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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17日，滂沱大雨中我們一起在立法院旁等到彩虹乍現的瞬間，這一
天不再只是「國際恐同恐跨恐雙日」，而是有了新的意義，台灣的同婚法案正
式三讀通過，5月24日，我們的紀念日！

回想起2016年12月10日，世界人權日，25萬人湧進總統府前「讓生命不再逝
去，為婚姻平權站出來！」，你還記得嗎？台上各界為婚姻平權站台吆喝、台
下我們展現了決心與力量。你我在那時候就相遇了！

2016年，大平台前身是以聯盟形式組成的「婚姻平權大平台」，經歷了修
法、公投以及同婚專法的制定。在2020年，大平台改名立案為「彩虹平權大
平台」，並以「透過政治參與、社會教育、國際合作等行動與工作項目，消除
因性/別產生的各種不平等，讓友善同志成為生活的日常，邁向多元共好的台
灣。」為組織宗旨。

「為每個獨特動起來！」台灣成為亞洲第一個同志可以結婚的國家已經邁入第
5年，大平台持續透過中央立法、地方串連、職場平等、國際合作、研究調查
及公眾對話等各種方式，和你在彩虹平權這條路上相伴同行。

有你的滿滿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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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且美麗的台灣，因爲有你；這些年與你一起完成的重要大事！

2016

2017

2019

2022

2023

2018

2020

2021

2024

提出民法修正草案，2016年12月10日在總統府前，「讓生命不再逝去，為婚姻
平權站出來！」音樂會展現25萬公民力量。

台灣首例「法庭之友意見書」，在台北、高雄舉辦同志生命故事展。

2017年5月24日，司法院大法官認定不讓同性別成立有親密性和排他性之永久結
合關係「違憲」，要求有關機構必須在2年內完成法律之修正或制定。

公投後持續積極向各界、不分黨派倡議平權法案。2019年5月17日，《司法院釋
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三讀通過。2019年5月24日，在法案施行首日與台北
市政府合作，邀請20對同志新人辦理聯合結婚登記，並舉辦國際記者會攻佔全世
界媒體版面，一同歡慶台灣成為亞洲第一個立法保障同性婚姻的國家。

「讓你的故事發揮影響力！」首度舉辦 Q POWER，用「自覺時刻」作為第一屆
主題，透過頒獎典禮、市集、周邊募資、線上互動、系列活動等方式讓議題在日
常發酵。

PrideWatch 因應「2022 九合一選舉」改版升級，共245名各層級民選公職代表
填寫性別問卷，其中103名當選！

同婚未竟之事大進展：同志共同收養通過、跨國同性婚姻擴大適用範圍、同性配
偶的姻親關係納入家暴法受保護對象。

全國友善議員大會師《地方動起來，友善做伙來》，33位友善議員與全台各地
18個性平團體共同參與。

《後同婚時代的現在與未來—同婚過後4週年》研討會，從三大面向探討同婚4週
年的現在與未來。

PrideWatch因應「2024正副總統暨立委大選」再次改版，網站瀏覽人次突破
100萬，有103位候選人公開表態。

反同方發起公投，號召上萬名志工「兩好三壞」上街對話。

大平台正式更名立案「彩虹平權大平台」，從更多元的層面為彩虹好日持續努
力。

受疫情影響，首次舉辦線上同婚 2 週年紀念活動《彩虹來照路，做伙鬥鬧熱》。

以「From fear to POWER 放膽追尋」為主題，舉辦第二屆 Q POWER。

更多關於
Q POWER

Bravo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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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同婚5週年，故事從此不一樣。這幾年出生的孩子，
已經可以在同婚合法的國度成長，在他們的眼裡，愛情
和婚姻不分性別，Love is love。不再只是口號，而是生
活。2023年我們跟其他團體一起努力爭取到跨國同婚和
無血緣收養合法，2024年要繼續一起為了人工生殖法修
法努力，友善同志生養，同時繼續在我們擅長的倡議﹑
教育和國際合作上發揮作用。From fear to POWER，第
二屆 Q POWER 將為這中間的精采留下紀錄，並邀請大家
一同喝采，而大平台的故事未完...

理事長的話

理監事團隊

職稱

理事長

常務理事

常務理事

理事

理事

理事

理事

理事

理事

常務監事

監事

監事

姓名

鄒宗翰

陳盈蓁

陳乃嘉

杜思誠

彭治鏐

黎璿萍

鄧   傑

Ciwang・Teyra 李美儀

李政翰

林實芳

林義凱

楊宜靜

現職

德國之聲 記者

開合跳工作室 負責人

西敏寺民主基金會 台灣專案召集人

社團法人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 秘書長

社團法人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 副秘書長

台灣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 秘書長

維虹法律事務所 律師

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副教授

數位溝通暨公關經理

維虹法律事務所 律師

杰德創意影音管理 商業開發暨異業合作總監

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班



2023 工作大事記
01.06 03.02

03.04

03.05

03.17

01.16

01.19

02.08

02.13

02.25

02.15

03.04

02.22

04.10

03.13

03.07

執行長筑媛參與開放政府線上國際研討會 舉辦「同婚之後忙什麼！？台灣
同志運動的現況與未來」華語講
座 @澳洲雪梨 *和同志諮詢熱線共同舉辦

副執行長倫倫參與並擔任澳洲與
台 灣 同 志 運 動 專 題 講 座 分 享 者 
＠澳洲坎培拉

公眾對話與關係經營專案經理忠
毅參與世界同志遊行 @澳洲雪梨

舉辦台北市性別友善議員聚會

舉辦全台性平團體線上會議

跨國同性婚姻擴大適用範圍

舉辦《UNGA在幹嘛？》執行長筑媛
同志議題倡議海外實習分享會

舉辦《地方動起來，友善做伙來》
全國友善議員大會師記者會暨交流會

副執行長倫倫、公眾對話與關係經
營專案經理忠毅參與 Mardigras 雪
梨同志遊行

公眾對話與關係經營專案經理忠毅 
前往 Equality Australia 實習

執行長筑媛、政治研究員一宸參與 
NGO CSW67 Forum @美國紐約

副執行長倫倫參與澳洲世界人權會
議、拜訪多位出櫃同志州議會議員
及國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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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4 05.20

07.20

06.29

05.24

05.25

07.25

05.28

05.16

05.19

05.03

04.11

05.12

04.19

06.09

舉辦《多元性別進入政治舞台》線
上台英同志議員論壇

舉 辦 《 後 同 婚 時 代 的 現 在 與 未
來——同婚過後4週年》研討會

舉辦同志職場處境調查及台灣同志
職場友善指發布記者會
*和同志諮詢熱線共同舉辦

舉辦同志政策白皮書發表記者會

舉辦新北市性別友善議員聚會

舉辦苗栗縣性別友善議員聚會

執 行 長 筑 媛 參 與 《 參 政 與 歧 視 言
論》婦權會座談與談

舉辦《凍卵——為生育按下暫停鍵？》
座談會 *和台灣女人連線共同舉辦

同志無血緣共同收養通過

舉辦《政策大力推，友善不後退》
同婚 4 週年民調發布記者會

副執行長倫倫參與美國國務院專業
人才交流計畫@美國威斯康辛州同志
商會

舉辦桃園市性別友善議員聚會

舉辦基隆市性別友善議員聚會

舉辦同志友善企業小聚
*和同志諮詢熱線共同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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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

12.19

12.21

08.15

09.11

10.04

08.17

09.26

08.24

10.13

10.17

舉辦《 PrideWatch 彩虹選民投票指
南 》發布記者會

舉辦第一屆台灣同志職場友善指
標記者會暨論壇
*和同志諮詢熱線共同舉辦

舉辦同志友善企業小聚
*和同志諮詢熱線共同舉辦

舉 辦 《 你 的 一 小 步 是 我 的 漫 漫 長
路——人工生殖法漏了什麼？》座談
會 *和同志家庭權益促會共同舉辦

副執行長倫倫參與美國國務院專業
人才交流計畫分享

舉辦《大平台邀你看國際——同志也
來搞政治》線上論壇

舉辦高雄市性別友善議員聚會

舉辦新竹縣/市性別友善議員聚會

舉辦同志友善企業小聚
*和同志諮詢熱線共同舉辦

國際倡議資深專案經理敏儀參與
基於性別暴力亞洲同志網絡區域
論壇 @菲律賓馬尼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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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3

