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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根据 2010 年 11 月 29 日卫生部的通报显示：

“截至今年 10 月底，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

病人 370393 例，其中病人 132440 例；死亡 68315
例。2009 年，卫生部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世界卫

生组织联合评估结果表明：截至 2009 年底，估计我

国现存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约 74 万人，其中

病人约 10.5 万人；2009 年新发感染者约 4.8 万人，因

艾滋病相关死亡约 2.6 万人。”[1]艾滋病问题既是重大

公共卫生问题也是现实社会问题，艾滋病流行迅速、
病死率高、对经济社会的破坏性大，已对人类生存和

发展构成严重威胁。胡锦涛总书记指出“艾滋病防治

是关系我中华民族素质和国家兴亡的大事。各级党

政领导需提高认识，动员全社会，从教育入手，立足

预防，坚决遏制其蔓延势头。”温家宝总理指出“全社

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努力预防和控制艾滋病，保护

世界，保护人类，保护自己。”高层领导对防治艾病保

持着清醒的认识，对防艾工作的取得长效均提出了

要重视和动员社会的力量。社会组织（NGOs）在艾病

防治中具有灵活性、独立性、大众性和公益性等特点

并在宣传教育、行为干预、关怀救助方面有着独特的

作用，是社会力量参与防艾典型代表，是国家防艾工

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政府工作的有益补充和进

一步完善。社会组织（NGO）在参与防控艾滋病中有

其独特作用，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并且各国均鼓

励支持社会组织积极参与艾滋病的防治工作。2004
年，中国成立了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形成了政府

主导、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共同参与的防治工作机

制。又先后制定了艾滋病防治中长期规划和两个五

年行动计划，2006 年又出台了《艾滋病防治条例》，皆

提倡鼓励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中发挥社会组织的功能

作用。此外我国参与的一些重要和大型国际艾滋病

防治合作项目，对社会组织（NGO）参与防治艾滋病

提供专门经费资助，有利于促进本土社会组织防艾

积极性和相关能力提高。近些年学界对此给予了高

度关注和广泛回应①，相关研究成果丰富，为了解和

重视社会组织（NGOs）在艾病防治领域的作用与影

响起到了积极作用。
本文以社会资本、社会文化、社会支持、社会工

作、社会治理、社会控制、社会网络等理论视角为研

究抓手，侧重对近十年来学界关于社会组织（NGOs）
参与防治艾滋病问题进行系统回顾，并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探讨社会组织（NGOs）参与防艾研究的可能

方向。

摘要：随着防艾实践的深入，中国政府借鉴国际防艾先进经验并根据国内艾病传播流行趋势的实际情况，确定了“政府

组织领导、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艾滋病防治工作机制。重视社会力量参与防艾是当前以及今后一个时期

防艾工作取得长期效果的保证之一，在社会力量参与防艾实践中社会组织（NGOs）发挥了其独特的作用且成效显著。

学界对社会组织参与防艾给予了高度关注，学人们从不同理论视角探讨社会组织参与防艾问题，本文对学界近十年来

这方面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回顾，在总结述评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社会组织参与防艾研究的可能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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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的主要理论视角梳理与回顾

学界对社会组织参与艾病防控研究主要集中在

医学（公共卫生）、社会学、人类学、管理学、政治学、
法学等社会科学学科领域；研究方法多以文献资料

法辅以一定的田野调查为主要模式；研究的社会组

织囊括了各类型组织，包括：国外非政府组织、国内

的民间组织、草根组织（如男性接触者组织、女性性

工作者组织、感染者/患者互助组织等），此外还有少

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宗教组织。研究阶段以 2000 年为

界可分为两个主要阶段，即第一阶段以 1993 年 11
月 30 日成立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为起点到

