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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進入正題前，大家可以先猜一下，臺灣在性別平等的世界排名？結果可能會讓大家

很驚訝。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的報告，臺灣排在亞洲第一，把日韓甩在後面，在

世界排名第六，只落後於部分歐洲國家。其實可以把臺灣的性別平權，想成一顆剖成

兩半的西瓜，一半是公領域，就是政府與法規，另一半是私領域，是家庭與婚姻。

 

　公領域的部分，臺灣的法規非常進步，現在大多數人在互動時，知道有些笑話不能

說，別人的身體不能亂碰，這一切源於公領域的法律規範，旨在防止不當行為造成他

人不適，例如2021年立法院公布的《跟蹤騷擾防制法》就清楚規定，持續跟蹤他人並

讓對方感到恐懼，是違法的。

 

　而私領域部分，由於有太多隱私和細節，不容易受法律規範，像是家事跟帶小孩

，這種瑣事管不到，有些女性即使事業成功，仍須負擔主動帶小孩這種傳統女性責任

。再以外遇為例，早期若是男性外遇，很多人覺得這是「全天下男人都會犯的錯」

，但女性外遇，甚至只是跟其他異性有接觸，隨之而來的是「水性楊花」、「不守婦

道」的批評，即使想批評男性，卻不易擠出一個詞，這樣的雙重標準反映出，男性在

私領域往往享有更多的寬容。

 

　談到LGBTQ群體，作為一名教師，觀察到每個班級通常會出現2、3個多元性別學生

，曾經有位學生向我訴說，他的家人不願接受他是多元性別，他也照著爸媽期望，嘗

試喜歡異性，但無論如何都無法改變，這種情況已經影響到他的學業。也有同學因性

別認同，長期處於憂鬱的情況，甚至遇過一位學生因無處發洩情緒，拿美工刀自殘手



腕，無論是否認同，看到都很令人心疼。

 

　相信在未來，性別平權還會有很大進步，和高等教育擴張有很大關係。在高中學習

時，學生就是到點上課、吃飯和補習，沒有時間探索其他新知，但是在大學，就有時

間自由地探索新事物，也能接觸到性平、人權、民主和自由，現在能上大學唸書，相

較於之前簡單很多，也帶動更多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以促進社會進步。

 

　在臺灣社會結構中，一般人對男女平權觀念的認同度，是可以討論的，甚至在服務

業，女性就業較男性容易得多。而影響臺灣社會性別發展的關鍵，與高等教育擴張、

少子化家庭和產業變遷有關。2019年臺灣成為亞洲第一個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國家

，2023年立法院三讀通過讓同性配偶也能收養子女，今年同志大遊行已經辦到第22屆

了，證明臺灣在性別平權上不斷向前邁進。

 

　若將視角換到西亞，我曾到杜拜旅遊，有機會受店家邀請，免費體驗化妝，但在那

化妝的幾十分鐘內，一種景象令人印象深刻，好幾對夫妻到店裡買口紅，向店員開口

詢問色號的不是妻子，是丈夫，店員的每句話，都需要靠丈夫轉達。

 

　再將視角轉換到印度，曾向一位當地居民詢問，印度為何發生多起強暴事件？他說

，這個行為主要發生在偏鄉地區，即使印度已廢除種姓制度，實際上依然存在，高種

姓人認為，強暴低種姓人是他的「榮幸」。如果想了解更多，推薦大家看一部紀錄片

，名為《印度的女兒》，談到此項議題，片中採訪一名警察，他也認為在種姓制度下

是合理的，即使2024年了，這種荒腔走板的事，依然發生在世界某些地方。

 

　回到臺灣來看，即使性別平權公領域完善，目前仍會遇到窘境，性別平等法到底是

有認真執行，還是只有形式上的法律？譬如說性騷擾，有沒有具體的罰則和懲處？即

使知道有懲罰，但最後是否執行，變成另一個問題，有點像是進步法律，徒具形式不

具執行細則。

 

　在校園中，當女性生理期來臨時，可能會忘記帶衛生棉，一時學校裡找不到販賣機

，會造成不便，建議學校設一筆小額預算免費提供。如果學校認為建設的政績顯而易

見，這方面預算只能「自求多福」了，本校的廁所已經免費提供衛生紙許多年，若能

在女廁提供少量可供急用的衛生棉，對女性是莫大福利。

 

　總結來說，臺灣在性別平權已具有相對完善的法律，但不能僅止於法律的制定與改

變，更應該著重實際的執行，與文化上的根本轉變，只有在全社會的共同努力下，性

別平權才能真正成為每個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整理／陳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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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莉惠說明，傳統女性肩負工作壓力與照顧家庭責任，在高等教育擴張後，臺灣性別平權有很大進步。（攝影／游寶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