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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自行影印以作廣泛流傳》

有人話：「男人為了性

而付出愛，女人為了愛而付出

性 。 」 、 「 男 人 濫 ， 女 人

專。」、「男人不愛穿套；女

人也不，但沒辦法。」你是否

同意？「兩性差異」(Gender

Differences)一向是愛滋病預防

教育的重要課題。男女在性觀

念 、 性 事 及 性 行 為 上 有 何 不

同？這些差異如何影響安全性行為的使用？這些都是在設計有效的愛

滋病預防教育活動時必須思考的問題。有見及此，今期專題以「男性

女愛：兩性差異」為題來探討兩性在採用安全性行為的困難。我們特

意邀請三位在提倡兩性平等上極具經驗的嘉賓分別撰寫專題文章，探

討兩性在性觀念和行為上之差異，並分別闡述男女雙方在性方面所受

的壓抑和面對的挑戰，亦分享了如何在婦女和男士當中推行安全性行

為教育，重點及策略為何？

上期隨刊附上讀者意見調查問卷以收集你們對滋心話集 "Net-

working Voice"的意見，反應踴躍，很多讀者把填妥的問卷寄回或傳

真至編委會。今期將會把所收集的意見重點向大家報告。再次多謝大

家的意見，編委會定當慎重參考大家的意見，然後改良內容，務求把

這份屬於大家的刊物辦得更好！

「青年使命」愛滋病教育資助計劃已踏進第十一年了，每項活

動計劃最高資助額為 $8,000，全年均接受申請，懇請各青少年義工小

組、青少年服務單位、學校、社工及老師踴躍組隊參加，讓我們並肩

攜手，一起在青少年群體中推行性及愛滋病教育活動。

前　言

今期專題:男性女愛 - 兩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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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豹
男士

