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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性別:相關呈現與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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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oday.line.me/tw/v2/publisher/100534


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20210807臉書貼文

【誰說爸爸只能有一種模樣或性別？ 伴盟祝福大
家爸爸節快樂】

父親經常被建構成陽剛沈穩的形象，但其實爸爸
們的樣態百百種！

英國就有一個跨性別家庭，跨女路易斯、跨男查
理兩人共同扶養兒子星雲（Star Cloud），夫妻兩
人彼此都身兼爸爸與媽媽二職。兩人在教育孩子
時，從未灌輸孩子應當呈現特定的性別樣態，可
以化妝、塗指甲油、玩娃娃，不論像男孩或女孩
都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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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性別者的經驗、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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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家公司徵工程師來偽娘 不錄取原因竟是「女員
工不願跟你共用女廁 」oo新聞網0710，oo Today 國內

 跨性別者面試問廁所 公司回「女員工不願共用」涉歧視
遭罰30萬 o週刊



新聞媒體對於跨性別女性當事人，成為「偽娘」、「楊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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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oday.line.me/tw/v2/article/3aqwNr
https://www.mirrormedia.mg/story/20210710web001/
https://today.line.me/tw/v2/publisher/100534


◆ 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發出的抗議信

◆ 貴新聞網今日刊出新聞「這家公司徵工程師來偽娘 不錄取原因竟是「女
員工不願跟你共用女廁 」通篇新聞以「偽娘」、「楊男」稱呼當事人，此
用語完全不尊重當事人的性別認同為女性，強化社會對跨性別者錯誤理解，
加深對跨性別者的歧視，請即刻更正為「跨性別」與「楊女」。 本案當事
人楊女，性別認同為女性，並以女性身份生活多年，當事人屬於跨性別女
性，而非偽娘。新聞使用偽娘稱呼當事人，造成讀者誤以為當事人為裝扮
為女性的男性，這對跨性別者來說是極為錯誤的理解，也已造成當事人極
大困擾。 以「性別認同」稱呼跨性別者，在司法實務上已經有明確案例，
日前長庚大學跨性別學生遭歧視案件，判決書為保護當事人隱私，將之稱
為「Ａ女」，司法人員已經清楚理解必須尊重當事人的性別認同，而非僅
憑身分證註記就強加不屬於當事人的性別註記在當事人身上。（判決書參
考：https://reurl.cc/MA3xjp) 為避免當事人受到更為嚴重的傷害，請立即更正
相關用語。」

8

https://tw.appledaily.com/....../LR4YK4EJVZAEJD....../......%EF%BC%89%E9%80%9A%E7%AF%87%E6%96%B0%E8%81%9E%E4%BB%A5%E3%80%8C%E5%81%BD%E5%A8%98%E3%80%8D%E3%80%81%E3%80%8C%E6%A5%8A%E7%94%B7%E3%80%8D%E7%A8%B1%E5%91%BC%E7%95%B6%E4%BA%8B%E4%BA%BA%EF%BC%8C%E6%AD%A4%E7%94%A8%E8%AA%9E%E5%AE%8C%E5%85%A8%E4%B8%8D%E5%B0%8A%E9%87%8D%E7%95%B6%E4%BA%8B%E4%BA%BA%E7%9A%84%E6%80%A7%E5%88%A5%E8%AA%8D%E5%90%8C%E7%82%BA%E5%A5%B3%E6%80%A7%EF%BC%8C%E5%BC%B7%E5%8C%96%E7%A4%BE%E6%9C%83%E5%B0%8D%E8%B7%A8%E6%80%A7%E5%88%A5%E8%80%85%E9%8C%AF%E8%AA%A4%E7%90%86%E8%A7%A3%EF%BC%8C%E5%8A%A0%E6%B7%B1%E5%B0%8D%E8%B7%A8%E6%80%A7%E5%88%A5%E8%80%85%E7%9A%84%E6%AD%A7%E8%A6%96%EF%BC%8C%E8%AB%8B%E5%8D%B3%E5%88%BB%E6%9B%B4%E6%AD%A3%E7%82%BA%E3%80%8C%E8%B7%A8%E6%80%A7%E5%88%A5%E3%80%8D%E8%88%87%E3%80%8C%E6%A5%8A%E5%A5%B3%E3%80%8D%E3%80%82?fbclid=IwAR3IIlIOpNXW0ZgfpTwgxYjMk0SfNEASJsBd3jhLYIh6KfpOXcgA7lW6CYI
https://reurl.cc/MA3xjp?fbclid=IwAR3Q2EN0wwSh_oSw23MCVB5zTBAd15KSEIqF3Gyf2SKrP1vevoCgtE_rJ1Y


