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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国多元性别群体的生存境遇如何，其权益保障面临哪些困难和挑战？随着近年来各界对多

元性别群体及相关议题的不断关注，这些问题亟需梳理和解答。

尽管中国在多元性别“去罪化”和“去病理化”等方面取得了一些进步，但相关群体仍面临

诸多挑战。由于对多元性别群体缺乏了解，社会中的污名与歧视时常显现；而具有针对性的权益

保障政策及法律的缺失，也使其在遭遇困境时更难获得救济。

但进步和希望还是有的。中国在 2004 年已把国际人权标准纳入《宪法》，并明确“国家尊

重和保障人权”。虽然中国当前的法律政策中尚无“多元性别”表述，也无针对多元性别权益的

专门法规，但根据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多元性别群体的权益也应受到法律的平等保障。

《中国多元性别权益状况报告》为把多元性别权益纳入中国法律和政策的保障提供了重要参

考。报告涵盖了中国多元性别权益的方方面面，并对健康、教育、家庭、就业、媒体、社群组织

等关键议题进行了呈现和分析，同时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供相关部门及决策者参考。相关建议

的采纳将为中国多元性别群体免受歧视和暴力，并获得平等友善的医疗、教育、就业等公共服务

提供有利条件。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在全球致力于消除贫困、减少不平等，使社会更具包容性，并

协助各国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SDG）。减少性别不平等并为弱势群体赋权，对于实

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很高兴联合国机构能为本报告出一份力，并由衷感谢

为本报告辛勤付出的专家学者和社群伙伴。希望该报告能让更多人了解多元性别议题，为推动多

元性别权益发展提供助力，并在社群支持者与相关部门的合作中，提升对多元性别权益的保障，

进而实现中国到 2030 年“不让任何人落后”的承诺，让中国社会更加平等和谐。

 杨    震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项目专员
	 2024 年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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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范围来看，多元性别群体 1 的权益保障自上世纪六十年代起开始受到社会大众的关注。经过

五十余年的发展，多元性别群体从“不可见”的状态中逐渐走出，公众的整体态度也由最初的反对、歧视、

打压转向包容、接纳、保障，主流学界也逐渐意识到：多元性别并非疾病，而是人类发展多样性的正常表现；

多元性别也不是任意的“个人选择”，亦没有可靠的研究证实多元性别是某种特定的教养或环境因素导致。

世界精神医学会（World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WPA）在 2016年发表的《关于性别认同与同性性倾向、

性吸引力和性行为的立场声明》中强调：各种性倾向有其先天性，并由生物的、心理的、发展的和社会

的因素决定；同性情欲普遍存在于各类文化中，是人类差异化发展的正常表现；性倾向的不同不会影响

个体的健康状况与职业能力；没有可靠的科学证据表明与生俱来的性倾向是可以改变的，为改变性倾向

而进行的“治疗”是不科学、无效且有害的；来自社会各界的暴力和歧视是多元性别群体产生精神健康

危机的主要原因；对多元性别权益的保障能有效降低该群体的精神健康风险。2

前述科学经验已表明，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对待多元性别群体的良好做法应当是接纳和保障，而非

回避或排斥。当前，多元性别群体在我国人口占比大、影响范围广，伴随其可见度的提升，相关议题也

不时成为社会热点，对多元性别权益的保障也逐渐成为重要的民生问题。需要强调的是，多元性别权益

并不是一种“特权”，而是要求获得平等的权益及保障。这些权益体现在健康与医疗、教育与校园、伴

侣与家庭、就业与职场等与个人生存、发展息息相关的领域，以及社会生活的各方各面，其核心是：多

元性别群体与所有人一样平等地享有合法权益及法律保障，且不应由于性倾向、性别身份和性别表达的

差异而遭受歧视甚至暴力。这就要求政府充分重视多元性别群体的需求及其面临的歧视与暴力困境，并

完善相应的法律政策，以保障多元性别群体的生存与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维护社会稳定。

基于此，本报告通过对已有学术研究、调研报告、法律政策、新闻信息等进行搜集、整理，总结出

近年来我国多元性别权益相关议题中的部分重点议题，并依照报告整体定位与各章节结构展开描述和分

析，旨在充分展现我国多元性别权益在近年来的进步与发展，反映多元性别群体的需求与困境，并提出

1　多元性别群体泛指所有不同于主流性别规范的社群，其中包括但不限于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间（双）性人、性别酷儿、性别不驯（非常规）
者等。在本报告中，类似概念还包括：性少数、LGBT、酷儿、同志等。本报告重点探讨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相关权益。
2　WPA,	WPA	Position	Statement	on	Gender	Identity	and	Same-Sex	Orientation,	Attraction,	and	Behaviours,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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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的政策建议，以期为专业人士或政府部门的相关决策提供参考，最终在法律政策上切实推动多元性

别权益的保障和实现。

本报告正文部分以专题作为划分依据，围绕多个对多元性别权益较为重要的议题展开讨论。其由“概

述：我国多元性别权益发展与现状”总领，共划分为“健康与医疗”“教育与校园”“伴侣与家庭”“就

业与职场”“表达与媒体”“社群与组织发展”“全球趋势与国际参与”七个专题。在前六个专题之下，

本报告列举出与之相关的重点问题作为子议题，依据相关权益现状与法规政策，总结出相关议题的发展

与进步以及需求与困境；而专题七则梳理了近年来多元性别权益保障的全球趋势，并结合联合国审议机

制，重点介绍了我国在国际参与中有关多元性别权益的官方表态。在所有专题中，本报告均提出了针对

性的政策建议。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多元性别并非是学术研究的主流议题，近年来学界对多元性别议题的讨论甚少，

部分知名学者和权威专家的相关研究结论仍停留在多年前。与此同时，多元性别社群近年来自发的调查

与研究为本报告提供了更丰富的新近数据及案例，亦弥补了学界相关探讨的缺失。此外，本报告撰写期间，

项目组邀请了多位来自不同专业领域、了解多元性别议题的学者及社群伙伴组建成专家组，多次召开选

题会、审稿会及研讨会等，为本报告的撰写和完善提供了专业意见，以确保相关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的

准确性与专业性。

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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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我国多元性别权益
发展与现状 1 

1　本部分仅对我国多元性别权益及法律保障现状进行概括介绍，具体内容请参考报告后续各专题。

在我国，与多元性别权益密切相关的人群规模至少在 2 亿至 3 亿人左右，多元性别权益

保障是一项不可忽视的民生问题。同时，我国公众对多元性别群体逐渐展现的包容态度，

也使得多元性别权益保障具备了一定的社会观念基础。此外，保障多元性别权益也是回

应国际关切、维护国家主权与形象、提升国际影响力的重要途径。因此，关注并保障我

国多元性别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在我国历史上，多元性别现象并不少见。古代同性情爱并未在文化上和政治上被系统地

污名、排斥或迫害，这与中世纪的西方社会形成鲜明对比。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

的浪潮，当时西方社会对于多元性别群体的“道德化”“刑罪化”“病理化”等观念也

部分地被引入我国，并影响到近现代社会对多元性别群体的认知与态度。新中国成立后，

我国多元性别群体总体上经历了从“罪化”到“去罪化”、从“病理化”到“去病理化”

的历程，近年来，我国多元性别群体的可见度有所提升，相关权益保障也在立法与司法

的尝试中断续推进着，但整体看来，我国现有法律与政策对于多元性别权益仍然多有“空

缺”与“回避”之处，多元性别群体的生存与发展仍充满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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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并保障我国多元性别权益的重要性 

