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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精神醫學專 長

性別變更的議題，過去在精神醫學中較

少被提及；然而，隨著性別多元意識的覺醒

，此議題近年也逐漸受到重視，但卻也突顯

出台灣目前針對此議題在行政、醫療以及法

律層面仍缺乏完整的配套措施。但在性別變

更之法源依據尚未修正前，即便我們明白僅

僅以精神醫學的角度來思考該議題是有其侷

限性，但畢竟變性的需求並不會因為制度上

的不完備而消失，而既然精神醫學在當下仍

被擺在一個關鍵的位置，因此即便知道制度

仍有改進空間，卻也責無旁貸。以下將針對

變性的心理評估作一個說明。一般而言，評

估有三個主軸： 

第一是在自我及性別認同部分，涉及個

人成長背景及性別相關的自我覺察，像是發

展過程中是如何並何時覺察到自己的性別？

在甚麼時候覺自己的生理及心理性別不相符

以至於導致明顯的困擾？察覺到性別議題帶

給自身的困境後，在何種情況下開始考慮變

性需求？此外，家庭的狀態以及家人的感受

及支持度為何？就學、就業之後在面臨複雜

的人際關係甚至感情的問題上，個案如何去

因應這些問題？

第二是著重在認知功能評估方面，主要

是確認個人是否具相當之認知能力，足以在

變性抉擇上做出合適的判斷。一般而言，認

知功能評估會以智力測驗並同時參考當下職

業功能表現來作整體考量。此外，職業功能

也必須帶進個人財務狀況的評估，畢竟變性

並不在全民健保給付的範圍之內，由評估開

始到變性手術完成，是一筆相當大的開銷。

第三則是評估個案在情緒調節及社會適

應的能力，包括當下個案的情緒穩定度、壓

力因應及人際適應情形。若個案在進行評估

時，本身已有明顯的情緒困擾或社會適應不

良情形，則會先以改善情緒困擾及社會適應

為優先，再考慮變性議題。

最後，關於評估所需的時間確實是因人

而異。坦白說，我常常想，其實評估開始的

時間並不是個案來到醫院的那一刻，而是當

個案開始認真面對自己性別議題時，評估的

旅程就已經開始。因此，若是個案早已預備

多年，站在善意保護而非刁難的立場，我們

怎麼會想刻意浪費個案的時間呢？但這一段

最後的話，關鍵不在於評估時間的長短，而

是在於進入評估前的「面對」與「預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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