12.05

12.08

同性配偶的姻親關係納入家暴法
受保護對象

執行長筑媛、副執行長倫倫、國際
倡議資深專案經理敏儀參與亞洲婚
姻平權運動大會，並共同策劃部分
課程，分享台灣倡議經驗
*和Freedom to Marry Global共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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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一起為每個獨特動起來
中央立法嗡嗡 

故事

成果
呈現

做倡議的工作中，最激勵自己的，除了被他人理解、找到願意與你結伴
同行的夥伴之外，就是看到在乎的議題，在越來越多不同的場合被看
見、被討論、被在乎。政治的場域中，是最難也是最珍貴的。

立委的拜會，是這份工作中很令人期待與緊張的，作為一個政治菜鳥，
跟著筑媛拜訪許多大平台過往已合作許久的立委們，竟然好幾次聽他們
聊起自己的「同志朋友」、「同志家人」如何因為法案的推動得到權益
的保障，而作為立委希望能為同志社群多做一些，其中也不乏同志選民
現身向委員表達感謝。

每次聽不分黨派的立委，分享到這些暖心的小故事時，我都看見了：這
個社會已經不一樣了。多元性別的現身可以成為一種日常，可以成為政
治場域的討論事項。是倡議工作中最美好的一樣成果。

當初同婚專法三大還沒完成的拼圖，2023年有了新的進展......

2023年1月，行政院公告最新函釋，說明同性婚姻已是台灣的公共秩
序，以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為婚姻準據法的跨國同
性配偶，可以在台灣登記結婚。目前除了中國之外，同性婚姻與異性戀
一樣不受國籍限制，可與外國人（不論有無通過同婚的國家）根據同婚
專法在台灣登記結婚。

2019年同婚通過後，「跨國同婚」發生什麼事？

台灣雖然在2019年通過同婚，但在當時的法律狀況中，台灣人只能和
已經承認同性婚姻國家的人結婚，導致許多跨國同志伴侶無法獲得相關
保障。

跨國同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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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5月16日，同婚通過將滿四週年之時，等到了好消息：立法院
三讀通過「同性伴侶無血緣收養」修正案，台灣距離「真正的婚姻平
權」，又更近了一步。

接下來，就是這一題了！

2019年同婚通過後，「共同收養」發生什麼事？

2019年台灣成為亞洲第一個同婚合法的國家，但同性配偶卻無法像異
性戀婚姻一樣可以共同收養子女。大平台在同婚通過後就開始起草法
案、與同家會及熱線組成倡議小組，展開法案的倡議工作。這四年來彩
虹平權大平台持續與立法委員聯繫、拜會立院各黨團，促成不同黨派提
出五個草案版本，讓同志共同收養權益在立院獲得所有黨派支持。

2019年同婚通過後，「人工生殖」發生什麼事？

同婚通過後，也有越來越多的同志希望可以像異性戀一樣，透過人工生
殖技術擁有孩子，成家養育孩子。

台灣的人工生殖技術享譽世界，但在現行人工生殖法的規定下，僅限定
異性不孕夫妻使用，使得台灣許多希望求子的同志家庭，需要跨海到美
國、加拿大等地使用人工生殖技術生下孩子。

《人工生殖法》的修法，是大平台目前倡議的一大目標，我們積極進行
法案研究、草案研擬。透過民調我們發現在同婚後，有五成以上的民眾
支持同志配偶養育自己的小孩，支持程度每年上升。大平台與相關團體
合作，持續拜會立委，推動人工生殖相關法規的修正，希望調整人工生
殖法的適用範圍，讓同志族群及單身者，都可以在法律的規範及保障
下，享用人工生殖技術，在台灣安心生產。

我們和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合辦，「你的一小步是我的漫漫長路——人
工生殖法漏了什麼？」邀請「烏烏醫師」一起聊聊人工生殖議題的進程
與還可以努力的方向。

共同收養

人工生殖

還有一些跟法案進度，你不能不知道
反歧視法 
同志政策白皮書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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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在立法院推動 LGBTI+ 各項權益時，大平台總
是與我們一起思辨策略，提供即時的資訊、詳實的
論述。大平台不僅是最堅實的夥伴，更是 LGBTI+ 族
群最強大的靠山。雖然我已卸下立委身份，未來無
論在什麼崗位，一定會跟大平台一起加油，為大家
打拚！

2024年5月，同婚專法即將滿五周年，這段時間以
來，我們見證了跨國同婚和共同收養等重要進展，
這是許多人共同努力的成果。然而這不是終點，包
括人工生殖法的修法、平等法及各項性別友善的法
案的制定，都還要持續努力。

接下來在國會，我會繼續與大平台及其他性別團體
攜手合作，透過一次次的修法和監督，減少各種制
度中的歧視和不平等對待。期許台灣有朝一日能成
為讓所有性別、性別認同、性傾向者都能安心生活
的國家！

Freddy
前立法委員

黃 捷
立法委員

合作
夥伴

嗡嗡
心得

作為一個社工，加入這份政治倡議的工作後，我常在問自己「社工與政治
倡議」的共同性是什麼？我看見我目前心中的答案「以人為本」。

看見每一個人，如何在社會制度下生存，看見不同位置人們的需求與想
望。然後讓「溝通」用各種創意的形式得以存在。

作為一個倡議者，我們就像在球賽裡的中間球員，居中拋接每一顆球，試
著接收每個人的訴求與為難，再傳遞並給予回饋，我們不會是球場上的先
鋒、MVP，但嘗試在每一刻球傳到手上時，注入我們的力量，打出一場協
力的球賽。



填寫友善問卷候選人數成長

72 位（2022）             99 位（2024）

彩虹選民投票指南瀏覽量破新高，累積突破 100 萬次瀏覽

三組正副總統候選人

選舉期間超過 12,000 名使用候選人篩選器

有2組填寫性別政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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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歐 
故事

成果
呈現

地方串連
「里歐，團體跟我們民意代表的角色是一致、是平等的，並沒有分誰高
誰低或是誰有求於誰，如果能讓市政更友善、更多元，我們一起來努
力」還記得台北市促進性別平等連線的議員這樣跟我說。的確在跟議員
合作的過程，一開始會有種有求於議員的感覺，但很謝謝這位議員給予
的鼓勵，奠定了我在大平台各縣市友善議員聚會的基礎，從資料搜集、
收攏議題到實質提出提案，能夠與其他性別團體、友善議員，一起讓性
平的種子在每個縣市開花結果。

基隆市台北市

高雄市

新北市
桃園市

苗栗縣

新竹縣/市

基隆市友善議員聚會（05/12）
1. 基隆市婦女生育獎勵金請領期限與名稱調整
2. 制定基隆市性別友善廁所設置原則
3. 市府管理場館與公廁男廁設置有隱私的尿布檯
4. 推動市府公務人員性別平等相關培訓 

台北市友善議員聚會（03/17）
1. 延續北市府同志友善政策、活動與辦理預算
2. 落實 LGBT+ 友善商家認證後續串聯與培力
3. 同志家庭第二胎生育獎勵金的認定與請領
4. 持續進行同婚通過後，與同性配偶及同志家

庭相關行政表單檢視與修正
5. 整合各局處社會福利政策於同志專區 

新北市友善議員聚會（05/24）
1. 建議兒童、家庭委外業務標案納入性平課程
2. 制定新北市性別友善商家認證機制與彩虹經濟
3. 建置與規劃新北市彩虹地景
4. 依新北市性別友善公廁設置原則檢視現有公有場館
5. 市府與學校行政表單檢視與修正

桃園市友善議員聚會（04/11）
1. 一線公務人員性平意識培訓課程
2. 檢視桃園市性別友善空間
3. 延長生育津貼請領期限
4. 幼托師資性平培訓
5. 跨局處友善性別政策座談會