（一）多元性别人口占比大、影响范围广，其权益保障是重要民生问题
由于缺乏权威的学术研究和一手调研数据，有关我国多元性别群体的人口数据一直存在不同说法，

且往往只聚焦于同性恋者。1998 年，社会学家李银河参考 20 世纪 50 年代的美国同性恋者调研数据，

推断我国的同性恋者人口占比同样约为 3% 至 4%，且较为均匀地分布于各个地区、职业、身份和社会

阶级中。22004 年，卫生部首次公开称我国约有 500 万至 1000 万男同性恋者；32006 年，中国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称我国同性恋人口规模为3000万。4不过，这些早期数据主要来自我国卫生部门开展的防艾项目，

其关注人群是男男性行为者，5 难以反映我国多元性别群体的总体面貌。

目前，国内各界普遍接受的推断认为，我国同性恋者人数“可达7000万，占人口总数的5%”。6不过，

这一推断缺少可信来源，亦无法查证是否经过科学验证，且该推断并未涵盖同性恋群体以外的双性恋、

跨性别等群体，因而极大可能低估了当前我国多元性别群体的真实人口状况。7 事实上，受限于对多元性

别群体的不甚了解以及公共卫生政策的导向，我国多年来的学术或政策研究往往将男同性恋者视为多元

性别群体的典型代表，而如女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性别者等群体往往会被忽略，8 相关人口预估也远

低于国际调研的平均结果（9%）。9 至于国内针对跨性别者的人口预估，目前主要依据为 2012 年联合国

开发计划署的一份报告，其中指出“亚太地区 0.3% 的成年人口为跨性别者”。10 该数据后被我国媒体多

次引用，并据此推算我国的跨性别者规模应已超过 400 万人。11 总之，无论依据哪一项数据估测，都说

明了我国的多元性别群体的人口规模至少在千万级以上，超过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单一国家或地区的人口

总数。

由于规模庞大的多元性别群体的权益保障必然会影响到其在家庭、校园、职场等领域的各类社会关

系，其父母、兄弟姐妹、子女、配偶的生活状态也与多元性别个体有直接的相互影响，因此，即便根据

保守估计，我国与多元性别权益密切相关的人群规模至少也达到了 2 亿至 3 亿人左右，这充分说明了多

2　李银河：《同性恋亚文化》，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3　《约 500 万至 1000 万人	中国首次公布男同性恋人数》，中国新闻网，2004 年 12 月 1 日。
4　《2000 万“同志”面临艾滋病侵袭》，新浪新闻中心，2006 年 11 月 30 日。
5　指与男性发生性行为的男性。男男性行为者并非都是同性恋者，其是基于性行为对象而非性倾向的身份区分。
6　经检索，有关“中国同性恋人口占总人口比例 5%”的说法最早来自同性社交平台 Zank 于 2014 年 8 月发布的《中国 LGBT 群体消费调查报告》，
但其也是援引了“另有数据”，且未指明数据来源。而后，“5%”的相关说法成为中国社会乃至政府部门认知国内同性恋现状的前提结论，并逐渐
有大量报道称其数据来源于“2014 年科学研究院的平均统计”（尽管我国并不存在名为“科学研究院”的机构）。因此，该结论是存疑的。另见《全
国人大法工委：“同性婚姻”等被建议写入民法典	我国现有约 7000 万同性恋者》，“人民法治”微信公众号，2019 年 12 月 23 日。
7　研究指出，依赖主动报告的多元性别群体的人口数据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会有动态变化，其中社会环境和公众态度是重要的影响因素。随着社
会的进步，更包容的社会环境和公众态度会让多元性别群体更愿意公开表明自己的身份，也让多元性别群体更容易被公众看到。参见《纪念国际不
再恐同日：是什么导致同性恋》，《中国科学报》，2013 年 5 月 17 日第 11 版；《同性恋越来越多了吗？ |	不再恐同日：同性调查数据解析》，壹
心理，2022 年 5 月 21 日。
8　杨雪燕：《LGBT 人群的数量估计：国际经验和中国挑战》，《中国性科学》2020 年 1 期。
9　一项国际调查显示，全球三十多个国家的多元性别群体人口占比的平均数为 9%。参见Pride	month	2023:	9%	of	adults	identify	as	LGBT+，
Ipsos，2023 年 6 月 1 日。
10　参见Lost	in	Transition:	Transgender	People,	Rights	and	HIV	Vulnerability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5 年 12 月 4 日。
该项研究使用了 2010 年联合国人口数据，研究者指出这一估计值与来自四个国家的社群估计值是大致吻合的，但其主要统计对象为跨性别女性。
11　《跨性别人群生存困境调查：多数人有遭受校园暴力经历》，法制日报，2020 年 2 月 22 日。

概述：我国多元性别权益发展与现状

https://www.chinanews.com/news/2004/2004-12-01/26/511705.shtml
https://news.sina.com.cn/c/2006-11-30/165110650173s.shtml
https://mp.weixin.qq.com/s/XiO7yhPQhYw_Cno4Ey42eA
https://mp.weixin.qq.com/s/3G6BDys1J989L0XY3njk6Q
https://mp.weixin.qq.com/s/3G6BDys1J989L0XY3njk6Q
https://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3/5/277983.shtm
https://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3/5/277983.shtm
https://m.xinli001.com/info/100483553
https://www.ipsos.com/en/pride-month-2023-9-of-adults-identify-as-lgbt
https://www.undp.org/publications/lost-transition-transgender-people-rights-and-hiv-vulnerability-asia-pacific-region
https://www.chinanews.com.cn/sh/2020/02-22/910039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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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性别权益保障是一项不可忽视的社会民生问题。例如，家庭对于多元性别子女的接纳，将影响到国内

千万家庭的和谐稳定；而校园、职场对多元性别群体的接纳，则将影响其就学、就业等重要的人生发展

阶段。此外，社会整体层面对多元性别群体的接纳程度，也将关系到多元性别群体的身心健康等状况，

并进一步影响其人生发展路径。因此，从社会治理的角度，保障多元性别权益，既能促进社会的和谐与

稳定，亦是在回应和解决民生问题；如若忽视、放任或回避，任由现有矛盾激化，反而会影响到社会的

稳定发展。

（二）公众逐渐展现包容态度，权益保障具备社会观念基础
我国社会经济和互联网等新技术的发展，让多元性别群体得以建立起更紧密的社会联结，并借此形

成自我表达平台和发声渠道，如近年来的社交媒体上，有更多的多元性别群体愿意公开表明身份，并分

享自身的情感状态、家庭关系、日常生活等，让公众对多元性别群体有了更多了解；另一方面，与该群

体相关的医疗健康、校园教育、伴侣家庭、职场就业等议题不时进入公共领域，形成一些社会热点事件，

引发公众讨论，亦提升了多元性别议题的可见度。12

此外，在商业领域，以部分本土企业为代表，针对多元性别群体的市场营销也有助于将多元性别议

题带入公共视野。例如，阿里巴巴曾于2015年赞助我国7对同性恋人在国外结婚，受到大量网民的支持；13

大众点评在 2016 年推出“同志版”专栏，并借以推广更性别友好的生活消费场所；142020 年春节期间，

天猫在其“年货节”的推广中发布“带同性男友回家过年”的广告，引发热议；此外，VIVO、魅族、滴滴、

当当网等大型本土企业也曾纷纷开展多元性别友好宣传以进行品牌营销，在收获经济利益与社会效益的

同时，亦提升了社会对多元性别群体的关注、包容与接纳。15

伴随着多元性别群体的可见度提升，我国公众对该群体的包容态度也在不断提升。根据中国综合社

会调查（CGSS）16，针对“您认为同性间的性行为对不对”这一问题，2010 年参与调查的公众中仅有

合计 1.48% 的人认为可以是“对”的，另有 10.62% 的公众认为“说不上对与不对”；17 而到了 2015 年

CGSS调查中，针对于“同性恋是个人行为，他人不应该指责”这一问题，持“比较同意”（16.0%）和“完

全同意”（4.2%）态度的社会公众占比已提升到了 20.2%，并有 21.4% 的公众表示“无所谓”。18 可见，

仅仅五年间，我国公众对同性恋议题的包容态度就已有了大幅度提升。

此外，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组织的另一项针对非多元性别群体的公众调查也显示，七成以上的受访

