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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论 

艾滋病问题已经成为当前整个世界最大的社会问题之一。艾滋病病毒以惊人的速度在世界各地蔓延，给人类生存带
来了巨大的威胁。我国自从1985年发现第一例艾滋病患者，到现在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艾滋病
的防治工作一直是困扰我们的一大难题，到目前为止，艾滋病的蔓延速度仍在加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发布的
通报，2002年上半年，我国报告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数比上年同期增长了16.7%，虽然增长幅度有所下降，但累计感染
总人数已增长到100万人。如果不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专家估计，到2010年我国实际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数将达到1000
万人。（《北京青年报》 2002年11月19日）另据中新社2004年11月报道：目前中国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每年以百分之
四十的速度递增。（华夏经纬网 2004年11月29日） 

随着艾滋病防治工作越来越受到全社会的关注，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对艾滋病的预防不只是单纯的医
学问题，更是复杂的社会问题和人性问题。我们并不否认医学技术的发展对解决艾滋病问题的重要性，但是我们同时也
应该认识到：人类社会本身所具有的一些特点，以及来自人类社会和人性自我的一些弊病，已经成为艾滋病防治的最大
障碍之一。 

社会角色是指与人们的某种社会地位、身份相一致的一整套权利、义务的规范与行为模式，它是人们对具有特定身
份的人的行为期待，它构成社会群体或组织的基础。（郑杭生主编《社会学概论新修》）社会是由个人和组织组成的，
每个人或每个组织在其所处的社会中都在扮演着一定的角色。尽管有的角色是先赋的，有的角色是自致的，但每一个角
色的扮演者都要承担一定的义务或者责任。如果不能完成这些义务和责任，便会导致角色失败，也就是说个人或组织没
有能够做到自己该做的。如果角色失败的现象在一定时期内大量地出现，可能会导致整个社会的良性运行受到阻碍。 

笔者认为，在防治艾滋病的过程中，政府、个人、各个组织的角色不清和责任不清给艾滋病的防治工作增添了很大
的难度。社会对艾滋病的盲目恐惧、政府由于经济利益对公共危机的不坚决态度、社会成员对艾滋病患者的排斥以及艾
滋病患者对自身角色的错误理解等，都给艾滋病病毒的蔓延提供了可乘之机，使得防治艾滋病的工作难上加难。 

 

一、            国家与政府的角色和责任 



毫无疑问，在面对防治艾滋病这样的社会性问题的时候，国家和政府是要发挥领导性和基础性作用的。自从艾滋病
首先在美国被发现以来，各个国家都先后承担起了本国防治艾滋病的重任，虽然各个国家所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上
有很大的差别，但国家和政府在面对这种公共卫生事件时都是责无旁贷的。 

根据国外的经验，如果再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后，立即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则应该在８－１０年后可以将艾滋
病病毒感染者人数控制住。例如，在澳大利亚，发现第一例艾滋病患者的时间是１９８２年，报告的时间是１９８３
年。到１９８４年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人数就高达３０００人。由于政府的高度重视，及时采取有效防治措施，到１９８
５年以后，感染人数就开始下降，到１９８９年以后，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人数被控制在５００人左右。 

再来看看我国的情况。我国第一例艾滋病患者被发现是在１９８５年，可以说是病例出现比较迟的国家，按理说是
应该由大量国外的经验教训可以借鉴，然而，２０年过去了，我们却看到了本文开头所引述的报道，不得不让我们去追
寻这一事实的原因。事实上，中国在出现艾滋病以后１５年的漫长时间里，艾滋病的防治一直被视为仅仅是卫生部门的
事。尽管从９０年代起国务院就提出防治艾滋病需要全社会的重视和参与，但在各级地方政府的议事日程中，艾滋病问
题依然很少能够引起各地政府的重视。地方领导层对艾滋病的恐惧和无知、对艾滋病问题的轻视和不以为然的态度，更
助长了公众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排斥和患者本人的四处逃离。在一些地区，由于过分担心宣传了艾滋病流行的事时会
造成投资、旅游等经济效益滑坡，影响政绩，一些领导层和决策者往往掩盖本地区艾滋病的实际流行状况，限制防疫部
门和记者对实施的披露。这种做法，影响了艾滋病预防工作的及时开展，使一些地方错失了防治艾滋病的有利时机。 

从防治艾滋病的经济层面来看，政府也应该负起责任。中国社会在转型期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贫富差距的拉大，
这体现在东、西部之间，也体现在城乡之间。我国第一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是因为贫困潦倒、被迫
“卖血”所致，这部分人在面对突如其来的艾滋病病毒时，是没有任何能力抵抗这一事实的。目前控制艾滋病病毒繁殖
的“鸡尾酒疗法”价格相当昂贵，动辄要花费几十万元，如果没有政府的资助，贫困者只能等候死亡的降临。因此，防
止艾滋病不是靠一句简单的口号就能做到的，它需要政府强有力的经济支持。 

