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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毒
、

贩毒现状分析

欧阳涛 柯 良栋

5 0年代末在中国大陆已基本消灭了毒品祸害
,

80 年代以来
,

吸毒
、

贩毒重又成

为一大社会问题
。

毒品犯罪的国际化趋势 日益突出
、

犯罪集团化
、

流窜犯罪
、

作案

手段隐蔽
、

武装掩护作案等
,

已形成新形势下毒品犯罪的特点
。

本文探讨了我国目

前毒 品犯罪与吸毒的现状
、

危害
、

特点
、

原 因及对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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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
、

毒品犯罪与吸毒遍及全球
,

已成为全世界的严重公害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 1 9 5 0年 2月 24 日

,

政务院发布了 《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知》
,

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声势浩大的禁烟禁毒运动
,

逮捕制造
、

贩卖毒品的犯罪分子 8 万余人
,

强制吸毒者戒毒
,

铲除毒品原植物
,

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就在全国范围内消灭了毒品祸害
,
成

为举世闻名的
“
无毒国

” 。

但是
,

80 年代以来
,

在 日趋严重的国际贩毒活动的渗透 和 刺激

下
,

毒品祸害在我国又死灰复燃
。

多民族的边疆云南省
,

实际上已成了国际贩毒的通道
,

大

宗毒品从滇西入境
,

通过保山
、

大理
、

临沧等地流入昆明
,

流向内地
,

流向港澳
,

进入国际

市场
。

同时
,

贩毒
、

吸毒
、

种毒的现象在我国均已出现
,

并呈滋长蔓延之势
。

为了遏制毒品
、

毒品犯罪与吸毒的滋长和蔓延
,

维护社会安定和国家声益
,

保障改革开

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

深入探讨我国毒品犯罪与吸毒的现状
、

危害
、

特点
、

原因及对策
,

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

一
、

关于毒品
、

毒品犯罪及吸毒的界定

根据我国 《关于禁毒的决定》 第 1 条规定
,

毒品
,

是指鸦片
、

海洛因
、

吗啡
、

大麻
、

可

卡因以及国务院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

实际上 以上所有

的药品
,

都可 以称为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

麻醉药品
,
是指对人体中枢神经系统有麻醉作用

,

连续使用后易产生身体依赖性
,

能成

瘾癖的药品
。

这里所说的
“
身体依赖性

” ,

是指人体需要靠药品来维持生理机能
。

对麻醉药

品产生身体依赖性的人
,

如果中断使用药品
,

就会出现明显的病态反应
。

精神药品
,

是指直接作用于人体中枢神经系统
,

使之兴奋或抑制
,

连续使用能产生依赖

性的药品
。

它包括中枢神经系统兴奋药和中枢神经系统抑制药
。

中枢兴奋药
,

主要包括杭抑

郁药
、

苯丙胺类和甲基黄嗦岭药物
。

中枢抑制药
,

主要包括催眠药
、

安定药等
。

我国根据精

神药品使人体产生的依赖性和危害人体健康的程度
,

分为第一类精神药品和第二 类 精 神 药



品
。

各类精神药品的品种由卫生部确定
,

并实行分类管理
。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是医治某些疾病不可缺少的药物
,

只有在违反药品管理法规的情况

下滥用这种药品
,

对人体造成毒害
,

危及健康
,

才能称其为毒品
。

这里指的毒品
,

不包括砒

霜
、

敌敌畏
、

氯化物等可以直接致人死亡的剧毒品
。

毒品种类很多
。

目前世界上大约有 1 60 多种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被置于国际公约规 定 的

控制之下
,

受到国际管制
。

我国根据国际公约及国家实际使用的情况
,

大约 2 00 多种麻醉药品

和精神药品被纳入管制的范围
。

其中最主要的有鸦片
、

吗啡
、

海洛因
、

大麻
、

可卡因
。

除这五

种主要毒品外
,

被各国政府作为毒品加以管制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还有
:
可待因

、

安非他

明
、

度冷丁
、

巴比妥酸
、

脱氧麻黄碱
、

仙人球毒碱
、

乙酞美沙酮
、

安依痛等等
。

2
.

