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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平台小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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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大平台的組織宗旨。

「為每個獨特動起來！」這是今年我們從過去三年
的工作所凝聚出，屬於大平台的核心理念與價值。
大平台正式立案走過三個年頭，從過去的婚權運動
到現在的倡議工作，我們的努力與行動，是希望讓
每個獨特，共同組成多元而美麗的台灣！

來回顧這些關鍵時刻，與你一起完成的重要大事！

2016
提出民法修正草案，展現 25 萬公民力量

2021
受疫情影響，首次舉辦線上同婚兩週年紀念活動 
《彩虹來照路，做伙鬥鬧熱》

2022
從政治倡議、職場友善、國際合作，到更深入你我
的日常，舉辦第一屆 Q POWER Festival，以更多元
的方式推進更好的台灣。

2019
公投後積極倡議平權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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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台灣首例「法庭之友意見書」，北高同志生命故事展

2020
大平台正式更名立案「彩虹平權大平台」，從多元
層面為彩虹好日持續努力

2018
反同方發起公投，號召萬名志工以「兩好三壞」上街

「彩虹平權大平台」前身為「婚姻平權大平台」，
由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台灣同志家庭權益促進
會、婦女新知基金會、台灣同志人權法案遊說聯
盟、GagaOOLala 同志影音平台，五個同志與性別
組織在 2016 年 11 月組成，是當時推動婚姻平權法
案的跨團體平台。

2019 年 5 月 24 日台灣同性婚姻合法上路，婚姻平
權的推動完成階段性任務。婚姻平權大平台逐步進
行組織變更，於 2020 年 5 月正式立案並更名為「
社團法人台灣彩虹平權大平台協會」。

彩虹平權大平台以推動「制度上的改變」為目標。
我們持續專注於法案與政治倡議、社會溝通和教
育、國際參與及合作等行動，為同志社群爭取平
權，並擴大整體社會對同志的理解、認同並支持，
讓下一個世代能夠更自在，讓台灣成為每個獨特都
能多元共好的國家。

想讓你的生活來點 Q POWER 嗎？讓倡議無論是透
過隨身別著的徽章、戴著的方巾，還是要讓改變氣
氛的精油噴霧或 Qandle 蠟燭，
都可以讓 Q 力在你的生活中處處
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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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台第一組同志無血緣收養家
庭》 登記記者會
全台第一組同志無血緣收養家庭誕生！
但只是個案，同志結婚後還是不能一起
收養無血緣小孩！

台北市性別友善議員聚會
聚會畫重點：

 + 深化彩虹經濟與串連友善店家
 + 擴大舉辦各區同志聯誼活動
 + 行政表單全面檢視與修正
 + 性別友善培訓列入幼托機構評鑑

《跨越血緣的愛》 同志共同收養
政策座談會
由勵馨的夥伴、學者、律師以及收養的
同志家庭，分享一路以來的經驗與研
究。

英國西敏寺民主基金會—立法
效果影響評估方法分享會 WFD 
Post-Legislation Scrutiny
與英國西敏寺民主基金會合作，舉行兩
場「同婚過後，LGBT+過得好嗎？」焦點
座談，追蹤同志社群於《釋字七四八施
行法》施行後，生活狀態與感受上的實
際變遷，並針對同婚未竟之事進行社群
態度探勘。

桃園市性別友善相關政策座談會
座談會畫重點：
「友善議員」、「性別團體」、「市府
局處 」共同參與。

 + 1 個增加：性別友善相關摺頁內容與放
置處所

 + 2 個檢視：幼托機構培訓課程是否符合
性別平等內容、行政表格是否符合行政
院於同婚後的表格指引

 + 4 個爭取： 家庭與兒少委外單位的契
約書納入性平培訓、性平培訓列入幼托
機構的評鑑指標、延長生育津貼請領期
限、增設性平友善空間和獨立親子廁所
與男廁尿布台

同志無血緣共同收養
立法院司法法制委員會初審通過

《從孩子權益出發》 同性家庭收
養權益公聽會
林昶佐委員聯合六位委員共同舉辦，法
務部現場給了五月底將提出修法整體評
估報告的承諾。

高雄市性別友善議員聚會
聚會畫重點：

 + 帶起彩虹經濟的駁二彩虹地景 
 + 發放給民眾「認識同志、認識同志家
庭」文宣 

 + 市府官網增設「同志專區」 
 + 跨局處會議 

新北市性別友善議員聚會
聚會畫重點： 

 + 分層級府內公務人員教育訓練 
 + 兒童、家庭委外業務納入性平課程 
 + 生育獎勵金發放 
 + 新北市彩虹地景建置 
 + 跨性別學生校園處境改善 
 + 數位性暴力被害者服務資源提供 
 + 性平教育培訓列入幼托機構的評鑑指標 
 + 性別友善摺頁製作及放置

性別團體線上共識會
和各地團體合作第四年，共識會中我們
建立議題追蹤機制、檢視性別相關地方
政策以及討論 2022 年九合一選舉觀選。

1.13 •

2.25 • 5.7 •3.22 •

3.4 •

5.12 •

4.1 •

4.29 •

5.13 •

1.24 •

2022 
有你一起的
大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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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 •《同婚三週年，友善速速前！》 同婚
三週年民調發布記者會
支持「同志配偶共同收養無血緣小孩」的
比例來到 67.4%，較 2022 年成長 8%！

