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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具多元性
• 澳洲多元性別分類
• 歐盟及加拿大多元性別分類
• 我國多元性別統計
• 結語

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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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具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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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年聯合國大會通過「消
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CEDAW）」，確保男女在
教育、就業、保健、家庭、
政治、法律、社會、經濟各
方面享有平等權利

• 聯合國於1989年的CEDAW
第9號一般性建議中強調統計
資料對了解婦女真實情況是
絕對必要的，建議各國盡力
確保國家統計均按性別區分

發展性別統計為國際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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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形式的性別歧視具加乘力量

5

交叉性為理解CEDAW第2條所載列締約國一般義務範圍的根
本概念。以性和性別為由而對婦女的歧視，與其他影響婦女
的因素息息相關，如種族、族裔、宗教或信仰、健康狀況、
年齡、階級、種性、性取向和性別認同等。以性或性別為由
的歧視，對此類婦女的影響程度或方式可能不同於對男性的
影響。締約國必須從法律上承認該等交叉形式的歧視，以及
對婦女的相關綜合負面影響，並禁止此類歧視。（略）

2010年CEDAW第28號一般性建議第18點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重視不利處境群體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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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年來，女性在各方面條件、權益及擁有的資源均有相當
程度的提升，然而傳統性別角色、定型化分工及性別歧視，加上
面對少子女化、高齡化、新住民、新型態家庭等社會結構的變
遷，限制及阻礙女性的發展，權利尚未達到實質平等，如在決策
及經濟參與上的不足、性別刻板印象與偏見、性別暴力威脅、照
顧女性化、性別友善環境不足等，尤其對不利處境者(如原住民
族、新移民、高齡、身心障礙、農村及偏遠地區等女性、女童，
以及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與雙性人等)的影響更為嚴重。
因此，我國性別平等工作需要更周全與前瞻的政策規劃，由政府
與民間共同努力克服各項困難與挑戰。

110年5月修正函頒

多元性別群體

前言



• 男、女二元性別已不符性別多元性

• 非二元性別

當事者之性別認同無法被傳統的男、女二元概

念涵蓋之所有性別總稱

• 多元性別族群

如LGBTI，包含女同性戀者（Lesbian）、男同

性戀者（Gay）、雙性戀者（Bisexual）、跨性

別（Transgender）、雙性人（Intersexual）等

性別具多元性

LGB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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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性別（sex）

社會性別（gender）

交織性（intersectionality）

性別分析三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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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與其他面向特徵（如性傾向、性別認同、性別氣質、年齡、
族群、地區、障礙情形等）之交互影響

• 性傾向（我喜歡哪種性別的人？）

• 性別認同（我覺得自己是什麼性別？）

• 性別氣質（一個人展現出的氣質？）



澳洲多元性別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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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性別(Gender)

生理性別 社會性別

性特徵變異 性傾向

生理性別(Sex)

在個體出生時，由生
理性別特徵（如染色
體、荷爾蒙、生殖系
統等）所決定之性別

為個人對於自身性別
角色之認知或展現，
可能不同於生理性別
的男性或女性

性特徵變異
(variations of sex 
characteristics)

性傾向(sexual

orientation)

先天性遺傳、荷爾蒙或生理
所展現的性別特徵，與傳統
醫學上的男性或女性生理結
構不同，如雙性人或性發展
障礙等

與性相關之傾向，為個
人基於性認同、性吸引
及性行為的主觀認知，
如異性戀、同性戀及雙
性戀等

2021年澳洲多元性別統計分類─4變數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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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性

□ 女性

□ 其他（請填入或描述）

您的生理性別（sex）為何？

以下項目擇一勾選。

生理性別(Sex)

• 個體出生時，由生理性別特徵決定

• 讓受訪者清楚當下正在調查的是哪一種性別?
(如：出生時生理性別或受訪時生理性別)

• 避免從受訪者的外在特徵（如姓名、聲音或外表）判斷其性別

• 訪員應親自對受訪者提問，且不應從任何主觀上的預設立場判斷
受訪者之性別

生理性別

問項
(Sex)

澳洲多元性別統計調查分類（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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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調查問項
澳洲：2021年占0.17%

我國：2022年占0.09%



社會性別（gender）

• 社會性別為對自己身為男性、女性或非二元性別者的認知，
基於個人對自我的主觀認定決定

認同性別

問項
(Gender)

澳洲多元性別統計調查分類（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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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調查問項
□ 男性

□ 女性

□ 非二元性別

□ 其他（請填入或描述）

□ 拒答

您會如何描述自己的社會性別？

（社會性別所指的是當前所認同的性別，可能與出生時性

別不同，並可能與個人於法律文件上登載的性別不同。）

以下項目擇一勾選。



澳洲多元性別統計調查分類（3/4）

性特徵變異（variations of sex characteristics）

• 由先天性遺傳、荷爾蒙或生理所展現的性別特徵，與傳統醫
學上的男性或女性生理結構不相符者之群體，包含在生殖器、
荷爾蒙、染色體或生殖器官等所發生的各種變異

• 性別特徵變異上反映生理上的變異，但未必會在出生時便浮
現可觀察之變異，有時需待身體發展成熟或生命歷程開展，
才會發現個體在出生時便具備性特徵變異

性特徵變異

問項

(variations of sex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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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調查問項
□ 是

