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 2005年开展禁毒人民战争以来袁 中国毒品滥用人数于 2018年首次出现下降袁但
现有吸毒人数及每年新增吸毒人数仍然庞大袁毒品滥用仍然是危害人民身体健康尧破坏

生活场域、行为倾向与易得接触：
三重叠合的毒品滥用缘由

杜敏菊袁莫关耀
渊云南师范大学袁 云南 昆明 650500冤

摘 要院 以整体论的立场探究毒品滥用缘由是采取有效防控尧 综合治理的前提遥
借助当代法律人类学多点合作式的田野调查袁 进入毒品滥用者的日常世界袁 透过 野他
者冶 的眼光袁 发现正是特定生活场域尧 低自我控制行为倾向和毒品易得接触的三重叠
合导致毒品滥用行为遥 因此袁 传统意义上针对毒品滥用者的矫治和对毒品犯罪的打击
并不能从根源上减少毒品危害遥 直面导致毒品滥用的三重因素及其治理难度袁 需要从
制度上设计更为综合的针对性治理策略袁 即整合政府尧 民众与社会力量袁 优化教育资
源袁 整体改善生活场域曰 指向行为倾向干预袁 实施分级预防曰 抑制毒品犯罪的犯意产
生袁 消减易得接触机会遥
关键词院 毒品滥用曰 生活场域曰 低自我控制曰 毒品易得接触曰 综合治理
中图分类号院 D631.4 文献标识码院 A 文章编号院 1671-0541 渊2021冤 04-00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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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按语

学术主持人院陈小彪专题院毒品滥用渊三篇冤

2020年以来袁人类被小小的新冠病毒搅得天翻地覆袁直到今天依然看不到完全战胜病毒的迹象遥 疫情
期间袁世界各国纷纷采取各种"闭城锁国"的隔离政策袁结果犯罪机会大大减少袁诸多类型的犯罪率显著下
降遥 然而袁研究却显示袁毒品犯罪不降反升袁成为犯罪领域的独特现象遥 鉴于此袁我们组织了关于毒品滥用
及其治理的一组文章袁希望通过分析毒品滥用的深层次原因来寻找毒品犯罪预防的有效手段遥最近十多年
来袁随着女性地位的改变袁女性在一切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地位都在发生变化袁女性的社会参与成都越来越高袁
但女性生活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袁他们的自我主宰意识越来越强袁因此袁他们卷入吸毒旋涡的比例也在增加袁滥
用毒品的男女比例正在缩小袁女性吸毒人群的增加使毒品滥用这个群体的更加庞大遥 毫无疑问袁有需求就一
定会有市场袁在毒品犯罪领域更是如此遥 因此袁毒品犯罪的预防更需要从吸毒人群着手袁要从根本上改变他们
的生存处境才能改变他们的生活场域尧朋辈交往袁才能让他们脱离野毒圈冶遥 不仅仅是毒品犯罪高发的云南应
该如此袁其他地方也应如此袁笔者曾经访谈过的诸多戒毒对象都说过同样的话院我的生活在吸毒前就已经有
很多问题袁吸毒只是问题的一种袁在我自己看来袁这不过是问题多了点而已遥 而笔者在采访复吸人员的时候袁
他们也表达了大致相同的观点院我前次吸的时候生活就出了问题袁等我出去之后袁问题并没有解决袁我也没有
办法解决袁结果就又吸上了遥 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毒品滥用群体袁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袁就是生活中的问
题太多遥 当前袁治理毒品滥用已经形成了很好经验袁也有非常成熟的模式袁但复吸却是个世界难题袁笔者曾经
跟美国尧法国尧英国尧澳大利亚研究戒毒措施效果评估的专家讨论过袁无论哪种手段袁复吸率都非常之高袁笔者
也长期跟踪一个戒毒机构袁结果发现他们自己觉得复吸是野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冶浴 甚至有一位复吸者已经是第
八次到戒毒机构来了遥 如果我们的毛发检测技术能够为降低复吸率提供简便且有效的渠道袁将为全世界的毒
品滥用预防做出重大贡献遥