者赞成多元性别群体有权利使用各项社会服务，九成以上的受访者赞成多元性别群体有平等接受社会救

12　武晓伟，张橦：《新媒体对社会边缘群体的组织化与赋权研究——以“女友组”为例》，《中国青年研究》2014 年第 3 期。
13　《阿里巴巴赞助 7 对同性恋人在美西好莱坞市完婚》，环球网，2015 年 6 月 11 日。
14　《LGBT 群体消费力逆天，国内“彩虹营销”为何依然低调》，界面新闻，2016 年 6 月 27 日。
15　《不止天猫拍了同志广告，滴滴、魅族、VIVO 这些国内大厂都很努力》，“淡蓝”微信公众号，2020 年 1 月 10 日。
16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是当前我国可利用的信度和效度最高的国家社科调查数据之一，其已成为研究中国社会最主要的数据来源，广泛地
应用于科研、教学、政府决策之中。
17　汤哲，陈嘉仪，邓莹钰：《公众对同性恋者的包容度分析——基于 CGSS(2010) 数据的实证分析》，《中国性科学》2016 年第 1 期。
18　王旭辉，刘文博：《互联网使用与公众对同性恋的包容程度——基于 CGSS2015 数据的实证分析》，《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年第 3 期。

概述：我国多元性别权益发展与现状

https://m.huanqiu.com/article/9CaKrnJLVon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713516.html
https://mp.weixin.qq.com/s/liaSVuwUHZxac5ElZ7-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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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将同性伴侣列为保险受益人以及平等接受再就业服务的权利。同时，84.5% 的受访者支持同性婚姻

合法化，81.6%的受访者认为法律应明确表示保护多元性别群体的权益。19上述调查研究均表明，在我国，

保障多元性别权益已具备了一定的社会观念基础，这对于在未来推进相关政策也是十分有利的。

（三）回应多元性别权益的国际发展，构建中国话语和国际影响力
近年来，保障多元性别群体的平等权益成为各个国家推进法律政策更新的方向之一，特别是亚非拉

地区及部分发展中国家也对多元性别议题频频表达积极态度。例如，2015 年 1 月，作为社会主义国家

的越南废除同性婚姻禁令，成为东南亚地区的领先表态；202022年9月，同属社会主义国家的古巴修订《家

庭法》，使同性婚姻和民事结合在古巴合法化，并允许同性伴侣收养孩子；212023 年 6 月，尼泊尔最高

法院发布临时命令，允许同性伴侣登记结婚。22 此外，与我国同属东亚文化圈的日本于 2022 年 10 月在

首都东京实施“同性伴侣宣誓制度”，以方便同性伴侣共同申请当地政府服务；23 同时，日本最高法院

在 2023 年 10 月裁定，将性别重置手术作为修改法定性别的前提的法律违宪，即性别认同的法律承认不

应以医疗措施为前提；24 而韩国高等法院则在 2023 年 2 月首度承认了同性伴侣的平等权利，成为该国多

元性别权益保障的“里程碑式进步”25，等等。

与此同时，对多元性别群体的权益保障已成为在联合国备受关注的议题之一，并逐渐获得国际社会

的重视。近年来，多元性别议题在联合国各项审议机制下不断被提及，而我国对多元性别权益的保障也

时常受到各界关注。26 因此，在世界各国竞相推进多元性别权益保障的当下，我国应主动关注国内多元

性别群体的生存与发展，这既是对国际社会关切的回应，也是维护国家主权与形象、提升国际影响力的

重要途径。

我国多元性别议题的历史变迁 27 

（一）古代中国对多元性别的包容态度
学界普遍认为，同性恋现象在我国自古有之，亦属常见。先秦时期，“分桃”“龙阳”等描述男性

间情爱的典故就已出现并广为流传，而比喻男性之间互生情爱的“男风”“男色”则贯穿于整个古代社

19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性少数群体生存状况 - 基于性倾向、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的社会态度调查报告》，2016 年。
20　《越南废除同性婚姻禁令》，环球网，2015 年 1 月 9 日。
21　	《古巴通过新 < 家庭法 >，同性婚姻和民事结合将合法化》，澎湃新闻，2022 年 9 月 27 日。
22　	《尼泊尔最高法院为同婚开绿灯：允许同性伴侣登记，待正式立法》，澎湃新闻，2023 年 7 月 5 日。
23　	《东京伴侣宣誓制度开放申请，外媒：具有象征意义的一步》，澎湃新闻，2022 年 10 月 12 日。
24　	《正式裁定！通过手术改变性别严重违反日本宪法！》，搜狐网，2023 年 10 月 26 日。
25　	《韩国法院首度承认同性伴侣权利	|	平等视角》，“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微博，2023 年 6 月 4 日。
26　	详见本报告“专题七：全球趋势与国际参与”。
27　	基于现有研究材料的局限性，本报告对于多元性别群体的历史发展状况未能充分呈现多元民族与多元文化视角，在此特别说明。

概述：我国多元性别权益发展与现状

https://www.undp.org/zh/china/publications/中国性少数群体生存状况-基于性倾向，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的社会态度调查报告
https://m.huanqiu.com/article/9CaKrnJGxmA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0066965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3524576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0264392
https://www.sohu.com/a/731447100_527250
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909035009736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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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历史中，并在明清时期达到顶峰。28 另一方面，我国历史上亦有“金兰会”“磨镜党”“行客歌”

