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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中避孕套使用状况

周云　郑立新　郑真真

【摘要】　目的　研究流动人口中关于避孕套的知识、行为以及可接受的宣传途径。　方法　对

北京和广州市部分18～ 40 岁流动人口进行问卷和访谈调查, 收集和分析相关信息。　结果　9111 %

的男性问卷被访者听说过避孕套; 信息的来源主要是电视、报刊杂志、医务工作者、计划生育工作者

和广告; 已婚男性、未婚男性有女友和未婚无女友的仅6913 %、5216 % 和4617 % 的人知道避孕套

的避孕和防病作用; 已婚男性曾用避孕套的比例 (4917 % ) 高于未婚男性 (2512 % ) ; 避孕套每次

都用者为1013 %。　结论　男性流动人口中避孕套的相关知识不平衡, 使用率低, 其知识与使用的

现状与农村地区计划生育活动的导向有一定的关联。应该进一步在男女流动人口中以不同内容和形

式宣传避孕套的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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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condom uses am ong tem porary m igran ts in Ch ina 　 ZH OU Y un, ZH EN G L ix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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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know ledge and uses of condom s as w ell as accep tab le w ays fo r

p romo tion of the use among tempo rary m igran ts. 　M ethods　D ata co llected from m igran ts aged 182
40 by quest ionnaires and group discussion as w ell as individual in terview s w ere analyzed by differen t

m ethods. 　Results　91 % of the m ale quest ionnaire responden ts heard abou t condom s. Sou rces of

know ledge are TV , new spaper and jou rnals, m edical personnel and fam ily p lann ing w o rkers, as w ell

as advert isem en t. 6913 % of m arried m igran ts, 52. 6% of unm arried bu t w ith girlfriends, and 4617

% of unm arried m igran ts bu t w ithou t girlfriends understood that condom s can p reven t diseases. R ate

of ever use among m arried m ale m igran ts (4917 % ) is h igher than that of unm arried m ales (2512

% ). A bou t 1013 % of them use condom on each sexual occasion. 　Conclusion　Know ledge of con2
dom s among tempo rary m ale m igran ts is various and use rate among them is low. T hese are clo sely

rela ted w ith the p romo tion of con tracep tives in ru ral areas. Know ledge abou t condom s shou ld be p ro2
mo ted among m ale as w ell as fem ale tempo rary m igran ts, u sing various m ateria ls and fo rm ats.

【Key words】　T empo rary m igran ts; Condom s; P romo tion of rep roductive health

　　随着中国计划生育工作的深入开展、强调优质

服务以及防止性传播疾病的扩散, 人们开始更多关

注男性参与计划生育以及自我保健意识的提高。研

究人员曾就男性避孕套的使用状况、使用的影响因

素以及宣传推广途径开展了一些调研, 涉及的人群

包括整个人口、部分地区人口、城乡人口或特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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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如服务性行业、吸毒人口) , 相关研究结论具有

启发和实际意义[ 1～ 7 ]。但以往对流动人口使用避孕

套的研究却不多见[ 8～ 10 ]。针对这一背景,“城市中流

动人口避孕套使用状况研究”课题小组于 2002～

2004 年在北京和广州开展了调研, 目的是为更好地

了解目前大量存在的流动人口中关于避孕套的知

识、行为以及可接受的宣传途径, 为落实国家计划

生育优质服务的政策目标以及预防性传播疾病提供

依据和建议。

对象与方法

一、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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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问卷调查对象: 调查时点对北京市朝阳区和

