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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一月 

2018
重點預告

5／05「障礙者需要性」遊行

Feb.二月 Mar.三月 Apr.四月 May五月 Jun.六月 Jul.七月 

5／17  國際不再恐同、恐雙、恐跨日

5／26 國際多元家庭日：野餐日活動

5／26 宜蘭驕傲大遊行

6／09 熱線生日：熱線義工同學會活動

7／15 熱線20週年募款感恩會

Jul.七月 Aug.八月 Sep.九月 Oct.十月 Dec.十月Nov.十月一

9／15 熱線高雄十週年募款感恩會

9／29 新竹彩虹文化祭

10／27 第16屆台灣同志大遊行

11／10 台中同志遊行

11／20 國際跨性別紀念日；世界兒童人權日

11／25 第９屆高雄同志大遊行

12／01世界愛滋日

12／10 世界人權日

9／29,9／30 第８屆花東彩虹嘉年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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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熱線度過了極度忙碌的一年。眾聲喧嘩，萌萌騷
動，社會大眾的焦慮成為沃土，反同團體以流言澆灌，成就
他們自身的政治與權力目的，卻讓社會荒煙蔓草，性別友善
團體疲於奔命。當公義枯萎，政府低頭，婚姻平權持續延
宕，性別平等教育慘遭霸凌，熱線持續站在第一線面對與力
爭，這份工作報告書，正是我們一年來的心血結晶。

2017，熱線失去了同運非常重要的伙伴、熱線的理事多多
（巫緒樑)。多多一生致力同志人權與愛滋感染者權益，總
是站在雞蛋的一邊，熱線會承繼多多的遺志與風華，我們不
止會在婚姻平權的浪尖據理力爭，我們也會繼續耕耘最沒有
能見度的議題、服務最弱勢的朋友、做最基礎的社會教育。

2018，熱線邁向20週年，我們在年初發表了台灣史上最完
整的「同志人權政策檢視報告」，其中大部分都是熱線紮實
參與推動的社會改革。20年前，熱線踽踽獨行，同志間相
濡以沫；20年後，同志運動枝繁葉茂，點點滴滴，都來自
於社群的支持與信任，難以相忘於江湖。

熱線20年，讓我們握著彼此的手，繼續往前進。

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理事長 徐志雲

理事長的話

社 團 法 人 台 灣 同 志 諮 詢 熱 線 協 會
2018 廿 週 年 系 列 活 動

熱線20週年義工同學會   6 ⁄ 09
熱線20週年募款感恩會   7 ⁄ 15

年 度 大 戲

主 題 活 動

我和我的性別線上攝影展

多元の優－支持性平教育大頭貼行動 6 ／1活動開跑

看見青少年同志－公共空間現身行動 5－6月

徵 件： 4 ／15 起 至  6 ／15 止  

4 ⁄ 22 下午茶聚會：櫃父母回娘家

4 ⁄ 28 「不思議女人」電影欣賞暨映後座談

5 ⁄ 06 光陰的故事座談會：熱線誕生回憶錄

6 ⁄ 30 熱線20老中青四代分享會

座 談 會

6 ⁄ 02 甲 甲 男 孩 轉 大 人
                                 不同世代的性社交文化

p.5



2017年5月24日，大法官釋字第748號宣佈我國法律未保障同性
婚姻屬違憲，為同志贏得了短暫的勝利。然而，以基督宗教右派
為主的保守勢力並未就此罷休，反而大張旗鼓將目標轉向性別平
等教育，除了修減教材中的多元性別內容，也以移花接木的方式
散佈歧視言論、煽動家長阻撓校園裡的多元性別講座。他們有組
織性地以家長名義掩飾自身宗教背景，意圖修改不滿已久的多元
性別教育，甚至發動罷免挺同的現任立委黃國昌⸺這一切動作
都成為他們爭取2018年全國公投綁大選的墊腳石。

無論從地方、校園、法律到政治，具有雄厚政商資本的反同基
督宗教右派暨保守勢力動作頻頻，熱線除了嚴陣以待這場絕不
能輕忽的戰役，也將同時兼顧社群服務、教育宣導、政策倡議
之三大工作面向，與台灣的同志社群共同面對平權路上的一切
考驗。這關乎的不只是熱線，也關乎所有同志、以及注重同志
權益的你。我們期待大家一起來關心／面對征戰，並捐款支持
熱線，讓熱線可以持續為同志運動而努力！