Police Science Research
第 4期

2021年 8月
NO.4

Aug.袁2021

5窑 窑



2021年窑第 4期

近些年来袁新型毒品在中国社会迅速流行袁海洛因在毒品市场慢慢失去主导地位遥直
到上世纪末袁中国仍然是一个以滥用海洛因为主的社会遥 然而袁在 20世纪 90年代袁西方
社会派对和舞会文化传入中国袁使得娱乐性毒品渊比如 k粉冤在夜总会尧舞厅等场合开始
流行渊Joe Laidler袁2005冤遥 而且袁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合成药品生产国之一袁合成药品数量丰
富尧价格低廉袁也为新型毒品的流行创造了便利条件渊SCMP袁2017冤遥 2004年袁在册新型毒
品使用者 10.83万人袁仅占所有在册吸毒人员的 9.5豫渊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袁2004冤遥然而
在 2016年底袁这一数字达到 151.5万袁在所有在册吸毒人员中占比达到 60.5豫渊中国国家
禁毒委员会袁2017冤遥
毒品滥用行为一直是犯罪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遥 从霍华德窑贝克尔 渊Howard S.

Becker冤以标签互动视角对大麻使用者越轨生涯的研究袁到霍华德窑帕克渊Howard Parker冤
对后现代社会娱乐性毒品使用正常化的研究袁犯罪学各个理论学派对毒品滥用问题的关
注从未间断渊Becker袁1963曰Parker袁Aldridge袁& Measham袁1998冤遥 面对中国日渐严峻的新
型毒品滥用形势袁诸多学者也对吸毒者群体以及有效的戒毒康复措施进行了探索和研究
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
收稿日期院 2021-04-21
作者简介院 张韵然袁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副研究员曰刘建宏袁澳门大学社会学系特聘教授曰

钟华袁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遥

“吸毒是我自己的事”
要要要当代中国女性吸毒的娱乐化时代

张韵然 1袁刘建宏 2袁钟 华 1

摘 要院 在过去二十年中袁 中国女性新型毒品使用者的激增引起社会广泛关注遥
本研究基于社会控制理论尧 差别接触理论和毒品使用的正常化理论袁 通过分析强戒所
女性吸毒者的调查问卷发现院 较强的社会控制可以有效帮助女性降低吸毒频率袁 差别
接触理论并不能解释女性吸毒频率的差异袁 新型毒品使用者的吸毒频率明显低于传统
毒品使用者袁 女性的自主意识和对毒品掌控感已成为影响其吸毒频率的重要因素遥 同
时对中国的戒毒康复政策的改进提出了建议遥
关键词院 物质滥用曰 女性吸毒曰 中国曰 犯罪与越轨行为
中图分类号院 C913.9 文献标识码院 A 文章编号院 1671-0541 渊2021冤 04-00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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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例如袁李质彬等袁2011曰林少真袁2012曰王增珍等袁2004冤遥 然而袁即使探讨毒品滥用及相关
禁毒政策的文献浩如烟海袁 基于犯罪学理论视角对毒品滥用进行的实证研究并不多见
渊例如李劲华袁陈静宜袁罗志坚袁2013曰Cheung 驭 Cheung袁2006袁2018曰Zhang袁Liu袁& Huang袁
2013冤遥 这种现象的出现可能由多种原因所致遥 首先袁从一般人群中锁定吸毒者是相当困
难的袁要进行吸毒者的研究往往要进入强制戒毒所或者社区戒毒机构遥 但是出于安全和
保密因素袁取得这两类机构研究的许可是比较困难的遥其次袁犯罪学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学
科袁很多理论和方法渊尤其是定量分析方法冤在学界并未得到广泛普及和应用袁因此大规
模的理论验证工作便较难开展渊靳高风袁2006冤遥
过去的研究表明袁男性与女性的吸毒行为有诸多不同之处袁例如男性往往通过朋友

