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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自1985年发现首例传人性艾滋病患者以来，艾滋病的流行经过传人期、扩散期进入快速增长
期。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陆续发现了大规模的、因有偿供血而感染艾滋病的患者。
这些感染者以青壮年为主，大部分为农民，文化程度不高，家庭负担较重，主要因经济贫困卖血而感
染艾滋病。
我们的研究主要围绕这部分因有偿供血而感染艾滋病的患者展开。
　　艾滋病不仅是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而且是严重的社会问题。
艾滋病及其防治工作不只是生物学、医学的问题，更是与社会文化密切相关的社会问题。
艾滋病防治的重要前提是了解导致艾滋病流行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把握患者的心理、行为特征
。
以往人们主要是运用医学、卫生学等方法进行研究，较少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对艾滋病流行地
区的社会文化因素研究不足，对患者的心理、行为特征以及背后的社会、经济、文化、心理的原因研
究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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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基于社会排斥的中心与边缘视角展开，运用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艾滋
病患者遭受社会排斥的维度，阐释了社会排斥产生的原因，强调了社会排斥的动态过程，并提出了相
应的反社会排斥的对策。
本书有助于读者全面深入地把握农村艾滋病问题，同时为艾滋病防治政策提供新的思路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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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艾滋病患者社会排斥的维度　　“社会排斥”最初被应用于贫困问题的研究领域，因此
，与贫困问题相关的主题，诸如生产、就业、消费、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内容是社会排斥研究中探讨最
多的方面。
随后，研究者认识到社会排斥并不仅仅指人们在经济上处于一种边缘化的弱势地位，这种经济上的排
斥只是一种最直观的表象，而不易为人们所察觉的政治上的不平等、文化上的身份认同困难或关系上
的断裂等也是导致弱势群体边缘化的重要原因。
在2001年“华人社会——社会排斥与边缘性问题研讨会”上，大量专家探讨了社会排斥的问题，并且
呼吁关注发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领域的社会排斥现象，分析不同领域不同形式的社会排斥的
不同性质和不同社会效果（潘泽泉，2004）。
从以往研究来看，社会排斥可以归纳为在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文化方面以及社会关系方面的一种边
缘化状态和过程。
　　第一节　社会排斥的总体水平　　一　社会排斥的指标　　社会排斥的测量事实上从以下两个方
向展开：第一个方向主要聚焦于社会排斥的经验分析，这种分析并没有刻意去发展一种理论；第二个
方向主要集中于探讨一种公式化的方法来测量社会排斥。
对于社会排斥指标的选择也因为研究重点不同而各有取舍。
如Brandolini（1998）定义了社会排斥六个方面的指标：健康、教育、就业、居住、社会关系和经济资
源。
Tsakloglou（2001）则构建了四个可以测量社会排斥的统计指标：收入、生活条件、生活必需品和社会
关系。
他们都试图去获取一组反映社会排斥水平的测量指标，但至今并没有达成共识。
概括起来，社会排斥的指标多从四个方面进行构建：经济方面、政治方面、文化方面和社会关系方面
。
从政治方面来看，大部分研究者集中于从政治权利的缺失与否来探讨政治排斥，如Kathy Arthurson
（2004）等认为政治排斥是缺少有效的政治参与，如缺乏民主决策的权力、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
。
从经济方面来看，已有研究主要侧重从经济利益的获取能力以及基本生存需求的满足状态来测量经济
排斥，如曾群指出个人未能有效参与生产、交换和消费等经济活动可被视为受到了经济上的排斥，可
以用劳动力市场排斥、收入贫困和消费市场排斥三个指标来测量经济排斥的程度（曾群，2006）
；Ambra Poqqi（2004）指出以基本生存需要的满足与否来衡量是否受到了经济排斥，认为可以从食物
、衣物、消费能力和收入水平等几个指标来测量经济排斥。
此外，还有研究者从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两个方面来测量经济排斥，Richardson和Le Grand（2002）认
为可以从工作、收入、食物消费、居住、信贷等方面来测量经济排斥。
从文化方面来看，价值认同和身份认同是测量文化排斥的重要指标，如排除某人参与带有传统宗教、
语言和民族特征的文化活动等都可以视为文化排斥。
从关系方面来看，大部分研究者认为关系排斥是指受排斥主体与其他群体社会交往的部分断裂，
如Ambra Poqqi（2004）把与邻居交谈的次数以及与朋友见面的次数作为测量的指标；Richardson和Le
Grand（2002）用是否能够获取他人的支持作为测量关系排斥的指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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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艾滋病患者受到社会排斥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主要表现在四个维度，即政治排斥、经济排斥、文
化排斥和关系排斥，艾滋病患者受到的社会排斥是制度因素、文化因素以及个体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排斥水平和排斥方向随着内外部因素的制约而不断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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