苗栗縣性別友善議員聚會
聚會畫重點：

 + 兒童、家庭等市府委外業務，納入性
平課程 

 + 幼托機構評鑑指標及幼托人員在職訓練
納入性平課程 

 + 志工入校調查與追蹤 
 + 性別友善空間與尿布台設置 
 + 「認識同志與多元家庭」摺頁的使用 

《PrideWatch 2.0 彩虹選民投票
指南全新上線！》 記者會
透過性平議題意向調查問卷邀請候選人積
極表態，推出「#彩虹選民投票指南」。

《今天你為什麼而上路》  AIDS 
LIFE CYCLE 愛滋騎行分享會
歷時七天六夜從舊金山騎自行車到洛杉
磯，共 877 公里將近 3000 人一起完成的
愛滋騎行。

新竹市性別友善議員聚會
座談會畫重點：

 + 彩虹地景設置
 + 性平友善空間規劃
 + 性平相關在地活動

新竹縣性別友善議員聚會
座談會畫重點：

 + 托育人員的性平教育培訓列入幼托機構
評鑑指標 

 + 縣市政府委外業務納入性平友善相關考
量，如性平課程與空間規劃

行政院委託「我國多元性別者生
活調查」研究案，執行台灣首度
LGBTI+ 生活態樣線上調查
行政院希望能更加了解多元性別人口概
況及生活實況，制定符合實際需求的法
律、政策措施。共收集 13,118 份有效問
卷結果，將公布於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官
方網站。

《讓憲法保障我們的家！》 記者會
首案同志收養家庭聲請釋憲，希望大法
官能正視這個與憲法上家庭權、子女最
佳利益保護相關的障礙。

《采彡虫工博物館》 大專院校生
營隊
透過 Gather 線上會議平台，用三天的時
間和大專院校生們交流怎麼「從校園到
社會推動平權運動」。

基隆市性別友善議員聚會
聚會畫重點：

 + 基隆城市博覽會性別友善空間與展覽
內容

 + 性平相關資訊的整合及呈現，包括性
平友善摺頁的設計發放、性平專區的
資訊等

 + 兒童與家庭市府委外業務應納入性平
課程 

 + 基隆市婦女生育獎勵金調整讓同志家庭
也可以請領 

 + 市府公務人員性別平等相關培訓 

6.24 • 9.26 •8.6 •

6.30 •

7.4 •

10.1 •

8.12 •

8.26 •

28 

11.30

6.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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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 ILGA ASIA 2022 亞太同志
組織年會
透過國際交流來了解不同國家推動平權
的經驗，並建立亞太區域間同志組織的
合作。

社會態度調查 ─ 三年追蹤報告發
表上線
綜合同婚三年後的研究報告，了解婚姻
平權如何影響台灣社會。

11.27 •

12.16 •

12.4

同婚通過 3 年，大平台希望建構一個平台 —— Q POWER ，鼓勵創作者、發行商、
企業對社會持續傳遞多元、正確、具影響力的同志故事。

因此，第一屆 Q POWER Festival 在 5月20日、21日，透過頒獎典禮及市集體驗的
方式呈現，在線上更發揮滿滿的影響力。 

 + 超過 30 家媒體報導 
 + 活動前後各界 KOL 透過社群媒體共同參與 
 + 活動前後超過 1.7 萬人透過 FB 機器人參與互動
 + 當天超過 100 位 KOL 參與頒獎典禮 
 + 當天超過 10 萬的雲端搖滾區觀看人次 
 + 兩天市集體驗超過 1 萬人參與 

活動前以「社群名人、時尚品味、產業創新、國際聲援、企業響應」跨界合作的方
式，讓 Q POWER 散佈在你我日常中： 

 +  社群名人： 百萬 YouTuber 限定 Feat.Ｘ聯手百大 PODCASTER 啟動自覺  
 + 時尚品味：國際知名設計師 Dleet 李倍聯名漣漪方巾、百貨獨家 Breeze 微風限
定體驗櫃位、13 家國內知名酒吧連線 

 + 產業創新：與文化內容策進院、臺北流行音樂中心合作 
 + 國際聲援：超過 7 位國際巨星、工作者跨海聲援 
 + 企業響應：超過 15 家企業合作支持響應 Q POWER 

Q POWER Festival 頒獎典禮暨市集

FB 機器人 QP0521 號闖關活動上線

Q POWER Festival 記者會

Q POWER Festival 酒吧連線開跑

Q POWER Festival 國際論壇

4.7 •

4.20 •

4.21 •

5.11 •

5.20 •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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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大平台工作
成果重點

平權立法

政治倡議 社會教育

研究調査

國際合作

數位溝通

全國第一組無血緣收養同志家庭登記
1月陪同全國第一組同志收養家庭於信義戶政事務
所登記。大平台協助的另外一案收養家庭，法官
於第二審時裁定暫停審判，向憲法法庭聲請大法
官釋憲。