新竹縣/市友善議員聚會（09/26）
1. 擬定性別友善店家認證機制
2. 性別友善廁所及男廁尿布台設置
3. 調整生育獎勵金請領期限
4. 女性拋棄遺產繼承加強宣導
5. 模範父 / 母選拔活動的框架與限制

苗栗縣友善議員聚會（05/25）
1. 兒童家庭委外業務納入性平課程
2. 各局處行政表單盤點修正檢視
3. 性別友善空間規劃
4. 友善托育環境營造

高雄市友善議員聚會（08/17）
1. 爭取調整生育津貼請領期限
2. 推動分層級公務人員性平意識培訓
3. 鼓勵議會辦理性平意識培訓
4. 鼓勵托育與幼托機構設置友善空間
5. 討論高雄市性別友善廁所設置指引
6. 討論高雄市性別友善店家認證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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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彩虹平權大平台願意挑起重擔，與臺北市議會
的性別友善議員們共同合作，從2018年串聯各組
織，推動友善市政。感謝各位彩虹夥伴的持續努
力，讓平權深入每個角落。

未來的路我們繼續一起走、一起加油！

性別平等從日常生活做起！上任議員後，我積極推
動性別友善廁所、公部門聯合婚禮納入同性伴侶、
規劃性別平等遊憩空間等等平權政策，就是希望台
灣的每個角落大家都能不再受生理性別所束縛，在
任何公共空間或場合，都能自由自在做自己，非常
感謝這麼多年來大平台在平權路上披荊斬棘，這條
路上你我都不能缺席！

林亮君
台北市議員

梁育慈
屏東縣議員

合作
夥伴

里歐
心得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這是我第三年寫工作心得。這幾年過程，身邊的朋
友除了知道我是夫夫之道的里歐，更重要的是關於中央法案、各縣市友善
市政、性平委員會等工作內容，也都會來詢問、相互討論，代表著我在政
治倡議的工作與成果逐漸被更多人看見。

很感恩服役完後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大平台，在這裡除了學會做事，更重要
的是學會如何做人以及團隊相處合作，共同往一致的目標前進！

我是負責地方政治倡議的里歐，歡迎你加入捐款人的行列！

新北市性別友善議員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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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倫 
故事

成果
呈現

職場平等
「沒有任何數據顯示台灣的同志遭受歧視」這是去年在一場線上企業演
講時收到的即時回饋，且是在分享完新聞底下網友的歧視留言後。即便
之後分享平台於2022年做的台灣同志生活態樣調查的結果，對方仍然
維持這個想法。此外也有許多的回饋充斥著對於同志社群的謾罵，而也
是我第一次在演講時產生情緒。的確會因此而氣餒，但這就是我們為何
要持續做同志職場友善的原因。

職場平等的工作邁向第六年，從10家企業到現在近60家企業夥伴，在
這之中有企業夥伴開始進行跨界合作，也有被視為保守的台灣傳統產業
加入，共同為同志友善職場努力著。改變職場環境就像要改變社會氛圍
一樣，需要許多時間，我們也還有很多需要努力的地方。

打造同志職場友善的目的不是要讓在職場中的同志們全部出櫃，而是讓
每個同志可以自在地選擇。期待有一天，我們不需要因為自己的任何特
質在職場與生活中感到不自在，可以盡情地展現自己。

 ● 04/19和熱線合作舉辦同志友善企業小聚（28家企業，55位夥伴參與）

 ● 08/24和熱線合作舉辦同志友善企業小聚（34家企業，65位夥伴參與）

 ● 12/21和熱線合作舉辦同志友善企業小聚（36家企業，72位夥伴參與）

 ● 同志職場友善指標、企業焦點團體2場
 ● 同志職場處境調查＆同志職場友善指標發布記者會
 ● 27家企業演講：VFC、YahooxGILEAD、HPI、第一網站、JRG、 

UBER、台灣萊雅、Google、百富門、禮藍動保、華德士、和泰產
險等企業（和同志諮詢熱線共同合作）

 ● 華納音樂 DE&I 交流會議
 ● JRG 婚姻平權歷史內部策展
 ● 2023 第一屆台灣同志職場友善指標發表會暨論壇

JRG 婚姻平權歷史策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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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hoo PRISM 與大平台已合作多年，不論是講座或
是贊助案，在合作的過程中，總能次次感受到大平
台夥伴們對於多元議題的專業與熱情。今年度在與
Gilead 一同邀請大平台針對 LGBTQ+ 倡議的科技應
用主題分享中，更能感受到大平台與時俱進，在相
關議題上不遺餘力地用心經營。感謝大平台願意配
合企業的需求，提供客制化的方案與資源分享，是
企業推動 DEI 不可多得的好夥伴！

和大平台的合作帶給我們公司很多正面的影響，像
是演講的部分帶給同仁更多正確的認識各種性傾向
的族群，以及如何打造包容職場，透過這些活動
的影響逐步帶給公司同事更多的影響，我覺得很開
心，很開心過程中跟倫倫的合作，也很愉快。我覺
得一直有大平台在打造社群多元性，包含企業小聚
這些都帶給我很多啟發跟收穫，大平台像是一個連
結器也讓我們可以串連更多力量一起前進。

身為公司 ED&I 的成員，雖然對人權、性別相關議題
一直很感興趣，但由於太過龐大，一直很苦手，不
知道該如何在內部推動。真的很感謝彩虹平權大平
台，從最初的接洽到當天的表演（？！）都讓人覺
得很可靠、沒有距離感。相對於其他教條化的方式
呈現，更能拉攏大家一起響應～特別是最後分享外
交的切點，台灣領先亞洲的性別意識，也是讓大家
馬上有強烈的正面回饋，讓這些意念更能在心中發
酵。衷心希望這個環境能隨著平台和每個人的努力
越來越好！

Ian Tsai
Yahoo PRISM 
Co-Lead

Verity Hsu
Uber Eats 生鮮雜貨
事業群 業務總監

Annie Yang
Robert Walters 華德
士／Sr. Consultant 
& ED&I Taiwan 
Team 

合作
夥伴



倫倫
心得

2023年，是個充滿挑戰的一年。

這一年開始代表平台去到澳洲、美國、泰國交流、與熱線研發台灣的同志
職場友善指標、摸索自己的管理風格，與筑媛一起帶著夥伴們達成組織目
標等。過程中不斷的碰撞、感受，那些力不從心的時刻，不免對自我的能
力產生質疑。

在討論第二屆 Q POWER 的年度主題為「From fear to POWER 放膽追尋」
時，開始思考這一年間懷疑自己的時刻，或許真正的勇敢，並不是無所畏
懼，而是即便害怕，但仍帶著恐懼踏出每一步。

可能大家也正在面對人生階段中不同的挑戰，但相信我們一定可以突破各
種困境！邀請大家在2024年，繼續和大平台一起放膽追尋吧！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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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儀 
故事

成果
呈現

國際合作
國際業務其中一個方案是與東亞地區的性別組織連線建立區域性的反歧
視聯盟。這對我們以及東亞的夥伴來說都是一個新的嘗試。

我們心裡一直有個想法，是否可以建立屬於東亞區域的性別運動論述？
雖然區域環境上有異也有同，但我們都有自己獨有、有別於西方的亞洲
同志故事和樣貌。我們相信當區域聯盟越來越茁壯時，我們更能讓亞洲
的聲音傳達到國際社會。

記得有一次我們和東亞夥伴一起出席一個亞洲論壇，韓國夥伴報告時鏗
鏘有力的把這個想法講出來，令我們很感動，讓我們知道這並不只是一
個假設，讓我們更有底氣。

在東亞的我們，帶著這個想望去開展國際工作，雖然是摸著石頭過河，
但看到東亞聯盟的種子已經開始萌芽，未來一定會成長茁壯，希望無
窮。

美國紐約
 ● 聯合國倡議實習分享講座（執行長筑媛）
 ● 聯合國婦女大會 NGO CSW 平行論壇（執行

長筑媛、政治倡議組研究員一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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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線上
 ● 《大平台邀你看國際——多元性別進入政治

