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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言 Introduction



研究目的 研究方法

主要概念

本次调查旨在通过为政府部门、国际机构、营利和非营利组织
提供中国大陆地区跨性别群体生存现状的基础性数据，来提高
中国跨性别群体社会议题的能见度，推动中国跨性别群体相关
的法律、政策制定，促进中国跨性别群体社会问题的改善与权
益保障，最终达到性少数群体反歧视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本调
查是目前国内首次全国范围内针对跨性别群体的定量调查。

本研究的问卷调查以线上问卷的形式，调查对象可以通过手机端
或电脑端在线填答并提交问卷。发放问卷时所使用的主要首发渠
道包括：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性少数社群服务机构、教育机构、媒
体的微博微信账号、QQ群微信群、知乎贴吧等社交平台。

截至2017年9月，共收到提交的问卷5,677份。经过对问卷完成
度和填答质量的检查，最终保留有效问卷2,060份，有效问卷率
为36.3%。筛选有效问卷的标准包括四项：完成应填答的所有问
题，IP地址不重复，填答问卷用时在8分钟以上，填答者的性别
表达与性别认同符合本研究对跨性别男性、跨性别女性、性别酷
儿以及易装者的定义。同时满足以上四项则视为有效问卷。

性别认同（Gender Identity）

指一个人在情感上和心理上认为自己属于某个性别。

2.1 您出生时被登记的生理性别是

a.男 b.女 c.其他情况

2.2 您认为自己内心属于哪种性别

a.男 b.女 c.以上都不属于 d.不确定

2.5 您是否以与出生性别不同的性别身份或打扮生活过

a.现在全天如此 b.现在如此，会分场合这样做

c.一段时间这样，一段时间不这样 d.曾经有过

e.从未如此

性别表达（Gender Expression）

指一个人通过衣着打扮、言行举止等外显方式来表达自己的
性别。

性取向（Sex Orientation）

指一个人在性欲上和情感上持久地被某种性别的人所吸引。

跨性别者（Trans/Transgender）

指性别认同或性别表达不同于其出生时被指派的生理性别的
人。包括：

非性别常规者（Gender Non-conforming）

指一个人的性别表达不同于社会常规下男/女二元划分的性别
角色。包括：

•跨性别男性（Transgender Man）

指认同自己是男性的跨性别者，又称女跨男（FTM）。

•跨性别男性 Q2.1=b/c & Q2.2=a

•跨性别女性 Q2.1=a/c & Q2.2=b

•性别酷儿 Q2.2=c/d & Q2.5=a/b/c/d

•易装者 Q2.1=a & Q2.2=a & Q2.5=a/b/c/d；

Q2.1=b & Q2.2=b & Q2.5=a/b/c/d

•性别酷儿（Genderqueer）

指认同自己既不完全属于男性也不完全属于女性的人，是一
种非二元性别身份的跨性别者。

•跨性别女性（Transgender Woman）

指认同自己是女性的跨性别者，又称男跨女（MTF）。

•性别酷儿（Genderqueer）

指认同自己既不完全属于男性也不完全属于女性的人，
是一种非二元性别身份的跨性别者。

•易装者（Cross-dresser）

指爱好穿着典型的异性装束、打扮，却又不希望总是以异性
身份生活的人。易装者认同自己的指派性别，不同于跨性别
者。

有效问卷 2060

递交问卷 5677

Q

Q

Q

36.3%



样本描述

样本的地域分布广泛，主要来源于东部地区。

本次问卷调查覆盖了内地全部的省（直辖市、自治区），来自
北京、广东、上海、山东、浙江的受访者在全体样本中占比
为42.4%。

样本中超过三分之二以上的人曾经历不同形式的、强烈的性别
不安，跨性别男性和跨性别女性经历性别不安的比例更高，
在80%以上。

样本中67.6%的人曾强烈厌恶自己的生理性别，72.8%
的人对青春期发育感到强烈痛苦和焦虑，78.5%的人曾
渴望阻止发育、掩盖或改变自己的性征。跨性别男性中曾渴
望阻止发育、掩盖或改变性征的比例高达90.6%，跨性别
女性中有此经历的比例也高达85.7%。