 可參考：

求職被要求「別在這上廁所」
跨性別者最大心願：不再被質
問男女oo新聞雲>生活2020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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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ettoday.net/news/20201119/1858027.htm
https://www.ettoday.net/
https://www.ettoday.net/news/focus/%E7%94%9F%E6%B4%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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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參考「XX的房間」(短版）

「XX的房間」（完整版)

11

https://gec.ey.gov.tw/Page/67773832D19CA96E
https://gec.ey.gov.tw/Page/67773832D19CA96E


台中一中曾愷芯老師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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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5133


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伴侶盟）欣見我們所關注的仇恨言論管制與
多元性別女性交叉歧視議題，在CEDAW第3次國家報告審查會議中，得
到委員的關注與回應。今（7/20）天上午，CEDAW審查委員會發布73
點結論性建議，我們提出幾點觀察與呼籲。

一、政府應儘速制定措施管制「仇恨言論」（hate speech）

伴侶盟於7/16審查會議中口頭報告提及網路上針對多元性別族群的仇恨
言論問題嚴重，獲得國外委員重視，今日委員於記者會中及書面結論
性意見第29點（b），均特別要求政府制定措施管制仇恨言論，強調應
「特別注意因性別或意識形態面臨仇恨言論導致交叉歧視之女性，如
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及雙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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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新聞稿 2018/7/20 CEDAW國際
委員審查



對司法判決及司法人員，應確保相關能力的建構是互動
性的並脈絡化的， 如此才能透過實例中交叉歧視的分析，
培養批判能力， 從而指出最佳實踐與法律的不當引用。
就此並特別提醒政府應特別關注原住民婦女、移民婦女、
高齡 婦女、身心障礙婦女、女同性戀、雙性戀或跨性別
女性，以及雙性人所面臨之交叉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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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必違法，性平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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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SOD都是真的!



 過去申訴案例:
✖「報導內文過度描述性侵者對性侵過程與猥褻的

敘述言論，易使兒少模仿性侵者的言論、傷害女
性的觀點與犯罪行為。建議依兒少權法第46條、
46-1條與94條先處以罰鍰，並要求該媒體限期
移除該報導中性侵者的不當言論內容，再提交自
律委員會討論未來此類報導的改善方式。舉證
不當內容：『群組對話正好就有人分享與德國
女性發生性行為的戰績「德國女生屁股有夠大

的」，成員跟著揶揄「德國女生下體會有德國香
腸味吧」。在老司機群組中，充滿討論女性下體
和貶低女性的用詞，最誇張的還是有人分享自己
性侵的過程「餵了安眠藥之後先從屁股開始，接
著換前面，然後再回到屁股，最後射在嘴裡。」』

（000星聞20190414）

✖處理方式：轉知業者；處理結果：未移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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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用案件中當事人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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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N新聞引用oo新聞



 過去申訴案例：oo時報2019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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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結果：
未違反法規



 過去申訴案例：oo新聞2018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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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理由：
一、該新聞直接至於入口
網站首頁，且使用令人不
適之裸露暴力骯髒噁心之
內容於標題，有失客觀評
述之新聞專業. 二、禁止
聳動噁心之新聞標題

處理結果：
轉知業者，已經移除



2021/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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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面曝光後，大批網友隨之暴動，紛紛驚呼「這個我可以」、
「我以為特戰應該都是肌肉」、「果然是特種的」、「禁假
期間到旅長室站哨」、「這屁屁不錯喔，有夠渾圓」、「身
材真的讚，不愧是精實特戰，臀部也緊實」、「屁屁好有肉，
100分」、「這應該去招募中心」、「野戰訓練，個個學學
習情緒高」、「以此照片打廣告，應該可招募」。



標題影響民眾對疾病認知？
子宮頸癌罹患原因當中，固然有「多重性伴侶性伴侶不固定」，但
是還有諸多其他因素，不同醫學研究指出原因可能包括免疫力低下、
抽煙、男方生殖器官包皮過長、過早有性行為等等。

2021/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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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不應該?

