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婚５週年
同婚支持創新高，友善支持要共好!

彩虹平權大平台社會態度民調



執行日期：113年3月25日-27日
有效樣本：1,082人（市話758通，手機324通）

抽樣誤差：95%信心水準，抽樣誤差±2.98個百分點內

訪問地區：居住於全臺22縣市，且年滿18歲的一般民眾

調查方法：電話調查，市話分層比例隨機抽樣，
　　　　　手機依NCC公布之電信碼(前五碼)
　　　　　再加入尾五碼亂數隨機抽樣

加權方法：依內政部最新人口資料，針對性別、年齡、居
　　　　　住地區採用多重反覆加權(Raking)
委託單位：趨勢民調公司

調查設計



◆ 同婚相關政策支持大幅提升：
社會對同性婚姻、跨國同婚支持度較去年上升超過5個百分點，顯示同婚五週年後，制度的調整亦改變

社會對於政策的看法。

◆ 人工生殖修法：民意高度支持，修法刻不容緩
• 人工生殖議題上，支持單身女性進行人工生殖高達7成、女同志配偶透過人工生殖生養子女支持度由去年

55.4%上升至61.4%，顯示民意過半支持修法放寬單身女性及女同志配偶人工生殖；

• 男同志代孕的民意支持雖未過5成，但支持度亦較去年提升超過5％，應正面看待，將男同志納入未來代孕

修法討論。

◆ 社會接受度：促進社會理解、推動平等反歧視
對子女是同志的接受度在今年首度突破6成。社會對男男、女女接吻之接受度在過去三年亦未見提高。

未來政策應加強社會對同志的理解、推動反歧視法制，才能讓同志更為台灣社會接受。

◆ 同志參政：青年選票對同志參政接受度高達9成
對於民意代表/行政首長是同志的接受程度過去三年間無顯著變化；若與年齡變項交叉分析，可以發現18-39歲
民眾在民意代表是同志的接受程度高達90%、對行政首長是同志的接受度是88.6%。著眼於青年選票的未來

性，呼籲各政黨重視同志參政為民主社會帶來的多元代表性。

調查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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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性別的兩人跟一般夫妻一樣有結婚的權利」同性婚姻

同性婚姻
2024



「同性結婚不應該受到國籍的不同而有差別」跨國同婚

跨國同婚
2024



「相同性別的兩人結婚後，他們可以收養小孩」
共同收養

共同收養
2024



人工生殖
&代孕

女女
人工生殖

男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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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身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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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友善度
#同志親友　 #小孩是同志　#兩人親吻　#性平教育



有沒有熟識的親友是同志？

親友＝見到面會聊天、會關心彼此的生活的人

同志親友

有

沒有

是否有
同志親友



「在路上看到兩個陌生人親吻，你的感覺是？」(2021-2024)陌生人

接受

不接受



「我的小孩在學校學習認識及尊重同志相關課程」的接受度
我的小孩

性平教育
2024



「我的小孩是同志」的接受度我的小孩

同志子女
接納度
2024



2024出櫃接納度綜合比較
綜合比較



同志參政



同志參政

接受

不接受

當政治人物是同志 

選區的民意代表
（議員、立法委員)

選區的首長
（市長、縣長)



同志參政
青年世代支持度極高，接近九成
壯年世代，超過六成 (2024) 

民代

首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