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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性交易的分析与预警

潘 绥 铭

根据对桂林
、

厂 州
、

海 口 3 不 市 区常仕
,

与普 住 牛
、 、 了 的 细样侧查

.

本 又 确定 了急

人口 中自报投入过性交 易者的发生率
,

显然比依据 公 呀邓 门 的抓 获数 来沽计更为精

确
。

本文在分别对购买与出售做出相关分析后
,

对性交 易为 娜模做 出 3 种简
一

单预侧
,

然后又 运用逐步判别分析
,

制定判别模型
,

以便买际 工 炸部 门使咐
。

本 丈最 后提出性

交易的警报标准与预警标准
。

作者
:

潘绥铭
,

男
,

1 9 5 0 年生
,

中国尸
\

民大学性社 公学研 冤所副教授
。

严厉打击卖淫缥娟活动
,

是我国当前社会管理工作中的一项重要 内容
。

在各方面的努力

下
,

这一工作无疑已经取得巨大成果
。

但是也出现 了一个
“

怪圈
” -

一在某时期或某地区之内
,

打击得越是严厉
,

抓获的卖淫漂娟人员就越多
,

给人的印象就越像是丑恶现象在不断剧增
。

反

过来
,

越是管理松驰的时期和地区
,

丑恶现象倒似乎越少
。

结果
,

许多社会管理者和政策执行者

不得不对上级搞
“

数字捉迷藏
” 。

当
_

L级要求
“

严打
”

时
,

就把战果报上去
,

当上级考评政绩或整

体社会环境时
,

又把战果秘而不宣
。

因最南方的 H 省
,

由于有一种 口碑
“
到 了 H 省才知道 自己

身体不好
” ,

因此有关领 导者不得不费尽心机
,

对同一个战果数字做 出不同的解释
。

如果有人说

政府打击不力
,

当地领导会答辩
:

我 们一年就抓到 2 千多
,

怎么不 力? 若是有人抱怨暗娟太多
,

又可以答道
:

其实并非如此
,

因为一年只抓到 2 干多
。

这种额外的精神负担会使不少社会管理

者产生认识上的偏差
,

似乎为了维护本地区的形象
,

必须对战果数字
,

甚至对整个禁娟工作
,

进

行人为的
“
宏观调控

” 。

这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绝不是 个别的
。

它有多 方面的原 因
,

但其中重要的一条就

是
:

缺乏一种对社会总体的考评标准
,

只好运用抓获的绝对数
,

结果就像在计划生育工作中一

样
,

容易造成
“

鞭打快牛
”

和
“

偷懒得利
” 。

其实对于任何一级社会管理来说
,

重要的并不是本地 区
、

本时期抓获了多少卖淫缥娟 人

员
,

而是在总人口当中
,

已经有多少人涉足其中
,

还有多少 人可能去涉足
,

以及因为什么
。

只有

了解这一基本情况
,

才有可能做好预防和综合治理的工作
,

才能使
“

严打
”

真正见长效
。

为此
,

本文在调查数据的基础
_

匕试图提出对总 人口 中卖淫缥婚的可能性 (风险 )的预警标

准
,

以利于社会管理工作的科学化
。

一
、

研究设计 与样本情况

本项研究的核心提 问是
: “

有些人为了跟夫妻之 外的人过性生活
,

给过对方钱财或者较贵

重的礼物
。

您呢 ?
”

备选答案是
: “ 1

.

想过
,

但没有试过 2
.

试过
.

但没 有真的那样做
。

3
.