子宮頸癌表示「不檢點」?要
表示什麼？ 「蕩婦羞辱」
(Slut-shaming)



2021/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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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全球男性
遭性騷擾、遭
偷窺的案例層
出不窮



不獨生理女性:
上圖出自關鍵評論網報導(20161001)〈熟人

加害、男性受害比例超乎想像——五張圖

看十年來性侵案面貌〉

職場性騷擾，一般認為是女性受害者居多，但

是根據日本調查，20-29歲男性受到職場性騷

擾的比率，反而要比女性多出7個百分點；甚

至在另一份調查發現，每四名男性上班族，就

有一人曾遭遇女性上司騷擾。但在傳統社會觀

念的框架底下，男性往往難以開口談論甚至求

助專業輔導，使許多性騷擾或性侵受害者選擇

默默承受創傷，因此造成心理疾病。(20191120
TV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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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掃描QR code,回答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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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題，請填入Ｏ或X
▧ （）1 108年「未參與勞動原因」中，男性以高齡、身心

障礙占41.63%最高，而女性以料理家務占 50.42%最高。
我國女性則因料理家務及負擔照顧家人，勞參率呈明顯下
降，65 歲以上為 4.5%，遠低於韓國之 26.7%、日本
18.0%及美國 16.4%。

▧ （）2.「多元家庭」的組成包括傳統家庭成員外，尚包括
「單親」、「繼親」、「婚姻移民」、「不婚者」、「晚
婚者」、「離婚者」及「非婚同居者」、「非異性戀的多
元性傾向者」所組成的多元型態家庭。故現代多元家庭中
各成員是否能得到合宜且妥善的照顧及法律的保障，成為
當代社會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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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當我們說到「積極突破父權文化束縛」
的時候，婚姻、喪葬、祭祀、繼承、年節習
俗的儀典中具貶抑與歧視女性的部分，茲事
體大，不在積極鼓勵推展平權的範圍。

▧ （）4. 落實職場之性騷擾防治工作，包括公
務體系、國軍體系及民間企業相關性騷擾申
訴救濟及保護管道的建立實屬必須。消除性
別暴力，法律是最重要的工具與手段，而且
法律有象徵性與教育性的功能，所以，相關
執法單位與司法體系的人員對於性別暴力本
質的認知，影響其執行法律與處理案件，我
們必須促使司法環境具有性別意識，建立性
別平等政策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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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改善健康決策與醫療職場的性別比例
十分重要，例如醫療職場上，性別比例失衡
情形普遍，女性婦產科醫師比例14.7%，男
性護理人員比例僅1%，在護理之家照顧者
與照顧服務員的女性比例則高達九成以上，
以上反映了醫療職場的性別比例問題。

▧ （）6. 女性與男性經常因為生理、社會角色
與資源配置等差異，而在空間使用、社區參
與、環保、科技利用等行為與認知方面，有
不同的模式或優先順序，特別是原住民與農
村女性，有許多在地的知識、創新和實務智
慧，對環境生態和生物多樣性都有貢獻，卻
經常受到忽略。

29



▧ （） 7. 世界銀行（World Bank）一直積極
提倡「兼容式交通」（inclusive 
transport）的理念，強調交通政策及設施
在制訂、規劃、實施、建造與維護時，應特
別考量婦女、年長者和行動不便者的需求，
避免因交通運輸設施不足、使用不便或過於
昂貴，而排除了人民就醫、就學、就業、自
由行動以及與社會聯繫等權益，世銀認為這
些機會和資源都是人民能否脫貧的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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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題目與答案，出自行政院性別平等政策
綱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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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ec.ey.gov.tw/Page/FD420B6572C922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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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聆聽
來信請寄到

telnhf@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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