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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10日，日內瓦 — 在世界人權日，有

跡象顯示，透過全球的團結一致以及共同分擔責

任，各地人民的「健康權利」正在得到擴展。這可

見於全球已有超過一半需要接受「抗逆轉錄病毒治

療」的人正在接受治療、死於愛滋病相關疾病的

人數亦已大大減少、新的愛滋病病毒感染個案在

二十五個國家中，已下降超過一半；另外，新的愛

滋病病毒防治科學將有望帶來更好的結果。

縱然如此，愛滋病不但尚未消失，要讓人們取得能

挽救生命的愛滋病服務更是一大考驗。究其原因，

愛滋病病毒感染者過去爭取免受歧視的權利雖然已

得到莫大肯定，但要做到零歧視仍有相當距離。愛

滋病歧視正繼續影響著很多愛滋病病毒感染者的生

命，致使成千上萬的人不願站出來接受愛滋病病毒

測試，以及尋求預防與治療服務。

雖然通過有效的項目規劃和保護法例能克服愛滋病

歧視和邊緣化等問題，可是，至今仍有許多受愛

滋病疫情影響的人士，例如性工作者、吸毒者、男

男性接觸者和跨性別人士等仍被邊緣化及被視為有

罪；他們還未能受惠於「健康權利」、「免受歧視

權利」及「免受暴力權利」的好處。當今全球正在

全力爭取零愛滋病新發感染、零歧視和零愛滋病相

關死亡，要做到此點，我們必須加倍努力，以實現

所有愛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權益。

「國際人權日」致力於實現包容以及使愛滋病患者

融入公共生活的原則。現今世界，愛滋病仍然存

在，我們必須合力確保社會上每一個人都有機會完

全實現他們的「健康權利」、「尊嚴權利」和「安

全權利」。

以下列舉以「權利為本原則」應對愛滋病的重要元

素，包括：

－ 「愛滋病病毒測試計劃」必須有強大的護理

和治療服務作為支援；

－ 在擴展治療工作方面，必須確保愛滋病病毒

感染者能在適當時候獲得適當藥物，包括昂

貴的二線藥物；

－ 加強醫療系統，使之成為能提供護理與支

援、而沒有否定和歧視成份的地方；

－ 對社區及民間團體，必須投放資源以加強服

務，使之能與醫療服務互相協作；

－ 必須確保人們能獲得廣泛的愛滋病預防服

務，尤其是年青人，他們獲取愛滋病及性相

關資訊和服務的權利經常被否定；

－ 女性愛滋病病毒感染者必須能夠全權行使其

生殖與性健康的權利；和

－ 以保護法取代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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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phie Barton-Knott |  +41 22 791 1697 | 

bartonknotts@unaids.org

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

UNAIDS，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帶領及鼓勵世

界各地人民實現零愛滋病新發感染、零歧視、

零愛滋病相關死亡的共同願景。聯合國愛滋病

規劃署集合十一個聯合國組織的力量，包括聯

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署（UNHCR）、聯合

國兒童基金會（UNICEF）、世界糧食計劃署

（WFP）、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聯合

國人口基金（UNFPA）、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

辦事處（UNODC）、聯合國婦女發展基金（UN 

Women）、國際勞工組織（ILO）、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UNESCO）、世界衛生組織（WHO）及