接触到毒品袁 而女性吸毒者通常经由她们的男性吸毒伴侣才接触到毒品渊Hoda袁Kerr袁
Montaner袁驭 Wood袁2008曰Liu袁Hsiao袁驭 Kaplan袁2016冤遥 然而袁与传统毒品使用者相比袁新型
毒品使用者当中女性所占比例明显增加袁 是否同样是由于受到男性吸毒伴侣的影响袁我
们不得而知遥 由于吸毒者中女性占比远低于男性袁所以大多数对吸毒者的定量研究以男
性样本为主袁以女性吸毒者为样本的定量研究较少遥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袁本研究以中国某女性强制戒毒所的学员为研究对象袁基于三大

犯罪学传统理论袁即社会控制理论尧差别接触理论及娱乐性毒品使用野正常化冶理论袁试图
描述和呈现她们吸毒行为的大致模式尧探讨影响其行为模式的社会因素以及提出相关可
行性建议遥

一尧对女性吸毒行为的犯罪学理论解释

渊一冤社会控制理论
与试图去解释人们野为何犯罪冶的其他传统犯罪学理论不同袁社会控制理论关注的是

人们野为何不犯罪冶遥 社会控制理论的主要论点是野当个人与社会的连结过于薄弱或破裂
时袁就可能会从事违法犯罪行为冶渊Hirschi袁1969冤遥与社会中重要他人渊significant others冤的
连结可以有效防止犯罪与越轨行为的发生袁这种连结通常包含四个方面院

1. 依恋渊attachment冤袁即个体对父母尧学校和同辈朋友的感情依恋袁这种感情依恋越
强烈袁人就越不可能犯罪遥

2. 追求渊commitment冤袁即个体对传统的生活目标的追求袁人若渴望获得为社会承认
的传统的成功袁就不可能冒损害自己前途的危险去违法犯罪遥

3. 参与渊involvement冤袁即参加传统的活动袁如学术活动尧体育运动等袁人若用更多时
间和精力参与传统活动袁就不可能进行违法犯罪活动遥

4. 信仰渊belief冤袁即对社会的道德尧法律规范等的尊重袁人若尊重道德与法律规范袁就
不会出现违反这些规范的行为渊Hirschi袁1969冤遥
在实证研究中最常使用的量度便是对重要他人的依恋袁人们因为在乎重要他人对自

己的期望袁所以不会做违法犯罪的事情让他们失望渊Akers & Sellers袁2013冤遥 例如 Becoa袁
Elena袁Amador袁& Ram佼n渊2014冤的研究发现袁父母之间有力的连结与青少年对物质滥用行
为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渊相似研究请见 Snyder袁Gwaltney袁驭 Landeck袁2015冤遥另外袁Tyas 驭
Pederson渊1998冤同样发现与父母之间较弱的依恋关系与青少年群体的吸烟行为有高度相
关遥 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袁Kostelecky渊2005冤发现与父母之间的较弱的依恋关系会让孩子
更多地与酒精尧大麻及其他药品接触遥

张韵然袁刘建宏袁钟华 野吸毒是我自己的事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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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际交往当中袁 男性多以目标导向为主袁 而女性更倾向于关系导向 渊relation-

oriented冤袁女性的这种特质使她们对与重要他人的连结更为敏感尧更易受到这种连结的
影响渊Steffensmeier 驭 Allan袁1996冤遥 因此袁对女性来说袁与重要他人的连结应该更能够阻
止她们参与到违法犯罪行为中遥 例如袁Heimer and Coster渊1999冤的研究证明袁与重要他人
的连结渊尤其是情感联结冤能够有效阻止女孩子习得一些支持犯罪与越轨行为的观念袁但
是对男孩子的效果却不甚明显遥 在中国 Liuetal.渊2016冤袁曾就女性吸毒者群体进行访谈袁
发现相当多的女性吸毒者缺少与重要他人的连结遥她们当中相当一部分家庭结构不健全
或者缺少父母教养和关怀袁而除去毒品可以带来的欣慰和快感袁在野毒品世界冶里与毒友
的连结还能使她们获得归属感和认同感袁 因此她们很容易反反复复沉迷于毒品世界
渊Liuetal.袁2016冤遥