等描述古代女性间情爱关系的许多典故。29 总体而言，我国古代对于同性恋或同性情爱的整体态度是中

性的、包容的，未曾出现过对相关群体或社会风气的系统性污名、排斥或迫害，同性情欲的公开表达也

较为社会所接受，例如，宋代男娼可聚集招揽生意；明清男风也被文人雅士津津乐道，亦有达官贵人在

家中畜养梨园“相公”；南方地区还有同性结为“契兄弟”“金兰”并公开以“夫妻”身份组成家庭，

等等。30

此外，我国古代文史典籍中亦有不少关于“易装”或“变性”的描述，显示出部分跨性别者、间性

人31等群体在古代中国的生存状态。早在司马迁《史记》中就曾描述：魏襄王十三年，“魏有女子化为丈夫”。

这或许是我国最早关于跨性别者或间性人的历史记载。此外，史籍如《汉书》《新唐书》《宋史》等，

文学作品如《搜神记》《聊斋志异》《型世言》等，以至《本草纲目》等医学典籍中，都对“易装”“变

性”	等议题有一定涉及，明清时期许多作品也愈发显示出对相关群体的包容态度和人性关怀。32

而在法律层面，我国古代少有针对同性恋或同性情爱的法律规制。根据记载，历史上首次将自愿同

性性行为入罪是清朝乾隆五年（1740 年）颁行的《大清律例》，其中对自愿的男性同性性行为（“和同

鸡奸”）做出明确惩罚：“如和同鸡奸者，照军民相奸例，枷号一个月，杖一百。”有研究指出，这一

法律的制定并非是对同性恋者的专门压制，而是与当时清朝整体的性压抑背景有关。同时，这一法规在

实践中也未得到严格执行，这是因为同性情爱并不违背传统儒家礼教的“宗法纲常”，自然也不需要被

法律重点关注。这一法规也于清末修律时（1911 年）被取消。33 此外，单纯的“易装”行为也属于古代

法律的模糊地带。据记载，清朝除“熊尔圣案”外，再无因单纯“易装”而被律法惩处的案件，这也可

以侧面反映我国古代社会的制度环境能让跨性别者通过隐藏身份生存。34

（二）西学影响下近代中国对多元性别的病理化与道德批判
如前所述，我国古代对于多元性别现象展现了相当包容的态度，然而中世纪西方社会却逐渐形成了

对多元性别群体的系统性迫害。在基督教等宗教教义和文化的影响下，同性性行为在 14、15 世纪的西

方成为“不道德的”“有害的”甚至“违法的”，这一观念一直持续至20世纪上半叶，而同性恋、双性恋、

跨性别等群体也不同程度地持续受到来自政府与社会的谴责、惩罚与“矫正”。35

28　	张在舟：《暧昧的历程：中国古代同性恋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 年 4 月第 1 版。张杰：《断袖文编——中国古代同性恋史料集成》，天
津古籍出版社，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9　	曾春娥：《中国女同性恋历史》，《中国性科学》2005 年第 4 期。
30　	李银河：《历史上的同性恋现象》，《百科聚焦》2004 年第 5 期。徐晓望：《从〈闽都别记〉看中国古代东南区域的同性恋现象》，《寻根》
1999 年第 1 期。
31　	旧时被称为“双性人”“阴阳人”，指生殖器官、性腺和染色体模式等性特征不符合典型男性或女性特征的人，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生理状态。
32　	梁明玉：《论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变性人现象与文化》，《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2 年第 3 期。
33　	郭晓飞：《中国法视野下的同性恋》，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 年 5 月第 1 版。
34　	清朝熊尔圣易装以女性身份生活四十余年未被发现，并收养子女，成为家族长者，因其亲弟弟欲谋夺她的财产，其身份亦被弟弟告发。尽管熊
尔圣并未作奸犯科，但基于“男扮女装即为奸民”（即易装是为了方便作奸犯科）的刻板认知，其仍受到律法的惩处。参见李尔岑：《清代“跨性别者”
的日常生活、生计浅探》，《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3 期。
35　	薛英杰：《反同性恋立场：西方明清男风研究中的文化误读》，《文史哲》2020 年第 1 期。王晴锋：《“恐同症”的根源——基于宗教、现代
性和文化的阐释》，《吉首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2013 年第 1 期。

概述：我国多元性别权益发展与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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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初，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观念开始被中国社会广泛推崇，并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形成“西

化”浪潮。同时，不少长期存在于我国历史中的文化传统因不符合当时的西方主流价值观而被视作“旧

染污俗”，遭到批判乃至被取缔，其中也包括古代的“男风”“男色”。36 进一步的，尽管也有知识分

子歌颂同性间美好、真挚的情感，但当时西方医学界将同性性行为、同性恋视作“变态”的病理化观点

与西方基督教对相关群体的道德批判仍被国内民众普遍接受，并深刻影响了我国近现代社会对多元性别

群体的认知。37

我国多元性别相关法律与政策的当代发展 

（一）多元性别的“罪化”与“去罪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同性恋等群体被视作“封建残余”或“资产阶级流氓分

子”而进入无法被公开展现的“隐匿时期”，甚至还面临着来自民间及政府的打压、羁查和法律惩处。38

最为突出的表现是 1979 年《刑法》第 160 条规定的“流氓罪”，尽管该条法律中没有任何涉及“同性

性行为”或“同性恋”的表述，但其在实践中成为了对实施男男性行为的男同性恋者、男双性恋者和跨

性别女性施以刑事处罚的正式法律依据。39

1997 年，我国修订《刑法》后取消了流氓罪，成年同性间双方自愿的私下性行为不再属于法律干预

范畴，对同性恋者的抓捕和处罚也随之失去合法性并逐渐减少，由此实现同性恋在我国的“去罪化”。40

而对跨性别者的法律承认，则来自 2000 年公安部对四川某跨性别者完成性别重置手术后的身份证件更

换问题做出的批示，其中指出“选择性别是公民的个人权利”，被视作跨性别者获得我国法律承认的开端。41

（二）多元性别的“病理化”与“去病理化”
1989 年，中华神经精神科学会发布第二版《中国精神疾病分类方案与诊断标准》（CCMD-2），其

中正式纳入“同性恋”“变装癖”“易性癖”等概念，明确了对同性恋、跨性别等群体的病理化认定；

在 1994 年的修订稿 CCMD-2-R 中还特别申明：“将同性恋仍列为性变态，不采纳国外从疾病分类系统

中删除、完全视为正常的做法”，进一步明确了病理化同性恋的立场。42

36　	吴存存：《“旧染污俗，允宜咸与维新”二十世纪初关于私寓、倡优并提的讨论与中国性史的西化》，《中国文化》2008 年第 2 期。
37　	王晴锋：《现代中国同性恋话语之发轫：嵌入性抑或本土性？》，《青海社会科学》2014 年第 6 期。
38　		李银河：《同性恋亚文化》，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39　	蔡煜：《关于中国同性恋问题的立法思考》，《青少年犯罪问题》2000 年第 6 期。童戈，何晓培，郭雅琦，崔子恩，毛燕凌，郭晓飞编：《中
国“同志”人群生态报告（一）》，北京纪安德咨询中心，2008 年 4 月。
40　	由于在司法实践中流氓罪的随意性很大，且刑罚幅度过宽也容易造成量刑时畸轻畸重的弊病，与罪刑法定原则相悖，因而流氓罪最终被取消。
参见郭晓飞：《中国有过同性恋的非罪化吗？》，《法制与社会发展》2007 年第 4 期。
41　	《四川变性教师获得新身份证》，《江淮晨报》，2000 年 6 月 1 日。
42　	我国将多元性别病理化的原因是复杂的，当时部分专家认为男男性行为受到社会伦理乃至刑事迫害，医学界可以提供“病理”的标签为当事人
做庇护，从而逃脱“流氓罪”的制裁；但多数专家认为同性恋违背伦理法律，而医学界有责任去“改造和控制”同性恋，这也为社会歧视和迫害提
供了借口。参见北京爱知行研究所：《同性恋非病理化以及相关文件》，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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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年以后，我国开始采纳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疾病分类（ICD）》为国家标准，而 ICD 在 1990

年已不再将同性恋列为精神疾病。43 而后，中华精神科学会通过对 51 名同性恋者的持续追踪研究，以及

与国际医学界的多次交流，最终认定“同性恋性行为是正常的”。44 基于此，我国在 2001 年发布的第三

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CCDM-3) 中，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名单中剔除，这被视为“同

性恋去病理化”的里程碑式进步。45 但是，该标准仍然将跨性别者视为“病理化”的“易性症”，且保

留了对“自我不和谐型”同性恋与双性恋的诊断，并将其视为“性指向障碍”，46 这意味着我国对多元

性别群体的“去病理化”依然是不彻底的。47 不过，随着近年来医学研究的进步与社会认知的提升，对

多元性别更为彻底的“去病理化”亦在不断推进，且取得了进展。48

（三）空缺与回避：当前我国多元性别相关法律与政策基本状况
整体而言，当前我国法律与政策对于多元性别权益多有“空缺”与“回避”，这体现在现有的法律

与政策对多元性别议题的明确关注十分有限、且多集中在健康医疗及媒体表达领域，一般围绕 HIV 防治、

性别重置手术规范及身份证件性别标记变更、以及对“同性恋”等内容的媒体审查展开。

从根本上讲，我国现有法律与政策在性别议题上采取的是以男女二分、异性恋为规范的立场，基本

缺少“性倾向”“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等概念或视角，“性别”概念也被严格限制在“男”或“女”

