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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析广州市外籍人员的社会支持、网络社交、性行为特征及相关因素，为有效开

展外籍人员干预活动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采用横断面调查研究设计，在 2019年 11月至 2020年
1月，对符合标准的研究对象采用线下和线上相结合的方式开展调查，收集人口学特征、社会支持、网

络社交行为、性行为等信息。采用统计学方法对可能影响临时性行为的因素进行分析。结果 纳入

研究的 434名外籍人员中，线下调查 241人，线上调查 193人。男性占 68.4%（297/434）；年龄（31.0±
8.8）岁；来源地为非洲地区的占 79.0%（343/434）；经商占 46.5%（202/434），学生占 48.2%（209/434）；在

中国有生意伙伴、家人陪伴的比例分别为59.4%（258/434）和 28.1%（122/434）；在中国有关系密切的朋

友<10人的比例为 57.1%（248/434）；每日使用社交软件时间为 1~3 h的占 43.3%（188/434）；最近 3个月

发生临时性行为占 15.2%（55/363）。Logistic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与每日使用社交软件时间<1 h
者相比，>6 h者更有可能最近 3个月发生临时性行为（OR=3.63，95%CI：1.31~10.08）。结论 广州市

外籍人员中每日使用社交软件时间较长者更有可能发生临时性行为。合理运用社交软件进行艾滋病

宣传教育可促进外籍人员的健康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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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social support, social network, and sexual
behavior characteristics of foreigners living in Guangzhou, analyze factors relating to aspects of
online social interactions and sexual behaviors of foreigners in Guangzhou, and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argeted HIV intervention services for foreigners. Methods A cross-sectional survey (both
online and offline), among those who met the inclusion criteria was conducted between November
2019 and January 2020. Data were collected on demographics, social support, online 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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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actions, sexual behaviors, and so on. Statistics were compiled to analyze the factors that may
influence casual sexual behaviors. Results A total of 434 participants 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241 offline and 193 online). The majority of the participants were male 68.4% (297/434), age
(31.0±8.8) years old, African 79.0% (343/434), business people 46.5% (202/434), students 48.2%
(209/434), who have business partners and family members in China were 59.4% (258/434) and
28.1% (122/434) separately. They also had the following features: less than 10 close friends 57.1%
(248/434); spend 1-3 hours on social applications per day 43.3% (188/434), had casual sexual
behaviors in the last 3 months 15.2% (55/363). Multipl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analysis showed
that compared with those who used social applications for less than 1 hour per day, participants who
used social applications for more than 6 hours per day were more likely to have casual sexual
behaviors in the last 3 months (OR=3.63, 95%CI: 1.31-10.08). Conclusions Participants who used
social applications for a longer period every day were more likely to have casual sexual behaviors
among foreigners in Guangzhou. Good use of social applications for health promotion and education
of HIV can increase the health awareness of foreigners in China.

【Key words】 Foreigners; Social support; Sexual behavior
Fund program: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jor Project of China (2018ZX

10101002-004-003)

截至 2018年底，全球估计现存活HIV/AIDS共
有 3 790万［1］。研究表明，全球范围内的人口流动

对AIDS等传染性疾病的流行产生一定的影响［2-3］。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化，国际人员交往更为频

