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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非政府组织参与 

202、是否有非政府组织（NGO）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成功案例？ 

2003年3月，四川省某市在开展当地性病艾滋病防治需求评估的过程中，发现一大型农贸市场3-4楼的出租屋内中隐藏有
大量的低价格交易商业性交易场所79家，LPEFSWs（低价格交易商业性性工作者）80-100人，年龄30-40岁，每次交易价
格在10-30元之间，顾客多为民工、收荒匠、下岗工人、退休人员、周边的大、中学生等，平均每天顾客总数200-300
人。2003年10月，该市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办公室（市疾病控制中心），找到当地的一个NGO——某咨询服务中
心，该组织的宗旨是为弱势人群提供健康咨询服务，通过签订协议的方式，委托该组织在这一农贸市场中的LPEFSWs中开
展性病艾滋病综合干预工作。然后以该组织的名义在目标场所旁租了一间房屋作为外展干预室，屋内配备有用于宣传性
病艾滋病防治知识的电视、VCD、张贴画、传单、小册子、折页等，还配备了妇科检查等设备。有两名女性工作人员每天
上门一对一宣传及发放安全套、同伴教育、LPEFSWs在干预室座谈、一名妇产科妇科医生于每周四在该处做生殖健康的咨
询、检查及诊断。在对LPEFSWs干预同时还对部分嫖客进行了干预。 

初步成效：从2003年10月到2004年1月间，共干预LPEFSWs530人、3000多人次，嫖客200多人次；发放安全套795个（其
中对嫖客发放80个）。LPEFSWs安全套使用情况明显提高：2003年与2004年的行为调查结果表明，LPEFSW最近一次性交
易安全套使用率由40.8％提高到71.6％，不用安全套者由59.2％降低到28.4％(P<0.01);最近一个月安全套率坚持使用
率由干预前的12.7％上升到占21.6%，不用安全套者由19.7％降至0(P<0.01)，性病艾滋病知识提高明显。 

203、NGO参与艾滋病防治有什么重要性？ 

1、艾滋病防治是一项涉及社会多方面的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参与,包括NGO的参与。2004年4月6日，吴仪副总理在
全国艾滋病防治工作会议上提出“必须在突出政府主导的同时，充分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这既是艾滋
病防治工作的客观需要，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2、NGO的参与可以补充艾滋病防治资源的不足。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人员流动频繁，但我国的疾病控制资源相对
不足，政府的疾病控制机构不足以覆盖如此广阔的地域和高度流动的、庞大的人群，迫切需要较多的NGO提供补充的卫生
服务。 

3、NGO更易接近艾滋病防治的重点和高危人群。艾滋病防治的重点和高危人群多是社会边缘、脆弱人群，以政府机构的
身份不易接触和取得他们的信任，没有政府背景或较少政府背景的NGO更易接触这些人群并取得他们的信任。 

4、NGO具有较高工作热情和灵活的工作方式，参与艾滋病防治往往会产生较好的效果。很多NGO创立的宗旨与艾滋病防治
的目的、目标人群往往是一致，人员是由很多致力于为公众服务的志愿者组成，具有较好奉献精神和吃苦耐劳的工作作
风。在开展工作时能够根据不同环境和目标人群的需求采用多种工作方式。 

5、NGO与国内外相关机构联系密切，具有一定的信息和技术优势。很多NGO的成员往往来自政府的专业技术机构，具有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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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的专业技术背景，其组织的活动经费主要是向政府机构、国际组织申请，与这些机构或组织联系密切，因而掌握了艾
滋病防治的国际先进技术和方法。 

6、NGO参与有利于争取更多的国际合作与援助项目。很多国际组织与机构在我国开展艾滋病防治国际合作与援助项目
时，明确提出优先与我国的NGO合作，对NGO的参与提供很多优惠条件，即使在政府主导国际艾滋病防治项目中，外方也
提出项目中应有NGO的参与。 

