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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肆行对乌干达社会的影响及防治措施
王晶

山西师范大学，山西太原，030000；

摘要：本研究阐述了艾滋病将对乌干达社会的社会和经济结构产生深远影响，并对乌干达的未来发展构成严重威

胁。通过对乌干达艾滋病感染状况的细致分析，本文阐述了艾滋病对该国经济、社会结构和人口结构所带来的重

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艾滋病疫情导致了劳动力的减少、医疗支出的显著增加，同时加剧了贫困问题和孤儿数

量的增多，这些问题是乌干达的社会动乱和经济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基于此本研究在文章结尾处建议，财政部

和规划部等卫生部以外的关键部门在指定发展策略时必须充分考虑艾滋病这一因素，以防进一步感染艾滋病毒，

减轻社会和经济后果。这些建议不但包含了怎样对现有政策加以优化，还囊括了怎样增强公众对艾滋病的认知、

加大医疗资源的配置投入以及怎样拓展国际合作等方面，以期打造一个更为全面有效的艾滋病防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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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十多年来，艾滋病疫情一直是国际医学界关注的焦

点。这种疾病从东非开始迅速传播。1993 年，估计乌干

达 15%的成年人口（近 1700 万人中的 130 万人）感染了

艾滋病的病原体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对许多人

来说，艾滋病是一个影响个人健康状况的问题，给国家

卫生保健系统带来了额外的压力。但正如乌干达和其他

国家很快意识到的那样，艾滋病不仅仅是一个健康问题，

不能仅仅被当作健康问题来处理。相反，这一流行病将

对乌干达社会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产生深远影响。艾滋病

不仅会影响人口的健康和寿命，还可能影响经济的关键

部门、增长前景和国家发展目标的实现。

艾滋病在乌干达的影响涉及到了许多方面：人口、

经济和社会。首先，人力资源开发已经受到威胁。随着

病毒影响成年人和儿童的健康状况，生活质量指标正在

下降，儿童的存活率也因艾滋病的流行而有所下降，卫

生部门可用的稀缺资源被从可预防和可治愈的疾病转

移到治疗艾滋病患者，教育投资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受到

损害。不仅目前受过教育的人员数量在减少，而且未来

的质量和数量也可能会减少。艾滋病疫情将对乌干达产

生不利的经济影响，这不仅是因为其规模，更重要的是，

与其他疾病不同，它有选择地影响性生活最活跃的年龄

段的成年人，而这一年龄段正好是他们的生产年龄段。

艾滋病影响乌干达经济的主要渠道是劳动力的规模和

质量。因为艾滋病的潜伏期很长。最后，尽管许多社会

后果无法衡量，但家庭和社会结构的巨大破坏、污名化、

哀悼和悲痛也构成了巨大的社会成本。

1 乌干达艾滋病流行现状

乌干达是第一代艾滋病幸存者国家。非洲的第一例

艾滋病疫情正式出现在乌干达，到 1987 年，乌干达拥

有世界上最严重的艾滋病疫情。由于对艾滋病的应对迅

速、有力、措施全面且多样，乌干达常被视为抗击艾滋

病疫情的典范国家。当其他非洲国家否认或忽视这一问

题时，乌干达却率先公开宣布艾滋病是国家优先关注的

问题。世界上最早的艾滋病国家援助控制项目之一于 1

986 年在乌干达建立，这一年正是全国抵抗运动政权上

台执政。到 20世纪 80年代末和 90年代初，自助小组、

非政府组织、信仰组织和捐助者已经在提供教育、支持

和部分医疗服务方面活跃起来。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

1990 年至 2007 年间，15 至 49 岁成年人的艾滋病感染

率从约 14%降至接近 6%。2000 年至 2010 年间抗逆转录

病毒治疗的普及对他们本人、他们的家人以及那些努力