毒品犯罪的界定

在我国
,

毒品犯罪
,

是指违反毒品管制法规
,

从事与毒品有关的危害公民身心健康和社

会治安秩序的活动
,

依法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
。

毒品管制法规
,

主要是指 1 9 8 7年 11 月 28 日国务院发布的 《麻醉药品管理办法》
、

19 8 8年

11 月 1 5 日国务院第 25 次常务会议通过的 《精神药 品管理办法 》 和 1 9 9 0年 12 月 28 日第七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通过的 《关于禁毒的决定》
。

另外
,

我国还先后参加了联合国有关禁毒的公约
。

它们尽管不是我国惩治毒品犯罪所直接适用的法律依据
,

但我国作为缔约国应当承担公约所

规定的有关义务
。

“
从事与毒品有关的危害公民身心健康和社会治安秩序的活动

” ,

包括从事 走 私
、

贩

卖
、

运输
、

制造毒品 ; 非法持有毒品 ; 包庇毒品犯罪分子 , 为犯罪分子窝藏
、

转移
、

隐瞒毒

品或者犯罪所得财物
;
掩饰

、

隐瞒出售毒品获得财物的非法性质和来源
;
非法运输

、

携带制

毒化学物品进出境 ; 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 , 引诱
、

教唆
、

欺骗
、

强迫他人吸食
、

注射毒品
;

非法提供毒品
,
容留他人吸食

、

注射毒品并出售毒品等活动
,

都会对公民的身心健康和社会

治安秩序造成严重危害
。

根据我国 《关于禁毒的决定》
,

具体规定了 14 种毒品犯罪
。

3
.

对吸毒的界定

吸毒
,

是指行为人明知是毒品仍然 自愿予以吸食
、

注射的行为
。

这里的吸食
,

是指直接

用 口
、

鼻或者通过器具呼吸
、

食用毒品所散发的烟雾
,

或者直接吞服或咀嚼毒品的行为
。

在

实践中
,

吸食
、

注射毒品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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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毒品犯罪与吸毒的现状

1
.

毒品犯罪的现状

( l) 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和制造毒品的犯罪
。

由于受境内外贩毒活动的刺激和毒品暴利

的诱惑
,

近年来许多省
、

市
、

自治区都发现种植婴粟的情况
。

特别是不少老毒区故态复萌
,

非法种植婴粟比较严重
。

据有关部门统计
,

云南省 1 9 8 9年共铲除婴粟 4 12
.

5亩
,

是 1 9 8 8年铲

除数的 2 9
.

8倍 ; 1 9 9 0年 1一 4月又铲婴粟 29 1
.

6亩
,

已接近 1 9 8 9年全年铲除数的 3 / 4
。

贵州省织

金县 12 个区镇中
,

有 5个区
、

12 个乡非法种植婴粟 3 6
.

1亩
。

非法加工鸦片
、

海洛因的现象也有发

生
,

在一些地方还出现了秘密毒品加工厂
。

如用婴粟液汁制成鸦片
,

用鸦片提炼成吗啡等
。

(2) 走私
、

贩卖
、

运输毒品等犯罪
。

根据公安部统计
, 1 9 8 1以来我国公安机关和海关查

破的毒品案件的数字如下
:



海关查获 18 起毒品走私
,

缴获海洛因 60
.

27 5 克

查获数
(起 )

缴获鸦片
(干克 )

缴获海洛因
(千克)

抓获境内外贩毒者
(人 )

二少从上表可 以看出
,

无论是从查获的案件以及鸦片
、

海洛因的克数都是在逐年增加
。

1 9 8 9

年查获的毒品案件比 1 9 8 8年增加 55
.

9 % ,
缴获的鸦片

、

海洛因分别增加 12
.

6%和 177 % , 抓

获的贩毒分子人数上升 33 %
。

特别是贩运大宗精制毒品 (海洛因 ) 的案件连年成 倍 增 多
。

19 8 8年查获的精制毒品案和缴获的海洛因比 1 9 8 7年分别上升 1
.

6倍和 2
.

3倍
, 1 9 8 9年又比 1 9 8 8

年上升 9 2%和 1 7 7%
。

1 9 8 9年与 1 9 9 0年相比
,
1 9 9 0年毒品案猛增了5

.

7 1倍
,

鸦片增加 T 1 9 1%
,

海洛因增加了 2 3 4% , 1 9 9。年与 1 9 9 1年相比
, 1 9 9 1年毒品案又增加了 1

.