2000 年 3 月在珠海召开第二届非政府组织预防控制

艾滋病工作联席会议通过的《中国非政府组织预防

与控制艾滋病共同行动准则》为标志，集中在医学

（公共卫生、预防医学、流行病学）领域讨论研究非政

府组织（NGO）参与防艾问题；第二阶段以 2001 年 11
月“中国第一届性病艾滋病大会”召开以及随后召开

的“社会科学与艾滋病防治研讨会”和 2003 年的“社

会科学与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研讨会”为标志，社会

科学开始涉及艾病防治的方方面面其中包括对社会

组织（NGOs）的研究。通过对近十年的研究文献梳

理，社会组织（NGOs）参与艾滋病防治的相关研究，

大致涉及到以下几种理论视角，即: 社会资本、社会

文化、社会支持、社会工作、社会治理、社会控制、社
会网络，下面将逐一进行回顾。

1. 社会资本理论视角。孙雪慧等[2]认为“防治艾

滋病是一个长期的互动过程，从社会学的角度关注

良性及恶性互动，结合中国国情，探讨如何通过良性

互动促进艾滋病防治中社会资本的增值以及不同的

互动方式对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影响。”李丹丹通过

运用“社会资本”理论对一个男同性恋工作组———G
工作组的调查，提出“获取艾滋病防治领域 NGO 社

会资本的思路包括建立信任关系网络是构建组织社

会资本的基础;有效开发和管理志愿者的社会资本是

构建组织社会资本的重要支撑;调整管理体制和加强

法制建设是构建组织社会资本的制度保障;积极培育

公共精神是构建组织社会资本的文化基础。”[3] 李光

勇[4]通过运用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的方法对“凉山彝

族妇女儿童发展中心”这一源自凉山彝族本土、扎根

本土的非政府组织进行了调查。调查得出：凉山彝族

妇女儿童发展中心对提升凉山彝族地区社会资本存

量具有三个方面的作用:一是构建社会网络;一是培

育公民信任;三是重建社区规范。
2. 社会文化理论视角。中央民族大学侯远高教

授和张海洋教授合作对弱势群体调研时发现，毒品

和艾滋病给彝族乡村造成了巨大的危害，随即展开

对该地区艾滋病问题的田野调查和研究，研究的最

重要共识就是要建立一个本土社会组织（NGO）充分

调动民族文化资源发挥自助优势开展防艾禁毒关怀

等一系列行动。[5]在众多本土学者和社会名人的帮助

下，于 2005 年成立了凉山彝族妇女儿童发展中心[6]。
发展中心在毒品、艾滋病预防和妇女儿童关怀方面

做出了大量且富有成效的工作，有学者认为“彝族地

区要积极利用民族资源、优势，发展经济，努力改变

现状，政府和民间携手共进。”[7]兰林友教授与四川 P
市基层民间组织（向日葵小组）合作对 T 社区女性性

工作者群体进行了全方位观察与研究②，认为“通过

对小姐群体性实践的行为数据品质的比较研究，验

证小姐所说、实际所做的性行为，从而发现对于公共

卫生具有实质意义的社会文化行为的细节，为艾滋

病行为干预提供地方性意见。通过比较研究发现，就

艾滋病的三种传播途径而言，尽管大多数小姐都知

道，但对艾滋病的危害程度和与自身的关联，基本上

缺少深刻的认识，更没有采取具体的行动。这就是

说，并无实质性的高危行为改变。”[8]对有商业性行为

的女性组织研究，以“作为组织的文化特征”为视角

为近几年较为引人关注的研究动向。庄孔韶教授及

其研究团队通过对不同区域的有商业性行为女性人

群组织一系列研究③，讨论将“小姐”群体流动方式看

作是“做为文化的组织”加以考察，从中发现“小姐”
群体背后存在的地缘、业缘、亲缘等关系，有利于向

卫生疾控等相关部门建议提供更加有效地干预措

施，也找到了学科应用性价值的契合点。富晓星和吴

振以“主位”视角同性恋草根组织志愿者身份深入沈

阳市男同性恋群体的生活中参与观察[9]，探讨了异性

同性恋群体的身体、行为和社会关系实践如何在城

市空间“点儿”中得以组织、表达和理解。并发现通过

与同性恋群体自身特点的互相作用，城市空间“点

儿”为同性恋的行为、情感、身份的流动构建了能动

平台。
3. 社会支持理论视角。向德平教授与程玲博士

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调查了艾滋病感染者自助小

组的发展状况，总结了自助小组的作用，分析自助小

组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认为“提高

艾滋病感染者的生活质量和生存质量，既需要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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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面的支持，更需要艾滋病感染者自身的努力。自
助小组是艾滋病感染者消除社会歧视、提升个人能