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秘書長  蔡瑩芝／奧莉薇

秘書長的話

工作人員
的話

彭治鏐／夜盲（副秘書長，負責性權小組）
去年11月，台灣首次針對《兒童權利公約》的國內落實狀況進行
國際審查，反同團體在政府的官方記者會現場，高舉「LGBT滾出
台灣」等標語鬧場抗議與動手打人。會後，我便看見一群身處現
場的LGBT兒少們，彼此相聚並開玩笑地說著：「讓我們一起離開

台灣吧！」

聽似玩笑話，但在剛目睹歧視言論與暴力的情境過後，就連30多歲的我都一度感
受到腎上腺素飆高，不難猜想與理解LGBT兒少們在當下，會用這句玩笑話來安撫
自己的心情。

相較於反同團體完全否定LGBT兒少生命的真實存在，熱線除了持續舉辦「芭樂
小雞塊」青少年同志聚會，在去年更發起「小同志大聲說」活動，邀請青少年同
志主動發聲、向大眾表達自己的想法。面對從法律政策到社會文化對LGBT兒少
的種種壓迫與弱化，需要身為成年人的我們，與青少年同志一起要求台灣政府以
「兒少為權利主體」的精神，規劃政策並具體落實，讓社會、學校與家庭學習如
何讓LGBT兒少安全、健康、免於歧視的長大！

蔡瑩芝／奧莉薇（秘書長，負責跨性別小組）
首先，我要衷心感謝跨性別小組所有的義工，因為
有大家集體的努力，才能完成去年所有的工作。

2017年，熱線跨性別聚會的參與者逐漸增加，越來越多的跨性別朋友可以藉由聚
會互相認識與交流，我們很高興熱線的跨性別服務能夠獲得社群的信任。但另一
方面，我們卻更加戰戰兢兢，希望活動品質不因人數的爆增而降低，並期許自己
在看見眾多需求的同時，可以提供更好的協助。又因為社群成員的多樣性，每個
跨性別朋友心目中的理想都不同，使得跨性別小組在任何與政策相關的推動上都
格外謹慎，考量再三之後才會走下一步，就怕不小心疏忽了某些人的現實處境，
而流於紙上談兵。

此外，為了與更多民眾接觸，今年跨性別小組也做了一些新的嘗試，將晃遊性／
別系列座談結合電影包場活動，讓前來觀賞電影的一般民眾能更對跨性別有所了
解。我們也持續舉辦跨性別的性愛討論會⸺台灣的跨性別社群以往很少有集體
討論情慾與性愛經驗的機會，這次的討論會於是更顯難能可貴，跨性別朋友不但
可以彼此交流想法與經驗，還能有所收穫與學習。就因為我們覺得這是重要的事
情，所以儘管近年來，反同人士常針對熱線在LGBT社群中務實討論性愛的活動大
做文章，未來我們還是會持續舉辦。

p.7



呂欣潔（資深研究員，負責婚姻平權議題）
今年來到了2018年，代表我已經在熱線工作滿十年了，如果加上擔
任志工的四年，這十四年來，我從一個懞懂的大學生，到邁入中年
熟女的轉捩點XD，有幸隨著台灣的同志運動見證並參與這一切歷史
的時刻。

2017年，是台灣婚權運動的重要時刻，我一直相信，婚權是一個起點，唯有讓同
志公民進入體制去鬆動、去讓更多人在生命中和同志真實的產生連結，台灣才能夠
徹底的從根本改變，成為一個真正友善的國家。結婚，只是進入體制的其中一種；
未來，我們還要持續捍衛性別平等教育、推動同志參政、改善勞動權益與友善職
場、讓長照體系也能看見同志，我何其有幸能和熱線一起成長，熱線會持續為同志
社群打拼，更感謝有你／妳這些年願意和熱線走在一起，讓台灣成為一個更好的
國家。