海淀区的885 位18～ 40 岁已婚和未婚男性流动人口

进行问卷调查。1316 % (120ö885)在20 岁以下, 4418

% (396ö885) 在20～ 29 岁, 4116 % (368ö885) 在

30～ 40 岁。6512 % (577 ö885) 上过初中, 2114 %

(189ö885) 上过高中, 119 % (17ö885) 为文盲。6510

% (576ö885) 已婚, 3419 % (309ö885) 未婚。在

已婚人群中, 6215 % (360ö576) 已有1 个孩子, 3012

% (174ö575) 已有2 个孩子。

21 访谈对象: 调查时点在北京和广州的 18～

40 岁已婚和未婚男女。北京市的研究对象主要来自

朝阳区和海淀区; 广州市的来自经济开发区和白云

区。两地一共访谈了 65 位有不同背景和职业的人

员。其中54 人主要是建筑工地工人、装修工人、家

政服务人员、个体户、招待所服务员、保安、发廊

工作人员等。另有5 位社区和计划生育服务干部和6

位北京市居民。

在接受访谈的人员中7619 % (50ö65) 为男性,

2311 % (15ö65) 为女性。其中1513 % (10ö65) 在

20 岁以下, 3318 % (22ö65) 在21～ 30 岁, 5017 %

(33ö65) 在31～ 40 岁。接受过初中教育的占4618 %

(30ö65) , 上过高中的占2314 % (15ö65) , 文盲占416

% (3ö65)。

二、方法

11 问卷调查: 问卷自行设计。由38 个问题组成,

内容涉及个人背景、有关避孕套的知识及来源、避

孕套使用经历及对这种方法的一般态度、其他避孕

经历。居民委员会参与了被访人员的联系工作。问

卷调查是在研究人员的督导下由有调查经验的硕士

研究生分发和收集。

21 访谈研究: 在选取访谈对象时, 除注意年龄、

性别、职业、户口状况等因素外, 也考虑了访谈对

象的可接触性。在上述几个地区, 研究人员主要依

靠居民委员会、工作关系、以及以往的研究网络联

系到自愿参加访谈的人员, 以了解避孕套使用的深

层次内容。北京和广州 2 地访谈的统一问题是避孕

套的知识、行为和宣传途径。主要问题包括是否听

说过避孕套及听说途径、避孕套的作用、使用状况

及其理由、促使人们使用避孕套的途径。访谈主要

由研究人员本人组织和实施。

31 统计学处理: 数据的分析使用了SPSS1115

软件。

结　　果

一、避孕套的知晓率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在给予回答的男性中

9111 % (788ö865) 听说过避孕套。已婚调查对象避

孕套知晓率为9216 % (532ö575) 高于未婚有女朋友

的8614 % (197ö228) , 差异有显著性 (P < 0105)。

访谈中发现, 对“是否知道什么是避孕套”的

问题, 很多从事保安的未婚男性很快地回答“那谁

不知道, 都知道”。一些人听说的途径与中学时的同

学和生理卫生课有关, 来自河南35 岁的建筑工人说

“老师没怎么讲, 但书上有, 自己看看就知道了”。被

访女性流动人口的相关知识匮乏。一组来自安徽的

已婚流动妇女表示,“听说过, 但从来没有见过避孕

套”(家政服务人员, 35 岁) ,“我是来北京后才听说

避孕套的” (无业, 30 岁) ; “去过外面 (到外地打

工) 的人才知道这种方法” (无业, 32 岁)。

二、有关避孕套的信息来源

避孕套避孕的信息来源途径多种多样, 在已婚

男性中 (575 人) 前3 位信息来源为电视、报刊杂志

和计划生育服务人员, 有女朋友的未婚人员前 3 位

的信息来源为报刊和杂志、电视和广播, 未婚没有

女朋友的则来源为电视、广告、报刊和杂志, 见表

1。表1 的9 个信息来源中, 听说过避孕套的已婚男

性和未婚有女朋友的平均信息来源均为 214 个, 未

婚没有女朋友的信息来源数为118 个。

表 1　有关避孕套的信息来源 (% )

避孕套信息来源
已婚

(n= 575)

未婚

有女朋友

(n= 228)

没有女朋友

(n= 80)

