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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秋霞：流动人口——亟需关注的脆弱人群

    

  有关流动人口的研究显示，当代重大的传染性疾病，尤其是艾滋病的蔓延与人口的迁移与流动有关。那些正在流动

的人们以及他们在家乡的性伴侣无疑是艾滋病的脆弱人群，无视这一人群的脆弱性并缺乏积极的应对态度，将会导致长

远的和悲剧性的后果。 

    人口流动成为疫情加快传播的重要因素  

  由中国卫生部、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共同完成的《2005年中国艾滋病疫情与防治工作进展》报告披

露，在去年的新发艾滋病感染者中，经性传播的占49.8%，首次超过经注射吸毒的比例（48.6%）。报告指出，“感染者

的流动成为艾滋病疫情加快传播的重要因素。此外，大量人口流动、性乱行为增加以及很多城市增长的性病发病，也都

是促进艾滋病蔓延的重要因素。”  

  诚然，流动本身并不是艾滋病的危险因素，但流动与迁移期间所处的环境和可能发生的行为会增加对艾滋病的脆弱

性及与艾滋病有关的危险性。事实证明，与那些没有流动的人群相比，移民和流动人口对艾滋病更加脆弱。其原因主要

是： 

    首先，流动人口正值青壮年性活跃期，大部分人处于独身或夫妻两地分居但又相对自由的状态，陌生的环境以及来

自精神、物质、生理上的需求，使他们的婚恋观念和性观念发生巨大变化，导致这一人群的性行为较为活跃，尤其是男

性更为开放，性伴更多。 

    其次，流动人口的整体文化素质偏低，而且较少得到有关艾滋病的信息、卫生服务和艾滋病的预防方法，加上流动

性大，使经性途径传播性病、艾滋病的危险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他们一旦感染了HIV病毒就有可能在其毫不知晓的情况

下随着流动足迹向妇女群体蔓延，并可能使农村留守妻子难以幸免。 

    防治策略必须充分考虑流动人口因素  

  目前，我国流动人口已达12000万人，而在广东，农民工（包括外省与本省）已突破3000万人，是名副其实的流动

人口大省。控制流动人口的感染率对于遏制艾滋病的流行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将流动人口因素纳入艾滋病的防

治策略中迫在眉睫。  

   首先，要开展适宜于流动人口特点的艾滋病防治宣传活动。根据笔者主持的一项省社科基金项目开展的千人调查

显示：流动人口艾滋病知识得分较低，且对艾滋病防治态度漠然。因此对他们的宣传教育要摆在突出的位置。这项调查

还显示，流动人口获得艾滋病知识的途径主要有电视、报刊杂志、宣传栏或宣传物品（占50%以上，多选题）等，其中

在电视宣传方式中，选择公益广告、健康教育片、宣传晚会的比例占前三位。对宣传物品的选择中，小册子、宣传挂

图、音像制品、车船机票均有较高的比例，并认为车船机票宣传品比较适合流动性强人群的特点需要，有开发前景。当

前，要根据《艾滋病防治条例》的实施，因地制宜地开展他们喜闻乐见的宣传活动，提高宣传效益。  

   其次，要实施行之有效的干预活动。要把干预目标放在危险可能发生的场所或地区，例如大量流动人口经过的地

方：车站、码头、港口、海关等，以覆盖该地区中处于潜在危险中的酒吧和小旅馆的人员，以及去这些场所的年轻人。

同时，还要通过改善安全套的可及性、提供生殖健康服务、开展同伴教育来保持活动的持续性和有效性。  

   再次，要采取积极的政策应对。包括提供便利条件，解决流动人员的夫妻分居、子女读书问题，使他们能与家人

住在一起，降低感染艾滋病的危险。同时，要赋予农村年轻女性与男性平等地获取预防艾滋病知识和生殖健康教育的权

利与机会，增强她们的自我保护意识；提高妇女的就业率和收入水平，使妇女获得与男性平等的经济利益，从根本上改

变妇女的弱势地位，从而提高其抗击艾滋病的能力。(作者系广东省委党校人本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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