样本中大多数人在18岁之前开始对性别认同产生自我觉察，

而首次告诉他人自己的性别认同则集中于13-24岁之间。

最早发觉自己的性别认同不同于指派性别的年龄主要分布于7

-12岁（31 .9%）和13-17岁（29.4%），其次是4-

6岁（22.2%）；而最早向别人说出自己属于另一性别或性别

的 年 龄 主 要 集 中 于 1 3 - 1 7 岁 （ 3 9 . 4 % ） 和 1 8 -

24岁（34.7%）这两个年龄段。

样本中包括跨性别男性、跨性别女性、性别酷儿和易装者。

样本年轻，教育程度高，生活在城市。

87.8%的受访者的年龄在30岁以下，54.3%为大学本科及以
上教育程度，82.7%居住在城市。

样本性取向多元。

双/泛性恋占比最多
33.3%，其次是异
性恋26.2%，同性
恋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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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发现 Key Findings



1. 激素治疗

1.1 高比例需求与低满意度

62%的跨性别者有激素治疗的需求。其中跨性别女性和跨性
别男性的需求比例最高，分别是88%和71%。仅有6%有激
素治疗需求的跨性别者对目前国内激素治疗的总体情况表示
满意。

1.2 获取激素治疗非常困难。

71%有激素治疗需求的跨性别者认为获得安全、可靠的
激素类药物信息并在医生的指导下科学地进行激素治疗是
“困难”、“非常困难”或“几乎不可能”的。其中认为
“几乎不可能”的人数比例占总体人数的1/4。接近50%有
激素治疗需求的跨性别者从未获得过任何激素治疗。

1.4 使用过激素类药物的跨性别者

获取激素类药物最主要的渠道是“网络药店”（66%）和
“通过朋友获得”（51%），最主要的使用方式是“自行
阅读说明书或查询资料”（72%）和“参照朋友的意见”
（66%）。

现实情况包括指派性别男的跨性别者切除睾丸或阴茎，指派性别女的跨
性别者切除乳房等情况。

取非正规途径获得相关激素类药物，7%会使用国外不认识
名字的药物，5%会使用别人给的不了解的药，7%会加大
用药剂量，甚至1%会使用动物药物，5%会尝试自行切除
生殖器官 。

1.3 激素治疗缺失导致高风险行为

在无法获得安全、有效的激素治疗的情况下，25%有激素
治疗需求的跨性别者承认会因此感到抑郁，28%因此感到
焦虑，15%因此出现过自杀、自残的念头，1%因此出现过
自杀、自残的行为；33%有激素治疗需求的跨性别者会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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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使用给动物用的药

我会尝试自行
切除生殖器官

我会加大使用
药物的剂量

我只使用国内
为顺性别者制定的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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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法获得正规激素治疗的情况下（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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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激素类药物

是否熟知激素类药物风险 是否会定期体检

是否出现过健康问题

被迫无法手术的原因

其他
在医生
指导下

参照
朋友的意见

63.2%

自行
阅读说明书
或查询资料

72.2%

1.5 高风险认知与低体检率呈反差，健康问题普遍

87%的使用者认为自己熟知所使用的各类激素类药物的副作
用和风险，仅有7%的使用者会在医生的指导下定期体检，
62%的激素使用者没有定期体检或根本没有考虑过体检这回
事。53%的激素使用者出现过健康问题，其中31%比较轻松
地解决了，而15%的使用者至今健康问题仍未解决。