做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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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没做过也没有想过
。 ”

与此相应的是关于
“

因此获得过
”

的另一道题
,

备选答案相同
。

这两类行为与人们通常说的
“

卖淫漂娟
”

是不同的
。

它们指的是买卖性交机会的实际行 为
,

而不是漂客与暗娟的社会身份
,

因此可能包括着婚前性交与婚外恋当中的
“

性交易
”

行为
。

任何

非婚性交易是不是都该算做买淫和卖淫
,

我无权做出司法解释
,

但可以肯定的是
:

非婚性交易

涵盖着典型的卖淫漂娟
。

如果我们能够弄清楚性交易的实况和风险
,

对打击和预 防漂娟卖淫无

疑更为有利
,

认识也更为深刻
。

本项研究的基本假设是
:

把买卖性交机会看做是当事人在具体社会环境中的一种理性行

为
,

一种权衡与选择的过程与结果
。

因此本项研究继续假设
:

在买卖性交机会的选择过程中
,

当事人的动机
、

风险意识
、

客观条

件和外界制约是最主要的相关因素
。

当然
,

对方的反应也同样重要
,

但目前我们还不可能同时

调查双方
,

因此只好暂时舍弃这一因素
。

在问卷中
,

上述假设具体化为 6大类 41 项指标
。

数据分析分为两步
,

首先用 IA (C 赤池信

息量标准 )压缩列联表的方法
,

探索各种解释变量 (假设相关因素 )与 目标变量 (前述的核心提

问 )之间的各种相关关系以及它们在相关程度上的排序
;
然后构建逐步判别分析的模型

。

经代

入检验后
,

就可以把这个判别模型应用于其他地区
,

实现对于买卖性交机会的预警
。

本项研究以广州
、

海 口和桂林的市区总人 口为调查总体
,

按照区
、

街道
、

居委会进行三级分

层抽样
,

然后将封闭式问卷直接送到住户
。

事先已准备好寄回的信封 (带地址 )和邮票
,

请应答

者填好后寄回
。

采用这种调查方法是因为中国人普遍认为
,

几乎与性有关的一切都是
“
不可言传

”

的
,

尤其

是性交易行为
,

极不可能在任何形式的访谈中说出口
。

目前的方法可以尽量提高保密程度和调

查双方的隔离程度
。 ·

这可能会降低回收率
,

但测谎检验证明
,

它可以提高真实度
。

笔者此前曾

6次运用此种方法
,

回答的逻辑一致率都极高
。

此外
,

问卷中有意省略了虽重要却敏感的性行

为问题
,

免得
“
问得越深

,

回答越不真实
” 。

在广州市区发送 1 18 2份
,

有效回收 23
.

3%
。

海 口发送 9 71 份
,

有效回收 27
.

8%
。

桂林发

送 9 23 份
,

有效回收 37
.

5写
。

总回收率为 29
.

0%
,

总样本 8 91 份
。

在应答者中男性占 5 6
.

6%
,

女性占 43
.

4%
。

平均年龄为 34
.

6 岁
,

标准差 1 0
.

6 岁
。

其中在

婚者占 68
.

7%
,

单身者 27
.

0%
,

未婚同居者 4
.

3%
。

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占 1 7
.

3%
,

高中者

31
.

8写
,

大专者 25
.

0%
,

大学或更高者占 25
.

9 %
。

在阶层方面
,

工人占 1 6
.

7 %
,

职员 33
.

7%
,

科

级以上干部 21
.

1肠
,

专业人员 15
.

。%
,

其他职业或无业的 13
.

5%
。

显然
,

较年轻
、

社会层次较

高的人
,

应答的积极性也更高些
。

二
、

性交易的自报发生率

问卷中设置了想过
、

试过
、

做过这三类选择
。

由于
“

做过
”

是核心指标
,

因此设置了两种测谎

措施
。

结果
,

在购买性交机会方面
,

重复回答的一致率为 98
.

1%
,

逻辑检验一致率为 100 %
。

在

出售方面
,

两种检验的一致率都是 95
.

5%
,

即只有一人谎答
。

对
“

做过
”

进行修正后
,

便可以得

出本次样本中自报的性交易发生率 (表 l)
。

娜

这里需要说明
,

以下各类分析都是依据样本中的发生率
。

但是笔者在撰写传播面更广的通

俗文章时
,

考虑到一般读者很容易把样本中的发生率误认是总人 口的发生率
,

容易夸大性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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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率
,

因此总是 用回收率和抽样偏差进行再次修正
,

然后公布一些可以代表总人 口 的
、

最低

限度的发生率数据
。

它们显然比本报告中的数据要低得多
。

表 l 样本中性交易的自报发生率 ( % )

行行 为为 城 市市 想 过过 试 过过 做 过过 合 计计

购购买买 桂林林 1 0
.

