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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法
•訪問主題：⼤平台同婚�6�週年調查�
•訪問⽇期：114�年�04�⽉�07�⽇�⾄�114�年�04�⽉�09�⽇�
•有效樣本：1,083⼈（市話�763�⼈，⼿機�320�⼈）�
•抽樣誤差：在�95%�的信⼼⽔準下，抽樣誤差在正負�2.98�個百分點之內。�
•訪問地區：居住於全臺�22�縣市，且年滿�18�歲的⼀般⺠眾。�
•調查⽅法：採⽤電話調查⽅式，市話以分層⽐例隨機抽樣進⾏，⼿機依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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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居住地、性別、年齡採⽤多重反覆加權（Raking）。



問卷題組

政策權益�
⽀持態度

未竟事宜�
⽀持態度

社會友善度 基本資料



調查撥號狀況

本次市話調查總計撥出�18,911�通電
話，其中有接通電話共�6,636�通；未
接通電話計�12,275�通。有接通電話
中，訪問成功的⽐例為�11.5%。

市話接觸狀況



調查撥號狀況

本次⼿機調查總計撥出�8,105�通電
話，其中有接通電話共�1,848�通；未
接通電話計�6,257�通。有接通電話
中，訪問成功的⽐例為�17.3%。

⼿機接觸狀況



加權前後樣本代表性檢定

•共計完成�1,083�份有效樣本。�
•加權後的樣本符合⺟體結構。�
•加權後因四捨五⼊呈現之故，
各題項⽐例加總可能與�
100.0%�有些微差距。



居住縣市

新北市(17.5%)占⽐最⾼，�
其次為臺中市(12.0%)�、�
⾼雄市(11.8%)等。�



性別

⼥性⾝份(51.2%)占⽐較⾼，�
男性⾝份(48.8%)占⽐較低。 男

49%
⼥
51%



年齡

40-49歲(19.5%)占⽐最⾼，�
其次為50-59歲(17.5%)�、�
60-69歲(16.7%)等。

0.00%

5.00%

10.00%

15.00%

20.00%

18-19歲 20-29歲 30-39歲 40-49歲 50-59歲 60-69歲 70歲及以上 拒答

0.1%

14.7%

16.7%
17.5%

19.5%

15.9%

13.7%

2.1%



教育程度

⼤學(34.9%)占⽐最⾼，�
其次為⾼中職(25.2%)�、�
專科(13.1%)等。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學及以下 國中、初中 ⾼中、⾼職 專科 ⼤學 碩⼠以上 拒答

0.4%

12.1%

34.9%

13.1%

25.2%

8.0%
6.4%



請問您有沒有熟識的親友是同志？
表態⾝邊有熟識親友是同志的⽐例⼤幅上升，為歷年最⾼，且較�2024�年增加�5�個百分點。

拒答
1.3%

有
43.2%

沒有
55.5%

2025

2024

2023

0% 25% 50% 75% 100%

0.8%

1.6%

1.3%

60.8%

60.2%

55.5%

38.4%

38.2%

43.2%

有 沒有 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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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權益�
⽀持態度



請問您⽀不⽀持「相同性別的兩⼈跟�
⼀般夫妻⼀樣有結婚的權利」這個說法？
傾向⽀持態度佔�54.3%，傾向不⽀持態度佔�36.3%�
⽀持度較�2024�年減少�2.2�個百分點，較�2023�年增加�4�個百分點

9.4%

20%

16.5%
37.0%

17.3%

⾮常⽀持 還算⽀持
不太⽀持 ⾮常不⽀持
無明確意⾒

2025

2024

2023

0% 25% 50% 75% 100%

9.6%

6.5%

9.4%

40.1%

36.9%

36.3%

50.3%

56.5%

54.3%

正向 負向 無明確意⾒



請問您同不同意「同性結婚不應該�
受到國籍的不同⽽有差別」這個說法？
傾向⽀持態度佔�62.9%，傾向不⽀持態度佔�27.6%�
同意度較�2024�年減少�1.4�個百分點，�較�2023�年成⻑了�3.8�個百分點

9.5%
12.6%

15.0%

42.0%

20.9%

⾮常同意 還算同意
不太同意 ⾮常不同意
無明確意⾒

2025

2024

2023

0% 25% 50% 75% 100%

10.7%

6.8%

9.5%

30.2%

28.9%

27.6%

59.1%

64.3%

62.9%

正向 負向 無明確意⾒



請問您贊不贊成「相同性別的兩⼈結婚後，�
他們可以收養⼩孩」？
傾向⽀持態度佔�65.7%，傾向不⽀持態度佔�30.7%�
贊成度較�2024�年減少�0.4�個百分點，不贊成度減少了�0.4�個百分點