世界銀行（World Bank），與全球國際及國內夥

伴緊密合作，以得到應對愛滋病的最大成果。如欲

得到更多資訊，請瀏覽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網頁

www.unaids.org，或透過Facebook及Twitter聯絡

我們。

2012年新加坡「愛滋病」會議2012年新加坡「愛滋病」會議

衞生署特別預防計劃

黃加慶顧問醫生

兩 年 一 度 的 第 八 屆 新 加 坡 「 愛 滋 病 」 會 議

（Singapore AIDS Conference）於二零一二年十一

月十七日舉行。配合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現時的願

景，今屆會議主題為「向零進發：零愛滋病新發感

染、零愛滋病相關死亡和零歧視」。因此，會議各

部分亦環繞這個「三零」目標。會議環繞「零愛滋

病新發感染」的三個部分為：提早檢測和連接至治

理、生物醫學的預防策略、傳統的預防策略以及愛

滋病對人類的影響。環繞「零愛滋病相關死亡」的

三個部分分別為「獲得治療」、「非愛滋病相關的

併發症」及「關懷與支持」。而「零歧視」主題則

穿插於會議的各個部分。

新加坡國家衛生部部長許連碹（Dr Amy Khor）博

士為會議致開幕辭，向在場人士簡述現時愛滋病的

情況和各項愛滋病計劃的進展，並承諾新加坡政府

會繼續致力應對愛滋病帶來的挑戰。接着是香港衞

生署黃加慶醫生分享香港在愛滋病預防、治理和控

制方面的經驗，以及由菲律賓B-Change基金會創辦

人Laurindo Garcia先生講述亞洲地區愛滋病的倡導

工作及社區動員。

會議的平行研討會由多個新加坡當地和海外專

家講解和分享。新加坡陳篤生醫院傳染病中心

（Communicable Disease Centre of Tan Tock Seng 

Hospital）是最大的愛滋病臨床服務，其主管Arlene 

Chua醫生在會議上講述當地病人獲得愛滋病治療

的情況。新加坡政府與製藥公司洽商成功，藥價大

幅調低了超過三倍，令更多有需要的人士在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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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實行社區機構發展變革，實現有效 
可持續的愛滋病防治措施–  