444 l
,

444 0
.

888 12
.

666

广广广州州 1 0
.

222 4 444 5
.

000 1 9
.

666

海海海 口口 1 3
.

000 5
.

999 1 2
.

777 3 1
.

666

合合合计
::: 1 1

.

111 3 777 5
.

777 2 0
.

555

出出售售 桂林林 5
.

555 0
.

666 1
.

444

…
7

.

555

广广广州州 1 0
.

222 1
.

888 3
.

555 14
.

555

海海海口口 5
.

999 4
.

111 2
,

555 1 2
.

555

合合合计
:::

7
.

111 2
,

000 2
.

444 1 1
.

555

在总样本中
,

有 1
.

6%的人是既购买过 又出售过
,

而且出售更容易带来购买 ( 63
.

6% )而不

是相反 ( 2 6
.

9% ) (显著度 = 0
.

0 0 0 0 )
。

这些数据的含义是惊人的
。

首先
,

本次调查并没有涵盖短期流动人 口
,

而一般认为他们从事性交易的概率可能会高于

常住人 口和登记过的暂住人 口
。

有一佐证
: 19 9 2 年在广州市正规 医院治疗过性病的人里

,

有

41
.

5%是外地人
,

①还不包括那些 回外地去看病者
。

但是据 《广州市 19 9 0 年人口普查资料 》
,

外

来人口只占 7
.

9%
。

两者相比较
,

总人 口的性交易发生率至少应该再加一倍
。

其次
,

即使考虑到抽样误差和应答率
,

性交易者的绝对人数也是十分惊人的
:

仅从买者来

看
,

桂林约有 13 0 0 人
,

广州约 9 万人
,

海 口约 2 万人
。

如果这些人并非只买过一次
,

那么性交易

的绝对数量就更惊人了
。

此外
,

在各城市中
,

购买者与出售者的人数都不一致
。

这可能出于 3 种原因
:

一是一个人可

以向多个人 出售
;二是出售者可能更多地属于短期流动人 口

,

本调查无法涵盖
;
三是人们通常

认为出售比购买更可耻
,

因此不愿承认
。

此外
,

3 城市的出售情况的差异并不是很大 (显著度一

0
.

0 0 43 )
,

可能也是出于这 3种原因
。

需要强调的是
,

本文一切数据都是 自愿报告的发生率
,

因此必然只是真实情况的最低限
。

三
、

对性购买的相关分析

( 由于本文旨在预警
,

因此以下的相关分析中
,

目标变量都是所有想过
、

试过和做过的人
,

即表 1 中的最右一栏的合计数
。

)

(一 )双因素分析

在所有 41 项指标中
,

可能购买与可能 出售 之间呈现最强 烈的相关
。

可 能购买者 中有

41
.

8写也可能出售
,

而可能出售者有 74
.

8%也可能购买 (卡方 ~ 2例
.

4
,

显著度一 0
.

0 0 00 )
。

这

① 《性病防治资料汇编 》 ,

17 3 页
,

卫生部卫生 防疫司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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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说明买和卖的意愿很容易同时出现
,

而且说明卖的可能更容易诱发买的可能
。

排在第二位的相关因素是性别
。

可能购买者有 90
.

2 %是男性
,

或者说男性中有 32
.

9 %可

能购买
.

女性却只有 4
.

7 % ( 卡方 ~ 1 05
.

2
,

D F ~ 1
,

显著度 ~ 0
.

00 00 )
。

排在第三位的是非专一性行为的动机
。

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绝对不可以有非专一性行为

的人
,

在根本没想过购买的人里占 4 5
,

7 %
,

而在可能购买者中却只占 9
.

8% ( 卡方 一 1 08
.