繁，在北京市、上海市、广州市等地区陆续形成了外

籍人员相对聚居的区域。广东省作为我国对外贸

易与国际交流的重要窗口，吸引了大量外籍人员前

来经商和学习。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广东省

共有 31.6万外籍人员，居全国首位［4］。外籍人员不

可避免的与当地民众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给当

地艾滋病防控工作带来挑战。外籍人员是近年来

艾滋病研究的关注热点，本研究分析广州市外籍人

员网络社交特征及临时性行为的相关因素，为有效

开展外籍人员干预活动提供参考依据。

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以 2019年 11月至 2020年 1月在

广州市工作学习和（或）居住的外籍人员［5］作为研

究对象。纳入标准：①年龄≥18岁；②使用英或中

文交流并理解问卷内容；③调查时在广州市累计居

留 30 d以上。排除标准：①患有重大疾病，不适宜

参与调查者；②以旅游观光等目的短期来广州者。

2.研究方法：采用横断面调查研究设计，通过

非概率抽样方法，采用线下和线上招募两种方式，

招募符合研究对象纳入标准的外籍人员，进行一对

一调查。线下调查选取广东省药科大学附属第三

医院及白云区三元里、越秀区小北路的餐馆等外籍

人员经常活动的场所招募研究对象；线上调查采用

问卷星收集，由调查员先一对一进行简短语音访

谈，符合纳入标准后发放问卷星链接。通过他人转

发或其他途径获得问卷星网络调查链接完成问卷

者，由调查员一对一语音核实其是否符合纳入标

准。收集研究对象人口学特征、网络社交特征、性

行为情况等信息。本研究获得了中国CDC性病艾

滋 病 预 防 控 制 中 心 伦 理 委 员 会 的 批 准

（KX190923583）。

3.相关定义：①社会支持：指个体与社会各方

面包括亲属、朋友、同事等社会人所产生的精神上

和物质上的联系，以及个体对外界支持的主观感受

和利用程度；②网络社交：指个体使用各种互联网

社交软件进行人际交往与互动的行为；③临时性行

为：指与配偶或固定伴侣之外的对象发生的性行

为，其中包括商业性行为及不产生金钱关系的非商

业性行为；④社交软件：国内外较为常用社交软件

（微信、WhatsApp、Facebook、Twitter、Instagram等）。

4.统计学分析：采用EpiData 3.1软件对问卷进

行双录入，与线上调查收集的信息合并后建立数据

库，使用 SPSS 20.0软件对数据进行清理及统计分

析。最近 3个月发生临时性行为的相关因素分析，

采用 χ2检验进行单因素分析，以 P=0.20作为自变

量纳入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双侧检验，检验水

准α=0.05。

结 果

1. 社会人口学特征：共纳入 434名研究对象，

其中线下调查 241人，线上调查 193人。男性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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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4%（297/434），年龄（31.0±8.8）岁，来自非洲地区

的占 79.0%（343/434），亚洲地区占 19.1%（83/434）；

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占 74.2%（322/434）；未婚/离
异/丧偶占 59.7%（259/434）；经商占 46.5%（202/
434），学生占48.2%（209/434）。见表1。

2.社会支持情况：平时会参加社交活动如教堂

礼拜占 63.8%（277/434）。在中国有生意伙伴、在中

国有同事或同学、在中国有社交软件认识的朋友、

社交圈中有自己国家的朋友、社交圈中有中国朋友

的分别占 59.4%（258/434）、56.2%（244/434）、57.8%
（251/434）、62.7%（272/434）、45.6%（198/434），有家

人陪伴仅为28.1%（122/434）。

3.网络社交情况：每周工作≥6 d占 50.9%（221/
434），中国有密切联系的朋友数<10人占 57.1%
（248/434），每日使用社交软件的时间为 1~ h占

43.3%（188/434）。 经 常 使 用 微 信 、WhatsApp、
Facebook、Twitter、Instagram社交软件的比例分别为

77.6%（337/434）、74.2%（322/434）、44.0%（191/
434）、11.8%（51/434）、31.6%（137/434）。

4.性行为情况：自述曾发生过性行为占 83.6%
（363/434）。其中，与配偶或固定伴侣在广州市居

住占 19.3%（70/363）；最近 3个月与配偶或固定伴

侣发生性行为的比例为 49.9%（181/363）、发生临时

性行为的比例为 15.2%（55/363）；最近 1次性行为

时未使用安全套的比例为 44.1%（160/363）。发生

不安全性行为后愿意寻求检测咨询的比例为

57.3%（208/363）；男、女性在最近 3个月发生临时

性行为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4）。与配偶或

固定伴侣一起在广州市居住、最近 3个月与配偶或

固定伴侣发生过性行为、最近 1次性行为时使用安

全套、发生不安全性行为后寻求检测咨询等方面的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5. 最近 3个月发生临时性行为的相关因素分

