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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ffective prevention of drug abuse requires the public’s right perception of drug harms. For 
this purpose, media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guiding public’s attitude and behavior. This paper, 
drawing upon the methods of media and discourse analysis, with a reference to China Drug Report 
in 2015, does a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on the drug news data of September1 2013 to 
August 31 2014 in China’s media. It aims to reveal the relationships of reality, policy agenda and 
media agenda in terms of drug issues. The findings are that though real world index shows the 
drug issue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serious issues China faces, the government has raised the 
drug issue to the level of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however, the media agenda has not adequately 
represented the drug issue. That is, there are more representations of drug as a war and more 
eye-attracting drug-related stories, but less medical, legal and humanistic representations. 
Therefore, the paper offers suggestions for the media’s drug education and drug discourse repre-
sentation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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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有效预防吸毒行为，首先应该帮助公众树立对毒品危害性的正确认知，媒体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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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传播学和话语分析理论，对2013年9月1日至2014年8月31日这一年间中国各类媒体对毒品议题的

报道进行定性、定量以及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虽然真实世界里的毒品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的重大社会问

题，中国政府也把禁毒工作首次纳入国家安全战略体系，但是，媒体议程设置却欠协调，把毒品议题表

征为重大社会问题时存在偏失，毒品作为战争话语、涉毒个案猎奇叙述较多，而医学、法学、人文话语

表征不足，媒体宣传和干预有待进一步改善，基于此，本文对我国毒品治理工作中的媒体宣传策略及其

毒品话语表征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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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毒品对个体身心健康、国家安全、社会稳定构成了现实的威胁，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2015 年

我国政府首次对外发布《中国毒品形势报告》，报告显示中国毒品滥用的诸多特征：国内登记在册吸毒人

员数量持续增长，吸毒人员低龄化、多元化趋势明显，毒品种类多样化特点突出，毒品滥用结构发生深刻

变化，毒品的社会危害日益严重。为应对毒品的蔓延，2014 年 6 月 25 日，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中央第一

次发布《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禁毒工作的意见》，将禁毒工作首次纳入国家安全战略体系。政府的政

策和举措证明毒品议题已经引起了国家高层的高度关注，构成了重大社会问题，进入了政策议程。 
国内外对毒品问题研究主要涉及法学、犯罪学、经济学、临床医学、毒理学、化学、精神病学、心

理学、社会学、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并从吸毒者群体等角度展开。如王焕丽[1]，韩丹[2]，张勇安[3]，
林少真[4]，袁楠[5]。在国外，相关文献比较广泛丰富和多元化，如施罗德(Schroeder) [6]，布兰克哇等