2
,

D F

一 5
,

显著度一 0
.

0 00 0 )
,

这表明
:

非专一性性行为是买卖性交机会的客观基础
。

接
一

下来
,

人们的实践也证明 了这一点
。

排在第四位的是
:

到 目前为止
,

除了你的专偶 (包括

未婚同居的专
一

伴侣 )之外
,

是否还跟别人性交过
厂这样做过的人里有 40

.

3%的人可能购买性

交机会
,

而没这样做过的人里只有 10
.

8% (卡方一 1 03
.

4
,

D F 一 l
,

显著度一 0
.

0 0 00 )
。

排在第五位 的是
:

可能购买者有 2 3
.

3 %的人认为自己很 可能被传染上性病
,

而根本没想

过购买的人里只有 2
.

0% (卡方 ~ 1 1 0
.

5
,

D F 一 2
,

显著度一 0
.

00 0 0 )
。

这一方面说明政府的宣传

已经使人们把买性与性病联系在一起
,

但另 一方面也说明宣传的实效甚小
,

因为尽管明知 自己

得性病的风险很大
,

那些人却照样去想
,

去试
.

去做
。

(二 )全局分析

运用 A lc 分析
,

把所有 41 项指标都按其相关程度加以排序之后
,

便可以发现哪一类因素

群与买性的可能具有更高的相关
。

排在第 1位的因素群是人们的实践
。

除了上述双因素分析中的第 1 位和第 4 位高相关因

素外
,

在 19 9 3 年中是否有过非专一性行为排在第 7 位 ;
非专一伴侣是否减少排在第 8 位

。

接下来是人们对非专一性行为的认识
。

除了前述第三位因素外
,

是否觉得专一性行为很没

意思排在第 6 位
;
是否认为男人总是要不专一的

,

排在第 9 位
;
是否认为女人也是如此

,

排在第
11 位

;
是否觉得 目前的专偶不甚可靠

,

排在第 10 位
;
婚外性行为是否有感情

,

排在第 15 位
。

社会对买性行为的外部制约
,

共设置 6项指标
,

其相关程度大体排列在第 13 位到第 22 位

之间
,

形成第三类较高相关的因素群
。

家庭
、

亲友
、

个人良心等 6 项 内部制约指标
,

大体排在第 20 位到第 31 位之间
,

而且相差程

度都比较小了
。

性病的制约共 8 项
,

除性病风险之外
,

大体上排列在第 30 位前后
,

相关已经很小了
。

8项个人情况 (除性别外 )
,

基本上排在最后
,

年龄
、

婚姻状况
、

外出时间等因素 已不相关
。

综观起来
,

全局分析提示我们
:

人们已有的行为所形成的惯性
,

对买性可能所发挥的作用

要比观念的作用更大些
。

人们不仅是怎么想才怎么做
,

而且也是怎么做了就怎么想
。

这对 目前

的性道德教育是一个挑战
。

目前社会对买性的制约呈现可悲的局面
。

阶层差异大多不复存在
;
性病的恐吓收效甚微

;

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首属群体
,

其内制约力量已剧减
。

四
、

对性出售的相关分析

从双因素分析看
,

最高相关是性购买的情况
,

前边 已讲过
。

第二位高相关是
:

在 1 9 9 3 年当

中性伴侣人数越是没有减少
,

就越倾向于性出售 (卡方一 89
.

2
,

显著度一 0
.

00 0D )
。

排在第 3 位

的是历 史上的性伴侣人数 (卡方一 75
.

2
,

显著度一 0
.

00 00 )
。

第 5 位是 19 9 3 年中的性伴侣人数

(卡方 一 65
.

4
,

显著度一 0
.

0 00 0 )
。

第 8 位是有过
“

婚外恋
”
没有 (卡方一 4 4

.

3
,

显著度一 0
.

00 00 )
。

因此从全局分析来看
,

性出售与性购买相似
,

当事者的实践都是第一重要的相关因素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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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情况略有不同 在性购买的相关分析中
.