28 倍
,

海洛因增 加 了

20 %
。

1 9 9 2年仅云南省 1 至 10 月缴获的海洛因达 2 5 7 5克
,

超过了上年全国的缴获数
。

此外
,

贩毒路线也越来越多
,

以往从云南境外贩毒入境后
,

经广东过境中转的通道比较简单
。

现在

四川的渡 口
、

成都等地居然也成了贩运毒品的重要中转站
。

远在西北的甘肃
,

也成了毒品贩

子的集中地
。

( 3 ) 毒品犯罪由少数省区向全国发展
。 8 0年代初

,

毒晶犯罪仅在云南
、

广 西
、

卖州
、

四

川
、

J一东等少数省
、

自治区
,

而现在陕西
、

甘肃
、

内蒙古等北部地区也发展迅猛
。

例如
,

甘肃

省各级法院 19 5 5年受理的毒品犯罪案件是 1 9 8 7年的 1
.

8倍
, 19 8 9年是 1 9 8 7年的 4

.

7倍
, 1 9 9 0

年上半年又是 1 9 8 9年全年的 2
.

3倍
。

前几年
,

云南抓获的贩毒分子中
,

内地贩毒犯只 占1 。 %

左右
,

现在已占30 %
。

在云南查获的贩毒案件和缴获的毒品数量原先占全国 90 %
,

其他省份

共占10 %
。

近年来
,

随着内地毒品犯罪的发展
,

除云南之外的其他省份查获的贩毒案件和缴

获的毒品有时已 占到 40 %
。

2
.

毒品犯罪的特点

( 1 ) 毒品犯罪的国际化趋势 日益突出
。

近几年来
,

国际贩毒集团和贩毒分子竭力开辟
“
中国通道

” ,

他们越来越多地将大量毒品从
“
金三角

”
地区假道我国

,

转运港
、

澳投入国

际毒品市场
。

据了解
,

仅缅甸掸帮紧邻我国边境的部份地区
,

年产鸦片 3 00 多万两
,

设有二十

多个海洛因加工厂
,

所生产的毒品大部份假道我国转运港
、

澳投入国际毒品市场
。

1 9 9。年由



公安部统一指挥
,

四川
、

云南
、

甘肃
、

广东四省公安机关联合侦破的特大跨国贩毒大案
,

缴

获海洛因 2 21 千克
,

毒资人民币 1 5 8
.

2万元
,

美元 2 万元
,

黄金 8 02 克
,

手枪 2 支
,

子 弹 3 90

发
,

运动枪 4 支
,

电击摧泪枪 1 支
,

摧泪弹 10 发
,

电警棍和防护器各一支
。

在抓获的 71 名犯

罪分子 中
,

有缅甸海洛因加工厂的老板
,

有向中国大批贩毒的缅甸贩
,

有成批从边境向内地

运销的四川毒品贩子 ; 有专营中转包销的甘肃毒品贩子 ; 有广州的
“
坐地虎

” ,

有贩毒出境

的香港
“ 马仔

” 。

这些犯罪分子从非法种植
、

制作
、

加工
、

贩运到消费
,

已形成了一个国际

化 的犯罪体系
。

( 2 ) 毒品犯罪集团化 日益增多
。

犯罪分子结成集团
、

团伙
,

或内外勾结
,

或者跨省勾

结
,

长期贩卖
、

运输
,

形成毒品
“
产

、

供
、

销一条龙
” 的贩毒体系

。

如 1 9 9 0年破获的
“ 4

.

24
”

贩毒大案
,

总计走私海洛因 2 9 1 2 7 5 克
,

黄皮 1 万克
,

鸦片 4 0 0 0 克
。

抓获 19 人
,

除主 犯 1

人漏网外
,

其余均被抓获归案
。

这些犯罪集团
,

境内外有明确的分工
,

境外有固定的毒主 6

人
,

境内有专门的毒品接收人
,

有毒品的藏匿地
,

有广东
、

四川的固定买主
,

有贩毒路线及

中途吃宿的窝点
。

如在 1 9 9 1年头两个月昆明市抓捕的 1 86 名毒品犯罪分子中
,

团伙贩毒成员就

占5 4
.

