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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背景資料 
 
愛滋病信託基金(下稱「基金」)於一九九三年四月成立；當時的立法局財務委員

會(下稱「財委會」)批准一筆為數 3.5 億元的承擔額，為感染愛滋病病毒的血友

病患者提供援助，及加強有關愛滋病的醫療支援服務與公眾教育。財委會在二

零一三至一四年度批准再次向基金一筆過注資 3.5 億元，以支持其下的資助申

請。  
 
基金根據愛滋病信託基金委員會(下稱「委員會」)的意見運作。委員會的主席及

委員(來自食物及衞生局的當然委員除外)均由行政長官委任。委員會轄下設有 3
個小組，分別為愛滋病特惠補助金小組、醫療和支援服務小組，以及宣傳和公

眾教育小組，負責審議各項資助申請。  
 
資助範圍  
 
基金提供資助範圍如下：  
 
- 向在一九八五年八月前因在香港輸入血液或血液製品而感染愛滋病病毒的香

港居民發放愛滋病特惠補助金。  
- 在醫院管理局及衞生署的現有服務外，為愛滋病病毒感染者提供其他醫療和

支援服務。  
- 進行宣傳和公眾教育活動，因為這仍然是遏止愛滋病病毒及愛滋病蔓延的最

有效方法。  
 
二零一六至一七年度周年報告，總結了該年度有關基金的運作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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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名單及職權範圍  
 
愛滋病信託基金委員會  
 
主席：  吳馬太醫生，J.P 

  
委員：  蔣慶華先生，B.B.S 

 連智傑醫生  
李子芬教授，J.P.  
周雪梅女士(來自食物及衞生局的當然委員)  

  
秘書：  吳志翔醫生  

 
愛滋病特惠補助金小組  
 
主席：  蔣慶華先生，B.B.S. 

  
委員：  黎錫滔醫生  

 廖榮定先生  
  

秘書：  劉天慧醫生  
 

醫療和支援服務小組  
 
主席：  連智傑醫生  

  
委員：  何景文醫生  

 李文寶醫生  
 李永浩教授，J.P.  

盧乾剛醫生  
蕭敏康博士  
李卓廣醫生  

  
秘書：  劉天慧醫生  

 
宣傳和公眾教育小組  
 
主席：  李子芬教授，J.P 

  
委員：  張達明先生  

 鄺淑真女士  
 曾昭舜醫生  
 唐大威先生 ,  M.H. 

李卓廣醫生  
  

秘書：  劉天慧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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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權範圍 

愛滋病信託基金委員會   
根據基金信託聲明書的條文，決定一切與管理基金及達到基金目標有關的事

宜。  
 
愛滋病特惠補助金小組  
考慮特惠補助金的申請，並向委員會推薦合適的申請。  
 
醫療和支援服務小組  
考慮為愛滋病病毒感染者／患者提供額外醫療及／或支援服務的撥款申請，並

向委員會推薦合適的申請。  
 
宣傳和公眾教育小組  
考慮愛滋病宣傳和公眾教育活動的撥款申請，並向委員會推薦合適的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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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會議和批出資助的摘要 
 
根據香港愛滋病顧問局(下稱「顧問局」)發出的《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六年香港

愛滋病建議策略》，基金會優先考慮以下 5 個以高風險社羣為對象的計劃申請。

該 5 個社羣分別為：  
 
1. 男男性接觸者；   
2. 女性性工作者的男性顧客；  
3. 注射吸毒者；  
4. 性工作者；以及  
5. 愛滋病病毒感染者。  
 
二零一六至一七年度處理申請的會議 
 
二零一六年四月一日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委員會共舉行了 2 次會議，而

3 個小組則共舉行了 6 次會議(愛滋病特惠補助金小組：1 次；醫療和支援服務小

組：2 次；宣傳和公眾教育小組：3 次)。  
 
處理申請的數目 
 
在上述會議期間，委員會共處理了 64 宗申請(額外特惠補助金：26 宗；醫療和

支援服務：18 宗；宣傳和公眾教育：20 宗)，其中 45 宗申請(70%)獲得批准。

撇除 26 宗額外特惠補助金申請外，其餘 38 宗申請中，有 19 宗申請(50%)獲得

批准。分項數字詳載於表 1。  
 

表 1：委員會處理申請的數目 
(二零一六年四月一日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申請類別 撤回

申請

否決

申請

批准

申請

有附設條件的

批准申請

總計

額外特惠補助金 0 0 26 0 26

醫療和支援服務 1 7 8 2 18

宣傳和公眾教育 0 6 11 3 20

總計 1 13 45 5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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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出資助摘要  
 
基金為獲批的 45 宗申請(額外特惠補助金：26 宗；醫療和支援服務：8 宗；宣傳

和公眾教育：11 宗)提供了總額為 2,995 萬元的資助  (額外特惠補助金：867 萬

元；醫療和支援服務：380 萬元；宣傳和公眾教育：1,748 萬元)。分項數字詳載

於表 2。  
 
 

表 2：委員會批准申請的數目和資助金額  
(二零一六年四月一日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財政年度  二零一六至一七 