渊二冤差别接触理论
作为最重要的犯罪学理论之一袁差别接触理论提出袁犯罪与越轨行为的习得和延续

是在与犯罪或者越轨同伴的互动过程中实现的渊Sutherland袁Cressey 驭 Luckenbill袁1992冤遥
人们在与犯罪与越轨行为的同伴互动的过程中袁会从他们那里接触到对违法犯罪持正面
态度的观念袁进而可能模仿和追随同伴的越轨行为袁并且在之后的生活当中进行重复袁最
终习得违法犯罪行为遥
对差别接触理论相关文献的 Meta分析发现袁大部分的研究表明袁与越轨同伴的差别

接触对违法犯罪行为有相当强的影响 渊Pratt et al.袁2010冤遥 在对物质滥用行为的研究中袁
同样有大量研究证明院与越轨同伴交往甚至主观上认为周围有越轨同伴袁都对其吸烟尧酗
酒以及滥用其他药物行为有显著和持久的影响遥 D爷Amico和 McCarthy渊2006冤的纵向研究
渊longitudinal research冤调查了 974名中学生的物质滥用情况和他们对周围同伴越轨情况
的主观感知袁结果表明袁在控制先前个人物质滥用频率的前提下袁他们先前在主观上认为
自己周围有较多酗酒的同伴与后期他们自己的吸烟和吸大麻行为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遥
在华人社会中袁Cheung和 Cheung渊2008冤在中国香港青少年群体当中所做的研究同样发
现袁在控制其他因变量的前提下袁青少年身边越轨同伴数目与其是否有越轨行为渊包括逃
学尧吸烟尧频繁饮酒和赌博等六项越轨行为冤呈显著正相关关系遥
对于犯罪与越轨行为中的性别差异袁一些研究发现袁虽然男女都可能被被同辈影响袁

但在受影响程度以及机制上是较为不同的 渊Haynie袁Doogan袁驭 Soller袁2014曰Mears袁
Ploeger袁驭 Warr袁1998曰Weerman & Hoeve袁2012冤遥 具体到女性吸毒方面的研究袁目前学界
对此并没有一致的结论遥 首先袁Mears等渊1998冤分析了全国青少年调查渊National Youth
Survey冤中有关越轨行为的自我报告数据袁发现女性对自己有较高的道德要求袁而这显著
减少甚至消除了越轨同伴对她们造成的影响遥 因此袁与越轨同伴的接触并不是影响她们
越轨行为的重要因素遥 其次袁Liu和 Kaplan渊1999冤对 2袁753名青少年的纵向研究发现袁相
对于男性青少年袁女性较少与越轨同伴接触或者接触频率较低袁因此也较少受其影响遥然
而袁有相当一部分研究发现袁女性的越轨行为通常是与通过与越轨男性渊尤其是亲密伴侣
或者较为年长的男性 冤 接触和相处习得的 渊Giordano袁1978曰Liuetal.袁2016曰Stattin 驭
Magnusson袁1990曰Warr袁1996曰Zimmerman 驭 Messner袁2010冤遥 有关中国女性吸毒者的研究
也发现袁她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处于高风险社交网络中袁她们有吸毒习惯的朋友带她们
接触到毒品并教她们如何维持吸毒习惯渊Liang袁Lu袁& Taylor袁2009曰Liuetal.袁2016冤遥

渊三冤正常化理论
野正常化冶 的概念最先是用来描述被边缘化或污名化的个体逐渐被主流社会接纳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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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成为主流社会一部分的过程Wolfensberger袁Nirje袁Olshansky袁Perske袁and Roos遥 在野正常
化冶的过程中袁他们曾经不被主流社会所认可的越轨行为会被接纳甚至会在主流社会流
行袁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人们对女性吸烟行为认知的转变过程遥 起初女性吸烟行为
被认为是一种不检点的行为渊越轨行为冤袁后来渐渐被野正常化冶和去污名化曰在一部分欧
洲国家袁 男女吸烟者在数目上几乎相当袁 女性吸烟现象非常普遍袁 大家早已习以为常
渊EMCDDA & ESPAD袁2016冤遥