(Belackova et al.) [7]，赫斯(Hughes, Lancaster & Spicer) [8]等从媒体话语的角度展示了毒品问题与大众传

播的关系。相对而言，国外学者对毒品问题的传播学研究更加广泛、深入，国内研究缺乏系统性、深度

与广度。基于此，本文以 2013 年 9 月 1 日至 2014 年 8 月 31 日时间段内国内主流和非主流媒体对毒品议

题的报道为语料，通过定性、定量以及实证统计分析媒体报道的语言和内容特征，研究结果一定程度上

为政府部门提供可借鉴的理论支撑，为媒体今后报道毒品议题，进而有效干预提供建议，为中国政府戒

毒决策和宣传教育提供参考。 

2. 中国媒体的毒品话语分析 

新闻媒体影响我们头脑中的图像[9]，这种个体与媒体的互动引导人们关注世界的某些方面，从而构

筑自己的个人现实，可恩(Cohen) [10]指出，媒体不仅仅是新闻和观点的一个提供者，媒体不能告诉你怎

么想，但却可以告诉你想什么。因此，媒体成为建构公共话语和认知的主要渠道，具有符号性、建构性，

媒体所生产的话语或符号系统越来越多地影响着人们对现实的判断，被媒体包围的人们越来越倾向于接

受媒体事实，包括媒体为他们设定的个体或群体的种种形象，并以此指导自己的日常言语行为。受众是

通过某个议题在媒体上的曝光频率来判断该问题的相对重要性的，很多社会问题的解决常可以从有的有

计划地调整媒体传播的内容开始，对传播内容进行分析是一种反馈，可供传受双方回顾、总结和反思。

有效地预防和矫治青少年的吸毒行为必须首先改变他们的认知，媒体报道对认识当今毒品问题的严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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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因为媒体报道是公众认知毒品问题的重要渠道，揭示公众对毒品问题的关注程

度，同时也形塑着国家的毒品治理政策。国家禁毒委的一项调查表明，高达 89%的受访者是通过媒体获

得相关毒品知识的[11]。 
本文以“毒品”“吸毒”“禁毒”“戒毒”“贩毒”“海洛因”“鸦片”“冰毒”“摇头丸”“K

粉”等为关键词，以 2013 年 9 月 1 日至 2014 年 8 月 31 日为时间段，在网络和报刊全文数据库中进行标

题检索，剔除重复的、与毒品议题不相关的，共得到 760 篇文章，共计 120 余万字，涉及《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解放日报》《法制日报》、人民网、中国新闻网、新华网等主流媒体，

以及《北京日报》《新京报》《新民晚报》《新闻晨报》《羊城晚报》《南方日报》《广州日报》、齐

鲁网、荆楚网、云南网等地方性报刊网络媒体。本文从报道话(主)题和频率、消息来源、报道语气和模式

等方面进行话语分析，从而得到相关议题的报道数量和传播内容的倾向性。 

2.1. 媒体报道的话题、主题和频率 

基于语料，报道按主题可分为：打击贩毒的行动，宣传教育，政策会议，毒品防治措施，官方信息

发布，涉毒个案，关爱个案，评论呼吁以及国际合作(见图 1)。 
图 1 显示，从报道主题和类型看，打击毒品犯罪类的新闻最多，占 43%，报道突出了打击毒品犯罪

的时间性，对事件叙述精确到分钟，故事情节起伏；同时提供大量禁毒成果，如被查获的毒品数量、毒

资以及涉毒人员，话语数字化，把现实中的毒品刻画成严重危及社会安全的问题，阐释了公众对毒品犯

罪行为的恐惧以及对毒品犯罪作为一个社会问题的关注程度，突显了典型的政府和官方话语：毒品的危

害是其成瘾性，对家庭和社会造成的悲剧性后果。涉毒个体报道也相当突出，主要是青少年、女性、明

星等群体，而明星吸毒成为 2014 年媒体关注的焦点，演艺圈成反面“教育样板”。毒品个案报道注重细

节，集中于吸毒的事实层面，淡化了吸毒的深层次原因，或者将其根源简单地归因为好奇、被诱惑。宣

传教育以及官方信息发布力度不太大，政策法规介绍不够多，只占 7%，评论呼吁占 6%，大多来自主流

权威媒体。有关毒品会议政策的报道占 3%，其中领导发言多，标题概括性强,体现国家对毒品犯罪进行

高压严打的主导思想，而毒品防治之类的科普知识比例偏低，仅占 2%，纪实报道、人物访谈、缉毒先锋

之类有利于加强公众对毒品感性认知的报道也较少。地方媒体、非主流媒体主要以涉毒的戏剧性叙事为

主，吸引受众眼球的报道较多，而有关毒品预防、治疗的科学知识、吸毒者的生存状况等鲜有提及。 
另一个特点是，把毒品问题作为全球性问题来呈现，对受毒品影响的群体描绘也转向全球视野。互

