正处于“无固定职业”状态，

女性社区矫正人员就业正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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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关研究现状 

在对社区矫正对象回归社会过程的相关研究中，学术界普遍支持就业帮扶是社区矫正工作的重要环节，

就业情况是她们能否成功实现再社会化的重要标准。张磊学者在与芜湖市社区矫正管理局的合作课题中特别

提出“无业是女性社区矫正人员回归社会的重要障碍”。这一结论源自于该课题组对当地女性社区矫正对象

基本情况的分析，认为“女性社区矫正对象以中青年为主”且“女性罪犯具有贪利型特点”[3]。而对于女性

社区矫正对象这些特点，许多相关调查研究也提供了支持。佟向杰提出“中青年女性是因就业困难而犯罪的

主体”[4]；禹红梅的问卷调查中也发现“女性社区服刑人员以中青年为主”和“大部分女性社区服刑人员的

犯罪类型属于非暴力犯罪、财产性犯罪或经济类犯罪”[5]；马宏在调查统计后发现“财物型犯罪占到全部女

性社区服刑人员犯罪总数的大部分”，认为是她们虚荣心强、贪图享乐的错误金钱观在驱动着其犯罪[6]。 
而在促进女性社区矫正对象就业方面，相关研究的对策措施大多都集中在建立和优化就业帮扶制度、

加强教育宣传改善社会环境、提升社区矫正对象自身素养等方面，这源于学者们对于女性社区矫正对象

就业困境现状及原因的分析。雷小欣、李美荣认为社区矫正对象在就业困境上的问题不只是就业率低这

一表现，还存在着就业质量差、就业满意度低、自主创业困难的问题[7]。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被归结于

女性社区矫正对象自身心理问题和社会排斥两个方面。此外，邬诗杭还认为女性社区矫正对象的就业阻

碍中潜藏着社会性别视角下的性别歧视与性别压迫因素[8]。 
值得一提的是，部分研究内容也在司法制度上提出了相关质疑与建议。陈威仪、陆晨瑶认为现行的

社区矫正告知制度存在着“单位权益保障与刑释人员就业需要的冲突”[9]；杨琪、张靖汶认为前科报告

义务缩窄了社区矫正对象的就业范围，增加了他们的就业难度，同时还激化了社会歧视的出现[10]。因此，

前科消灭制度的推进也是学术界在社区矫正对象回归社会过程中所积极探讨的主题。 

3. 女性社区矫正人员的现状特点 

3.1. 女性社区矫正人员以适龄就业人口为主 

女性社区矫正人员多集中在中青年阶段，同时以 18 至 49 周岁的适龄就业人员为主。在马鞍山市社

区矫正管理局课题组数据中显示女性社区矫正人员犯罪年龄跨度主要集中在 60 后至 90 后，而其中 70 后

到 90 后这一年龄段群体占到总调查人数的 75.89%左右[2]。同时，在一项针对四川省社区矫正试点区县

的调查数据中显示，当地女性社区矫正人员中处于 18 至 49 周岁的人员占到总数的 82.98%左右[5]。集中

于这一年龄段的女性社区矫正人员正处于适龄就业阶段，有着不争的就业需求。 

3.2. 女性社区矫正人员整体文化程度偏低 

女性社区矫正人员普遍存在着文化程度较低的问题。在四川省社区矫正试点区县的调查数据中显示

当地 68.09%左右的女性社区矫正人员只具有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23.40%左右的女性社区矫正人员具有

高中及同等程度学历，而具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女性社区矫正人员仅占总人数的 8.51%左右[5]。马

鞍山市社区矫正管理局课题组数据同样显示当地 65.48%左右的女性社区矫正人员仅具有初中及以下文

化程度，而文盲、半文盲的比例甚至达到了 22.02%左右[2]。女性社区矫正人员较低的文化程度可能是造

成她们法律意识淡薄，缺乏正确的就业观念，并逐步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重要原因。 

