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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与维吾尔族交流方便，并且提出对维吾尔语的学习不用学到非常精通的程度，只要能够用维

吾尔语进行对话交流以应对日常生活需要就可以了。基于这些情况，应该可以考虑在新疆的各级

各类汉族学校开设一门维吾尔语课程，通过语言的相互学习以增进双方的尊重和交流。 

【论  文】 

性行为与艾滋病感染风险 

                  ——新疆少数民族艾滋病性传播现状的社会学定性分析1 

 

                        祖力亚提·司马义2   曹谦3 

 

摘要：面对新疆少数民族群体艾滋病流行日趋严峻的形势，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导致在面临艾

滋病的危险时少数民族成为易受害的群体呢？我们认为形成这些风险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它受

到政治、文化、经济以及在某一社会环境中生活个体的心理及行为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本文是一

篇以实际访谈调查和文献综述相结合的定性分析文章，试图讨论新疆少数民族的性行为和态度与

艾滋病感染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新疆、婚姻习俗、性行为模式、耻辱、艾滋病感染 

 

绪言 

 

在中国，很多少数民族地区位于边缘地带，与诸多国家相邻，区域性毒品贸易长期存在，地

区经济相对落后、文化教育程度相对较低、艾滋病的了解与防范相对较弱、性保护意识也较为薄

弱等诸多因素, 致使某些少数民族地区成为艾滋病高发区, 一些少数民族构成了感染者和发病者

的主体。云南、新疆、广西和四川是艾滋病患者最多的地区，而这些地区都居住着大量的少数民

族4。中国的少数民族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只占到8%, 但在登记的HIV 阳性病例中, 少数民族占

36%5。 

一般来说，艾滋病的传播渠道主要有四种：1.与艾滋病携带者（HIV阳性）发生不安全的性

行为，接触到受感染的血液、精液或阴道分泌物；2.与带艾滋病菌的吸毒者共用针筒进行静脉注

射；3.输入带有艾滋病毒的血液或血液制成品；4.受感染的妇女在怀孕、生产或哺乳时把艾滋病

毒传给婴儿。其中药物滥用( 尤其是静脉注射吸毒) 和性传播是少数民族地区主要存在的高风险

艾滋病传染途径。根据近两年的艾滋病监测结果表明艾滋病疫情静脉注射感染上升的幅度有所减

缓。少数民族地区的禁毒任务取得一定成效，年报告感染者和病人数的环比增长率由2008年的

16.8%降低到2009年的9.3%，2010年1-10月同比增长率下降了1.4 %。由于少数民族安全性行为保

护意识较为薄弱等诸多因素，性传播也逐步成为少数民族地区主要的传播途径6。  

根据关于亚洲地区的穆斯林社会报告，艾滋病的确对亚洲地区的穆斯林社区形成威胁
7
。 新

                                                        
1 基金项目：2010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一般项目“新疆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关系的实证研究”（10YJC840102）; 

    新疆大学博士启动基金项目“乌鲁木齐人口迁移与族际关系研究”（07020428061） 
2 祖力亚提·司马义，维吾尔族，乌鲁木齐人，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 
3 曹谦，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社会学硕士，从事民族社会学研究。 
4 Elin Lönn, Karin Sahlholm, Rena Maimaiti, Kaisaier Abdukarim, and Rune Andersson. AIDS Patient Care and STDs. 

January 2007, 21(1): 48-56. doi:10.1089/apc.2006.0063.  
5 于欣. H IV/ AIDS 相关的精神卫生问题[ Z] . w w w. x inqiao. n et , 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主办, 
6 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的官网网址：

http://www.moh.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hjbyfkzj/s3586/201011/49893.htm 
7 Kelley LM, Eberstadt N: Behind the veil of a public health crisis: HIV/AIDS in the Muslim world. NBP Special 

Report: 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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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作为穆斯林民族聚居区，是中国艾滋病六大重灾区之一，不同民族吸毒者和艾滋病感染情况均

有所不同。新疆周边地区如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尔库斯坦、乌兹别克斯

坦，印度等艾滋病传播也较为迅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1
。新疆在整个中亚地区的背景下，

艾滋病的传播速度也不容忽视。维吾尔族是新疆最主要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疆总人口将近50 % ,

但吸毒人数占全疆总吸毒人数却远远超过50 % ,静脉注射毒品且共用注射器现象较严重
2
。吸毒

是维吾尔族艾滋病感染者的主要传播途径之一,然而本文的主要切入点是从另一主要传染途径—

—不安全性行为出发，尝试性分析新疆少数民族的婚姻习俗、性行为以及艾滋病观念与艾滋病感

染之间的相关性。 

 

一、 新疆少数民族婚姻习俗与艾滋病感染之间的关系 

 