舞台》台英同志議員論壇（台北市議員苗博
雅、高雄市議員黃捷、英國議員 Elizabeth 
Barker、主持人鄒宗翰）

 ● 《大平台邀你看國際同志也來搞政治》（
美國麻薩諸塞州眾議員 Jack Lewis、澳洲
聯邦參議員 Louise Pratt、Global Equality 
Caucus Director Alan Wardle、Outright 
International 亞洲區方案主任－呂欣潔）

台灣台北
 ● 美國青年領袖訪問團交流
 ● Human Asia/EAYAN Korea 分享台灣性別運

動的歷程
 ● 與英國學者交流 LGBTI 生活樣態調查
 ● 與亞洲多國的運動夥伴交流台灣經驗
 ● 紐西蘭議員拜訪大平台
 ● Fullbright 交流參訪
 ● 加拿大國會助理參訪大平台
 ● 美國國務院專業人才培訓計畫分享會（副執

行長倫倫）
 ● 威斯康辛同志商會交流
 ● 亞洲婚姻平權連線-企業結盟分享
 ● NGO Fellowship Program 社會倡議與群眾

溝通分享
 ● NGO Fellowship Program 國際實習生交流
 ● 蒙古同志中心交流
 ● 香港同志組織參訪
 ● WFD PLS 工作坊

菲律賓馬尼拉
 ● 基於性別暴力亞洲同志網絡區域論壇（國

際倡議資深專案經理敏儀）

澳洲雪梨

澳洲坎培拉

澳洲雪梨/墨爾本

 ● 世界同志大遊行（公眾對話與關係經營專案
經理忠毅）／雪梨同志大遊行（副執行長倫
倫、公眾對話與關係經營專案經理忠毅）

 ● 同婚之後忙什麼！？台灣同志運動的現況與
未來（副執行長倫倫、公眾對話與關係經營
專案經理忠毅）

 ● Human Rights Conference（副執行長倫
倫、公眾對話與關係經營專案經理忠毅）

 ● 出櫃議員拜訪（副執行長倫倫）

 ● 國會議員拜訪（副執行長倫倫）

 ● 澳洲 Equality Australia 實習（公眾對話與
關係經營專案經理忠毅）

泰國曼谷
 ● 泰國朱拉隆功大學：與國會議

員對談（副執行長倫倫）
 ● 拜訪泰國婚姻平權倡議組織 

（副執行長倫倫）
 ● 亞洲婚姻平權連線——分享政

治倡議與社會對話經驗（執行
長筑媛、副執行長倫倫、國際
倡議資深專案經理敏儀）

持續追蹤日本、泰國....等
亞洲各國婚權運動，即時
更新世界各國的性別議題
狀況與社群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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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isconsin LGBT Chamber of Commerce was 
lucky to participate in a partnership with the 
Taiwan Equality Campaign, fostering cross-cul-
tural collaboration and understanding. Through 
a fellowship program facilitated by the Council 
on US-China Relations, Sebastian Lin from TEC 
joined our team in Milwaukee for four weeks to 
see firsthand how we work to further LGBTQ+ 
rights. During his tenure, Sebastian’s experience 
and perspective in advocacy shed light on our 
efforts and helped me to understand our place 
in the larger global movement. His contributions 
truly bolstered our capacity to enact positive 
change within our community.

Reciprocating this exchange, I had the privilege 
of seeing TEC’s endeavors during a two-week 
visit to Taipei. Meeting their passionate team and 
seeing how they work to affect change at home 
in Taiwan highlighted both shared challenges 
and innovative approaches in advancing LGBTQ+ 
equality. I am continually inspired by them.

This partnership symbolizes a shared com-
mitment to fostering inclusivity and progress, 
transcending geographical boundaries. As we 
continue to collaborate with TEC, we remain dedi-
cated to making strides in Wisconsin, Taiwan, and 
beyond, ensuring a more equitable and welcom-
ing world for all LGBTQ+ individuals.

威斯康辛州 LGBT 商會非常幸運能夠和台灣彩虹平權
大平台合作，促進跨文化的合作與理解。來自彩虹
平權大平台的 Sebastian（倫倫）透過美中關係全國
委員會的獎學金計劃，加入了我們在密爾瓦基的團
隊為期四週的時間，了解我們如何推動 LGBTQ+ 權

Nick Barth
Wisconsin LGBT 
Chamber of 
Commerce / 
Chief of Staff

合作
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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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這段日子，Sebastian（倫倫） 運用他的倡議經
驗和觀點協助我們，並幫助我理解我們在全球運動
中的位置。他的貢獻也增強了我們在社群內實現積
極改變的能力。

作為這次接待 Sebastian（倫倫）交流的回報，我有
幸在台北進行了為期兩週的訪問，見證了大平台的
努力。與他們充滿熱情的團隊見面，看到他們如何
在台灣國內推動改變，突顯了我們共同面臨的挑戰
以及在推進 LGBTQ+ 平等方面的創新方法。他們也
不斷地激勵著我。

這次合作象徵著對促進包容性和進步的共同承諾，
超越了地理界限。隨著我們繼續與大平台合作，我
們將繼續在威斯康辛州、台灣及其他地區共同努
力，確保為所有 LGBTQ+ 創造一個更加公平和友善
的世界。

We were delighted to host Alan Lin for an in-
ternship in 2023. It was a very busy time for 
Equality Australia as we prepared for Sydney 
to host WorldPride. Equality Australia was the 
lead community partner working with Sydney 
WorldPride to present their world leading Human 
Rights Conference in March 2023. The conference 
focussed on Asia Pacific and was able to deliver 
significant outcomes for the region, including the 
announcement of a new fund to support LGBTIQ+ 
human rights.

Alan was a delightful addition to our team during 
this time. He assisted in all sorts of ways and 
pitched in to be part of activation at the SWP 

Anna
Equality 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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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 Rights Conference, as well as our pres-
ence (including impressive dancing!) in the 2023 
annual Mardi Gras parade. Given Alan’s digital 
skills, he was able to assist with photographing 
press conferences and other events, and sup-
porting our digital team. He was also able to 
learn about fundraising from our Development 
Manager. Towards the end of his time in Australia 
he travelled to Melbourne to meet with LGBTIQ+ 
organisations at the Victorian Pride Centre, 
including being able to undertake a tour of the 
impressive building where LGBTIQ+ organisa-
tions and communities can come together for 
events and support.

We appreciated being able to deepen our en-
gagement with Taiwan Equality Campaign, dur-
ing a time where Australia was bringing the world 
to Sydney to be part of a global conversation to 
advance equality for LGBTIQ+ communities.

很高興在2023年我們接待 Alan（忠毅）來到 Equal-
ity Australia 實習。當時正值我們為雪梨世界同志驕
傲節做準備的繁忙時期。Equality Australia 是雪梨
世界同志驕傲節的主要合作夥伴，負責其中在2023
年3月舉辦的「人權研討會」。這次研討會以亞太
地區為重點，也為這個區域達成一些重要的運動成
果，包括宣布成立一個新的基金支持 LGBTIQ+ 人
權。

在這段期間， Alan（忠毅）是對於團隊來說十分令
人開心的助力。他用各種不同方式提供協助，像是
雪梨世界同志驕傲節人權研討會的推動、參加我們
在2023年同志狂歡節大遊行（Mardi Gras）中的活
動（包括令人印象深刻的跳舞！）。有賴於 Alan（
忠毅）的數位技能，他能夠支援我們在記者會跟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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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潔
Outright 
International
亞洲區方案主任

敏儀
心得

自2022年8月從香港來到台灣工作，移居台灣工作、生活的日子有許多挑
戰。作為一個香港人，來到大平台發展國際工作，這段時間不斷的跟同仁
一起探索，一個台灣在地的同志組織在向國際社會倡議時，要倡議什麽的
內容、策略，以及路徑。

因著對世界人權宣言第一條：人人生而自由、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的價
值信念，相信不論世界哪個角落，在性別、勞工、環境、居住正義等不同
議題都很值得我們去關注、去保障，人權是無彊界的。

