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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個社工老師，也是一個有十多年實務經驗的社工，我主要從事原住民部落

發展與災後重建的工作，今天我要以社工教育工作者和實務工作者的身份站出來

聲援婚姻平權法案。 

 

公平正義 

社工的基本價值，就是維護公平正義、捍衛人權、尊重多元、為弱勢發聲倡權、

為維護公平正義和反壓迫而行動，從人權宣言、社工倫理守則和社工養成教育，

作為一個社工和社工老師，我支持同志平權運動。台灣目前法律仍未納入同性婚

姻或承認同志伴侶,使部分社工無法給予同志伴侶奠基於婚姻關係上的制度性福

利: 包括社會救助或保險給付、社會服務使用資格、勞動上職務之請調或請假、

外籍配偶入籍資格、國家賠償等，制度性的排除就是歧視，我呼籲更多助人工作

者和社工老師站出來，在面對歧視與排除時，我們不應沉默，作為社工我們更應

面對結構與體制的困境，維護追求社會正義的社工價值，作為一個社工我是這樣

被訓練也這樣教育我的學生的，是只要有人因為「差異」、「污名」、「偏見」

而「不平等對待」，我們就會站在被壓迫的那一方挺身而出，而那也是為什麼這

個社會需要社工的原因。 

 

多元價值 

在災區從事多年災後重建社工的經驗讓我看到，雖然我們面對同一個災難，卻因

為我們不同的階級、性別、族群卻承受不同的災難風險和重建復原的條件，多元

文化的價值和反壓迫的工作取向是關鍵。長期在部落的工作，給我最大的學習是

包容、互助和分享，但也看到原住民族當年面對主流社會的偏見歧視的遭遇，和

現在同志族群面對異性戀霸權的壓迫有類似的處境。從多元文化的角度，這個社

會的組成原本就是豐富多元的，單一的、看不到族群差異的、一夫一妻的思維是

外加的壓迫，我們怎麼從過去兩性平權、原住民族權利與地位、到同志婚姻平權

的多元文化社會一步一步的前進，是我們要共同追求的。 

 

 

家庭和婚姻是基本人權 

我們對家庭和婚姻要有更多元的想像，在社工實務經驗中有許多非典型家庭，多

數這些家庭也許不符合主流社會一夫一妻和樂融融的標準圖像，卻仍為自己的

「家」而努力奮鬥。一夫一妻的家庭很好，隔代教養、單親、跨國、無血緣的家

庭也很好！「家」從來就不是由身分組成，而是「情感」與「彼此照顧」組成。

婚姻更可以視為一種社會安全網，每個人有權利選擇進入這個由愛與承諾，和社

會制度保障的社會安全網， 尊重多元從來不需要共識，需要的是立法給予保障。 

 

身為社會工作者，我們見證著體制與主流價值如何瓦解生命、壓迫相對少數的人

們，但同時也有幸參與著每次生命奮鬥的時刻。今年暑假在首爾召開的社會工作

世界聯合會議即以追求人的尊嚴和價值為會議主題，並在大會演講中明白宣示為

多元性別遭受的不平等和不公義挺身而出的社工價值，身為社工教育工作者和實

務工作者，我支持同志婚姻平權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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