    虽然当前社会存在一些无性婚姻，但婚姻的确是合法性行为的法律保障，因此婚姻与性的联

系可以衍生到性与艾滋病的关系。事实上，不安全性行为是艾滋病传染的一个主要途径。在探讨

新疆地区艾滋病问题时，我们绝不能撇开特定的民族社会文化、宗教信仰、道德伦理而仅仅从病

理特征上去探讨艾滋病（Wang, 2006）3。只有深入了解该民族的文化背景，民族心理，才有可能

更好地了解艾滋病问题的内在实质（Painter et al., 2005）4。少数民族婚姻习俗影响着少数民族个

体的性行为和性观念，对于信仰伊斯兰教的一些新疆地区少数民族来说尤其如此。如今的社会（包

括新疆少数民族地区），婚姻在时代变迁中发生了诸多变化，婚姻的形式已经不像从前那么简单，

而是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结构与模式。在此有必要探讨新疆地区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中婚姻习

俗的文化变迁。 

     （一）少数民族传统的婚姻习俗 

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都形成了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婚姻习俗。少数民族的婚姻习

俗，是少数民族传统社会制度、民族文化、民族经济、宗教信仰、伦理道德观念以及人文地理等

诸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同时它又随着这些因素的变化而变化。以下是关于新疆穆斯林社会中存

在的一些普遍的婚姻习俗。 

1． 传统的择偶方式 

在穆斯林社会中，男女双方的择偶一般都按照《古兰经》、《圣训》教义的规定去执行，婚姻

上还存在着诸多限制，如女子不得与非伊斯兰教的男子通婚，但是男子娶非伊斯兰教女子为妻，

并能使其改信伊斯兰教，被视为善事；由父母做主和由媒人或邻里向青年男女的父母介绍择偶是

很普遍的。受到伊斯兰教的影响自由恋爱结婚则是非常少见的。提倡门第相当，本村本镇本地人

之间的联姻。受伊斯兰教法及传统婚姻的影响，男子只要有经济能力，可多妻、重婚(二至四个

妻子均可)，不受自身或女方年龄的限制等。 

2． 传统的婚姻观念 

伊斯兰教认为，婚姻是穆斯林人生中最重要的一项“圣行”，也是最严肃的一项义务。同时

通过婚姻可以为人们带来许多物质的、道德的、伦理的社会利益，因此伊斯兰教鼓励穆斯林成婚，

建立家庭，而反对独身主义。伊斯兰教在鼓励通过婚姻来满足性的需要的同时，严禁任何形式的

婚外性行为。《古兰经》指出：“你们不要接近私通，因为私通确是下流的事，这行径真恶劣”。

                                                        
1 Hasnain, Memoona (2005). Cultural Approach to HIV/AIDS Harm Reduction in Muslim Countries. Harm Reduction 

Journal 2005, 2:23. 
2 曹韵贞，“艾滋病临床流行病学与预防控制前景”，《国外医学∶流行病学传染病学分册》2002 ,29 (1)∶1 - 4. 
3 Wang, Ailing (2006). Uses of Prevention of Mother-to-child Transmission of HIV Services: A Study of HIV-positive 

Women in Yining, Xinjiang, China. Ph.D Thesis, Mahidol University 
4 Painter, T.M., et al. (2005). Sociodemographic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participation by HIV-1-positive pregnant women 

in an intervention to prevent mother-to-child transmission of HIV in Cote d’Ivoire. Journal of STD AISDS. 16(3): 

237-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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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伊斯兰教看来，私通必然导致血统的混乱，家庭的瓦解，社会的分崩离析，性病的流行，

道德的沦丧，人格的丧失，人欲的横流。 

传统的少数民族社会严格按照伊斯兰教教义，形成了保守的婚姻观念。强烈反对婚前性行为，

婚外性行为，离婚行为，提倡夫妻双方忠贞、信任的婚姻关系。 

    （二）少数民族现代的婚姻习俗 

    1．自由恋爱择偶 

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不仅改变了新疆穆斯林社会旧的生产与社会结

构，而且也逐渐改变了穆斯林旧的婚姻观、家庭观及生活观。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发展，各

种法律法规及宗教政策的制订和不断健全与完善，婚姻家庭从组成方式、结构、夫妇权利和地位

以及其他各方面逐渐趋于合法化、合理化和人性化。“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择偶习俗开

始遇到诸多挑战。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各种信息的更新，使更多的年轻人开放起来，他们更多是提

倡自由恋爱择偶。 

    2．婚姻道德的缺失，族内舆论压力的弱化 

婚前性行为，婚外性行为都是传统少数民族婚姻观念中受到严重谴责和鄙视的，甚至会受到

宗教法庭的处置。然而现代少数民族传统观念的淡化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婚前性行为，婚外