□ 否

□ 不知道

□ 拒答

您是否出生時便具備性特徵變異？

（又稱雙性人或性發展障礙）

以下項目擇一勾選。



性傾向（sexual orientation）

• 與性相關之傾向，由個人基於性認同（sexual identity）、
性吸引（attraction）、及性行為（behavior）的主觀認知
而產生

澳洲多元性別統計調查分類（4/4）

性傾向

問項
(sexual 

ori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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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調查問項

□ 異性戀

□ 同性戀

□ 雙性戀

□ 其他（請填入或描述）

□ 無法得知

□ 拒答

您會如何描述自己的性傾向？

以下項目擇一勾選。



以生理性別（Sex）與社會性別（ Gender）建構「順性別
（cisgender）」與「跨性別（transgender）」之多元性別分類

• 順性別：社會性別與出生時性別一致

• 跨性別：社會性別與出生時性別相異

GenderSex

順性別 跨性別

Sex Gender Sex Gender GenderSex

澳洲多元性別統計─交織性（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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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兩階段比對Sex（出生時性別）與gender（社會性別），推論個人屬順性別或
跨性別

澳洲多元性別統計─交織性（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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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 女性 其他

男性 順性別 跨性別 無法判定

女性 跨性別 順性別 無法判定

非二元性別 跨性別 跨性別 無法判定

其他 跨性別 跨性別 無法判定

不願填答 無法判定 無法判定 無法判定

以兩階段法推論順性別與跨性別

社會性別
出生時生理性別



歐盟及加拿大多元性別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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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盟於2019年對多元性別者進行調查（EU-LGBTI II），目的在揭露多元性
別者在生活各面向的改善狀況

2019年歐盟多元性別統計調查─問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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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性別變數 調查問題 調查問項

生理性別 你在出生時被賦予的性別？
「男性」、「女性」或「其他，

請標明」

社會性別 你會如何描述現在的自己？

「男性」、「女性」、「跨性別

男」、「跨性別女」、「非二元

性別或性別酷兒或無性別或多元

性別或性別流動」或「其他，請

另外標明該認同」

性傾向
以下何者最符合你的性傾

向？

「女同性戀」、「男同性戀」、

「雙性戀」、「異性戀」、「其

他，請標明」或「不知道」

性特徵變異 你是否認為你是雙性人？ 「是」或「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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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歐盟多元性別統計調查─結果

• 2019年歐盟多元性別者調查所呈現的多元性別者分布：

多元性別類別 數量（千人） 占比（%）

女同性戀（Ｌ） 22 16

男同性戀（G） 58 42

女雙性戀（B） 27 20

男雙性戀（B） 9 7

跨性別（T） 19 14

雙性人（I） 2 1

合計 138 100
註：因四捨五入之故，總計數字容或不等於細項數字之和。



• 2021年人口普查針對多元性別調查

(1)強調「生理性別」為「出生時」

(2)增加「社會性別」問項

2021年加拿大人口普查─性別問項及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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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性別變數 調查問題 調查問項 統計結果

生理性別 出生時的生理性別 「男」或「女」
「男」：49.3%

「女」：50.7%

社會性別 個人的社會性別
「男」、「女」或「請

標明個人的社會性別」

「男」：49.2%

「女」：50.7%

「非二元性別」：0.1%



• 以兩階段比對Sex（出生時性別）與gender（社會性別），推論個人屬順性別、
跨性別、或非二元性別（non-binary person）

2021年加拿大人口普查─交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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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性別與跨性別（15歲以上人口）

➢順性別男（48.8%）

順性別女（50.8%）

➢跨性別與非二元性別者（0.4%）
◆跨性別男性（27.7%）
◆跨性別女性（31.3%）
◆非二元性別（41.0%）

男性 女性

男性 順性別 跨性別

女性 跨性別 順性別

非二元性別 非二元性別 非二元性別

以兩階段法推論順性別與跨性別

社會性別
出生時生理性別



我國多元性別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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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證明書採多
元性別分類，與
澳洲分類相同

我國出生時之生理性別統計（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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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通報活產新生兒性比
例採多元性別分類，與澳
洲分類相同

我國出生時之生理性別統計（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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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籍法第48條
◆「出生登記至遲應於60日內為之」

➢內政部台內戶字第1080244466號
◆「目前戶籍資料上，僅有男或女之記載，尚無其他性別之登記方式」

◆「實務作業上，如出生證明書記載性別不明者，可另提憑性染色體檢查結果或診斷證明書
確認為男或女後，再辦理出生登記」

➢目前我國戶籍人口性別統計無「非二元生理性別」

我國戶籍性別登記採生理性別男女二元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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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 43.82%