收養法案通過委員會初審
同婚三週年之際，立法院司法法制委員會排審同
婚專法收養相關條文，民間版草案順利通過委員
會初審，待後續黨團協商及二三讀。

家暴法修法前，社福資源先到位
透過委員提案及質詢，衛福部允諾：在立法院修
法，將保障範圍實質擴及同性配偶姻親之前，會
對相關個案先提供社福資源。

地方議會串連 平權巡迴演講
走遍各縣市政府、警政、教師、校園等

平權巡迴演講
 + 完成 WFD Post-Legislation Scrutiny 立法效果影
響評估研究

 + 同婚三週年社會態度調查電話民調
 + 行政院委託「我國多元性別者生活調查」研究案

平權巡迴演講
 + 參與睽違三年的 ILGA-World 與 ILGA-Asia 國際研
討會：於五月與十一月分享參與兩場國際會議，
並分享台灣平權工作

 + 合辦並參與 2022 年亞洲彩虹騎行活動，在活動
上分享平台在地與國際推動平權的工作

Facebook 與 Instagram
更新平權大小事、國際時事與議題最新進度

Podcast
姐們在 2022 年共更新 40 集節目

YouTube
發布 152 支影片，從政治、職場、出櫃到大平台大小事

電子報
整合重要大小事，超過 20％ 的開信率，將平權重要大事

舉辦全國 8 縣市友善議員聚會
 33 場實體與線上演講，影響超過 1,000 人 發布超過 600 篇貼文，製作 14 個懶人包

用聲音陪伴154,472人次

影響超過 100,000人次

傳遞給超過 600,000人次

串連 18 位各縣市性平會委員與婦權會委員

串連 62 位友善議員，35 個友善團體

共同推動超過 10 項地方友善市政

友善性平委員串連

PrideWatch 友善觀選網站

發展跨縣市委員交流平台，協助彼此在不同縣市
推動性平政策。

選前突破 13 萬瀏覽次數，共計 245 位友善
候選人透過問卷表態支持性別議題

並有 103 位各級民選公職順利當選

參與中央與地方政府的性平業務諮詢會議
大平台成員分別參與臺北市政府與高雄市政府同志
業務聯繫會報各三場，提供市府多元性別友善之政
策建議。

呂欣潔為行政院性平委員，共開 25 次會議

林均諺參與台南市性別暨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開會共 4 次

鄧筑媛為台北市性平會及觀傳局性平委員共開會共 14 次

線上義賣網店
透過義賣商品推廣「友善消費」概念，讓每次消費
都能在日常落實平權。

線下市集擺攤
走訪全國 5 個縣市，參與 18 場實體市集活動，透過
對話讓民眾與議題產生連結。

職場平等方案 

辦理企業小聚 3 場，超過 200 位企業夥伴出席 

企業多元共融培訓工作坊 31 場 

（與同志諮詢熱線合作）

影響超過 120,000 追蹤者

 + 受邀於美國最大同志組織 Human Rights 
Campaign 中的亞太驕傲高峰會上分享台灣經
驗，超過兩百位國際線上參與者

 + ILGA-Asia 東亞區理事工作：組織管理與研討會辦
理會議共 14 次

 + 前執行長欣潔受 CNN 邀約在台灣民主紀錄片中分
享台灣推動同婚的過程

 + 執行長筑媛獲外交部補助，於 2022 年 9-10 月
赴紐約，在具有聯合國諮詢地位的 Outright 
International 進行海外 iNGO 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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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路，謝謝有彼此一起

苗博雅 LHH

Hua

Duno

瑋

子乂

Jay

UG

田穎穎

Maria Sjödin 

台北市議員
台北的早餐店小老闆

彰化的老師

新北的高中教師

外商工程師

文字工作者

台北的新加坡商金融科技 
Data Scientist

@UGISHOT

台灣百健 
總經理

Outright International
Executive Director

同婚專法通過之後，外界總是普遍認為性別平等運動已經取得最重要的成果。
但事實上，婚姻平權只是性平運動的其中一部分，還有許多重要議題需要社會的關
注。包括校園性平教育，讓各有特色的孩子們都能平安快樂健康成長；職場性別友善，
讓不分性別的勞工可以免於恐懼發揮自己的才能；性暴力防治，讓線下和線上的世界更安
全，這些都是我們必須持續推進的理想。過往許多政治人物對性平議題感到陌生，幸好有
大平台的倡議推廣，政壇關心性別平權的代議士越來越多。大平台是我們推動性平議題最
堅定的夥伴！謝謝大平台持續不斷的努力，讓認同性平理念的政治工作者感到溫暖不孤

單。未來要一起加油喔～

The progress on LGTI+ rights in Taiwan is inspiring for many in the 
region and beyond. It is valuable to see Taiwan Equality Campaign in in-

ternational spaces sharing lessons learned from the work in Taiwan. When 
we work together in the global movement, we can accelerate the pace of 
change and push back against those that try to stop us from getting our 
rights recognized. 