性行为或者离婚相对来说受到族内舆论压力的谴责和传统社会比较而言是微弱的。发生违反传统

婚姻道德观的人们受到处置和关注的程度也不再是像以前一样那么严重，族内群众的舆论监督弱

化，成为导致婚姻道德的缺失的重要因素。 

    （三）少数民族婚姻习俗的变化与艾滋病之间的关系 

迅速发生着变迁的少数民族婚姻习俗，深刻地影响着新一代少数民族的性行为模式和性观

念。对于部分人来说，宗教和传统的道德约束对于婚外性行为的约束力逐渐减弱，导致现代少数

民族社会因各种原因，婚前性行为和婚外性行为发展迅速，加上由于缺失安全性行为的意识和保

护措施，导致一些不洁性行为的发生和蔓延传播。新疆少数民族群众对于艾滋病的意识还较为淡

薄，医疗服务体系相对落后，全方位体检频率较低，导致一些HIV阳性患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形成无意识的艾滋病毒传染源，在少数民族群众中成为潜在的高危传染源。既然性传播是艾滋病

传播主要途径之一，因此倡导婚姻体制内的合法性行为是减少发生不安全性行为的途径之一。然

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现代社会，婚姻家庭对于性行为的约束力显得较为单薄，因此减少艾

滋病性传播需提倡安全性行为。加强艾滋病宣传防范是有效防治艾滋病的途径之一。少数民族婚

姻体制对性行为的约束力逐渐减弱，婚姻在一些少数民族群体中不再是唯一的性行为发生条件，

在这种社会变化下，婚姻与性的直接联系被淡化，因此抑制艾滋病通过性传播的关键是倡导安全

性行为。 

 

二、 新疆少数民族的性行为与艾滋病感染之间的关系 

 

    （一）少数民族传统的性观念 

少数民族穆斯林群众传统性观念主要受着伊斯兰教思想的影响，一向以严肃、保守而著称。

新疆的少数民族穆斯林群众在伊斯兰教的影响下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穆斯林性文化。Takyi(2003)

指出宗教与艾滋病有着重要联系
1
，由于一些宗教信仰，导致一些教徒不愿使用安全套，这使得

艾滋病的感染源更为隐蔽。少数民族的性行为在社会文化的变迁下，发生了一些变化。 

    1．“男女授受不亲”的传统性行为 

穆斯林社会一向以两性隔绝而著称。“男女授受不亲”的行为方式。在边远地区,维、回、

                                                        
1 Takyi, B.K. (2003). “Religion and women’s health in Ghana: insights into HIV/AIDs, preventive and protective 

behavior”. Social Science Medicine. 56 (6): 1221-1234. 

http://www.studa.net/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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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乡、撒拉族穆斯林妇女们,至今还严格地恪守着“家妇不见外男”的规矩。新疆少数民族穆斯

林群众传统性观念是严格按照《古兰经》和《圣训》的教义来约束自己行为的。新疆南疆的少数

民族至今保留着女子遮面，以免陌生男子看到，甚至是夏天少数民族妇女也会穿很长的衣服来遮

住肢体。在伊斯兰教中严禁女子过度暴露，过度暴露被认为是违反了伊斯兰教的旨意，增加了男

子动邪恶念头的几率。在传统性行为中，宗教教义和社会道德约束力非常强。 

    2．传统性需求 

    伊斯兰教提倡和鼓励通过合法的婚姻来满足性的需要。伊斯兰教对于性有其独特的认识和观

点。伊斯兰教对性的态度,既不是禁欲主义,也不是纵欲主义,而是节欲主义。伊斯兰教认为,禁欲

主义与纵欲主义表现形式虽然不同,但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极端主义都是违背人的天性的。因为,

在伊斯兰教看来,人既不是无饮食男女、纯洁无瑕的天使,也不是屈从本能的低级动物。 

遵循伊斯兰教的教义，少数民族社会提倡性的满足只能通过婚姻来实现,任何婚外性行为都

被视为非法和不道德,遭到鄙视。偶或有人胆敢越雷池一步,发生婚外性行为,就会身败名裂,被群

众唾弃。根据社会学家戈夫曼（Goffman,1963）对耻辱（stigma）的定义（耻辱是不受欢迎的不

同，伴随着社会上其他人的负面评价）
1
，新疆少数民族在传统社会的伦理道德下和宗教环境下，

少数民族群体婚外性行为被视为是典型的耻辱行为，因此少数民族为了避免遭受他人的鄙视在宗

教氛围环境与传统社会道德环境下会抑制自身的不良性行为的概率。 

    （二）少数民族现代的性行为--性行为的逐渐开放 

新疆正处在快速发展阶段，正在从封闭逐步走向开放，从传统走向现代。新疆的发展使少数

民族社会文化和人们的观念呈现多元化状态。国内外大量的信息猛烈冲击着传统保守的少数民族

人们。一些接受现代文化熏陶较多的知识分子或公务员，面对突如其来的一场国内外的“性革命”

