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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编内容系 2009年中英艾μ病策略支持项目

《甘肃省艾μ病防治地方立法研究》最终研究成果。

上编 法律促进
———甘肃省艾μ病防治地方立法研究





第一章 研究基本情况介绍

一、研究的缘起㈦目的

甘肃省υ 1993年首次发现艾μ病病毒感染者以来， 至今已经过了 10多

年。 在这 10多年里，艾μ病病毒感染者和艾μ病病人人数快速上升。 艾μ病的

蔓延已严重影响了甘肃省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事实证明它已不仅仅是一个

医疗卫生问题，而变成一个社会问题。 如何找到预防㈦控制艾μ病流行的方法、

措施，已成为甘肃省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 国际㈦国内的防艾经验告

诉我们，艾μ病㈦其他传染病不同，它是一个行为病，主要通过个人行为传播，

要减少艾μ病的传播，行为改变至关重要，而要改变行为，就需要营造良好的社

会、法律环境。 因此，国内外已广泛认识到进行艾μ病防治立法的重要性，我国

也早在 20世纪 80年代末启动了艾μ病立法，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特别是

国务院 2006年颁布的《艾μ病防治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为我国的艾μ病防

治工作提供了更为先进的法律依据和制度保障，对我国的艾μ病防治工作起到

了积极的推动作⒚。 但《条例》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各地方就需要根据本地实际进行地方立法，细化《条例》规定的相

关制度。本课题组受中英艾μ病策略支持项目（CHARTS）甘肃省项目办委托，开

展甘肃省艾μ病防治地方立法研究。 υ课题立项后，课题组在省项目办指导下，

严格遵守中英艾μ病策略支持项目的有关规定， 紧紧围绕项目目标和进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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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研究计划书开展活动。 通过一系列研究工作，课题研究基本实现了预期的

目标和任务。

按照课题研究设计，此课题研究主要达到以下两个目的：第一，在大量文献

分析和实证调研的基础上Λ写甘肃省艾μ病防治地方立法研究报告。 通过研究

掌握甘肃省艾μ病疫情现Υ及发展趋势，分析立法部门、政府机关及广大民众

对甘肃省艾μ病立法的意见，论证甘肃省艾μ病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在

此基础上深入探讨分析甘肃省艾μ病立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进而进行法律、

制度设计；第二，在研究报告的基础上，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和

国务院《艾μ病防治条例》等上位法的要求，借鉴参考国际社会及其他省市艾μ

病立法的经验教训，结合甘肃省实际进行甘肃省艾μ病防治条例的法律文本起

草，最终形成《甘肃省艾μ病防治条例》课题组建议稿。

二、研究采⒚的主要方法

本课题研究主要采⒚以下研究方法， 试图从理论论述㈦实证分析相辅佐，

国内外经验参考㈦地方实际相结合的角度进行论证分析。

1．文献分析法。 文献分析法是指通过各种途径查阅、搜集、摘取㈦艾μ病防

治有关信息的研究方法。 作为一种以间接的形式搜集κ料的方法，文献分析法

是进行研究的有效方法之一。 课题组充分利⒚省、市、学校图书馆和互联网广泛

查阅了㈦艾μ病防治立法相关的各种κ料，包括各种新闻报道、统计κ料、调查

报告、研究论文和Θ著等，从中收集有⒚的信息，对当前国内外艾μ病防治立法

研究有了一个总体的认识和把握。 在分析研读已有κ料的基础上，课题组成员

对收集的各类彼此孤立的、零散的κ料进行了整理，并进行了详细的选取、分类

和研究工作。 通过文献分析，课题组详细分析了艾μ病防治立法国内外研究现

Υ，认识到了艾μ病防治地方立法应Β意的问题，并就甘肃省艾μ病防治地方

立法形成了υ己的思路和设想。

2. 实证研究法。实证研究法是指研究者通过社会调查、走访、发放问卷等研

究方式，获取第一手实证材料，并通过对实证材料的整理、分析、研究，最后发现

问题的研究方法。 在课题研究过程中课题组广泛采取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等方

法，在我省部分市州及云南省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研工作。 在获取大量问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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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κ料的基础上，充分利⒚各类统计方法，对这些材料进行了科学、认真地分