野豹
男士

曾經有朋友在聊天時打趣說：

「男性天生像頭野豹，四處向外尋覓獵

物。」我聽了之後即時不禁哈哈大笑，

在座眾漢子更不約而同地提臂咆哮，

一同起鬨，笑聲煽得更加熱烈。言猶

在耳，當天友人的笑聲仍在腦海內低

迴，我便要為「滋心話集」就男性在預

防性病及愛滋病的角色撰稿。若果男

性在性方面真是一頭野豹，結果會怎

樣呢？

     我撫心自問，這個野豹的比喻雖

然不能窮盡每一位男士的性心態和特

徵，但卻描繪了某一類典型。他們擁

有超過一個性伴侶或多個性伴侶，甚

至沒有固定的性伴侶。在道德以外的

文化多元層面上，我們似乎無法判斷

這樣的行為及性事，孰對孰錯？是非

待辯；但就性病及愛滋病的傳播或感

染上，性濫交的確存在著風險。要避

免風險，預防性病及愛滋病的傳播或

感染，近年來政府的宣傳品不斷提倡

男士使用安全套，所謂做個「負責任的

男人」。倡議使用安全套，可以暫且迴

避性行為上的道德責任及考慮，只將

我們的目光集中於「人身安全」上，保

障身體健康以防染病，這不失為一個

實用性高的辦法，此後，我們便須考

慮這種社會教育管用嗎?它能夠真正有

效地加強男士使用安全套的意識嗎？

     就我的所見所聞及服務對象所提

供的資料，有一部份的男士仍然不大

喜歡在性行為的過程中使用安全套，

甚至拒絕使用，這除了由於社區性教

育本身的限制外，男性的一些性心理

特徵亦會導致「安全套厭倦情意結」，

例如男士較容易性衝動；較著重性器

官的接觸與及喜歡口交等等，此類特

徵都會促使某部份男士「拒受束縛」，

但是一時之快可能帶來的後果，並不

是每一個「冒險家」所能承擔的。有部

份男士抱著賭博的心態去進行不安全

性行為或濫交，他們都沒有經過仔細

的理性考慮和衡量，究竟在風險下進

行不安全性行為所帶來的快感遠高於

一切，值得以性命相抵？還是只短視

地著眼於目下的快感而忽視風險所可

能導致的結果？他們有時候就思考這

個問題也糾纏不清。在反省不足及迷

糊的情況下為自己的健康及性命作決

定，想深一層，連「抉擇」也談不上，

跟賭博差不多。

     此外，近年香港男士北上尋芳獵

艷蔚成風氣，我們不難在北上的列車

或巴士上乍聽到他們的「見聞韻事」。

有些高談闊論；有些竊竊私語。現在

甚至在電腦互聯網上也可以看到北上

尋芳客建立的網站，當中他們互通「消

息情報」，交流經驗及相片，鬧得熱哄

哄似的。這種現象當下便令我們想起

大陸黃色事業蓬勃的問題，是有關方

面需要關注的。不過，除了外在環境

的誘因及男性生理的需求外，男士本

身對自我形象的確立及友儕的認同也

值得我們深思，這些因素暗地裡影響

了好些男士的決定。譬如「人不風流枉

少年」這一類的想法仍然廣泛地流傳於

社會之中，它再連結其他男士都嚮往

的價值以不同形態出現，甦動男兒漢

子心。我們暫且不詳談「風流」的原義

並非指謂多情濫交的意思，以「風流」

來形容男士的性行為，實在有安慰或

振奮情緒的作用，況且「風流」每每牽

上「豪邁」、「倜儻」、「自由」、「享

受」等等許多男士認同的價值，千絲萬

縷，彷如纏結成一個毛球般，招引著

「貓兒」去將它把玩。

     在眾多男士認同甚或追捧的價值

當中，有一項非常明顯而且突出的，

就是男士朋輩的認同。男士需要有群

體的認同，大家一同分享各種各樣有

趣的「遊戲」及活動，其中當然有時候

會涉及性事，大夥兒一起「蒲吧」、「落

Club」、去骨場、甚至嫖妓。我們有

不少個案便在這樣起鬨的氣氛底下發

生婚外性行為，請客結賬，就如喜宴

朋友聚會般，如果沒有準備「安全措

施」，便有極高的風險會染上性病或感

染愛滋病病毒。群體認同的另一方

面，隱藏了朋輩間互相競逐的一環，

不是你死我活的明顯爭鬥，而是爭取

認同的心底情結，例如比拼「你的倉頡

快或是我的倉頡快？」；「你的見識廣

還是我的見聞新？」；「你怕老婆多一

點或是我比你瀟洒？」；「你懂享受還

是我擁有自由？」；「你大膽或是我懦

弱？」朋輩一句：「你夠唔夠膽先？」已

經可以激得男士面紅耳赤，然後「做俾

你睇！」所以群體認同配合上競逐心態

足以令「風流」事件層出不窮，男士若

果沒有獨立的思考判斷及堅定的意

向，明心見智，實難抵禦心理深層的

一大牽引。

    更糟的情況便是丈夫在外有婚外

性行為或濫交，而他又沒有使用安全

套的習慣，這對他本身來說已是高風

險的性行為，然而他在與妻子的性接

觸過程中，為免妻子起疑而沒有改變

日常的習慣，繼續以大膽的「全面性接

觸」行事，如果他身體已感染性病或愛

滋病病毒，全不知情的妻子也有可能

因此而受傳染/感染。這些也是很多個

案中所見到的事例，絕非只是想當然

的事情，多少婦女「負傷」求助，男子

又如何體現對他們的責任呢？

     當我們討論男性在預防性病及愛

滋病的角色時，一般都會著重安全性

行為及避免濫交，但為免流於「口號

式」的宣傳，實在要進一步深思男性的

各種特徵，包括生理、心理及文化各

方面，以致對性的價值觀念及整個性

愛關係的意義，因為「性」絕非僅僅是

勃起射精的生理活動，它有本身的歷

史文化意義，如何明悉自覺，倒要大

家再努力反省探索。

與

從

談起

與

明愛婚外情問題支援服務

摯情「智」性 - 性教育及輔導計劃

關家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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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婦女中心協會總幹事