无所适从。更多的少数民族人已经不再谈性色变， “男女授受不亲”的传统性行为逐渐弱化，

宗教和道德的约束力较弱。性，不再是避讳的话题，一些少数民族群体逐渐大胆摸索和尝试着性

解放。这一时期社会道德的缺失开始明显。 

“问：如果你和朋友突然得到了免费的享受婚外性行为的机会，你们之间几个人很高兴的抓

紧这个机会呢？ 答：我估计可能会百分之50-60的人抓到这个机会。大概百分之30-40的人因害

怕传染性病拒绝。
2
” 

伊斯兰教文化强调性道德，禁止乱性。在一场传统与现代的博弈下，有些人性行为非常随便，

婚外恋和婚外性行为层出不穷，卖淫嫖娼等丑恶现象开始猖獗。在调查中，大部分被访对象相信

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五十的人存在婚外性行为和婚前性行为的现象。一些少数民族群众也清楚地

意识到宗教与传统社会道德对性的约束力逐步减弱，并提出了捍卫传统道德的看法。 

“你了解你的同事、朋友或邻里是否存在婚外或非婚性行为？答：社会也很开放。性也开始

开放了起来。现在婚前同居、婚外恋的这些事越来越多了。但我看来这类事不管宗教信仰也好，

民族风俗习惯也好都是不允许的。我们应该制止，避免繁衍，和道德败坏。不管是谁都得加强自

我管理，努力实现自我价值。
3
” 

   （三）新疆少数民族的性行为模式与艾滋病感染之间的关系 

少数民族性观念的转变对新疆艾滋病感染问题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少数民族传统性观念严

禁婚外性行为和乱性行为，禁止私通。伊斯兰教对少数民族穆斯林的性行为有着强大的约束力。

而如今宗教道德观念的弱化，使其传统的性观念开始淡化，婚外性行为，婚前性行为有普遍的走

势。这给新疆地区艾滋病的防治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挑战。性，不再是少数民族人避讳的话题，甚

至已经走上了“台面”，而婚外不安全性行为的发生的确给艾滋病的性传播提供了很好的温床。 

                                                        
1 Goffman, E. (1963). Stigma: 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a spoiled identity.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2 访谈材料：2011314教师（男37） 
3 访谈材料：2011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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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的繁荣，性行为模式在新疆少数民族中也呈现出多样化的形式。在

西部大开发的浪潮中，新疆的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发展不仅带来了财富的积累和物质的丰富，发

展也使当地文化呈现出多样化发展趋势。这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模式和婚姻习

俗，使少数民族性行为模式不再是单一的家庭性行为模式，而是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性行为

模式的多样化、复杂化给艾滋病的防治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困难。以下将结合几种现代社会

较为常见的性行为模式，阐述新疆少数民族日益多样化的性行为模式与艾滋病感染之间的关系。 

 常规家庭由父母子女三个要素组成，夫妻拥有单一固定性行为模式。合法家庭的单一性行

为模式是国家及现代社会伦理道德所提倡的，也是少数民族传统社会和伦理道德、宗教信仰所认

可的，但是随着少数民族社会传统宗教道德伦理观念的淡化和约束力的减弱，合法家庭性行为模

式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一些少数民族形成了婚外性行为。这种性行为对象的特点是在合法婚

姻家庭外，形成一个或多个事实上的婚外性关系。一旦形成了复杂的婚外性行为模式，感染艾滋

病的潜在隐患会增大。婚外性行为选择的行为对象范围越广，感染的几率和隐患就越大。 

少数民族婚外家庭性行为模式的出现有多方面的原因，通过调查资料的分析我们得出以下几

方面主要原因： 

    1．对伴侣的不满意 

“问:无论是男还是女在外找伴侣的目的是什么？答：我认为，主要原因是性方面不满意对

方就找婚外伴侣。
1
” 

“问:您觉得他们出现这种婚外恋或者非婚性行为的原因是有哪些呢？答：肯定有（对伴侣）

不满意啊，就是因为有不满意，才去找别人的，我觉得。” 

“问：哦，主要就是这个原因，是吗？答：嗯，对对对，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2
” 

通过分析大量的结构式访谈和半结构式访谈资料，可以看出对伴侣的不满意包括性方面的不

满意和性不和谐成为发生婚外家庭性行为最主要原因。虽然在少数民族婚姻习俗中，自由恋爱已

经成为主要的择偶方式，但是一部分少数民族群众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父母、亲戚、文化等因素的

