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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女性性工作者领域社会组织参与艾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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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为女性性工作者（FSW）提供艾滋病防治服务的社会组织项目管理能力建设

需求。方法 向 2017-2018年参与国家艾滋病防治基金项目的社会组织负责人开展问卷调查及访

谈，结合基金项目管理信息系统相关数据，利用Excel 2016软件和SPSS 25.0软件整理分析社会组织的

分布与基金获得情况，以及社会组织对项目管理能力的需求。结果 2017-2018年参与执行基金

FSW项目的社会组织共 184个，完成问卷调查的社会组织 156个，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44.0%，81/
184），以四川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和云南省居多；东部地区获得的基金支持最多；社会组织对项目数据

收集及分析利用的需求最高，占 68.6%（107/156），其次是项目风险分析应对及质控，占 64.1%（100/
156）；社会组织负责人学历对项目计划管理和项目财务管理能力建设需求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5.78，P=0.016；χ2=8.99，P=0.003）。结论 当前我国 FSW领域的社会组织数量和基金获得比例的分

布，与异性性传播的艾滋病疫情分布不一致。仍需继续鼓励、引导扶持社会组织的发展资金；结合社

会组织对能力建设的需求针对性的制定项目能力建设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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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capacity building needs on social organizations
providing HIV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services for female sex workers (FSW). Methods
Questionnaires and interview were conducted with the heads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participating in
China AIDS Fund for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CAFNGO) project 2017-2018. Data from the
CAFNGO's information system were compiled and analyzed using Excel 2016 and SPSS 25.0
software. The distribution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availability of funds,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needs for capacity building were analyzed. Results Nationwide, 184 social organizations were
involved in project '2017-2018 CAFNGO's FSW field work'. Out of which, 156 answers were valid.
Social organizations that participated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fund projects were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western region, accounting for 44.0% (81/184), with Sichuan, Guangxi, and
Yunnan being the majority. However, the eastern part received the most financial support. Social
organizations expressed the highest demand for project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accounting for
68.6% (107/156). Items on risk analysis, response, and quality control project ranked the second,
accounting for 64.1% (100/156). Results showed tha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seen
on capacity building needs among social organization leaders with different levels of training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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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of planning and finance of the project (χ2=5.78, P=0.016; χ2=8.99, P=0.003).
Conclusions Currently, the number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related fund provision
concerning HIV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mong FSWs were not consistent in China. Thus, it is
necessary to encourage, guide, and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satisfy
social organizations' needs on capacity-building and planning.

【Key words】 HIV; Female sex workers; Project management; Capacity building
Fund program: Project Management Capacity Building Needs of China AIDS Fund for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2017-2018CPMA-GOR05）

近年来，我国艾滋病的流行特征以性传播为

主，其中异性性传播感染的比例持续稳定增加［1］。

女性性工作者（FSW）作为异性性传播的主要人群

之一，其流动性大，隐匿性强，艾滋病防控难度较

大［2-3］，有效加强对 FSW人群的宣传教育和干预工

作，成为控制经异性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的关键［4］。

社会组织利用其深入人群、工作方式灵活、高效等

优势，在 FSW领域工作的开展成为政府工作的有

力补充［5］。2015年，社会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基金

（基金）项目建立，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技术和基

金的支持，通过执行基金项目，发现社会组织在工

作质量和管理，特别是项目管理能力亟待提高。本

研究针对为 FSW人群提供艾滋病防治服务的社会

组织在项目管理能力建设需求进行分析，为社会组

织更好地开展艾滋病防治项目提供参考依据。

对象与方法

1. 研究对象：2017-2018年参与基金项目为

FSW人群提供艾滋病防治服务的社会组织及其组

织负责人。

2.研究方法：

（1）问卷调查：根据《社会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

基金管理办法（暂行）》，结合项目执行过程中督导

与调研发现较集中的问题，设计了“社会组织能力

建设需求调查问卷”，2017年 5月邀请社会组织参

加在线问卷调查。现场访谈部分社会组织负责人。

同时，结合基金项目管理信息系统 2017-2018年
FSW领域项目数据，进行资料汇总和整理。问卷调

查内容包括社会组织基本情况（所在省份、民政部

门登记情况、主要基金来源、成立时间、人员组成、

机构负责人年龄和学历）、基金项目执行过程中项

目管理的具体能力需求（包括 7个方面内容：项目

计划管理、项目财务管理、项目数据收集及分析、项

目风险分析应对及质控、项目督导与评估、项目宣

传、项目申请与实施方案撰写）。

（2）全国 FSW领域社会组织获得基金资助和

社会组织划分：结合我国异性性传播艾滋病疫情分

布特点、各地经济发展水平，按照东北、中部、东部

和西部地区划分各地区 2017-2018年 FSW领域社

会组织获得基金资助和社会组织构成情况。①东

北地区：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内蒙古自治区；

②中部地区：山西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江西

省和安徽省；③东部地区：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

山东省、江苏省、上海市、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和

海南省；④西部地区：重庆市、四川省、广西壮族自

治区（广西）、贵州省、云南省、陕西省、甘肃省、青海

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宁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

疆）和西藏自治区（西藏）。

3. 统计学分析：采用 Excel 2016软件整理数

据，采用 SPSS 25.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描述社

会组织成立时间、登记注册情况、社会组织负责人

学历、项目管理能力的需求构成情况。以 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1. 基本情况：完成问卷调查的社会组织有