的二元范式中。在此背景下，多元性别群体基于自己的性倾向、性别认同或性别表达而产生的特殊困境

往往只能通过一般性的法律规范寻求最小程度的保护，部分困境则无法得到现有法律的充分回应。例如，

针对多元性别群体的“病理化”认知与强制“扭转治疗”仍广泛存在，现有医疗政策也未能充分考量跨

性别者的医疗需求；多元性别学生的平等受教育权缺乏制度保障，多元性别知识在校园性教育中被边缘

化；婚姻被限定在男女顺性别异性恋之间，同性伴侣间有关身份、生育、抚养、财产等相关权益难以被

法律平等保护；基于多元性别身份的就业歧视时有发生，平等就业权纠纷的司法救济难度大。此外，由

于我国没有专门的“反歧视法”，有关歧视的定义、形式、范畴等也未被法律明确。49 在此背景下，多

元性别群体的平等权益很难获得有效的法律保障与救济。

同时，我国司法系统对多元性别议题总体呈现出回避和保守态度，相关群体权益难以获得充分救济。

研究指出，在我国 1024 份有关多元性别的司法判决书中，95.21%（975 例）的判决在裁判理由中没有

43　	《秘书长古特雷斯：联合国坚定地与性少数群体站在一起》，联合国新闻，2023 年 5 月 6 日。
44　	《不是精神病，同性恋是什么？》，《三联生活周刊》，2001 年 3 月 28 日。
45　	杨立新，吴烨：《为同性恋者治疗的人格尊严侵权责任——兼论搜索引擎为同性恋者治疗宣传的虚假广告责任》，《江汉论坛》2015 年第 1 期。
46　	CCMD-3中指明：“性指向障碍是指起源于各种性发育和性定向的障碍，从性爱本身来说不一定异常，但某些人的性发育和性定向可伴发心理障碍，
如个人不希望如此或犹豫不决，为此感到焦虑、抑郁，及内心痛苦，有的试图寻求治疗加以改变。这是 CCMD-3 纳入同性恋和双性恋的主要原因。”
参见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陈彦方：《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精神障碍分类）》，《中华精神科杂志》2001 年第 3 期。
47　	需要澄清的是，CCMD-3诊断同性恋、双性恋的目的，应当解读为缓解个体与性倾向相关的焦虑、抑郁等精神健康问题，而不应当被视作“矫正”
其性倾向的依据。应当意识到，与性倾向相关的焦虑、抑郁情绪的成因更多源于外界压力，即包括来自家庭、校园、职场和社会层面的歧视与暴力，
而非性倾向本身。
48　	详见本报告“健康与医疗”部分。
49　	由于法律中没有对歧视的明确定义，中国曾在 2006 年与 2014 年被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批评没有充分履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
公约》的要求。2022 年 10 月，中国修订《妇女权益保障法》，并在第二条第二款中新增“禁止排斥、限制妇女依法享有和行使各项权益”，这被
视为是对前述公约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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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性别相关事实的分析（86.91%），或者未将相关事实作为裁判考量因素（8.30%），这种回避态度

导致了部分案例审理结果的不公正。此外，还有 1.27%（13 例）的判决认为多元性别是“不正常”“不

道德”或“有害的”，进而做出了不公正的裁判；而通过对多元性别相关事实的积极认定进而判决保障

多元性别权益的案件仅占 1.95%（20 例）。50

当前我国多元性别权益面临的挑战和实践发展 

（一）多元性别群体生存与发展仍充满挑战
伴随着多元性别群体可见度的提升，我国对于多元性别权益的保障也有了一定进步，如关注多元性

别群体的身心健康状况，在个案中打击针对多元性别群体的就业歧视等。但整体而言，我国多元性别群

体的生存与发展仍是充满挑战的，这让绝大多数多元性别人士不能以完全公开的身份参与日常社会生活。

当前，我国仅有约 5% 的多元性别人士愿意公开自己的性倾向或性别认同，也仅有 15% 的多元性别人士

愿意向关系亲密的家人出柜。51

多元性别群体的低可见度与其遭遇的系统性歧视和暴力具有高度的关联性。在多元性别议题不被充

分了解的社会中，公众对多元性别群体往往存在无知、偏见与恐惧，甚至会发展为歧视和暴力；而这种

歧视和暴力又会迫使多元性别群体进一步隐藏自己的身份。调查显示，有超过 70% 的多元性别人士曾

因自己的性倾向、性别认同或性别表达而产生心理困扰；超过 50% 的多元性别人士自述曾因自己的性

倾向或性别认同而遭受歧视或不公正对待，而歧视发生的主要场景则是家庭（56.1%）、学校（39.6%）

和职场（21.0%）。52

系统性的外部歧视与相关法律保障的缺失是我国多元性别群体面临生存与发展困境的主要原因。例

如，歧视和暴力让多元性别群体普遍面临更高的心理危机风险，强制“扭转治疗”仍持续危害社群身心

健康；多元性别学生更易在校园遭受欺凌和暴力，且难以获得有效救济；同性恋者会被家庭诱导、胁迫

进入异性婚姻关系，或者被家人施暴、驱逐；就业歧视困境依然严峻，并影响到多元性别群体的工作待

遇与职业发展，等等。

（二）多元性别权益保障在立法与司法的尝试中断续推进
即使面对当前种种困境，我国多元性别群体总体上对于政府有较高的信任度，也表现出了对于国内

相关公共机构和制度改善的较高期待。有调查显示，近 95% 的多元性别受访者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

近 90% 的多元性别受访者认为多元性别权利应得到我国法律的明确保护。53

50　	沈飞飞，杨一帆，刘小楠：《中国 LGBT 相关司法案例研究报告》，2021 年。
51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性少数群体生存状况 - 基于性倾向、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的社会态度调查报告》，2016 年。
52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性少数群体生存状况 - 基于性倾向、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的社会态度调查报告》，2016 年。
53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性少数群体生存状况 - 基于性倾向、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的社会态度调查报告》，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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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undp.org/zh/china/publications/%E4%B8%AD%E5%9B%BD%E6%80%A7%E5%B0%91%E6%95%B0%E7%BE%A4%E4%BD%93%E7%94%9F%E5%AD%98%E7%8A%B6%E5%86%B5-%E5%9F%BA%E4%BA%8E%E6%80%A7%E5%80%BE%E5%90%91%EF%BC%8C%E6%80%A7%E5%88%AB%E8%AE%A4%E5%90%8C%E5%92%8C%E6%80%A7%E5%88%AB%E8%A1%A8%E8%BE%BE%E7%9A%84%E7%A4%BE%E4%BC%9A%E6%80%81%E5%BA%A6%E8%B0%83%E6%9F%A5%E6%8A%A5%E5%91%8A
https://www.undp.org/zh/china/publications/%E4%B8%AD%E5%9B%BD%E6%80%A7%E5%B0%91%E6%95%B0%E7%BE%A4%E4%BD%93%E7%94%9F%E5%AD%98%E7%8A%B6%E5%86%B5-%E5%9F%BA%E4%BA%8E%E6%80%A7%E5%80%BE%E5%90%91%EF%BC%8C%E6%80%A7%E5%88%AB%E8%AE%A4%E5%90%8C%E5%92%8C%E6%80%A7%E5%88%AB%E8%A1%A8%E8%BE%BE%E7%9A%84%E7%A4%BE%E4%BC%9A%E6%80%81%E5%BA%A6%E8%B0%83%E6%9F%A5%E6%8A%A5%E5%91%8A
https://www.undp.org/zh/china/publications/中国性少数群体生存状况-基于性倾向，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的社会态度调查报告