〗

电视 3312 　　3810 　　2319

广播 1912 2911 1112

报刊和杂志 3117 4216 1817

广告 2514 2617 2019

医务和计生服务人员 2912 2211 1014

朋友 1218 2719 1112

家人 416 319 017

同事 1018 1914 910

雇主 218 213 0

在访谈中问到“从什么地方听说过避孕套的”,

几个被访人说, 一般是住在一起的老乡聊天时聊到

这种方法的。但在老家“计划生育工作人员不说有

这种方法”。一位年纪在40 多岁已有4 个孩子的妇女

从未听说过这种方法, 她认为自己的年龄大, 与同

伴聊天得到知识的机会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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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访谈中特别讨论了可采用或被访人员认为合

适的宣传使用避孕套的途径。很多被访者认为宣传、

推广使用避孕套不一定能达到预想的目的、起到作

用。北京男性居民组认为宣传使用避孕套的基础是

厂家要保证产品质量, 在宣传内容上则需相对广泛,

在方式上要考虑到地区和人群的差异。

三、有关避孕套的防病作用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针对“正确使用避孕套可

以预防性病和艾滋病”的问题, 已婚男性认同比例

最高, 未婚没有女朋友的回答者认同比例最低, 3 组

比较差异有显著性 (P < 01001) , 见表2。

表 2　是否同意避孕套能预防性病艾滋病 (% )

组别 例数 同意 不同意 不清楚 频数

已婚 575 6913 1018 1919 544

未婚有女友 228 5216 819 3815 192

未婚没有女友 80 4617 617 4617 75

　注: Gamm a 系数为01357, P < 01001

访谈中发现, 相关知识内容的多少与个人背景

有关。接受访谈的北京男性居民普遍能说出避孕套

的避孕和防病这两大基本功能。从事个体按摩工作,

在医院 (特别是皮肤病医院) 外招揽生意的男性流

动人口也十分熟悉这种方法的作用, 认为使用避孕

套可以预防性病、艾滋病, 防范性病传染的意识比

较强。从事建筑行业的一些男性流动人口多认为避

孕套主要是用来防止怀孕的。部分已婚女性流动人

口对这种方法的知识也仅限于“防止怀孕”。

四、避孕套的使用情况

在曾经用过避孕套的男性中, 已婚人群使用过

的比例高于未婚人群的比例。报告了第一次使用避

孕套时间的人群中, 多在婚前、婚后和首次怀孕之

间及在第一个孩子出生后使用。所使用的避孕套主

要来源的前3 位为药店、医院和计划生育诊所、计划

生育服务站, 见表3。

访谈发现, 被访男女已婚流动人口认为在老家

人们一般只是说说、聊聊这种方法而已, 并不真正

使用这种方法。在自己承认有婚外性行为的少数被

访者中, 避孕套是他们有性行为时的一种选择。一

位来自四川在广州的已婚建筑工人说, 他有时也在

外面找人, 那时就会使用避孕套, 但10 次里只会用

2 次。使用时多是因女方 (女朋友、女性伴) 要求;

男性几乎没有自觉使用的意识。在访谈中, 有被访

人员认为如果在外面“乱搞”就要使用避孕套, 但

他们也意识到使用这种方法不是绝对安全 (防病)

的。

表 3　避孕套的使用

内容 例数 回答率 (% )