曹承羲／美克（資深專案經理，負責婚姻平權議題）
2016年的11月17日我跟大家一樣憤慨，偶然之下，幾天後開始參
與婚權運動的工作，感謝機會與命運讓我可以站在歷史的浪頭
上，為同志運動做一些事。實踐的過程中，我們看到許多同志朋
友都帶著極大的動能加入我們，不論是協助活動的義工，或是在

街頭上的小蜜蜂、參與講座、動員的朋友，這一年大家都辛苦了！

工作的過程中，接觸到更多的朋友，每一位都讓我學習到更多，當然也有不盡完
美的決策，有些朋友因此感到受傷，也希望能在這裏說「對不起」，與每一位夥
伴的合作、溝通的過程中都讓我有侷限的生命裡，開出更好的花朵，我也跟你說
「謝謝」。

對我而言，2017是豐收的一年，倡議工作相比過去產品銷售，更有挑戰、更有意
義，因為我們所做的，正改變世界、讓生命變得更美好。但改變社會，絕對不容
易，2018年我們必須面對反方更強力的反擊，在台灣平權未落實的一天，我們的
腳步就絕對不能停止。

許欣瑞／阿球
(教育推廣部主任，負責家庭小組、非典型親密關係議題）
轉眼間，同志父母諮詢專線又營運了一年，不僅有更多父母願意
投入接線、更重要的是，隨之而來的媽媽成長團體有了大躍進，
媽媽們關注的不只是如何接受子女是同志，更討論親情裡的羈

絆，辨認以愛為名的控制，學會建立親子界限，進一步欣賞子女真正做自己。

同樣在談愛與控制，非典型親密關係工作團隊則在每月座談之外，新推出協談服
務，針對困在愛情裡的伴侶們，提供個別建議，讓我們過去在經驗中累積的知
識，得到更具功效的發揮。我們不只為社群當下需求而努力，更為未來做準備。
即便未來爭取到婚權，回頭看看整個家庭、婚姻、情感與親密關係的相關領域
中，還充斥著萌萌身影，性平教育的烽火只是前哨，未來必定在這些領域交鋒，
還須防範於未然。

鄭智偉
（社工主任，負責教育小組、老同小組及身心障礙同志議題）
2017年底，熱線的理事緒樑（多多）離開這世界，他生前一直為
去除愛滋污名、推動同志平權而努力，在此獻上熱線大家對多多
的思念與感謝。

多多在2003年和我一起成立了「教育小組」，在《性別平等教育法》尚未通過前
我們一起努力在各級學校談同志議題，期盼讓更多校園師生能看見同志、接納多
元。很遺憾的，2017年卻也是性別平等教育最退步的一年，反同團體操作歧視及
仇恨言論，並用假新聞及移花接木的方式影響家長，再結合保守的地方政客，最
終讓許多教師不敢在校園教性別談多元。

雖然如此，但我們仍努力促進社會對話，推動彩虹台灣手語班讓聽人了解聾人同
志、與手天使合作多場障礙者性權活動及講座、與同家會合作針對同志收養子女
進行社群教育、持續與醫療公衛及社福人員談老年同志處境、培力原住民同志努
力為自己發聲！我們知道要翻轉台灣社會對於同志的偏見歧視並不容易，因此我
們更需要與各個不同的社群進行溝通與教育，撐出更大的性別教育對話空間！

2018年，熱線邀請你一起為性別平等教育發聲！一起來跟社會對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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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美嬴 （行銷企劃部主任，負責捐款、對外合作等業務）
因為婚權運動，讓同志／性別的議題在2017年高度地在社會上被
討論，也讓越來越多人了解多元性別議題，熱線因此認識了很多
新朋友，有些新的合作機會、在社群媒體上的聲量也有所增加。

然而，反同方的攻擊力道也越來越強烈，尤其是在性別教育、青
少年同志、愛滋和與性相關的議題上，也碰到許多社群內的朋友寫信到公用信
箱，向我們表達擔憂或質疑。在這樣情況下，熱線仍舊秉持著初衷，盡力地做
好我們的工作，透過社群媒體、製作影片或議題性的懶人包、不同場合的擺攤
機會，讓更多人認識同志、認識熱線。不因為壓力而放棄所謂「爭議」的議題。
像是我們在年初進行《和女生做愛都要知道的大小事：HappyﾠSex,Happyﾠ
Life》募資計畫，將拉子性愛寶典改版，也在下半年透過HIV＋OK系列活動，
表達我們對感染者的支持，和反污名的立場。