 申請數目  獲批金額  
(萬港元) 

額外特惠補助金  26 867 

醫療和支援服務  8 380 

宣傳和公眾教育  11 1,748 

總計  45 2,995 

 
 
按風險社羣類別劃分的獲批申請數目和資助金額的分項數字  
 
二零一六年四月一日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按愛滋病顧問局建議的 5 個高風

險社羣類別劃分的獲批申請數目和資助金額的分項數字，載於附件 Ia、 Ib 和

Ic。  
  
二零一六年四月一日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批予男男性接觸者項目／計

劃的撥款佔最多，達 867 萬元 (附件 Ia)。醫療和支援服務方面，批予以愛滋病

病毒感染者為研究對象的研究項目的撥款佔最多，達 177 萬元 (附件 Ib)。至於

宣傳和公眾教育方面，批予男男性接觸者項目／計劃的撥款佔最多，達 742 萬

元(附件 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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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至一七年度經審計帳目  
 
庫務署署長負責管理基金的帳目，而基金的帳目每年由審計署署長審核。表 3 節

錄二零一六至一七年度的基金經審計帳目。  
 

表 3：基金二零一六至一七年度經審計帳目節錄 
 
 

 
 
*「其他收入」包括無須支付餘額的資助項目／計劃的金額。  

 
**經審計的支出或與載於表 2 的批出資助金額不同,  因批出資助金額並不包括審

計愛滋病信託基金撥款所引致的額外費用(審計師的報酬), 獲撥款者可向愛滋病

信託基金申請發還此額外費用。  
 

註：經審計帳目將上載基金的網站  
 
 

財政年度
二零一六至一七

(HK'000)
資本 ($) 700,000

收入 ($)

利息(銀行存款及結餘) 2,611
利息(外匯基金) 2,550
資助金退款 1,661
其他收入* 2,694
總額 9,516

支出 ($) **

宣傳和公眾教育 17,589
醫療和支援服務 3,873
特惠補助金 8,670
總額 30,132

年度盈餘／虧損 -20,616
年末累計盈餘／虧損 -410,364

基金餘額  (元 ) 289,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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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至一七年度已完成的資助計劃  
 
獲撥款者須就每個已完成的項目／計劃提交報告摘要及已發表著作清單，以增

加透明度、問責性和方便公眾查閱。有關資料將會上載基金網站，讓公眾參

閱。  
 
計劃/項目編

號 計劃/項目名稱 

MSS 191 R  基因型對長期服用依法韋侖的影響 

MSS 207 PM  愛滋病患者及家屬援助金 

MSS 214 R  
在深圳的香港跨境男男性接觸者及其性夥伴的愛滋病傳染及相關危險性行

為研究 

MSS 229 R  評估香港愛滋病病毒量在不同人群之間的變化趨勢和社區網絡的關係 

MSS 236 R  
本港網上搜尋愛滋病相關資訊的趨勢與男男性接觸者風險認知和保護行為

的關係的信息學研究 (2004-2014) 

MSS 237 PM  加強對愛滋病毒感染血友病患者的慢性丙型肝炎治療 

MSS 239 R  香港男男性接觸者對愛滋病暴露前及暴露后預防用藥的態度研究 

MSS 240 R  香港嫖客對不同類型愛滋病測試的使用情況，認知及使用意願 

MSS 242 R  一項由社區推動的針對香港愛滋病感染者的全面需求評估 

MSS 245 R  愛滋病毒感染者合併丙型肝炎病毒的藥物基因組學及分子流行病學研究 

PPE 623 PM  性向無限計劃 

PPE 635 PM  針對以互聯網為媒介的青少女性工作者同伴教育計劃 

PPE 640 PJ  設訂「香港愛滋手語詞彙」- 聾人社群愛滋預防的基石 

PPE 645 PM  以建議和調查結果為依據，實踐保持香港維持低愛滋病病毒感染率 

PPE 649 PJ 姐姐仔會快速測試服務與姐妹快速測試隊研究 

PPE 652 PM  女性性工作者愛滋病預防教育與愛滋病及性傳染病自願檢測及輔導服務 

PPE 654 PJ 跨性別愛滋病預防及教育項目 

PPE 657 PM 加強關鍵人口在愛滋病預防, 發現, 治療及關顧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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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各持份者的聯繫 
 
造訪獲撥款者  
 
二零一六年八月十七日及二零一七年三月一日，委員會委員和秘書處共進行了 2
次探訪，以監察獲撥款機構的表現，以及促進他們與委員會之間的資訊交流。

委員會所造訪的 4 個獲撥款機構包括：  
 
1. 跨性別資源中心 
2. 跨性別權益會 
3. 午夜藍 
4. 香港善導會 
 
 

 
 
 

 
 

探訪跨性別資源中心 
  

探訪跨性別權益會 
 

探訪午夜藍 
 

探訪香港善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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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交流會  
 
愛滋病信託基金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十三日舉辦了一場經驗交流會，為獲撥款

機構提供平台，以分享如何透過基金資助的計劃，在優先關注社羣中預防和控

制愛滋病，以及進行愛滋病相關研究的成果。經驗交流會共有逾 35 名來自各個

非政府機構、大學、委員會和顧問局的參加者出席。  
 

 