20世纪 80年代开始袁 西方国家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在派对和夜总会中使用摇头丸和
氯胺酮等娱乐性毒品渊Joe Laidler袁2005冤遥 这些新型毒品作为青年亚文化的一部分开始流
行袁折射出年轻人对当下野风险社会冶中不确定性的恐惧渊Beck袁1992冤遥面对教育和就业压
力袁年轻人在毒品作用下可以暂时逃避压力和现实袁享受稍纵即逝的快感遥 最重要的是袁
因为新型毒品的成瘾性较低袁所以在他们看来袁这种逃避和享受的风险是很低的遥久而久
之袁适量使用新型毒品野助兴冶尧将这种行为当成个人选择并且愿意为此承担有限的风险袁
已成了这些年轻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渊Beck袁1992曰Cheung 驭 Cheung袁2006曰Parker袁
Williams袁驭 Aldridge袁2002冤遥 因此袁在 20世纪 90年代袁Parker等人渊1998冤针对这种现象
提出了渊娱乐性冤毒品使用的野正常化冶理论遥
随着社会发展袁女性在社会中地位的提高以及女性本身自主性的觉醒使得原本由男

性主宰的世界渐渐出现女性的身影遥这种现象体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袁包括劳动力市场尧
政治参与袁犯罪与越轨领域也概莫能外渊Adler袁1975冤遥 自 20世纪 90年代以来袁越来越多
的研究开始关注女性使用冰毒和摇头丸等新型毒品的问题 渊Measham袁2002冤遥 一些学者
采用性别研究的视角来探讨西方和东方社会中的女性吸毒问题 渊例如袁Cheung 驭
Cheung袁2018曰Measham袁2002冤遥 在这些文献中袁我们清楚地看到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袁
女性在经济上日渐独立袁她们的自主性也越来越强遥 因此袁她们不再依靠自己的男性伴
侣袁开始自己主动找乐子和探索休闲娱乐的活动渊Measham袁2002冤遥 这种现象也同样出现
在经济高速发展尧性别日益平等的中国遥 例如袁一部分研究发现袁女性吸毒目的是为了应
对空虚和追求快感遥 在访谈过程中她们往往否认自己上瘾袁她们常常强调自己对毒品是
有控制感的袁即野我想吸就吸冶渊孙宝华袁2013曰王洁心袁2008曰姚建龙袁2001曰赵苳等袁2003冤遥
所以吸毒对于她们来说袁 只是一种 野以娱乐为目的尧 风险可控的个人选择冶渊Liangetal.袁
2009曰Liuetal.袁2016冤遥

渊四冤本研究的研究假设
基于上述分析袁我们提出如下假设院假设 1院女性吸毒者与重要他人渊包括家人尧亲戚

朋友等冤的连结越紧密袁吸毒频率越低遥 假设 2院女性吸毒者拥有的吸毒朋友的数量越少袁
吸毒频率越低遥 假设 3院以娱乐尧消除空虚尧打发时间等为目的使用毒品的女性吸毒者吸
毒频率显著低于因其他目的使用毒品的女性吸毒者的吸毒频率遥

二尧研究方法

渊一冤研究对象及研究程序
本研究选取中国东部某省的女性强制隔离戒毒所的学员为研究对象袁 进行问卷调

查遥 问卷调查统一在戒毒所安静的教室内完成遥 戒毒学员有序落座袁由研究者发放问卷袁
宣读研究介绍尧问卷答题要求及知情同意书等袁之后进行独立作答遥 作答过程中袁如果学
员对问卷题目要求或者内容有任何疑问袁可单独提问袁由在场研究者负责解释遥所有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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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作答完毕后袁当场回收调查问卷袁每份问卷平均作答时间为 30分钟遥
本研究共发放问卷 288份袁回收 286份袁剔除含有缺失值的无效问卷后袁最终对 155