8 %
。

( 3 ) 流窜作案突出
。

这些流窜贩毒的犯罪分子
,

四处潜逃
,

隐姓埋名
,

胆大妄为
,

不计

后果
,

危害极大
。

如云南省德宏傣族
、

景颇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从 1 9 8 7年至 1 9 9。年 6 月
,

被判处的 3 30 名毒品案犯中
,

属本地的 66 人
,

占20 % ; 本省外地州的 1 32 人
,

占40 % ;
外省市的

51 人
,

占15
.

4% ; 境外的 81 人
,

占24
.

55 %
。

从这里可以看出
,

属外来流窜作案的 占8 0%
。

在

云南保山地区人民法院判处的 1 63 名毒品犯罪中
,

从外国外地流窜作案的 1 13 人
,

占6 9
:

3 %
。

( 4 ) 毒品犯罪手段狡诈隐蔽
。

毒品犯罪的手段变化多端
,

五花八门
。

( 5 ) 武装掩护走私
、

贩毒案增多
。

仅据云南省保山地区公安机关反映
, 1 9 9 2年 1一 9月份

,

查获武装贩毒案件 8 起
,

比去年同期上升 16 6
.

6%
。

( 6 ) 贩运毒品的种类由粗变精
。

过去贩运毒品的对象主要是鸦片
,

而现在大多数是精制

的海洛因
,

而且纯度也越来越高
,

有的竟高达 90 %
。

如 x x 省 1 9 8 8年 1 一 6 月缴获的鸦片为

3 5 4 2 2克
,

与 1 9 8 8年同期相比
,

减少 4
.

5%
,

然而缴获的海洛因则为 38 2 5 61 克
,

比 1 9 87 年同期

增长 6 5
.

8%
。

( 7 ) 毒品犯罪主体复杂化
。

从毒品犯罪分子的构成来看
,

来自港
、

澳地区和缅甸
、

老挝
、

泰

国的国际贩毒分子 占有很大的比例
。

国内的贩毒分子
,

除极少数系 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人以外
,

绝大多数为近年自甘坠落的败类
,

其中青少年和女性占一定比例
。

在毒品犯罪分子中
,

有个体

户
、

待业人员
、

农民
、

工人
,

也有少数地方千部等等
。

一些年轻的贩毒分子不仅 自己贩毒
,

而且

自己在吸毒
, “ 以贩养吸

” ,

如在云南丽江地区抓获的零星毒犯之中以贩养吸的高达 97 %
。

3
.

吸毒行为的现状及特点

在我国
,

吸食
、

注射毒品是违法行为
,

而不是犯罪行为
。

近几年来
,

虽经全国各级禁毒机构和各有关部门做了大量的戒毒工作
,

但吸毒活动仍在

蔓延
,

吸毒人数仍在增加
。

早两年
,

我国公布的吸毒者约为 1 4
.

8万人
。

1 9 9 2年 1 1月在京召开

的部分地区禁毒工作会议透露
,

目前全国吸毒人数约 25 万人
,

建立的戒毒所已达 25 1个
。

由于正规戒毒场所少
,

条件简陋
,

缺乏疗效显著的戒毒药品
,

经费缺乏
,

加上戒断后帮

教工作难于落实
,

复吸率也有所增加
。

目
一

前吸毒者吸食的毒品
,

己由传统的鸦片向海洛因等

精制毒品发展
,

吗啡
、

大麻
、

可卡因以及度冷丁等能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也时有发现
。

吸毒



者对 4 号海洛因更是趋之若鹜
,

吸食的人数最多
。

从近几年来我国吸毒活动的现状来看
,

吸毒活动主要有以下特点
:

( ] ) 吸毒人数逐年增多
。
1 9 8 8年某省辖市查获的吸毒人员36 名

, 1 9 8 9年为 2 7 4名
, 1 9 90年

猛增到 81 6人
, 1 9 90年查获的吸毒人员约 占全省查获吸毒人员总数的 70 %

。

全国吸毒人员
,

在早两年公布的吸毒人数约为 1 4
.