新的一年，我們也會繼續更新、發展更多新的與社會溝通的方式，希望大家可
以繼續跟我們同行！最後，也希望未來有越來越多的異性戀加入，讓同志有更
好的生活，需要更多異性戀一起來！！

許家瑋／許基德 
（社群資源部主任，負責接線小組）
成為熱線的工作人員已經５年了，很開心每年都能有新的成長及挑
戰，從主責南部辦公室唯一的社工，到主責熱線最老的小組－接
線小組；2016年6月回到台北負責接線服務，雖然服務內容都一

樣是諮詢電話，但還是能夠在其中找到求新求變的地方。

2017年對於接線小組來說就是個充滿改變的一年，我們建立了新的個案管理系
統，透過系統改善義工的接線流程；同時也讓我們更了解來電caller的處境及生活
樣貌，深化了接線義工及caller的談話深度及內容。而透過中華社會福利聯合勸募
協會的支持，讓我們首次嘗試在國光客運上進行廣告活動，讓更多人看見「同志
諮詢熱線」；我們想讓身為同志、同志父母的你我知道，其實你／妳並不孤單。

  杜思誠／小杜
（政策推廣部主任，負責愛滋小組、國際工作)
2017年的婚權運動達到新一波高峰，反同人士的攻擊也加劇，各
種愛滋謠言在大眾媒體、社群媒體散播。熱線一邊努力於婚姻平
權，一邊也致力於消除愛滋污名。我們和愛滋權促會合作「你所

不知道的愛滋真相」懶人包，網路傳遞量有史以來最高。我們也在下半年以整個
機構的力量推動【HIV＋OK】活動，讓更多人表達自己與愛滋感染者站在一起。

在理事長的支持之下，熱線這兩年的國際工作也有更多發展。我們和美國的同運
組織有更多合作，也和東亞與東南亞的同運組織有更多的交流與連結。我們舉辦
了首次的「東亞同志運動與保守勢力」工作坊，讓台灣、日本、韓國的同志運動
者分享彼此所遇到的困難與工作策略，這對東亞三國的運動者來說都是很難得的
交流經驗，未來我們也會持續與鄰近國家的同志運動者相互連結，發揮更大的區
域影響力。

林昱君／Amy（社群發展部主任，負責親密關係小組）
2017年是身體、情感還有情慾的一年：做了「拉子性愛寶典2.0」
－這是經過七年後的改版，增修了兩篇這一兩年來社群裡更多討
論的章節，參加募資的人數也達到高峰，我想那反應了無論女同

志社群裡或是任何一個跟女生做愛的人，接觸性知識的管道還是很少；從女同志
的情感出發－談了關於高潮、自慰、還有愛上異性戀女生這些常在社群內被討論
的議題，義工跟參與者相互的分享都十分珍貴，我們也藉由這樣的交流發現更多
可以討論的焦點。

由談”胖”這件事出發－讓我更容易在學校還有社團演講時帶入「理解多元」、
「霸凌歧視」⋯等相關內容，因為許多歧視本質是很類似的、弱勢的處境也都
相互交織，近年來因為面對許多保守團體的打壓，可以講述多元性別的場域越
來越少，我們都必須要想出更多突圍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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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威竣   (南部辦公室社工主任）
(負責南辦家庭小組、嬡拉蕾女同志系列活動）
進熱線南部辦公室工作也已經一年半了，這一年半做了非常多以
前沒有做過的事情，上台演講、上前導車發言，甚至帶領南辦的

義工一起東征西討，這些都是過去沒有的經驗，這些經驗讓我成長非常多，也有
許多的蛻變。

在熱線南辦，看見非常多在地需求，也看見發展工作的可能性。但是礙於南辦的
人力狀況沒辦法執行這麼多的工作，有些很急迫的需求也只能擺著，有種心有餘
而力不足的感覺，但隨著熱線南部辦公室越來越壯大，義工人數與服務項目也逐
漸穩定，相信未來的有一天，能夠觸及到南部每一個需要不同需求的同志朋友。