联网、物流业对毒品问题造成较大影响，毒品销售日趋网络化，跨境跨区域贩毒和互联网涉毒加剧。毒

品问题作为非传统安全问题，其解决需要国际社会通力合作，报道涉及俄罗斯、芬兰、法国、德国、澳

大利亚、多米尼加、英国、阿曼、秘鲁、牙买加、哥伦比亚、墨西哥、日本、斯里兰卡、越南、港澳台

等。报道内容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贩毒、破获毒品案件有关，技术领域的国际合作以及其他国家毒品治

理经验的报道很少，对禁毒国际合作水平和实效介绍罕见。 

2.2. 媒体报道的消息来源 

消息来源指当引用他人的观点或评论时，报道者通常交代被转述话语的来源即话语发出者。消息来

源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媒体报道立场和倾向性。本文语料显示，毒品报道的确切消息来源主要有政

府机构、执法部门、戒毒所工作者、医疗人员或研究专家、记者或媒体、非政府组织、吸毒者或其家属

等，但其分布频次有差异(见图 2)。 
从图 2 可知，中国媒体对于毒品议题的解读很大程度上以官员和各类政府组织、执法部门作为信息

来源。执法部门作为最主要的消息来源说明媒体把毒品议题作为法制新闻来报道，禁毒的宗旨是维护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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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number of drug reports by Chinese media 
图 1. 中国媒体的毒品报道篇数统计 

 

 
Figure 2. The distribution of news sources 
图 2. 消息来源分布 

 

会治安和稳定；而官员和各类政府组织对于社会议题拥有更多的资源和信息，这与全世界主流媒体在报

道重要社会议题上的通常做法一致，能够增强报道的可信度、权威性和科学性。禁毒专家介入毒品问题

的报道不多。来自医疗机构、医务人员、涉毒主体的声音相对弱小。吸毒者家属如友人、父母等的声音

比较微弱。在报道明星吸毒时，很少有明星本人的声音，大多是媒体在替他们发声，或者是明星的经纪

人在发布评论。报道中有许多不确切的消息来源，如：当局称、警方说、消息称、据悉、公安部有关负

责人表示，等等。 

2.3. 报道语气和模式 

媒体使用的语言会影响人们对一个议题重要程度的感知，报道语气是其中一个因素，通过语言选择

如正面、中性、负面的词汇来实现，显示媒体对事件的态度。中国媒体在报道毒品议题时语气趋于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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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侧重对社会治安的维护，吸毒者被刻画为鬼相、悲剧人物，给吸毒人员的标签有：瘾君子、HIV
携带者、挥霍无度的泡吧族，以不明身份称呼，如“姓 + 某”或男子、女子、农妇、黄姓女子(黄女)或
用化名；涉毒者被表征为：违法分子、犯罪嫌疑人、运送毒品的马仔、同伙、贩毒团伙、干起了运输毒

品的勾当、踏上不归路、绝路。报道涉毒经历时倾向于使用耸人听闻、煽情性的标题，刺激性的字眼，

以及悲情叙事方式，极力渲染吸毒者的种种犯罪行为和悲惨遭遇，丑化吸毒者形象，表征吸毒的罪恶感。 
语气严肃也是报道的主要特征之一，体现为“毒品治理是一场人民战争”的隐喻。警方加大了对制

造、贩卖和吸食毒品人员的打击力度，媒体也顺应这一现实，把打击毒品犯罪隐喻为一场人民战争，报

道中充斥着战争的气息，生产了一种毒品作为严重社会问题的话语。使用频率较高的战争领域的词汇有：

破获、查获、缴获、打击、抓、端掉、摧毁、捣毁、大案、落网、逃窜、团伙、武装贩毒、攻坚战役、

雷霆扫毒专项行动、清剿。 
报道官方禁毒行动时模式比较单一，话语雷同、程式化，如对打击毒品犯罪行动的报道模式为：在

上级部门的领导下，专案民警辗转各地，经过艰苦努力，最终破获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缴获大量毒

