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艾滋病防治政策干部读本>>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艾滋病防治政策干部读本>>

13位ISBN编号：9787503547829

10位ISBN编号：7503547820

出版时间：2012-10

出版时间：靳薇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12-10出版)

作者：靳薇 编

页数：35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艾滋病防治政策干部读本>>

内容概要

　　《艾滋病防治政策干部读本》分为上编和下编两编，主要内容包括：我们面对着艾滋病；政府主
导遏制艾滋病蔓延；艾滋病是一个社会问题；关注受艾滋病影响的人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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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靳薇，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党校民族宗教理论室主任。
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公共政策专业委员会执行主任，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特聘专家，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特聘项目专家，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理事。
“1982年春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985年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族学专业获法学硕士学
位，2008年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获法学博士学位。
研究领域：民族问题理论及政策，公共卫生与社会政策。
出版专著10余部，发表论文90余篇。
2001年开始在中央党校开设艾滋病防治政策的培训课程，主持10余个国际项目，与全国30余所党校合
作，对近10万领导干部进行艾滋病政策的培训宣讲，培训党校师资400余人。
2005年，获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颁发的“杰出贡献奖”。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艾滋病防治政策干部读本>>

书籍目录

抗击艾滋病是全人类共同的责任 编写说明 上 编 第一章我们面对着艾滋病 第一节什么是艾滋病 一 生
命杀手艾滋病 二艾滋病的传播 三 这些行为不会传播艾滋病 四 艾滋病是可以预防的 第二节艾滋病的流
行与世界 一全球艾滋病流行的情况与特点 二 艾滋病流行对世界的威胁 第三节艾滋病在中国会不会大
流行 一 总体疫情仍呈上升，新感染有所控制 二感染者陆续发病，死亡增加 三 性途径传播为主，构成
比持续扩大 四 总体呈低流行，部分地区和重点人群疫情严重 第二章政府主导遏制艾滋病蔓延 第一节
决策者必须关注艾滋病 一 落实科学发展观，防治艾滋病 二 艾滋病影响经济发展及社会安定 第二节创
新社会管理遏制艾滋病蔓延 一 创新社会管理 重视公共卫生和健康问题 二 决策者对待艾滋病的常见问
题 三挑战与建议 第三节中国政府的战略选择 一 中国政府政策沿革回顾 二 中国政府的战略选择及行动
三 中国防控艾滋病的主要法律法规——认清形势，明确政府责任 第三章艾滋病是一个社会问题 第一
节艾滋病的传播是一个社会问题 一 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艾滋病传播的不平衡 二 艾滋病传播方式
的差异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作用  三 医疗卫生资源分配的不平衡与艾滋病的防治 四 艾滋病防治
对我国公共卫生体制的挑战 五 社会性别与艾滋病的传播和防治 六 社会歧视、污名化和艾滋病的传播
与防治 第二节艾滋病防控中的法律问题 一 中国艾滋病防控中的法律问题 二 世界各国的艾滋病政策和
法律 第三节宣传倡导与反歧视 一 宣传教育与倡导 二反对艾滋病的羞辱与歧视 第四章关注受艾滋病影
响的人群（之一） 第一节多性伴人群与艾滋病传播 一 多性伴与艾滋病传播 二 多性伴人群与艾滋病传
播中的社会性别问题 三 问题与挑战 第二节男男性行为者与艾滋病防控 一 男男性行为者及其脆弱性 二
男男性行为者中艾滋病的流行现状和影响因素 三 挑战及干预策略 第三节毒品依赖与艾滋病 一 毒品与
毒品依赖 二注射吸毒与艾滋病传播 三 减少毒品危害与艾滋病预防 第五章关注受艾滋病影响的人群（
之二） 第一节女性受到的艾滋病影响 一将社会性别视角纳入艾滋病防控 二 社会性别视角分析女性对
艾滋病毒的易感性 三 关注受艾滋病影响的妇女 四 艾滋病政策的社会性别分析 五 面对危机的应对措施
第二节少数民族与艾滋病传播 一 少数民族在艾滋病流行中面临的主要风险和易受伤害性 二 性传播已
经成为最严重的威胁，少数民族地区女性感染者逐年增多 三机遇与挑战 第三节流动人口的宣传和教
育 一 我国流动人口特征 二 流动人口的艾滋病风险 三 流动人口中艾滋病防治宣传教育 四 流动人口艾
滋病防治所面临的挑战 第六章人类迎战艾滋病 第一节国内外的成功经验与教训 一扼制住艾滋病发展
的势头 二教训与问题 第二节社会干预与医学攻坚 一 社会干预是控制的重要手段 二 艾滋病的治疗与关
怀 下 编 第一部分 国家领导人和国际组织官员谈防艾工作 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
