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立正向愛滋防治政策  工作坊 

－一個民間的自主聲音－ 
 

  讓我們一起來參與草根的、歷史的、批判的愛滋防治工作之討論。 

  

  七月的 NGO 論壇將結合草根的愛滋人權團體共同舉辦「建立正向愛滋防治政策──

一個民間的自主聲音」工作坊。 

  從台灣發現第一例的愛滋感染者，台灣社會從政府到民間，歷經恐懼、歧視、無知

的歷程，行至今日，多個民間愛滋防治、照護團體的成立與經營，對於台灣社會接納愛

滋、認識愛滋有著重要的貢獻。 

  然而，我們政府的腳步始終在民間之後，防治政策依然本著「恐嚇」的基本態度，

官員及政府代表的公開發言也一再表現對愛滋的歧視。 

  年初的男同志轟趴事件，再次內爆出台灣社會對愛滋的恐慌，感染的身分幾乎就等

同於犯罪。值此國際愛滋大會舉行之際，台灣的民間團體聯合召開這場工作坊，目的是

以歷史的觀點檢視台灣防治政策，並結合國際進步力量與論述，促進台灣朝向一個對愛

滋友善的正向環境。 

 

【時間】2004 年 7 月 18 日（星期日）上午 9時至下午 4時 

【地點】台北市非政府組織（NGO）會館（青島東路 8號） 

【工作坊內容】 

一、台灣愛滋政策一路走來⋯；引言人：倪家珍 

                                二、愛滋防治條例之修法過程；引言人：張維 

                               三、看見愛滋社群──台灣民間愛滋組織之發展；引言人：林宜慧 

                                四、建立正向的愛滋防治政策；引言人：王蘋 

【報名資格】認同並願意參與愛滋人權的工作者，須全程參加工作坊 
【參加費用】免費 

【報名方法】即日起接受報名。因名額有限，請於 7 月 16 日前連同姓名、電子信箱、 

聯絡電話，寄至 praatw@yahoo.com.tw 或傳真 02-23759150 

【詳情請洽】02-23110333 

【策劃主辦】台北市 NGO 會館、導航基金會、愛滋感染者權益促進會、性別人權協會 

【贊助單位】行政院衛生署 

 

 

參加「建立正向的愛滋防治政策」工作坊報名表 

姓名 服務單位 個人電話 電子信箱 素食 

    是／否 

    是／否 

 

線上報名：praatw@yahoo.com.tw  傳真報名：02-23759150 

 

 



工作坊議程   

7月18日（星期日） 

時間 內容 

9:00-9:30 集合 報到 

9:30-10:00 行動劇演出暨power point播放 

 

10:00-11:15 

議題一：台灣愛滋政策一路走來⋯ 

引言人：倪家珍（愛滋感染者權益促進會常務理事、性別人權協會國際組

召集人） 

 

11:15-12:30 

議題二：愛滋防治條例之修法過程－官方思維VS民間思維

的差異與角力 

引言人：張維（愛滋感染者權益促進會前理事長） 

12:30-13:30 午休 用餐 

 

13:30-14:45 

議題三：看見愛滋社群—台灣民間愛滋組織之發展 
引言人：林宜慧（愛滋感染者權益促進會秘書長） 

 

14:45-:16:00 

綜合討論：建立正向的愛滋防治政策 
引言人：王蘋（性別人權協會秘書長） 

16:00- 茶敘 

 

工作坊內容介紹  

 
議題一、台灣愛滋政策一路走來⋯ 

  官方的防治政策一路走來，對於台灣愛滋防治工作的推動似乎落後民間甚多。從早

期的恐嚇、罪犯化特定族群（同性戀、性工作者），及至政府官員歧視言論、對於愛滋

感染者性行為定罪的工作目標等等，我們看見「忠實性伴侶最可靠」的文宣，我們聽見

「愛滋是天譴」、「得這種病活得難堪死得難看」的言論，在 2004 年國際愛滋病大會第
十五屆舉行之際，我們應該認真回頭檢視台灣的防治政策，到底是促進了還是阻礙了台

灣的愛滋防治工作。 

討論提綱 
一 台灣愛滋政策定位、改變與社會效應 
二 我們要什麼樣的愛滋政策？ 
 

議題二、愛滋防治條例之修法過程－官方思維 VS 民間思維的差異與角力 

  台灣愛滋防治條例的制定與修改，如同台灣的社會政治一樣，充滿了變化、角力與

不確定性。1980年代愛滋病在美國被發現、興起，兩年之後台灣也捲入了愛滋風暴。人
類避免不了健康與生命的傷害，可是更大的傷害卻是疾病污名所帶來人類族群間的對立

與仇恨。人與人之間相互的關懷與體諒，一時之間失去了意義。如何全面兼顧防治、教

育與人權，考驗了人類與國家政府的智慧。 
  從台灣愛滋防治條例再三的修改歷程，可一窺官方與民間兩方不同意識形態與立



場，至今仍在上演中的相互角力與拉扯。這樣的修改歷程正是一部台灣愛滋史，記錄著

對愛滋感染者的侵權故事，每一個條例述說了一個侵權的故事，每一個故事表達出政府

在制定條文時的主流價值與霸權。我們將一一回顧條例修改的過程，細看民間與官方意

識形態的差異與變遷，並看見民間對人權重視的企圖。 
討論提綱 

一 愛滋防治條例草案擬定過程 
二 愛滋第一案例後的政府相關措施 
三 立法的目的 
四 非官方團體（NGO）介入修改法案的源由與使命 
五 愛滋權促會成立後介入法條的決議過程與目的 
六 權促會介入政策角力的事實與事件 
七 官方與民間制衡的機制 
 
議題三、看見愛滋社群—台灣民間愛滋組織之發展 

  1985年，台灣社會在措手不及之下，進入愛滋年代。 
  遲至1992年，才出現了第一個正式立案的民間關懷組織。此後，民間組織陸續成立，
迄今已有二十餘個組織或深或淺的在愛滋領域內共同著力。 
  專職的民間愛滋組織共有小而美的特性，勉力生存之餘，面對著台灣社會根深蒂固

的愛滋歧視與污名，組織的應對方式卻各自有異。民間愛滋組織的發展歷史，一一呼應

著愛滋在台灣社會留下的傷痛痕跡，自成一部別緻野史，更人性、更柔軟、更真實。 
  回顧歷史，是為了繼續往前邁進。過往的點滴，值得我們誠懇俯首。反思之後，再

昂首。 
討論提綱 
一 民間愛滋組織的初生與成長 
二 民間愛滋組織的連結與競合 
三 民間愛滋組織與醫療院所的合作 
四 民間愛滋組織與政府機構的合作與分立 
五 民間組織為第三部門的天生使命 
 
綜合討論、建立正向的愛滋防治政策 

  追求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應是我們共同的信念，然而在愛滋防治議題上，我們看

見太多的社會汙名及偏見充斥其中，阻礙了我們面對這個疾病，也使得人與人之間充滿

了排擠和惡意。雖然愛滋是人類社會的危機，但透過對此議題的關切，它也成為一個改

變社會歧視的轉機，當我們能夠真正彼此貼近，傾聽理解彼此，讓愛滋的汙名和恐慌漸

漸祛除，我們終將能建立一個真正符合人性、尊重人性的正向愛滋防治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