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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urse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no matter which form of society it takes, its members are a unity of in-
dividuality and commonality. Like other people, HIV-infected people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also have demands for survival, devel-
opment and dignity. However, due to their dual identity caused by HIV, they are confused and discriminated by social groups in many 
fields such as life, study and employment, thus putting people infected with AIDS in a dilemma of survival. This paper makes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identification rehabilit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HIV-infected patients, explor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limitations, 
and develops the means for the identification rehabilit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AIDS patients from many aspects of social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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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其社会成员都是个性和共性的统一体。当代社会滋病感染者与其他人
一样，也有生存、发展和尊严的诉求，但因其感染艾滋病毒导致的双重身份使其在生活、学习、就业等众多领域受到社会群
体的不解和歧视，进而将艾滋病感染者置于进退维谷的生存困境之中。论文针对艾滋病感染者的身份修复与完善进行详细地
分析，探求其中存在的问题和局限性，并从社会生活的众多方向制定艾滋病患者身份的修复和完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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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相关研究发现，边缘身份的建构往往始于社会力量的创

造和强加。在艾滋身份建构过程中，医学知识体系的“专业”

界定、集体主义价值观下的行政隔离、传统文化作用下的道

德质疑和审判，以及随之而来的生活情景中的社会排斥，这

些结构上的力量相互交织、共同作用、营造了一种“身体病弱、

行政弱势、道德危险、生活异类”的“艾滋病感染者”身份，

并武断而强势地加诸在每个艾滋病感染者身上，其本质是一

种污名赋加。

2 艾滋病概述

2.1 艾滋病由来

艾滋病人指的是身体中携带艾滋病毒的患者，在患病的

过程中随着病情的进展和加重呈现出不同的临床现象。艾滋

病是一种非显性的疾病，但是在当下的社会中“谈艾色变”

的人群具有广泛性和深远性。一直以来，位于社会边缘位置

的艾滋病患者怎样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同与接受，从而更好地

完成自身的身份建构，都是这一群体和整个社会重点关注的

问题。

2.2 艾滋病的社会问题

这种明显带有污名性质的身份符号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和

文化建构的结果，是社会认知和群体印象的体现。由于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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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艾滋病的认识存在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对于这一群体的“有