我在尋找倡議策略的過程中，有很多不同的發現，特別是感受到台灣對國
際人權倡議還在萌芽階段，正在形成一套對國際倡議的定義和論述，所以
對我來說，雖然有時候會有一些迷惘，但也覺得有很多可能性等著我們一
起創造和實現。

大平台在2023年開啟了東亞的重要跨國方案，嘗試
串連起台灣、日本、南韓推動法律倡議的團體，不
只是彼此交流，更是成為互相學習、支持的重要夥
伴。台灣要走向國際，不只需要分享我們的經驗，
更需要扎實的和不同國家的團體們開啟實質上的合
作，一步步的一起共創未來的工作方法，用 NGO 的
力量來開創出一條人權外交的路。作為亞洲第一的
台灣，大平台不畏懼的嘗試、跨出舒適圈，相信在
不久的將來能創造東亞、甚至亞洲更多的改變！

他活動中的攝影，協助我們的數位團隊。他還向我
們的發展經理學習了募款相關知識。在澳洲實習的
尾聲，他前往墨爾本拜訪了位於維多利亞同志中心
的 LGBTIQ+ 組織，並參加這座支持 LGBTIQ+ 組織和
社群相聚、舉辦活動，令人印象深刻建築的導覽。

我們很感謝能在澳洲把世界帶到雪梨參與推進 LGB-
TIQ+ 社群平等的全球對話之際，加深與彩虹平權大
平台的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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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宸 
故事

成果
呈現

研究調査
回顧2023年，才突然發現我與大平台一起完成了超多事情，像是去紐
約參加 NGO CSW 發表台灣的性別運動成果、同婚後延續性民調分析、
同婚四週年研討會、平等法修法公聽會。

最重要的一件，大概就是完成行政院「我國多元性別（LGBTI）者生活
狀況調查」，在寫期末報告的時候，我做夢都到夢到自己在清數據，也
真的有過半夜躺床滑手機滑到一半，突然想到某個交叉分析應該可以怎
麼跑，立刻彈起來 coding，等我回過神時，天都快亮了。去做期末報
告的那天，累到兩眼發直，但現在想起來，非常慶幸我們當時決定接下
這個對台灣 LGBT+ 來說，非常重要的研究。

從同婚通過後一年（2020）開始，大平台每年都會進
行多元性別社會接受度全國民調，透過每年的民調變
化，進一步進行研究，並研擬與隨時調整倡議方向與
論述。而從 2020 年到 2023 年的民調變化，以《政策
大力推，友善不後退》為題，看見社會對多元性別議
題的友善程度下降，其中除「跨國同婚」外，其他都
些微下滑。

看完整
民調結果

41.9%

48.7%

42.5%

35.6%

40.1%

47.9%
51.6% 50.3%

同性婚姻支持度 2020-2023

2020 2021 2022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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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8%

33.4% 33.0% 33.4%
30.2%

56.0%

51.7%

59.1%

跨國同婚支持度 
2020-2023

2020 2021 2022 2023

支持 不支持

56.8%

38.4% 36.8%

25.9%
30.9%

59.0%

67.4% 65.4%

同性配偶收養支持度 
2020-2023

2020 2021 2022 2023

42.1

50.1
44.8

46.2
45.0

46.7

41.7

53.957.3

34.8

55.4

40.6

同性配偶人工生殖支持度 
2020-2023

2020 2021 2022 女女 2022 男男 2023 女女 2023 男男



看完整
調查結果

此外，大平台受行政院委託，進行全國第一次針對多元性別族群進行調查——《台灣多元性別
者同志生活狀況調查與研究報告》，共收集了13,104份有效問卷。

調查結果顯示，多元性別者在「教育」、「工作」、「社交關係」和「健康」等方面面臨挑戰
和歧視。但同時也看到一些積極的變化，52%的受訪者認為，過去一年中台灣社會對多元性
別者的歧視和敵意有減少的趨勢，對政府改善「對多元性別者的偏見和不寬容」的努力給了 
66.55分的正向評價。受訪者特別肯定「法律或政策的正向改變」以及「多元性別者在日常生
活中公開自己身份」帶來的正面影響。

過去一年中台灣社會
對多元性別者的歧視
和敵意有減少的趨勢

52% 受訪者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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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平台除了將這些研究調查作為倡議策略的擬定，也會透過記者會、演講及交流，與友團、各
界與社會大眾分享資源及資訊，更在同婚四週年之際舉辦《後同婚時代的現在與未來——同婚
過後4週年》，以三大主題 ——「後同婚時代——在體制中看見同志」、「多元交織處境中的
同志」與「找到改變路徑——友善政治的重要性」，探討台灣同婚通過後的處境與需要努力的
目標。

一宸
心得

2009年因為寫碩士論文掉進性別運動的坑，一不留神就過了十幾年。雖然
我在2023年下半，暫時離開了大平台，但一日大平台，終身大平台！就像
當時的業務交接信標題留下的線索「在性別倡議的路上暫別與再見」，其
實就是登出了一個帳號，轉身登入另一段旅程，在同個領域中換個身分，
繼續與大家進行倡議。感謝各位的一路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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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日有好事義賣商店４週年慶（2023.3/15—4/15）
 全館免運門檻調降、不限次數９折券
日日有好事義賣商店 新品上市（2023/8/31）

日日有好事義賣商店 感恩祭（2023.11/15—11/30）
 不限次數９折券

日日有好事義賣商店 平權金三角 限時組合（2023.10/4—11/6）

勞烏 
故事

成果
呈現

公眾對話
「我跟你說這攤真的超好買！」遠遠的就看到有民眾拉著朋友來到大平
台的攤位。

透過每一次在不同的場域擺攤接觸到各式各樣的群眾，有的因為小物本
身的圖樣喜歡而帶走，有的支持小物背後的故事而選擇收藏。

不論民眾購買義賣品的契機是什麼？透過每次消費接觸的機會，讓議題
開始變得立體，讓故事更加深植人心。

義賣

金彩台灣徽章磁吸

金彩台灣徽章針型

多元彩虹串旗

台灣彩虹大旗

混合多元性別串旗

多元彩虹木桿手拿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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擺攤
 ● （台北）共生音樂節
 ● （台北）臺師大暖日永續節
 ● （台北）邊緣人市集台北市四四南村
 ● （台北）台北同志公民活動
 ● （台北）臺灣同志遊行
 ● （台北）人權市集
 ● （桃園）美力彩虹健美健體賽
 ● （桃園）桃園彩虹野餐日
 ● （台中）台中基好生活節
 ● （高雄）高雄同志大遊行

演講
 ● （台北）國立臺北大學
 ● （台北）中國科技大學
 ● （台北）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培訓
 ● （台北）培訓大專院校實習生
 ● （台北）台北市新進教師培訓
 ● （新北）景文科技大學
 ● （宜蘭）佛光大學
 ● （新竹）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 （雲林）雲林縣政府兒少代表性別意識培訓
 ● （雲林）雲林縣政府性別意識暨婦女福利服務

教育訓練——「性別意識案例分享」
 ● （雲林）雲林縣政府性別意識暨婦女福利服務

教育訓練——「性別平等影片賞析與座談」
 ● （台南）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 （台南）台南市社會局
 ● （屏東）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2023年，透過497個

彩虹小物讓我們的 
日常都能看見友善！

逛逛大平台
的義賣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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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舉辦婚禮時，我跟老公有計畫要送給賓客一些
彩虹小物，當成婚禮活動的小禮物。過去在婚姻平
權運動時，就一直有在關心大平台的活動，也知道
大平台一直有推出彩虹周邊小物的義賣，還有這裡
有特別推出磁吸式的徽章。後來就以實際購買方
式支持大平台，另一方面也可以讓獲得小禮物的賓
客，更加了解多元性別的議題。

