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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地区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继续巩固和加强 

亚太地区艾滋病防治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仍需要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关键地域和主要高风险人群

中，并且需要更为明智地投入来取得更大的防治效果。 

曼谷，泰国，2013 年 11 月 19 日- 根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最新报告，亚太地区艾滋病流

行正处在重要关头。亚太地区的许多国家，艾滋病防治已经取得了显著进展，有些国家自

2001 年以来，艾滋病新发感染减少了 50%多，但区域内的艾滋病防治效果在放缓，过去五年

里亚太地区的艾滋病新发感染情况整体没有明显变化。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在 2013 年亚太国际艾滋病大会上发布的这份名为《亚太地区艾滋病流行

情况：实现“零”目标》的报告显示，亚太地区获得艾滋病服务的人数比以前有所提高。但

是，致力于主要高风险人群和艾滋病高负担地区的防治工作不足，这表示亚太地区大部分国家

在实现全球艾滋病预防、治疗、关怀和支持的目标中进展还不够快。 
 
“需要加倍努力才能维持过去所取得的成绩，才能有所产出，实现全球艾滋病防治目标，”联

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亚太区区域主任 Steve Kraus 说。“我们应将努力的重心更侧重于明智地投

入到正确的地方和项目中，使这些投入能够深入到最需要的人群中。感染者社区和高风险人群

仍将是亚太地区艾滋病防治的中心—也是取得艾滋病防治效果的原动力”，Steve Kraus 说。 
 
新趋势 

 
根据报告，2012 年亚太地区估计有 490 万（370 万-630 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12 个国家

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新发感染人数占了整个区域的 90%以上（这 12 个国家是：柬埔寨、中

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巴布亚新几内亚、菲律宾、泰

国和越南）。 
 
从区域而言，自 2001 年以来，艾滋病新发感染人数下降了 26%。在这段时间里，许多国家的

艾滋病新发感染人数下降了 50%多：印度（成人中新发感染人数下降 57%）、缅甸（下降

72%）、尼泊尔（下降 87%）、巴布亚新几内亚（下降 79%）和泰国（下降 63%）。 
 
但新的流行情况越来越明显：2001 年到 2012 年间，印度尼西亚的艾滋病新发感染增加了 2.6

倍；巴基斯坦上升了 8 倍；菲律宾的新发感染增加了一倍多。 
 
虽然一些国家的艾滋病流行整体情况处于下降的趋势，但这些国家的部分地区和主要人群中的

艾滋病流行仍很高。 
 
到 2012 年底，亚太地区获得抗病毒治疗的人数增加到了 125 万人。2012 年，艾滋病相关死

亡为 27 万人，较 2005 年下降了 18%，这极大地归功于获得抗病毒治疗人数的增加。 
 
然而，2012 年，亚太地区将近一半需要接受抗病毒治疗的感染者还未获得抗病毒治疗，而获

得抗病毒治疗人数的增幅在放缓（2011-2012 年的增幅为 13%，而 2010-2011 年的增幅为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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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1 年以来，儿童中的艾滋病新发感染下降了 28%。但是，亚太地区为了预防儿童中艾滋

病新发感染而提供的艾滋病服务的覆盖率很低，为 19%。 

 
艾滋病感染的主要高风险人群 

 
根据这一报告，亚太地区艾滋病新发感染主要集中在以下关键人群中：性工作者和嫖客、注射

吸毒人群、男男性行为人群和跨性别人群。亚太地区艾滋病流行最为迅速的人群是男男性行为

人群，而这主要集中在主要的大城市中：在亚洲至少 10 个大都市中，男男性行为人群中的艾

滋病流行率超过 10%。 
 
大多数保护主要人群及其亲密伴侣免于感染艾滋病的项目在规模和数量上都不足。亚太地区艾

滋病整体防治支出中估计只有 8%是用于艾滋病感染高风险人群中的防治。 
 
亚太区的许多国家在消除对艾滋病感染者歧视方面一直在努力，自 2010 年以来，亚太地区有

10 个国家通过改革和完善法律，包括修订和去除一些影响艾滋病感染者和主要受影响人群的

法律和政策。几乎每个国家仍有一些惩罚性的法律和政策，阻碍了艾滋病感染者和主要人群获

得挽救生命的艾滋病服务。亚太地区大约 33 个国家、领土和地区认定拉客为犯罪行为；18

个国家将同性性行为认定为犯罪行为；11 个国家将注射吸毒者羁押在强制戒毒所；11 个国家

仍存在着对于艾滋病相关的入境、驻留和居住的不同形式的限制。 
 
明智的投资使回报最大化 
 
亚太地区各国国内对于艾滋病防治的投入在加大。2012 年，各国国内公共支出大约为 13 亿

美元，占区域艾滋病防治总投入的 59%。在受艾滋病影响最为严重的国家中，马来西亚国内

投入达到 97%，中国的国内艾滋病防治投入达到 88%，而泰国达到 85%。 

 
2012 年亚太地区艾滋病防治总投入估计为 22 亿美元（包括国内和国际经费），比 2011 年上

升了五个百分点。尽管有了这些投入，亚太地区艾滋病防治经费仍然不足。为了实现 2015 年

亚太地区中低收入国家年投资目标，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估计仍需要筹集大约 54 亿美元—-- 

比去年所花费的多出 32 亿美元。除了需要增加投入，还需要更多努力，确保资金直接用于能

够产生最大效果的地方。 
 
可以访问以下链接，获取《2013 年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亚太地区艾滋病报告》： 
http://www.aidsdatahub.org/HIV-in-Asia-and-the-Pacific-UNAIDS-Report-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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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是创新性的联合国合作伙伴形式，致力于领导和促进全球实现艾滋病预防

、治疗、关怀和支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unaids.org。 

关注区域内最新的艾滋病信息，请访问： 

www.facebook.com/unaids.asiapacific 

www.twitter.com/unaids_ap 

http://www.aidsdatahub.org/HIV-in-Asia-and-the-Pacific-UNAIDS-Report-2013
mailto:magnewattsb@unaids.org
mailto:bharadwajk@unaids.org
http://www.unaids.org/
http://www.facebook.com/unaids.asiapacific
http://www.twitter.com/unaids_a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