帮助病患和临终者的医护人员和社区支持者来说，是一

个转折点，成千上万的的乌干达居民参与治疗。根据最

新发布的统计数据，乌干达的艾滋病感染率已下降至 6%

左右，但这一数字仍然显著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尽管过

去几年感染率呈现下降趋势，但艾滋病感染者的绝对数

量仍在持续增加。原因在于很少有人能负担得起抗逆转

录病毒治疗的费用，而且提供免费治疗的项目数量很少，

但在最近短短几年内，许多不同治疗地点的免费医疗的

出现，才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可以负担得起医疗服务。国

际上也在为乌干达抗击艾滋病疫情出谋划策，2002 年设



聚知刊出版社 2025 年 2 卷 5 期
JZKpublishing 医学研究

174

立的多国全球基金用于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以

及 2003 年设立的美国总统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这些

组织对乌干达的资金支持均在 2004 年到达乌干达，正

是由于这些项目，使得已经在乌干达提供艾滋病护理服

务的组织有足够的资源继续进行抗逆转录病毒治疗服

务。

在乌干达，艾滋病最主要的传播方式是性交，另外

也通过感染者的血液或血液制品传播。包括输血、接触

受污染的针头以及从受感染的母亲传给她的孩子。这三

种传播方式的流行程度因地理区域而异。在非洲，约8

0%是通过异性接触获得的；母婴传播病例占另外 10%，

其余病例可追溯到输血和带有感染血液的皮肤穿刺器

械。尽管艾滋病的起源仍然困扰着科学家，但了解其传

播方式有助于解释其快速传播的原因，并实施有效的干

预措施以减少新的感染兵力。性伴侣数量多是一个重要

的风险因素，此外，在存在其他性传播疾病的情况下不

使用避孕套的性行为也会增加感染艾滋病毒的可能性。

值得注意的是，青少年和年轻女性的艾滋病感染率明显

高于其他群体，这主要是由于青少年性教育的缺失和女

性性别不平等等社会文化因素。

2 艾滋病对乌干达社会的影响

2.1 医疗卫生领域

艾滋病会导致乌干达对卫生保健的需求增加，与此

同时，医院床位、医疗室服务、药品和技术人员等投入

将进一步紧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处于高危工作环境

的卫生人员也有感染艾滋病毒的风险，总体而言，艾滋

病的肆意流行意味着医疗保健支出的增加；然而，无论

是政府还是家庭的预算都不足以承担治疗艾滋病的费

用，这表明人们在面对病毒时需要做出是否倾尽家产抗

击病毒的艰难选择。在乌干达，医疗系统在遭受了近二

十年内战的影响下受到重大打击，重建脆弱的卫生系统

是人们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根据 20 家医院的数据显

示，1990年艾滋病是仅次于疟疾的第二大杀手，占所有

住院死亡人数的 9.3%。普通医疗病房中约70%的患者是

艾滋病毒阳性，越来越多并未感染艾滋病毒的人正因艾

滋病毒相关疾病而流离失所。尽管医院接收的艾滋病毒

阳性患者比例越来越高，但医院以下的卫生单位也面临

着因艾滋病毒带来的越来越大的压力。根据艾滋病病例

的统计数量，乌干达的医疗保健系统的负担必然会越来

越大。

2.2 人力资源领域

艾滋病疫情还对乌干达经济产生大量不利影响，这

不仅是因为其规模，更重要的是，因为艾滋病与乌干达

人感染的其他疾病（例如疟疾或腹泻）不同。首先，艾

滋病是一种致命疾病，不仅导致发病率上升，还导致死

亡率上升。艾滋病对经济的影响将通过其对经济活动中

劳动力和资本这两个关键因素的影响来发挥其消极作

用，最直接的就是生产率和劳动力规模的变化进而影响

经济增长。劳动力作为生产投入的潜在力量取决于劳动

力的绝对规模及其生产率。艾滋病会导致大量 15-60 岁

的工人过早死亡，从而减少劳动力的规模。到 2010 年，

假设目前有 15%的成年人感染，疫情继续不受控制，劳

动力年龄组将减少210 万人。比没有艾滋病的劳动力人

数减少约 12%。然而，与其他疾病不同，艾滋病患者完

全自愈恢复的可能性很小，相反，他们还可能会经历与

艾滋病毒有关的其他并发症的发生。在艾滋病的晚期，

个人往往完全无法活动。其他家庭成员将重新分配一些