影响下，迫于家庭压力而选择结婚对象。这导致了婚外情的发生概率要高于一般自由恋爱的家庭，

进而发生一些婚外性行为。合法婚姻中的男女双方彼此缺乏吸引力，在性生活方面不和谐，正常

的性生活在婚姻中得不到满足，导致一些少数民族发生婚外性行为。与此同时，由于长期平淡的

夫妻生活，寻求刺激也导致了一些婚外性行为的发生。 

2．经济原因 

“问:无论是男还是女在外找伴侣的目的是什么？答：经济也是主要原因之一，对男人来说

钱多了就想找婚外伴侣，对女人来说为了钱或者办事只好选择那条路。
3
” 

在少数民族发生婚外性行为的原因中，经济原因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新疆的发展不仅给新

疆的少数民族人们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财富和金钱。经济能力的提高，使更多人不满足于单一

固定的家庭性行为模式而在婚姻之外寻找短期或者长期的性伴侣，而这常常和性交易是分不开

的。根据古兰经的宗教教义，在传统的伊斯兰宗教中是允许一夫多妻的，一个男性拥有多名妻子

被视为是权威与男权魅力的具体体现，然而这与现代婚姻家庭制度倡导的一夫一妻制存在制度性

的冲突。一些少数民族中的婚外性行为存在着性交易，或许是满足男性权威能力的虚荣心的一种

外在经济表现。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WTO，2004），女性在性行为过程中由于其经济社会

文化地位相比较男性较弱，往往处于性行为的被动方，这导致女性在性行为中更易成为不安全性

行为的对象，导致艾滋病感染4。穆斯林社会里，男性往往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因此在性关系中

                                                        
1 访谈材料：2011318公务员（男40） 
2 访谈材料：2011504公务员(女29) 
3 访谈材料：2011318公务员（男40） 
4 WTO. (2004) Women’s Vulnerability to the Epidemic is Increasing Throughout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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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是男性决定是否使用安全套，女性往往属于从属位置。根据调查资料，新疆少数民族群体中

男性使用安全套的比例还是非常低，女性在很多情况下，缺失要求男性使用安全套的话语权，这

就意味着女性很容易成为艾滋病的感染者。根据 Elin Lönn et al. (2007)报告，性交易过程中使用

安全套的性行为概率低于一半，这就意味着感染艾滋病的概率超过 50%。1 

3．各类聚会的增多 

“问：你或其他朋友、同事存在婚外或非婚性行为的原因是什么？对自己的伴侣不满意？还

是盲目的跟着别人学的？还是其他？答：现在工资也涨了，聚会多了。警察嘛，平时工作压力大，

想的是在周末好好开开心，放松一下。有时会抽查夜店或者色情场所,接触这样的地方较多
2
” 

如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物质生活的富足，对精神生活的追求日益成为少数民族生活中

的主流。同时，在少数民族社会里，各类名目繁多的聚会给婚外恋情以至婚外性创造了外在条件

与机会。 

3． 少数民族婚外家庭性行为模式给艾滋病的防治带来的隐患 

    （1）性行为对象的不固定性和隐蔽性 

    婚外性行为给艾滋病的防治工作带来的隐患可谓是巨大的，因为性行为对象的选择不固定且

具有一定的隐蔽性，这便给寻找艾滋病的感染源头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尤其是少数民族由于受到

伊斯兰教伦理道德的约束，婚外性行为更具有隐蔽性。因为已婚者，无论是男还是女，不希望自

己的婚外性行为被别人发现，其原因是，少数民族社会里，婚外性行为还是或多或少的受到舆论

压力的谴责。 

（2） 对另一半感染几率的绝对性 

    在家庭中出现婚外性行为一方，如果在婚外性行为中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在多数情况下，会

把病毒传染给婚姻中的另一方。家庭婚姻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性行为，而且在家庭固定性行为模式

中少数民族使用安全套的意识比较淡薄。类似情况的存在使无辜的另一半感染病毒的几率增大，

婚姻中只要有一方有婚外性行为，那么婚姻中的另一方就存在潜在危险。 

除了婚外性行为以外，单一情侣性行为模式是以情感为基础，属于婚前性行为，是情侣最为

热烈幸福的形态，可能走入婚姻，亦有可能终止。多情侣模式主要包括一方或双方同时有几个相

对固定的情侣，存在婚前性行为，走进婚姻的机率较小。 

随着时代的发展，少数民族中多情侣模式的性行为模式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在传统伊斯

