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團法人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 

「LGBT法律服務與公民倡議」公益勸募活動 

勸募活動成果報告書 
一、目的： 

    婚姻平權釋憲後，社會各界對立法院該如何修法仍眾說紛紜，為了確保法案的完整性，本

會將持續進行社會溝通與倡議，並透過LGBT法律服務與司法個案的倡議，落實LGBT人權保障。 

此外為了維持本會運作的獨立性，除了少數活動向政府申請經費，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經費由民

間募款支應。此募款活動的主要目的是維持本會營運。 

 

二、期間： 

准予勸募活動期間: 107/03/20 至 107/12/31 

募款活動財物使用期間: 107/03/20 至 109/12/31止 

三、許可文號：衛部救字第1071361449號 

四、募款所得：捐款收入加總利息收入共7,312,916元 

五、 成果報告： 

(一) 同婚立法: 

司法院大法官於 2017 年 5 月 24 日做成釋字 748 號解釋給予立法機關兩年時間修法矯正

同性伴侶無法結婚的違憲缺失，然而公投法下修後，反同團體隨即啟動反同公投的推動，在

過程中伴侶盟以司法訴訟：要求中選會撤銷反同公投，同時又設立反同三公投案的反對意見

辦公室，並由伴侶盟律師團等代表參加電視辯論會，也和愛最大合作，和平權公投、大平台共

同推「兩好三壞」，共推彩虹Ｖ專案，製作街頭可用的宣傳品，提供街頭志工索取等，公投前、

後均進行全台情勢說明會與志工培訓。然而由於資源差異懸殊導致 2018年底的九合一大選反

同三公投以 700 萬通過；苗博雅提出平權公投兩案，得 350 萬。受公投通過後的約束，行政

院提出「釋字 748 施行法」草案，期間伴侶盟與其他同志團體合作進行立法委員遊說，在行

政院多方努力及朝野進步委員的支持下，在立法院獲得通過並於 2019年 5月 24日正式施行。 

 
 

伴侶盟在 2013 年將多元成家三法提交立法院前，曾在總統府前的凱達格蘭大道首次舉

辦「九七伴桌」，當時席開 120桌，大家歡慶將草案送入立法院，當時我們曾許下諾言，要在

同婚法案通過時重返凱道。今年 2019 年 5 月 25 日，是我們實現諾言的日子。我們將本次行

動稱為「同婚宴」，或稱「同，婚宴」。因為過往的婚宴，主角總是一男一女，儀式往往遵循著

傳統男婚女嫁的禮俗，未來，婚宴的主角將出現「同性」，儀式也將更重視雙方的平等地位，

因此特稱為「婚宴」，代表著兩個同性舉辦的喜宴也能稱之為「婚宴」，也藉此提醒立法院，同

性別二人要的就是「婚宴」，絕對不是「同性家屬宴」或「同性伴侶宴」！  

新聞連結：

https://www.storm.mg/article/1323331?srcid=7777772e73746f726d2e6d675f34653064666

362303664656466633865_1560144842 



 
 

(二) 國際合作:  

2018年10月26日，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與紅絲帶基金會合辦了第一場【彩虹連線，

平權前進】國際論壇，於國家婦女館舉行，邀請到台灣、泰國、日本、南韓、香港重要的性

別人權組織與領袖，分別以兩個講題「婚姻平權亞洲脈動」和「在地化的同志運動」演講，

以台灣在2017年取得婚姻平權釋憲成功以及全台各地特色同志遊行的豐富經驗，串連起東亞

各地的一手經驗與故事，包括婚姻平權推展與在地同志運動經驗的現況、困境與發展，同時

反思台灣性別平權的下一步該跨向何處，讓彩虹連線成為可能。現場有超過100人次參與。 

而論壇隔日（2018年10月27日）即為台北一年一度盛大的同志遊行，除了聚焦社群動

能關注人權議題、提升台灣LGBT人權國際形象，亦宣傳台灣經驗，介紹台灣LGBTI友善組

織、活動與店家，讓台灣深化與東亞的串連、強化民間組織的區域連結，促成許多正式與非

正式的交流活動。這系列國際論壇與活動交流，除了受到與會者的熱烈迴響以外，也讓台灣

方了解東亞各國現況與困境，各有收穫與心得，因此促成2019年國際論壇想繼續舉辦的動

力。 



  
圖為2018年第一屆【彩虹連線，平權前進】國際論壇。 

    伴侶盟於舉辦第一屆國際論壇，邀請到東亞各國運動者來分享推動婚姻平權的歷程和經

驗，時隔一年，不僅台灣已通過同性婚姻、日本提起同婚登記訴訟、香港也已開放在第三地

登記結婚的同性伴侶，可以用受養人身分居留在香港。各國的平權運動都馬不停蹄的前進

著。2019年第二屆「彩虹連線x平權前進」國際論壇，將以「婚姻平權亞洲脈動」與「亞洲

跨性別運動」為主軸，規劃兩天的座談，共邀請到尼泊爾、韓國、泰國、日本、香港在地的

性別人權運動者，希望以此論壇匯聚性別運動經驗，作為承先啟後的橋樑，同時反思台灣平

權的下一步該如何邁出。 

 
圖為2019年第二屆【彩虹連線，平權前進】國際論壇。 

 