色眼镜”程度影响深远，对艾滋病的特殊看法成为构建居民

和谐关系的掣肘因素。由此可见，对于艾滋病感染者身份建

构的研究过程应当以其社会位置和身份为出发点，通过比较

因艾滋身份难以避免的污名、普通居民的原始身份和“有情

可原”的感染者身份，从而探讨艾滋病感染者身份的修复与

完善的路径 [1]。

3 艾滋病患者身份受损表现

3.1 社会舆论“谈艾色变”的群众恐慌

实际上，即便是部分地区艾滋病感染者人数较多，其中

以村庄和家庭感染为主的部分群体，艾滋病感染者的感染路

径相似，他们逐渐将亲朋好友纳入到自身的小团体中，形成

了区域性的“艾滋病组织”，在这一组织中，感染者形成了

最初的身份认同与建构。但是，在村庄中的非感染者也是生

活的主要群体。正常居民与艾滋病感染者之间的相处形式具

有自身的特点。由于群众对于艾滋病的认识存在局限性，进

而对于这一群体存在深深的“有色眼镜”偏见。对于艾滋病

这一疾病的特殊看法导致无论是感染者还是正常居民，在都

成为了群体之间联系和交流的重要阻碍，进而成为了构建居

民关系的阻碍因素。

3.2 国家政策“为艾守护”的政策构建

医疗卫生机构中对于艾滋病的确诊过程是赋予艾滋病感

染者“病人”标签的过程，根据相关法律，这个过程应当是

相对隐私的并且要给予感染者充分的保护。但是在中国当下

的部分制度却将艾滋病感染者的信息公开化，奠定了社会有

色眼镜的“信息基础”。根据中国现阶段的相关政策，艾滋

病感染者可享受低保及其他福利政策，这种政策的制定一定

程度上保护了艾滋病感染者的生活必须，但是也将他们划分

成了社会中的弱势群体 [2]。

3.3 个人成长“抗艾勇气”的精神觉醒

艾滋病感染者在接受诊疗和日常生活中需要承担来自社

会、群体、家人等多方面的压力，由于艾滋病自身的传染性、

隐秘性、死亡率的影响，即便是在日常交流中没有被感染的

风险，人们也会针对艾滋病感染者表现出方方面面的防范与

歧视。与此同时，社会大众对于艾滋病传播途径的相关知识

还存在一定的误区与不足，这就导致艾滋病感染者与非感染

者在日常生活中无法进行常规性沟通，也难以在感染者病友

中间真正实现自身的意识觉醒，双重因素的影响导致了艾滋

病感染者自身的勇气缺失、精神觉醒力度不足。

4 艾滋病患者身份建构策略

4.1 明确划分身份信息与社会舆论

正常居民的生活环境中对于一般性疾病通常并不隐瞒，

而艾滋病感染者却对自身的病情讳莫如深，这种差异性的表

现也是影响艾滋病感染者身份建构的重要因素。对一部分能

面对自身病情的感染者而言，他们能勇敢地宣称“自己仅仅

是患有一种疾病，除此之外与生活中的其他人们没有差异。”

这种从自身开始的良性循环能在精神和潜意识层面上提高对

自身的认识，对生活情境的处理也就更具有公开性和全面性。

在此基础上能展现出自己作为一个社会个体的能动性和独立

性，凸显自身的正面因素 [3]。

4.2 建立健全社会结构与新生力量

社会领域对于艾滋病感染者的关注方向应当进行相应的

调整，在一定程度上给予艾滋病感染者与普通社会群体相同

或者是相似的生活环境，保障感染者接受相同的社会待遇和

舆论环境。社会结构的确立和构成并不是为了提升对于这一

特殊群体的保护和安抚，而是引导艾滋病感染者能明确自身

的社会地位，营造良好的社会生活环境，促进崭新的社会新

生结构确定，并且逐渐衍生出对于艾滋病感染者的新生保护

力量 [4]。

4.3 整合优化政府关注和保护机制

在上文中的论述能看出，根据中国现阶段的相关政策，

艾滋病感染者可以享受国家免费抗病毒药物、低保等相关福

利政策，这种政策的制定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艾滋病患者的生

活必需，但是也将患者们划分成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政府

在政策上的支持方式给予艾滋病患者一个无形的束缚，相比

逐渐强化的政策支持和资金帮助，政府应当开展的工作无疑

是“授之以渔”，能建立健全艾滋病感染者的就业、教育、

医疗等相关需求的完善和发展，形成具有针对性和指向性的

帮扶机制，继而创建良好的社会环境 [5]。

5 结论

艾滋病病毒的迅速传播以及由此引起的对人的生命健康

利益的侵害以及对社会秩序的破坏，逐渐成为当代各国所普

遍面临的现实问题。例如，在美国，自 1981 年艾滋病病毒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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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发现以来，鉴于艾滋病病毒的危害，美国无论是临床医

学领域还是公共安全领域等都极为重视对于艾滋病病毒本身

的研究和艾滋病病人以及艾滋病病人社会行为的规范调整，

特别是通过法律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 患者本身的合法权益

以及相应违法行为进行规范调整方面，相关理论研究和法律

实践都比较充分和发达，由此导致的必然结果是艾滋病病毒

的传播极大的得到了遏制，社会公共安全和利益的实现有了

较为可靠合理的依据和保证，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本身的合

法权益也被充分的顾及。

在当下的生活环境中，艾滋病感染者的身份修复与完善

是一项社会性的问题，艾滋病感染者指的是身体中携带艾滋

病毒的人，在患病的过程中随着病情的进展和加重呈现出不

同的临床现象。简言之艾滋病是一种非显性的疾病，但是在

当下的社会中“谈艾色变”的人群具有广泛性和深远性。在

进行此项工作的过程中也应当考虑到患者自身的抗拒因素、

社会舆论因素、政府调节等因素，面对社会中的身份建构现

象应当寻求其中的原因和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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