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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愛滋 」對性小眾法律權益的立場及建議 

這是一份公開的立場聲明文件，列明「關懷愛滋」就香港性小眾人士的法律保障應作什麼

改變的立場及建議。「關懷愛滋」將與性小眾人士(LGBT)（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

性戀者和跨性別人士）、社區人士及政府合作，確保性小眾人士得到平等的法律權利，以

支持愛滋病預防和關懷工作。 

行政提要 

 「關懷愛滋」認為本港的性小眾人士欠缺法律保障，嚴重窒礙本港愛滋病預防工作。 

 

 「關懷愛滋」促請香港政府立即採取行動，立法保障性小眾人士免受歧視。 

 

 自 2005 年起，男男性接觸者感染愛滋病病毒情況已成為本港愛滋病預防工作中最受

關注的範疇。 

 

 國際及本地權威組織已明確表示，愛滋病防治工作的當務之急應該是建立一個更具支

援性的環境，為性小眾人士提供法律保障。這有助消除歧視，增強愛滋病預防及關懷

工作的成效。 

 

 「關懷愛滋」將支持平等機會運動，為年輕性小眾人士提供教育，及為年輕人提供全

面性教育。 

 

 

甚麼是性小眾合法權益? 

所有人都必須受尊重和保護。任何形式的歧視均不應在文明社會（包括香港）出現。因此，

「關懷愛滋」提倡及支持以下性小眾法律權益： 

- 我們提倡所有人不論其性傾向或是性別身份，均應得到平等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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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促請香港政府立即採取行動，立法保障性小眾人士免受歧視。「歧視」在這裡是

指在為公眾提供商品、服務、設施和住所時，基於對方的性傾向（同性戀及雙性戀）

或性別身份而拒絕提供相同的商品，服務，設施和住所。 

 

- 我們主張賦予平等機會委員會權力，推廣性小眾權益及調查投訴，並使委員會具法律

權力就違反歧視法例提出訴訟。 

 

 

性小眾合法權益對「關懷愛滋」的重要性及相關性 

《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行動框架 2009》明確指出其目標為「改善男男性接觸者及跨性別

人士的人權狀況──有效應對愛滋病病毒問題的基石」。2011 年，世界衛生組織推出了

針對男男性接觸者和跨性別人士的愛滋病病毒預防和治療指引，建議「議員和其他政府部

門應根據國際人權標準，訂立反歧視和保護法例，以消除男男性接觸者及跨性別人士所面

對的歧視和暴力，使他們不易受愛滋病病毒感染，並減低愛滋病病毒及愛滋病對他們的影

響。」上述立場即認同為性小眾人士建立平等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環境，是愛滋病

預防和關懷工作的重要因素。  

在香港，自 2005 年起，男男性接觸者感染愛滋病病毒情況已成為本港愛滋病工作中最受

關注的範疇。於 2013 年 9 月至 12 月期間，共有 72 宗新增個案經由同性性接觸及雙性性

接觸感染；相比起來，經由異性性接觸感染的個案只有 28 宗。香港愛滋病病毒／愛滋病

策略指出，透過對男男性接觸者社群進行教育、測試及推廣安全性行為乃愛滋病預防工作

的首要任務。2011 年，香港愛滋病顧問局將「營造更有利的環境，立法保障男男性接觸

者的權利，且社會接受男男性接觸者」列為當局五年使命中的首位，而其中的兩項最優先

行動為「反標籤及反歧視：推行法律改革，以保障男男性接觸者╱跨性別人士的權利」及

「為性傾向歧視條例立法」。 

總結「關懷愛滋」前線經驗及研究，我們發現逾 40%受訪男男性接觸者表示「不希望別人

知道自己是男同性戀者」是他們不接受愛滋病病毒測試的主因。顯然，社會對性小眾人士

的負面標籤是對愛滋病病毒預防工作的一大障礙，詳細原因如下： 

 香港的愛滋病病毒治療十分先進，可是恐懼及標籤令性小眾人士不敢向醫護人員或其

他人就健康問題求助。性小眾人士害怕得不到保密的對待，令他們的性傾向被暴露及

從而衍生其他問題。故此消除性傾向歧視是愛滋病病毒預防工作的首要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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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限的性／性別身份教育意味着，對自身性傾向感到困惑的年輕人並不能從中了解相

關的知識及議題，更遑論懂得面對由之而生的困難和不快，以及如何保護自己免受愛

滋病病毒感染。  

 

 許多性小眾人士受嚴重抑鬱症、精神健康、藥物和酒精濫用等問題困擾。有性小眾人

士認為，標籤及歧視是其中一個導致這些問題的重要原因之一，而這些問題亦提高了

他們發生不安全性行為的風險。 

 

 有些性小眾人士須忍受其受愛滋病病毒感染的伴侶和家庭暴力。研究顯示，於同性戀

及雙性戀男士社群中，愛滋病病毒和家庭暴力有着直接的關係。有被伴侶虐待的人直

言，他們覺得自己得留在有虐待傾向的伴侶身邊，因為他們的感染狀況或性傾向令他

們選擇有限。 

 

 亦有異性戀男士表明，他們對愛滋病議題不夠關注，使他們沒有接受愛滋病病毒測驗，

原因是他們認為愛滋病只是同性戀的問題，而且他們並不想和同性戀相關問題扯上關

係。事實上，異性戀男士比男男性接觸者較遲確診感染愛滋病病毒。異性戀男士避諱

談及愛滋病是一個令人關注的問題，因為越早確診對愛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健康越有益

處，並能降低傳染他人的風險。 

雖然改善性小眾法律權益不會立即解決上述所有問題，但爭取法律權益絕對是減低標籤及

讓性小眾能更容易享受健康生活的重要一環。 

 

「關懷愛滋」的期望 

「關懷愛滋」認同美國心理學會對性傾向的定義：「持久性的受男性、女性、或男性及女

性在情感、浪漫和／或性方面吸引。」基於標籤及歧視對愛滋病病毒預防教育及關懷工作

造成甚具破壞性的影響，「關懷愛滋」譴責所有對性小眾人士的歧視，同時強烈促請建立

一個以平等為基石的社會環境。毫無疑問，爭取法律權益是實現這目標重要的第一步。在

討論性小眾群體於香港的權利時，「關懷愛滋」將採取以下立場： 

 

1. 反對針對性傾向的標籤 立法保障性小眾群體 

「關懷愛滋」希望看到所有香港人都一同對抗愛滋病病毒感染。要在香港建立一個讓我們

可確保有效預防、治療及關懷愛滋病病毒的環境，減少與性傾向相關的標籤至為重要。人

們亦應平等地受反對性向騷擾或歧視的法律所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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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支持平等機會運動 

「關懷愛滋」將參與爭取平等權利立法的運動，因為我們相信改善性小眾人士的權利將是

減少香港愛滋病病毒感染的重要因素。我們會讓支持者了解我們在爭取立法保障性小眾人

士權益的立場，並鼓勵他們參與有關的運動。 

3. 為年輕性小眾人士提供教育及為年輕人提供全面性教育。 

「關懷愛滋」堅信，缺乏優質的性教育將大大窒礙為本港不同性傾向的人士建立平等環境

及推行愛滋病預防工作。我們積極提倡在港推行全面性教育，其中包括了解和尊重不同性

別身份及傾向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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