(三) 性平教育: 

    性別平等教育旨在教導學生認識多元性別，正向看待不同的性別特質、性傾向或性別認

同，防止校園性別歧視與性霸凌的產生。近年來，少數保守的宗教組織及家長團體，卻基於

對性平教育的偏見與誤解，鼓吹要求同志教育退出校園，今年甚至提出反同公投提案，意圖

全面禁止國中志教小實施同育？！即便教育部多次強調「同志教育是性平教育不可切割的一

部分」，第一線教師已經承受極大的外界壓力，教育現場開始出現寒蟬效應。 

為支援在教育前線奮鬥的性平教師們，伴侶盟於2018年7月19日至20日，舉辦二天一夜的

【多元性別非教不可】一線教師培訓工作坊。透過解說台灣性平教育相關法規，盤點各縣市



政府在議員質詢下可能修正的行政規定、反同公投的法律或政治效力，幫助老師們確實掌握

法規精神以及對教學上的具體影響，才能更安心教授同志教育。 

    對於懷抱熱忱且希望更精進同志教育的老師，工作坊將邀請老師分享實戰教學的經驗，

提供大家互相觀摩、交流與發問的機會，用討論取代單向演講，創造一個讓老師們相互切

磋、學習的平台，從而發展出更適應教育現場的教學方法或行動方案。 

 
(四) 婚姻平權落實: 持續推動跨國同性婚姻。 

    2019年5月17日，立法院外在同婚關鍵條文通過的當下響起一陣歡聲雷動，連天邊都出

現應景彩虹。然而有一群人痛哭失聲，因為跨國同婚條文僅獲得6票贊成慘遭封殺 。焦急

等待了兩年，跨國同志伴侶終究還是失望了。 

    在2017年釋憲過後，伴侶盟開始訴求跨國同婚的相關配套，經過一年，跨國伴侶社群

已突破三百人，在每週密集聚會下，大家很快凝聚工作默契，寫了數百封陳情信、拜會多

位立委、也和媒體合作出了超過十篇專訪，終讓「跨國同婚」成為媒體在採訪同婚專法時

的重要觀察指標。 

    同婚專法表決之後，伴侶盟和跨國同性伴侶仍繼續穿梭各部會積極遊說，但過程起起

落落，有時似乎看到曙光，有時又被推回暗櫃，夥伴們的心情像是洗三溫暖。尤其在充滿

對立的選舉期間，大家感受到動輒得咎的壓力，說什麼都有可能遭來網軍攻擊，連原本站

在一起的同志群體都落井下石，甚至把台陸配說成共諜。 

    面對混屯未明的未來，跨國同性伴侶決定主動出擊，他們和伴侶盟律師團決定開啟司

法訴訟，在幾個月的準備後，2019年10月1日由信奇與來自澳門的阿古擔任第一棒，之後還

有三對伴侶將進行不同類型的訴訟。 

    同性之間的結婚自由作為基本人權已受到我國憲法保障，然而「是否結婚，以及與誰

結婚的自由」至今仍未能完整實現。「婚姻終於跨越了性別，現在還得跨越國籍」是伴侶

盟與跨國同性伴侶接下來還要持續攜手完成的目標。 



 
    最終法案沒能通過。伴侶盟和跨國伴侶在立法

院外開了一場記者會，雨下得很大，大家臉上已經

無法分辨是淚水還是雨水。 

經過多月評估與準備，伴侶盟與跨國同性伴侶決定

循司法途徑爭取基本結婚權。 

 

(五) LGBT法律諮詢服務 

2018年度共33件，案件類型如下： 

 

 

涉及同志身分或伴侶關係

妨害家庭 同志親權、人工生殖 性別歧視、性騷擾

財產安排／糾紛 跨性別換證 警方執法問題（如釣魚）

跨國伴侶居留權 公投期間毀損事件

一般法律諮詢

一般民刑（個資、隱私糾紛） 一般刑事（性侵）

鄰居糾紛 車禍

財產、債之契約糾紛 勞資糾紛



 

2019年度共34案，案件類型如下： 

 

 
 

 

(六) 年度教育訓練、講座統計: 

2018年度 

● 教育培力 15 場 

○ 志工訓練 10 場 

○ 一線教師培力 1 人 

○ 讀書會 3 場 

○ 爆民營 1 場 

● 受邀講座 26 場  

○ 企業邀約 5 場 

2019年度 

● 教育培力 11 場 

○ 志工訓練 3 場 

○ 實習生 7 人 

○ 爆民營 1 場 

 

● 受邀講座 45 場  

○ 組織培力 12 場 

涉及同志身份或伴侶關係

親密關係暴力 人工生殖/同志親權

與反同人士爭議（暴力、公然侮辱） 財產安排

警方執法問題（釣魚） 妨害性自主

就業歧視 就學歧視

爭取同婚朔及既往 跨國同婚

離婚

一般法律問題諮詢

毒品 房屋修繕 金錢糾紛 勞資糾紛



○ 性別講座 10 場 

○ 學校邀約 11 場 

○ 企業邀約 2 場 

○ 政府邀約 18 場 

○ 學校邀約 12 場 

○ 國際座談 1 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