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資料頁 二零二零年六月

HARiS -2019年愛滋病預防項目指標調查 -女性性工作者顧客

背景 

對高危社群進行愛滋病風險行為監測是愛滋病預防工作的重要一環，能幫助了解不同社群的風險行為

和評估現行預防政策的成效。為更了解女性性工作者顧客的愛滋病感染風險，這社群從 2013 年起已被

納入"愛滋病預防項目指標調查"的高危社群之一。這調查在 2019 年通過委託香港大學社會學系進行。 

本調查目的是要建立一個以社區為基礎的行為調查，以收集高危社群的愛滋病相關風險行為和測試行

為的統一指標數據，隨時間追蹤及評估本港愛滋病健康推廣和監測計劃的覆蓋率和成效。 

方法 

調查在 2019 年 6 月至 8 月期間通過 4 個非政府機構的愛滋病病毒感染自願性輔導及檢測服務中心招募

參加者。調查對象為任何在過去一年曾經接受女性性工作者服務的男性。 

結果 

1.受訪者基本人口統計資料

本調查共訪問 398 名女性性工作者顧客 (中心: 329 名；網上: 32 名)。他們大部份(95.5%)在調查期前的

六個月內居住於香港至少三個月。差不多所有受訪者都是華人 (96.3%)，接近四份一 (24.6%) 的受訪者

是已婚人仕，82.1%的年齡為 40 歲以下。 

2. 與女性性工作者的性行為及安全套的使用

在398名受訪者當中，有346(87.0%)人表示在調查期之前的六個月內曾經和女性性工作者發生性行為。

當中85.7%和7.6%的受訪者表示最近的一次和女性性工作者發生性行為的地方分別是香港和中國內地

(包括澳門)。最多受訪者最近一次接受性服務的地點是在一樓一場所(50.8%) ，其次是按摩場所 (包括

提供全身按摩的骨場、足浴店、指壓等) (13.6%)，再其次是夜總會/卡拉OK (4.5%)。79.4%受訪者表示最

近一次和女性性工作者發生性行為時有使用安全套。 

3. 與其他性伴侶的性行為及安全套的使用

51.8%的受訪者在受訪前12個月內曾與固定性伴侶進行陰道性行為，絕大部份都是發生在香港境內

(91.3%)，而對上一次性行為的安全套使用率為62.1%。接近四份一(23.0%)受訪者表示在過去1年內曾與

非固定性伴侶發生性行為，大部份 (86.4%) 是發生在香港境內，而對上一次性行為的安全套使用率為

75.0%。



 

 

 

4. 愛滋病病毒測試

在398名受訪者當中，216的受訪者 (54.3%) 曾接受愛滋病病毒測試，當中195人(49.0%) 知道自己最近

的測試結果。但只有137人(34.4%)曾在調查期之前一年內進行愛滋病病毒測試和118人(29.4%)知道自己

最近的測試結果。當中佔最高比例的測試地點為非政府機構的自願性愛滋病病毒感染輔導及檢測 

(66.2%)，其次是衞生署社會衞生科診所 (13.4%)，再其次是私家醫生/醫院(13.0%)。 

分析 

1. 本調查顯示，少於十份之一的受訪者(7.6%)在調查期之前的六個月內曾在內地光顧女性性工作者，

比率較2015年的HARiS研究結果34.4%及2017年的18.3%大幅減少。不過由於跨境性活動和內地鄰近

城市的愛滋病病毒感染情況可影響本地疫情，有關情況必需持續作密切監測。

2. 女性性工作者顧客社群有機會成為女性性工作者及一般人口之間的愛滋病病毒傳播橋樑。2019年最

近一次和女性性工作者發生性行為時有使用安全套的比率(79.4%)，較2017年(84.1%)稍低。此外，與

固定性伴侶和非固定性伴侶持續使用安全套的比率仍然遍低，分別為62.1%和75.0%，因此，應持續

推廣與任何類型性伴侶都應使用安全套的信息。

3. 曾進行愛滋病病毒測試比率(54.3%)及過去十二個月內曾進行愛滋病病毒測試的比率(34.4%)，較2015

年的數字(分別為62.1%和43.4%)為低，而且與其他高風險社群相比仍然較低。這顯示接受愛滋病病

毒測試的意識在女性性工作者顧客中尚未普及，今後應加強推廣愛滋病病毒測試的預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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