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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對許多同志來說是非常挫敗的一年，婚姻平權釋憲案尚未能落
實立法，反同團體見勢再起，動用驚人的財力與政商關係、製造社會恐
慌與謠言，強行推過反同三公投，民主倒行逆施，同志人權與性別教育
成為陪葬。

每一場社會改革都是錐心的拉鋸，同志身歷其境最知冷暖，也最能在逆
境中產生力量。這場社會運動中，有更多對同志友善的人浮上台面，為
同志所受到的不公不義而發聲；也有許多過去隱身的同志朋友，前所未
見地熱切參與公眾事務，為自己而戰、也為自己所愛的人而戰；還有更
多的人鼓起勇氣、嘗試跟家人出櫃，從自己的身邊開始灌溉。

當我們看到全台灣有越來越多人形成組織、發揮力量，同志團體遍地開
花，熱線將盡力扮演催化劑，分享經驗與資源，讓多元性別的人權理念
真正與社運結合。不論局勢是好是壞，熱線的策略會與時俱進，但一本
初心。

時間仍然繼續在走，熱線一直都會在，當社會冷暖洗禮同志群體，熱線
不止幫你拍拍，也會繼續擔任最堅定的存在。

TOGETHER, STRONGER.
 

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理事長 徐志雲

理事長的話 秘書長的話

過去這一年，大家辛苦了！

2018 年是個忙碌充實的一年。年初熱線發表了「同志人權政策檢視報
告」，又適逢熱線 20 週年，我們在上半年舉辦了熱線 20 週年熱線義
工同學會、一系列活動與講座，也首次在台北國際會議中心（TICC）舉
辦 20 週年募款感恩會，並著手製作 20 週年紀念專刊。

熱鬧忙碌的上半年，也是公投醞釀成型之際，熱線一邊執行各小組的工
作與服務，一邊也密切關注公投發展，除了原已共同參與的「婚姻平權
大平台」工作，熱線也與婦女新知基金會、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一起
發起成立「性別平等教育大平台」。因為一直以來，婚姻平權與性平教
育持續遭受反同方強烈扭曲抨擊，熱線希望可以為捍衛婚權、守護性平
盡最大的努力。

公投期間捲動一場龐大的同志公民運動，那幾個月我們看到許多同志、
直同志透過出櫃、表態、對話、傳遞資訊等方式，盡己所能發揮影響力。
然而這也是一場資源極不對等的資訊戰，公投結果讓很多同志與直同志
受傷挫敗，熱線在公投前後期間增設諮詢電話的服務時段，並舉辦多場
相關支持團體與講座，盡力承接與陪伴同志社群負傷失落的情緒。

勇敢走過 2018 年，除了共同經歷的傷害，我們也看見同志的現身出櫃、
誠摯對話，確實會對身邊親友產生教育與影響，而我們相信，持續推動
並落實性平教育，300 萬票友善支持的力量必將逐年增加。新的一年，
熱線會持續在社群服務、社會教育、政治倡議三大工作面向繼續努力，
我們期待大家捐款支持熱線，讓熱線能夠繼續為同志運動奮鬥下去！ 

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秘書長 蔡瑩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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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員的話

回顧 2018 年，感覺特別忙碌而漫長。感謝所有跨性別小組義工，共同完成
年度所有工作。
 
在去年的跨性別聚會中，每次服務都持續可觸及新的跨性別者，而聚會中回
籠的人數也陸續增加，除了再次印證社群對於資訊交流與人際情感連結的需
求，同時，透過跨性別小組持續呼籲較有經驗的跨性別朋友要將歷程回饋社
群，我們也觀察到更多位跨性別朋友相較過往，更願意因應不同主題回到聚
會中與新朋友分享。我們看見培力與激發參加者持續參與社群的動能正在發
生，長遠來看，對於整體跨性別社群與運動不啻為一大鼓舞。
 
2018 年底公投結果讓我們看見台灣多數人對 LGBT 的不理解，而台灣社會
存在僵固、二元的性別刻板觀念，也顯現出跨性別者在台灣社會的艱難處
境。因此我們會持續舉辦分享跨性別經驗與認識跨性別的講座，創造更多對
話與教育機會。

去年最重大的事件莫過於是 11 月 24 日的公投。

同志政策被深深嵌入兩黨檯面上的政治議程裡，外加中國利用同志議題操弄
台灣民主與選舉，以及美國反同組織長期投注資源給國內反同巨型教會，如
此國內外複雜且連動的政治局勢，關心性別與同志運動的我們，得更努力學
習與思考該如何判斷與行動。