8万人
,

而 1 9 9 2年 n 月在京召开的部分地区禁毒工作会议透

露
,

目前全国吸毒人数约 25 万人
。

( 2 ) 吸毒活动由隐蔽转向公开
。

吸毒者已从过去的单个隐蔽吸食发展到三五成群
,

聚
,

众在公园
、

餐厅
、

咖啡厅
、

酒吧
、

发廊
、

个体饮食店等公共场所和地下
“
烟馆

” 吸食
。

1 9 9 0年

某市查处的吸食毒品案件中
,

大多数是在公共场所查获的
。

某市公安局曾对
又 、 又 公园进行

突击清查
,

一次就抓获吸毒人员16 名
。

( 3 ) 吸毒人员年龄低化
。

在吸毒人员中
,

青少年 占的比例大
,

有的甚至是在校学生
。

某

市某派出所查获 6 15 名吸毒人员
,

青少年就占93 %
。

据某省统计
,

2 5岁以下的吸毒人员约占全

省吸毒人数的60 %
。

据 1 9 9 2年的调查
,

某省某州在册吸毒人员6 9 76人
,

其中青少年 5 6 7 8人
,

占全州在册吸毒人数 82 %
。

该州两个市是青少年吸毒最严重的
,

地区吸毒青少年共有 42 8 6人
,

占全州青少年吸毒人数 7 5%
。

吸毒人员绝大多数是未婚青少年
。

在该州青少年吸毒人员中
,

未

婚的达 4 6 2 5人
,

占80 %
。

近期某地区对吸毒人员的普查
,

青少年占吸毒人员总数的 80
.

3%
。

( 4 ) 吸毒人员文化程度低的多
。

由于我国人 口多
,

底子薄
,

加之农村学校教育的发展规

模
一

与人 口的增长和社会发展不相适应
,

从而导致农村人 口素质低
,

抵御毒素的能力下降
。

据

某地的统计
:
在 9 48 名中青年农民吸毒人员中

,
一

文盲 1 64 人
,

占总数的 1 7
.

28 % , 小学 文 化程

度 5 50 人
,

占总数的 58 % ,
初中文化程度 23 0人

,

占总数的 2 4
.

2 6% ; 高中文化程度 14 人
,

占总

数的 1
.

48 %
。

( 5 ) 吸毒活动家庭化
、

集团化
。

1 9 9。年 1一 6 月
,

某市查获的 22 宗案件中
, 3人以上在

一起吸毒的 n 宗 55 人
,

分别占查获的 50 %和 77
.

5%
。

在家庭里
,

由于互相影响
、

感染
, 一 个

家庭中就有两
、

三个人吸毒
,

甚至出现了吸毒窝点
。

某市解化厂有 47 户职工家庭
,

其中有 2

个子女吸毒的有 4 户
,

有 3 个子女吸毒的有 1 户
。

有的居民还在家里开设地下吸毒窝点
,

吸

毒人员多达 74 名
,

其中青少年最多
。

( 6 ) 吸毒人员身份复杂
。

在吸毒人员中
,

既有无业人员和个体户
,

也有汽车司机
、

供销

采购人员
、

工人
、

学生和解放军
,

其中无业人员
、

农民和个体户居多
,

约 占95 %
。

还有一些

党政千部
、

社会名流和先进模范人物
。

如某省著名秦腔演员 x 火 x 就是一个长期吸毒者
。

某

市人大代表
、

新长征突击手
、

市个体协会副主席
x 火 义 也是瘾君子

,

并从事倒卖汽车
、

赌博

等违法犯罪活动
。

( 7 ) 吸毒活动由边境省份向内地省份蔓延
。

80 年代初
,

吸毒活动出现于老烟区
,

如云南
、

广西
、

内蒙古等省
,

而当今
,

毗邻港
、

澳
、

台的广东
、

福建等省吸毒活动也 日趋严重
,

并向内

地省份发展
、

蔓延
。

在湖北
、

湖南等省也都发现了不少瘾君子
。

三
、

关于禁毒的对策建议

迄今为止
,

我国关于禁毒方面的法律不谓不健全
,

不谓不严厉
。

但是
,

由于法律本身和

执法方面所存在的种种原因
,

使得我们的法律在狡猾的毒品犯罪分子面前显 得如此困惑
、

无

措
。

主要表现为
;

.

