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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劳动康复戒毒的几点建议
刘志民

(北京大学中国药物依赖性研究所 ,北京 ,100083)

　　2003 年 10 月 27 日 - 31 日 ,我有幸参加国家禁毒委员会

办公室组织的专家组考察了云南省公安厅开展“外转内”劳动

康复戒毒工作。在此期间 ,听取了省厅禁毒局、各有关市县

党、政领导和禁毒部门的工作汇报 ,考察了部分戒毒所 ,对一

些戒毒人员及其家属进行了访谈。现就此行的一些感受并结

合我国戒毒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几点建议。

1 云南省劳动康复戒毒的背景及基本情况

戒毒康复是禁毒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禁毒工

作的难点所在。上世纪 80 年代末我国毒品问题死灰复燃以

来 ,吸毒人数连年上升 ,居高不下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戒

毒成功率低 ,复吸率高。据我们的一项关于海洛因成瘾者复

吸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 ,戒毒后 3 个月内的复吸率高达

98 % ;且随着复吸次数的增加 ,戒毒后“操守”的时间越来越

短 [1 ] 。许多戒毒人员出所当天就又去寻觅毒品吸食。云南

省陆良县公安局的总结具有一定代表性 :自 1995 年成立戒

毒所至 1999 年 6 月 ,强戒 3 个月 ,期满后出所 ,1995 年全县有

吸毒人员 278 人 ,至 1999 年 6 月 ,增长至 591 人 ,增长了 313

人 ,年均增幅 28. 1 % ;此期间共强戒 560 人次 ,戒毒出所后的

复吸率高达 97 %。戒毒工作陷入“吸毒 - 强戒 - 复吸 - 再强

戒”的恶性循环中 ,收效甚微 [2 ] 。戒毒成功率低、复吸率高的

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禁毒工作 ,影响禁毒成效的一个瓶颈。

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一个重要因素是缺乏有

效的戒毒康复模式或机制。因此 ,对过去十余年戒毒工作的

经验教训进行总结 ,探索符合国情和各地具体情况的戒毒康

复模式是禁毒领域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这对于降低毒品

非法需求 ,减少吸毒相关犯罪和社会问题 ,维护社会稳定 ,挽

救吸毒者本人乃至全国禁毒工作大局都具有重要意义。

云南省公安厅根据本省禁毒工作的具体情况 ,结合长期

以来在戒毒工作中存在的“吸毒 - 强戒 - 复吸 - 再强戒”恶性

循环问题 ,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 ,提出戒毒康复“外转内”的劳

动康复模式。从形式上看 ,“外转内”将原 3 - 6 个月的强制戒

毒时间延长至 1 年 ,并根据各县、市的具体情况 ,因地制宜建

立或扩建劳动康复场所 ,组织戒毒人员参加劳动 ,应该说这是

一个有益的探索和实践。在理论上 ,劳动康复有助于实现以

下目的 : (1)有利于戒毒者心身康复 ,即在基本完成急性脱毒

治疗后 ,通过参加劳动锻炼的方式 ,可以促进戒毒者生理康复

过程 ,提高戒毒康复质量 ; (2) 戒毒者学习一定的生产劳动技

能 ,甚至掌握一技之长 ,为回归社会后就业打下必要的基础 ;

(3)可以创造一定的经济效益。这有两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 ,

通过“以所 (或以农场)养所”创造的经济效益维持戒毒所的正

常运转 ,减轻政府财政投入和戒毒人员家庭经济负担 ,并可用

于戒毒康复人员伙食补贴和改善所内生活学习条件 ,以及扩

大再生产 ,使该模式得以持续发展。第二 ,通过戒毒康复人员

劳动自食其力 ,在劳动康复过程中 ,在为社会创造一定的经济

价值的同时 ,有利于恢复其自尊、自信 ,将来更好地适应社会。

从效果上看 ,在我们考察的昆明、晋宁、曲靖 (麒麟区) 、

陆良等市、县、区的戒毒所 ,都不同程度达到了上述目的。特

别是昆明市戒毒所 ,劳动康复项目多 ,规模大 ,制定了长期发

展规划。戒毒所通过组织戒毒人员劳动康复 ,不仅可为社会

创造一定的经济效益而且还可使戒毒所良性发展。但是 ,是

否能够实质性地提高戒毒康复质量 ,促进戒毒人员心身康

复 ,还要看实施过程和具体内容 ,以及回归社会后的继续帮

教和监管。我注意到 ,有些地区 (如陆良县) 在进行劳动康复

过程中将体能训练、学习、劳动、技能培训、人生观、价值观矫

正以及回归社会后的继续帮教融为一体 ,形成了“强戒 - 康

复 - 巩固”机制。在这里 ,我看到了一个有效的戒毒康复模

式。我相信 ,如能切实做到陆良县提出的上述“强戒 - 康复 -

巩固”措施 ,将会大大提升我国的戒毒康复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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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几点建议