7、NGO的参与可以促进NGO发展，从而形成NGO参与艾滋病的良性循环。我国目前还缺乏足够数量和规模较大的NGO，通
过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可以产生更多的NGO和形成一些规模较大NGO,同时提高其能力，从而在更广范和深入地参与艾滋
病防治工作及卫生服务工作。 

204、NGO可以在哪些方面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 

理论上说，NGO可以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各个方面，但从充分利用政府和NGO的资源，NGO作为政府防治艾滋病工作的补
充的角度而言,NGO可以在以下几方面发挥作用：A、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的关怀支持（心理支持、抗病毒治疗、家庭护
理、自助自救），艾滋病遗孤的关怀；B、艾滋病的自愿咨询；C、高危人群和脆弱人群行为（商业性性工作者、吸毒
者、男男同性恋者的行为干预、嫖客，青少年等）D、流动人群的行为干预；E、农村地区艾滋病防治健康教育；F、民族
地区艾滋病防治健康教育；G、人员的培训；H、安全套的社会市场营销等方面。 

205、如何寻找愿意从事艾滋病防治工作的NGO 

目前在我国专门从事艾滋病防治工作NGO极少，但有一些从事其它工作的NGO，如各种协会（医学会、预防医学会）等，
健康咨询组织、环保组织、自愿者组织等。妇联、工会、共青团在某种程度也可看作是NGO。这些组织有的协调能力突出
（如妇联）、有的专业能力极强（如艾滋病防治协会）。有些很愿意从事艾滋病的防治工作。如何寻找愿意从事艾滋病
防治工作的NGO，可以通过以下步骤进行：首先通过多种途径接触NGO，如通过民政局查找本地已经注册的NGO；通过有关
网络平台查找NGO，如“西部NGO网络平台”；通过文献检索查找NGO等方式；从参与公益事业NGO寻找。其次，与NGO负责
人及相关人员接触，了解其宗旨、组织现状、人员能力，是否愿意从事艾滋病防治工作，最后发现一些有能力或具有潜
在能力，且愿意从事艾滋病防治工作的NGO. 

206、对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NGO如何进行管理支持？ 

1、与NGO签订协议。通过签订协议的方式，把艾滋病防治工作任务委托给NGO，同时明确双方的责权。签订协议的同时，
应把实施方案（目标、活动、经费预算、时间进度）作为协议的附件。 

2、管理支持。在NGO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的过程中，应开展定期与不定期的督导活动，从而保证NGO按照协议所规定的实
施方案高质量地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督导的方式有：定期的总结报告，可以根据委托工作的时间长短，设置报告的时
间间隔，如按季度或月报告，报告的内容有日常的工作数据如目标场所或人群覆盖数、同伴教育者培训数、安全套发放
数、针具发放及交换数、健康教育材料发放数等过程指标；定期或不定期的现场督导：查看资料（包括财务资料）、现
场访谈目标人群和工作人员、对目标场所或人群观察进行观察、快速和深入访谈、聘请其他专家进行外部督导等；随时
的电话督导，是一种低成本、方便的督导方式。督导完成后，应与NGO就发现的问题进行讨论，同时对发现问题和解决问
题的建议形成书面的督导意见。 

3、技术支持。对制订实施方案的技术支持：由于很多NGO缺乏艾滋病防治工作方面的经验，所以在制订实施方案时，应
给与必要的技术支持，从而少走弯路。在实施之前和实施过程中，就应协助NGO开展对其人员的培训，艾滋病防治工作，
特别是行为干预，看似简单，实则需要较强的技巧和专业知识，因此对从事艾滋病防治NGO工作人员应由有经验的专家应
进行反复多次的现场培训，同时对实施过程中发现的技术难题，及时加以解决。 

对任何NGO在从事任何艾滋病防治工作时，在提供必要的管理和技术支持的同时，都应鼓励NGO自己想办法解决工作所到
的管理和技术问题，这对提高NGO的能力和工作效率大有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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