兰教中婚前性行为是绝对禁止的。少数民族传统习俗中存在婆婆以各种方法检查媳妇是否是处女

的方法，如果女孩结婚时被发现不是处女，那么这个女孩的一生可谓是悲惨的，会是千人骂，万

人唾的对象。然而日新月异的科技，纷繁多样的信息，四通八达的网络给少数民族年轻人的思想

带来了一次革命性的风暴。这场风暴的最大亮点是思想的解放和传统道德观的弱化。传统社会中

避讳的性自然被推到风口浪尖。 

现在，在少数民族年轻人中“谈性色变”，“守身如玉”的程度相对低下。“早婚早育”在少

数民族中渐渐成为昨日黄花，“晚婚晚育”则是大力提倡的香饽饽。晚婚晚育虽然在一定程度上

遏制了人口的增加，但是也在另一方面给性行为带来了隐患，以至出现许多“享乐”主义。很多

青壮年已经到了结婚年龄却不打算很早走进婚姻，害怕婚姻的枷锁，其原因或许是拥有多个情侣。 

在爱情的伟大号召下，婚前同居在少数民族年青人中越来越普遍，他们自身的性生理已成熟，

处于性活跃状态，他们很难抵制性行为“享乐主义”的诱惑。在传统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中，少

数民族年轻人受到的性教育是非常有限的，他们的性知识大多来自网络和杂志。因此年轻人进行

性行为时，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相对较差，这使年轻人成为艾滋病感染的高危人群。在任何

                                                        
1 Elin Lönn, Karin Sahlholm, Rena Maimaiti, Kaisaier Abdukarim, and Rune Andersson. AIDS Patient Care and STDs. 

January 2007, 21(1): 48-56. doi:10.1089/apc.2006.0063.  
2 访谈材料：2011323 特警（男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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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流行的地区，青年人都是非常重要的亚人群1。新疆的少数民族年轻人在我国艾滋病预防

与控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当代少数民族年轻人的性观念正日趋开放，而与之相应的预防性病艾

滋病的意识和行为并没有相应提高，这种现象将增加年轻人感染性病艾滋病的风险。因此，应在

大学等年轻人集中的场所中开展适时、适度、适量的性健康教育和正确的爱情观教育，既要进行

洁身自爱的道德教育，又要正确宣传安全套在预防性病艾滋病中的作用，提高青年人预防性病艾

滋病的意识，进而提高青年人的自我约束与自我保护能力，降低感染艾滋病的危险性。 

另外，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发展，卖淫性交易这种古老的行业在我国似乎又死灰复燃，并

俨然有向规模化的“地下性产业”发展的趋势。据中国统计年鉴统计，1998 年全国公安机关共

受理卖淫嫖娼案件 189972 件，处理 189452 件；1999 年共受理案件 216660 件，处理 215128 件；

2000 年共受理案件 225693 件，查处 222132 件；2001 年共受理案件 242053 件2。也就是说，近

几年每年参与卖淫嫖娼的人员至少在 200 万以上3。性交易，不仅涉及到社会道德、社会秩序、

人口问题等诸多方面，更是和艾滋病有着如胶似漆的关系。 

伊斯兰教虽然严格禁止嫖娼卖淫行为，但是随着国内外各种文化的冲击下，少数民族社会中

卖淫性交易，女性性工作者数量有所增多等问题也日益浮出水面，引起普遍关注。 

（3）性交易地点的多样化和复杂化 

“问：你认为婚外性性行为发生在何地场所？你有没有婚外性性行为？答：我认为在宾馆、

酒店、桑拿发生婚外性性行为。
4
” 

在调查中，被问及婚外性行为或者性行为发生的地点时，许多被调查者回答酒店、宾馆、桑

拿、夜店或者自己另购的私房里。近几年高档酒店、桑拿、洗浴中心在新疆如雨后春笋般的建立

起来。这不仅丰富了新疆各族人民的夜生活，更给地下隐秘性交易提供了便利，收入在中上水平

的人都可以消费得起。因聚会、工作关系等原因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光顾这些服务中心。许多人大

多是女性“特殊服务”者也应运而生。 

    2．少数民族交易式性行为模式对艾滋病的影响 

当性传播成为除了静脉传播的第二大艾滋病传染源，中国的卖淫、嫖娼和性工作者已渐渐引

起政府及社会的关注。一直以来以《古兰经》的教义约束自己行为规范的新疆穆斯林群众里的一

部分人，在一场多元文化的选择下迷失了方向。有些人彻底摈弃传统伦理道德观，走向了极端。

收入的增多使这一情况加剧。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性工作者和嫖娼情况不容乐观。 

性交易的隐秘性给艾滋病的预防和治疗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从事性工作的又是社会下层低收

入群体，他们的安全和防护意识相对差，还具有一定的被迫性，处于弱势地位。不管是性工作者

还是嫖娼者都在一定客观条件下，不愿意暴露自己，更不愿意定期体检，害怕群体歧视。因此，

交易性性行为模式因存在范围广，发生条件便利，受害群体基础庞大，感染率大成为艾滋病感染

的高危传播模式。 

                 