熱線南辦能有今天的發展，其實我覺得要感謝我的前同事阿克，在他的帶領下很
多義工願意留下為熱線南辦付出與奮鬥。他看見每個義工的樣態，讓每個義工在
這裡能夠長出自己的樣子。而我先是承接他帶起來的家庭小組，而後觀察他每次
帶教育小組的一舉一動，讓我有一個楷模能夠學習，這些都讓我受益良多，也在
每次工作時相互討論，給予我沒看見的觀點，這也是我這一年半來成長快速的最
主要原因。雖然分離總是讓人不捨，但相信離開的人總會留下些種子，在每個人
的心中，直到發芽茁壯的那一天。

 李奇紘／小童  (南部辦公室社群發展部主任）
 (負責南辦教育小組、跨性別與青少年同志議題）
因過去一年我以志工的身分協助校園演講，現在接下了前工作人
員阿克的位置，開始負責南辦教育小組的大小事。每次開會泰半
時間都在會前的暖身討論，讓組員充分表達、看見意見不同的彼

此，也刺激著我們不斷在同志生命中各個議題上聊得更深更廣，我想這就是吸引
著大家持續參與小組的動力。

2017年同志社群在婚權釋憲上拔得頭籌，卻在性別平等教育上失之東隅。面對反
同組織不斷變形、以各種名義滲入教學場域，我們除了堅定立場、鞏固盟友之
外，突破同溫層與對話也是重要的工作。為了讓社會看到、聽到真實的生命經
驗，我們演講的足跡遍佈南台、飄至綠島。除了組員們的無悔付出之外，也要感
謝各級學校老師不畏反對聲浪，堅持為校園友善環境出力。

未來青少年同志聚會將重啟，讓我們一起將熱線的資源向下紮根，播撒更多友善
的種子。

熱線因為您的支持，

熱線辦公室在2017年
共有9位正職工作人員、4位兼職工作人員，
以及近千位人次的義工，才能無後顧之憂，

共同攜手努力完成以下的各項工作，

讓台灣的同志以及親友有更好的生活。

工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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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團隊
教 育 小 組 ｜45位義工，每週開會一次，平均一週4.3場演講。