2013年1月14日至18日戰略性社區機構發展工作坊

兩年可以接受抗逆轉錄病毒治療。自二零一二年

七月起，已有超過一千一百名患者接受保健基金

（Medifund）和保健儲蓄（Medisave）計劃提供的

治療。「零愛滋病相關死亡」主題涵蓋幾個愛滋病

病毒感染者的重要議題，包括病者老年化、共同感

染乙型肝炎和丙型肝炎，及性傳播疾病。而愛滋病

病毒生物醫學預防明顯是最近的熱門課題。據悉泰

國正在這方面進行不同的學術研究和項目。

會議另一成果是讓參加人士簽署宣言，支持「向零

進發」願景，推動實現愛滋病在新加坡消失的目

標。會議有豐碩成果，所進行的討論包括在愛滋病

領域多方面的最新發展和抱負，不但分享了新加坡

的現況和看法，更展現了區內的總體概況。與會人

士定必對下一屆會議來臨前未來兩年的工作充滿期

待。

在中國實行社區機構發展變革，實現有效 
可持續的愛滋病防治措施–  

2013年1月14日至18日戰略性社區機構發展工作坊

衞生署特別預防計劃

梁偉民高級醫生

隨著國外主理愛滋病防治的資金和組織從中國內地

撤出，中央政府正加緊完善現時的回應措施。就

此，國際愛滋病聯盟和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駐華辦

事處進行合作，戰略性地找出10個已確立為感染愛

滋病病毒人士、男男性性接觸者及注射吸毒者提供

愛滋病防治服務的社區機構(CBO)，以提升他們的

能力，使其更好地與政府合作。

經選定的社區機構須首先完成自我評估，以找出機

構可能需要實行的變革，並派遣高級管理人員參加

為期五天在香港舉行的工作坊，在工作坊後使用一

筆小額補助金實行變革方案，於2013年第二季前滙

報有關進度。

這次於2013年1月14日至18日期間舉行的工作坊，

由香港衞生署紅絲帶中心提供技術支援，共有超過

20名來自內地不同社區機構的人士參加。工作坊旨

在幫助參與機構實行變革，

以促進有效可持續的社區愛

滋病應對措施。工作坊同時

邀請了來自香港10家機構的

領袖到場，與參加人士分享

及交流經驗。

這次工作坊提供了一個密集課程，涉及最新愛滋病

流行病學、中國愛滋病防治社區機構的發展狀況、

策略規劃、機構管治、財務及風險管理、宣傳及資

源調配、監控與評估以及香港非政府機構的營運模

式。因應環境轉變和在工作坊的學習，參與者需在

各自機構深化變革，並構思如何在政策及執行層面

上與政府合作。

工作坊上有人指出，過去十年期間，中國在愛滋病

防治方面投入的資源日益增加。接受抗逆轉錄病毒

療法的愛滋病患者數目上升，死亡率下降。因母嬰

傳播及注射吸毒而感染愛滋病病毒的新增個案亦逐

步減少。然而，愛滋病患者的數目快速增加，在城

市的情況尤其如此，加上現時以治療作為預防的策

略，意味著政府投放於愛滋病治療的開支將日益增

加，而用於愛滋病預防的開支或會變得緊張。

現在距離實現國家愛滋病∕

愛滋病病毒防治策略的具體

目標仍有很大差距，尤其是

在 提 升 認 識 愛 滋 病 測 試 結

果、使用安全套及接受抗逆

轉錄病毒療法的目標人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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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方面。繼全球資金撤出中國，許多社區機構失去

了重要的資金來源，加上抗逆轉錄病毒療法覆蓋範

圍進一步擴大，愛滋病在中國捐贈項目中的優先次

序日益降低，政府購買社區機構作愛滋病防治的管

理未明等因素下，社區機構的發展前景仍不明朗。

但從另一角度看，此等問題也為社區機構帶來了作

出變革的機遇，以為迎接新環境作好準備。

會上，參加人士通過小組討論及回顧，重溫社區機

構在發展過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回顧旨在集思廣

益，加強現有措施及體系，以促進中國社區組織整

體有更好的發展。他們指出，基層愛滋病防治社區

機構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至中期已經成立，該等社

區機構互相之間建立聯繫，在倡導愛滋病防治上一

直演進，特別是在2004年後獲得國際機構及聯合國

愛滋病規劃署的援助，其角色越見明顯。最近，已

有更多的社區機構獲得正式承認及委任。

使用國際愛滋病聯盟的機構能力自我評估工具，進

行內部檢討的社區機構內部回顧顯示，70%的社區

機構設有理事會及章程，當中60%的理事會擁有決

策功能；80%的機構在3至5年內制訂了策略；95%

的機構對促進人權有共同價值觀；幾乎所有機構的

項目都以社區需要、社區參與和實證為本；所有機

構均透過監察及時的數據及報告進行監督及項目管

理；所有機構已釐定策略夥伴，有80%的機構參與

宣傳倡導活動；所有機構指出已建立財務系統及保

留有關記錄，其中95%已制訂資源調配等策略；不

過，並無機構表示已制訂人力資源及風險管理系統

或政策。

至於制訂策略方面，參加人士大致上同意良好的過

程需要有不同階層的人士（或利益相關者）反覆討

論，藉此增加歸屬感及體現民主。獨立的協助者或

會促進共識或作出最後決定。按現有資源和能力定

出優先次序，分階段實現目標，並且由負責執行的

人員制訂行動方案，均有助策略的檢討及實施。

參加人士和香港機構代表利用一整天時間，積極討

論香港社區防治愛滋病的經驗。講員指出，透過參

與政府諮詢委員會、公眾教育、社會動員、倡導活

動和提供服務等範疇，香港社區機構在愛滋病防治

項目發展中起著積極作用。另外，香港機構代表亦

對多項事宜分享看法，包括社區機構的合作網絡、

社區機構註冊的容易度、社工訓練及註冊的系統、

社區機構的服務範圍、指定的資金（如愛滋病信託

基金）、政府對社區機構的開放態度、對確保愛滋

病防控項目質素及整體效益的貢獻、與利益相關者

的夥伴關係、募資的模式、人力資源及財務管理的

系統等。與會者認為社區機構得以蓬勃發展，有賴

完善的社區機構及專業社工的監管架構、機構管治

制度、以誠信作為社會的核心價值、廣泛的社區參

與以及媒體的監督。現時香港社區機構的積極參與

以及支援性的環境源遠流長，是經過多年有組織和

策略性的倡導工作而成。工作坊的評估結果反映，

參加人士對討論香港社區機構經驗的環節最為滿

意，並有興趣參加內地與香港社區機構之間進一步

的交流活動。

在工作坊的最後一天，各社區機構分別提出一項變

革建議方案，提出如何在短時間內實現策略性變

革。有關方案包括加強財務管理系統、建立資源管

理框架、制訂中短期策略方案、取得民政註冊、計

劃令資金來源多元化和訓練員工或志願者。

期盼內地的社區機構在未來越變越通，茁壯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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