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屆國際愛滋防治會議：呼籲改變性工作的結構 
 

國際愛滋防治聯盟代表 Cheryl Overs 在 2005 年 7 月 1-5 日於日本 Kobe 舉辦的

第七屆國際愛滋防治會議中發表主題演講：「21 世紀的愛滋防治與性交易」，以

下是部份的訪談記錄。 

 

「除了重要的科學發展如疫苗或微生物滅劑之外，此刻有關

人口販運、性工作、奴役的尖銳辯論，恐怕會是決定未來數

十年有多少性工作者會感染愛滋、傳給他人、甚至死亡的重

要關鍵。」 

 

Q: 在亞太地區，性工作與愛滋防治的關鍵議題是哪些？ 

A: 我認為性產業中有三項變化值得注意。第一就是從正式性工作到非正式的性

工作的轉變趨勢，許多女人現在都是以兼差的方式，在傳統性工作場域之

外工作以增加收入，而我們的工作項目很可能無法接觸到這些非正式部門

的女性。第二就是在性產業領域中女性工作者的快速流動，女性往往進進

出出這個行業，而且速度越來越快。第三就是科技的運用，有了手機和全

球衛星定位系統，性產業和我們的工作項目都比過去更不顯眼，這當然可

以降低被孤立的狀態。性工作的這些當代特質意味著我們需要繼續努力，

更要積極的提升對男性性消費者的教育，甚至改變性工作的結構，以降低

危險性行為的實踐。要求百萬計的流動男性工人維持禁慾狀態，根本就是

搞不清楚問題。愛滋防治要能成功，就必須建基於對人類性需求的確實認

知和尊重差異。 

Q: 你所謂的改變性產業結構是什麼意思？ 

A: 我們需要保障性消費者和性工作者發生接觸的場域是一個在結構上就趨向安

全性行為的場域。這就好像工地的工人上工時會自動戴起安全帽一樣，這

已經是場所本身的常態，不需要努力爭取。政客、警察、性產業業主，以

及其他在這個產業中的玩家都需要開始思考如何改變這個產業，而不是一

直關注個別性工作者的實踐。 

Q: 你看過的最棒的實踐是哪些？可否和我們分享？ 

A: 我見過的最好的降低傷害措施都是性工作者自己帶頭的。例如印度加爾喀答

性工作者聯合組織 Usha Cooperative 就自己開設了儲蓄貸款的服務以解決

工作者個人急迫的經濟問題，或者性工作者自己生產高品質資訊和教育材

料，這些都顯示性工作者可已成為資訊的生產者而非消費者。這是我見過

最令人興奮的發展。性工作者可以是解決問題的主導者。過去的經驗顯示，

當資源充足時，性工作者會而且也一定會對於愛滋防治做出友善的回應和

重要的貢獻。 



Q: 你覺得在工作中什麼事情讓你厭煩？ 

A: 大家好像只有一個老調，總是叫性工作者讓她們的客戶戴保險套，叫性工作

者提醒客人要是不戴就會得愛滋。事實上，我們需要更為細緻的推銷各種

性的保護措施，我們應該和性工作者共同攜手來發展一些可以針對性工作

者和性消費者的「慾望」來發言的措施。 

Q: 你覺得有哪些議題是現在這種既困難又壓迫的情境中還沒有被關注的問題？ 

A: 在一些小型社群裡，例如太平洋地區的小島或是戰事剛剛枚平的地區或是高

度壓迫性工作的地區，我們需要使用不同的策略。在這種情境中，女性性

工作者應該不需要被要求現身來推動同儕教育，我們應該針對多性伴侶的

人推廣教育，但是不能給她們戴標籤。我們應該教育醫療人士及政策制定

者，讓他們能更照顧到性工作者的需求，當然我們也應該教育那些性消費

者。這些措施都可以把焦點從性工作者身上轉向改變主流社會。畢竟，人

權是至高無上的。 

 

（何春蕤翻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