3.5%
19.6%

11.2%

41.2%

24.6%

⾮常同意 還算同意
不太同意 ⾮常不同意
無明確意⾒

2025

2024

2023

0% 25% 50% 75% 100%

3.8%

2.8%

3.5%

30.8%

31.1%

30.7%

65.4%

66.1%

65.7%

正向 負向 無明確意⾒



未竟事宜�
⽀持態度



請問您贊不贊成「兩位⼥性結婚後，他們可以�
透過⼈⼯⽣殖的⽅式⽣育下⼀代」？��
傾向⽀持態度佔�57.7%，傾向不⽀持態度佔�37.5%�
贊成度較�2024�年減少�3.7�個百分點，不贊成度較�2024�年增加�2.1�個百分點�
贊成度較�2023�年增加�2.3�個百分點，不贊成度較�2023�年減少�3.1�個百分點�
無明確意⾒者較�2024�年增加�1.6�個百分點�

4.8%
20.7%

16.8%

39.1%

18.7%

⾮常同意 還算同意
不太同意 ⾮常不同意
無明確意⾒

2025

2024

2023

0% 25% 50% 75% 100%

4%

3.2%

4.8%

40.6%

35.4%

37.5%

55.4%

61.4%

57.7%

正向 負向 無明確意⾒



請問您贊不贊成「兩位男性結婚後，他們可以�
透過代孕者的協助⽣育下⼀代」？
傾向⽀持態度佔�43.1%，傾向不⽀持態度佔�52.7%�
贊成度較�2024�年減少�2.9�個百分點，不贊成度較�2024�增加�2.3�個百分點�
贊成度較�2023�年成⻑�1.4�個百分點，不贊成度較�2023�年減少�1.2�個百分點�
無明確意⾒者較�2024�年增加�0.6�個百分點�

4.2%

29.5%

23.1%

29.8%

13.3%

⾮常同意 還算同意
不太同意 ⾮常不同意
無明確意⾒

2025

2024

2023

0% 25% 50% 75% 100%

4.4%

3.6%

4.2%

53.9%

50.4%

52.7%

41.7%

46%

43.1%

正向 負向 無明確意⾒



社會友善度



「在路上看到⼀對男⼥�
親吻」，您的接受度是？�

3.6%

7.0%
9.1%

50.9%

29.4%

「在路上看到兩個男⽣�
親吻」，您的接受度是？�

「在路上看到兩個⼥⽣�
親吻」，您的接受度是？�

2.1%

31.6%

17.3%
35.5%

13.5%

⾮常能接受 還算接受 有點難接受 無法接受 無明確意⾒

2.4%

23.2%

15.8%

43.4%

15.2%

傾向⽀持態度佔�80.4%�
傾向不⽀持態度佔�16.1%�

傾向⽀持態度佔�49.0%�
傾向不⽀持態度佔�48.8%�

傾向⽀持態度佔�58.6%�
傾向不⽀持態度佔�39.0%�



社會友善度三年⽐較

80.4%�⺠眾可接受�
「在路上看到⼀對男⼥親吻」，�
接受度較�2024�年增加�1.8�個百分點。

2025

2024

2023 3.2%

2.3%

3.6%

17.4%
19.1%
16.1%

79.3%
78.6%
80.3%

2025

2024

2023 2.9%

1.5%

2.1%

47.8%
48.7%
48.8%

49.3%
49.8%
49%

2025

2024

2023 3%

1.7%

2.4%

38%
39.6%
39%

59%
58.7%
58.6%

正向 負向 無明確意⾒

58.6%�⺠眾可接受�
「在路上看到兩個⼥⽣親吻」，�
接受度較�2024�年減少�0.1�個百分點。

49.0%�⺠眾可接受�
「在路上看到兩個男⽣親吻」，�
接受度較�2024�年減少�0.8�個百分點。



「得知我的⼩孩在學校學習認識及�
尊重同志相關課程」，您的接受度是？
傾向⽀持態度佔�74.1%，傾向不⽀持態度佔�22.7%��
接受度三年間皆有增加，不接受度也都有減少�
接受度相較�2023�年增加了�3�個百分點，不接受度減少了�2.9�個百分點

3.2%
15.3%

7.4%

43.2%

30.9%

⾮常能接受 尚可接受
有點難接受 無法接受
無明確意⾒

2025

2024

2023

0% 25% 50% 75% 100%

3.3%

3%

3.2%

25.6%

23.3%

22.7%

71.1%

73.7%

74.1%

正向 負向 無明確意⾒



「得知我的同學�/�同事中有⼈是同志」，�
您的接受度是？
傾向⽀持態度佔�77.2%，傾向不⽀持態度佔�20.0%�
接受度較�2024�年減少�0.4�個百分點，不接受度減少�0.2�個百分點�
接受度較�2023�年增加�2.6�個百分點，不接受度減少�2.3�個百分點�

2.8%
11.9%

8.1%

46.3%

30.9%

⾮常能接受 尚可接受
有點難接受 無法接受
無明確意⾒

2025

2024

2023

0% 25% 50% 75% 100%

3.1%

2.2%

2.8%

22.3%

20.2%

20%

74.6%

77.6%

77.2%

正向 負向 無明確意⾒



「得知我的⽼師�/�上司是同志」，�
您的接受度是？
傾向⽀持態度佔�71.5%，傾向不⽀持態度佔�25.5%�

3.0%
15.4%

9.8%

45.8%

25.9%

⾮常能接受 尚可接受
有點難接受 無法接受
無明確意⾒

2025

2024

2023

0% 25% 50% 75% 100%

3.3%

2.1%

3%

26%

26.1%

25.5%

70.7%

71.8%

71.5%

正向 負向 無明確意⾒



「得知我的⼩孩是同志」，�
您的接受度是？
傾向⽀持態度佔�58.8%，傾向不⽀持態度佔�37.6%�
接受度較�2024�年減少�1.8�個百分點，不接受度增加�0.2�個百分點�
接受度較�2023�年增加�2.2�個百分點，不接受度減少�1.5�個百分點

3.6%
25.3%

12.3%

41.1%

17.7%

⾮常能接受 尚可接受
有點難接受 無法接受
無明確意⾒

2025

2024

2023

0% 25% 50% 75% 100%

4.2%

2%

3.6%

39.1%

37.4%

37.6%

56.6%

60.6%

58.8%

正向 負向 無明確意⾒



「得知我選區的⺠意代表是同志（縣市議員�
或⽴法委員）」，您的接受度是？
傾向⽀持態度佔�68.8%，傾向不⽀持態度佔�27.6%��
⽀持度較�2024�年增加�2�個百分點，不⽀持度減少�3.4�個百分點

3.6%
19.2%

8.4%

42.0%

26.8%

⾮常能接受 尚可接受
有點難接受 無法接受
無明確意⾒

2025

2024

2023

0% 25% 50% 75% 100%

3.4%

2.2%

3.6%

29.5%

31%

27.6%

67.1%

66.8%

68.8%

正向 負向 無明確意⾒



「得知我選區的⾏政⾸⻑是同志（縣市⻑或�
總統）」，您的接受度是？
傾向⽀持態度佔�61.6%，傾向不⽀持態度佔�35.4%�

3.0%
24.5%

10.8%

37.5%

24.1%

⾮常能接受 尚可接受
有點難接受 無法接受
無明確意⾒

2025

2024

2023

0% 25% 50% 75% 100%

2.5%

2%

3%

35.2%

35.5%

35.4%

62.2%

62.5%

61.6%

正向 負向 無明確意⾒



關係⼈友善度⽐較

3.6%

3%

3.6%

3%

3.2%

2.8%

37.6%

35.4%

27.6%

25.5%

22.7%

20%

58.8%

61.6%

68.8%

71.5%

74.1%

77.2%

正向 負向 無明確意⾒

可接受⽐例接近�60%�
「得知我選區的⾏政⾸⻑是同志」(61.6%)�
「得知我的⼩孩是同志」(58.8%)

可接受⽐例超過、接近�70%�

「得知我的同事/同學有⼈是同志」(77.2%)�
「得知我的⼩孩在學校學習認識及尊重同志 ��
 相關課程」(74.1%)�
「得知我的⽼師/上司是同志」(71.5%)�
「得知我選區的⺠意代表是同志」(68.8%)

我的同事�/�同學有⼈是同志�

我的⼩孩在學校學習認識及尊重同志相關課程�

我的⽼師�/�上司是同志�

我選區的⺠意代表是同志�

我選區的⾏政⾸⻑是同志�

我的⼩孩是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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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政策要推進�
社會共好才能⾏



1. 社會友善度降低，平權教育與⽀持性資源應持續提升�
2. 政府對⼈⼯⽣殖法案態度曖昧，將導致⺠眾混亂，呼籲儘速
送出⼈⼯⽣殖法草案�

3. 同志⺠意代表參政接受度提升，⿎勵更多⼈為多元族群發聲



社會友善度降低，平權教育與⽀持性資源應持續提升�
在多項政策⽀持度於誤差值內低幅度下降之際，性平教育⽀持度穩定提升，顯⽰性平
教育的資源應持續投⼊。⾯對整體社會友善度下降，平權價值隨時可能不進則退，因
此，呼籲政府持續推動反歧視法，並增加相應的法⽀持性資源！

1



政府對⼈⼯⽣殖法案態度曖昧，將導致⺠眾混亂，�
呼籲儘速送出⼈⼯⽣殖法草案�
⼈⼯⽣殖在無論男男∕⼥⼥的贊成度皆較�2023�年成⻑，但相較�2024�年皆有減少，無
明確意⾒的⽐例也增加，⺠調數字停滯顯⽰過去⼀年⺠眾對政策愈來愈沒想法，相較
於過往政府擔任引領⺠眾、突破困境的⾓⾊，政府的反覆意⾒，並不利於社會溝通與
討論、法律權益改善。呼籲衛福部應儘速送出⼈⼯⽣殖法草案，並促進社會討論！

2



同志⺠意代表參政接受度提升，⿎勵更多⼈為�
多元族群發聲�
⽀持度較�2024�年僅增加�2�個百分點，不接受度顯著減少�3.4�個百分點，⺠眾對於⺠意
代表是同志的接受度持續上升，應⿎勵更多多元性別⺠意代表參政，增加政治場域對
多元性別議題的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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