11

相关立法实践对这些制度愿景也有所尝试。例如，自 2001 年来，社会学家李银河连续多年向全国

人大递交“同性婚姻合法化提案”，尽管未能成功，但也让多元性别社群的诉求获得外界持续关注。54

在 2019年我国制定《民法典》期间，政府部门曾就“婚姻家庭编（草案）”的修订收到了20余万条意见，

其中有大量意见表达了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意愿，微博相关话题阅读量突破 2 亿次，不仅促成了公众对相

关议题的广泛讨论，还获得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回应。55

值得一提的是，2017 年 10 月施行的《民法总则》及之后生效的《民法典》中，新增的“意定监护”

制度56在实践中为同性伴侣建立合法监护关系提供了重要法律依据，不少同性伴侣甚至将公证书视作“结

婚证”，	成为多元性别群体自我赋权以寻求伴侣权益保障的创造性实践。57

在司法层面，2014 年前后，我国开始出现与多元性别议题直接相关的各类司法诉讼，这些诉讼围绕

多元性别群体遭受的暴力、歧视与污名展开，涉及就业歧视、反“扭转治疗”、平等受教育权、争取同

性婚姻等议题，并开创了多个“首次”。部分诉讼在媒体与社会层面都得到了较大的关注，如同性恋反

“扭转治疗”第一案、同性恋婚姻维权第一案、首例跨性别者就业歧视案、同性恋教师劳动权益第一案、

首例“恐同”教材产品质量纠纷案等。58 尽管在司法上获得胜诉结果的案件十分有限，但这些案件在事

实上反映出我国的多元性别群体希望诉诸合法程序摆脱歧视和污名状态、得到社会公众平等对待的呼声，

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公众对多元性别议题的认知及态度转变。

整体看来，我国有关多元性别权益保障的立法与司法实践仍存在诸多局限，且缺乏连续性，难以充

分应对多元性别群体面临的生存发展困境。不过，断续推进的相关实践对提升我国多元性别议题可见度、

缓解相关群体困境仍具有重要意义，并为未来多元性别群体的权益改善提供了一定的现实基础。

54　	《李银河欲递交同性婚姻合法化提案	无代表帮忙》，中国新闻网，2012 年 3 月 20 日。
55　	《中国发布｜同性恋结婚合法 ?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这样回应》，中国网，2019 年 8 月 21 日。《全国人大法工委：有意见建议同性婚姻合
法化写入民法典》，中国新闻网，2019 年 12 月 20 日。
56　	即允许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自行协商并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
57　	《一项制度“歪打正着”，同性伴侣有了“生死协议”》，《南方周末》，2019 年 8 月 13 日。
58　	沈飞飞，杨一帆，刘小楠：《中国 LGBT 相关司法案例研究报告》，2021 年。

概述：我国多元性别权益发展与现状

https://www.chinanews.com.cn/cul/2012/03-20/3756327.shtml
http://news.china.com.cn/txt/2019-08/21/content_75122294.htm
https://www.chinanews.com/shipin/cns-d/2019/12-20/news842294.shtml
https://www.chinanews.com/shipin/cns-d/2019/12-20/news842294.shtml
https://mp.weixin.qq.com/s/nIrmuFbvXmgOds9qpnecOg
https://www.tongyulala.org/uploadfile/2022/0118/2022011803432895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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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元性别议题中，健康与医疗领域相关的需求与权益是基础性的。在

我国，多元性别群体的健康与医疗需求同样被日益关注，同时，多元性

别议题与精神卫生、心理健康、性健康、HIV 等公共卫生议题等多有交叉，

进一步促成了多元性别群体在医疗与健康领域的群体可见度提升。

近年来，我国相关的法律政策在反对强制“扭转治疗”、推进多元性别

“去病理化”等层面取得了一定进步，性别重置手术的规范也逐步完善，

社群“同伴教育”亦提升了 HIV 防治效果。不过，当前多元性别群体的

心理危机风险普遍较高，“扭转治疗”仍危害社群身心健康，跨性别群

体仍面临多重医疗困境，持续存在的 HIV 污名也阻碍了相关群体的生存

与发展。

专题一：

健康与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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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与进步 

（一）强制“扭转治疗”不被司法认可，“去病理化”政策逐步推进
针对性倾向与性别认同的强制“扭转治疗”是长期影响多元性别群体身心健康的障碍，而随着医学

研究的进步与社会认知的提升，各界已逐渐意识到不应将同性恋、双性恋视作任何形式的疾病，强制“扭

转治疗”的违法性亦获得了我国司法机关的确认。2014 年 12 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判决重庆一家

提供电击“矫正”同性恋者的心理咨询机构“虚假宣传”，其判决理由指明“同性恋并非精神疾病”；12017

年 6 月，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判决某精神病医院对同性恋者以“性偏好障碍”名义进行的强

制治疗属于非法，要求其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抚慰金。2 两起案件的胜诉体现了司法系统通过公正审判对

多元性别权益的保障，也对提供非法“扭转治疗”的各类机构起到了震慑作用。在此期间，社会各界也

越来越关注同性恋者的权益保障，出现大量相关探讨，亦有主流媒体曝光各类“扭转治疗”乱象，在一

定程度上抑制了“扭转治疗”的肆意滋长，也提升了公众对多元性别群体的认知。3

2018 年 12 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通知，要求各级卫生健康委积极推进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国

际疾病分类第十一次修订本（ICD-11）》中文版的全面使用，而世界卫生组织在 ICD-11 中已彻底实现

对各类性倾向及性别认同的“去病理化”，这对于在我国医学界实现多元性别群体的彻底的“去病理化”

具有重要意义。42020 年 11 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精神障碍诊疗规范（2020 年版）》作为精神障

碍诊疗的主要依据，相比第三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CCMD-3），其去掉了所有涉及同

性恋或双性恋的表述。5 由此可以明确，当前对同性恋者、双性恋者的任何有关性倾向的“治疗”“矫正”

措施，都不再有相应的科学和法律依据，都应被视作侵害个体健康权的违法行为。

（二）性别重置相关规范逐步完善，跨性别者医疗障碍减少
我国早于 1983 年 1 月便在医学研究中实施了第一例性别重置手术；1990 年，整形外科专家何清濂

在上海长征医院为秦慧英实施的性别重置手术，成为我国第一例被公开报道的性别重置手术案例。61995

年，著名舞蹈家金星通过性别重置手术实现“由男到女”的转变，并引发社会热议，金星也由此成为在

中国几乎“家喻户晓”的跨性别者。7 此后，跨性别者的可见度逐渐提升，其医疗与健康需求也逐渐受到

关注。2005 年即有媒体报道称，我国已约有 10 万人要求进行性别重置手术，并有上千人已完成手术。8

1　	《中国首例电击治同性恋案宣判	心理中心赔偿 3500 元》，中国法院网，2014 年 12 月 21 日。另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4）海民初字第
16680 号民事判决书。
2　	《同性恋男子“被精神病”：医院二审撤诉》，《新京报》，2017 年 9 月 20 日第 A11 版。另见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2016）豫
1720 民初 4122 号。
3　	《揭秘同性恋扭转治疗闹剧：微创手术驱鬼画符》，新华网，2015 年 10 月 19 日。
4　	《关于印发国际疾病分类第十一次修订本（ICD-11）中文版的通知》（国卫医发〔2018〕52 号）。
5　	不过，跨性别者仍被该规范视作病理化的“易性症”；而在世界卫生组织的 ICD-11 中，跨性别者已被完全去病理化。参见《国家卫生健康委办
公厅关于印发精神障碍诊疗规范（2020 年版）的通知》（国卫办医函〔2020〕945 号）。
6　	《【老专家口述历史】何清濂：中国变性手术之父》，“上海长征医院”微信公众号，2020 年 6 月 11 日。
7　	《金星谈变性：今年正好 17 岁	用时间改变社会的态度》，上海青年报，2012 年 5 月 28 日。
8　	《中国至少十万人要求变性	有千人已做手术》，上海青年报，2005 年 1 月 18 日。