份问卷进行了回归分析遥 这 155名女性戒毒学员的年龄范围为 18至 54岁袁平均年龄为
29.64岁袁其中有吸烟习惯的占 83%袁有饮酒习惯的占 62%遥

渊二冤研究工具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戒毒学员在进入戒毒所之前成瘾最严重时期的吸毒频率遥自变量包

括院1.与重要他人的连结由野你在戒毒所期间谁来看过你渊包括家人尧其他人尧没有人冤冶测
量曰2.与吸毒朋友的接触由野你有多少个吸毒的朋友渊没有尧很少尧有一些尧很多冤冶测量曰3.与
毒品使用正常化相关的态度由野你是否使用娱乐性毒品渊k粉尧摇头丸等冤冶和野你因为何种原
因吸毒渊好奇尧娱乐尧填补空虚尧消除烦恼冤冶测量遥同时袁本研究的控制变量包括年龄尧教育背
景尧社会经济地位尧吸烟习惯尧饮酒习惯以及开始吸毒后多久没钱买毒品遥

渊三冤数据分析方法
通过问卷调查得到的 155 名女性戒毒学员的数据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 渊OLS冤由

STATA14.0软件进行管理和回归分析遥
渊四冤结果

量度 范围 均值渊%冤 标准差

因变量

吸毒频率渊每周冤 1~56 16.04 11.18
自变量

没有人/家人/其他人探望 1~3 2.08 0.46
吸毒朋友数量 1~4 2.98 0.99

是否使用娱乐性药物 0袁1 0.79 0.41
吸毒目的 0袁1 0.43 0.50

控制变量

年龄 18~54 29.64 8.45
教育背景 1~11 3.79 1.73

社会经济地位 1~10 4.32 2.47
抽烟习惯 1~3 2.71 0.68
饮酒习惯 1~3 2.26 0.96

吸毒之后多久没钱 1~7 5.69 1.81

表1 变量的描述性分析结果

表 1列出了所有变量的情况遥 其中因变量袁参与调查的女性戒毒学员在进入戒毒所
之前的吸毒频率的范围为每周 1次~56次袁均值为每周 16次遥 自变量社会连结得分均值
为 2.08曰其次袁吸毒朋友的数量均值为 2.98袁说明参与调查的女学员有一些吸毒朋友的情
况较为多见曰 最后袁79%参与调查者使用娱乐性药物袁43%吸毒目的是为了娱乐袁 其中
83豫有吸烟习惯袁62豫有饮酒习惯遥
表 2显示了 OLS回归模型的结果遥 模型 1是没有独立变量的基准模型袁该模型显示院

年龄尧吸烟习惯尧饮酒习惯和经济状况与吸毒频率显著相关遥年龄较大受访者的吸毒频率显
著高于年轻者吸毒频率渊茁=0.267袁p<0.05冤袁从不吸烟的人吸毒频率显著高于现在或者之前
有吸烟习惯的人渊茁=-4.248袁p<0.05冤袁从不饮酒的人吸毒频率显著高于现在或者之前有饮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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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的人渊茁=-2.102袁p<0.1冤袁财务状况较好的人吸毒频率显著高于较差的人渊茁=1.365袁p<
0.01冤遥在模型 2中袁与文献综述预期一致袁家人渊茁=-10.05袁p<0.05冤或者其他人渊茁=-8.824袁p<
0.1冤来探望都能显著影响女性吸毒者的吸毒频率袁有这两类重要他人来探望的学员相对于
无人来探望的学员都有明显较低的吸毒频率遥 在模型 3中袁学员吸毒朋友的数量与吸毒频
率没有显著相关遥在模型 4中袁使用娱乐性药物与药物使用频率显著相关袁即使用娱乐性药
物使用者的吸毒频率显著低于其他毒品使用者渊茁=-10.83袁p<0.01冤遥