而熱線在公投前後，的確感受到同志社群的心理健康狀況深受影響，特別是
在青少年同志聚會中，聽見許多比成年同志更無資源、更無權力的青少年同
志，在日常生活中面對難以遁逃的敵意與偏見。在公投過後，熱線不僅會更
堅定地陪伴著青少年同志們，更會持續且堅定地用各種策略，與形形色色的
社會大眾進行教育與對話，讓下一代的生活能更自在！

  蔡瑩芝 / 奧莉薇
  秘書長，負責跨性別小組

  彭治鏐 / 夜盲
  副秘書長，負責性權小組

2018 年整個同志社群面對反同團體的猛烈攻勢，不僅只於社會上、教學場
域裡，其實也來到了針對團體的個別抹黑，熱線在 2016 年開始至今就接連
面對到了各種政府機關的稅務及財務上的刁難，也因為一直以來我們都秉持
著珍惜捐款人的信任對於捐贈給熱線的每一塊錢都妥善運用，以致於面對惡
意檢舉都能迎刃而解，接下來反同團體一定會有更多動作，熱線在方方面面
也將會更加謹慎應對。

  林昱君 /AMY
  社群發展部主任，負責親密關係小組

婚姻平權與正反方公投捲動了整個 2018，連一向充滿愛與自責的熱線同志
父母群組裡，都敲起了鼕鼕戰鼓聲，有的爸媽努力上網搜尋公投正確資訊，
不惜在各自的家族與工作 LINE 群出櫃，努力傳遞正確資訊。有的爸媽跑去
婚權大平台或是平權公投當義工，為了自己的孩子而努力。有的爸媽努力跟
著我們四處現身，從廣播、歌手 MV 到社區大學的電影欣賞課程裡。熱線
同志父母在這場公投裡不但沒有缺席，更發出強力而堅定的聲音與身影，為
子女而奮戰。

非典型親密關係的社群裡，又反映出不同的狀態。這個社群通常對婚姻無
感，對婚姻平權更傾向理念與平權的支持，同時更發展出各類對婚姻制度的
反思與檢視，足見對婚姻制度的檢視與改革，對伴侶文化的創新與再思，是
熱線在婚姻平權之後必然要繼續面對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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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 06 



2018 年的熱線只能用「異常忙碌」可以形容，除了平常的各種工作之外，
我們也面臨了史上第一次的同志議題公投，同時這一年也是熱線 20週年的
重要時刻，所以我們一路從年初忙到年末，雖然累，但也充實。

對我個人來說，進入而立之年，對於工作及生活好像也進入了一個新的階
段，在熱線工作 always 可以學到新技能，從組織義工、撰寫方案、建構資
訊系統…每一年都有新的成長，2018 年首次負責熱線年度義賣的工作，也
可以算是突破個人的極限，商品開發、行銷企劃、銷售營運，這些對我而言
都是新的挑戰，但很開心交出了不錯的成績單，未來還有什麼挑戰呢？放馬
過來吧！

這幾年，隨著同志議題在社會上越來越被關注，熱線對外也有了越來越多不
同的合作可能，像是與王道銀行共同推出彩虹公益卡，讓熱線除了增加新的
財源，也增加一個讓外界認識到同志的平台。希望今年，我們能發展出更多
有趣的方式，像是更加好好地經營我們的 IG,Youtube 讓同志議題被看見與
討論，尤其是在公投後，我們的腳步更是不能停歇，我們或許沒有反方的雄
厚資金，但我們一定能夠集結眾人的每一點力，讓同志能有更好的生活，平
權這一條路，我們一起繼續走！

  許家瑋 / 基德
  社群資源部主任，負責接線小組

  阮美嬴
  行銷企劃部主任，負責捐款、對外合作等業務

不知道二十年當我們聊起同志運動史時，會用什麼心情來談 2018 這一年 ?