专题一：健康与医疗

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4/12/id/1521192.shtml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7-09/20/content_696035.htm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0/19/c_128331616.htm
http://www.phic.org.cn/zcyjybzpj/bzypj/bzgf/gjbz/202011/t20201104_292856.html
http://www.nhc.gov.cn/yzygj/s7653p/202012/a1c4397dbf504e1393b3d2f6c263d782.shtml
http://www.nhc.gov.cn/yzygj/s7653p/202012/a1c4397dbf504e1393b3d2f6c263d782.shtml
https://mp.weixin.qq.com/s/sEHv2ruQ7u__g-VeH71mqg
http://www.dwrh.net/a/renshi/mx/2012/0528/140241.html
https://tech.sina.com.cn/d/2005-01-18/093950728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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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性别重置手术需求的增加，配套的法律制度也逐步确立。2002 年及 2008 年，公安部先后发布

两项关于公民实施性别重置手术后变更户口及居民身份证性别标记的批复，为实施手术的跨性别者提供

了变更性别标记的明确依据。92009 年，原卫生部发布《变性手术技术管理规范（试行）》，规范了性

别重置手术的技术审核和临床应用管理，初步保障了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102017 年，国家卫生健康委

发布《性别重置技术管理规范（2017年版）》和《性别重置技术临床应用质量控制指标（2017年版）》，

将“变性手术”的表述调整为“性别重置”，进一步规范了性别重置技术临床应用，保证医疗质量和医

疗安全；112022 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新版《性别重置技术临床应用管理规范》，降低了针对手术对

象的部分门槛要求，并为其术后性别标记变更提供进一步便利，包括：增加了对“性别焦虑/性别不一致”

诊断与“易性症”诊断同等效力的认可；取消对本人要求手术的书面报告的公证要求，仅需本人签字；

将手术年龄门槛降低至 18 岁；删除此前需要“术前接受心理、精神治疗 1 年以上且无效”的规定；诊

疗证明的出具不再以完成“外生殖器重建手术”为前提，而仅需完成“生殖器及性腺 ( 睾丸、卵巢 ) 切

除手术”。12 性别重置相关规范的不断调整，体现了相关部门对跨性别群体医疗需求的正面回应，也是

保障跨性别者权益的重要进步。

此外，随着近年来跨性别群体医疗需求的增加，主流医学界也开始积极做出回应。当前，北京大学

第三医院 13、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14、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15 等专业医疗机构已先后

设立相关医疗团队、门诊或多学科会诊，为跨性别者提供适合其身心健康状况的阶段性医疗服务，以缓

解其性别焦虑，满足其医疗需求。

（三）HIV 防治推进反歧视，社群“同伴教育”效果显著
相较于异性性行为，男男性行为者的安全套使用率较低，使其面临更高的感染 HIV 的风险。同时，

男男性行为者与男同性恋和跨性别群体存在身份重叠，也使得HIV成为多元性别议题中不可回避的一部分。

作为一项全球性公共卫生议题，自 1985 年发现国内第一例 HIV 感染者起，我国政府就格外重视对

HIV 的防治。2004 年以来，我国 HIV 防治工作逐渐成熟，其被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国务院也成立了防治

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同时，“四免一关怀”政策出台，HIV 相关药物逐渐纳入医保，中央财政投入大幅

度增加，HIV 防治成为社会各界共同承担的重要工作。16 此外，2006 年颁布的《艾滋病防治条例》明确

了禁止基于 HIV 的歧视，而这一原则也延伸至对同性恋群体的权益保护中，在提升群体防艾意识的同时，

9　	《公安部三局关于公民实施变性手术后变更户口登记性别项目有关问题的批复》（公治〔2002〕131 号）；《关于公民变性后变更户口登记性别
项目有关问题的批复》（公治〔2008〕478	号）。
10　	《变性手术技术管理规范（试行）》（卫办医政发〔2009〕185 号）。
11　《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印发造血干细胞移植技术管理规范（2017年版）等15个“限制临床应用”医疗技术管理规范和质量控制指标的通知》
（国卫办医发〔2017〕7 号）。
12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限制类技术目录和临床应用管理规范（2022 年版）的通知》（国卫办医发〔2022〕6 号）。
13　	《性别扭转治疗：一个跨性别女孩的残酷“成年礼”》，腾讯网，2020 年 7 月 22 日。
14　	《关注跨性别者多元需求——九院整复外科首次组织召开跨性别 MDT 会诊》，上海第九人民医院，2021 年 10 月 7 日。
15　	《上海率先开设跨性别多学科门诊	帮助特殊未成年人》，中国新闻网，2021 年 11 月 4 日。
16　	郑灵巧，陈清峰 , 沈洁：《中国艾滋病防治政策与策略发展历程回溯》，《中国艾滋病性病》2019 年第 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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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zh.wikisource.org/wiki/公安部三局关于公民实施变性手术后变更户口登记性别项目有关问题的批复
http://www.cqjb.gov.cn/bm/qgafj_71938/zwgk_73798/jczwgk/hjgllyxxgk/zcwj/gabwj/202304/t20230413_11873187.html
http://www.cqjb.gov.cn/bm/qgafj_71938/zwgk_73798/jczwgk/hjgllyxxgk/zcwj/gabwj/202304/t20230413_11873187.html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F%98%E6%80%A7%E6%89%8B%E6%9C%AF%E6%8A%80%E6%9C%AF%E7%AE%A1%E7%90%86%E8%A7%84%E8%8C%83
https://www.wiki8.cn/xingbiezhongzhijishuguanliguifan.EF.BC.882017nianban.EF.BC.89_160138/
http://www.nhc.gov.cn/yzygj/s7657/202204/2efe9f8ca13f499c8e1f70844fe96144.shtml
https://new.qq.com/rain/a/20200722A057D800
https://www.9hospital.com.cn/djy_web/html/djy/jy_xwgg_xwdt/2021-10-07/Detail_148580.htm
https://www.chinanews.com/sh/2021/11-04/960189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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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为其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接纳体系，并成为推进防艾工作的重要保障。17

与此同时，政府注意到男同性恋社群与HIV议题的交叉关系，并意识到在男同性恋社群中开展防艾“同

伴教育”18 的必要性，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防艾社会组织得到迅速发展，并逐渐向全国各地铺开。这

些组织大多基于男同性恋者社群建立，并与地方疾控中心合作，在开展科普教育、推广 HIV 检测、发放

安全套的同时，也同步开展社群活动，成为推进 HIV 防治的重要环节。19 开展“同伴教育”的工作成果

也表明，HIV 的有效防治与良好的社群建设是不可分割的。20 例如，我国最大的男同性恋社交平台 Blued

（淡蓝网）的用户规模超千万，其在发展商业的同时也积极参与到防艾公益中，通过与疾控系统合作建

立 HIV 检测点，并利用互联网技术推广 HIV 检测，其平台认证机构已开设 306 个线上检测室，HIV 检测

咨询累计超 13 万人次。21 其原负责人也曾因此被国家高层领导人公开接见，并被视为政府对基于多元性

别社群的防艾工作的重要性及其贡献的肯定。22

	需求与困境 

（一）多元性别群体的心理危机风险普遍较高
在当前，关于多元性别是“病态”“不正常”的错误观点仍占据公众意识的主流，进而导致社会层

面对多元性别群体长期存在偏见、歧视和暴力。由于缺少友善的外部支持体系，多元性别群体需要在家庭、

校园、职场等领域努力隐藏身份，或“伪装”为异性恋者，其情感诉求与身份困扰也被不断压抑；而一

旦身份暴露，其很可能会面临来自家人、同学、同事的质问与非议，并引发各类矛盾。

不被理解的苦闷与身份暴露的风险让多元性别群体承受着更大的压力，其心理健康水平也远低于全

国平均水平。2021 年对多元性别群体的一项调查显示，约 59% 的受访者具有轻度抑郁或重度抑郁风险，

其中，多元性别青少年与成年人重度抑郁风险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4 至 5 倍；此外，54% 的受访者在近一