曾用过 648

　已婚 4917

　未婚 2512

首次使用时间 332

　婚前 3011

　婚后、首次怀孕前 3017

　第一个孩子出生后 3912

使用频率 339

　每次都用 1013

　有时用 3811

　偶尔用 5116

避孕套的获得途径 (可多选) 648

　商店 2313

　药店 6117

　自动售货机 2410

　医院、计划生育诊所 4813

　计划生育服务站 4610

　私人诊所 1816

　单位计生部门 2512

影响人们是否使用避孕套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在

农村避孕套的可得性及获取渠道。有的农村地区不

提供这种方法。有的地方可以领到避孕套, 但有一

定的条件。例如来自河南农村的男性说, 各种用具

(包括避孕套) 由做妇女工作的人掌管, “该是谁的

谁就来领”。没有需要的人就不发。“没有需要的, 就

是已经采取了其他避孕措施的人; 有需要的人, 像

有了一个孩子和没有采取其他措施的人”。

讨　　论

通过问卷和访谈我们发现, 多数被调查的男性

青年知道避孕套, 但来自农村的青年知识不平衡, 使

用避孕套的比例也不同。认识到避孕套可以避孕且

婚姻稳定专一的群体几乎不使用避孕套, 多数认为

与自己的丈夫或妻子过性生活只考虑是否会怀孕、

是否要孩子, 不必考虑性病和艾滋病的问题。在有

婚外或婚前性行为的群体中则出现婚内、固定男女

朋友之间不使用避孕套, 其他性行为时会考虑使用

避孕套。这时避孕套的使用目的已不单纯地为了避

孕, 也是为了防病。但总体来看, 流动人口中目前

使用这种方法的人群仍然很小。这与以往的一些研

究结果较为一致[ 8、9、10 ], 却进一步发现是否有女友与

未婚男性流动人口的避孕知识有一定的关系。有女

友的男性对避孕套的相关知识了解多一些、对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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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的作用也了解的更深。

来自农村人口避孕套使用率较低, 主要的原因

是在农村人口使用这种方法的主要目的是防止怀

孕, 且是其他方法不奏效时不得不采用的一种方法。

例如, 出现对避孕药过敏、上环出血等情况。一位

来自湖北的女性认为,“夫妻在一起想要孩子就不采

取任何避孕措施, 如果不想生孩子就吃避孕药或用

其他方法。”她的想法代表了一些已婚夫妇对避孕方

法的态度, 也就是避孕套不是他们日常采用的避孕

方法。男性参与计划生育的意识十分淡薄的一个原

因是, 一方 (特别是妻子) 已经采取避孕措施, 没

有必要再用避孕套。一些来自安徽被访已婚流动妇

女认为,“丈夫不理会 (不管) 用什么方法避孕, ”也

不管自己的行为是否会带来怀孕的结果。因此要靠

妇女自己考虑使用什么避孕方法, 这使她们一般都

选择可“一劳永逸”的女性长效方法。此外, 性病、

艾滋病在多数农村地区发病率较低, 人们还没有认

识到避孕套的防病功能。

然而, 从长远的在流动人口中倡导避孕防病的

避孕工具以及知情选择和优质服务的角度看, 应该

宣传普及有关避孕套的各种知识。就避孕套方法的

宣传内容来看, 目前在流动人口中不宜过多进行以

预防疾病为目的的宣传。一是因为这种方法有其自

身的局限性, 不应完全依赖避孕套防病; 二是因为

过多强调预防疾病, 会在一些人群中造成不良后果,

产生包括“我们没病, 不用预防”或产生使用避孕

套时总与性传播疾病相联系的消极态度。但近几年

在倡导使用避孕套时, 防病的目的似乎要大于避孕。

从宣传途径来看, 很多农村地区没有很好宣传

避孕套这种方法。一组已婚男性流动人口在访谈中,

始终未能说出他们可接受的宣传使用避孕套的方

式。有的人则认为搞一些宣传活动、散发宣传画可
能是较好的方法。一位花店年轻老板认为,“宣传推

广使用避孕套没有用, 不是乱七八糟的人不会用这

种方法。”

在宣传内容上则需相对广泛, 在方式上要考虑

到地区和人群的差异, 使用相对通俗、含蓄、保守

的方法, 如印发有关的宣传单、折页。这种方法可

以保证人们得到足够的信息, 也避免面对面宣传引

起的尴尬。有被访人员认为, 直接发放避孕套会让

很多人不好意思。通过了解得知, 有些北京居民所

在单位都免费发放避孕套, 但真正领取的人则比较

少。一位街道干部认为, 宣传预防性传播疾病和使

用避孕套的工作应该经常性地开展, 不只是在什么

日、什么节一阵风地进行。

访谈结果提示的信息是, 报刊杂志、宣传活动

故然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 但朋友同事间的教育是

一个重要、可利用的传播途径。这种方法可使信息

接受者自己掌握信息接受的时间、地点及内容。此

外, 通过城市的计划生育服务单位和基层群众组织
(包括居委会、单位的工会) 散发宣传品也是一个便

捷、有效、可行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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