我會說，這是台灣有史以來最大的一場『同志教育』，全國 2300 萬人全都
參與了這堂課，而發起這堂課的便是愛家公投，而每一位同志及支持同志平
權的你我，都是這堂課的講師，為了台灣社會更美好及多元的未來而努力。

希望2038年時，台灣社會不會再有任何一位同志、老人、障礙者、原住民、
青少年及任何一位少數族群，因為自己的身份而感到痛苦。

我們繼續戰鬥及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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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整理 2018 年工作記錄時，覺得去年上半年和下半年像是兩個世界，事
件層出不窮，工作量大增，心情也隨之起伏。上半年我們歡喜迎接熱線 20
週年，舉辦系列活動、拍攝紀念影片，還在台北國際會議中心舉辦晚會，觀
眾和義工人數都是歷年來最多。年中，我們到阿姆斯特丹參加世界愛滋大
會，我也有幸在大會中分享熱線的 HIV+OK 工作。

下半年面對公投，我們除了參與婚權大平台和性平大平台兩個聯盟之外，也
積極動員與連結各地同志團體，提供在地支持服務，希望能讓同志社群的傷
害降低。公投的結果很不理想，我們也快速發起「Together, Stronger」活
動，希望讓同志和直同志能夠彼此打氣支持。去年一年，就在這樣高低起伏
中度過。

在公投之後，我自己也花了一些時間平復心情，新的一年，我們還有更多挑
戰要面對，請大家與我們一起努力！

  杜思誠 / 小杜
  政策推廣部主任，負責愛滋小組、國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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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轉眼間又過了一年，馬上就來到了 2019，回顧 2018 年的熱線南部辦
公室依舊忙碌。2018 年是熱線南部辦公室滿十週年的日子，這十年來我們
和無數的義工一同努力，提供支持性服務，服務在地的同志社群、一起在南
部各級學校分享我們身為同志的生命故事、一起監督高雄市政府同志人權相
關政策。我們也從 1.5 個人力，發展成為 2 個全職人力的狀態，服務提供
也越趨於穩定，並且持續與高雄在地婦女與性別團體密切合作，這些都是這
十年累積下來的成果，得來不易。

2018 年受到了公投的挫敗、保守勢力的反撲，高雄在地推動性別平等教育
的狀況與處境將更加的艱困。根據公投結果，越往南部、偏鄉，越不支持同
性婚姻與性別平等教育，但熱線南辦將不會停止，就是因為這樣，才更需要
在南部推動性別平等教育，未來的一年，我們會更加的用力推動性別平等教
育，並且監督高雄市政府同志人權相關政策。

同志議題在台灣社會已然是個熱門討論的話題，為了捍衛自己的權益社群幾
乎每三個月就要動員一次。去年年底公投我們更共同經歷了一場浩劫，不知
道過去這些休養的日子裡，大家各自的生活還好嗎？熱線南部辦公室在過去
十個年頭與南部的社群走在一起，上一次公投宣傳期間我們更向外拓展拜訪
了高雄10多位市議員候選人，希望他們能夠在選戰期間重視同志議題以外，
更能不作出對同志具傷害性的發言。未來熱線南辦也將針對同志父母、性平
教育、跨性別議題繼續為大家服務、替社群發聲！

過去我們都對政治消極以對，現在是時候讓我們一起來關心時事、參與政
治，創造一個對同志友善的社會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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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奇紘 / 小童
  南部社群發展主任，
  負責南辦教育小組、跨性別與青少年同志議題

參與婚權運動第二年，面對來勢洶洶的反同公投，深刻體認到同志沒有太多
資源，但我們還年輕，還有辦法變得更強大，拿到更多話語權，讓更多民眾
認同我們，結交更多盟友。

抱歉，讓各位年輕的生命受苦了，這個荒謬的台灣。如果你們累了，就好好
休息一下，我會一直在這努力，等著你們的加入。在台灣，三百五十萬人跟
你站在一起，現在的我，謝謝當時的你，你堅強的活了下來，讓我有機會去
看到這個美好。

  曹承羲 / 美克
  資深專案經理，負責婚姻平權議題）

我想我這輩子都不會忘記 2018 年。公投是一場不該開始的戰爭，而同志裝
備不全地被迫推上戰場，盡了全力，卻仍傷亡慘重。我們會永遠記得那些逝
去的生命，帶著他們的靈魂重量繼續走下去。同志婚姻法案之後，反同勢力
不會罷休，唯有我們持續支持熱線、加強社群的力量，支持更多年輕的孩子
長大、更多的同志面對自己與家庭，也支持民主和自由繼續前進，未來，才
有可能迎來真正能讓所有人安心成長的台灣。

  呂欣潔
  資深研究員，負責婚姻平權議題

張家偉 / 尼克  
負責視覺設計

看到公投結果＃％＠＄＊！沒有關係，
我都懂。辛苦大家了（緊抱～）設計出
一系列「Together, Stronger」彩虹大頭
貼的視覺跟徽章等小物，讓彩虹遍地開
花，希望所有看到的朋友們，都有被支
持的感受。讓我們陪你一起走，持續地
努力，讓社會越來越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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