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减少毒品需求。

应继续坚持以三项禁毒公约为基础,以综合平衡的战略

应对世界毒品问题,坚持减少需求与减少供应并重。在减少

需求方面,应 高度重视卫生、教育和执法机关通力合作,加

强预防、戒吸、治疗、康复和回归社会工作,从个人、家庭、

社区各个层面遏制毒害。

(一 )重视毒品预防

1、 要高度重视毒品预防的重要性,将预防吸毒作为国

家禁毒战略的重要部分,使公众认识到毒品危害,远离毒品,

从源头上减少吸毒人群。中国坚持
“
预防为主,综 合治理

”

的理念。《禁毒法》规定,采取各种形式开展全民禁毒教育 ,

普及禁毒意识,提高公民自觉抵制毒品的能力。中国建立了

由各级政府多个部门共管、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全民毒品预

防教育工作体系,把毒品预防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

部分,在全社会营造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禁毒氛围。

2、 针对高风险人群有的放矢地开展预防教育,使其广

泛认识到毒品的危害。应将青少年作为预防重点。中国吸毒

人员以青年为主,其 中 1835岁 的群体 占到了 60。 GO0。 为了

避免和减少青年人沾染毒品,中 国重点针对青少年等开展毒

品预防教育,实现普通中小学校、职业学校和大学毒品预防

教育全覆盖。目前,仅 ⒛16年就在全国 90%以 上的学校开展

了毒品预防教育,l,21亿名学生接受了禁毒专题教育。中国

还建立学校、家庭和社区毒品预防教育衔接机制,普及家庭

防毒知识,强化社区禁毒宣传教育。同时,有针对性地对涉



毒高危行业从业人员开展毒品预防教育,在重点地区广泛开

展禁种毒品原植物宣传教育。

3、 要创新预防教育手段,既扩大受众覆盖面,又提升

教育效果。中国重视预防教育的手段创新,仅在 ~9O15年 就

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禁毒宣传活动 l万 多场次,同 时结合网

络时代的特点,积极利用互联网、新媒体,开展毒品预防。

中国禁毒网日均访问量达 300多 万次, “
中国禁毒

”
微信平

台订阅用户达 270万人,禁毒手机报每周固定发送信息 1200

万人次,公众禁毒意识不断增强。

(二 )治疗康复

1.要 制定完善的治疗康复策略,积极落实
“
以人为本、

科学戒毒、综合矫治、关怀救助
”

的戒毒康复理念。中国制

定禁毒法、戒毒条例、强制戒毒所管理办法法律法规,初步

形成了集生理脱毒、身心康复、灬回归社会功能于一体的戒毒

工作模式,自 愿戒毒、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和社区康复

有机组合衔接的戒毒措施网,取得良好效果。

2、 积极探索科学有效的戒毒康复模式,构建戒毒治疗、

康复指导、救助服务相结合的戒毒工作体系。注重从教育挽

救、减少需求等角度综合推进戒毒治疗等措施,加强戒毒康

复人员就业帮扶和社会保障,加强吸毒人员艾滋病防治,加

强跟踪管理和行为干预。截止目前,中 国已建立社区戒毒社

区康复工作机构 2.7万个,配各专职社工 2.7万名,兼职社

工 5。 l万名,全 国现有的 237万名吸毒人员中戒断 3年未复

吸人员达到 127.2万名。



3、 自愿戒毒和强制戒毒相结合。中国大力加强自愿戒

毒工作,鼓励吸毒人员主动登记。科学规划和发展自愿戒毒、

戒毒药物维持治疗,扩大其覆盖面,鼓励探索、实践更具人

性化、更少强制性的戒毒康复措施,提高戒毒实效。根据法

律规定,中 国对吸毒人员优先适用社区戒毒,同 时,对吸毒

成瘾严重、不适宜社区戒毒、拒绝接受社区戒毒的、在社区

戒毒期间吸食注射毒品的、严重违反社区戒毒协议的以及经

戒毒后再次吸食注射毒品的人员采取强制戒毒措施。中国注

重规范强制隔离戒毒工作,提升戒毒场所管理水平和医疗条

件,从教育挽救、治病救人角度综合推进戒毒治疗等措施。

4、 保障人权。中国主张,吸毒人员既是违法者,同 时

也是受害者和病人 ,需 要政府、社会、家庭和公众的广泛关

注和爱护。同时,吸毒人员作为公民,基本权利不受侵犯。

禁毒法和戒毒条例保护戒毒人员的人格尊严、通信自由和通

信秘密,并保证其在入学、就业、享受社会保障等方面不受

歧视,防止对吸毒人员标签化、污名化。同时,中 方认为必

须平衡、全面地理解对吸毒人员的人权保障,反对借推行
“
吸

毒者减害措施
”,放任吸毒和变相毒品合法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