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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世界愛滋病日─發揮社區力量 共創愛滋 3 零 

蔡筱芸* 

 

每年的 12 月 1 日為世界愛滋病日，全球各國政府組織或民間團體無不共同

響應，喚起社會大眾對愛滋防治的重視以及對愛滋感染者的支持與關懷。今(2019)

年世界愛滋病日主題為「Communities make the difference（發揮社區力量 共創

愛滋 3 零）」，強調社區動員，解決社區提供服務的障礙，讓社區發揮強而有力

的倡導作用，共同終結愛滋。 

    愛滋的防治工作亟需仰賴社區中各公私團體共同合作，衛生福利部愛滋病防

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會邀集法律、醫療公衛等專家學者、民間團體、感染者等各方

代表組成，實質參與策略擬定並凝聚共識。愛滋防治工作需靠不同社群扮演重要

角色，提供以人為本之服務網絡，國內有許多長期持續協助愛滋防治工作及參與政

策推動的社區團體與不同專業服務組織，包括提供感染者支持處遇、諮詢輔導、

權益保障等服務，或針對年輕族群、藥癮者、性交易者、育齡女性等不同群體，

辦理符合其需求之衛教宣導與篩檢諮詢服務，愛滋病指定醫事機構與個案管理師

提供感染者照護服務，以及社區指定藥局提供便利之領藥服務，提升醫療照護之

可近性，讓感染者能穩定服藥達到病毒量測不到，降低傳播機會。 

聯合國愛滋規劃署 2020 年「90-90-90」目標（即 90%感染者知道自己病況、

90%知道病況者服用藥物、90%服用藥物者病毒量成功抑制），我國於 2018 年達成

「84-88-94」，同時，2018 年新增愛滋感染數 1,992 人，為 2009 年以來首次下降，

2019 年截至 9 月新增感染數為 1,360 人，亦較 2018 年同期下降。顯示在各界共同

努力下，愛滋防治已見成效，惟仍約有 16%感染者未知自身感染狀態，因此未來

仍需持續結合社區力量辦理去歧視衛教宣導、多元篩檢及健康諮詢等服務，期盼

愛滋疫情能持續下降，達到 2030 年愛滋 3 零（零新增、零死亡、零歧視）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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