台灣 LGBTI+ 權利的進展，鼓舞了亞洲區域內外的許多人。彩虹平權大平台在
國際場合上分享在台灣推動婚權運動的經驗傳承，這是很重要的。當我們一
起為了全球同志運動努力，我們就能加快改變的腳步，並且抵擋那些試圖阻

止我們得到應有權利的人。

在這個年代，DE&I 是一個大家都在說，卻是常常不清楚的流行用語。一個企業
要真正建立自己的 DE&I 文化旅程，需要一些好夥伴的陪伴，而大平台就是這樣的夥

伴。從「無意識偏見」到「生殖權益」，大平台提供台灣百健更多元的觀點，讓我們自
我檢視、溝通，甚至改變。謝謝大平台的陪伴，期待未來的精彩。

大家很常問，婚姻平權過了之後，性別運動還要爭取什麼？其實台灣這塊土地上還
有很多需要大家關注的議題，比如說同志伴侶收養權、社會上各層級的性平教育、
職場同志友善環境等等，這都是彩虹平權大平台一直致力推動的計畫。除了透過行
動，也在社群上分享全球各地的人權新聞，為得都是從裡到外創造一個更重視性平
的環境，讓每一個獨一無二的靈魂都能安放長大。期待彩虹平權大平台繼續能量
滿滿，陪伴台灣走向更多元包容的美好社會。

是永遠撐住彩虹的大平台！

來自大平台的每月定期定額贊助者、Facebook、Instagram 或是電子報訂閱者的迴響

一個媽媽 感謝用心推動各項友善法案

台北的林小姐
大平台很用心在推廣 LGBTI+ 相關議題，每次看完電子報後，

總能更知道近期發生什麼、做了什麼。

我是老師，想從教育的最開始，讓我們的孩子知道愛沒有分你我、愛也沒有對錯 ❤️

堅持做對的事，希望大家能支持大平台

謝謝你們為平權這塊努力，很開心我有幸搭上這班改革列車，
也幸運的在 2021 跟伴侶登記結婚

大平台是台灣推動性平最堅定溫柔的力量之一

大平台讓我實際感受到有人如此在乎我們 (LGBT)

謝謝大家的溫暖回饋，期待在平權的路上，我們繼續一起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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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GA 在幹嘛？—— 聯合國倡議
實習分享
執行長筑媛於 2022 年底，前往美國平權
組織 OutRight 實習兩個月的心得分享

全國性平友善議員大會師

NGOCSW parallel event  
@美國紐約

台灣同婚施行 4 週年 
524 也是大平台捐款愛心碼！

台英同志參政交流會 澳洲 Equality Australia 實習分享
公眾對話與關係經營專案經理忠毅在2023
年初，前往澳洲平權組織Equality Australia 
實習兩個月

美力彩虹健美健體賽——春季盃
與美麗彩虹多元性別運動協會合辦 PrideWatch 彩虹選民投票指南

正副總統暨立委候選人名單上線

第 21 屆臺灣同志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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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不再恐同、恐跨、恐雙日
同婚通過 4 週年

後同婚時代的現在與未來 
——同婚過後 4 週年

同婚 4 週年民調記者會

Sydney Gay & Lesbian Mardi Gras 
Parade @澳洲雪梨 
雪梨同志大遊行

第一屆世界華語同志論壇  
台灣經驗分享 @澳洲雪梨

Human Rights Conference 世界人權會議 
@澳洲雪梨

The challenges & opportunities 
of LGBTQ+ movement in Taiwan
同婚之後忙什麼！？ 
台灣同志運動的現況與未來 
 @澳洲雪梨

Australia Taiwan LGBTIQ+ 
Seminar @澳洲坎培拉

WorldPride Sydney @澳洲雪梨

2.4 •

2.13 •

3.7 • 5.24 •

3.24 • 6.28 •

4.15 •

10.13 •

10.28 •

10.28 •

12.10 •

5.17 •

5.20 •

5.19 •

2.25 •

2.27 •

3.1-3 •

3.2 •

3.4 •

3.5 •

2023 
重點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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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每個獨特
動起來

2023 年，我們以「為每個獨特動起來」為目標，誠摯地邀請
你加入——「立法」、「地方」、「國際」、「職場」四項方
案，成為方案認養人，與我們一同創造多元共好的台灣！

從地方動起來｜推動家郷友善資源政策
同婚專法通過了，但你的家鄉是友善的嗎？

 + 公務人員因缺乏性平意識，而刁難同志或出現歧
視言行。

 + 有性別歧視與偏見的老師及入校志工，給予學生
錯誤觀念。

 + 同志家長生育小孩不能申請生育獎勵補助，且填
寫行政單位及校園資料欄位時困難重重。

從地方到中央，多面向的改善制度！

2019 年至今，大平台持續串連各縣市性平友善議員
與在地性平團體，並和各地性平委員合作，讓以上
這些問題一一被解決，更依據各縣市擬定不同的方
式與策略推動性別友善，且將縣市政府層級無法解
決的議題，帶回中央與友善立委共同改善。

往中央動起來｜完善同婚專法未竟之事
同志可以結婚了，但同志的權益都受到保障了嗎？

 + 同志配偶與單身女性都不能合法使用台灣的人工
生殖技術。

 + 部分國家的人需要明確的行政配套才能在台灣結
婚。

大平台每年持續進行全國民調及研究、協助個案訴
訟，持續前往立法院拜會立委，研擬並推動同志相
關權益法案，例如同志的生養權益、反歧視的政策
等，制定更具體的策略，搭起民意代表與民眾更有
效的對話，也堅守平權不被保守勢力反撲而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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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職場動起來｜帶動企業内部的彩虹力出國際動起來｜與國際公民社會零距離
同婚讓世界看見台灣，持續行動撐出台灣外交空
間！