是 否

会，在医生的指导下定期体检

会，在没有医生的指导下自行体检

不会，没有定期体检

不会，根本没想过有体检这回事

完全没有

有，费了很多功夫后解决了

有，但后来比较容易地解决了

有，至今没有解决

87.5%

31.3% 15%

62%

2. 性别重置手术

2.1 手术高需求率与低满足率

51%的跨性别者有性别重置手术的需求，其中跨性别女性
和跨性别男性的手术需求达77.8%和56.2%。但总体仅有1
4.8%有此需求的跨性别者进行过性别重置手术。

2.2 手术阻碍巨大

高达89.1%对性别重置手术有需求的跨性别者报告因为某
种原因被迫无法手术。其中排在前三位的原因分别为：经
济条件不允许72.4%，父母不同意65.3%，年龄未满20周
岁34.4%。调查发现有无被迫无法手术的经历和心理健康
状况（抑郁）相关。

2.3 手术信息获取困难。

仅有11.5%的受访者认为性别重置手术信息获取方便，相反
认为手术信息获取困难的比例为55.1%，超过了受访者数
量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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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手术资源稀缺

仅有2%的受访者认为性别重置手术的医疗资源充足，而选
择“不太充足”或“很稀缺”的比例高达82.3%，占总样
本量的绝大多数。

2.6 开具手术所需相关证明的过程困难

认为该过程困难的受访者比例为49.5%，远高出认为方便
的比例6.8%。

2.7 国内医院是最主要的手术场所，一些问题仍须注意

71.2%进行过性别重置手术的受访者有过在国内医院进行
手术的经历。约1/5左右的受访者在国内医院进行性别重
置手术时发生过歧视、隐私侵犯、手术意外或后遗症等情
况。

2.5 手术条例中对受术者的相关规定大部分被认为不合理

认为国内性别重置手术的医疗资源

对下列国内有关性别重置手术的要求是否认为合理

很稀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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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太充足
40.3%

充足

一般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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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前接受心理、精神治疗1年以上且无效

有精神科医师开具的易性癖诊断证明，同时证明未见其他精神状态异常

变性手术须经过父母签字同意，获准后方可施行

实施变性手术前须经过整形科医院和伦理委员会同意，获准后方可施行

提交已告知直系亲属拟行性别重置手术的相关证明

未在婚姻状态

任何改变第二性征的手术必须在性腺切除之后或与性腺切除术同期进行

年龄大于20岁，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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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原生家庭

3.1 低接受度

近九成的原生家庭不能完全接受跨性别孩子。853位曾
向父母或监护人表达自己身份诉求的受访者中，完全不
被父母或监护人接受的比例（38 .9%）是完全被接受
比例（10 . 9%）的三倍。其中最不能接受的是跨性别
女性。在完全不被家人接受的跨性别者中，近五成为跨
性别女性。

3.2 低支持率

近六成的跨性别者得不到原生家庭的支持，尤其是有改变身体
意愿或行为的跨性别者。853位曾向父母或监护人表达自己身
份诉求的受访者中，有近六成（59.6%）报告说没有得到父
母或监护人的任何支持，得到最多来自父母或监护人的支持形
式是情感支持。而当受访者表现出接受或希望接受性别重塑服
务的意愿后，得到的经济、情感和其他支持都会少于没有表达
意愿时。

3.3 家庭暴力极为普遍，暴力形式严重

几乎所有可能或确定被父母或监护人知道身份的受访者都受
到原生家庭一次以上的暴力；1640位可能或确定被父母或
监护人知道身份的受访者中，仅有6位在从未受到来自原生
家庭的暴力。与2016年【中国同志生存状况调查报告】相
比，跨性别群体的遭遇极端暴力的比例，如“强制进行扭转
治疗”（11.9%）和“强迫与别人发生性关系”（1.9%），
几乎是中国其他性少数群体的两倍，（4.6%）和（1.0%）。
其中跨性别女性在原生家庭中暴力的发生率最高，且经常受到
暴力，受到极端暴力的比例最高。

