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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男跨女跨性別人士疫情回顧 

 

 2014年，世界衞生組織（世衞）表示，「跨性別人士脆弱及有獨有的健康需

要，我們在推行全球愛滋病回應措施時需給予他們獨立的位置」。世衞亦認

為跨性別人士是一個獨立的重點社群1。 

 不同研究顯示，男跨女跨性別人士（跨性別女性）的愛滋病病毒感染率高達

17.1%  至 21.6%2。 

 

香港有多少跨性別人士？ 

 香港大學於 2011年進行有關公眾性取向的社會學調查3。結果顯示，991名

受訪者中有 3名(0.3%)自稱為跨性別人士（男性及女性）。 

 根據人口普查，於 2015 年中，香港 20 歲或以上男性人口為 275 萬4。由此

推算，跨性別女性的數量約為 8,250人。 

 國際計劃生育聯合會 2011年發表的一份報告估計，5%的男性人口為男男性

接觸者（約 120,000人），而 5%的男男性接觸者為跨性別人士。5因此，香港

的跨性別女性估計約有 5,900人。   

 

有多少跨性別人士感染了愛滋病病毒？ 

 根據衞生署的愛滋病病毒／愛滋病呈報系統，跨性別女性在資料上跟男男性

接觸者並無辦法區分。以下資訊是以男男性接觸者疫情回顧作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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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apps.who.int/iris/bitstream/10665/128048/1/9789241507431_eng.pdf?ua=1&u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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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男性接觸者感染愛滋病病毒的新增個案趨勢 

 

 

 

 

 

 

 

 

 

 

 
 2014年男男性接觸者（同性戀者及雙性戀者）呈報個案共 394個，佔該年

所有新增愛滋病病毒感染呈報個案逾 60%。 

 

愛滋病預防項目指標調查－男跨女跨性別人士（2014年愛滋病預防項目指標調

查－跨性別人士） 

 有關香港本地跨性別女性愛滋病感染情況的數據很少。 

 衞生署於 2014年進行了首次有關感染情況及行為的調查（2014年愛滋病預

防項目指標調查）。該調查訪問共 59  名跨性別女士。以下討論以調查結果

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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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性別女性的種族 

 

 大部分（78.0%）在香港逗留 3個月以上。   

 

愛滋病病毒感染率 

 共發現 8宗愛滋病陽性個案，整體愛滋病病毒感染率為 18.6%。   

 

各種族的愛滋病病毒感染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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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齡組別的愛滋病病毒感染率 

 

 30至 39歲的愛滋病病毒感染率最高（逾 30%） 

 

跨性別女性的性行為 

過去 6個月的性伴侶數目 

 

 非華裔跨性別女性比華裔跨性別女性擁有較多性伴侶   

 

與各種性伴侶進行的性行為類型 

 

 

   

0%

10%

20%

30%

40%

16‐19 20‐29 30‐39 40‐49 Total

0

2

4

6

8

10

12

0 1 2‐10 11‐20 21‐30 >30

華裔

非華裔

0%

10%

20%

30%

40%

50%

60%

70%

Emtional 
Relationship 
Partner

Regular Sex 
Partner

Casual Sex 
Partner

Commercial Sex 
Partner

Anal receptive

Anal insertive

Vaginal receptive

Sell sex

Buy sex

年齡組別



5 
 

安全套使用情況 

上次肛交時的安全套使用情況 

 

  華裔  非華裔  總計 

有情感關係的男性性伴侶  18/24 (75%)  7/8 (87.5%)  25/33 (75.8%)

固定男性性伴侶  14/15 (93%)  4/5 (80%)  18/20 (90%) 

非固定男性性伴侶  18/23 (78%)  12/16 (75%)  30/39 (76.9%)

涉及金錢或利益交易的男性
性伴侶 

14/21 (66.7%)  15/16 (93.75%) 29/38 (76.3%)

 與涉及金錢或利益交易的男性性伴侶進行性行為時，華裔跨性別人士的安全

套使用率低於非華裔跨性別人士   

 

不使用安全套的百分比 

 28.8%的跨性別女性報稱過去 6個月內曾進行沒有安全措施的性行為。   

 不使用安全套的原因：   

 58.8%：性快感╱享受肌膚相親的感覺， 

 52.9%：顧客拒絕或   

 35.3%：伴侶拒絕 

 