  330
  100
  620
  799
  807
1,450
10,101

8場

139
場

4場
11場 19場

17場

26場

同志社群

企業

政府部門

社群民眾

教育工作者

助人及醫療專業工作者

學生

人次場／次 對象 224場演講，
14,207人次，

演講主題    
聽同志說故事、

多元性別、
性別友善校園。

同志與多元性別教育

尋求支持與陪伴

感情議題

愛滋及性慾議題

自我認同

家庭議題

1,837通電話，
平均通話34分鐘

42%

27%

22%

13%

7%

▼ 諮 詢 議 題 比 例 圖 ▼

電 話 諮 詢  

工作團隊
接 線 小 組

54名義工、13名督導（資深義工），
每週提供5天服務，一天平均6名義工值班。

工作團隊
性 權 小 組 ｜20位義工，每兩週開會一次。

青 少 年 同 志 工 作
1,505

經營芭樂小雞塊【青少年同志聚會】粉絲專頁
140
人次 芭樂小雞塊—青少年同志雙聚會

參與《小同志大聲說》，青少年同志替自己發聲。
36位

10場

社群服務

家庭工作

①同志父母

「 好家在 」出櫃小聚

親子關係主題演講 11場

12場154人次

283人次

②同志子女

接線服務｜8位父母義工，9位義工，每4個月督導一次。

98人次

13人次

174人次

83人次

54人次
櫃父母下午茶

同志父母個別會談

同志父母增能活動

7場
同志父母親人座談會

6場

台中同志父母聚會12場

24場

工作團隊 家庭小組｜15位義工，每週開會一次。

        同志父母諮詢專線：共接131通 來電。
每周二18:00 ~21:00 ⁄ 每周四14:00 ~17:00，

每次由1~2位父母義工提供服務。

女同志工作

工作團隊
親密關係小組｜15位義工，每兩週開會一次。

拉子性愛寶典2.0新書發表會
50人次

北、中、南、東、寶典巡迴講座4場 42人次
女同志相關議題（身體、情慾、關係）講座

23場 570人次

《 和女生做愛都要知道的大小事：Happy Sex, Happy Life！》募資
計劃

贊助者

789位

社群服務



愛滋工作

社群服務

非典型親密關係
4場

工作團隊
非典型親密關係工作團隊｜5位義工，每月開會一次。

協談服務
8人次

座談會／聚會12場 213人次
非典型親密關係主題演講12場 177人次

每週二三晚間提供服務愛滋梅毒匿名篩檢及諮詢服務

 與愛滋權促會合作
《你所不知道的愛滋真相》懶人包

一線愛滋醫護公衛人員篩檢前後諮詢訓練  北部場

107,353人次
觸及率

陪診晤談

／  工作坊
3人

感染者伴侶親友訪談
完成故事

2篇
組內義工進修課

爽歪歪SongY Y ― 男 同 志 性 愉 悅 ／ 性 教 育 網 站

3,925粉絲頁468,742瀏覽人次

70場

愛滋及性健康主題演講 6,856
人次

2場8場

394人次

81人

15人次

工作團隊 
愛滋小組｜44位義工，每兩週開會一次。

【我與HIV+OK的故事】徵文

系列
活動

100,000次觀看

33篇

《BPM》世界愛滋日特別慈善放映場
愛滋／同志工作者、網路名人、同志社群共襄盛舉 172位

相關系列講座 2場

◌ 2017同志諮詢熱線遊行隊伍主題   ◌ 製作並發放手拿旗
◌ 遊行終點舞台演講

862
分享

◌ 影片製作／Ella陳嘉樺 支持HIV+OK

社群服務

①中老年同志
中老年與多重身份

28人次

2人次

160人次

210人次

117人次

175人次
52人次

③原住民同志 4場 原住民同志聊天會 45人次
④其他相關議題演講 4場 醫療長照生死議題 135人次

②身心障礙同志 2次 彩虹台灣手語班

12次 殘酷兒同志聚會

⑤倡議工作 12月21日本會發表「安樂死合法化相關議題看法調查」，希望台灣社會
重視及討論此一議題，問卷共有2009份有效問卷，並公佈在熱線官網。

工作團隊 老同小組｜30位義工，每兩週開會一次。

熟男同志聊天會

中老年女同志口述歷史訪談

光陰故事座談會

10場
熟女同志聊天會

彩虹熟年巴士

4場
2次

4場

跨性別工作

跨性別聚會 6場
跨父母下午茶 2場

「晃遊性╱別」講座（含電影欣賞） 6場

跨性別主題討論會

跨性別主題演講
1場

19場

290人次
2人次

198人次
41人次

853人次

工作團隊 跨性別小組｜15位義工，每兩週開會一次。

熱線雙性戀聚會12場
115人次

雙性戀主題演講
7場 191人次

雙性戀工作



倡議連結

熱線為婚姻平權大平台成員之一，共同完成： 

共約38萬4千位公民參與五次大型街頭行動，動員超過1千位志工。

 

網路影片（含兩個臉書粉絲頁與youtube頻道）聲量達4百21萬人次。

舉辦28場實體行動，5場在地倡議行動，12場網路行動。

印製且發送25萬7千6百份文宣品。 

媒體邀訪50次 媒體報導超過1千則。 

3場北高攝影展覽觀賞人次共2萬8千人次。  

                   感謝 7,318位 台灣的自主公民支持婚姻平權運動募資方案，讓全世界
                   看見台灣的民主、自由、與進步的公民社會。     
                  ◀更多婚姻平權工作成果，可參考大平台工作報告書

婚姻平權
5次384,000位 1,000+位

x2 + 4,210,000人次

5場28 場 12 場

257,600份

主動舉辦20場記者會，20份聲明稿。

20 場 20 份1,000+則50 次

國內外受邀演講共 77場。

77 場

3場 28,000人次

國際事務參與與連結

本會工作人員至香港與11間同志／性別機構進行交流，並舉辦1場公開講座：
《從接線室到立法院──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專題論壇》

