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性伴侶註記之分析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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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家庭是穩定社會秩序的基石，提供個人經濟、教育、情感等重要

支持功能，而家庭權的核心正是婚姻自由和生育自由。各國對於同性

伴侶間的「婚姻權」、「伴侶權」和是否享有父母子女之「親權」，呈

現保障程度不一的情況。但綜合而言，世界趨勢正朝向平等保障的另

一端邁進。 

有關同性伴侶議題一向為社會大眾關注之議題，臺南市政府在基

於人權立場且在不剝奪他人權力情況下，尊重每個人都擁有選擇其伴

侶與關係角色之自由，且對這個城市中相愛的同性伴侶，均秉持著「尊

重，理解，包容」的人本關懷精神，並積極推動戶籍資料記載同性伴

侶關係，係基於本市對同性伴侶的尊重及其人權之保障。 

基此，臺南市政府訂定「臺南市同性伴侶註記作業須知」並於民

國 105年 2月 1日生效。其目的就是本於現行民法規定之婚姻，指一

男一女永久共同生活的適法結合關係，尚無包括同性對象，然而相愛

的人不一定是異性，本市對於城市中的同性伴侶，一向秉持尊重、理

解與包容的態度，為尊重多元性彼此相愛的權利，提供民眾申請於戶

政資訊系統中註記「同性伴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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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現況 

自民國 104年 5月起在高雄市開放同性伴侶註記後，臺北市也於

104年 6月開放，爾後台中市、台南市、新北市、桃園市、嘉義市、

彰化縣、新竹縣、宜蘭縣等其他地方政府也陸續表示因應世界潮流，

尊重同性伴侶關係權益，落實性別平等並促進同志人權，陸續開放同

性伴侶註記，以下就全國六個直轄市開放同性伴侶註記的時間與註記

對數，至民國 107年 11月底登記對數統計有 3102對，整理如表 1。 

表 1直轄市同性伴侶註記對數統計表 

資料來源：報告人整理自各縣市政府統計資料製表（統計自 107年 11月底） 

本所自民國 105年 2月 1日開始辦理「臺南市同性伴侶註記作業

須知」，於 105年有 5對、106年 7對至本（107）年度有 4對辦理同

性註記，共計 16 對。申請對數為「女女」的共有 16 對，「男男」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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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對，有 2對已刪除同性伴侶註記。 

在 105年的年紀分布在「女女」對數中，20~24歲有 3人、25~29

歲有 1人、30~34歲有 2人、35~39歲以上有 4人，共 10人。(圖 1) 

 

圖 1 民國 105年同性註記年紀分布圖 

在 106年的年紀分布在「女女」對數中，20~24歲有 1人、25~29

歲有 2 人、30~34 歲有 3 人、35~39 歲以上有 6 人、40~44 歲 1 人、

45~49歲 0人、50歲以上 1人，共 14人。(圖 2) 

 

圖 2 民國 106年同性註記年紀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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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07 年的年紀分布在「女女」對數中，20~24 歲有 1 人、

25~29 歲有 0 人、30~34 歲有 2 人、35~39 歲以上有 3 人、40~44

歲 1人、45~49歲 1人、50歲以上 1人，共 8人。(圖 3) 

 

圖 3 民國 107年同性註記年紀分布圖 

貳、 分析 

依全國六個直轄市之統計數據得知，迄今總對數有 3102 對，其

中男性註記對數有 633對（20％），女性註記對數有 2469對（80％）。

(圖 4) 

 

圖 4 全國六個直轄市同性註記對數性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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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自民國 105年 2月 1日開始辦理迄今，共計有 16對辦理同

性註記，均為女性申請辦理，尚無男性申請辦理。 

從六個直轄市之同性註記的對數比例及本所的註記對數中發

現，女同性伴侶對於註記的比例為八成，男同性伴侶註記比例為二

成，顯示女同性伴侶對於註記的需求高於男同性伴侶許多，據臺北大

學社會系教授王雅各表示，會前去註記的人多為已出櫃的同志，完全

不在乎曝光，在同志中屬於極少數，樣本數不具代表性，不能代表同

志全貌，而男同性戀在傳統家庭觀念價值觀的影響下，肩負著傳宗接

代的壓力，因此，註記的人數較女同性戀少；樹德科技大學人類性學

研究所所長林燕清則認為是因為男女生理和心理需求不同，才會造成

如此差異性。男性較女性而言，愛好自由，不喜歡受到約束，反之，

女性則較男性喜歡安定的感受。因此，女同性伴侶選擇辦理同性註記

的人數較多，其中有些同志認為婚姻是為異性戀設計的制度，故選擇

不辦理註記。 

臺南市政府每年舉辦聯合婚禮，107年度聯合婚禮在奇美博物館

浪漫登場，以「2018在臺南結婚吧！」為主題，不分性別且尚未登

記結婚之新人均可參加，由此顯見本市尊重同性伴侶關係權益，落實

性別平等並促進同志人權。 

參、 結語 

現今多元發展社會中，性傾向與性別認同為構成完整人格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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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基於尊重人性尊嚴、個人主體性及人格自由發展之理念，多元性

別為性別平權議題中重要一環，藉由推動各項營造友善同志作為，落

實於生活中，感受真正性別友善，落實尊重多元性別平等之願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