时间来照顾病人，这可能会减少家庭在家庭、田地或市

场上进行生产活动的总体时间。儿童可能会辍学，以弥

补成人劳动力减少的损失。如果一个家庭中有几个成年

人感染，情况可能会进一步恶化，鉴于艾滋病主要是通

过异性传播的，这种情况并不罕见。教育和职业培训的

减少会限制个人未来的职业发展和收入潜力，进而影响

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积累。

3 乌干达艾滋病防治措施

3.1 国家层面

乌干达政府为应对艾滋病所引发的一系列负面影

响，实施了诸多积极的防治做法，试图抑制该疾病的传

播与蔓延，基于政策这个层面，政府制定出全面细致的

国家艾滋病战略规划，把艾滋病防治工作归入国家重大

事项的队列，该战略计划不仅覆盖了预防、治疗以及疗

后监测等多个方面，还尤其强调了对高风险群体的保护

以及及时干预。为了更好地落实这些办法，政府专门弄

出了乌干达艾滋病委员会，该委员会聚集了社会各界的

智慧结晶，由各个部门的专家汇聚组成，他们的主要任

务是协调艾滋病治疗与防治的各方力量，监督各部门在

艾滋病防治工作上是否履职到位，保障各项措施实现有

效施行，而且定期向政府反馈工作的进展状况。就立法

这一范畴来说，乌干达颁布了具有里程碑价值的《艾滋

病防治法》，此法律保障了艾滋病患者的基本权利，让

他们可以获得必要的医疗及心理方面的支援，而且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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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禁止任何形式的艾滋病相关歧视行为，由此为感染

者创造出一个更公平、更易理解包容的社会环境。该法

律的实施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与认同，大量非政

府组织与社区团体积极参与到艾滋病防治工作里去，共

同努力减少新感染病例的数量，提高现有感染者的生活

品质，乌干达政府采取的这些行动，不仅体现出对乌干

达人民健康的深厚关怀，也体现出国家在公共卫生范畴

承担的责任以及实心实意为人民的决心。

3.2 非正式组织层面

非政府组织在艾滋病防治工作里承担了极其重要

且不可替代的角色，这些组织不光在城市中心地带奉献

自己的力量，而且还进入到偏远的乡村村落，为那些最

需要救助的人群给予服务，不少来自国际和本地的非政

府组织给乌干达引入了各种艾滋病防控治疗项目，这些

项目所覆盖的领域十分广阔，诸如提供健康方面的宣传

教育、开展咨询及检测服务，以及对感染者给予其他必

要扶持等，他们借助举办宣讲会、发放宣传手册以及开

展社区服务活动等方式，使得艾滋病防治知识渐渐走进

人们心里。

3.3 宗教组织层面

基督教复兴运动和对艾滋病的应对方式多种多样。

一些关于预防艾滋病的要求与教会关于贞洁、一夫一妻

制和忠诚的教义相吻合。有些教会和信仰组织直接参与

支持甚至为艾滋病毒携带者提供药物。五旬节派甚至向

信徒承诺，他们可以在没有药物帮助的情况下治愈艾滋

病，但最重要的是需要信徒们虔诚的坚信神会帮助他们

摆脱疾病的困扰。对于第一代中感染艾滋病的许多人来

说，精神与肉体的治疗在这一过程种自然而然地结合在

一起。在福音派基督教中，信徒们得到了神对他们艾滋

病感者身份的认可，进而找到了决心服药并努力工作的

决心。在艾滋病患者治疗艾滋病的过程中，他们从信仰

里得到了的肯定和支持。

4 建议

为了减少艾滋病的传播，不仅要减少性伴侣，还要

增加避孕套的使用，以及有效的性病治疗和控制计划。

在项目层面，将艾滋病控制工作与减少其他性传播疾病

的工作有效结合这一点很重要，改变行为具有挑战性，

正如拉凯农村的研究结果所示，对艾滋病传播方式的了

解还不足以显著减少新感染病例。从提高认识的大众教

育活动转向更深入的同伴教育，可能会对行为改变产生

更大的影响。促进行为改变的活动还必须解决女性如何

更好地保护自己的问题。在未来几年，即使只考虑药品，

艾滋病可能会占用公共卫生保健预算的很大一部分。由

于艾滋病的平均药物成本对治疗方案的选择影响很大，

因此应审查各种治疗方案，以帮助民众选择最具成本效

益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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