1場11 間

邀請來自台灣、日本與韓國近50位的同志運動工作者，
舉辦《東亞同志運動與保守勢力工作坊》

50 位

倡議連結

▓國際同志、性別相關會議

▓接待國外同志組織工作者／學生

2次韓國5次日本2次加拿大 1次芬蘭

3次香港 6次美國1次菲律賓 1次中國

▓拜訪國外的機構 6間韓國 2間日本3間華盛頓

6間紐約3間芝加哥

① 受邀談同志與藥物議題  ② 參加韓國酷兒文化節，受邀於同志遊行舞台短講。韓國

① 參加CSW NGO會議，並於會議期間舉辦1場公開講座。
② 受邀於紐約哲學星期五、芝加哥哲學星期五演講。
③ 參加Human Rights Campaign創新方案高峰會，以及3次的
    Global Quarterly Connection線上會議。
④ 參加OutRight Action International 所主辦的聯合國世界人權日倡議週與
    高峰會議。

美國

① 參加 Asia Pacific AIDS & Co-infections Conference 2017，於會議期間擺攤
     介紹熱線愛滋工作。
② 香港女同學社邀請參與「第二屆同讀文化節」，接受兩間香港媒體採訪。

香港

 參加泰國同志組織 APCOM 所舉辦 Connecting Asia Consultation、Rights, 
  Resources and Resilience Asia Pacific兩場國際會議，以及HERO Awards.

泰國

參加ILGA-ASIA；報告台灣婚姻平權、性別教育和多元性別職場議題。柬埔寨

① 參受到Lush亞洲區域辦公室邀請，對全體亞洲員工分享台灣推動同志運動與
    婚姻平權的經驗。
② 與日本北海道大學法律學系進行婚姻平權法制化之台日經驗交流與研討，並
    參與札幌同志遊行。

日本



倡議連結

社運連線

15次

50次

參與各場遊行、聲援社運行動 包含性別、環境、勞動權、移工等議題

舉辦或參加各種論壇、座談、會議、公聽會與活動

活 動

《彩虹爽爽狂妖夜－今晚誰沒病》

1場             130人
第20屆《熱線台北募款晚會》

2場             1600人
第2屆《彩虹平權熱線感恩酒會》

1場             200人

12次受邀或主動參與擺攤活動
深入校園、社區和不同活動現場，讓更多人認識多元性別議題。

11篇公開發言稿

招開或出席記者會

2篇

14次

各式媒體露出（網路電視報紙雜誌等） 208次

5篇

18次參與台北市政府性別／同志／家暴相關會議

發布新聞稿

其他工作
台灣同志人權政策檢視計劃
透過文獻回顧、訪談、集體討論等方式，檢視臺灣同志人權相關政
策，並提出《 2017臺灣同志(LGBTI)人權政策檢視報告 》；其中涵
蓋14個面向、27個議題的台灣同志權利與政策現況，以及熱線對這
些議題所提出的政策建議。

線上完整版▶ 懶人包下載▶

正式聲明

10次各式訪談與參訪（含學生）

其他工作

定期討論會議 6次 同志社群初級預防情感教育講座 7場 126 人次

全台家暴網絡專業人員性別敏感度訓練 5場 106 人次

參與《秘密說出口─同志伴侶衝突暴力諮詢網站》經營與推廣工作

親密暴力服務方案／與現代婦女基金會合作

定期討論會議 11次 參加病人自主權立法工作坊 1場

製作【同志與醫療懶人包】    3份
觸及率 176,928 人次

同志醫療權利議題討論／與公民同志平權會合作

參加病人自主權立法子法公聽會1場

召開討論會議 4次

製作【同志收養懶人包】    1份

同志收出養議題討論／與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合作
舉辦同志收養座談會 1場  50 人次

針對台灣障礙者性權進行社會教育、專業對話、同儕培力，並一起於國際身心障礙者日
舉辦『鬆綁吧，性教慾』活動。

障礙者性權倡議／與手天使、殘酷兒合作

參與 《兒童權利公約》首次國家報告審查會議。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及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二次國家報告審查會議。

國際公約審查

社群媒體經營
熱線官網  瀏覽量1,742,448 人次臉書粉絲頁  40,229

Ⓑ熱線電子報 共12期，每月20號出刊

Ⓐ異外之聲•同志熱線電子報 共12期，每月5號出刊

培訓與進修   ▓ 義工課程 14場  ▓ 實習生培訓 20名／5位來自馬來西亞

其中馬來西亞的實習生與義工，共同舉辦了一場馬來西亞同志處境座談會。

訂閱

訂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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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服務

