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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北京行动纲领》和《千年发展目标》执行情况的审查表明，两性不平等

是实现发达社会的主要障碍之一。同样，艾滋病毒/艾滋病大流行造成的卫生危

机也被视为一种障碍。我们认为，这两个障碍关系紧密，如果男子和男孩没有充

分参与，无论是解决两性不平等还是艾滋病毒/艾滋病大流行的问题，都不可能

取得实质性进展。政府和民间社会也好，媒体和私营部门也好，都必须让男子和

男孩参与所有各级在这方面的努力。然而，政府的确需要领导其公民抵御一种不

尊重文化、宗教或传统，但却基于性别加以歧视的毒害。这种说法强调了男子和

男孩在预防爱滋病方面的作用，也强调了他们在减少对感染艾滋病毒/艾滋病者

的轻蔑态度以及照顾病患方面的责任。 

 《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的承诺宣言》第 14 条指出“强调男女平等和赋

予妇女权力是减低妇女和女童感染艾滋病毒/艾滋病的易受伤害性的基本要素”。 

 国际问题中很少有比艾滋病传染病更直接关系到两性不平等的问题了。从生

理角度，妇女在性交时感染艾滋病的机率比男子多 2 至 4倍，而且，妇女往往无

权就安全性行为进行讨价还价，或拒绝不愿意的性交。这些因素加上无知和年少，

是非洲 15 至 24 岁的年轻人感染艾滋病毒的主要原因，已发现妇女比其男性伴侣

容易感染的程度多 2.5 倍。 

 两性规范往往鼓励男子和男孩从事有风险的、过早或富于侵略性的性行为，

这是对妇女的不公正和歧视，必须加以改变。对妇女的大量暴力行为也体现了这

些歧视性规范并进一步增加了妇女感染艾滋病毒的风险。这些两性规范直接与男

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和文化模式相关，只有通过执行教育方案，树立新的风尚和

风俗，鼓励男子对其行为负责，提高对两性差异的认识，才能加以改变。鉴于妇

女比男子更易感染等诸多因素，解决这一流行病的性别层面就显得特别重要。艾

滋病规划署关于《全球对应艾滋病毒/艾滋病的进展报告》也指出这一提法特别

令人关切。尽管无法减少妇女感染艾滋病毒的生物风险因素，社会风险因素是能

够、而且应该加以减少。 

 《北京行动纲要》在谈到两性平等时明确指出，只有男子和男孩积极参与所

有这些努力并得到鼓励，这一目标才能实现（第 58 段）。掌握权力的男子有时并

不愿意对权力所带来的义务负责。有时，男子拒绝对其性行为负责，使得妇女因

男子看上去“具有男性特质”的行为而处于感染艾滋病毒的风险之中。据认为，

男子对两性问题和男性特质上的看法不易改变。然而，在南非执行的将两性平等

观点纳入保健的“男子是伙伴”方案以及在蒙古军队执行的蒙古远见之“艾滋病

毒/艾滋病项目”均表明，男子对改变其在两性问题上的态度可以采取开放态度，

男子的行为不一定是一成不变或拒绝改变的。 

 通过上述方案，使男子了解了他们对妇女采取支配态度的不利后果，逐步理

解了两性不平等与艾滋病毒/艾滋病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男子也了解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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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行为能如何减少妇女和女孩感染艾滋病毒的机会。许多类似这样的方案尚