总之，国家和政府在社会上扮演着保障全体公民基本生存的需要的角色，因而也有保护和支持公民预防艾滋病、治
疗艾滋病的责任。国家和政府必须要首先认清自己的角色，在防治艾滋病的整个过程中都要扮演积极的领导者的角色，
不但要勇于面对现实、承认现状，做好宣传工作，而且要利用社会保障体系积极帮助被感染者摆脱疾病以及由此而来的
巨大心理压力。幸运的是，我们的政府已经开始意识到了自身的责任，从２００１年起，国家下决心不再隐瞒事实，多
次向全社会公布了艾滋病在我国的蔓延现状。对艾滋病患者的经济资助也在逐步地开展过程之中。 

 

二、            作为社会成员的每个人的角色与责任 

社会是由一个一个的个人组成的，每个人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不同，但都担当着一定的社会责任。没有社会的发展
与进步，就没有个人的全面发展；同样，没有社会上每一个个人的承担角色与责任，社会也便不能良性地运行和发展。
面对防治艾滋病这样一个大的社会问题，全社会每一个人都应该行动起来积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笔者认为，至少有以
下几种个人是应该而且有可能扮演重要角色的：有社会威望和影响力的领导人和明星、医学科技人员和医护工作者、艾
滋病病毒携带者以及每一个有可能被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 

有社会威望和影响力的领导人和明星的一言一行都可能会对社会上造成极大的影响。在这个时候，明星们在电视上
的一句话就可能会影响几千万人对待艾滋病以及艾滋病患者的态度。从２００１年开始，著名影视明星濮存昕就担当起
了预防艾滋病的义务宣传员，通过公益性广告的宣传，人们开始了解到：与艾滋病人近距离接触、握手、拥抱都是不会
被感染艾滋病病毒的。篮球明星姚明在美国也拍摄了类似的公益性广告，告诉人们艾滋病是什么、艾滋病并不可怕，帮
助普通民众减少和消除对艾滋病患者的恐惧与排斥。各种明星们借助其在社会民众中的影响力，可以扮演很好的宣传者
的角色，在防治艾滋病的行动中很好地履行了作为一个公民的职责。 

医学科技人员担当着研制预防和治疗艾滋病药物的重任，他们的角色和责任也是很明显的，如果通过他们的努力能
够尽早找出治疗和预防艾滋病病毒的药物，那么他们将成为历史的功臣。广大的医护工作者扮演着帮助病人恢复健康和
减少心理压力者的角色，他们在自己平平凡凡的岗位上做着不平凡的工作，他们需要做的就是扮演好自己作为医生或者
护士的角色，帮助每一个需要帮助的患者或咨询者，使他们消除恐惧，理性地面对艾滋病。 

每一个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也是扮演一定角色并有很大的责任的。尽管由于各种意外的情况，不幸降临在了他们的身
上，但是作为一个社会的人，谋求整个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和谐发展是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责任。作为已经身患不幸的病毒
携带者，应该想到的是怎么样更好地配合医生、配合社会搞好防治艾滋病的工作，怎样将艾滋病对整个社会的影响降低
到最小。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许多许多人团结在一起，就一定能够战胜各种艰难与困境。当然在当前的形势下，
对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做过多的要求是有些苛求，但每个人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却是无论如何也推托不掉的，毕竟人活着不
能只为了自己。 

每一个易感人群中的个人也应该明确自己的角色和责任，积极学习预防艾滋病的各项措施和注意事项，不仅是对自
己的负责，也是对社会其他成员以及整个社会负责。 

此外，其他社会成员也有关注和学习有关艾滋病的知识、关爱和帮助艾滋病患者和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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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结 

在预防艾滋病病毒传播的人类行动中，政府的重视，政策的合理，法规的健全，宣传的正确，成员的合作等等，都
是非常重要的方面。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落后、政策的失误和政府的轻视，造成了艾滋病的大量蔓延，其教训是
沉痛的。因此，从政府方面来说，应该及早地认清自己的角色，承担起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通过积极和广泛的宣
传，提高每一个公民对艾滋病的认识和重视，消除普通公民和病毒携带者之间的对立关系；通过经济上的支持，帮助艾
滋病患者摆脱痛苦，提倡和发展人性的关怀。 

在防治艾滋病的过程中，社会上的每一个个人也需要明确自己的角色，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履行好自己的义务和责
任。毕竟生命是需要自爱的，没有单个人的自爱，就没有人类的发展。只有全社会每个人都团结起来，积极消除对艾滋
病的畏惧和对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的排斥，理性地面对艾滋病并做好与之作坚决的斗争的心理准备，整个社会才能够更好
地了解艾滋病、预防艾滋病，最终控制艾滋病病毒的蔓延，提升人类文明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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