家庭工作同志父母個別會談

櫃父母下午茶聚會

51
人次 50

人次10場
家 庭 小 組  
20位義工，每月開會兩次。

教 育 小 組 ｜25位義工，每月開會四次，共88場演講，4,501人次。

場

同志與多元性別教育

55 
3,272
240
265
208
461

3
48
3
9
7
18

同志社群講座與社團

國小到大專院校

教育工作者

助人醫療相關

軍人

社區民眾

人次

南部
辦公室
工作成果

新進志工培訓

志工培訓暨督導進修

153
人次185

人次

8
17

義工培訓與進修場／次

嬡拉蕾女同志系列活動
嬡 拉 蕾 女 同 志 團 體支持團隊小組｜10位義工，每半年開會一次。

拉子聯誼活動

拉子聊天會

讀書會

成長團體

拉子巴士

拉子講座

7
6
2
4
1
3

場／次 79
89
16
40
34
71

人次

其他支持服務

4
18
6

場／次

30
189
82

人次

跨性別小聚

小客廳同志聚會

熟年男同志聊天會

跨性別小聚支 持 團 隊，4 位 義 工，不 定 期 開 會。
熟年男同志聊天會支 持 團 隊，5位 義 工，不 定 期 開 會。

活 動

倡議連結
媒體露出   5則

社群服務

舉辦或參加各種論壇、座談諮詢會議與公聽會   8次

獨自或聯合召開記者會   2次

參與各場遊行、聲援社運行動   5場

接待國內外機構同志組織工作者／學生   4次

各式採訪   1次

205人次第九屆熱線晚會高雄場
    參與

70位  義 工 協 助 晚 會 活 動。
1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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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工作

社運連結

熱線20週年系列活動

職場平等工作坊

五一七國際反恐同雙跨日

花蓮小團隊

同志收養倡議

同志友善醫療政策倡議

390,000

74,000

1,190,000

96,800

80,000

51,880

36,000

36,000

倡議
連結

電話諮詢服務

同志與多元性別教育

家庭工作

愛滋工作

女同志工作

青少年同志工作

中老年與多重身份

跨性別

非典型親密關係

529,300

25,000

607,716

539,520

71,800

102,000

397,800

230,358

142,602

社群
服務

2018年 總會預算簡表

預算

NTD

接下頁

跨組義工進修

工作人員團體督導

行政與人事費用

服務推廣

12,000

30,000

8,356,200

735,651

組織
營運

NTD

2018年總會總經費             13,734,627

2018年
確定之補助

聯合勸募諮詢電話方案

公益彩券回饋金

民主基金會補助

合計 1,806,000

NT$11,928,627

706,000

700,000

400,000

2018年熱線資金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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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工作

同志與多元性別教育

嬡拉蕾女同志活動
 

社運連結

高雄晚會

 

服務推廣

人事與行政

331,350

116,740

27,020

41,370

200,200

 

233,576

1,141,800

社群
服務

2018年 南部辦公室預算簡表

NTD

倡議
連結

組織
營運

2018年南部辦公室總經費              2,092,056

2018年
南部辦公室
確定之補助

聯合勸募南部父母服務方案

合計  540,000

NT$1,552,056

540,000

2018年熱線南部辦公室資金缺口

Ｓuppor t Hotl ine, Ｓuppor t Yourself  ！

裁
切
線

裁
切
線



線 上 捐 款  
或是

填寫捐款單掃瞄後，回傳至
meiying@hotline.org.tw

有任何捐款疑問，請聯繫
捐 款 業 務 負 責 人阮主任

02-2392-1969 ／meiying@hotl ine.org.tw 

捐款支持

上班時間：週一至週五，14:00-22:00



社 團 法 人 台 灣 同 志 諮 詢 熱 線 協 會
二 十 週 年

TICC
台北國際
會議中心

7⁄15
14:00（日）

台北廿 週 年
募 款 感 恩 會

高雄 科工館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南館演講廳

9⁄15
19:30 （六）

高雄十 週 年
募 款 感 恩 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