156个，来自全国 28个省份。其中，已在民政部门

登记的占 48.1%（75/156），西部地区占 36.0%（27/
75）；未在民政部门登记的占 51.9%（81/156），西北

地区占 41.9%（34/81）。2015-2016年成立的社会

组织占 37.2%（58/156），西部和东部地区分别占

44.8%（26/58）和29.3%（17/58）。见图1。
2. 社会组织参与执行基金项目的情况：

2017-2018年参与基金项目为 FSW人群提供艾滋

病防治服务的社会组织共 184个，获得的基金资助

集中在东部地区（42.3%），以北京市、上海市和山东

省获得资助最多（8.7%、8.0%和 9.3%）；社会组织数

量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44.0%，81/184），四川省、

广西和云南省的社会组织数量位居前三位，分别占

14.7%、9.2%和 8.2%；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社会组

织获得经费平均分别为3.6万元、6.2万元。见图2。
3.项目管理能力需求：社会组织对项目管理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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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需求由高到低分别为对数据收集及分析利用的

需求（68.6%，107/156）、风险分析应对及质控的需

求（64.1%，100/156）、项目申请与实施方案撰写的

需求（62.8%，98/156）、项目计划管理（61.5%，96/
156）、项目督导与评估（60.3%，94/156）、项目宣传

督导（58.3%，91/156）和项目财务管理的能力建设

需求（55.1%，86/156）。社会组织负责人是大专及

本科以上学历的占 76.9%（120/156），其对数据收集

及分析利用、风险分析及质控、项目计划管理的需

求位居前三位，其中，对项目计划管理、项目财务管

理的需求分别占 66.7%（80/120）、61.7%（74/120），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图3。

讨 论

社会组织是艾滋病防治工作和重点人群干预

的核心力量之一。2019年世界艾滋病日主题为

“社区动员同防艾，健康中国我行动”，以鼓励各个

国家为深入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加大对社区团体

或社会组织的投入。本研究从社会组织发展和能

力建设的角度，对参与基金项目为 FSW人群提供

艾滋病防治服务的社会组织的数量、负责人学历、

获得的基金资助和能力建设需求等情况进行分析。

本研究发现，自 2015年基金成立以来，FSW领

域的社会组织数量有了大幅增加，2015-2016年成

立的社会组织数量相当于过去 10年的总量，其中

未在民政部门登记的社会组织数量高于已登记的

图1 参与基金项目为女性性工作者提供艾滋病防治服

务的社会组织成立时间及民政部门登记情况

图2 2017-2018年参与基金项目为女性性工作者提供

艾滋病防治服务的社会组织基金与数量情况

图3 2017-2018年参与基金项目为女性性工作者提供艾滋病防治服务的社会组织负责人学历对项目管理能力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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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的数量；这说明未在民政部门登记的社会

组织通过与培育基地的联合申请获得了基金支持，

这提示我们要加强社会组织与培育基地的管理，积

极引导社会组织注册和登记，实现优胜劣汰［6-7］。

从地区分布来看，西部地区社会组织增加的数量最

多，以广西、四川省和云南省为主，说明各地的社会

组织的发展差异较大，主要集中在艾滋病疫情较重

或受关注较多的省份，提示我们要注重社会组织的

均衡发展，发挥基金优势鼓励、引导和扶持社会组

织积极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8］。

本研究发现，我国各地社会组织获得的基金比

例是不均衡的，东部地区最高（42.3%），西部地区次

之（33.4%），中 部 地 区（15.6%）和 东 北 部 地 区

（8.7%）相对较少。东部地区获得经费额度支持位

居前三的是山东省、上海市和北京市，而疫情较重

的广东省获得的基金支持较少；西部地区只有广西

和四川省获得较多的基金支持，其余地区获得基金

支持较少。这说明各地社会组织获得的基金支持

比例与我国异性性传播艾滋病疫情分布不一致。

应加强对艾滋病疫情较重地区社会组织的支持力

度，同时，结合各地政府购买服务的相关政策、社会

组织发展与管理措施，推动各地社会组织参与艾滋

病防治工作的重视程度和支持力度［9］。鼓励社会

组织加强自身建设，提高社会公信度，主动开辟资

金筹集渠道，实现社会组织的长远发展，在艾滋病

防治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10］。

我国各地社会组织数量与获得基金比例不够

均衡，社会组织对数据收集与利用、项目风险应对、

质量控制等领域技术支持的需求较大，说明社会组

织对项目质量的要求、数据利用有更强烈的需求，

对提升机构管理能力和业务水平的目的明确［11］，也

反映出社会组织的自身能力水平和发展仍有较多

技术性瓶颈。社会组织负责人对于建立完善的组

织管理体系、规范的管理制度和长远发展有很大的

推动作用［12］，针对负责人的不同需求可制定不同的

能力建设计划。

综上所述，2017-2018年参与基金项目为 FSW
人群提供艾滋病防治服务的社会组织数量和基金

获得比例的分布，与我国异性性传播艾滋病疫情的

分布不一致，仍需继续鼓励、引导扶持社会组织的

发展；结合社会组织对能力建设的需求针对性的制

定项目能力建设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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