陳瑜

在近年曾經輔導的有關婚姻性

生活個案中，有二位婦女令我有深刻

的印象。阿蓮跟美珍（假名）都是四十

出頭的家庭主婦，各有二名就讀初中

的子女。她們都是在婦女健康小組中

表達了個人的困擾，我再給予個別輔

導。她們都不約而同地說：「我同老公

好耐先至行埋一次，個人好困擾。」不

同的是，阿蓮面對的是丈夫有婚外

情，令她情緒低落，「佢�出面有女

人，我唔想俾佢摸我。」阿蓮認為丈夫

的行徑是徹底的背叛，給她很大的身

心傷害，可是，基於家庭觀念及經濟

考慮又不敢離婚。三年以來一直以苦

忍的方法來處理，覺得丈夫偶爾對她

提出性要求，更證明這段婚姻還是有

些生機，也會接受。「你怕不怕你老公

可能會有性病呢？」「我有時也會咁樣

諗，不過一直都無事，就算啦！」

美珍的困擾是丈夫對她的性要

求，「佢有時會想我同佢試�一些新方

式，我覺得好辛苦，我又唔係出邊D

女人。」美珍屬於愛打扮的一群，有時

在街上也會有中年男士開腔搭訕。可

是，她卻是很內向保守的。「我當然享

受性生活啦！不過係舒服自然�種，

我�行房次數唔夠多，老公又有要

求，所以我有時好怕。」「有時我會同

佢講，你點解咁鐘意做呢D ，係唔係

有試過呀？」兩位姊妹的感受很真誠，

也很真實，可說是反映出不少香港婦

女的心境。

被動的性觀念

中國傳統文化對性是抱持敢作

而不敢言的態度，相對於男性而言，

傳統更加不鼓勵女性尋求性生活的滿

足，以致許多家庭主婦也視性是一種

禁忌，甚至忽略它在婚姻生活中的重

要性。很多婦女在性生活中多處於被

動，這跟被動的性觀念有關：(1) 對性

採取主動態度的女性是放蕩的，不是

良家婦女；(2) 婚姻中的性主要是為了

生育，個人性享受並不是主旨。可

見，阿蓮及美珍在生育了孩子後，她

們性生活的主動性很低，多是被動面

對伴侶的要求，就算是不合意的性活

動，甚或採取迴避態度，更遑論與丈

夫討論安全性行為。

雖然大部份感染愛滋病病毒的

女性是由丈夫或固定性伴侶有其他性

接觸而引致的，反映愈來愈多的已婚

婦女面臨潛在威脅；可是，被動的性

觀念卻導致不少婦女認為使用安全套

只是「外面的女人」才應該做的，家庭

中的性是「乾淨安全的」。因此，推廣

安全性行為的教育對家庭主婦可謂愈

來愈重要，若女性與丈夫或固定性伴

侶進行性行為時，採納較安全性行為

措施，她們感染愛滋病病毒的機會便

會大大減少。

不平等的性關係

根據香港愛滋病服務機構聯盟

社群策劃的調查報告
1
所述，前往�生

署社會�生科求診的性病患者中，

有三成半為女性，當中七成一的女性

患者表示從來沒有任何偶然性伴侶，

是她們的丈夫或固定性伴侶將病傳染

給她們。這些數字對於廣大社會人士

的啟示是什麼呢？不用甚麼專家來

說，隨便一位屋�太太都可以告訴你

為什麼：「我老公不肯戴套，我也無

辦法。」

性生活最重要的一項因素就是

伴侶的關係。這跟家庭性別分工及權

力有關。不少全職照顧家庭的主婦沒

有獨立的經濟能力與地位，一直依靠

丈夫的經濟收入及分配，經濟依靠者

的角色也會延伸到性生活中，產生不

平等的性關係。婦女是否有信心、有

能力去提出個人的性要求呢？如果丈

夫不同意，又可怎辦呢？正如阿蓮的

經歷，她顧慮到丈夫對家庭的經濟照

顧，在性方面迎合丈夫的要求，反映

出不平等的性關係。

避免衝突的家庭文化

我從阿蓮及美珍處理與丈夫性

生活的方法中覺悟到，中國人的傳統

觀念影響著她們的行為。「克守婦道」

代表了良家婦女的持家意識，不少婦

女認同家庭照顧者的角色：妻子、媳

婦與及母親等等，就是滿足被照顧者

的需要，丈夫及子女的需要是最重要

的；而「融洽文化」及「面子文化」更

促使婦女盡一切努力去維持和諧的家

庭關係與生活，以保障丈夫的面子與

利益。運用安全性行為的預防措施，

對婦女而言是象徵了對丈夫的挑戰，

也很易引發緊張的夫妻關係。所以，

這也是預防性病及愛滋病工作必須考

慮的。

推廣預防工作的反思

過去十數年香港的愛滋病教育

是「不要濫交，避免愛滋病」，因此，