3.4 求助渠道少，孤立无援

跨性别者在受到原生家庭暴力后的求助渠道非常少，超过四成
跨性别者在遭受父母或监护人的暴力后没有进行任何求助。4
4.4%的跨性别者在遭遇家暴后没有求助，朋友是跨性别者遭
遇家暴后的主要求助对象（18.2%），社区居委会和政府部门
是最不受跨性别者信任的渠道。

父母或监护人是否接受受访者的跨性别身份

部分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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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不能接受

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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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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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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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形式的原生家庭暴力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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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几天不理睬

强迫我与别人
发生性关系

赶出家门／断绝往来

刻意忽略／回避我的性别
身份不给我关心和支持

不经我同意强行
带我去扭转治疗

被家人强制要求
改变穿着、举止和外表

社区组织

家庭其他成员

老师

朋友

社区居委会

政府相关部门

其他渠道

没有寻求过帮助

3.5 是否接受和支持跨性别孩子与家庭收入成相关性

在一定范围内，家庭可支配收入越高越有可能接受和支持跨性
别孩子。以500000元为界限，平均可支配年收入越高的家庭
完全不接受孩子为跨性别和完全不给予跨性别孩子支持的比例
越低，本调查也发现家庭年平均可支配收入越高却不意味着会
给予跨性别孩子更多的经济支持。



3.6 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父母更会给予跨性别孩子支持

4.1 婚姻自主权低

大部分有过结婚经历的受访者是在父母或社会压力下被迫选择
步入婚姻。在10.7%有过婚姻经历的跨性别者中，约80%的
人是在来自父母或社会的压力下结婚。

4.2 亲密关系暴力极为普遍。

在有伴侣、配偶或子女的受访者中，只有4个人表示从来没
有遭受过任何形式的来自伴侣、配偶或子女的暴力行为，占
比3.8%。整体上，大部分跨性别者都遭受过冷暴力和被强
制要求改变穿着的暴力形式。与其他群体相比，易装者遭受
更高比例的肢体暴力和实际侵害，如限制人身自由、经济控
制、殴打、强迫发生性关系等。

不同家庭年平均可支配收入下

至少部分接受孩子是跨性别的原生家庭比例

您的伴侣、配偶或子女，是否对您有过下列行为

10000 以下

10000 - 30000

30000 - 50000

50000 - 100000

100000 - 200000

200000 - 300000

300000 - 500000

500000 以上

4. 亲密关系

中专
技校
职高

初中 普通
高中

大学
专科

大学
本科

研究生
及以上

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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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受过
学校教育

父母或监护人受教育水平与给予跨性别孩子支持的关系
限制人身自由

经济控制

殴打

侮辱／谩骂

持续几天不理睬

强迫我与别人
发生性关系

赶出家门／断绝往来

刻意忽略／回避我的性别
身份不给我关心和支持

不经我同意强行
带我去扭转治疗

被家人强制要求
改变穿着、举止和外表

跨性别男性 跨性别女性 性别酷儿 易装者



近1年遭遇过来自伴侣、配偶或子女的暴力行为

刻意忽略／回避我的性别
身份不给我关心和支持

持续几天不理睬

被家人强制要求
改变穿着、举止和外表

侮辱／谩骂

经济控制

强迫我与别人
发生性关系

赶出家门／断绝往来

限制人身自由

殴打

不经我同意强行
带我去扭转治疗

4.3 年龄较大的跨性别者受暴力情况更严重：他们可能更多
遭遇性质严重并且带有侮辱性的暴力行为。

近一年来，40岁年龄段的跨性别者被限制人身自由、经济控
制和强迫接受扭转治疗的比例最高，50岁年龄段的跨性别者
则遭受更多侮辱性暴力行为，例如：殴打、侮辱、谩骂和强迫
发生性关系。

