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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感染者受到侵權的情形仍然非常嚴重。 

 但大部分的既有資料是以生命經驗陳述，較無法看
到感染者受侵權的全貌。 

 故，權促會想要找出以證據為基礎的感染者受侵權
情形，期待被描述的情形越逼近真實越好, 藉此與
社會、政策對話。 



 

 本次調查回收問卷共1056份，其中有效樣本共
1001份。 

 

 統計結果顯示，將近七成（69%）的愛滋感染者，
在近兩年內有權益受害情形發生。 



性別 男性846人(84.5%)；女性153人(15.3%)；跨性別2人(0.2%)。 

感染原因 
異性間性行為35人(3.5%)；同性間性行為239人(23.9%)； 

雙性間性行為22人(2.2%)；共用針頭或稀釋液693人(69.2%)。 

確診時的
居住地 

北部地區392人(39.2%)；中部地區337人(33.7%)； 

南部地區254人(25.4%)；東部地區11人(1.1%)； 

離島2人(0.2%)；外國5人(0.5%)。 



被侵權的類別 發生過 佔所有比例 總計 

就醫權 484 48.35% 1001 

隱私權 393 39.26% 1001 

就業權 178 17.78% 1001 

親密關係權 123 12.29% 1001 

居住權 100 9.99% 1001 

就學權 42 4.20% 1001 

安養權 38 3.80% 1001 



總計 次數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被侵權七類 6 0.6 100.0 

被侵權六類 7 0.7 99.4 

被侵權五類 14 1.4 98.7 

被侵權四類 42 4.2 97.3 

被侵權三類 103 10.3 93.1 

被侵權兩類 208 20.8 82.8 

被侵權一類 311 31.1 62.0 

沒有被侵權經驗 310 31.0 31.0 

總計 1001 100.0   



細項 
反應值 觀察值 

百分比 總計 
個數 百分比 

感染科醫護人員的不友善 162 17.5% 33.5% 484 

減少其他疾病的就醫 293 31.6% 60.5% 484 

被建議轉診 133 14.3% 27.5% 484 

無法被治療 162 17.5% 33.5% 484 

開刀被取消 111 12.0% 22.9% 484 

找不到照服員 37 4.0% 7.6% 484 

感染科醫護人員愛滋相關問題之回答 30 3.2% 6.2% 484 

總數 928 100.0% 191.7%   



細項 
反應值 觀察值 

百分比 總計 
個數 百分比 

公衛人員透露疫情隱私 163 18.8% 41.5% 393 

警政、獄政、役政人員透露疫情隱私 213 24.5% 54.2% 393 

其他執行公務者透露疫情隱私 77 8.9% 19.6% 393 

健保IC卡是否仍有記載愛滋相關醫療資訊 81 9.3% 20.6% 393 

是否有非你主動告知也與執行公務無關者
知情 206 23.7% 52.4% 393 

是否有非你主動告知也與執行公務無關者
知情後，又透露隱私 128 14.7% 32.6% 393 

總數 868 100.0% 220.9%   



細項 
反應值 觀察值 

百分比 總計 
個數 百分比 

因愛滋，放棄報到 126 34.6% 70.8% 178 

主管知悉後，受到差別待遇 32 8.8% 18.0% 178 

差別待遇帶來負面影響 56 15.4% 31.5% 178 

同事或下屬知悉後的負面行為 58 15.9% 32.6% 178 

同事或下屬知悉帶來負面影響 92 25.3% 51.7% 178 

總數 364 100.0% 204.5%   



細項 
反應值 觀察值 

百分比 總計 
個數 百分比 

是否被性伴侶控告、威脅 45 25.3% 36.6% 123 

是否被公衛或醫療人員告知不能再有性行為 74 41.6% 60.2% 123 

是否曾有公衛或醫療人員要求不要生育或做
人工流產 40 22.5% 32.5% 123 

因此而不敢生育，或因此施行人工流產 19 10.7% 15.4% 123 

總數 178 100.0% 144.7%   



  人數 佔所有比例 總計 

因愛滋，放棄報考或就讀 33 3.3% 1001 

因愛滋，放棄報到就業 126 12.6% 1001 

因愛滋，減少其他疾病的就醫 293 29.3% 1001 

因愛滋，放棄申請安養機構 28 2.8% 1001 

因愛滋，不敢生育 19 1.9% 1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