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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同志壓力處境問卷」調查 

調查單位：友善台灣聯盟（台灣性別人權協會、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台灣同

志諮詢熱線協會、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 

調查期間：2012年 4月 3日～4月 10日 

回收問卷：2785份 

基本資料：女同性戀 35％，男同性戀 39%，雙性戀 20%，跨性別 2%，不確定

4% 

撰文：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 簡至潔 

調查結果發佈：2012年 4月 17日記者會 

 

 

由於同志多有現身壓力，一般學術調查難以觸及隱身的同志群體，因此，對於同

志學生在校園的處境，多是透過個案的發生、老師與同學的轉述，才能略知一二。

此次，多個性別/同志社群組成「友善台灣聯盟」，共同發起一份「台灣同志壓

力處境問卷」，透過社群的力量，首次揭露台灣同志的壓力處境。自 2012年 4

月 3 日晚上 11 點發出，不到十天，已經回收 2785 份問卷。值得一提的是，此

問卷發出不到 24小時，就有超過一千人填寫，足見此議題的迫切與需要。 

  

基本資料 

  

此問卷的填答者中，有 35%為女同性戀、39%為男同性戀，20%為雙性戀，2%

為跨性別，另有 4%不確定。平均填答年齡 24.3歲，年紀最小者為 14歲。 

  

青少年同志普遍缺乏資源 

  

調查結果初步顯示，有高達 23%的受訪者在 18歲以前處在毫無社會支持的荒漠

中，身邊沒有任何一位友善同志的朋友、同學、師長，也未能有接觸友善同志的

書籍、網路、媒體的機會，這些同志青少年可說是在黑暗中，孤獨地、毫無援助

地倖存、長大。顯示我們的校園普遍而言連最基本的同志友善資源都還非常欠

缺，在此情形，特定基督教團體為了反同志教育，竟刻意扭曲事實，對不明究裡

的公眾散佈「同志教育是特權」的印象，企圖煽動一般異性戀父母的不安與恐懼。

然而鐵錚錚的事實卻是：我國教育現場仍極度缺乏同志教育資源。 



 

  

同志的壓力來源 

  

因為同志身分而來的壓力形式相當多重，最嚴重的是「擔心家人無法接受」

(79%)、其次為「婚嫁的社會期待」(68%)、「媒體的不友善」(57%)、「性別

氣質伴隨的壓力」(49%)、「長輩長官的壓力」(44%)，「語言肢體的暴力」(39%)。

顯示，同志最沉重壓力還是來自於家人，期待獲得家人認可與接受，是同志普遍

的期望。另有高達近七成受訪者表示婚嫁的社會壓力相當沉重，顯示台灣社會對

於「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的成家安排仍舊刻版與固著，對不同的成家形式缺乏

想像和包容；此外，同性戀在台灣仍不能合法組織家庭，也是同志面臨婚嫁期待

時難以招架的主因。值得注意的是，媒體(戲劇、綜藝節目、公眾人物等)對同志

的不友善是造成同志生活壓力的第三大來源，顯示媒體在現今社會生活中扮演了

舉足輕重的地位，其所營造的社會氛圍是同志在日常生活中是否感覺安全、友

善、自在的重要因素，不友善同志的發言透過媒體傳送，對同志而言的壓力甚至

遠超越生活中可能遭受的暴力。 

 

  



同志的受暴處境──遭受他人傷害與自我傷害 

  

初步調查顯示，有高達 58%的受訪者曾經遭受他人傷害。傷害的形式以語言暴

力為主(91%)，其次是人際排擠(54%)，直接的肢體暴力也有 14%，曾遭到性暴

力者有 3%。暴力的發生集中在國中時期(59%)，高中有 43%，不可忽視的是，

國小也有 36%。 

  

 

  

 

  

 



  

此問卷最讓人震驚與遺憾的數字，在於有高達 29%的受訪者因為同志身份動了

輕生念頭，其中又有 18%自殺未遂。自我傷害的發生時期同樣集中在國中

(59%)、高中(53%)，國小也有 15%。這樣高比例的數字顯示同志在青少年時期

缺乏自我認同資源，感受到惡意環境但自己無力對抗。 

  

 

  

 

  

 



 

或許是因為同志身份所產生的內外交迫，其中有 21%的受訪者認為自己會因為

同志身分而短壽，顯示社會環境不友善、同志身分不被祝福，讓許多同志感覺看

不見未來。 

  

 

  

反恐同: 立法不能少、教育要趁早 

  

去年(民國 100年)8月 1日，原本是 100年性別平等課程綱要該實施的日子，卻

在上路前夕遭到基督教團體大動作抵制，他們宣稱自己是熱心的家長，動員群眾

打電話施壓立委與教育部，要求同志教育不可以進入國中小，導致課綱延宕至今

尚未實施，教育現場至今仍舊使用性別平等教育法通過以前的 92課綱，教育部

實有違法怠惰之嫌。 

  

在這段期間，性別與同志團體曾多次提醒，若要建立多元且平等的社會，徹底根

除恐同發作，需要從立法與教育同時著手。透過立法，由國家制度性保障同志組

織家庭的權利，讓所有公民從小就浸潤在同志也能夠合法、平等成家的觀念中；

透過教育，去除社會對性少數的恐懼和仇恨，如此一來，才能真正將平等、尊重

多元性別的文化向下紮根，徹底終結台灣的恐同時代。 

  

友善同志的「立法」與「教育」不是「特權」，它們是人權的救生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