對安全套成效的看法 

 66.1%的受訪者認為使用安全套對預防愛滋病「頗為有效」或「非常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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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行為前╱期間飲酒或使用藥物 

過去 6個月內進行性行為前╱期間使用酒精或消遣性藥物（2014年愛滋病預防

項目指標調查） 

  華裔  非華裔  總計 

酒精  13/41 (32%)  12/18 (67%)  25/59 (42%) 

消遣性藥物  5/41 (12%)  9/18 (50%)  14/59 (24%) 

冰毒  3/41 (7.3%)  6/18 (33%)  9/59 (15%) 

氯氨酮  3/41 (7.3%)  2/18 (11%)  5/59 (8.5%) 

威而鋼╱立威大╱犀

利士 

4/41 (9.7%)  0/18 (0%)  4/59 (6.8%) 

 非華裔跨性別女性使用酒精及消遣性藥物的百分比高於華裔跨性別女性。 

 

愛滋病病毒抗體測試行為 

愛滋病病毒抗體測試歷史 

  華裔  非華裔  總計 

曾接受愛滋病病毒抗體測試  30/41 (73%)  13/18 (72%)  43/59 (73%) 

過去一年接受愛滋病病毒抗

體測試 

29/41 (71%)  1/18 (5.5%)  30/59 (51%) 

過去一年接受愛滋病病毒抗

體測試並知道結果 

27/29 (93%)  1/1 (100%)  28/30 (93.3%)

 非華裔跨性別女性接受愛滋病病毒抗體測試的百分比較華裔跨性別女性為

低。 

 

從未接受愛滋病病毒抗體測試的原因： 

 43.8%：害怕知道他們的愛滋病狀況； 

 37.5%：害怕將他們的愛滋病狀況告訴伴侶； 

 31.3%：害怕將他們的愛滋病狀況告訴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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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接受愛滋病病毒抗體測試的地點 

 

 大多數人在非政府組織接受愛滋病病毒抗體測試。 

 

過去一年內獲取愛滋病資訊及安全套的情況 

 

 愛滋病顧問局於 2012 年至 2016 年策略中並未就跨性別人士設定目標 

 

獲取愛滋病資訊的途徑 

多數人從非政府組織獲取愛滋病資訊，其次為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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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本港針對男跨女跨性別人士的愛滋病預防回應措施 

本港針對跨性别人士的愛滋病回應措施一直參照男男性接觸者相關措施。然而，海外及

本地研究顯示，跨性別人士在族裔特徵、行為及心理社交因素方面均與男男性接觸者存

在顯著差異。此外，相比男男性接觸者，跨性別人士更為隱蔽且難以觸及，流動性亦較

高。就該社群的愛滋病預防工作而言，單從肛交傳播愛滋病病毒的生物風險已不再是唯

一的考慮因素。因此，現時「香港 2012 年至 2016 年愛滋病建議策略」呼籲進行更多研

究，以了解跨性別人士的特定健康需要。 

表 1. 現時本地針對跨性別人士的愛滋病預防回應措施摘要 

1. 派發安全套和潤滑劑 

2. 愛滋病自願輔導及測試服務 

3. 參與社區的 LGBT 活動 

4. 非政府組織舉辦的中心及場地外展項目 

5. 為非政府組織工作人員及醫護人員建立潛能 

6. 治療愛滋病及性病 

7. 有關行為指標及血清監測的研究 

1. 派發安全套和潤滑劑 

 於 LGBT（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人士）活動期間或透過非政

府組織舉辦的中心及外展活動派發安全套及潤滑劑。 

 一個非政府組織自 2014 年 1 月起向衞生署索取安全套及潤滑劑，派發給男性性工

作者及跨性別性工作者，在 18 個月內已派發 39,240 個安全套。 

2. 愛滋病自願輔導及測試服務 

由衞生署提供 

 衞生署愛滋熱線 2780 2211 提供免費及不記名的服務；受專業訓練的護士提供輔導

及風險評估，並預約免費自願輔導及測試服務。 

由非政府組織提供 

 三個非政府組織受愛滋病信託基金資助向跨性別人士提供自願輔導及測試服務；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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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個組織特別以性工作者為服務對象。 