婦女保護自己免受性病/愛滋病病毒感

染的意識很低。從本會的社區教育工

作坊所接觸的個案顯示，婦女認為盡

忠職守地照顧家庭，而丈夫又盡責地

供養家庭，甚麼性病/愛滋病離她們實

女性篇：女性篇：

香港婦女性方面受壓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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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性差異兩性差異

兩性不平等兩性不平等

在太遠。「家庭是保護罩」的觀念誤導

了廣大的婦女。

另外，根據本會進行的『香港婦

女對愛滋病的認識及意見』問卷調查
2

結果顯示，有九成或以上的婦女是透

過傳媒如電台和報章、傳單或小冊子

獲得有關愛滋病的資料。但卻只有少

於三成的婦女在行房時會使用安全套

去預防愛滋病病毒的感染。我認為透

過傳媒、傳單或小冊子等宣傳手法是

單向式，能做到知識層面的傳遞，但

未能深入表達愛滋病與生活模式及運

用上的特色。所以，我希望未來的教

育工作能深入瞭解婦女的特色，才能

發展切合的介入手法。

總結

婦女缺乏性的自主權是婦女與

預防愛滋病工作的癥結。不少婦女坦

言性生活往往只是滿足丈夫的性需

要，自己卻是從不主動提及，甚至不

敢反對丈夫的性要求，與丈夫談安全

性行為實在是天方夜譚。因此，我們

提出（1）培養婦女對性的討論，反思性

觀念，跳出「性是罪惡、污髒、羞恥」

的傳統觀念，認識及掌握性生活；（2）

加強有關性的表達能力，學習與丈夫

談性，以達致較平衡的性關係及性生

活。同時，政府應該（1）重視向婦女推

行預防性病/愛滋病的宣傳及服務，加

強有關的資助；（2）加強在社區中、在

家庭中的教育，加強基層婦女的保護

能力；（3）鼓勵、宣傳及資助女性安全

套，以增加婦女採用安全措施的選

擇。

『婦女預防愛滋病，從家庭睡房開始，

以兩性平等為終結。』

參考資料：

   1 . 香港愛滋病社群策劃性病患者的現

況分析報告

   2 . 香港婦女中心協會，香港中文大學

亞太研究所性別研究計劃：《香港

婦女對愛滋病的認識及意見問卷調

查》，2000。

≠
智康資源中心總經理

陳麗芳

男女兩性之間本來就存在一定的差異，尤其

是在處理感情和性愛關係時。就連兩性關係作家

Dr John Gray 的名著 'Men are from Mass,

Women are from Venus' 中，也把男人和女人

形容為來自兩個不同星球的人。兩者之不同可見

一斑。在本期「滋心話集」內的另外兩篇專題文

章，已分別從男性和女性的角度深入地探討了兩

性在性關係中的一些不同的心態及行為。從這些

典型的個案中一再顯示，在本港社會中，大多認

為男性應主動尋求性快感，而女性應處於被動和

服從，兩性不平等情況可算頗普遍。

接受兩性之間有差異並不等於要接受兩性之

間有不平等的關係。作為青少年愛滋病預防教育

工作者，可藉著教育年青人明白及接受兩性的差

異來幫助推動愛滋病預防教育。

各位老師、從事有關愛滋病工作者在推行愛

滋病預防教育時，不妨把「愛」的教育設為其中一

項重要課程，好讓年青人自小已懂得何謂真正的

「愛」，在有「愛」的關係中如何互相尊重、體諒、

坦白表達自己思想和感受，並提出及拒絕對方的

要求。若我們的下一代能從小已學到男女相處之

道，不再盲目地被傳統文化中的不平等男女性角

色所支配著，這樣，日後他們要實行及商討安全

性行為時會容易得多；同時，他們的關係亦能健

康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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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使命」愛滋病教育資助計劃自 1991 年推行至