3.3. 女性社区矫正人员以经济类犯罪、非暴力类犯罪为主 

女性社区矫正人员所涉罪行表现出明显“逐利性”，主要犯罪类型以妨害社会管理秩序、侵犯财产、

危害公共安全等经济类犯罪、非暴力类犯罪为主。从马鞍山市社区矫正管理局课题组数据可见在 2020 年

至 2022 年间女性社区矫正人员涉嫌开设赌场、诈骗、盗窃、非法捕捞水产品、隐瞒掩饰犯罪所得、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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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公众存款、故意伤害、交通肇事、危险驾驶、寻衅滋事等主要的非暴力犯罪比例在 54%到 75.3%之

间。并且每半年度占比最大的犯罪类型均是诈骗、开设赌场、盗窃为主，单项占比最高可达 26%左右；

而故意伤害罪半年度占比仅在 3.4%至 10%之间[2]。由这些数据可见，女性社区矫正人员所犯罪行普遍具

备较低的社会危害性，他们应该受到社会的更多包容，且更应该重新回归并再次融入社会。同时，数据

反映出女性社区矫正人员的逐利特性，从事经济类犯罪的高占比也映射出其畸形的就业观与价值观。 

4. 女性社区矫正人员就业困境的原因分析 

4.1. 女性社区矫正人员自身缺陷的阻碍 

女性社区矫正人员自身在心理上的缺陷以及工作能力上的不足是造成其就业困难的首要原因。自卑

感、罪恶感等心理障碍导致其在就业过程中的自我贬低以及信心不足，较低的文化程度以及从业技能的

缺乏导致其在择业时的易受挫。 

4.1.1. 女性社区矫正人员负面心理的影响 
大多数女性社区矫正人员在回归社会的过程中不仅面临着家庭、社会对其的失望和歧视，而且女性

社区矫正人员普遍比男性更敏感，在“镜中我”的影响下，她们出现了自我评价低、自我认同感差等负

面认知表现，也存在着自我否定下的自卑情绪、封闭内心、畏惧社交等心理障碍问题，导致其继续参与

社会就业时信心与勇气的不足。 

4.1.2. 女性社区矫正人员就业认知的偏差 
认知行为理论认为认知是主体在事件发生时情绪及行为选择的决定中介，女性社区矫正人员错误的

价值观认知是导致其走上犯罪的主要原因，也是其参与经济类犯罪的直接因素。在女性主义意识觉醒的

当下，例如文化程度有限、家庭经济水平较低等现实性因素造成女性社区矫正人员意识本身的发展与自

身现实条件的不相匹配，部分女性社区矫正人员存在认为能挣大钱就是成功、能满足自己的消费欲望就

是成功等非理性的就业认知[8]。这种非理性就业认知促使其出现经济类犯罪等违法行为，也是其在社区

矫正过程中存在错误就业取向导致就业难的主要原因。 

4.1.3. 女性社区矫正人员就业能力的不足 
女性社区矫正人员普遍存在的较低文化程度问题，造成其在择业过程中自动规避需要一定知识文化

水平的工作，导致其就业选择进一步缩窄。在文化程度以外，技能的掌握也是重要的就业支撑，但在此

方面，女性社区矫正人员也表现出相对劣势。而对于大多数缺乏文化水平的社区矫正人员而言，低门槛、

低审核制度的体力劳动往往是首要选择，但对于在体能方面处于劣势的女性社区矫正对象，体力劳动的

高体能就业要求反而会将其中大多数拦在了门槛之外，这也是女性社区矫正人员相对于男性群体再就业

率更低的部分原因。 

4.2. 社会对女性社区矫正人员存在负面标签 

目前社会普遍存在着对于社区矫正人员认识不足的问题，有着很明显的群体偏见。社会中大多数人

很少去区分犯罪人员的涉案类型，而是以重大危害类罪犯的普遍印象去统一定义有过犯罪前科的人员，

认定所有犯罪人员都是具有严重心理问题以及极高危险性的，女性社区矫正人员也被贴上这些负面标签，

从而造成其在择业就业过程中的不平等地位和受歧视现象。 

4.2.1. 女性社区矫正人员原属行业的回归困难 
对于涉案前便有稳定工作的女性社区矫正人员，之前便已经熟练掌握相关的从业技能，这种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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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属行业的重新回归无疑是最好的选择。但在实际生活中这种工作回归往往是艰难的，它受着多个层面