6 6
,



( 一 )打击不力
,

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

①在主观上
,

部分司法人员对毒品犯罪重视

不够
。

由于我国过去是公认的
“
无毒国

” ,

虽然近几年毒品犯罪又死灰复燃
,

但其发案率 与

其他刑事案件发案率相比是比较低的
。

正因为如此
,

在部分司法人员中对这种犯罪可能给国

家和人民造成的严重危害认识不足
,

因而把毒品犯罪当作一般性的刑事案件来处理
。

②在客

观上
,

由于管理制度存在的缺陷
,

给犯罪分子 以可乘之机
。

如对毒品缺乏可靠的检测手段和

先进的检测设备
,

对于一些用先进工
.

具进行贩毒的
,

则很难检测出来
,

从而使一些贩毒分 子

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溜掉
。

(二 ) 法律有漏洞
。

我国法律规定
,

对于女性犯罪人员
,

如果是在怀孕期间或者正在哺

乳 自己婴儿的
,

就不能采取拘留
、

逮捕等严厉的刑事强制措施
,

而且
,

即使是

严重
,

对正在怀孕的女性罪犯
,

也不能判处死刑
。

正因为如此
,

不少女性就钻

罪行特别

的空子
,

大肆进行贩毒活动
。

我国法律还规定
,

犯罪时不满18 岁的人不适用死刑
。

对 己满 14 岁不满 16

岁的人犯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罪的
,

应当负刑事责任
。

当学术界口干舌燥地争论是否有不满

18 岁的人实施毒品犯罪以及毒品犯罪是否属于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罪的时候
,

而在现实中就有

不满 18 岁的人正在进行制毒
、

贩毒
、

运输毒品这类罪恶的活动
。

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

《关于禁毒的决定》 中所存在的缺陷和不足
,

更使得司法人员困惑迷茫
,

如对定罪量刑的毒

品数量没有下限规定
,

对毒品犯罪所规定的处刑幅度太宽
、

弹性太大等等
。

必须指 出的是
,

毒品犯罪与吸毒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

以上我们仅叙述了儿个方面的主要

原因
,

而且
,

这种种原因并不是孤立地起作用
,

而是相互交织
、

彼此联系的
。

为加强治理毒品犯罪与吸毒
,

必须加强法律的惩治功能
,

一方面要完善禁毒的有关法律

制度
,

另一方面要严格执法
。

于此
,

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

(一 ) 完善禁毒刑事法规
。

根据有关国际公约和我国司法实践
,

对我国现行的禁毒刑事

法规还有必要予以完善
。

仅就 《关于禁毒的决定》 而言
,

其中对走私
、

贩卖
、

运输
、

制造毒

品等没有数量的下限
,

应该有一个统一的定罪量刑标准
,

对批捕
、

起诉
、

判刑的起点作出明

确的规定
,

以便于具体办案执行
。

根据目前的有关执法实践
,

我们认为
,

对走私
、

贩卖
、

运

输
、

制造毒品的量刑下限以海洛因 1 克
、

鸦片 20 克为宜
。

另如
, 《决定 》 第 2 条

“
走私

、

贩

卖
、

运输
、

制造鸦片 1 千克以上
,

海洛因 50 克 以上或者其他毒品数量大的
,

处 1 5 年有期徙

刑
、

无期徙刑或者死刑
” 的规定太笼统

,

给执法中留下了随意性
,

体现不了 《决定》 的从严

精神
。

《决定 》 中其它有关限定及惩处量刑等
,

都需要再度研究
、

修改
。

(二 ) 健全关于强制戒毒的行政法规
。

《决定》 第 8 条第 2 款中规定
: “ 吸食

、

注射毒

品成瘾的
,

除依照前款规定处罚外
,

予以强制戒除
,

进行治疗
、

教育
” 。

这一原则性的规定
,

对于调整强制戒毒这项极为复杂的社会工程而言
,

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

但是
,

有关部门对这种

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迄今竟未作出具体的规定
。

我们认为
,

有关部门应当尽快结合

强制戒毒工作的实践
,

根据 《决定》 的规定
,

及早制定出 《强制戒毒实施办法》
,

使强制戒

毒工作真正纳入规范化治理
。

关于强制戒毒立法的具体方案
,

根据强制戒毒的具 体 工 作 实

践
,

我们认为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

① 强制戒毒的 目的
:

治疗
、

教育
、

挽救
,

达到身心兼治
; ②强制戒毒的性质

:

医疗教

育性行政强制措施
; ③强制戒毒的对象和条件 ; ④强制戒毒的期限 ; ⑤戒除后的考查期限 ;

⑥强制戒毒所的设置 ; ⑦管理方针 ; ⑧检查
、

监督
, ⑨戒毒药物管理 ; L费用管理 ; @对收

容对象拒绝戒毒自伤
、

自残的处理 , @ 强制戒毒与治安拘留的适用范围等
。



在严格执法方面
,

我们认为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 一是要提高全民特别是执法众

员对禁毒工作的重要性的认识
,

如广泛宣传和阐明毒品对中华民族的历史祸害和对人民群人

身心健康的现实危害 , 二是要加强禁毒队伍建设
,

努力增强 队伍的战斗力
,

如各地区的禁毒

领导机构和办事机构
,

要加强调查研究
,

充分发挥职能作用
,

及时发现和努力解决禁毒工作

中的实际间题
,

不断推动禁毒斗争的开展
;
对禁毒执法人员不断加强反腐败教育

,

警惕队伍

蜕化等
。

由于毒品犯罪的国际化
,

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要搞好本国的肃毒斗争
,

都不得不重视

国际性的反毒协作
。

就我国而言
,

只要境外大片种毒
、

制毒区还存在
,

其毒品就要谋求出路
,

就必定会向我国这个巨大的潜在消费市场渗透
。

为此
,

我国一定要在禁毒斗争中高度重视和

增进国际性的联络和协作
,

积极参加国际毒品问题会议
,

与各国毒品管理和缉毒官员加强联

系
、

交流
、

增进合作
,
经常同国际刑警组织及其他国家缉毒机构及时交换有关毒品情报

,

并

确立与各国缉毒部门之间的直接联系机构
,

加强各国转来的毒品情报的分析研究和办理等
。

与国际力量通力合作
,
联合剿毒

,

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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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宛丽

19 9 2年两次大型性学研讨会追记

1 9 9 2生 5 月在南京召开了中国第六届性学学术会议
,

主办单位是中国性学会 (筹 )
,

来

自全国各地的 4 00 多位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
,

中国第一本性学专业杂志 《中国性学》 试刊问

世
。

几个月之后
,

1 9 9 2生 9 月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际性的性科学 研 讨 会—92 上海性学研讨会
,

主办单位是上海社科联
,

出席会议的有近 30 0 名海内外性学研究人员及

实际工作者
,

国外的近 30 名学者
,

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的 3 名代表
。

有 73 篇学术论文参加了交

流
,

并举办了世界性学史展览以及中国古代性文化展览和当代中国性学书刊选展
。

我国性科学的发展从 1 9 8 5年以后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
。

研究过程从性医学开始起步
,

通

过青春期教育与计划生育以及婚恋家庭关系的研究而逐步推广
,

进入到性心理学与性社会学

的分科发展阶段
。

概括起来说
,

我国性科学主要在 10 个方面得到发展
: 一是性科学培训班举

办
; 二是性科学书刊问世

, 三是性学研究组织建立 , 四是 1 9 9 0年
,

全国 2 万例涉及性社会问

题的
“
性文明

”
大型调查完成

,

并出版了调查报告 《中国当代性文化》 , 五是性教育
、

青卷

期教育已列入一些大学和中学的课程
;
六是性心理

、

性科学咨询门诊逐步开设 ; 七是性治疗

在全国许多地方已进入实践阶段 , 八是性治疗器具和性药物开始走向市场
; 九是性科学参与

政府决策已列入议事 日程
;
十是性科学国际交流得到初步开展

。

_
两次学术会议

“
开展性教育

,

增进性健康
”
始终是大会的主题之一

。

许多事实表明
,

由

于性教育没有及时跟上去
,

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大潮中
,

人们对社会巨变的思想准备不足
,

对

西方文化中消极因素的影响缺 乏预见和研究
,

一些与性有关的社会间题也就 日益蔓延开来
,

如
:

青少年早恋现象
,

婚前婚外性行为
,

夫妻性生活不和谐
,

性犯罪
,

卖淫
,

离婚率上升
,

黄色淫秽物品泛滥
,

性观念混乱
,

计划生育工作遇到很大困难等
。

这些性社会问题的客观存

在表明深入开展性科学研究
,

开展性健康教育的必要性
。

(储 J匕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