 非政府組織在中心及外展場地（如街上、酒吧及賓館）提供愛滋病病毒抗體快速測

試（篤手指）。 

 若初步結果呈陽性反應，部分組織亦提供血液或尿液樣本確診測試。 

 衞生署定期舉辦培訓工作坊及實習。 

 為確保自願輔導及測試服務的質素，已草擬指引（2009 年 7 月）及校核清單（2013

年 9 月，2014 年 6 月修訂）；並自 2013 年起進行年度內部審核。 

3. 參與社區的 LGBT 活動 

 衞生署每年均舉辦不同形式的男男性接觸者愛滋病預防運動，並合辦社區的 LGBT

活動。 

 香港同志影展：放映有關愛滋病的影片，愛滋病測試及預防的廣告以及進行其他活

動。 

 香港同志遊行：安全套卡通人物遊行、舞台演出及派發宣傳資料（每年 4,000 至 8,900

人參加）。 

 在八間大專院校舉行愛滋病／LGBT 影片分享會及座談會。 

 2015 年參與香港大學舉辦的「香港酷兒 (Queers of Hong Kong)」攝影展。 

4. 非政府組織舉辦的中心及場地外展項目 

 三個非政府組織受愛滋病信託基金資助為跨性別人士及跨性別性工作者提供服務。 

 包括中心的自願輔導及測試服務及朋輩支援小組；在街上、酒吧及賓館進行外展活

動，派發安全套及潤滑劑，提供健康教育及自願輔導及測試服務。 

 一個非政府組織以跨性別性工作者為服務對象，並在賓館及按摩院進行外展活動，

提供自願輔導及測試，性健康輔導及法律支援服務。 

5. 為非政府組織工作人員及醫護人員建立潛能 

 自 2010 年起為非政府組織工作人員開辦年度培訓工作坊，課題涵蓋愛滋病及性病的

知識、相關衞生署服務及特定社群的特殊考慮事項。 

 自 2013 年起已開辦三節有關跨性別人士的工作坊，截至 2015 年 4 月，出席人次已

超過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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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2012 年起為衞生署工作人員（尤其是社會衞生科診所）開辦工作坊，課題涵蓋男

男性接觸者及男性性工作者；於 2014 年增設一節有關跨性別人士的工作坊，共 74

出席人次。 

6. 治療愛滋病及性病 

愛滋病： 

 衞生署（綜合治療中心）及醫管局（伊利沙伯醫院及瑪嘉烈醫院）轄下三間公立愛

滋病診所向合資格人士提供高額津貼的愛滋病專科治療服務。 

性病： 

 一些非政府組織亦提供性病（包括梅毒、淋病及丙型肝炎）篩查。 

 感染者將獲轉介至衞生署社會衞生科接受免費診症及治療。 

7. 有關行為指標及血清監測的研究 

 衞生署已進行一系列行為調查及血清監測的研究，包括 2013 年、2014 年及 2015

年愛滋病預防項目指標調查。 

 在 2013 年愛滋病預防項目指標調查中，一個非政府組織將 40 名跨性別性工作者納

入女性性工作者調查的對象。調查結果顯示，跨性別性工作者在使用安全套、測試

率及愛滋病病毒及性病發病率方面均與女性性工作者存在重大差異。 

 自 2014 年起，愛滋病預防項目指標調查已將跨性別人士視作獨立社群處理。 

跨性別女性的資源 

 2011 年至 2014 年期間，愛滋病信託基金已為一系列全部或部分針對跨性別人士（表

1）的計劃撥款超過$3.1 百萬，佔撥款總額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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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獲得愛滋病信托基金支持針對跨性別人士的項目 2011-2014. 

項目 
活動內容 

快速測試 外展 教育 能力建立 研究 

Translating recommendations and findings into 

effective actions – maintaining Hong Kong’s low HIV 

prevalence (2012) 
協助維持香港的愛滋病低感染率 － 轉化研究結果為有效行動 

     

HIV Intervention Targeting Marginal Minorities in the 

MSM Community (2011,2012) 
針對男男性接觸者社群裡的邊緣小眾提供愛滋病介入服務 

     

Transgender HIV/AIDS prevention and education 

programme (2012,2013) 
 

網上 

外展    

* 「能力建立」指包括支援小組及朋輩教育訓練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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