的影响。在法律层面，虽然《社区矫正法》强调要保障社区矫正人员的就业权益，但仍有许多其他法律

条款对社区矫正人员的从业资格做出了相应限制。例如《法官法》第十三条、《警察法》第二十六条、

《检察官法》第十三条、《公务员法》第二十六条都明确规定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不得担任法官、人

民警察、检察官、公务员等职务；《律师法》第七条、《拍卖法》第十五条、《教师法》第十四条、《执

业医师法》第十六条等也有规定受到剥夺政治权利或者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事处罚的，不得取

得从业资格或丧失从业资格；此外《会计法》《公司法》《商业银行法》等也有针对犯罪人员相应的限制

类条款。而在行业层面上，许多涉及到工作领域基本伦理原则的犯罪行为也是被行业整体所不接受、不

谅解的。例如财务工作者的公款贪污行为，儿童领域工作者的伤害、猥亵、性侵行为等，有过此类与工

作领域相关犯罪行为的人员也是难以回归原属行业的。 

4.2.2. 前科报告义务与女性社区矫正人员就业需求的矛盾 
女性社区矫正人员并不缺乏正常的就业渠道，真正缺乏的是在前科报告制度下知晓其受过刑事处罚

后仍选择录用的用人单位就业渠道。虽然前科报告制度本意在于保护用人单位权益，但在实践中却加剧

了社会对矫正人员的标签化和歧视行为。前科报告义务即我国《刑法》第一百条规定的：“依法受过刑

事处罚的人，在入伍、就业的时候，应当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不得隐瞒。”而在我

国《劳动合同法》第八条中也明确规定：“用人单位有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

劳动者应当如实说明。”这便要求女性社区矫正人员在就业时向用人单位如实汇报自己的受处罚情况，

但由于部分用人单位对社区矫正人员的负面标签与认知偏见，过度紧张女性社区矫正人员未来在工作中

的表现，犯罪前科便在这种歧视下成为用人单位拒绝雇佣的普遍理由。同时，部分用人单位因为缺乏隐

私保护意识，将社区矫正人员的过往经历泄漏给与招聘工作无关的他人，造成或加剧女性社区矫正人员

在工作环境中的被疏离及受歧视问题，为女性社区矫正人员的就业处境雪上加霜。 

4.2.3. 女性社区矫正人员自主创业难度较大 
对于部分文化水平较高或自主意识较强的女性社区矫正人员而言，在面临就业难题下，选择自主创

业无疑是一条积极出路。自主创业不仅可以直接规避求职招聘及工作环境中的歧视行为，而且更符合涉

嫌经济类犯罪的女性社区矫正人员普遍具有的女性主义意识觉醒思维。然而，在现实环境下，女性社区

矫正人员普遍缺乏原始创业资本，更加依赖于银行等投资机构的借贷支持。虽然我国法律没有针对受过

刑事处罚案件的人员不能办理银行贷款的相关规定，也没有要求矫正人员贷款时主动告知前科情况。但

在实际借贷过程中银行虽然不能通过司法机关调取用户犯罪记录，但仍存在运用大数据手段对用户进行

背景调查的情况。而银行的贷款审核制度在面对有过犯罪前科的人员时表现得尤为严苛，女性社区矫正

人员往往难以申报下贷款用以自主创业的启动资金。 

5. 促进女性社区矫正人员就业的对策建议 

虽然社会对矫正人员的负面标签及歧视心态是女性社区矫正人员就业难的主要原因，且对于这一问

题我国矫正工作其实早已被注意到，也已采取了让矫正人员参与社区建设、志愿服务等积极的形象改善

行动。但这样的社会标签摘除并非一蹴而就的，需要长期的工作积累。而对于目前的女性社区矫正人员

在就业上的难题，需要开展一些更为实际具体的工作行动及拓展内容。 

5.1. 推进前科消灭制度的设立 

保留前科与社区矫正两者间存在着功能重复，社区矫正的工作逻辑是通过为轻微危害的犯罪人员提

供相应的矫正服务，以矫正其非理性的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从而降低社区矫正人员再犯的可能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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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前科的合理性则是预防有前科人员的再犯。那么对社区矫正人员采用同等的前科保留策略，既蕴含

