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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偉怡女士

林女士:

就香港愛滋病建鐵策略 (2017-2021 )制訂的

愛滋病回應措施

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在 20] 8 年 1 月 4 日的會議上討論標題所述

事宜 。就委員於會上要求當局提交的補充資料，我們的回覆如下 。

為愛澄病病審廠染者提供治療服務的醫誰人員數目

2. 於201 0至20 17年期間，衛生署轄下的綜合治療中心共有25名醫護

人員為愛滋病病毒戚染者提供治療服務。各職級的醫護人員數目表列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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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至於醫院管理局(“醫管局")的醫護人員，由於他們為愛滋病病毒感

染者提供治療服務的同時，亦為其他病人提供各種臨床服務，因此未能獨

立計算治療愛滋病病毒戚染者的醫證人員的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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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滋病信託基金的申請資助  

 

4.  根 據 香 港 愛 滋 病 顧 問 局 發 出 的 《 香 港 愛 滋 病 建 議 策 略

（2012-2016）》，愛滋病信託基金(“基金”)會優先資助以五個最高風險社羣

為對象的計劃。這五個高風險社羣為(1)男男性接觸者；(2)光顧女性性工作

者的男性顧客；(3)注射毒品人士； (4)性工作者及 (5)愛滋病病毒感染者。

此外，基金亦資助一些其他高風險社羣的項目，以預防經異性性接觸傳播

愛滋病病毒，對象包括跨境旅客、在囚人士、少數族裔人士及公眾人士。  

 

5. 於2012年10月至2016/17年度期間，基金共撥款540萬元，資助四

個以光顧女性性工作者的男性顧客為對象的項目。除了那五個高風險社羣

外，基金也共撥款1,510萬元，資助19個以其他風險社羣為對象的預防愛滋

病病毒感染的項目，當中包括預防經異性性接觸傳播愛滋病病毒的項目。

此外，基金亦共撥款1,030萬元，以資助4個項目，這些項目對象包含多個

目標社羣，當中包括光顧女性性工作者的男性顧客。在過去五年有關以異

性性接觸男士為對象的獲批項目的數目及資助金額表列於附件一。  

 

6.  《香港愛滋病建議策略（2017-2021）》 (“策略”)已將少數族裔人

士納入高風險社羣。在此之前，於 2013/14 及 2016/17 年度，基金亦共撥

款 190 萬元，以資助 2 個以少數族裔人士為對象的項目。除此之外，於

2012 年 10 月至 2016/17 年度，有 4 個以高風險社羣為對象的項目(男男性

接觸者及注射吸毒者)也提供服務予一些有高風險行為的少數族裔人士，

共 660 萬元。  

 

7.  於2012/13至2016/17年度期間，基金委員會 (“委員會”)共處理214

個宣傳和公眾教育項目申請，為133個項目提供了資助，佔全部申請項日

的62％。有關項目申請的數目表列於附件二。  

 

8.   宣傳和公眾教育項目的申請須通過三級制審核： (1)技術審核小組

分析有關申請書的技術細節；(2)宣傳和公眾教育小組討論及(3)委員會考慮

及作最後決定。委員會將根據申請項目的優次、技術審核報告、公眾教育

小組的建議、基金結餘及該年的撥款預算等因素，決定是否批准撥款。  

 

 

毒品使用者共用針具事宜  

 

9.  過去數年，注射毒品人士的感染數目一直穩定地維持在低水平。

然而，衞生署的調查顯示，於2015年鴉片類藥物使用者共用針具的比例約

為13%。另外，於2012年希臘及羅馬尼亞都曾發生注射毒品人士之間的愛

滋病感染爆發情況，而於2015年美國印第安納州亦有同類事件發生，這些

事件提醒我們，即使在現今的已發展地區，仍存在愛滋病病毒在注射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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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當中急速傳播的潛在風險。因此，社會應對注射毒品人士的愛滋病情

