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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性別平等的發展歷程

• 憲法中第二章人民之權利與義務第七條
『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
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 憲法第22條『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利，
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均受憲法之
保障』



生活中的兩性平等議題



男女如廁比一比
時間：男生47秒 女生91秒

舊法 新法



台灣的男女平等了嗎?

• 1990年

當一名男生賺100元時

女性則可以賺到_____元

• 2021年

當一名男生賺100元時

女性則可以賺到＿＿＿元

67

86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女性須比男性多工作52天
才能達到同酬



台灣性別相關的法案

1. 性侵害防治法(1997年)

2. 家庭暴力防治法(1999年)

3. 性別平等教育法(2004年)*

4. 性騷擾防治法(2005年)

5. 性別工作平等法(2006年)

6. 民法親屬篇修正(2007年)

7.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
法(2011年)

*原為2002年通過之《兩性工作平等法》



習俗與性別

1. 女兒結婚之後是潑出去的水?

2. 嫁出去的女兒大年初一不能回娘家?

3. 女性月經時不能進去廟裡拜拜!?

4. 女兒不能分父母的財產!?

5. 女性家人過世後不能進祖墳或宗祠?!

那男生呢?



748同性婚姻專法通過後



由男女(兩性)平等到性別多元平等

以前 現在

男女平等
(1)教育權
(2)參政權
(3)工作權
(4)身體自主權

性別多元平等
1. 生理性別
2. 性別認同
3. 性別氣質(表達)
4. 性傾向
5. 性行為
6. 性態度





LGBTIQ+社群分類

性傾向

• 女同性戀（Lesbian、拉子）

• 男同性戀（Gay）

• 雙性戀（Bisexual、雙）

• 泛性戀（Pansexual）

• 無性戀（Asexual）

性別認同、性別表現

• 跨性別
（Transgender）

• 非二元性別（Non-
binary）

生理性別

• 雙性人／陰陽人
（Intersex）



生理性別

2013/5/4攝於國父紀念館







粉紅口罩事件



性別認同

曾愷芯老師 主持人利菁 藝人小A辣



唐鳳 ,台灣第一位跨性別閣員



館長 -彭于晏 -孔劉 -炎亞綸 -青峰

性別氣質(表達)

陽剛 光譜地帶 陰柔



對於陰柔的男生，大家會怎麼叫他？



錢 薇 娟 - 周 美 青 - J a n e t - 瑤 瑤

陽剛 光譜地帶 陰柔

http://qoo4924.pixnet.net/album/photo/115036356


對於陽剛的女生，大家都怎麼叫她？



陰柔的男生 vs. 陽剛的女生

在你的成長經驗裡，
誰在校園裡比較容易被欺負？

但別忘了胖虎也是
成長在一個打罵的
家庭~



性別平等教育到底在教什麼?

性教育 情感教育

同志教育

A

BC

性別
平等

1.認識自己身體
2.人我身體界線
3.青春期：月經與夢遺
4.安全性行為與法律
5.性病與醫療
6.懷孕與生產…等

1.好好追求
2.好好拒絕
3.好好相處
4.好好分手

1.生理性別
2.性別認同
3.性別氣質
4.性傾向
5.LGBT

6.友善校園



1.想到同志、同性戀，大家想到什麼？

2.你有認識幾位同志親友?

性傾向



何謂「同志」？

L

G

B

T

 女同性戀 ( Lesbian、拉子 )   

 男同性戀( Gay )                

 雙性戀 ( Bisexual、雙 ) 

 跨性別 ( Transgender ) 

依年齡（照顧） 依體型 依性的契合度

葛格vs.底迪 熊vs.猴 一號vs.零號

性別氣質陽剛 性別氣質中間 性別氣質陰柔

T 不分 婆

雙性人/陰陽人 變性人 扮裝

0 1 2 3 4 5 6

絕對異性戀 雙性戀 絕對同性戀

1933年金賽量度

性傾向

性別認同



同志的「第一次」跟「說出口」

52%





同志伴侶如何稱呼彼此?

你也是我男朋友!你是我男朋友!



台灣同志壓力處境調查

1. 家人無法接受同志身份。(79%)

2. 婚嫁與傳宗接代的壓力。(68%)

3. 媒體對同志議題的不友善。(57%)

4. 性別氣質的歧視與壓迫。(49%)

5. 來自長輩長官的壓力。(44%)

6. 語言及肢體的暴力。(39%)

資料來源：友善台灣聯盟,2010



全世界已通過同性婚姻的國家



全球通過同志婚姻法之國家或州



你也可以成為性別友善的一份子

1. 避免使用性別歧視的用言，你一時的玩笑是你朋
友一輩子的痛苦與難過．

2. 相信我們身邊有5%以上的同志朋友每天與我們
一起生活．

3. 當同志朋友向我出櫃（坦承同志身份）時，我不
去逼問他／她怎麼不跟異性交往及不窺探他／她
的隱私；除非獲當事人同意，不隨意將他／她同
志身份告訴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