通过几天考察 ,尽管是“走马观花”,但感受颇多 ,现提出

几点建议 ,供参考。

2. 1 开展“外转内”劳动康复工作 ,离不开党委、政府的支持

有效的戒毒康复工作必须在各级党委、政府领导下进

行 ,这是开展“外转内”模式的基本经验和条件 ,如果仅是公

安机关的行为而没有各级党政的支持 (包括前期基本建设投

入和政策上的支持 ,以及各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 ,就不可能

做好“外转内”工作 ,也不能实现该模式的可持续发展。

2. 2 关于云南省厅提出通过“外转内”实现“社会面基本无吸

毒”的目标

这一目标的实现主要取决于这样几个因素 :第一 ,能否

做到“全员收戒”;第二 ,戒毒人员回归社会后的复吸情况 ;第

三 ,社会上新生吸毒人员增长情况。因此 ,这一目标的实现

是采取全面禁毒措施 ,包括打击毒品犯罪 ,有效戒毒康复和

开展毒品预防教育的综合结果 ,单靠“全员收戒”是达不到这

一目标的。

2. 3 在劳动康复中引入科学的心身康复方法

适当的劳动有助于心身康复 ,特别是生理机能的恢复。

但吸毒者大多不同程度存在吸毒引起的相关心理障碍、人格

障碍和躯体疾病。这些障碍同吸毒 (和复吸) 构成互为因果

的恶性循环。因此 ,针对不同阶段和不同个体存在的具体问

题 ,以科学的态度引入医学、心理学等相关治疗、干预方法进

行心理治疗、行为矫正 ,应该是戒毒康复的核心内容 ,这也是

使吸毒者摆脱吸毒恶习 ,成功回归社会 ,再塑人生的基本措

施之一 ,是从根本上提高戒毒康复水平和效果的重要内容。

因此 ,这项工作应大力加强。鉴于我国戒毒康复中心身康复

环节比较薄弱的现实 ,建议开办戒毒康复治疗培训班 ,组织

国内 (外)医学、精神病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方面的专家教

授讲课 ,对戒毒所的管理和医务人员进行培训 ,增加戒毒康

复的科学含量。

2. 4 对完成戒毒康复人员回归社会后的帮教监管工作是巩

固劳动康复成果预防再吸毒的重要环节

回归社会后的工作有两个方面 ,一是包括家庭、社区 (居

委会、村委会)的社会支持和继续帮教工作 ,包括帮助其解决

就业问题 ,这也是防止复吸、减少违法犯罪的重要措施。对

此 ,建议政府部门出面协调解决就业问题 ,并对所有离所人

员亲属和社区干部签定帮教责任书 ,明确并落实家庭和社区

责任制。二是建立和进一步完善社区监管 ,形成家庭、社区

和派出所 (包括戒毒所) 有机结合的监管机制。社区监管的

重要措施是进行尿检 ,尿检的目的有二 ,第一了解复吸情况 ;

第二对当事者再吸毒是一种无形心理威慑。在回归社会后

的头 6 个月中 ,建议每月抽检一次 ,半年后可以每两个月抽

查一次 ,一年后每季度抽查一次 ,至少应追踪抽查三年。

2. 5 关于劳动康复的时间

从身心康复规律看 ,药物成瘾者半年的戒毒康复时间是

基本期限 ;根据不同个体情况 ,1 至 3 年 (或平均 2 年)比较合

适。理论上 ,操守时间越长 ,越不容易复发。如果在劳动康

复场所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度过 2 年左右的时间 ,加

之科学、严格的管理、规律的劳动生活、必要的身心康复治

疗 ,则将非常有益于戒毒人员的身心康复 ,提高操守率。

总体讲 ,我认为云南“外转内”的工作是从根本上扭转多

年来戒毒中存在被动局面的一个有益尝试 ,在实践上是可行

的 ,但应及时总结 ,不断完善 ,对于远期效果 (如操守率等指

标)应进一步观察和评估。此外 ,“外转内”模式如何有机地

同司法劳教戒毒结合 ,充分利用现有条件和资源 ,也是一个

需要考虑并协调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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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中国药物依赖性研究所参加
“科学生活、革除陋习”社区科普宣传活动

2004 年 6 月 29 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颁布两周年 ,为此 ,中国科协于 6 月下旬至 7 月初在全国范围开展

主题为“科学普及 ———你我共参与”的全国科普日活动。

7 月 4 日上午 ,中国科协、北京市科协在北京海淀区太月园小区举办“科学生活、革除陋习”社区科普活动。北京大学中国

药物依赖性研究所参加了由中国毒理学会组织的科普展台 ,刘志民教授、徐国柱教授和研究所药物依赖信息研究室全体工作

人员参加了此次的科普宣传活动。

(《中国药物依赖性杂志》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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