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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 

 

 

性产业中艾滋病传播的研究设计 

 

一、假设 

 

    所谓“具有传播艾滋病风险的性行为”，与其它任何人类活动一样，都是社会的行为和经过社会化的行为。因此，社
会学的理论和方法都可以用来解释人类的一切性行为。以往的“性学”总是单纯从生物学角度来考察性行为。这是远远不
够的。以往对于艾滋病传播的研究也很少深入到性社会学的层次上，因此也是远远不够的。 

    我认为，研究性产业中的艾滋病传播问题（不仅仅是指性服务小姐，也包括嫖客），应该首先运用“社会网络”理
论，提出这样的一些基本假设： 

 

    1、“风险的性行为”的载体 

    具有传播艾滋病风险的一切性行为，都不可能是发生在单独个体身上，而是发生在两个人之间。如果双方同时或者
先后与其他人发生过性行为，那么所有被涉及到的人们就构成了一个“性的社会网络”。 

    在这种情况下，表面上看来是两人之间的某一次“风险性行为”，实际上就是发生在这个社会网络里，而且可能影响
到整个社会网络。艾滋病就是通过这样的社会网络传播的。[1]以往的许多研究都仅仅针对一个一个的单独的个人（例如
仅仅调查卖淫女性），没有考虑到这个单独个人背后的整个社会网络。这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实际上就
忽视了甚至不自觉地否认了：只有那些有权有势或者有钱有势的、既嫖娼卖淫又拥有其他多个性伴侣的人，才是最具有
风险的人。 

 

    2、“风险的性行为”的动因 



    一个人会不会从事“风险性行为”，并不是简单地取决于一个人的艾滋病知识水平是高还是低，对艾滋病是不是恐
惧，更不是因为他（她）的主观意志。这是由于他（她）所拥有的社会网络不同，或者在同类社会网络中处于不同的特
定位置上。例如，高地位的嫖客往往更加喜欢使用避孕套，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往往也是高文化者，更是因为他们所拥
有的社会网络以及他们在该网络中所占据的中心位置，都强制他们不能因为感染了性病艾滋病而“丢人现眼”甚至“身败名
裂”。以往世界卫生组织所推广的“知识、态度、信念、实践”研究（KABP），仅仅建立在认知心理学理论的基础上，假设
宣传教育对所有的人都会发挥同样的作用。这是远远不够的。 

 

    3、“风险的性行为”的时空范围 

    所谓“性的社会网络”，不仅仅是指人数（与多少人发生过性行为），同时也是指地理范围（在多少个地方、什么样
的地方发生过性行为）和时间序列（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这三个因素是互相影响的。从艾滋病传播的角度来看，同
样是两次性交，在同一个地方发生两次，风险要小于在两个地方各发生一次。在艾滋病低发地区性交两次，风险小于在
高发地区的两次。在当地传入艾滋病之前发生两次，风险要小于艾滋病传入之后所发生的一次。以往的许多研究没有注
意到地理范围和时间序列这两个重要因素，所以是远远不够的。 

 

 

二、定性调查方法 

 

    1、询问。就是在现场进行个案访谈。重点在于了解个人性行为的历史。这可以探索“性的社会网络”的时间序列的问
题。 

    2、证明。就是进行双向的追踪调查：对暗娼，追踪到她的上一个流出地。对嫖客，追踪到他的下一个到达地。这是
为了发现和证实他们原来的“性的社会网络”的状况，以便探索艾滋病感染与传播的地理范围的问题。 

    3、监测。就是采用现场观察的方法，对暗娼和嫖客真正的成交次数和人数进行记录。这种方法非常重要，因为在社
会舆论的引导下，一般公众容易夸大嫖娼卖淫活动的人次，而暗娼和嫖客则出于心理防卫的需要，往往故意缩小自己的
成交人次。 

    D、体察。就是较长时间地生活在嫖娼卖淫场所里，考察和体会暗娼与嫖客在特定场景中的行为和心理，以便总结出
文化意义上的东西。这样，才能更好地解释定性调查所获得的材料。 

 

三、预期的研究成果： 

 

    1、最低限度的成果：通过定性分析，检验本课题所提出的上述各项假设，总结出“性的社会网络”对于控制艾滋病工
作的作用。 

    2、中等可能性的成果：在调查中不断总结新情况，期望能够提出新思路和新假设，以便把其它的社会学理论和方
法，应用到控制艾滋病领域中来。 

    3、最大限度的成果：运用所获得的定性调查资料，总结和归纳出直接应用于在嫖娼卖淫活动中控制艾滋病的性社会
学基本理论。 

    总而言之，性社会学目前已经相当成熟的一些理论和方法，实际上都可以应用于研究艾滋病的传播。例如，人际互
动理论、角色扮演理论、社会分层理论等等，都可能有助于解释风险性行为的发生率和安全套的使用率。我们所缺乏的
只是探索和试验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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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Laumam, etc. “Social Organization of Sexuality”,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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