 

 
 

2016年度經驗交流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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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 Ia 

 
              按高風險社羣類別劃分的獲批項目數目及資助金額 
             (二零一二年十月一日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男男

性接觸者

女性

性工作者

的男性顧客

注射

吸毒者
性工作者

愛滋病病毒

感染者

多個

目標社羣*
其他#

批准項目數目 6 1 2 1 8 1 5 24 26 50

批准資助金額 $8,671,994 $364,091 $1410623 $955,378 $4,983,005 $461906 $4,432,426 $21,279,424 $8,670,333 $29,949,757

批准項目數目 48 5 6 9 33 5 19 125 105 230

批准資助金額 $54,801,374 $6,018,795 $9,814,041 $7,097,983 $33,039,723 $11,015,206 $15,057,375 $136,844,497 $32,309,491 $169,153,988

資源分配 (%) ^ 40% 4% 7% 5% 24% 8% 11% 100%

二零一二年十月至
二零一七年三月

其他

二零一六至一七年度

申請項目的目標社羣

5個優先處理的資助範疇

(《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六年香港愛滋病建議策略》)

總計小計

額外特惠

補助金

(愛滋病病毒

感染者)

 
 
附註：*「多個目標社羣」包括女性性工作者的男性顧客和性工作者 (2 )，男男性接觸者、女性性工作者的男性顧客和青少年 (1 )  ，男男性接觸者、女性性工作

者的男性顧客、性工作者和愛滋病病毒感染者 (1)，以及男男性接觸者、注射吸毒者以及愛滋病病毒感染者  (1)  。  
 

^  由於「四捨五入」關係，統計表內個別項目的數字加起來可能與總數略有出入。  
 

#「其他」包括跨境旅客(2 )；在囚人士 (2)；少數族裔人士(2)；跨性別人士(7)；失聰、失明或其他殘疾人士(3 )；以及公眾(學生、青少年、易受感染人

士及有高風險行為的人士，包括其配偶或伴侶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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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b 
 

按高風險社羣類別劃分的醫療和支援服務的獲批項目數目及資助金額 
(二零一二年十月一日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醫療和

支援服務

(非研究)

男男

性接觸者

女性

性工作者

的男性顧客

注射

吸毒者
性工作者

愛滋病病毒

感染者

多個

目標社羣*
其他

批准項目數目 2 0 1 0 3 0 0 6 2 8

批准資助金額 $1,248,141 $0 $462326 $0 $1,766,995 $0 $0 $3,477,462 $320000 $3,797,462

批准項目數目 10 1 1 0 15 1 0 28 10 38

批准資助金額 $5,818,622 $643,767 $462326 $0 $10,928,848 $722,587 $0 $18,576,150 $15,181,146 $33,757,296

資源分配(%) ^ 17% 2% 1% 0% 32% 2% 0% 45% 100%

其他 總計
5個優先處理的資助範疇

(《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六年香港愛滋病建議策略》)

小計
愛滋病病毒

感染者

二零一二年十月至

二零一七年三月

二零一六至一七年度

申請項目的目標社羣

醫療和支援服務(研究)

 
          附註：  ^  由於「四捨五入」關係，統計表內個別項目的數字加起來可能與總數略有出入。  
 
                    *「多個目標社羣」包括男男性接觸者、注射吸毒者以及愛滋病病毒感染者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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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c 
 

按高風險社羣類別劃分的宣傳和公眾教育的獲批項目數目及資助金額 
(二零一二年十月一日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男男

性接觸者

女性

性工作者

的男性顧客

注射吸毒者 性工作者
愛滋病病毒

感染者

多個

目標社羣*
其他#

批准項目數目 4 1 1 1 3 1 5 16

批准資助金額 $7,423,853 $364,091 $948297 $955,378 $2,896,010 $461906 $4,432,426 $17,481,962

批准項目數目 38 4 5 9 8 4 19 87

批准資助金額 $48,982,752 $5,375,028 $9,351,715 $7,097,983 $6,929,729 $10,292,619 $15,057,375 $103,087,201

資源分配(%) ^ 48% 5% 9% 7% 7% 10% 15% 100%

總計

二零一六年至一七年

度

5個優先處理的資助範疇

(《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六年香港愛滋病建議策略》)

二零一二年十月至

二零一七年三月

其他
申請項目的目標社羣

宣傳和公眾教育

 
 
附註：  *「多個目標社羣」包括女性性工作者的男性顧客和性工作者 (2 )，以及男男性接觸者、女性性工作者的男性顧客和青少年 (1 )，以及男男性接

觸者、女性性工作者的男性顧客、性工作者和愛滋病病毒感染者 (1)。  
 

    ^  由於「四捨五入」關係，統計表內個別項目的數字加起來可能與總數略有出入。  
 
          #「其他」包括跨境旅客(2 )；在囚人士(2 )；少數族裔人士(2 )；跨性別人士(7 )；失聰、失明或其他殘疾人士(3 )；以及公眾(學生、青少年、易

受感染人士及有高風險行為的人士，包括其配偶或伴侶 ) (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