況和預防保持警覺。現時，衞生署美沙酮診所為毒品(鴉片類藥物)使用者

提供美沙酮治療，是政府為毒品使用者提供的總體服務其中一部分。全港

共有19間美沙酮診所提供美沙酮治療，提供的服務是毋須預約或轉介的 ,

每次就診收費僅1元(非合資格人士為23元)。美沙酮診所為毒品使用者提供

一種方便、合法、醫學上安全和有效的藥物以代替非法使用毒品；使毒品

使用者無須因購買毒品而作出犯罪或不法的行為及能夠如常人般工作和

生活。美沙酮治療亦可減少吸毒者因注射毒品而共用針具，以防止愛滋病

病毒、乙型肝炎及破傷風等的傳播。  

 

10.  此外，非政府組織會以毒品使用人士作為服務對象，向他們推廣

美沙酮治療服務，以及宣傳避免共用針具和使用全新針具的訊息。  

 

 

愛滋病病毒感染者申請安老院舍服務  

 

11.  在過去 5 年，年齡 60 歲或以上接受冶療的愛滋病病毒感染者的人

數數目表列如下：  

 

年份  60歲或以上的愛滋病病毒感染者的人數數目  

衞生署  醫管局  

2013 218 172 

2014 238 202 

2015 268 213 

2016 300 234 

2017 343 248 

 

12.  於2013年至2017年期間，中央輪候冊（“輪候冊”）共有12名感染

愛滋病病毒的長者申請資助安老院舍服務。  有三名申請人已去世，另有

兩名申請人獲資助入住安老院。餘下的七名申請人仍然在輪候冊等候服務

分配。  

 

 

前線社會工作者的培訓  

 

13.  衞生署一直提供愛滋病培訓課程給醫護人員、住宿院舍員工及非

政府機構，當中包括社工。其中一些培訓課程是與社會福利署或非政府組

織合作舉辦的。有關培訓課程的場數及出席人數詳情如下 : 

 



年份 培訓課程場數 出席人數

20 13 6 25 7 

2014 11 86 1 

201 5 4 463 

20 16 4 198 

20 17 9 5 11 

14. 培訓課程的內容包括愛滋病的基本知織(例如 : 傳染途徑和徵狀)

及輔導技巧，並強調標準防護措施已經足以在一般醫療:Eg境下預防愛滋病

戚染。培訓的其中一瑕包括接納愛滋病病毒戚染者及提高和戚染者溝通時

的敏感度。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

(間 b 代行)
20 1 8 年 l 月 30 日

副本送 : 衛生署署長

(經辦人:總監(衛生防證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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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有關以異性性接觸男士獲批項目的數目及資助金額 

 

申請項目的目標社羣 

異性性接觸男士 

總計 女性性工作者的

男性顧客 
多個目標社羣* 其他# 

2012 年 10 月－  

2013 年 3 月 

獲批項目數目 0  0  0  0  

獲批資助金額 $0 $0 $0 $0 

2013/14 
獲批項目數目 0  1  4  5  

獲批資助金額 $0  $3,865,783  $5,577,658  $9,443,441  

2014/15 
獲批項目數目 1  2  7  10  

獲批資助金額 $1,991,798 $5,964,930  $3,839,816 $11,796,544 

2015/16 
獲批項目數目 2  0  3  5  

獲批資助金額 $3,019,139  $0  $1,207,475  $4,226,614  

2016/17 
獲批項目數目 1  1  5  7  

獲批資助金額 $364,091  $461,906 $4,432,426  $5,258,423  

2012年 10月 －  
2016/17 

獲批項目數目 4  4  19  27  

獲批資助金額 $5,375,028 $10,292,619 $15,057,375 $30,725,022 

*「多個目標社羣」包括工作者的男性顧客和性工作者 

#「其他」包括跨境旅客；在囚人士；少數族裔人士；跨性別人士；失聰、失明或其他殘疾人士；以及公眾(學生、青少年、易受感染

人士及有高風險行為的人士，包括其配偶或伴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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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2012/13 至 2016/17 年度經基金處理宣傳和公眾教育項目的數目 

 

年度 獲批項目的數目 

(a) 

不獲批項目的數目 

(b) 

申請者撤回申請的數目 

(c) 

共處理項目的數目 

(d) 

成功率 

(a)/(d) 

2012/13 25 21 2 48 52.1% 

2013/14 20 4 1 25 80.0% 

2014/15 36 5 0 41 87.8% 

2015/16 25 14 0 39 64.1% 

2016/17 27 32 2 61 44.3% 

總共 133 76 5 214 6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