文鴻 & 凱俊

義賣品
購買人

勞烏
心得

疫情進入尾聲，生活周遭開始重新調整出新的平衡，大眾開始回歸實體消
費，網路生態營業額不如往常疫情間熱絡。

大平台義賣商店—日日有好事，雖然也深受社會轉變影響，但感謝持續
並喜愛品牌的夥伴們的力挺與推廣，義賣商店仍然有達成2023年年度目
標。

接下來2024年義賣商店除了為組織持續增加燃料外，也期待增加更多接
觸大眾的機會，可能是國內增設更多駐點或是與國際接軌發展外銷可能，
讓更多夥伴都能透過彩虹小物，更加認識大平台，認識亞洲第一的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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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i 
故事

成果
呈現

2023這一年兼任設計和社群編輯的工作，如何用文字和圖像讓更多人
認識大平台的工作，以及在總統及立委選舉期間利用「PrideWatch彩
虹選民投票指南」選出性別友善的候選人，成為最重要的工作。網路上
的資訊來得又急又快，一篇貼文被看見的時間可能只有兩秒鐘，把大平
台在國際合作、中央立法、地方串連和公眾對話等方向的成果拆解成一
個又一個簡短的精彩片段，讓民眾在聽故事的過程中留下深刻印象，降
低大家參與性別運動的門檻，是極具挑戰，又充滿趣味的任務。

Facebook
懶人包 26 則
貼文 332 則

觸及超過 350 萬人次

Instagram
懶人包 26 則
貼文 220 則
限動 587 則

觸及超過 200 萬人次 

Podcast
發布集數 16 集
集數下載數超過 35,000

年度下載數高達 64,000+

電子報
共發出超過 646,500 封

平均開信率高達 40% 以上

針對metoo事件討論社群回應及聲明、性平三法修法的關注及
共同團體聲明、人工生殖法系列社群文、同志政策白提書社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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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平台的夥伴，真的把平台兩個字發揮得淋漓盡
致：在2023年他們辦的同婚週年研討會上，不同
議題、不同部門、公私夥伴在台上，討論著議題的
交織性與政策推進的夥伴關係等；在大平台建立的 
PrideWatch 上，不只是選民們被服務，看見民意代
表到底都做了什麼，政治人物也透過其找到積極公
民，進一步對話；平台的團隊，也協助我在日本、
韓國找到在地夥伴，讓東亞地區的公民團體有更多
協力、協作的機會，也給了議題倡議與工作更多的
可能。

身為積極參與過公眾議題的我，真的很感謝彩虹平
權大平台的存在和每一位為平權議題而努力的成員
們，只要是跟平權及同志族群有關的議題，平台都
不會缺席，即便很多都是吃力不討好或是能見度不
高的議題，平台都還是堅持做對的事，像是 Pride-
Watch、拜會地方民意代表等等，這些都是很重要且
需要走出網路世界的事情！我們雖然同婚通過了，
但還是有很多相關的權益需要繼續努力，也希望大
家繼續支持彩虹平權大平台！

致昕
不好意思請問一下

唐聖捷
前新北市議員

合作
夥伴

Aki
心得

2023年的重頭戲是「PrideWatch 彩虹選民投票指南」以及同婚後四週年
的「後同婚時代的現在與未來」論壇宣傳。有些人會覺得「喔喔我不要碰
政治，但我支持同志」，或者是「大平台怎麼會變成搞政治的團體？我不
要支持了」其實每個人每天的生活都關於政治，球場上有政治，辦公室有
政治，同志能不能結婚也跟政治緊密連結。在網路上按讚留言是一種支持
平權，串連友善議員、立委等候選人更是直接從體制內開始做起的支持。

這一年也開始有文字上的產出，我把推特、Dcard 上的貼文也加入每日網
路觀察範圍，轉發熱門性別議題讓更多人加入討論，也以各種真實小故事
為引子來宣傳各種大平台的活動。當自己為了做更多公眾對話，而增加看
世界的廣度之後，不知不覺也碰撞出對性別平權運動更多的火花與想像。
感謝有這一年的機會，可以作為組織和民眾之間的橋樑，讓「多元性別友
善」在更多人心中扎根。



這一路謝謝有彼此一起

忠毅 
故事

「覺得自己可以為議題付出一點什麼，就算不是真的身體力行，但至少
也有參與每一份努力的感覺。」在捐款者訪談中，有一位從同婚通過前
一路支持大平台的夥伴直率地告訴我。「我在職場還是家庭都蠻順的，
但就覺得這個議題不是就我順利就好了！」而是要努力的「去擴大這個
同溫層」，期待真的等到哪天「我們都不用再演了，甚至不用再藏了，
我們的身份才能像吃飯睡覺般的在你我的日常存在著。」

有些故事可能不是傷痛，卻也能因為這樣一點點的感動充滿能量，或許
這就是在議題中一起動起來的魔力。

大平台之友想要說

鄭凱威
實習生

身為社工系學生，在大平台實習一學期，我學到過去從沒想過的倡議方
法：無論是與民意代表定期聚會，維繫彼此關係與信任感，同時作為確
認彼此步調與提出訴求的管道；或是結合學術研究與實務經驗分享，與
夥伴團體定期公布社會民意調查，以利大眾理解社會風氣的轉變，並促
成對於多元性別議題的關注亦然。帶著自己對於議題的熱情，以及在社
工系所受的專業訓練，進入大平台實習不僅令我大開眼界，也讓我找到
實踐社工專業的不同方式。

李昀庭
實習生

2022下半年，我開始在大平台實習，目前正協助電話募款相關工作。
平台夥伴們在有限的資源下創造了無限多的可能，並在組織歷經人事變
動後綻放出不同力量，我從中學習到許多對議題的思辨。電話募款有著
充滿溫度的過程，希望能夠透過對話的每分每秒，拉近大平台與支持者
的距離，提供文字無法給予的人性溫暖。在大平台的日子裡，很感動自
己能見證同婚後立法未竟之處漸趨完善，也踏上落實友善政治、友善社
會的道路，期待更多人認同、支持大平台長期的倡議工作，並投入議題
的關心，一起追求世界的改變和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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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e Wu
小柔
長期支持者

可能因為我是水瓶座的關係，三十年前，我就覺得女生跟女生可以結
婚；所以我與太太是以結婚為前提交往，我們夢想結婚、並在婚後能擁
有兩個小孩。

2018年對我而言是個五味雜陳的一年，工作、學業、愛情都很順利，
但當年同時有挺同與反同公投，影響社會氛圍與我的工作心情。平常不
出櫃的我，不得不跳出來請同事、朋友簽署連署書，希望挺同婚公投能
成案，或趁空幫忙發放挺同婚公投投票方式的文宣。

在一次熱線募款晚會中，聽到婚姻平權大平台的欣潔在募集50歲以上
的長輩拍攝挺同婚的影片，而我聰明又有智慧的春桃阿嬤，因為支持我
與太太，在我提議後就答應拍影片，而這部影片在當時引起了很大的迴
響。

也因為婚姻平權大平台的努力，在 2019 年 5 月 17 日通過 748 同婚法，
法案通過那天，婚姻平權大平台的許多朋友一起在雨中等待雨後彩虹的
出現，我與太太也按照計劃在2019年她生日的那一天結婚。我們結婚
後，當然也與所有的伴侶一樣，會面臨許多現實的考驗與難關，不過也
都一起攜手走過。

同婚過後，婚姻平權大平台改名為彩虹平權大平台，一直推動許多性別
平等的法案。2023年「跨國同志婚姻法」、「同志配偶共同收養無血
緣子女」以及「家暴法」修正，讓同性配偶的姻親關係納入受保護對
象，讓同婚伴侶受到更全面的保障。而我與太太本來就預計在2年後準
備收養小孩，所以在得知收養法案通過後，真的很開心，因為我們的美
夢成真了。而當初大平台為阿嬤拍的影片，每次觀看都一樣感動，阿嬤
在2021年成為天使了，希望大家可以透過影片一起記得她。

謝謝許多在生活上支持我們的人，更要謝謝彩虹平權大平台的努力、一
直改變社會，今年更關注「人工生殖法」修法，與平等／反歧視法，並
和許多團體一起提出「同志政策白皮書」。人工生殖法如果修法通過，
我與太太可能有機會有我們自已的小孩。因為彩虹平權大平台的努力，
我們有未來有更多的機會與可能性。我與太太現在過得很幸福，並對未
來有美好的願景與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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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秀
臺南的餐廳服務員