四、总结 

 

戈夫曼所定义的“耻辱”（耻辱是不受欢迎的不同，伴随着社会上其他人的负面评价）
5
，

在新疆少数民族群体中谈及艾滋病时是显而易见的。当前新疆的艾滋病传播的途径主要是吸毒和

性传播，媒体宣传也主要是这两种艾滋病传播途径。当新疆少数民族群体中谈及艾滋病时，自然

就会将艾滋病患者与不正当性行为或者吸毒者联系在一起。艾滋病这一名词所对应是媒体大规模

                                                        
1 张思明、晏渠如、施少平等，“大学生艾滋病知识、态度的调查”，《中国全科医学》2004, 12( 23) : 54-  
2 黄小洵、傅华、商继政，“论性交易的法律治理”，《电子科技大学社科版》2009年第6期，10 
3 王刚、王元新，“论卖淫嫖娼的现状与对策”，《甘肃政法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4，(2)：98．100． 
4 附录5:5-2011323教师 

5 Goffman, E. (1963). Stigma: 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a spoiled identity.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DEP
A

RT
M

ENT OF SOCIOLOG
Y   PK

U

  1  9  2  2
 41 

所宣传的担忧，与之相伴随的是吸毒与性滥交等不良生活习性，进一步所附带符号信息即为道德

沦丧与穆斯林社会中的宗教丧失与背叛
1
。然而正是由于社会（包括家庭婚姻，宗教等文化）对

艾滋病所携带的负面耻辱符号，导致很多少数民族个体不愿意去接受HIV体检，隐藏HIV状态信息，

加上少数民族群体对于安全性行为的意识较为薄弱，女性在性关系中的被动关系与男性在性关系

中往往不使用安全套的性行为，导致艾滋病的性传染源很难追踪与控制。 

事实上一些艾滋病患者是由于母婴感染，或者输血时感染，或者无意间接触艾滋病毒感染源，

这些本身都和耻辱行为本身无关。因此应适当将艾滋病的负面耻辱信息弱化，逐步让少数民族群

体更多地了解艾滋病的传播途径和正确的医学常识，慢慢地引导少数民族群众主动咨询相关艾滋

病的知识与并教会他们一些基本防范措施。大部分少数民族的教育程度相对于较低，这使他们在

接受艾滋病宣传时存在较大困难。在经济、教育相对落后的喀什巴楚、伊宁等县城，吸贩毒人员

的文盲比例则更高。当前新疆地区艾滋病宣传活动绝大部分使用汉语，一些只操本民族语言的少

数民族无法熟练使用汉语，因此，表面上艾滋病宣传活动似乎如火如荼的进行着，但事实上大部

分少数民族群体由于语言障碍对艾滋病仍然了解较少。 

在调查中，少数民族群体使用安全套的比率相当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其易受感染艾滋

病的概率。当前社会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传统社会伦理道德和宗教的约束力逐渐减弱，对于性

也不再是单纯地避讳和禁欲。艾滋病本身的传播并不与性行为直接联系，只有与艾滋病带菌者

（HIV阳性）发生不安全的性行为，从而接触到受感染的血液、精液或阴道分泌物才会感染上艾

滋病。单纯地在少数民族群体中倡导减少性行为的方式来抑制艾滋病略显无力，因为健康的性生

活是成年人的正常生活。只有加强安全性行为教育，在性行为发生时，采取安全性行为才是抑制

艾滋病传播的另一有效途径。在当前的新疆社会，由于其宗教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虽然少数

民族性行为广泛发生着（婚前或婚外性行为、同性性行为），但是为了避免宗教及社会家庭婚姻

道德等谴责，大多数性行为都是在极为隐蔽的情境下发生，这加剧了性行为的隐蔽型，导致追踪

艾滋病感染源的难度系数增大。 

在新疆少数民族中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其意义在于巩固和加强民族的文化生存空间，提倡

传统道德的约束力，因为艾滋病冲击的不仅仅是一个民族的躯体，而且也包括它的经济发展能力、

社会发展能力、文化认同等。所以艾滋病对少数民族的危害是一个全方位的危害，而不仅仅是流

行病学定义上的危害。这不仅关系到一个民族群体的健康和发展，更关系到社会的稳定、民族的

团结和国家利益。此外，社会应尽量避免歧视少数民族艾滋病患者，只有这样艾滋病毒携带者才

有勇气去进行相关治疗，并有意识地避免传播艾滋病给其他无辜群体。 

总之, 艾滋病影响民族生存，社区发展，所有社会的经济发展问题均与此有关。本文对相关

调查资料和文献的回顾，主要从婚姻习俗和性行为两个角度论述新疆少数民族中的艾滋病性传播

的处境，指出在分析新疆少数民族艾滋病与性行为关系时需充分意识到少数民族特殊的历史、文

化、社会、宗教及其现代社会生存状态, 这样才可能制定适合少数民族的艾滋病防治政策，推广

针对少数民族的艾滋病防治。 

 