品。常常使用政治化、口号式的宣传，如：“进一步严厉打击毒品犯罪活动，制止毒品泛滥，保护公民

身心健康，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将禁毒工作推向深入(《光明日报》(2014
年 6 月 6 日)、将打击毒品犯罪进行到底(《光明日报》2014 年 6 月 27 日)、再难也要遏制毒品泛滥的势

头(2014 年 6 月 27 日《北京青年报》)、坚决遏制毒品问题蔓延势头(《新华社》2014 年 6 月 26 日)。 

3. 媒体报道的综合分析：问题与对策 

以上分析显示，中国媒体把毒品问题构建成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重大问题，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真实

世界情况，但这种报道有不足之处，下面我们也将从三个方面探讨中国媒体对毒品议题的话语建构存在

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3.1. 对吸毒群体的三重身份认识不足 

“吸毒人员，虽然他也是违法者，但是，他还是受害者，还是一个病人”(中央电视台《面对面》2004
年 6 月 27 日)，2006 年《禁毒法》草案将吸毒人员定义为病人、违法者和受害者，原则上规定社会不能

歧视吸毒人员，而要关爱他们，帮助他们。 
但事实上，在“禁毒是一场战争”的隐喻里，媒体往往突出吸毒者作为违法者、社会治安破坏者的

身份，将吸毒群体和犯罪群体划上等号，强调吸毒对他人、家庭及社会的危害，并对其进行打击和批判，

吸毒群体常常被标签化、污名化、恶魔化，报道倾向于吸毒者的生理症状，他们成为不负责任的典型，

构建了一个另类的“他者”形象。吸毒者作为弱势群体，遭受较为严重的社会歧视，吸毒者或其家属几

乎没有“话语权”。吸毒是一种需要医学、伦理、法律诸多方面共同参与和全社会共同重视的“社会病”，

媒体有责任消除对吸毒群体的偏见、排斥和污名效应，关注吸毒群体的社会现实和心理需要，对吸毒者

权利予以保护，在报道时调整报道焦点，提供人文关怀的氛围，让戒毒人员回归社会。 

3.2. 毒品的医学、法学话语表征不足 

从医学科学话语角度看，报道中对毒品的分类及其药理特征描写不清楚，似乎每个吸毒者的成瘾和

症状都一样。毒品问题有其内在的系统复杂性，在报道中有诸多信息不对称现象，如关于毒品原料种植、

制毒的报道少，关于刑罚的多，如何减少毒品危害的报道少。“冰毒”“海洛因”成为毒品的代名词，

而对大麻、新型毒品报道频率偏低，没有形成报道的常态化，对其批判性态度远远不够。公众对新型毒

品的认识依然停留在“软性毒品”这一层面，新型毒品对人的危害未得到强调。对于成瘾问题存在不确

定性，成瘾解释未按照医学话语，而是行政解释，这说明当前的医学成瘾话语是依附于管理者成瘾话语，

 
19 



唐青叶 
 

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科学体系，而管理者的成瘾话语依据的仍然是过去政策的路径，以鸦片类毒品的成

瘾标准进行宣传和治理[12]。 
毒品的医学话语表征不足也表现在对毒品的成瘾性宣传不够，云南警官学院禁毒学院教授昂钰指出，

有六成多的被调查者认为合成毒品不是毒品，没有成瘾性。这种错误认识不改变，滥用合成毒品问题快

速上升的势头就难以遏制。中国媒体对这类新型毒品的介绍较少，没有有效地抓住毒品话语解释权，所

以有必要大力宣传不同类型毒品的危害，切实增强全社会识毒、防毒、拒毒意识，构建毒品的科学话语

体系。 
毒品的科学话语表征不足还体现在毒品名称表述不科学、不规范，尤以新类型、混合型毒品的名称

表述最为突出。规范表述毒品名称，既是促进毒品犯罪案件办理工作规范化的客观要求，也是准确认定

毒品性质、依法准确定罪量刑的基础。部分毒品的俗称与专业名称交替使用，从科学性角度看，应优先

以刑法、司法解释及相关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毒品名称为表述依据。如：“神仙水”常见在报道中，但由