析：纳入分析 336名研究对象，多因素 logistic回归

分析结果显示，与每日使用社交软件时间<1 h者相

比，>6 h者最近 3个月更有可能发生临时性行为

（OR=3.63，95%CI：1.31~10.08）。见表3。

讨 论

本研究中，中国广州市外籍人员来源地为非洲

地区和亚洲地区、男性青壮年、未婚或单身、职业为

经商或学生为主。其中，线下调查主要以从事商贸

活动的自营者居多，从事商贸活动的外籍人员跨国

往返频繁，居住行为受商贸活动的影响大，每次居

表2 广州市外籍人员性行为特征及其相关因素

因 素

与配偶或固定伴
侣在广州市居住

是

否

发生不安全性行为
后寻求检测咨询

是

否

拒答

最近3个月，与
配偶或固定伴侣
发生性行为

是

否

拒答

最近3个月，发
生临时性行为

是

否

拒答

最近1次性行为
时使用安全套

是

否

拒答

合计（%）

70（19.3）
293（80.7）

208（57.3）
141（38.8）
14（3.9）

181（49.9）
151（41.6）
31（8.5）

55（15.2）
281（77.4）
27（7.4）

156（43.0）
160（44.1）
47（12.9）

男性（%）

48（19.1）
203（80.9）

140（55.8）
101（40.2）
10（4.0）

128（51.0）
103（41.0）
20（8.0）

48（19.1）
183（72.9）
20（8.0）

114（45.4）
106（42.2）
31（12.4）

女性（%）

22（19.6）
90（80.4）

68（60.7）
40（35.7）
4（3.6）

53（47.3）
48（42.9）
11（9.8）

7（6.3）
98（87.4）
7（6.3）

42（37.5）
54（48.2）
16（14.3）

χ2值
0.01

0.77

0.58

10.91

1.98

P值

0.908

0.680

0.747

0.004

0.371

表1 中国广州市外籍人员社会人口学特征

变量

性别

男

女

年龄组（岁）

18~
31~
41~
51~61

来源地

亚洲地区

非洲地区

其他

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高中

大学及以上

婚姻状况

未婚/离异/丧偶

已婚

职业

经商

学生

其他

总人数（%）
297（68.4）
137（31.6）
238（54.8）
131（30.2）
53（12.2）
12（2.8）
83（19.1）
343（79.0）
8（1.9）
34（7.8）
78（18.0）
322（74.2）
259（59.7）
175（40.3）
202（46.5）
209（48.2）
23（5.3）

线下调查（%）
165（68.5）
76（31.5）
81（33.6）
97（40.2）
52（21.6）
11（4.6）
12（5.0）
227（94.2）
2（0.8）
30（12.4）
69（28.7）
142（58.9）
103（42.7）
138（57.3）
179（74.3）
47（19.5）
15（6.2）

线上调查（%）
132（68.4）
61（31.6）
157（81.3）
34（17.7）
1（0.5）
1（0.5）
71（36.8）
116（60.1）
6（3.1）
4（2.1）
9（4.7）

180（93.2）
156（80.8）
37（19.2）
23（11.9）
162（83.9）
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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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时间大多≤3个月［6］。线上调查以学生居多，以在