不同年龄段受访者近一年遭遇伴侣、配偶或子女暴力情况

0 25 50 75 100

0 25 50 75 100

限制人身自由

经济控制

殴打

侮辱／谩骂

持续几天不理睬

强迫我与别人
发生性关系

赶出家门／断绝往来

刻意忽略／回避我的性别
身份不给我关心和支持

不经我同意强行
带我去扭转治疗

被家人强制要求
改变穿着、举止和外表

20世代 30世代 40世代 50世代

没有寻求帮助

向老师求助

向政府相关部门求助

向社群组织求助

向朋友求助

向朋友求助

向家庭其他成员求助

向社区居委会求助

4.4 求助比例低

超过60%的跨性别者在遭遇来自伴侣、配偶或子女的暴力后
没有主动寻求任何帮助。其中已婚、偏远地区、未完成性别重
塑手术的跨性别者求助比例更低。朋友是跨性别者最主要的求
助对象，社区和政府部门是最不受跨性别者信任的渠道。

12

10

8

6

4

2

0

遭遇伴侣、配偶或子女暴力后寻求帮助的渠道

易装者性别酷儿跨性别女性跨性别男性



5. 校园环境

5.1 跨性别群体辍学率高

5.2 在校期间遭受校园暴力占比极高

总样本平均为70.8%，跨性别女性占比最高为75.07%。

5.5 校园暴力经历导致更高的抑郁发生率。

相较于总样本中有过抑郁经历人数占比为62.82%，有过校园
暴力经历的受访者其抑郁发生率更高。

5.4 初中阶段对跨性别群体而言最为艰难，大学本科阶段最
为友好

（注：经历过研究生阶段的样本较少）

5.3 言语暴力占比高，孤立排斥较普通人群发生率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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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装者性别酷儿跨性别女性跨性别男性

学业完成情况

在校期间受校园暴力占比

在读 已毕业 已经辍学／退学／肄业

64.99 75.05 72.79 69.18 70.80

性别酷儿跨性别女性 易装者 全体样本跨性别男性

各类校园暴力发生率

校园暴力与心理健康

手机信息嘲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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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我的隐私／个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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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信息嘲弄

社交网络攻击

把我的隐私／个人信息
发布到网上

推搡或踢打

敲诈勒索或抢走东西

孤立、排斥

传播关于我的谣言

威胁、恐吓

当面骂我／
对我说难听的话

当众嘲笑

用不好的外号称呼

友好程度与学习阶段

小学

初中

高中／中专／技校／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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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不上友好不友好不友好 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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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就业困难，自雇佣比例高。

数据收集期间受访样本失业率为11.87%，而同期由人社部公
布的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仅为3.97%。由此可见，跨性别群
体所面临的失业风险约社会普通人群的3倍。而从未参加过工
作的已完成学业受访者为8.22%，找工作感到困难的受访者
为16.25%。

6.2 工作环境不友好

数据显示认为工作环境对跨性别身份不友好的达到24.58%，
跨性别群体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军队这一类型中所感受到的
不友好程度占比最高，达到35.04%。

6.4 性别表达自由度低

跨性别群体中40.34%的人不会选择自由的表达自己的性

别身份，其中跨性别男性占比为37.91%，跨性别女性为

47.16%，性别酷儿为36.36%，易装者为30.43%。19.

69%的跨性别者在工作中着装与认同的性别不符，跨性

别女性中占比为33.76%，跨性别男性占比为11.34%，

性别酷儿中占比为13.85%，易装者中占比为5.43%。

6.3 社团/民非/基金会给予支持度高

跨性别群体对社团/民非/基金会这一性质的工作单位评价较
高，在该类单位供职的跨性别群体报告感到工作环境“友
好”的人数占比达到64.29%，较总样本平均水平高出约3
倍之多。