需要资助和宣传。男子已成功挑战了传统的性别角色，他们能够理解，一旦实现

两性平等，自己也将获益颇多。 

 为了减少两性不平等现象，必须确定两性之间在哪里发生了权力不平衡情

况。各国政府已商定将采取步骤，确保法律和文化习俗促进性别平等。《消除对

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 5 条要求各国采取适当措施，“改变男女的社会和文

化行为模式，以消除基于性别而分尊卑观念或基于男女任务定型所产生的偏见、

习俗和一切其他做法”。此外，艾滋病规划署敦促各国评估和解决那些加重妇女

和女孩易受伤害性的法律、政策和做法，以确保实现《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问

题的承诺宣言》确立的目标。该《宣言》第 47 条指出：各国必须“对抗性别方

面的陈规定型观念和态度以及涉及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的两性不平等，鼓励男

子和男孩积极参与”。 

 如果各国政府认真希望制止艾滋病毒/艾滋病的传播，就必须改变那些主张

两性不平等的政策和法律。也有必要全面分析可能增加妇女感染艾滋病毒风险的

文化规范，制定个人和社会两级全面的回应措施。 

 我们认为必须重新界定文化规范、制定能促进尊敬妇女和履行个人责任的政

策。由于文化鼓吹了社会认可的规范，而政策则进一步使这些规范合法化，凡是

在男性特质等于主宰和压迫的地方，就必须进行文化上和政治上的改革。其他传

统的、具有男性特质的规范还包括侵略性、性方面应享权利、不负责任和纵欲等

等，必须予以正视、置疑和改变。无数研究报告都分析了这些男性特质，提出了

建立两性更为平等的社会的建议。为建立一个以两性平等成为规范的社会，我们

认为有必要在社会一级： 

• 确认歧视和轻蔑现象是存在的，这些现象阻止人们接受测试、治疗以及

获得有关预防的足够知识； 

• 对讨论性问题和两性平等问题采取开放的态度； 

• 对男性特质采用变通的概念，即： 

○ 一个真正的男人是照顾其家庭的，对其行动也是负责任的， 

○ 在婚姻中通过尊重和平等、而不是通过暴力和压制来体现力量和自

力， 

○ 为人之父就要承担对子女的责任，特别是应确保他们的女儿能得到

教育、保健和保护； 

• 树立纯洁和重申社会联系的新传统和风俗。家庭和社会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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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风易俗，以采取为了正当的社交目的、不彼此伤害的做法取代以

下做法：遗孀继承仪式、切割女性生殖器官、过早性生活、性启蒙

仪式、与处女性交以治疗艾滋病毒/艾滋病， 

○ 认识到必须重新评估那些增加了传播艾滋病毒可能性的性行为，例

如干性行为， 

○ 重申具有进步意义的、促进两性平等的传统概念、价值观和做法； 

• 对男子的社会化及现实应采取的适当办法包括： 

○ 在男孩幼年进行社交之初，就有针对性地传递两性平等的信息， 

○ 提供准确和可靠的、有关性健康和生殖健康的信息。不能简单地假

定男子和男孩已经从其同侪处学到了适当的无风险技巧或已充分

了解了这一主题； 

• 制定全面的政策和方案。这就要求： 

○ 邀请榜样人物，如运动员、音乐家、政治家和社区领袖参加关于两

性问题和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的公众讨论， 

○ 通过基层的努力，针对整个社区（不只是高风险群体）包括在工作

单位、信仰团体、以社区为基础的组织以及私营部门开展工作，从

而使男子在其所有角色中都能平等对待妇女, 

○ 重申对发展和研究采取男女平等参与办法的承诺，而不是自上而下的

办法， 

○ 支持经济发展，从而使妇女较不易被贩运和被迫卖淫，后两者均与艾

滋病毒/艾滋病的传播有关联； 

• 改变那些使对感染艾滋病毒/艾滋病者感到被人轻蔑的说法； 

• 男子和妇女相互协调工作和家庭的责任； 

• 在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教材中把暴力行为作为问题提出来； 

• 减少肉体暴力和家庭暴力的威胁。 

 每个男子和男孩均必须 

• 认识到两性问题是全人类的问题，而非只是妇女的问题； 

• 促进和采取安全和健康的行为； 

• 对性问题和生殖健康问题采取公开交流的态度，建立平等和安全的伙伴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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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主张尊重妇女和保护伴侣的做法，成为家庭和社会的榜样； 

• 不要由于传统的男性特质是有力量而且自立将自己排除在接受适当的

预防艾滋病毒信息的教育之外； 

• 积极参与抚养子女以及家中关于生殖健康的决策； 

• 参与有关下列方面的艾滋病毒/艾滋病方案: 

○ 包括预防和能力建设的方案, 

○ 预防孕妇、母亲和儿童感染艾滋病毒, 

○ 支助和照顾感染艾滋病的人， 

○ 减少对感染艾滋病毒/艾滋病的人的轻蔑态度； 

• 确保家庭女性成员获得与男性成员同样的教育； 

• 促进消除对女性的陈规定型观念，即认为妇女不理智，应处于从属和被

动地位； 

• 通过认真回应有关强奸和性虐待案件的报告，努力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

为； 

• 努力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冲突，因为在战争地区或政局不稳的地区，艾滋

病的传播更为迅速。 

 在促进男子和男孩发挥在预防艾滋病毒/艾滋病以及提供照顾方面的作用

时，十分重要的是，各项方案不应加深权力的不平衡，即让男子完全控制资源和

决策，特别是在生殖健康领域。让男子和男孩参与传统上由妇女控制的领域的工

作不应削弱妇女的权力，而应更加公平地对社会责任作出分工。 

 男子一旦下定决心，就可以促进两性平等，制止艾滋病毒/艾滋病的蔓延，

适当照顾感染艾滋病毒/艾滋病的人并减少与感染艾滋病相关的轻蔑态度。然而，

只有在男子改变其态度与性行为后，才能发生真正的变化。这就必须重新评价文

化规范，而后采取协同努力按照新的规范进行社会交往。由于围绕性问题和性别

角色的社会规范特别具有局限性，个人的努力不大可能产生足够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