力、获取社会资源的重要平台。”[10]程玲博士通过对湖

北省 7 个艾滋病患者互助小组相关增权问题进行调

查研究，认为“艾滋病患者互助小组的发展是小组成

员需求逐步得到满足的一个过程，也可以说，艾滋病

患者互助小组是有益于艾滋病患者个人成长的。艾
滋病患者互助小组以结构为要素，通过小组活动中

成员间的互动，帮助艾滋病患者恢复社会功能和发

展社会潜能，促成艾滋病患者的改善和艾滋病患者

互助组织的发展。”[11]

4. 社会工作理论视角。刘春湘和古力努尔.达吾

提汗[12]的论文通过 NPO 积极参与防艾公益活动的作

用分析认为，NPO 起到了减少羞耻，消除歧视；满足

艾滋病病人爱与归属的需要；推动社会公益、实现公

平的作用。梁德红、李坚通过对沈阳地区一个主要面

向同性恋人群进行健康服务的小组进行深入调查的

基础上，“论证民间非营利组织在同性恋群体中进行

健康教育的有益作用，并结合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

关系等相关理论，提出可行性建议。”[13]向德平、李光

勇[14]提出在欧美国家以及我国香港、台湾、澳门等地，

大部分社会工作者均受聘于各类非政府组织，政府

或地区行政机构购买非政府组织的服务，非政府组

织再派出社会工作者到社区开展工作。因此，政府应

鼓励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让非政府组织为社会工作

者提供就业岗位，保护其合法权益、创造良好工作环

境，进而为艾滋病患者提供持续稳定的服务。
5. 社会治理理论视角。王彦斌和余翠娥[15]的文章

认为艾滋病在中国被发现至今的 20 余年里，中国社

会各界对之从不敢、不愿承认到全面综合的干预性

防范，艾滋应对工作己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仍

然而临严峻的挑战，最主要的是社会对艾滋病的综

合干预覆盖面过窄和人们对艾滋病相关患者的社会

歧视严重。有效的艾滋应对，应从三个方面展开:在结

构层面，促进“国家”与“社会”的良性沟通与互动机

制，扩大艾滋应对的整体覆盖面;在个人层面，促进社

会成员方便获得艾滋预防的知识和信息，避免高危

行为的发生，并探讨消减社会歧视方法与途径;最终，

以社区和民间组织作为连结结构层面的措施和行为

干预层面措施的落脚点，促进艾滋应对的具体落实。
许文慧[16]的研究论文选择我国艾滋病的重灾区，同时

也就我国 NGO 发展最发达的地区云南省，在实地调

查、专家访谈的基础上，探讨云南省 NGO 参与艾滋

病防治工作的现状、特点及所面临问题。论文对成功

遏制艾滋病传播地区的先进经验进行了梳理，分别

从政府和 NGO 自身的角度分别提出建议，以期望促

进我国 NGO 更好的参与到艾滋病防治工作之中，使

我国能更加有力的控制艾滋病的蔓延。杨芳博士[17]在

其研究论文中对新公共管理理论与多元社会治理架

构进行分析，然后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对重大传染

病控制领域非政府组织基本现状、重大传染病领域

非政府组织能力状况、非政府组织在重大传染病防

治中发挥的作用进行深入剖析，最后提出自已对非

政府组织在重大传染病防治中的设想与思考。罗娟[18]

通过在凉山州对国际和国内 NGO 的田野调查，认为

“NGO 在凉山的兴起既非是西方“和平演变”的结果，

也非是当地社会“市民化”的产物，而是国家在改革

开放背景下诉求有效的社会治理(governance)与全球

化、民主参与政治理念扩张渗透之间的一种合谋。”
6. 社会控制理论视角。周向红博士[19]提出“由于

艾滋病流行在我国已进入增长期，如何有效控制艾

滋病毒在吸毒者、同性恋等高危人群中蔓延成为一

个迫在眉睫的问题。这不仅涉及政策设计和科学性，

也取决于政策执行模式的转变和设计。在具体防治

艾滋病流行过程中,各项具体措施一方面受到各地文

化习俗、经济状况、民族传统、社会心理的影响;另一

方面也受到政府等主体角色的限制。因此在强调政

府的作用的同时，应鼓励非营利组织、企业的共同参

与，形成以政府为主体的公私部门伙伴关系政策执

行模式，以确保艾滋病防治取得胜利。”韩俊魁博士[20]