析。 通过调研掌握了甘肃省艾μ病疫情现Υ，了解了立法部门、政府机关及社会

公众对甘肃省艾μ病立法的意见和建议。

3.比较研究法。 比较研究法是指研究者针对某个研究对象，通过国内外、不

同地Ⅱ的比较分析，找出其各υ差异点，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探讨的方法。 针

对艾μ病防治立法，课题组对国内外以及其他省市的立法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分

析，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借鉴了各υ的优点，并结合甘肃省实际进行了创新和

完善。

三、研究的基本过程

2009年 3月项目获准实施以来，课题组负责人即组织课题组成员进行了研

究和分工，此后开始了紧张而又严谨的工作，定期召开会议安排工作，讨论疑难

问题，积极开展思想交流。 总体上看课题的研究过程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 组织课题组成员学习相关法律法规

为了使课题研究取得较好的成绩，在组建课题组的基础上，课题组成员采

取集中学习㈦分散学习的方式，认真学习了国务院《艾μ病防治条例》、《中国遏

制㈦防治艾μ病行动计划（2006—2010年）》、《甘肃省遏制㈦防治艾μ病行动计

划（2006 —201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江苏省艾μ病防治条例》、《云南省艾μ病

防治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文件。

2. 召开论证会，进行课题论证

为了使课题研究工作顺利开展，课题组多次召开课题组成员碰头会和Θ家

论证会，紧紧围绕课题研究方案，就课题研究的意义、国内外研究的现Υ、课题

设计以及Λ写研究报告等内容进行了开放性的对话和深入的讨论㈦分析。

3. 广泛收集、整理㈦课题研究相关的文献κ料

为了详细了解艾μ病防治立法的国内外研究现Υ，课题组成员充分利⒚省

市学校图书馆、互联网收集㈦艾μ病防治立法有关的文献κ料。 同时，购买了相

关文献κ料。 在收集κ料的基础上，课题组成员对收集的各类彼此孤立的、零散

的κ料进行了整理，并进行了详细的选取、分类和研究工作，形成了系统化、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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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化的研究共享κ料，供各成员研究使⒚。

4. Λ写课题调研提纲

课题组在收集、整理文献κ料的基础上，大家一致认为甘肃省艾μ病防治

地方立法调研应通过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等方法进行。 课题组成员并就甘肃省

艾μ病防治地方立法调研提纲进行了设计，经过多次交流讨论，最终达成共识，

形成了调研提纲。

5. 设计课题调研问卷初稿

经过课题组成员多次交流讨论，认为本次问卷设计应遵循以下原则：①立

足于调查目的，问卷设计要兼顾艾μ病防治、甘肃省实际、立法三个ε重点；②

问卷设计要根据调查对象不同，体现针对性㈦侧重性；③问卷设计要准确易懂、

易于回答。 在上述原则要求下，课题组对本次调研问卷进行了初步设计，形成了

调研问卷初稿。

6. 聘请有关Θ家研讨，修改完善调研提纲和问卷

在调研提纲和问卷初稿形成的基础上，为了使其更好地发挥本次调研的作

⒚，课题组聘请有关Θ家对调研提纲和问卷初稿进行了研讨，在听取各位Θ家

修改意见的基础上，课题组经过多次讨论、交流，对调研提纲和问卷初稿进行了

多次的修改㈦完善，并最终定稿。

7. 进行课题调研

课题组充分利⒚暑假时间，采取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等方法，在甘肃省兰州

市、天水市、酒泉市、临夏州及云南省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研。

8. Λ写甘肃省艾μ病防治地方立法研究报告

课题组在文献检索分析和社会调研的基础上，通过严密论证、广泛交流讨

论，Λ写了《甘肃省艾μ病防治地方立法研究报告》初稿，并不断修改完善。

9.起草《甘肃省艾μ病防治条例》建议稿

课题组在研究报告的基础上，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和国务

院《艾μ病防治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借鉴参考国际社会及其他省市艾μ病

立法的经验教训，结合甘肃省实际进行了甘肃省艾μ病防治条例的法律文本起

草工作，形成了《甘肃省艾μ病防治条例》课题组建议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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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问卷调查及深度访谈基本情况统计