着对社区矫正工作功能的质疑，也潜藏着对接受社区矫正工作的改造人员的不信任和不平等。同时，两

者更为突出的逻辑矛盾在于，社区矫正强调促进矫正人员顺利回归社会，但前科保留反而对此目标产生

了明显的消极影响。 
前科消灭是指曾受法院有罪宣告或被判定有罪的人在具备法定条件时，国家抹销其犯罪记录，使其

不利益状态消失，恢复其正常法律地位的一种刑事制度[11]。目前我国前科消灭制度还处于地方性探索阶

段，而且主要集中在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领域。从目前的探索结果来看，前科消灭制度在推进未成年

人犯罪群体的社会回归上有着积极意义，随着我国刑事案件犯罪结构的改变，前科消灭制度的扩展和推

广将优化我国轻微犯罪治理模式。特别是在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背景下，结合矫正过程中受矫正人员的

表现，对其犯罪心理和再犯风险进行相应评估，为消灭前科提供参考，既有利于推进社区矫正人员的顺

利回归社会，也是我国司法治理模式相互联动机制的完善推进。 

5.2. 开展针对性的就业认知矫正 

目前社区矫正针对矫正人员的认知心理矫正服务仅停留在犯罪心理、法律意识等基础层面，还未完

全意识到矫正人员犯罪是来源于多层面的非理性信念。从经济类犯罪在女性社区矫正人员所犯罪行中的

占比大领先可见，女性社区矫正人员犯罪的一大原因在于错误的价值观和就业观，同时畸态的女性意识

觉醒也是近年来女性群体犯罪的一大主导要素。针对这些非理性信念和错误认知进行矫正，是推进女性

社区矫正人员顺利就业和社会融入所需采取的必要行动。这便需要社区矫正中融入更深层的社会工作理

论和心理学知识，引入更全面的认知行为治疗手段。 

5.3. 提供个别化的就业协助 

随着社区矫正工作在我国近年来的全面推进和发展，早期行政化的矫正工作已逐步被更加注重矫正

人员心理问题及个体发展的矫正社会工作所替代，在针对矫正人员的就业服务上各地社区矫正机构也已

采取了积极的行动。但就目前采取的就业服务明显可见其仍存在指标化、同质化的特点，课堂式就业培

训、讲座式就业指导仍是主要形式，以签到打卡、就业数据为唯一评估标准的问题仍然存在，缺乏对社

区矫正人员的能力评估和个别化的就业协助。从数据上来看，女性社区矫正人员的文化程度是参差的，

在就业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也是不尽相同的，同质化的就业服务反而会催生其对社区矫正的不满与厌倦，

影响矫正工作的后续推进。 

5.4. 链接社会公益慈善资源 

我国《社区矫正法》中规定“招用符合条件的社区矫正对象的企业，按照规定享受国家优惠政策”，

但这并不能完全减轻女性社区矫正人员在一般企业中的就业难题，而更具有社会福利精神的社会企业相

对来说更容易接受国家政策的引导。鼓励一般企业向社会企业的转型，推动社区矫正人员与社会企业的

链接，鼓励社会企业招纳社区矫正对象参与工作，更容易解决女性社区矫正人员的就业难题。同时，基

金会、慈善组织等具备公益资源的社会组织对社区矫正人员的关注也将有利于矫正人员的社会融入。促

进这些掌握公益慈善资源的社会组织与女性社区矫正人员之间的合作和投资，不仅能够解决女性社区矫

正人员创业难的问题，成功的社区矫正人员也因此更容易回馈慈善工作，进而推进慈善投资进入再循环

状态。 

6. 总结与反思 

将女性社区矫正人员的就业问题单独讨论并非只是受近年来女性主义觉醒思潮影响下的选择，为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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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社区矫正人员提供针对性的服务，也是在弥补女性群体犯罪后面临受到社会更低包容度的境况。同时

能够从女性社区矫正人员的犯罪类型、危害程度上看出明显区别于男性犯罪群体的特征。她们的“逐利

性”犯罪趋势，说明就业问题在影响其顺利回归社会的因素中是位于重要之处的。而在此问题上，社区

矫正从业人员不仅要将精力放在改善社会标签化的负面影响，女性社区矫正人员自身缺陷的弥补也是工

作的重点，向着更具现实性、可行性的服务内容发展是社区矫正工作的未来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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