指出，由于政府资源很少向艾滋病防治领域的非政

府组织(NGO)开放。这不仅不利于防治艾滋病蔓延，

也不利于培育公信力较高的本土 NGO 承担政府转

移的部分职能，或在政府无暇顾及的领域发挥功能

性补充作用。其论文在分析了 NGO 参与艾滋病防治

的必要性、三类 NGO 主体的不同特点及实践经验的

基础上，提出了政府防治艾滋病领域的 NGO 购买服

务的原则和设想。余惠芬[21]从云南省艾滋病流行的严

峻性、防治需要与资源缺乏的矛盾，目前多项目的投

入、交叉和重叠、非政府项目与政府协调工作中面临

的挑战以及协调工作进一步改进和提高的有利条件

等几个方面阐述了协调工作对艾滋病防治中的重要

性和紧迫性，结合工作实践对如何加强艾滋病防治

工作中的协调提出了积极建议。
7. 社会网络理论视角。王丽艳和吴尊友[22]指出社

会网络是社会行动者及其间的关系共同构成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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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而艾滋病病毒正是遵循一种结构化的、非随机

的模式传播。利用社会网络理论及其分析方法来研

究艾滋病病毒传播及其影响因素，将对全面理解艾

滋病流行的模式、探索影响流行的因素以及利用高

危人群形成的网络结构特点开展艾滋病预防干预工

作有指导意义。陈萍[23]在其论文中认为非政府组织由

于具有所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有鲜明的行业、部门

和地区色彩，加之艾滋病具有潜伏期长、爆发危害的

滞后性、传播方式的特殊性、所涉及的个人生活和心

理因素的私密性等特点，非政府组织在艾滋病防治

工作中能够发挥非常显著的作用。

三、讨论与建议

1. 相关讨论

通过对近十年年来相关文献的梳理，关于社会

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研究在 2006 年以来获得快速

发展，不仅表现在研究论文的数量上，而目表现在研

究论文的质量上。原因在于：在以政府为主导的防艾

工作中对社会组织参与功能逐步在实践中得到了认

可；此外是 2006 年以来各种国际非政府组织防艾合

作项目增加迅速，这些项目资金基本都要求有关各

类型本土社会组织来直接承担，客观上就促进了社

会组织参与防艾的积极性。这些就为学人们观察和

研究社会组织起到了很好的平台作用，尤其是一些

研究开始关注与实践的联系，尝试在学术研究和防

艾实践之间建立桥梁。综上所述，我们试对以上研究

成果做一述评：

第一，研究深度整体不足，还需进一步挖掘加

强。纵观以上理论视角，除社会文化、社会支持视角

中学人们运用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的相关理论对

有关社会组织进行深入的田野调查外，其他几种理

论视角的研究还是缺乏深入的、细致的、扎实的个案

调查。典型性的个案和有深度、有新意的理论分析还

不多见，这就影响了对社会组织在参与防艾实践中

学术评论质量。
第二，多学科综合、交叉的研究视野需引起注

意。上述几种理论研究视角在运用多学科综合、交叉

的研究视野还不够开阔，对社会组织参与艾病防治

的研究本身就是一个需要多学科交叉研究的课题。
在研究中需要运用各学科的有关理论相互启发、指
导，这样更有利于研究质量的提高。如在社会工作理

论视角研究中，若考虑公共危机管理和全球治理等

理论，可以将研究置于一个更全面的背景下进行论

述研究。
第三，在深入田野调查研究基础上，逐步构建本

土特色的中层理论的可能性。学人们在借鉴吸收西

方相关理论的同时，也在一些领域探索总结研究的

范式，比如庄孔韶教授提出“作为文化的组织”在研

究商业性女性性工作者组织中预防艾滋病、性病时

所起到的作用。在扎实田野调查基础之上的中层理

论的建构对当前社会组织参与防艾研究非常重要，

为理论导向实践工作的成效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第四，宗教组织参与防艾功能与作用研究不够。

在社会组织参与防治艾滋病研究中，运用相关理论

视角对宗教组织关注度还显不够，宗教组织参与防

艾深入研究还不多见④。我国艾滋病流行的大部分区

域多集中分布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如新疆、云南、广
西、四川等地，一些民族地区又都全民信教，宗教力