當肯
台北服裝設計規劃

很欣賞大平台為同志所做的努力，你們真的很棒，雖然我不是同志，但
看見你們為同志發聲，真的很感動，臺灣有你們真好。

平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身為五年級生，超級羨慕當下平權的環境與社
會氛圍，仍是單身一名大叔，時不我與。雖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可是
至少踏出了第一步，少子化，獨居，老人公寓的問題將會浪潮而來，更
何況已然是少數族群的 LGBTQ，這條路還很漫長，需要大家共同熱情
的努力與加油。

JC
宜蘭的海巡人員

謝謝所有支持彩虹平權大平台的朋友們，因為有你們的陪伴，在2019
年順利與先生完成結婚登記；但在軍職職場出櫃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擔心同仁及長官異樣的眼光，但如果自己都不為自己發聲，自己都不敢
認同自己，那又該如何推動職場性別友善，後來在2022年在社群媒體
公開自己同婚的消息，跟朋友及同事間的話題再也不避諱自己的感情生
活，會發現其實也就這樣嘛。

在軍職這個環境中，的確對於性別議題是比較不友善的，雖然近年來隨
著政策有逐漸改變，但還是需要更多的努力，希望跟著大平台一起在更
多的地方持續推動性別議題，讓職場友善落實在所有的工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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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璇
想要有小孩的
家庭主婦

Patty
半伴旅遊負責人

Kim
美力彩虹創辦人

你們讓不可能變可能，感謝你們的努力。

2023年是半伴旅遊開始推廣彩虹觀光的起始年，彩虹平權大平台給予
全力支持與資源，也因為大平台舉辦的台灣同志職場友善指標，讓我們
與台灣各大企業有更多連結，也更讓我們了解職場內真正友善的定義與
標準。

在去年的合作接觸後，今年跟大平台更發展出多樣化的活動，在我們發
想初期、手足無措的時候，大平台副執行長倫倫帶著我尋找各種友善店
家，提供資源與支持。謝謝彩虹平權大平台，我愛你們，希望你們經費
源源不絕，為彩虹持續帶來希望。

感謝平台持續致力於性別平權的倡議，同婚法規的通過促成許多同志能
享有平等的幸福。

很感謝平台從去年開始，共同主辦美力彩虹健美健體賽，一起打造不分
性別的運動賽事，在比賽場地給予最實質的幫助，減輕總體經費負擔，
今年也協助賽後的媒體露出，將美力曝光到不同的管道。

感於平台在性別平權的推動上，還有更多事務需要勞心勞力，不希望因
為美力而耽誤平權的其他要事。如未來還有能力繼續舉辦美力，我將秉
持相同的理念，持續提倡性別平權的賽事，打造環境友善的舞台！再度
感謝平台這兩年對於美力的支持與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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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olas
GagaOOLala 
商業開發
暨異業合作總監

和彩虹平權大平台合作，一起推動讓同志朋友的生命故事及職場困境
讓更多人知道是一件驕傲的事情，平台的專業知識和對於如何讓企業
能有更多元的切角去讓員工理解同志朋友的能力，讓提供影像作品的 
GagaOOLala 能更著重在提供動人的故事，並配合大平台的豐富分享，
讓更多參加活動的人能夠獲得更多面向的資訊，更理解同志朋友的需
求。

小梁、薇涵
橙良創意 
QK Studio

在112年台北市同志公民活動中，大平台的夥伴們展現了專業與熱忱，
為橙良提供了相當多的協助。從徵件比賽、評審，到同志認識摺頁的內
容設計，以及跨國同性伴侶議題的《無邊際彩虹》展覽，他們都提供專
業知識、樂於分享相關資源。除了協助確認文字細節，更提醒議題傳達
之眉角，幫助我們在創意發揮的同時，在事實確認、議題切角與力道上
扎下穩固基礎。

大平台的夥伴是值得信任、可愛、眼中總是有光的領域職人，已經期待
未來有更多合作的火花～一起為性別平權做更多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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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毅
心得

珂珂
心得

從2018年加入大平台，當時擔任地方組織的工作，和志工第一線接觸民
眾。後來負責大平台的社群平台，當時也正是台灣同婚剛通過的時候，於
是漸漸的開始感受到議題的關注熱度與大家討論程度的變化。

這兩年開始接手募款和捐款的工作，感受到的不再只是前後台的數據又或
是人們的議論，而是議題和議題的交織，以及人和議題間的連結與故事。

為每個獨特動起來，這個獨特不是議題，而是乘載著議題跟議題的你和
我。希望在下一個睜開眼睛的瞬間，我們都已經準備好為自己最自在的獨
特生活。

2018年公投時加入大平台，和志工們上街、與民眾們一一對話；2019年
為了確保能通過保障同志權益的友善專法，與夥伴們一起到立法院進行遊
說，同時考量專法未來落實的狀況，大平台開啟了地方友善議員聚會，年
年8個縣市不停歇；2022年因為思考組織經營的永續性，轉為負責募款工
作，嘗試整合捐款者服務及品牌行銷，並在邀請捐款的同時進行公眾教
育，與尋找資源連結或異業合作的可能。

接觸募款業務之後，因為聯繫而接觸好多默默付出、溫暖且關心工作人員
的捐款者，從方案執行到思考如何能讓組織有財源，感受自己從編方案預
算花錢錢的人到能協助組織持續穩定經營，開心的同時也感到肩負重任。

2023的下半年，我在大平台畢業了，5年左右的日子裡，我很幸運能參與
大平台開創到成立的過程，提供豐厚的養分讓我能長成較為成熟的工作
者，我很感謝也很驕傲這段經歷，旅途會改變而不會結束，我們都將用不
同的方式一起為性別平等繼續努力，謝謝大家支持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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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財務報告

小宇 
故事

非營利組織的財務透明一直是大眾關注的焦點，要有健全的財
務運作機制和可堪檢驗的財務狀況，才能對支持者負責，也取
得外界的信任，這也是 NGO 需要財務人員的重要原因。

良好與穩定的財務制度，同時也在回應支持者的期待，讓這些
投注的資源能夠發揮更大的社會效益。

收入
會費收入 22,000 常年會費收入
捐款收入 6,586,737 個人、企業等捐款收入
補助收入-民間 2,571,965 民間單位補助收入
利息收入 47,717 存款利息收入
銷貨收入 729,432 網店、擺攤收入
租賃收入 136,524 活動報名收入、服務收入、演講收入
其他收入 342,610 租金、活動、版稅、分潤或其他無法歸類之收入
收入合計 10,436,985

支出
政治
文具用品 535 賀卡信封、影印紙
印刷費 18,886 拜會資料、友善議員聚會之資料影印費
軟體維護費 9,944 PrideWatch網站維護營運費
公關費 4,000 感謝小禮、悼念罐頭塔
勞務費 293,980 焦點團體出席費、研究承攬酬勞、主持人費、網頁工程師費／設