于该称谓本身不具有代表性，随意使用该俗称会导致同一毒品名称在不同案件中指代的毒品成分不同，

故应当根据该类毒品的主要毒品成分和具体形态确定名称(《人民法院报》2014 年 9 月 17 日)。 
另外，对制毒、贩毒、吸毒的违法性报道不足。我国刑法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的第七节

规定了毒品犯罪：涉及“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非法持有毒品罪”“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

“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毒赃罪”等多个罪名，并对毒品的范围、数量的计算原则、刑罚、再犯等作

出明确规定，涵盖毒品从生产到流通的各个环节。在诸多毒品犯罪的报道中大量使用“落入法网”“被

批捕”“被抓”“被拘”“行政拘留”“刑事拘留”等法律词汇，但对这些涉毒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

等法律知识很少做普及性介绍，报道中没有提供任何“行政拘留”“刑事拘留”标准的知识，法制话语

处于“不在场”状态，因此媒体在报道相关毒品案件时有必要从法学角度加强对吸毒成瘾和毒品犯罪后

果的宣传，抓住这一给警示公众远离毒品的绝好时机。 

3.3. 个案报道猎奇，禁毒宣传存在误区 

要想成功地达成预防目的，生动的叙述、让人认同的典型故事最有效果，而媒体报道毒品问题时有

吸引眼球之嫌，大量报道吸毒者耸人听闻的故事，毛骨悚然的悲惨经历，而他们接触毒品的途径、走向

深渊的历程却较少提及，报道常用贬义词，如：诱惑、折磨、自寻绝路、滋生、逃遁、触目谅心、摧残、

家破人亡、败坏、腐烛，这种话语折射社会对吸毒群体的排斥态度，社会压力会增加戒毒者的心理压力，

宽容的社会、宽容的文化会有益于毒品问题的防治，有必要加强涉毒原因、细节、证据和深层次的解释，

强化公众教育。 
媒体在进行禁毒宣传教育时存在一定的盲区、误区和模糊性，没有充分区分新型毒品与传统毒品的

药理特性及其危害性，公众难以识别其引发的不同生理危害。在实际报道中，海洛因就是毒品的同义词，

常常以“好奇心”来作为青少年吸毒的托辞。我国已有省级禁毒教育基地 20 多所、禁毒社会组织 700 多

个、禁毒志愿者 100 多万名(《新京报》2014 年 6 月 26 日)，但这些组织和个人的媒体曝光率较低，很多

报道虽然冠以禁毒宣传的标题，但非常抽象笼统，简短空洞，缺乏具体内容，可操作性和指导性不够，

很难起到实质性的教育效果，所以有必要切实加强媒体干预和提升媒体宣传策略，把毒品教育作为一种

常态。 

4. 结束语 

毒品问题的媒体报道研究对我们认识毒品问题的严峻性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文研究发现，媒体

把毒品问题表征为重大社会问题，回应了国家层面把毒品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考量，但话语建构策略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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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足之处，如医学和法学话语表征不足，对吸毒群体形象刻画带有偏见，个案报道猎奇，对涉毒群体

和毒品类型的识别存在一定的模糊性，毒品教育话语口号化、程式化，往往基于社会稳定和治安秩序的

需要，缺乏足够的人文关怀和全社会行动。本文指出，媒体对毒品议题的报道需加强学者与政策制定者、

实践工作者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强化医学和法律话语，大力宣传毒品防治知识,帮助受众了解毒品，认识

毒品的危害，正确看待吸毒者，深刻剖析娱乐性毒品以及中国毒品文化的根源，倡导一种积极健康的消

费文化，从源头开展毒品治理。同时，在毒品问题加速扩散的大背景下，中国的毒品治理需要更多国际

合作，研究和关注其他国家的毒品形势，有助于预判中国的毒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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