今，瞬間已經10年了。為了慶祝這個日子，今年除了舉行

頒獎典禮外，更舉辦了一個以「青年人的聲音：我們眼中

的性與愛滋病教育」為題的青年論壇，討論關於青年人的

性與愛滋病教育。這個紀念活動於2001年2月3日（星期

六）假香港大會堂低座展覽廳舉行。

2000 年度共有24 隊青年團隊獲得資助。當日各參

加隊伍於上午10時許便陸陸續續到達會場，準備佈置參賽

展板，以便角逐一年一度的「最佳展板設計獎」。不一會

兒，展覽廳便豎立了二十多塊別具創意的參賽展板，頓使

整個會場生色不少。

青年論壇於下午 2 時開始，參與的人數超過二百

人。台上五位被邀請的青少年分別發表自己的意見，而嘉

賓亦逐一回應，被邀請的嘉賓分別為中華基督教會銘基書

院許俊炎校長、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主席狄志遠先

生、〈YES！〉雜誌編輯鄧碧燕小姐及專欄作家梁家駒醫

生。在討論的過程中，台下的人士也紛紛加入來發表意見

及分享感受，場面隨之熱鬧起來，這便足以證明市民大眾

男性女愛

均十分關注青年人的性與愛滋病教育方面的問題。

經過一番精彩的公開討論後，接�便是令各參加隊伍

為之緊張的時刻了，「最佳活動計劃獎」及「最佳展板設計

獎」即將在頒獎典禮正式公佈。主禮嘉賓包括著名藝員蔡子

健先生、�生署署長陳馮富珍醫生、社會福利署署長林鄭

月娥女士、教育署總課程發展主任梁兆強先生、香港社會

服務聯會助理總幹事（發展）古嫣琪小姐及香港愛滋病顧問

局主席左偉國醫生。獲得今屆「最佳活動計劃獎」的三個團

體分別為大埔三育中學、香港聾人協進會義工組及香港基

督教女青年會彩雲社會服務處Y2G 義工小組。而香港聾人

協進會義工組更奪得即場選出的「最佳展板設計獎」，成為

今年雙料得獎隊伍。

各得獎團體在接受紀念品後，蔡子健先生便與榮獲

「最佳活動計劃獎」的小組成員在台上分享彼此的活動感受

及經驗。接�，主禮嘉賓便以切蛋糕儀式來慶祝資助計劃

的10 週年紀念，而整日的紀念活動亦在一片熱鬧的氣氛中

完滿結束。

「青年使命」愛滋病教育資助計劃

10 週年紀念活動花絮

蔡子健先生與得獎小組暢談彼此活動經驗 主禮嘉賓以切蛋糕儀式來慶祝資助計劃的10週

年紀念

台上的嘉賓與台下的人士互相發表意見及

分享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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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一個性病患者身上
尋找愛滋病的足跡