計師費、動畫製作酬勞
差旅費 5,325 議員拜會外縣市車資
交通費 13,027 議員拜會、媒體聚會交通費
郵電費 2,490 賀卡寄送、單據郵資、手拿版寄件費
場地費 22,536 大會師場地、記者會場地、講座場地
活動費 103,552 團體共同訴訟費
業務合作費 154,286 民調研究調查費
小計 628,561
國際
薪資費用 86,084 國際合作專員薪資
手續費 14 匯款手續費
勞務費 53,800 翻譯費、論壇口譯費、編譯費
差旅費 217,186 國外出差旅費
交通費 42,495 國外出差的雙北交通費
郵電費 560 核銷單據郵資
場地費 2,857 國際實習分享場地
活動費 134,748 INGO入會費／常年會費、工作坊翻譯費
小計 537,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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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
文具用品 90 名牌標籤紙
勞務費 307,000 專案勞務費
差旅費 3,140 演講外縣市車資
交通費 625 企業小聚車資
郵電費 152 賀卡寄送
活動費 4,400 企業小聚餐飲費
業務合作費 262,500 網站建置費
小計 577,907
募款
文具用品 1,560 賀卡信封
手續費 47,342 金流平台手續費
勞務費 9,100 電話募款工讀費
差旅費 375 計程車資
郵電費 2,102 友善店家捐款牌郵資、收據郵資
運費 483
小計 60,962
義賣
薪資費用 246,258 義賣專員薪資
印刷費 250 擺攤文宣印製
雜項購置 2,093 收納盒、價目牌、攤位小燈
軟體維護費 47,619 金流平台續約年費
手續費 7,927 金流平台手續費
勞務費 22,120 銷售分潤
差旅費 1,500 擺攤住宿費
交通費 7,973 焦點團體車資
運費 10,653 網店義賣宅配寄送費
活動費 112,614 擺攤攤位費
小計 459,007
異業合作
印刷費 20 報價單影印費
雜項購置 31,290 顧問合作物品製作費
手續費 14 匯款手續費
勞務費 7,744 調查訪談的出席費與交通費
交通費 215 計程車資
運費 28 合約寄送費
活動費 386,227 展覽用拼圖框
小計 425,538
數位
勞務費 12,000 行銷合作費
場地費 8,667 Podcast場地
業務合作費 24,000 行銷合作費
小計 44,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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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行政
薪資費用 4,575,091 聘雇人員薪資
勞保費 494,622 聘雇人員勞保費
健保費 287,427 聘雇人員健保費
退休金 318,393 聘雇人員退休金
獎金 511,506 聘雇人員年終獎金
在職訓練 7,500 共識營住宿、進修補助、線上課程
福利費 42,956 員工旅遊、健康檢查
文具用品 2,466 辦公室文具採買
印刷費 24,005 辦公室印表機計張費、影印費、設備維護、文件輸出儲值
雜項購置 5,418 網站系統租用、系統月費、辦公室用品
保險費 22,170 團體保險
軟體維護費 92,874 設計費、網站改版建置費
手續費 1,818 匯款手續費、金流平台手續費
水電費 26,741 辦公室水電瓦斯費
租金費用 645,120 辦公室租金
修繕費 4,000 辦公室設備修繕
雜支 32,417 辦公室雜支
管理費 48,345 辦公室管理費
伙食費 259,200 聘雇人員伙食費
勞務費 247,100 會計師簽證費、專案人員酬勞、個督費用、文件翻譯費、電話募款

酬勞、網店銷售分潤
差旅費 868 出差交通費
交通費 21,738 募款交通費、開會車資、計程車儲值
郵電費 26,085 辦公室電信費
運費 10,315 網店寄送費、義賣品運費、擺攤運費
誤餐費 150 活動誤餐費
場地費 40,437 會議場地費
活動費 4,353 共識營活動、擺攤攤位費/製作物/餐食、組織活動費、義賣品採

購、拼圖設計費
業務合作費 450,165 組織營運設計費
小計 8,203,280
支出合計 10,937,666

結餘 (500,681)

備註：社團法人台灣彩虹平權大平台協會年度帳務尚在財務簽核程序中，將以簽核完成之決算為準。

小宇 
心得

2022年，平台在財務狀況經歷了一些波折，因此我們在組織和辦公室的空
間做些微調整，才讓情況趨於好轉，這讓平台夥伴們再次意識到存款水位
的重要和急迫性，也增加彼此的向心力，讓組織得以順利渡過這次難題。

但只靠我們是不夠的，我們需要支持者們長期的協助和參與，才能持續推
動性別平權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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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From fear to POWER

執行長 
鄧筑媛

2022年接任執行長前，我到紐約進行兩個月的海外實習。離開前，與
當時實習單位 Outright International 的執行長 Maria 約了頓午餐，吃
飯時候我說起擔心自己內向又不擅交際的性格，沒有辦法勝任要對外代
表組織的工作，講著講著就哭了出來。回台灣接下新工作，一個任務接
著一個任務，不知不覺2023就過了。

2024年初，我與敏儀參加 Outright International 主辦的一場會議，分
享台灣的近況，也提到大平台發起反歧視法的東亞聯盟，背後的初衷跟
對未來的期待。會後交流碰到 Maria，他笑説：「我應該要把你剛剛的
樣子錄下來，回到那次午餐放給2022的你看，跟你說『你可以啊！不
要擔心』」我也不好意思地笑了。

跟著同事們一起想像的未來，其實沒有那麼令人擔心，而是可以充滿期
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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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力彩虹健美健體賽

日日有好事義賣商店 ５週年慶
全館免運門檻調降、不限次數９折券

入圍暨大使公布記者會

頒獎典禮

放膽追尋-巴黎舞會 Q POWER 專場（射後
不理粉絲專場）

放膽探索-無光晚餐 Q POWER 專場

Locker Room — 放膽追尋 
酒醉卡拉 OK 大賽

Match 卡拉 OK 主題歌本－不怕不怕唱
就對了

Bar Surfing 酒吧連線

Q POWER 限定特展＠台北當代藝術館
MoCA Taipei

GagaOOLala — Q POWER 線上電影專區

Q POWER x TWeen 彩虹巴士

「新國會、新立委與新視角」講座

第 22 屆臺灣同志遊行

日日有好事義賣商店 金三角上架
金彩台灣（針）+ 台灣彩虹大旗 + 多元彩虹
木桿手拿旗

日日有好事義賣商店 感恩祭
不限次數９折券

世界人權日

大平台生日!
2016第一次大型動員集會：相挺為平權，全民撐同志
(第九屆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第二次婚姻平權
公聽會)

台灣同婚施行 5 週年
也是大平台的愛心碼唷

國際不再恐同、恐跨、恐雙日
同婚通過 5 週年
同婚 5 週年民調記者會

4.13 •

3.15-4.15 •

5.10 •

5.24 •

6.01 •

6.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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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7.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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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

5.17 •

2024 年度大事記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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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預算分配組織營運 金額
政治 2,634,360
職場 656,159
國際 2,063,842
財務與行政 3,078,147
募款 2,169,338
數位社群 1,506,679
外部合作 220,466
媒體 9,100
年度專案計畫 2,365,282
支出合計 14,703,373

筑媛
心得

跟別人介紹自己的時候，驚覺已經在大平台7年。7年雖然長，但或許因為每年
都有新的挑戰，不管政治局勢的、專案的、自我的調整，不同的階段都一直有
新的學習與獲得。

2023年，跟同事一起從我們過去擅長的、每個人身上有的技能，規劃大平台的
未來，也設想著我們還可以為同志社群做什麼。努力了四年的同志共同收養通
過、與熱線共同推出同志友善職場指標、有越來越多公民加入 PrideWatch 彩虹
選民投票指南。這些小小的成果，都是繼續向前的動力。

2024，希望邀請更多人與大平台同行，跟我們一起站在台灣放眼國際，支持我
們讓倡議更專業，改變社會跟制度，讓同志的生活更自在。





歡迎加入 定期定額捐款，以實際行動支持我們
您的捐款可以幫助我們持續推動台灣的多元性別平權運動，為每個獨特動起來！

1  線上信用卡捐款

2  銀行 ATM 轉帳捐款
中國信託銀行  公館分行  （銀行代碼 822）
帳號    3475 4042 4799
戶名    社團法人台灣彩虹平權大平台協會

*轉帳捐款若需捐款收據
  請在轉帳後來電告知 (02) 2365-0791 林先生

3  電子發票愛心碼
在消費結帳時
口頭告知店家「我要捐發票！愛心碼  0524 」

524 是屬於大家的紀念日，一起記得這個數字
隨手捐發票，讓友善同志成為生活的日常

106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三段273號10樓A室
(捷運台電大樓站2號出口)
Tel_    (02) 2365-0791 週一至五 12:00~19:00
Email_   equallovetw@equallove.tw

Website_      equallove.tw
Facebook_   @equallovetw （彩虹平權大平台）
Instagram_   @equallove.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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