表2 OLS回归分析结果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与重要他人的连结

家人探望
-10.05** -11.11***
渊3.837冤 渊3.663冤

其他人探望
-8.824* -9.734**
渊4.652冤 渊4.424冤

差别接触

吸毒朋友数量
-0.104 -0.409
渊1.053冤 渊0.936冤

正常化
是否使用娱乐性

药物
-10.83*** -11.11***
渊1.907冤 渊1.885冤

吸毒目的
1.135 2.035

渊1.921冤 渊1.917冤
控制变量

年龄
0.267** 0.246** 0.279** 0.234** 0.227**
渊0.119冤 渊0.120冤 渊0.123冤 渊0.111冤 渊0.113冤

教育背景
0.161 0.0708 0.160 0.144 0.0785

渊0.574冤 渊0.567冤 渊0.589冤 渊0.528冤 渊0.527冤
社会经济地位

0.505 0.529 0.540 0.518 0.590
渊0.405冤 渊0.398冤 渊0.417冤 渊0.375冤 渊0.371冤

抽烟习惯
-4.248** -4.575*** -4.279** -4.699*** -5.299***
渊1.623冤 渊1.597冤 渊1.658冤 渊1.475冤 渊1.456冤

饮酒习惯
-2.102* -2.361** -2.065* -1.559 -1.696
渊1.135冤 渊1.117冤 渊1.180冤 渊1.082冤 渊1.074冤

吸毒之后多久开

始没钱购买毒品
1.365*** 1.355*** 1.403** 1.110** 1.096**
渊0.517冤 渊0.507冤 渊0.538冤 渊0.508冤 渊0.508冤

常量
-11.39* -2.023 13.57* -2.339 35.87***
渊6.480冤 渊7.481冤 渊7.814冤 渊6.239冤 渊8.450冤

R平方 0.167 0.216 0.169 0.376 0.443
注院括号中为标准误 *** p <0.01袁** p <0.05袁* p <0.1遥
在模型 5中袁所有的自变量都纳入分析模型袁结果显示袁与模型 2相比袁社会控制理

论的量度与吸毒频率显著相关渊茁=-11.11袁p<0.01袁茁=-9.734袁p<0.05冤遥 与模型 3分析结果
类似袁受访者吸毒朋友的数量与吸毒频率仍然没有显著相关遥 同时袁与模型 4相比袁测量
正常化的指标之一袁即是否使用娱乐性药物仍然符合我们的理论预期袁即与吸毒频率显
著相关渊茁=-11.88袁p<0.01冤遥三个控制变量与药物使用频率显著相关袁包括年龄尧吸烟习惯
和财务状况袁即年龄较大的受访者渊茁=0.227袁p<0.05冤尧从不抽烟的人渊茁=-5.299袁p<0.01冤
以及有更好的经济状况的人渊茁=1.096袁p<0.05冤往往有更高的吸毒频率遥 此外袁模型 5的
R-square为 0.443袁表明该模型在样本的吸毒频率高低方面具有非常好的解释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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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尧分析和讨论

根据从中国沿海省份女性强制隔离戒毒所收集的数据袁本研究基于犯罪学理论分析
了影响女性吸毒的相关因素遥 研究发现袁与重要他人的连结强度与女性吸毒频率呈显著
负相关袁使用娱乐性药物的吸毒者相对于其他吸毒者有更低的吸毒频率遥
本研究结果支持与社会控制理论相关的假设遥 在模型 2和模型 5中袁与无人探访的

学员相比袁有家人或者其他人来探访的女性吸毒者的吸毒频率较前者显著要低遥 这与现
有文献提供的研究结论是基本一致的袁即与重要他人之间的连结可以有效影响女性药物
滥用行为渊Kostelecky袁2005曰Snyder et al.袁2015曰Tyas 驭 Pederson袁1998冤遥在中国社会中袁人
们更倾向于被他们所在的社会关系网络所影响和控制袁这种压力和控制主要来自于家庭
成员渊Cheung 驭 Cheung袁2006冤遥 此外袁我们的社会常常鼓励甚至要求女性去扮演建立和
维护关系的角色以及承担起家庭的责任袁做一个好妻子尧好妈妈渊Steffensmeier 驭 Allan袁
1996冤遥在中国社会袁尤其对于女性来说袁吸毒仍然是一种被严重污名化的行为遥为了履行
其作为一个好妻子尧好母亲或者乖女儿的性别角色袁满足大家对自己的期望袁中国女性往
往会牺牲更多个人追求来保护家庭以及维持这些已有的情感纽带袁因此这些关系因素对
女性行为的影响或许更大渊Lo 驭 Zhong袁2006曰Rountree 驭 Warner袁1999冤遥
在对差别接触理论的检验中袁模型 3或模型 5中没有一个指标与女性的药物使用频