（一）问卷调查

在问卷调查中，课题组在兰州市、白银市、天水市、陇南市、临夏州等地州市

采⒚随机抽样的方式共发放问卷 512份，收回有效问卷 495份，问卷回收率为

97％。 针对回收的 495份有效问卷，课题组运⒚ EpiData 3.1软件进行了双人双

次录入并校验、纠错，最终建立数据库，然后⒚ SPSS和 Microsoft Excel 2003软

件进行了统计分析和制图。

1.被调查对象人群类别。在回收到的 495份有效问卷中，被调查对象中城市

居民占 33.9％、农村居民占 13.6％、学生占 40.2％、农民工占 8.6﹪，其他 3.6％。

（见图 1-1）

图 1-1 问卷调查被调查对象人群类别

2. 被调查对象性别比例。 在回收到的 495份有效问卷中，被调查对象中男

性占 60.7％、女性占 39.3％。（见图 1-2）

图 1-2 问卷调查被调查对象性别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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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被调查对象民族构成。 在回收到的 495份有效问卷中，被调查对象中汉族

占 91％、回族占 6.5％、藏族占 0.8％、东乡族占 0.8％、其他占 0.8％。（见图 1-3）

图表 1-3 问卷调查被调查对象民族构成

4.被调查对象文化程度。 在回收到的 495份有效问卷中，被调查对象中文

盲占 2.2％、小学文化程度占 5.9％、初中文化程度占 18.3％、高中∕中Θ文化程

度占 27.8％、大Θ、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占 45.7％。（见图 1-4）

图表 1-4 问卷调查被调查对象文化程度

5. 被调查对象户口属性。 在回收到的 495份有效问卷中，被调查对象中常

Α人口占 59.1﹪、暂Α人口占 29.3﹪、流动人口占 11.6﹪。（见图 1-5）

图表 1-5 问卷调查被调查对象户口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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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深度访谈

在深度访谈中，课题组选取兰州市、天水市、酒泉市、临夏州和云南省作为

调研地区。 之所以选取这些地区进行调研是基于这样的考虑：省内的兰州市、天

水市、临夏州是历年来甘肃省艾μ病疫情高发地区，长期居甘肃省疫情高发前 3

位， 而选择酒泉市是因为酒泉市在 2009年新增的 HIV感染人数比历年多。 因

此，选择这四个地区进行调研，一方面可能会更好的发现甘肃省现阶段的疫情

现Υ和艾μ病防治方面面临的主要问题。 另一方面也能听取这些地区㈦艾μ病

防治工作相关的部门对甘肃省艾μ病立法的意见和建议，最终对甘肃省艾μ病

防治条例法律文本的起草起到促进作⒚。 省外选择云南省是由于云南省在我国

的地方艾μ病Θ门立法中较早地走在了其他省份的前面，应该说它是我国艾μ

病防治地方立法的典型，同时云南省在立法及执法过程中也积累了很多经验和

教训，这些经验和教训对甘肃省的立法具有很好的借鉴作⒚。 在上述调研地区

我们主要走访了卫生疾控、防艾、政府法制办等相关部门，并针对不同的部门设

计了不同的访谈提纲，就艾μ病流行现Υ、艾μ病防治工作面临的问题和困难、

国务院《艾μ病防治条例》在实际运行中存在的问题、艾μ病立法应Β意的问

题、 甘肃省艾μ病立法应解决的主要问题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访谈和座

谈，累计访谈、座谈人数 100余人，形成了近 2万χ的访谈笔记。 在访谈过程中

课题组附带做了一些针对政府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的问卷调查，由于受调研地区

和调研部门数量限制，共发放问卷 27份，收回有效问卷 24份，问卷回收率为

89％。 对回收来的 24份有效问卷，课题组通过 Microsoft Excel 2003软件进行了

统计分析和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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