排在第 2位的因素群是当事人对非专一

性行为的认识
,

但在性出售方面
,

第 2 位却是社会外部制约这 个因素群
。

在双因素分析中
,

风险

意识排在第 4 位
,

被发现的各种可能性分别排在第 7 位
、

第 9 位和第 10 位
。

尤其引人注 目的

是
:

在可能出售者中
,

认 为根本不会被发现或者发现 了也 不怕的人高达 4 8
,

5环
,

而在根本没想

过出售的人里只占 17
.

0% (卡方 ~ 53
.

4
,

显著度一 0
.

00 00 )
。

同样
,

如果加权平均计算一 !: 人的

认为被发现的可能性有多少种
,

那 么根本不想出售的人把危险估计得很高
.

平均有 2
.

5 种被发

现的可能
;
但是可能出售者却认为只有 0

.

9 种 可能
。

两者相差 2 倍左右 (卡方一 59
.

4
,

显著度 ~

0
.

0 0 0 0 )
。

这恐怕也是一种可悲的局面
。

政府严打卖淫漂娟所产生的震慑作用
,

基本上只对那些根本

不想去做的人发挥作用
。

这表面看来也是一种抑制
,

但性市场的规模从来都是有一定限度的
,

不想做的人总是不想做
,

而想做人如果都不怕震慑
,

性市场照样会充分发育的
。

当然也应该看

到
,

由于人 们习惯上认为卖淫 比买淫更可耻
,

更容易被处罚 (前些年一直是重惩暗娟轻罚缥

客 )
,

因此社会对性出售的制约
,

显然比对性购买的制约更强大更有效一些
。

其他方面的全局分析
,

结论跟对性购买的分析差不多
。

这说 明买淫与卖淫的同质性很强
。

五
、

简单预测

购买和出售都是性交易行为
,

把两种情况综合起来便可以得出表 2 的数据
:

表 2 性交易的规模 ( % )

城 市 想 过 试 过 做 过 合 计

1 3

l 2

1 6

2 3

33一朴13一冷

桂林

广州

海 口

合计

在表 2 中
,

做过者表示性交易的实际规模
,

想过者加上试过者则是潜在规模
,

合计数可以

看做极限规模
。

由引可以得出第一种简单预测— 考虑到抽样和应答率后
,

桂林市区人 口 中投

入性交易者的最大限度为 4
.

5% 〔绝对数为 2 万左右 ) ;
广州市区是 6

.

5% (绝对数在 35 万左

右 ) ;
海口 市区则为 9

.

3% (绝对数约为 7
.

5 万 )
。

用潜在规模去除以极限规模
,

就可以得出该城市性交易的发展余地 (可能蔓延的程度 )
。

从

这 个 角度看
,

三城市 的顺序就颠 倒过 来了
:

发展余 地最小 的是海 口 ( 6 1
.

3 % )
,

其 次是 广州

( 71
.

7 % )
,

而余地最大的恰恰是实际规模和极限规模都最小的桂林
,

余地高达 87
.

7 %
。

这种对

发展余地的推算
,

就是本文的第二种简单预测
。

它提示我们
:

在那些风平浪静的而且最终也乱

不到哪儿去的地区
,

性交易却有可能骤然地和剧烈地增长
。

还有第三种简单预测
,

就是用性交易的实际规模除以已经抓获的漂娟卖淫人员的人数
,

然

后用这个
“

抓获率
”

来推测该地性交易规模的发展前景
。

由于本调查没有涵盖短期流动人 口而

公安部门的抓获数却涵盖了
,

也由于不允许发表各城市的精确抓获数
.

因此本文无法做出准确

推断
。

如果可以把各城市公开散发的治安宣传材料中的抓获数
,

与常住和暂住人 口 中曾经有过

性交易者的总数加以比较
,

那么这种不完全的抓获率只有 2%到 9% 左右
。

正因如此
,

三城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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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中
,

相信暗娟几乎都被发现 (且不论是否被抓获和被处罚 )的人只占 9
.