率显著相关袁这或许表明女性在吸毒时更具独立性遥 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使得自由
意志和个人经历在年轻都市人的选择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遥他们受外部影响
的影响较小遥换句话说袁对于今天的中国女性来说袁吸毒同伴没有像以前那样具有影响力
渊Lin 驭 Zhang袁2014冤遥 同时袁一项探究中国吸毒者对冰毒危害的主观感知的研究发现袁受
访者常常提及野他们关注药品的成瘾性袁不会接触高成瘾性的毒品冶渊Kellyetal袁2014冤遥 研
究中国冰毒使用者的另一项研究发现袁大多数使用者渊69豫冤表示他们不相信吸冰毒会导
致成瘾遥 基于这两个方面的原因袁年轻的合成吸毒者将吸毒作为野风险可控冶的理性娱乐
选择袁或许就可以理解了渊Kellyetal.袁2014冤遥
对于本研究检验的正常化理论袁那些使用娱乐性毒品的人吸毒频率较低袁因为娱乐

性药物多为新型毒品袁这种毒品的身体成瘾性要远低于海洛因等传统毒品渊Nutt袁King袁&
Phillips袁2010冤遥 与吸食海洛因等传统毒品的吸毒者相比袁新型毒品使用者一般情况下不
需要定时使用毒品以防止戒断反应出现渊Kelly et al.袁2014冤遥 因此袁他们容易自我感觉对
毒品尚有控制感袁而不是完全由毒品控制遥然而袁中国文化较西方文化对吸毒行为的污名
化更为严重袁对于生活在集体主义社会中的中国人来说袁吸毒并不仅仅是基于自由意志尧
追求快乐幸福的个人选择袁而是一种为家人所不齿尧为社会所唾弃的行为遥尽管近一半的
受访者渊43豫冤表明他们吸毒是为了娱乐袁但该指标与其吸毒频率并无显著相关遥
基于本研究结果袁戒毒康复工作者在日后可考虑更多关注女性吸毒者的重要社会连结袁

包括与家人尧亲密伴侣和朋友之间的关系袁协助她们在戒毒康复的过程中建立尧修复或者改
善支持性社会关系袁以帮助她们更好地戒断和重归社会遥另外袁随着社会的发展袁越来越多的
人认为是否吸毒是个人选择袁而且毒品危害是可控的袁针对这种情况袁我们需要更多的科学
研究去探索毒品对生理和心理健康的影响袁为制定更科学合理的政策提供智力支持遥

四尧本研究的局限和展望

因为这项研究是在女性强制隔离戒毒所进行的袁受抽样方法和样本量的限制袁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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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结论不能在更广泛的研究群体当中推广遥
这里使用的正常化理论的测量指标可能不足以呈现理论的每个方面遥未来研究应该

采纳更加全面和严谨的测量指标袁例如袁最好可以测量该理论的五个关键维度袁即娱乐性
药物的可得性尧尝试吸毒尧持续吸毒尧对娱乐性药物使用的宽容态度和文化接纳渊Parker et
al.袁2002冤遥
犯罪与越轨行为中的性别差异在犯罪学研究中始终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遥如果以后

的研究可以同时招募男性和女性吸毒者作为研究对象袁这在解释吸毒行为的性别差异方面
将会非常有力遥 因此袁我们期待有更多的学者对中国的物质滥用进行性别差异的研究遥
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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