 + 分享台灣經驗：以性別議題進行人權外交，讓世
界看見台灣。

 + 國際串連及對話：透過國際交流活動，與外國工
作者串聯，讓台灣的性平倡議在國際發生影響
力。

 + 換個視角看台灣：透過交流跟刺激，找到新的倡
議方法或方向，突破可能存在的盲點。

從國內走向國際，讓平權對話不間斷！

台灣在同婚的議題上成為亞洲第一，國際社會開始
更認識台灣。而大平台也透過這個機會進行「人權
外交」，參與各種國際交流。國際工作不只是要讓
世界看見台灣，更是希望藉由經驗分享來擴大台灣
對外的影響力，同時也吸取各國的經驗當作借鏡，
讓倡議更多元、與國際接軌。

你工作的環境，對同志都沒有歧視了嗎？

 + 不確定同事、主管是否友善，因此不敢請婚假。
 + 害怕自己的同志身份影響到未來的職涯與升遷，
只能繼續隱藏身分。

 + 同事、主管常有無意識偏見，甚至會開歧視性的
玩笑。

打造友善職場，讓出櫃不再是選項！

大平台積極與企業、店家合作，舉辦講座與工作
坊、和熱線共同研發同志友善職場指標、發展DE&I
職場多元共融計畫。藉由改善企業文化與制度，創
造讓同志社群自在工作的場域，同時透過企業的影
響力，讓社會友善度提升，使平權延續。

支持大平台，讓台灣持續穩定地往更多元共好的方向前進，2023 年需要 400 人支持。

有你，才有更好的台灣！一起成為大平台「立法」、「地方」、「國際」、「職場」四項方案的
認養人。法案的推動以及和大眾的對話溝通不是短時間就可以完成的任務，更友善的日常需要穩
定的支持才有辦法守護法案、推動更好的台灣。

2023 年，誠摯地邀請你成為方案認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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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的話
彩虹色的 2023
先感謝前執行長欣潔前進國際平權組織 Outright International，並能
透過資深顧問的方式給大平台繼續帶來國際的養分。也恭喜筑媛接任
執行長，倫倫（均諺）接任副執行長，兩人的經驗和歷練能為大平台
帶來不同的氣象，非常期待！

有時候我會笑說自己比較像是「花瓶」理事長，事實上大平台的秘書
處一直都有非常高的效率和執行能力，在性別的第一線，我們絕對不
會缺席。秘書處新幹部上任，理監事也要加把勁，出人出錢出力，邀
請更多朋友一起來關注還沒有解決的性別議題。

2023 年的大平台活動依舊精采，會在我們擅長的國際、法律和政治倡
議領域繼續守護性少數的權利，我們相信，這一年台灣的彩虹會更加
閃耀動人。Let’s Be Fabul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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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傑

Ciwang・Teyra 李美儀

蘇珊

杜思誠

陳盈蓁

彭治鏐

黎璿萍

陳乃嘉

李政翰

林志杰

林實芳

現職

德國之聲 台北辦事處主任

維虹法律事務所 律師

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副教授

台灣人工智慧實驗室 AI 藝術總監

社團法人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 秘書長

開合跳工作室 主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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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敏寺民主基金會 台灣專案召集人

數位溝通暨公關經理

杰德創意影音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執行長

維虹法律事務所 律師

鄧筑媛
執行長

六年前開始大平台的工作不是一個預期中的決定，但今年接下執行長的工作，則
是在深思熟慮、跟同事、朋友、家人討論之後，對於自己跟組織的一份許諾。

“Taiwan Equality Campaign” 是大平台的正式英文名字，在 2022 年越來越多的
國際交流場合中，我喜歡用這樣的方式來介紹我們自己：你好，我們是一個來自
台灣，為了爭取平等進行各種「倡議行動」的一個團隊。

為了改變長久以來看不見同志的國家法制，我們持續拜會立委、在地方串連友善
議員及性平團體，倡議對同志更友善的修法及政策；為了讓同志社群在政治領域
有足夠的代表性、更被看見，我們做同志參政培訓的倡議；為了在民主過程中帶
入跟性別有關的多元視角，我們做 PrideWatch 的彩虹公民觀選倡議。而在「友善
政治」的倡議工作之外，我們透過 Q POWER 跟大眾文化串連，討論流行影視音作
品怎麼改變社會；同時我們也藉著與其他同志團體還有企業夥伴的串連，倡議職
場平等，希望同志在工作的領域也能感覺自在。

倡議需要創新，需要與時俱進，但也需要一步一腳印，慢慢累積、延續。過去六
年，我們有幸可以跟所有人一起見證歷史的時刻，也在許多夥伴的支持下，一起
開創各種可能。未來，我們也想邀請每一個，跟我們一樣相信台灣公民社會能量
的夥伴，與我們一起沿著這些年來的腳步，繼續向前，平台也會因此，能夠用更
明確的方法、更穩健的組織結構，讓改變一點一滴的確實發生。