量在该地区防艾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这一点

应该引起社会科学界的足够重视。
2. 若干研究建议

综上所述，我们对今后社会组织参与艾病防治

的研究方向提几点建议：

（1）加强借鉴吸收国外相关研究成果，积极拓展

并构建多学科交叉、综合的研究视角。社会组织参与

防治艾病是一项社会系统综合复杂的工程，涉及到

方方面面，这就要求研究者在深入研究时必须建立

多学科综合研究的视角框架，而不是单单运用一种

理论或学科视角来审视。综合的研究视角框架有利

于实现在社会组织防艾的研究中取得理论建构方向

的突破。
（2）细致、深入的各类型社会组织个案调查研究

是以后研究的趋势特征。不论是本土的各种民间组

织（草根组织）还是国外的非政府组织，还有宗教组

织，对以上社会组织参与艾病防治的研究唯有在扎

实的调查研究基础上，才能深刻认识各类组织参与

艾病防治的利弊得失。
（3）加强研究成果的应用转化，利于彰显人文社

会学科研究价值。有学人指出“总的来说，国内人文

社会科学对艾滋病问题的研究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

上都明显不足。”[24] 近年社会科学界对艾滋病问题研

究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均有所提高，其中部分

研究成果对指导防艾工作起到了很大作用。但学人

们整体对研究成果的转化意识还有待提高，比如主

动与卫生疾控等部门的互动联系，研究成果不能及

时发表或提供相关实务机构等，这样就使得外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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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甚至不知道社会科学工作者在防艾研究方面做

了些什么，学科的价值和话语权没能最大限度的体

现出来。
（4）社会组织防艾研究的思维定位应以“是怎

样”的具体、精致、客观性为方向导引，注重从各组织

产生、运作、调适、发展等方面展开研究。在保持价值

中立的研究态度下，把社会组织的要素、结构关系呈

现出来，把它的运作过程、运作环节展示出来，着重

于实际过程和实践活动。以这样的研究思维开展研

究工作可以更好的把不同类型社会组织参与防艾的

实践真实客观的作为实实在在的个案反映出来，进

而在总结归纳社会组织在防艾工作中的功能作用中

起到认识作用，为国家和各地方政府制定相关政策、
法规起到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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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52 页）公室(OSTP)国内政策委员会颁布了

《美国竞争力计划》，提出今后 10 年，美国为进一步

提高国家竞争力，在促进研发、创新和教育方面准备

采取的行动。在此基础上，2007 年 8 月 9 日，美国颁

布了《美国竞争力法》，强调通过增加研究投资，加强

小学到研究生院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的机

会，以及发展创新型基础建设等手段，维持和提高美

国 21 世纪的创新能力。
根据美国政府管理和预算提供的资料看，从

2008 年度预算开始执行《美国竞争力法》，相关部门

大幅度增加经费：美国国家卫生基金会（NSF）经费增

加 8.7%，为 64.29 亿美元；美国能源部（DOE）科学办

公室经费增加 15.6%，为 43.97 亿美元；美国国家标

准 技 术 研 究 院 （NIST） 核 心 实 验 室 的 预 算 增 加

15.5%，为 4.92 亿美元；航空航天局(NASA)的经费增

加 6.5%，为 173.09 亿美元；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

(DAPRA) 基础研究的经费增加 5.5%，为 1.53 亿美

元；美国农业部 (USDA) 竞争力研究的经费增加

35.3%，为 2.57 亿美元；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的经

费增加 6.1%，为 20.85 亿美元。但基础科学研究经费

增长率较低，如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经费仅增加

1%，为 45 亿美元。
现任总统奥巴马主张以科技保障国家安全。继

续推进核威慑战略，增加太空研发投入，提防生物恐

怖主义。其具体计划是，在海外，用 3 年时间，投资 50
亿美元，推进共享安全伙伴关系战略，形成一个国际

化的人才和法律基础框架。在国内，用 5 年时间，每

年投入 100 亿美元，建立全民健康电子信息系统，帮

助医药部门建立合作网络，不仅服务于日常的健康

治疗，而且可以应对突发的生物恐怖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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