愛滋病與性病於行為模式或

傳染途徑上，都有�很多共通的地

方；同時，相互亦能增加傳染的效

率。因此，在瞭解愛滋病流行情況

的同時，我們亦需要探索性病的病

發情況，才可對整個愛滋病的形勢

作更全面的評估。

過去兩年，�生署社會�生

科門診記錄得到的性病個案已接近

三萬宗，是十年來所錄得的最高數

字，尤以早期梅毒的增幅最為明

顯，這或多或少都反映出本地居民

對安全性行為的概念依然有待改

善。同時，社會�生科進行的行為

監測的資料顯示，少於一半的求診

者聲稱經常使用安全套，當然，這

些求診者大多是因未能採取有效的

安全性行為才感染性病。據私人醫

生的調查顯示，整體上，本地的性

病個案可能持續上升，因此，我們

相信應該進一步探討更有效的宣傳

和教育的方式。

資料亦顯示，性病求診人士

中，年齡少於二十歲的只佔整體數

字不足百分之五。當然，我們可以

說他們的病發個案數字低，但也可

能是因為他們缺乏這方面的認識和

不知道求診的適切性所致。另外，

數字也未有對其他高危社群的性病

流行情況作進一步反映。因此，亦

引證數年前愛滋病顧問局的國際專

家報告所倡議的需加強對高危社群

宣傳及教育工作的策略。

強仔(化名) 是筆者曾遇到的

病人，他是一個年約二十歲的青

年，因為感染淋病到社會�生科求

診。我們亦已經為他作正確的診斷

和治療，護士輔導員也建議他邀請

他的女朋友到我們這�作檢查和治

療。強仔雖然外表給人的感覺是一

個輕浮的青年，但也頗為通情達

理，因此，我們能建立有效的溝

通。過了幾天，他真的帶同女朋友

到我們的診所檢查及治療，不過，

問題是否就這樣簡單的解決了嗎？

再過幾天，強仔又回到我們的診

所，因為他的淋病「復發」。經詳細

討論後，他終於告訴我們，他還有

另一個中學生女朋友，因為「不好

意思」和她沒有身體不適，所以沒

有將病情告訴她。我們終於知道強

仔這次「復發」是因為他還有另一個

從未接受治療的女朋友，經性接觸

而再感染得來的。最後，他也很不

願意地帶這個女朋友到我們的診所

接受治療。此外，強仔偶然也會到

本地或國內的狂野派對或的士高消

遣。狂野完畢，朦朧間，含含糊糊

不知有多少次的一夜情發生。儘管

強仔矢口否認有濫用藥物的習慣，

不過，筆者相信這只是他未完全

對我們信賴而不說出實情而已。

強仔的個案正好是很多青

年人的寫照，想你我應不會陌生 —

這豈不正是我們所熟識的愛滋病

病毒蔓延的尚佳條件麼！

自1984年起，本港的愛滋

病病毒感染個案穩步增長。由90

年代開始，透過異性性接觸而感

染的個案已佔整體數字一半以

上，增長亦較其他傳染途徑為

高；而女性感染個案數字反映

出，男女比例已由 1990 年的 33

比1下降至2000年的3.2比1。

也正因為女性的感染個案比例增

多，於1999單一年便發現4宗由

母嬰傳染的個案。

試想強仔和他的兩個女朋

友曾否想過自己有機會感染性

病，更加莫說有機會感染愛滋病

病毒。在他們溫馨時又曾否想過

為愛護自己、愛護伴侶而使用安

全套呢！

期望我們有更廣闊、更深

入的社群參與，共同探討和推動

預防性病及愛滋病教育的工作。

�生署特別預防計劃

何景文高級醫生

由一個性病患者身上
尋找愛滋病的足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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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撮要：

1. 2000年全年共有183人感染愛滋病病毒。

2. 2000年的男女感染愛滋病病毒比例為3.2 : 1。

3. 全年有9名感染者為注射毒品人士，2名嬰兒
經由母親感染。

香港愛滋病病毒感染及愛滋病呈報數字

截至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為了總結「青年使命」愛滋病教育資助計劃過往十年的成果和貢獻，愛滋病預防及護理委員會轄下青少年專責小組特

意出版這本紀念特刊以作回顧與前瞻。現免費派發給有興趣的人士，以作參考。

如欲索閱，請填妥以下表格寄回：九龍聯合道東200號，橫頭磡賽馬會診所二樓，紅絲帶中心，愛滋病預防及護理委

員會轄下青少年專責小組 張姑娘收 或 傳真至 2338 0534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2304 6268 與張姑娘聯絡。