6. 工作环境

目前就业状态

受雇于一份全职工作 受雇于一份非全职工作

失业，但正在找工作自雇佣／自由职业／创业

因残障而丧失劳动能力失业，已不再找工作

其他

工作环境友好程度

受雇单位类型与友好程度

全体样本

跨性别男性

跨性别女性

性别酷儿

易装者

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军队

社团／非民／基金会

国有／集体控股企业

私有／民营控股企业

外资或外资控股企业

其他

谈不上友好不友好

谈不上友好不友好

不友好

不友好

友好

友好

我在工作中一般会隐藏自己的性别身份

易装者性别酷儿跨性别女性跨性别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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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公共空间

7.1 认同身份与证件身份普遍不符

仅有1%的跨性别者身份证件上标注的性别与姓名已经更改为
本人所认同的内容。28%的跨性别者会避免去需要出示证件
的场合。

7.3 现行标准下，身份证件更改困难

已完成外生殖器重建手术的跨性别者当中，仅有50%的人身
份证上标注的性别与姓名已经更改为本人所认同内容。10%
的人在更改职业技能证件上标注的性别与姓名的过程中遭到了
拒绝。36%的人在更改毕业证/学位证上标注的性别与姓名的
过程中遇到困难，12%的人被校方拒绝。其中跨性别女性遭
遇困难的情况更多。

7.2 第三性别身份证的诉求与群体差异

53%的跨性别者在没有做手术，无法更改身份证件性别标注
的状况下，希望获得第三性别的身份证。但近69%的受访者
在术后都不希望获得该证件。性别酷儿对第三性别身份证的需
求最高，超过66%的性别酷儿希望拥有第三性别身份证。易
装者的需求最低，超过60%的易装者都不希望有第三性别的
身份证。

收入情况

不到2.5万元 达到2.5万元，不到5万元

达到5万元，不到10万元 达到10万元，不到25万元

25万元以上

6.6 工作环境友好程度与心理健康相关

多元回归结果发现，受访者所处工作环境的友好程度与其心理

健康状况在1%置信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即工作环境越友好，

受访者心理状态越健康。其中，有过抑郁症经历的受访者中，

27.48%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所处的工作环境不友好，而认为自

己工作环境友好的受访者仅为16.58%

6.7 跨性别女性面临的外部工作环境压力最大

在就业情况、工作环境友好程度、性别表达自由度等维度的调

查统计中，跨性别女性的统计结果均较跨性别群体平均水平更

不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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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希望希望

完成生殖器重建手术与是否希望拥有“第三性别”证件的关系

已完成外生殖器的重建手术 未完成外生殖器的重建手术

跨性别男性

跨性别女性

性别酷儿

易装者

希望拥有 不希望拥有是否希望拥有“第三性别”证件

目前在中国，完成外生殖器重建手术是跨性别者更改身份证件的唯一合
法标准。

1

1

6.5 经济收入低

跨性别群体中税后年收入低于2.5万元的占比为33.54%，

低于5万元的占比为57.60%。总体而言，低收入群体占比

较大。

33.54% 24.06% 21.77% 15.73%

31.1%

53.0%

68.9%

47.0%



7.4 公共空间不适感。

在街道、商店、饭馆/咖啡厅、更衣室/公共浴室、公共交通工
具、医疗场所、宾馆等公共空间，受访者当中跨性别女性感
到自在的比例最低，仅仅33%左右的人对身处以上场所感到
自在。

7.5 公共空间歧视

近27%的跨性别受访者曾经在公共空间遭遇过不同程度的歧
视或暴力。

近40%的跨性别男性受访者和超过43%的跨性别女性受访者
都惧怕去公共浴室，是公共空间中跨性别最感到恐惧的公共空
间。

71.8%受访者在卫生间有不适感。其中易装者在卫生间里感到
自在的比例最高52.1%，跨性别男性自在比例最低18.8%，跨
性别女性不敢去或不想去的比例最高为19%。

您在改证件的过程中，是否遭遇过以下问题？

22%11%4% 2%33%

我没改过或
不打算改

被拒绝
提供服务

40%

被要求
离开

被言辞
侮辱

被推脱，不能迅速
了解办理修改

“性别”、“姓名”或“照片”
所需要的程序

没有出现过
上述情况

街道友好度

公共浴室友好度

卫生间友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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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适感但可以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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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对应不适感