7写
,

相信缥客几乎

都被发现的只有 3
.

7纬
。

相反
,

有 42
.

8%和 6 3
.

1%的样本相信
,

暗娟或漂客极少被发现或者全

都没有被发现
。

在这种普遍心态中
,

潜含的性交易可能该有多大 ? 因为违法者首先害怕的并不

是被抓后判重刑
,

而是一去做就被抓
。

如果没有更高的抓获率来抑制
,

庞大的潜在规模就可能

更多更快地实际投入性交易
,

风平浪静之地的可能性更大些
。

六
、

判别预测

本次调查的数据全靠样本的 自愿承认
,

因此仍不足以用真实情况来为特定社会的领导者

做出预警
。

笔者运用判别分析的统计方法
,

制定出一个对于性交易行为的判别模型
,

完全不必

直接询问被调查者是否有过性交易
,

就可以判定她 (他 )是否确实有过
。

运用这一模型再次调

查
,

不仅可以发现最接近于实况的发生率
,

而且可以减少题量
,

可以避免直接询问敏感问题
,

从

而提高应答率和真实程度
。

数据经量化后
,

当 F 值一 3 时
,

经过逐步判别
,

求出买性者的函数 (系数省略 )
,

结果原有的

7 1 个变量只剩下常数项和 2 0个变量
:

第 3
、

8
、

9
、

1 1
、

1 4
、

18
、

3 0
、

3 9
、

4 1
、

4 2
、

4 3
、

4 7
、

4 9
、

5 1
、

5 8
、

6 2
、

6 4
、

6 6
、

7 0
、

7 1
。

代入后
,

判别正确率为 9 4
.

8 4%
。

卖性者的判别函数中只剩常数项和 1 1 个变量
:

第 4
、

1 1
、

2 4
、

3 0
、

4 1
、

4 2
、

4 7
、

5 3
、

5 8
、

6 2
、

7 1
。

代入后
,

判别正确率为 96
.

67 %
。

上述变量的名称是
: 3 ~ 性别

,

4~ 年龄
, 8一外出天数

,
9一不专一动机

,

n ~ 其可能
,

14 一配

偶能否发现
; 18 一亲友能否发现

,

24 ~ 最怕谁发现
,

30 ~ 评价男人的
“

花心
” ,

39 ~ 评价卖淫 目

的
,

41 ~ 漂客安全度
,

42 一暗娟安全度
,

43 一性病 自愈可能
,

47 ~ 接吻能否传播性病
,

49 一爱抚

能否传播
,

51 ~ 共浴传播
,

53 ~ 交谈传播
,

58 ~ 性病能否造成不育
,

62 ~ 性病能否致死
,

64 一性

病是否无害
,

“ ~ 最怕的危害
,

70 一 自己能否被传染
,

71 一评价自己的抵抗力
。

七
、

预警标准

经判别调查
,

发现最接近于实况的性交易发生率后
,

便可运用如下分级的报警标准
。

初级警报— 发生率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

中级警报— 增幅超过全国抓获数的增幅
,

例如 19 9 0 年全国抓获 13
.

7 万人次
, 19 9 2 年

2 0
.

2 万
, 1 9 9 3年 2 4

.

6 万
。

①

高级警报— 发生率达到 1 9 17 年旧上海的总人 口的 。
.

73
。

②

危急警报— 发生率达到 1 9 4 9 年旧天津总人 口的 2%左右
。
③

关于预警标准
,

可以参照表 2 的数据制定
:

初级预警— 想过投入性交易者超过总人 口的 3
.

6% (样本的 13 % )
。

中级预警— 试过的人超过总人 口的 0
.

3 %
。

高级预警— 试过者超过总人 口的 1
.

9%
。

危急预警— 想过和试过的人超过总人 口的 5
.

7 %
。

当然
,

由于本调查涵盖城市较少
,

又缺失流动人 口
,

可能并未反映出最高发生率
,

因此可以

依据更广泛的调查数据
,

来制定更加即时化和普遍化的预警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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