索取「青年使命」 愛滋病教育資助計劃 10週年紀念特刊表格

姓名 ：

機構名稱（如有）：

地址 ：

聯絡電話 ：

  感染總數    愛滋病人數

性別 男 1277 443

女 265 57

種族 華裔 1066 387

非華裔 476 113

傳染途徑 性行為 1252 439

‧異性 876 321

‧同性 298 92

‧雙性 78 26

注射毒品人士 32 8

輸入血液／血製品人士 68 19

母嬰傳播 12 5

不詳 178 29

總數 1542 500

時間過得真快，轉眼間，滋心話集"Networking Voice" 已經出版

了六年多。為了令本刊物更能迎合現時讀者的口味，一份意見調查問卷已

隨滋心話集第七卷第一期一併寄出，希望收集讀者的寶貴意見，把刊物辦

得更加出色、更加好！是次問卷調查反應非常踴躍，這足以反映讀者對我

們的支持。

從收回的90份成功問卷中，分析得以下的資料：回應者中，37%

為教育工作者、25%為社會工作者、15%為醫療工作者、10%為學生、

7%為社會活動義務工作者，其他分別為文員、商人及店務員等。當中女

性佔52%，而男性則佔48%，年齡以21至40歲佔多數，共61%。大約

59%的讀者因對青少年 / 性 / 愛滋病教育有興趣而參閱本刊物，因工作

需要的佔53%，而被該期專題吸引而參閱者則佔47% 。

對滋心話集的質素，無論是專題文章、醫學專欄或青年工作者手

記，大多數（高達80%至96%）讀者都表示滿意；同時，64%至77%的

讀者皆同意滋心話集內容能啟發思考及觀點開放。大部份讀者認為本刊物

不但能提供資訊及教育技巧，而且又富趣味性。另外，接近82% 的讀者

認為本刊物對他們的工作甚有幫助，更有93% 說會介紹此刊物給其他

人。這些信息均給予我們無比的鼓舞，我們定必會更加努力。

讀者的寶貴意見更包括文字間多加插圖，新增一些趣味項目如有獎

填字遊戲和找錯處遊戲等；而人物專訪、邀請愛滋病患者親身講述其感受

和心聲，亦是讀者們希望增加的項目。

至於有讀者建議把滋心話集上網，大家不妨登入 h t t p : / /

www.aids.gov.hk瀏覽 香港愛滋病網上辦公室，然後進入 紅絲帶中心

（或者直接登入http://www.rrc-hk.com，便可進入 紅絲帶中心 網頁）；

再進入 中心製作 內，便可找到滋心話集了。有些讀者更希望有「讀者來

信」這一欄，其實，我們編委會是十分歡迎讀者隨時來信給予寶貴的意

見，甚至有些題目是你們很想討論的，不妨來信告訴我們，我們定必因應

所需，務求本刊物能滿足大家的要求。

讀 者 意 見 調 查 問 卷

「青年使命」 愛滋病教育資助計劃10週年紀念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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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 閱 表
如欲免費定期收到 NETWORKING VOICE（滋心話集）通訊，請填妥回條（用英文正楷填寫），傳真或寄回秘書處。

致：NETWORKING VOICE　秘書處 NAME :

傳真號碼：2338 0534 AGENCY :

查詢電話：2304 6268

NETWORKING VOICE　秘書處（張姑娘）

回郵地址：九龍聯合道東200號 ADDRESS :

橫頭磡賽馬會診療所2樓

紅絲帶中心

對 NETWORKING VOICE（滋心話集）通訊的意見：

下 期 預 告

愛滋病預防及護理委員會轄下青少年專責小組主辦之上述計

劃，今年已踏入十一週年了，歡迎有興趣者組隊參加。

這項計劃由�生署撥款，目的是透過財政上的資助及愛滋病教

育資料提供，鼓勵青少年以小組形式，自行策劃及推行有關愛滋病

的宣傳及教育活動。青少年專責小組委員負責審批撥款及跟進工

作。

過去十屆曾獲資助的青年團體共有175隊，受惠的人次約二十

八萬。

申請今屆愛滋病教育資助計劃資料如下：

（一）申請類別：

1.青年組：年齡在35歲以下的青年，成員人數不少於

五名；

2.學生組：包括大專院校、工業學院及中學的同學，

成員人數不少於五名；

3.機構組：包括學校、青少年中心、社區中心、外展

社會工作隊、青少年綜合服務隊、學校社會

工作部或社會服務機構均可申請，成員人數

及年齡不限。

（二）每項活動計劃最高資助額為港幣8000元。

（三）本資助計劃全年皆接受申請。

（四）所有獲資助的活動計劃，須於2001年底前實行及完成。

查詢電話：2304 6268（麥錫恩先生）

圖文傳真：2338 0534

（現正接受申請）
2 0 0 1 年度「青年使命」
愛 滋 病 教 育 資 助 計 劃

平分「春」「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