能对应不适感

能对应不适感

感到自在

感到自在

感到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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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5.5%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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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5%

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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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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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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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8. 心理健康

8.5 心理咨询比例少，心理咨询师不了解跨性别的现实困境
是最主要原因。

绝大多数(75.7%)的调查对象在遇到心理问题时没进行过心理
咨询。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认为心理咨询不能帮助解决实际的
现实问题是最重要的原因(37.9%)，比起咨询师更愿意找有跨
性别经验的人(36.0%)其次还有担心咨询师不能真正理解自己
的感受(34.2%)、经济条件有限，付不起咨询费(30.5%)。

8.4 跨性别女性的心理健康状况更不容乐观。

跨性别女性在心理健康风险的各项指数均排第一，有关自残自
杀的想法和行为的比例远超总体。此外，未成年、生活在农村
或偏远地区、学历较低、失业、收入较低的跨性别者抑郁和焦
虑风险更高。

8.1 抑郁情况普遍。

此次报告的抑郁症量表显示，有61.5%的调查对象正在经历不

同程度的抑郁情况。其中32.1%的调查对象存在抑郁高风险，

29.4%的调查对象有抑郁倾向

8.2 焦虑情况普遍

此次报告的焦虑症量表显示，有73.2%的调查对象正在经历

不同程度的焦虑情况。其中21.1%的人有重度焦虑，11.8%的

人有中度焦虑，40.3%的人有轻度焦虑。

8.3 高自残自杀风险

44.5%的人曾因为自己是跨性别有过自残的想法，21.2%的

人有过自残的行为；因为自己是跨性别有过自杀想法的人达到

了46.2%，有自杀行为的人达到12.7%。

抑郁测量情况分布

焦虑测量情况分布

高抑郁风险

32.1%

重度焦虑

21.1%

抑郁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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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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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8%

轻度焦虑

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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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接近或超过40%的政策需求从高到低排序依次是：

1.消除社会对跨性别的歧视（55.0%）

2.关于跨性别的法律维权（48.0%）

3.协助跨性别处理家庭问题（44.4%）

4.改善跨性别的医疗环境（42.7%）

5.向社会普及跨性别知识（38.2%）

9. 政策需求

跨性别群体的政策需求

0 10 20 30 40 50

消除社会对跨性别的歧视

关于跨性别的法律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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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跨性别的医疗环境

向社会普及跨性别知识

提高跨性别心理健康水平

简化修改证件的步骤

提高跨性别者自身能力

推广性别友善厕所等

其他

55%

48%

44%

42.7%

38.2%

25.2%

15.5%

12.7%

12.3%

1.2%



三. 政策建议 Policy Advice



文化教育

法制建设

鼓励正能量的跨性别文化传播

提高全民对跨性别的认识水平和多元性别平等意识

涵盖跨性别的多元性别知识应纳入义务教育

增加反家暴法中关于跨性别议题的内容

加快反歧视法的立法进程，对跨性别者的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予以尊重和保护

建立正规的激素治疗体系

倡导身体自主权在跨性别医疗领域的适用（跨性别者有权自主
决定使用激素或手术，同时应对自主决定负责）

实现跨性别在精神病领域中的去病理化

建议简化毕业/学位证、职业证件中有关性别身份修改的程序规定，或取消性别身份信息。

建议增加“第三性别”身份证作为可替换的身份证，亦可永久使用，与其他身份公民权利相同。

建议不以外生殖器重建手术作为更改合法社会性别身份的唯一标准

为跨性别群体提供可支持的社会环境

协助跨性别者获取家庭理解和支持

医疗卫生

公民社会

社群服务

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有关跨性别的政策、态度在逐渐改善。例如2017年中国有关跨性别的手术条例变得更加友善了。

但就目前现状，我们仍有以下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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