工作人員 
想跟你說

林均諺
副執行長

如果說改變世界運行軌跡的一年是 2020，那改變我的一年就是 2022。

在大平台觸及不到的角落，有些人可能透過一首歌、一齣電視劇、一部電影，
同樣開啟了對同志社群的理解。因此 2022 年我們嘗試舉辦第一屆 Q POWER 
Festival，鼓勵那些融入多元性別生命經驗的影視音作品及創作者。結束Q POWER 
Festival 隔天，我也至洛杉磯展開和美國在地組織為期一個月的交流。當時的我，
總覺得平台一個小組織的工作，要怎麼跟當地的大組織進行交流？可是後來發
現，即便平台的規模不大、資源有限，我們也在這樣的狀態下，開展很多了不起
的工作。像是全國友善議員串連、推動同婚及未竟之事的群眾對話技巧及政治遊
說策略、和企業建立穩定合作的多元共融職場專案、每年持續追蹤同婚後社會態
度的研究調查等。因為有這些工作項目，才能讓我們持續跨領域的倡議，並不斷
的透過各種方法改善同志社群在不同領域的處境。這個寶貴的交流經驗，除了讓
我找回並更堅定做同志運動的信念，也帶著我踏上做國際交流的旅程。

「為每一個獨特動起來，進而創造改變」是帶領大平台每一位夥伴向前的信念，
不論遭遇任何困難，我們不曾停止步伐，然而也需要認同大平台理念與工作的每
一位夥伴繼續支持我們。新的一年，大平台將繼續深化打造友善政治、推動職場
平等、串連國際合作的工作，請繼續和我們一起創造改變，讓台灣這片土地往多
元共好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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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i YJ Chen
設計

2022 是疫情下的第三年，整個世界漸漸學習了與病毒共存，也找到了新的步調。
大平台舉辦了實體活動 Q POWER Festival ，從起跑系列活動、週邊小物、頒獎典
禮到市集都是全新的嘗試，也試圖把影響力打進非同溫層，讓更多人能注意到性
別平權的議題。從 2016 年底到 2022 年，大平台進化了很多，從核心價值、倡議
方法、社群經營到視覺設計風格，都在往更創新的方向移動。我們也希望將性別
平權以更簡單更白話文的方式傳遞出去，以更精煉的視覺語言突破同溫層。除了
與一般大眾對話，今年也著重在職場平等的議題，與更多企業合作，攜手打造能
讓更多人感覺舒服的職場環境，更適合每個人生存的社會。

同婚通過三年後，越來越多影視及音樂作品把同志題材考慮進來，也有越來越多
企業願意注意多元性別議題。於此同時，因為性別氣質不同於主流而被師長或同
學排擠的情況依然頻傳，而大部分的事情無法躍上新聞版面，直接被低調處理。
希望你也能成為我們的戰友，一起為性別平權努力，無論是捐發票、一起為尊重
多元性別而倡議、或是捐款支持大平台做更多社會教育、政治參與、地方串連，
都能讓我們消除因性/別產生的各種不平等，讓友善同志成為生活的日常。一起努
力，打造更平權的 2023！

陳玉珂
公眾對話與 
募款專案經理

2022 年結束了，而我也在大平台工作四年了，從沒想過會一轉眼就四年過去。

原本我是公投時期的即戰力，帶領志工一同進行街頭溝通，公投結束後我的任務
也結束，然而大平台考量同婚專法通過後需要確保在地方上的落實，因此開啟了
「八縣市友善議員聚會」，我也接下這個任務。

過去四年大平台在議會工作中與八個縣市 63 位、超過 25 個在地性平友善團體合
作，全方位討論友善的空間、政策、校園以及市政監督，希望能讓每個人的家鄉
都能越來越友善。

2022年我轉為負責組織的募款與策略制定，有了地方議會的經驗後，讓我不斷
思考這些需要長時間推動的倡議工作如何能更穩定的持續，大平台是個年輕的組
織，不過不管是同婚前還是同婚後我們完成了非常多的成果，改變制度與社會無
法一日見效，也不是一己之力能完成的，過去感謝你的陪伴，未來也希望你與我
們繼續同行，支持著我們，讓改變持續發生。

潘乃亘
整合行銷 
企劃專員

今年將網店目標設定在推廣「友善消費」概念，希望可以跟與日俱增的粉紅清洗
現象抗衡。

驕傲月百花齊放的彩虹小物，雖然讓生活顯得更加友善，但商品背後真正獲利的
是商人還是社會，在每次消費前都需要好好審視一番。

而今年舉辦的 Q POWER Festival，除了鼓勵將同志文化融入影視作品，也針對近
年開始湧現的同志作品，給予期許。因為對於從未接觸同志議題的民眾來說，這
將是他們人生第一個「出櫃同志」印象。

而專法即將邁入第四年，法案進度好似停滯不前，但仍陸續增加不少勝訴個案，
但這並不是議題終點，在法案通過前還有很多哩路，希望能邀你一起走完。

林忠毅
公眾對話與關係
經營專案經理

2023 年，不只是同婚通過的第 4 年，也是我進入大平台的第 5 年。

謝謝有你陪我歷經了公投、同婚的通過，至今一起持續推動還不夠完善的法案，
以及讓台灣越來越好的目標。

這條路，看似已經平順，但看起來越順反而越危險。還記得 2017 年 5 月 24 日大
法官釋憲的那年嗎？那年的你我以為婚姻平權是必然的了，但緊接著的就是那反
噬的公投結果。