一步加强艾滋病防治工作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佩戴红丝带考察艾滋病防治 致合作伙伴的信 实现“零”
战略目标 第二部分相关法律及政策文件 艾滋病防治条例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通
知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十二五”行动计划的通知 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
“十二五”行动计划 第三部分遏制艾滋病，全国的党校在行动 “十二五”行动计划与领导干部的重
要责任 云南省委党校艾滋病防治政策倡导的实践 遏制艾滋病青海省委党校在行动 革命尚未成功，同
志仍需努力 防艾路上有我们的足迹 甘肃省委党校的防艾政策倡导活动 四川省委党校防艾培训情况简
介 天津市委党校防艾政策倡导工作简介 推进党校艾滋病防治培训的可持续性开展和争取制度化保障
的几点意见 第四部分相关报告及调查 2011年中国艾滋病疫情估计 中国艾滋病歧视状况调查 第五部分
基本知识 卫生部办公厅下发《预防控制艾滋病宣传教育知识要点》的通知 预防控制艾滋病宣传教育
知识要点 关键领域无端歧视基本表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艾滋病防治政策干部读本>>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  五  章 关注受艾滋病影响的人群（之二） 第一节女性受到的艾滋病影响 一、将
社会性别视角纳入艾滋病防控 艾滋病存在30年，艾滋病问题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严峻的挑战之一
。
它的传播既有生物的和病理的原因，也有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方面的因素。
因此，有效地遏制艾滋病的传播和危害，不仅需要采取医学防治措施，而且更需要在艾滋病防治工作
中引入社会发展的视角，特别是社会性别视角。
 1.什么是社会性别。
社会性别（gender）是相对于生理性别（sex）而提出的一个概念。
生理性别是指两性在生理方面的差异，是与生俱来的，通常是不可改变的，如女人能够产生卵子、男
人可以产生精子。
社会性别一词则用来描述男性和女性的社会特征，泛指社会对两性及两性关系的期待、要求和评价，
如男主外女主内、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等。
社会性别是后天和可以改变的男女角色和性别关系。
 我国云南部分苗寨有这样的习俗：生下女婴，把胎盘埋在灶底，象征女婴以后的主要责任与角色就是
煮饭和照顾家人；而男婴的胎盘则埋在房柱下，象征他以后要成为家庭的顶梁柱。
在这种社会分工之下，家人和社会便按不同角色和期待来培养塑造男童女童。
在经济条件有限时，家中优先考虑送男孩上学，为他以后的社会角色和承担起养家糊口的责任铺路；
女孩的教育则不受重视，因为她的角色在家里。
结果，男童逐渐培养出有知识、肯冒险、敢做主的特点；女童则更注重关心别人感受、照顾他人，男
女分别发展了不同的能力。
然而，社会对性别角色和分工并非一视同仁，男性特点通常被视为价值标准，而女性特点被视为价值
较小或没有价值。
 社会性别一词最早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国际妇女运动中，80年代后期逐渐被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广
泛采用，是一个分析社会现象和促进性别平等的重要的基本概念和方法。
 2.在艾防领域关注社会性别的必要性。
艾滋病最初被认为主要是在男同性恋人群间传播。
在艾滋病出现后的10多年里，决策者们更多地将艾滋病的流行视为公共卫生问题，多从医学的角度与
高危行为人群、三种传播渠道相联系，极少关注艾滋病与弱势群体、权力结构之间的深层联系。
至上世纪90年代初，妇女感染艾滋病的问题仍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结果导致很多女性被感染后没能被
及时地发现并获得必要的治疗。
 随着艾滋病在全球的蔓延，1985年以来，妇女在感染艾滋病的成年人中所占的比例从35％不断增加
，2003年后基本稳定在了50％，15～24岁年轻女性占妇女感染者的60％。
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女性占15～49岁感染者的57％，其中15～24岁女性感染艾滋病的人数比同
龄男性高3倍。
在亚洲，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2009年8月11日报告，截至2008年底，亚洲有500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女性占感染者总数的比例由1990年的17％上升到2008年的35％。
亚洲携带艾滋病毒的170万名妇女中，有九成是和丈夫或男友进行性行为时感染的。
而她们的丈夫或男友一般是通过嫖娼、吸毒、与男子发生性行为等途径而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自2003年以来，中国艾滋病经性传播的比例逐年上升，2007年首次超过吸毒感染成为艾滋病流行的最
主要原因。
随着经性传播比例上升，女性病毒感染者也快速增加，所占比例从1998年的15.3％上升至2009年的3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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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艾滋病防治政策干部读本(第3版)》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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