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流動人口的愛滋病病毒預防計劃

                                                                                                            

－策略原則－

目的

1. 本文旨在界定與問題有關的目標社群和問題所涉及的範圍，同時探討本地的
情況及決定制訂針對此社群的

愛滋病病毒預防策略的核心原則。

愛滋病病毒感染的定義和危險

2. 人口的流動已被視為愛滋病在非洲各國蔓延的主要一個原因，至少就這病症
發展的初期而言。專家們提出

了四個假設，憑這些假設的名稱，我們可以很容易理解它們的起源：（1）貨車鎮

理論；（2）國際旅遊人

士；（3）外地工人；及（4）國際娼妓 。

3. 從原居地遷移往別國的人易受愛滋病病毒感染的程度會因不同的文化、教育
和社會經濟條件而有所差異。

社會支援網絡的改變可能導致人們感到生活沉悶和寂寞，或產生自由無束縛的感

覺，因而導致高危險行為 。

在微觀層面看來，每個次社群均可能處於獨特狀況，因而有需要採取特別針對該

狀況的措施，方可達致有效

預防。

4. 歐洲、非洲或其亞洲國家近期的預防工作已開始使用「流動人口」這名詞作
為外地工人、少數民族和旅遊

人士的統稱，並根據當地的具體情況來更詳細界定。按照個別人士在原居地和工

作地點逗留時間的相對比

例，流動人口會再被細分成次社群。

5. 為使能夠針對本地情況來制訂具有實效的策略，我們將考慮四個明顯不同的
次社群，每個次社群均可能需

要獨立照顧。這四個次社群分別為：（1）來自外地的流動工人，尤其是體力勞動
工人；這些人士在文化、語

言，甚或教育程度方面均明顯存在障礙；（2）貨車司機──這些司機往往需長途
駕車，而在沿途中可能到商



業色情場所召妓；（3）經常上路的旅遊人士，包括那些經常往來香港和中國內地

的人士；及（4）外來提供
性服務工作者。最後一個不明顯的次社群為非法移民。

香港的流動人口和愛滋病病毒感染情況

6. 在香港現時的愛滋病病毒呈報制度和血液監測機制下，外地工人和旅遊人士
並未被列為危險因素。因此在

這方面的資料很貧乏。目前在這方面亦未設立任何行政資料庫，原因是現時的醫

療護理資助政策對外地工人

和本地市民並未區別處理。

7. 但亦有一些研究的資料可助探討這問題。根據一項於一九九七年三月在邊境
向自內地返港的火車旅遊人士

所進行的調查的結果顯示，18.3%的男性被訪者表示曾與提供性服務工作者及／
或妻子以外的伴侶發生性行

為。在那些曾召妓的人當中，三分之一並未有使用安全套。此外，20%承認曾患
過性病 。

8. 另一本地組織於一九九六年五月至六月期間在啟德國際機場的離境大堂訪問

了 438名旅遊人士，其中 77%為

外籍人士 。在過去一年內曾經到外地旅行的人士當中（87%為外籍），44%表示
曾與一名外地居民、提供性

服務工作者或另一名旅遊人士有性行為。56%表示有用安全套。

9. 本港的愛滋病計劃策劃者亦已注意到長途貨車司機容易受感染的情況。在一
九九五年進行的一項研究中，

透過訪問關鍵提供資料人士和經挑選的貨車司機，研究人員得以掌握這些司機的

工作模式和貨車行走路線沿

途的各類色情場所 。據估計，很大部份的跨境司機均曾召妓，雖然頻率因人而

異；有些人每星期召妓幾次，

有些則在整個司機生涯中只曾召妓一兩次。驅使召妓的原因包括：工作時間長；

感到生活沉悶；召妓所費無

幾；及群體壓力。

10. 一九九六年五月至六月進行的另一項研究 ，就長途貨車司機對愛滋病的認
識和性習慣作了進一步調查。

調查人員在各邊境地點共訪問了 1267名男性貨車司機。研究認定了導致這些貨



車司機容易受感染的因素：收

入相對較高；以男性為中心的文化縱容婚外性行為；國內色情場所泛濫；工作性

質使他們容易感到悶煩和寂

寞。雖然這群司機大部份對愛滋病都有認識，四分之一表示他們曾經召妓，而其

中 90%表示有用安全套，但

認為與固定性伴侶，包括俗稱「二奶」進行性交時則無需要使用安全套。12%表
示曾染有性病。

11. 患上性病是為近期曾進行高危險性行為的標韱。香港衛生署屬下的社會衛生
科所公佈的數字顯示性病的個

案數目正不斷上升。在一九九Ｏ年至一九九七年期間 ，性病個案總數目上升兩

倍：一九九Ｏ年的數字是

10,457宗；一九九四年為 14,848宗；至一九九七年更達 20,731宗。各種性病的
趨勢都相同，但以梅毒的升幅最

高（19.6%相對於所有性病的 3.8%）。根據接受社會衛生科治療的男性病人自願
提供的資料，在香港境外傳染

到性病的個案的比例亦有上升趨勢：由一九九Ｏ年佔 39%，增加至一九九四年的

65%，一九九七年更達 67%
。

12. 這些次社群的規模並不容易界定。根據人民入境事務處的資料，一九九七年
進出香港特區的總旅遊人士為

一億零五百五十萬人次，其中七千五百萬名為往來中國內地的旅遊人士，較一九

九六年（六千五百萬名）上

升 15% 。至於外地工人，共有 16,561名外地專業人士，技術、行政和管理人員
因獲得本地機構聘用而准許入

境。此外，一九九七年就兩個輸入外地勞工計劃 共發出了 2,893個簽證。至於
外國家庭傭工，至一九九七年年

底，全港約有 170,971名，其中 81%來自菲律賓。在越南社群方面，至一九九七

年年底，共有 687名越南移民，

另有 1,213名難民仍待遣返。至於外來的提供性服務工作者則未有任何公開資
料。

13. 總括來說，現有資料證實，經常往來香港和中國內地的人士容易受愛滋病病
毒感染，這些人士包括旅遊人

士和長途貨車司機。資料同時顯示，這些經常上路的旅遊人士都有進行高危險性

行為的習慣，但對本地社群

的影響則未能肯定。外地工人和外來提供性服務工作者的情況亦有待調查研究。



針對流動人口的愛滋病病毒預防計劃的核心原則

14. 針對流動人口的愛滋病病毒預防計劃的目標是：盡量減低他們受感染的機會
及確保他們在有需要時獲得照

顧和支援。雖然各項特定計劃可以採取創新的形式和多元化性質，但在制訂策略

時如有共同依據會更理想，

而且必須注意那些項目應優先推行，方可達致有效預防。

15. 將有需要按個別社群的特點擬訂安全性行為的推廣活動，以便確立整體預防
計劃的議程，同時提高各社群

對愛滋病的認識。尤其是在針對旅遊人士而設計的安全旅程宣傳計劃中，應可加

入有關其他可傳染疾病的預

防措施和健康狀況的內容。

16. 有目標的介入可能對特定次社群有利。海外經驗所提供的有效措施包括：在
邊境檢查點向貨車司機和經常

上路的旅遊人士進行宣傳；及為外地工人設計學習及培養預防技巧的活動。

17. 有需要確保移居香港境內的人士，尤其是外地工人可獲得醫療服務。

18. 應採取鼓勵參與的方法，例如動員外地工人的介紹組織參與活動。理論上，
他們可促進更有效溝通，協助

度身設計相關的活動和保證計劃的可持續性。

19. 研究應可助促進了解這社群的複雜成分。應鼓勵進行試驗性預防、介入活
動，以減少知識與實際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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