我們不能停歇，但議題的討論卻冷得可憐。經歷了動盪的幾個波折，2019 年後，
台灣社會對同志的接受度逐漸提升，但歧視、不平等的事件還是頻傳。

「友善」是滾動的，2023 年，請和我們一起持續讓台灣的友善向前進，撐出多元
共好的台灣、撐起每個獨特的你我！

翁鈺清
政治倡議暨 
培力專案經理

2018 年加入大平台，帶著志工們經歷公投戰、專法推動。2020 年初短暫離開大
平台，到其他領域耕耘了一圈後，在 2023 年初又回到了這裡。要寫些話在年度成
果報告，實在感到不好意思，有種既遙遠又熟悉的感覺。

看著前同事傳承（？）下來過去一年的拜會資料，有很多的感動，除了感動同事
們同婚過後仍努力不懈地為相關權益法案奮鬥，另一方面也看到立院內其實有很
多默默支持我們的委員、助理們。他們在立法院內為我們撐出空間，而我們也正
在為政治翻轉出更多元的可能性。

新的一年、未來的每一天，我們都需要更多人帶著意識關心政治，讓「多元」成
為一種日常，讓「進步價值」成為普世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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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仕宇
財務營運專員

陳荐宏
政治倡議暨 
社群專員

2022 是變化與動盪的一年，國內外的局勢都在產生變動，我們都要照顧好自己的
情緒來面對這些挑戰。

這個時代不一定會變得更好，但我們依舊要抱有希望，我們也不一定會成為更好
的人，但依舊要練習成為彼此的支柱，持續溝通與對話。

期望在將來有更多人都能理解，政治就是與我們切身相關的事情，政治就存在於
我們的周遭，政治就是我們的生活。

謝謝有你，陪伴我們走過 2022 年，也陪我度過進大平台工作滿一年的時光。

這一年有各式各樣的酸甜苦辣與感受，但更多的是對於未來的希望與展望。年底
舉行的九合一大選，相較於四年前，有更多友善議員的加入；更深耕於里，有不
少的里長、代表共同響應，一起打造更友善的生活、更平權的環境。

邀請你，新的一年繼續與我們站在一起，因為有你，我們更堅韌、更堅定！

呂欣潔
資深顧問

2022 年對我、對大平台來說，都有重大的轉換。我從在台灣投入 20 年的同志運
動出發前進，正式加入了國際平權組織 Outright International，成為亞洲區的負
責人。也因如此，必須轉換在大平台的位置，把組織的領導與管理工作，交給夥
伴們繼續努力。

放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也因這樣的傳承，得以讓大平台再進一步，成為一
個更成熟、能夠永續發展的、值得信任的非營利組織。我一直認為，同志運動不
是只屬於一個人、一個組織的，同樣的，大平台也是屬於所有願意與我們同行的
夥伴與支持者們的。因為有大家在不同位置的投入，才能促成台灣這麼棒的改
變。

位置的轉換，代表著新的氣象、新的可能、以及各種新的合作就在我們眼前，推
動大平台工作的這六年，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頁，很感謝這一路有緣交會的大
家給我的信任和幫助，我也會帶著這樣豐富的台灣經驗走到國際，同時用各種方
式持續支持著大平台！也邀請各位能有錢出錢、有力出力，讓大平台能永續經
營，為台灣更平等的政策與政治環境繼續努力喔！

朱一宸
政治倡議研究員
兼法務

2021 年不是才剛過嗎？（真心提問）雙魚年應該是要完成自我療癒，好準備在牡
羊年重新出發的，但 2022 後疫情 X 後同婚時代，劇烈的變動與拉扯好像一天也沒
有放過我們。

儘管如此，我們今年還是完成了幾個重要的研究調查，發表了《婚姻平權如何改
變社會─台灣通過同婚後的三年期社會》追蹤報告，行政院委託研究案《我國多
元性別者生活狀況調查》的研究成果也即將公告上網。

透過實證研究資料幫助議題走得更深更遠，每一步都距離平權更近了一些。大平
台是不是真的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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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各專案預算分配

2022 財務報告組織營運   金額

政治倡議 2,145,397

國際合作 520,929

職場平等 1,998,755

募款專案 1,444,492

商品營運 757,999

異業合作 470,929

媒體公關 459,429

數位溝通 663,729

辦公室行政 3,221,588

支出合計 11,683,247

收    入

銷貨收入 551,821 網店、擺攤收入

捐款收入 7,736,008 個人、企業等捐款收入

補助收入-政府 1,092,500 政府單位補助收入

補助收入-民間 143,804 民主基金會補助款

活動收入 1,892,565 活動報名收入、服務收入、演講收入

利息收入 3,372 存款利息收入

其他收入 396,711 租金、廣告置入、版稅、分潤或其他無法歸類之收入

收入合計 11,816,781

支    出

平權立法

印刷費 123 拜會資料、友善議員聚會之資料影印費

軟體維護費 838

勞務費 450 文件翻譯費

交通費 865 議員拜會、媒體聚會交通費

活動費 20,000 共同收養訴訟費用分攤

小計 22,276

倡議遊說

雜項購置 29 報紙購買

場地費 210 會議場地費用

差旅費 13,818 拜會交通費

交通費 2,227 雙北交通費

郵電費 363 賀年卡寄送

活動費 1,200 活動住宿、餐費

小計 17,847

社會教育

郵電費 261 郵資

勞務費 12,000 大學生營隊講師出席費

活動費 2,571 企業小聚餐飲費

雜支 10,000 企業工作坊退費

小計 24,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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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溝通