女性 44.95%

非二元性別 4.31%

性別酷兒、無性別、多性

別、性別流動
6.90%

其他（請填入或描述） 0.02%

拒答 0.01%

性別認同

男性 45.79%

女性 54.11%

不明 0.02%

其他（請填入或描述） 0.07%

拒答 0.02%

出生證明上記錄的性別

111年行政院「我國多元性別（LGBTI）者生活狀況
調查」─生理性別、社會性別

• 生理性別（出生時性別）：請問您
出生證明上記錄的性別？（單選）

• 社會性別：請問您會如何描述您目
前的性別？（單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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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泛性別
（擁有多個
性別認同）女高於男8.32

個百分點

0.09％

11.23％



111年行政院「我國多元性別（LGBTI）者生活狀況
調查」─性傾向

• 性傾向：請問您的性傾向是？（單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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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同性戀 28.43%

男同性戀 38.74%

雙性戀 16.73%

泛性戀（喜歡別人不以性別做為條件） 10.36%

無性戀（不會從別人身上感到性慾） 2.85%

異性戀 1.15%

其他 0.82%

拒答 0.04%

不知道 0.88%

性傾向



111年行政院「我國多元性別（LGBTI）者生活狀況
調查」─交織性

• 跨性別者的認定：請問您現在的性別認同跟出生時紀錄的性別不
同嗎？（單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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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性別
11.38％

順性別

無法判定

相同 88.43%

不同 10.20%

不完全相同/可相同可不同/部分相同部分不同 1.18%

其他 0.13%

拒答 0.07%

性別認同跟出生時紀錄的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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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與歐盟「性傾向」比較

資料來源：
我國：行政院「我國多元性別（LGBTI）者生活狀況調查」（2022）
歐盟：歐盟多元性別者調查（2019）

性傾向 我國 歐盟

2022年 2019年

女同性戀（L） 33.9 19.2

男同性戀（G） 46.2 49.7

雙性戀（B） 19.9 31.1

L+G+B 100.0 100.0

LGB群體分布

單位（占LGB%）



持續推動我國多元性別統計（1/4）

依行政院秘書長函，積極推動多元
性別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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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推動我國多元性別統計（2/4）

B1至B6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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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請問您出生證明上記錄的性別是？

問所有人，單選

1 女性

2 男性

3 不明

4 其他：____（簡答）

B2
請問您會如何描述您目前的性別？

（請選擇一個最接近您目前的狀態的描述）

問所有人，單選

1 女性

2 男性

3 非二元性別

4 性別酷兒、無性別、多性別、性別流動

5 其他：____（簡答）

B3
請問您現在的性別認同跟出生時紀錄的性別不

同嗎？

問所有人，單選

1 相同

2 不同

3 部分相同／部分不同／有時相同

4 其他：____（簡答）

B4
請問您的性傾向是？

（若有多重認同，請選擇一個最接近您目前主要生活型態的描述）

問所有人，單選

1 女同性戀（我是女性，我愛慕或慾望的對象也是女性）

2 男同性戀（我是男性，我愛慕或慾望的對象也是男性）

3 雙性戀（我愛慕或慾望的對象包括男性與女性）

4
跨性別異性戀（我是跨性別女性，我愛慕或慾望的對象是男性／

                          我是跨性別男性，我愛慕或慾望的對象是女性）

5 泛性戀（我愛慕或慾望的對象可以是任何一種性別）

6 無性戀（我鮮少或不會從別人身上感到性慾）

7 其他：____（簡答）

999 不知道、不確定

B5 請問您大約幾歲時開始意識到您可能是「多元性別者」？

問所有人[數字＞0]

1.0 ____歲

B6 請問您大約幾歲時第一次告訴別人您是「多元性別者」？

問所有人[數字＞0]

1 ____歲

999 我還沒有告訴任何人

依據：行政院性別平等處「我國多元性別（LGBTI）者生活狀況調查」。



• 112 年 7 月 31 日 通 函 （ 主 統 法 字 第
1120300680號）各機關增加不利處境者
（如原住民族、新住民、高齡、身心障礙、
農村及偏遠地區等女性、女童，以及同性戀、
雙性戀、跨性別者與雙性人等）相關資料及
交叉分類數據

• 持續於各機關報送公務統計方案及公務統計
報表程式增刪修訂，以及報送統計調查實施
計畫審核時，提醒按性別區分，及增加多元
性別與人口特徵交叉分類，深化性別統計

• 各機關已陸續辦理生理性別「非二元性別」
之相關統計，如：衛生福利部（低收入戶及
中低收入戶生活狀況調查、國民健康訪問調
查）、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就業狀況
調查）、國家發展委員會（數位發展調查）

持續推動我國多元性別統計（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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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推動我國多元性別統計（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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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31



結語

•發展多元性別統計是國際趨勢，有助觀察多元性別者
處境及保障基本人權

•多元性別統計調查具敏感性，調查難度高，須經專業
設計保障受訪者隱私及提高統計準確度

•多元性別統計宜由各機關「業務」及「統計單位」共
同合作產製

• 113年5月修正「各級政府及中央各機關統計範圍劃分
方案」，已將性別（含性與性別）之統計納入
「30910各機關共同統計」項目，由各機關共同辦理

•持續督導各機關增加多元性別統計，及進行性別與其
他變項之交織性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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