广州市各高校就读的来华留学生、本科及以上文化

程度为主，这与沈若川［7］的研究相符。不同招募来

源的来华外籍人员的差异较显著，经商人员经常往

返于多地，住所不定，留学生居住住所相对固定，文

化程度较高。

外籍人员至少维持 2种社会支持（中国本地社

会支持和原籍国既往社会支持）。在中国有生意伙

伴、在中国有同事或同学、在中国有社交软件认识

的朋友、社交圈中有自己国家的朋友、社交圈中有

中国朋友的分别占 59.4%、56.2%、57.8%、62.7%、

45.6%。有家人陪伴仅为 28.1%。对于已婚外籍人

员，可建立以家庭、邻居为基础的社会支持体系，加

强其心理与情感支持，减少其负面心理反应；对于

单身者，应充分发挥同事、同学及朋友的作用，政府

和社会团体也可提供相应的物质和心理支持，提高

该群体的社会支持水平［8］。每周工作 ≥6 d 占

50.9%，中国有密切联系的朋友数<10人占 57.1%，

经常使用微信、WhatsApp社交软件的比例分别为

77.6%和 74.2%，每日使用社交软件的时间为 1~ h
占 43.3%。既往研究发现，交流语言、生活习俗不

同等均会影响外籍人员在我国的学习和生活情

况［9］，国内网络社交用户普遍使用微信，国外网络

社交主要使用WhatsApp［10］，外籍人员通过网络搜

索获取生活工作信息的需求量巨大。国内的生活、

服务信息大多只有中文版，绝大部分外籍人员的汉

语水平较低，主要依靠翻译软件获取信息［11］。留学

生每周使用互联网、社交媒体的频率远超其他媒

介，每日上网时间平均 4.29 h［12］。提示可将艾滋病

宣传公益广告设置成双语字幕投放在微信公众号

等应用中。也可将CDC检测咨询服务加入微信小

程序预约，使外籍人员方便检索时获取。英国一项

研究发现，发送健康知识科普短信是促进HIV检测

和健康生活方式的可行干预措施，有助于克服外籍

人员面对新环境困难［13］。合理运用社交软件进行

宣传教育可促进来华外籍人员的健康意识。

目前，我国的互联网和社交软件使用较为普

及，有研究认为社交软件的使用与高危性行为和

表3 广州市外籍人员最近3个月发生临时性行为的相关因素分析

变 量

周工作天数（d）
<6
≥6
不固定

在中国密切联系的朋友数（个）

<10
10~
26~
>40

经常使用微信

是

否

经常使用WhatsApp
是

否

经常使用Facebook
是

否

经常使用Twitter
是

否

经常使用 Instagram
是

否

每日使用社交软件时间（h）
<1
1~
3~
>6

人数（%）

139（41.4）
190（56.5）
7（2.1）

197（58.6）
88（26.2）
21（6.3）
30（8.9）
249（74.1）
87（25.9）
273（81.2）
63（18.8）
156（46.4）
180（53.6）
43（12.8）
293（87.2）
94（28.0）
242（72.0）
76（22.6）
150（44.6）
59（17.6）
51（15.2）

未发生（%）

114（40.6）
161（57.3）
6（2.1）

173（61.6）
68（24.2）
15（5.3）
25（8.9）
205（73.0）
76（27.0）
228（81.1）
53（18.9）
129（45.9）
152（54.1）
32（11.4）
249（88.6）
76（27.0）
205（73.0）
68（24.2）
129（45.9）
39（13.9）
45（16.0）

发生（%）

25（45.5）
29（52.7）
1（1.8）
24（43.6）
20（36.4）
6（10.9）
5（9.1）
44（80.0）
11（20.0）
45（81.8）
10（18.2）
27（49.1）
28（50.9）
11（20.0）
44（80.0）
18（32.7）
37（67.3）
8（14.5）
21（38.2）
20（36.4）
6（10.9）

单因素分析

OR值（95%CI）

1.00
1.32（0.15~11.42）
1.08（0.13~9.31）
1.00
0.69（0.24~1.98）
1.47（0.50~4.34）
2.00（0.52~7.70）
1.00
1.48（0.73~3.02）
1.00
1.05（0.50~2.21）
1.00
1.14（0.64~2.03）
1.00
1.95（0.91~4.14）
1.00
1.31（0.71~2.44）
1.00
0.88（0.29~2.71）
1.22（0.46~3.22）
3.85（1.40~10.54）

P值

0.803
0.944

0.495
0.485
0.314

0.278

0.906

0.665

0.085

0.392

0.827
0.686
0.009

多因素分析

OR值（95%CI）

-
-
-
-
-
-
-
-
-
-
-
-
-

1.00
0.66（0.30~1.46）
-
-

1.00
0.91（0.29~2.83）
1.18（0.45~3.14）
3.63（1.31~10.08）

P值

-
-
-
-
-
-
-
-
-
-
-
-
-

0.305
-
-

0.868
0.735
0.014

注：-未纳入多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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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V感染存在着相关性［14］。本研究分析了社交软

件使用时间与发生高危性行为之间的相关性。外

籍人员自述曾发生过性行为占 83.6%。最近 3个月

与配偶或固定伴侣发生性行为的比例为 49.9%、发

生临时性行为的比例为 15.2%，最近 1次性行为时

未使用安全套的比例为 44.1%，发生不安全性行为

后愿意寻求检测咨询的比例为 57.3%。每日使用

社交软件时间较长者更有可能发生临时性行为。

今后针对外籍人员的干预宣传重点是安全套使用

及HIV检测咨询，建议使用中英文对照宣传折页。

外籍人员中有不少是留学生，处于性成熟期，容易

冲动而发生临时性行为，自我保护意识较为薄弱，

容易造成HIV性传播［15］。外籍人员中的经商者，跨

境流动较多，容易发生高危性行为。经常使用社交

软件，扩大和改变了人际交流方式，艾滋病防治工

作也需要新技术手段来推进。对于部分线下难以

接触到的外籍人员，可以推广采用新型预防手段，

充分保护其隐私。与周边国家合作，通过开展多维

度的社会支持或双边/多边合作，采取同伴教育等

方式倡导安全性行为［16］。外籍人员经常使用的网

络社交平台，可以推荐和宣传非职业暴露后预防知

识［17-18］，减少高危性行为的HIV感染风险。

本研究存在不足。鉴于本研究选择的抽样方

法为方便抽样，可能存在一定选择偏倚，结论外推

时需要考虑样本的代表性。

综上所述，广州市外籍人员中，不足 30%的有

家人陪伴，经常使用的社交软件微信和WhatsApp
超过七成，每日使用社交软件时间较长者更有可能

发生临时性行为。合理运用社交软件进行艾滋病

宣传教育可促进外籍人员的健康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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