雜項購置 3,043 YouTube 拍攝器材

手續費 38 匯款手續費

租金費用 914 Podcast 錄音室租金

勞務費 2,000 YouTube 拍攝酬勞

交通費 300 YouTube 拍攝車資

場地費 10,399 podcast 錄音場地費

廣告費 991 YouTube 募資影片廣告費

活動費 20,720 LINE 年費、高用量訊息費

小計 38,405

研究調查

印刷費 26 問卷印刷

稅捐 1,220 契約印花稅

軟體維護費 4,201 問卷系統費

手續費 142 匯款手續費

雜支 88 會議瓶裝水

勞務費 276,386 三年報告翻譯費/出席費、研究案酬勞、焦點座談出席費

交通費 9,835 焦點團體車資

郵電費 735 文件、契約郵資

運費 60 文件寄送運費

場地費 6,000 彩虹公民行動場地費

活動費 184,710 研究調查費、焦點團體商品卡

小計 483,403

國際合作

保險費 1,089 旅平險

手續費 28 匯款手續費

雜支 8,900 快篩、網路分享器、PCR 檢測費

勞務費 132,900 亞洲騎行兼職人員酬勞、文件翻譯費

差旅費 245,460 參與會議住宿費、洛杉磯/紐約機票、紐約火車票

交通費 3,217 防疫計程車資

郵電費 152 收據寄送郵資

活動費 13,777 ILGA Asia 年會大會註冊費

業務合作費 4,900 ILGA Aisa 會員年費

小計 410,423

專案活動

薪資費用 74,971 Q POWER 櫃位工讀生薪資

文具用品 1,321 市集紙腳架/紙卡/束帶

印刷費 1,384 市集活動排/工作證印製、論壇海報印製

軟體維護費 31,350 金流系統服務費

手續費 1,324 匯款手續費

租金費用 45,238 網路租用架設費

雜支 23,009 快篩費用

勞務費 387,200 視覺設計費、網站製作費、影片直播協力酬勞、活動評
審/演出/主持/頒獎酬勞、論壇執行費

交通費 5,395 記者會車資、活動車資、募資交通費

郵電費 2,513 場地申請文件郵資、契約郵資

運費 406 運送快遞費

誤餐費 3,463 記者會餐費、活動彩排便當

場地費 51,748 論壇場地費

活動費 794,636 Q POWER 活動徽章、蠟燭、方巾等設計、打樣、製作費

典禮行政費 891,978 活動評審/演出/主持/頒獎酬勞、聊天機器人年費、公
開演出授權費、建築申請結構安全簽證、網路架設費

典禮硬體費 918,110 室內硬體費

市集行政費 594,755 夜間保全、醫療耗材、垃圾清運

市集硬體費 674,772 戶外硬體費

展櫃製作費 228,900 展櫃製作物設計與製作費用

論壇執行費 121,628 國際論壇人員、印刷與場地費用

業務合作費 137,739 募資/活動影片製作費、旁白錄音費

專案企劃執行費 967,255 公關公司年度企劃執行費

小計 5,959,095

日常營運

薪資費用 5,145,120 聘雇人員薪資

健保費 317,711 聘雇人員健保費

勞保費 523,527 聘雇人員勞保費

伙食費 300,000 聘雇人員伙食費

獎金 256,921 聘雇人員年終獎金

退休金 360,082 聘雇人員雇主負擔退休金

在職訓練 44,349 共識營住宿、進修補助、線上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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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費 23,162 員工旅遊、健康檢查補助

文具用品 6,668 辦公室文具採買

印刷費 246,518 辦公室印表機計張費、影印費、設備維護、文件輸出儲值

設備購置費 21,812 網站系統租用、系統月費、辦公室用品

保險費 22,391 團體保險

軟體維護費 97,942 設計費、網站改版建置費

公關費 4,594 告別式花籃、年節禮盒

手續費 81,509 匯款手續費、金流平台手續費

水電費 16,513 辦公室水電瓦斯費

租金費用 667,140 辦公室租金、管理費

雜支 22,639 辦公室雜支

勞務費 420,418 YouTube剪輯酬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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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27 出差交通費

交通費 41,188 募款交通費、開會車資、計程車儲值

郵電費 44,298 辦公室電信費

運費 23,684 網店寄送費、義賣品運費、擺攤運費

誤餐費 2,186 活動誤餐費

場地費 4,914 會議場地費

活動費 685,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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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賣品製作費 274,971 拼圖設計、打樣、攝影、製作費用

業務合作費 493,916 組織營運設計費

小計 10,182,377

支出合計 17,138,658

結餘 （5,321,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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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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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平權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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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20:00
Email_   equallovetw@equallove.tw

Website_      equallove.tw
FaceBook_   @equallovetw （彩虹平權大平台）
Instagram_   @equallove.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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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婚通過四年了，但平權還沒
未竟之事一一修法完成，但歧視與偏見依然頻傳

接下來，還有段路要一起走
讓我們一起，持續推動性別平權、消弭不平等
監督友善政策實行、鼓勵友善候選人和民代、落實職場友善
並和國際分享民主台灣產出的「亞洲第一」
為每個獨特動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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