参考文献:  

[1] 基金项目：2010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一般项目“新疆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关系的实证研究”

（10YJC840102）；新疆大学博士启动基金项目“乌鲁木齐人口迁移与族际关系研究”

（07020428061) 

[2] 祖力亚提·司马义，维吾尔族，新疆乌鲁木齐人，1978 年，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

教授，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从事民族社会学研究。 

                                                        
1 Liu H,, et al. (2006) Understanding interrelationships among HIV-related stigma, concern about HIV infection, and 

intent to disclose HIV serostatus: A pretest-posttest study in a rural area of eastern China. AIDS Patient Care STDs 

2006; 20: 133-142 



DEP
A

RT
M

ENT OF SOCIOLOG
Y   PK

U

  1  9  2  2
 42 

[3] Elin Lönn, Karin Sahlholm, Rena Maimaiti, Kaisaier Abdukarim, and Rune Andersson. AIDS 

Patient Care and STDs. January 2007, 21(1): 48-56. doi:10.1089/apc.2006.0063.  

[4] 于欣，H IV/ AIDS 相关的精神卫生问题[ Z] . www. xinqiao. net , 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主

办 

[5] 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官网网址：

http://www.moh.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hjbyfkzj/s3586/201011/49893.htm 

[6] Kelley LM, Eberstadt N, Behind the veil of a public health crisis: HIV/AIDS in the Muslim world. 

NBP Special Report: 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2005 

[7] Hasnain, Memoona 2005, “Cultural Approach to HIV/AIDS Harm Reduction in Muslim Countries”. 

Harm Reduction Journal 2005, 2:23. 

[8] 曹韵贞，“艾滋病临床流行病学与预防控制前景”，《国外医学》（流行病学传染病学分册）

2002 , 29 (1)∶1 - 4 

[9] Wang, Ailing (2006). “Uses of Prevention of Mother-to-child Transmission of HIV Services: A 

Study of HIV-positive Women in Yining, Xinjiang, China”. Ph.D Thesis, Mahidol University 

[10] Painter, T.M., et al. (2005). Sociodemographic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participation by 

HIV-1-positive pregnant women in an intervention to prevent mother-to-child transmission of HIV 

in Cote d’Ivoire. Journal of STD AISDS. 16(3): 237-242 

[11] Takyi, B.K. (2003). Religion and women’s health in Ghana: insights into HIV/AIDs, preventive 

and protective behavior. Social Science Medicine. 56 (6): 1221-1234. 

[12] Goffman, E. (1963). Stigma: 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a spoiled identity.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13] 访谈材料：2011314 教师（男 37） 

[14] 访谈材料：2011326 

[15] 访谈材料：2011318 公务员（男 40） 

[16] 访谈材料：2011504 公务员（女 29） 

[17] 访谈材料：2011318 公务员（男 40） 

[18] WTO. (2004) Women’s Vulnerability to the Epidemic is Increasing Throughout the World.  

[19] Elin Lönn, Karin Sahlholm, Rena Maimaiti, Kaisaier Abdukarim, and Rune Andersson. AIDS 

Patient Care and STDs. January 2007, 21(1): 48-56. doi:10.1089/apc.2006.0063.  

[20] 访谈材料：2011323 特警（男 36） 

[21] 张思明、晏渠如、施少平等，“大学生艾滋病知识、态度的调查”，《中国全科医学》2004, 

12( 23) : 54  

[22] 黄小洵、傅华、商继政，“论性交易的法律治理”，《电子科技大学社科版》2009 年第 6 期，

10 

[23] 王刚、王元新，“论卖淫嫖娼的现状与对策”，《甘肃政法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4，(2)：

98．100． 

[24] 附录 5:5-2011323 教师 

[25] “深圳市男男性接触者异性性行为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华南预防医学》2010 年 4 月

第 36 卷第 2 期 

[26] 向德平、吴丹，“艾滋病患者社会支持与生存质量的比较研究—— 基于对有偿供血人群、

MSM 人群及女性性工作者的调查”，《社会科学战线》 2010 年第 4 期《艾滋病防治问题研

究》 

[27] 刘刚等，“深圳市男男性接触者异性性行为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华南预防医学》2010 年

4 月第 36 卷第 2 期。 

[28] Goffman, E. (1963). Stigma: 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a spoiled identity.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29] Liu H,, et al. (2006) “Understanding interrelationships among HIV-related stigma, concern about 

HIV infection, and intent to disclose HIV serostatus: A pretest-posttest study in a rural area o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