年内考虑过自杀。而影响多元性别群体心理健康的主要因素包括家庭关系、就业状况、婚姻压力、出柜

状态等。23对于跨性别者而言，其普遍存在性别焦虑，且更易遭受歧视与暴力，也有更高的比例遭受抑郁（高

风险比例 42.4%）、焦虑（重度比例 16.0%）等危机。24

17　	中盖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艾滋病的历史，就是反歧视的历史——中盖艾滋病项目反歧视经验分享》，2013 年。
18　	指在男同性恋社群中培育和发展防艾公益人士与志愿者，让其为社群提供知识科普及教育。同伴教育是中国防艾工作的重点手法，借此可以降
低社群进入门槛，并进一步拓展工作范围，志愿者与社群相似的身份背景也更易获得信任，并有利于劝服社群接受防艾教育。
19　	《中国同性恋：春光乍泄 20 年》，凤凰网，2008 年 9 月 19 日。
20　	童戈，何晓培，郭雅琦，崔子恩，毛燕凌，郭晓飞编：《中国“同志”人群生态报告（一）》，北京纪安德咨询中心，2008 年 4 月。
21　	《第十届“青春零艾滋”举行，蓝城兄弟旗下淡蓝公益持续实践“互联网 +	HIV 防控”》，中华网，2023 年 12 月 1 日。
22　	《警察辞职办同性恋网站：因艰辛曾想自杀，被总理接见后现转机》，澎湃新闻，2014 年 12 月 4 日。
23　	北同文化：《2021 性与性别少数群体心理健康与亲密关系报告》，2021 年。
24　	北同文化：《2021 全国跨性别健康调研报告》，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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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hea.china.com/article/20231201/122023_1449446.html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83161
https://mp.weixin.qq.com/s/HZK81HPuNDRq1jAGXf-XNw
https://mp.weixin.qq.com/s/HSFpurun7c2UBqXBBbYIi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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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医疗健康服务不友善，“扭转治疗”仍危害社群身心健康
如前所述，CCMD-3 所保留的对“自我不和谐型”同性恋与双性恋的诊断，维系了医疗健康领域对

多元性别群体的“病理化”错误认知。研究显示，在 2001 年后我国编著的 17 本心理健康相关的专业教

科书中，有 64.7% 的教材仍将同性恋做出病理认定，且几乎都援引了 CCMD-3 作为依据。25 有调查指出，

27% 的受调查者曾因多元性别身份而遭到医护人员的轻蔑、冷漠的对待；18% 的受调查者曾被医护人

员诊断或暗示多元性别身份是一种“疾病”。这些不友善的因素均影响了多元性别群体平等地接受医疗

卫生服务。

对同性恋的“病理化”认知为强制“扭转治疗”的存在提供了条件。一项针对精神卫生与心理咨询

从业人员的研究显示，近 87％的受访者认为性倾向可以改变，36.2％对“扭转治疗”持支持态度，且有

13.7％曾经或正在开展针对性倾向的“扭转治疗”。26 同时，“扭转治疗”也成为行业获取经济利益的“灰

色地带”。27 媒体调查显示，不少医疗机构和医生利用家庭或个人对“扭转治疗”的需求，会宣称“同

性恋不是病”，但仍可以尝试“治疗”或“矫正”，并收取各类检查费和治疗费。28 而若当事人存在抑

郁症或躁郁症等情形时，其更容易被医疗机构强制收治。

尽管“扭转治疗”往往打着“医学”名号，但其已被广泛证实是没有科学依据的、无效的、有害的。29

调查指出，在经历过“扭转治疗”的个体中，没有一位被成功“扭转”，相反，其心理健康状况会更差，

自杀风险水平也更高。30

（三）跨性别群体仍面临多重医疗困境，身心健康亟需保障
为了使得性别特征与性别认同相符，同时修改相关证件以获取法律身份与社会生活的便利，使用性

激素等药物及实施性别重置手术是跨性别群体常见的医疗需求。调查显示，30.2% 的跨性别男性经历过

性激素替代医疗或性别重置手术，66.9% 的跨性别女性经历过性激素替代医疗或性别重置手术；在未采

取上述措施的受访者中，77.7% 的跨性别男性和 82.0% 的跨性别女性有意向采取上述措施。31 这表明跨

性别群体的医疗健康需求尤其突出。

与此同时，当前跨性别者获得性激素是十分困难的。由于对性激素获取条件的严格限制，通常只有

已完成性别重置手术或取得“易性症”相关诊断的跨性别者才能通过正式医疗机构获取性激素。32 调查

显示，正在使用性激素的跨性别受访者中，只有 9.51% 可以通过医生处方等正规渠道获取性激素，而超

过 90% 的受访者仅能通过网购平台或私人方式购得，同时有 93.66% 的受访者在使用性激素时不能获得

25　	同城青少年资源中心：《中国高校教科书中对同性恋的错误和污名内容及其影响调查报告》，2014 年。
26　	刘艳，张领豪，申强，蔡瑶，刘华清：《精神卫生与心理咨询从业人员对同性恋群体态度研究》，《性心理学》2016 年第 1	期。
27　	《“同性恋治疗”就是一种“伪科学”》，《新京报》，2015 年 10 月 20 日第 A02 版。
28　	《暗访“治疗”同性恋：催眠卖药还电击》，澎湃新闻，2019 年 4 月 18 日。
29　	同志亦凡人：《“遭遇扭转治疗怎么办”——应对“扭转治疗”手册》，2022 年。
30　	北京同志中心，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中国同志心理健康调研报告》，2014 年。
31　	北同文化：《2021 全国跨性别健康调研报告》，2023 年。
32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华女子学院：《跨性别者性别认同的法律承认——中国相关法律和政策评估报告》，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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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nlgbtdata.com/files/uploads/2021/06/%E4%B8%AD%E5%9B%BD%E9%AB%98%E6%A0%A1%E6%95%99%E7%A7%91%E4%B9%A6%E4%B8%AD%E5%90%8C%E6%80%A7%E6%81%8B%E9%94%99%E8%AF%AF%E5%92%8C%E6%B1%A1%E5%90%8D%E5%86%85%E5%AE%B9%E5%8F%8A%E5%85%B6%E5%BD%B1%E5%93%8D%E8%B0%83%E6%9F%A5%E6%8A%A5%E5%91%8A.pdf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5-10/20/content_603624.htm?div=-1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301564
https://www.youguiwujia.com/_files/ugd/b5979e_aa079aae4d99479aa40f9bde29ecdfa1.pdf
https://mp.weixin.qq.com/s/XQUgTDtjHB4MomXlePS3NQ
https://mp.weixin.qq.com/s/HSFpurun7c2UBqXBBbYIiQ
https://www.undp.org/zh/china/publications/%E8%B7%A8%E6%80%A7%E5%88%AB%E8%80%85%E6%80%A7%E5%88%AB%E8%AE%A4%E5%90%8C%E7%9A%84%E6%B3%95%E5%BE%8B%E6%89%BF%E8%AE%A4%E2%80%94%E4%B8%AD%E5%9B%BD%E7%9B%B8%E5%85%B3%E6%B3%95%E5%BE%8B%E5%92%8C%E6%94%BF%E7%AD%96%E8%AF%84%E4%BC%B0%E6%8A%A5%E5%91%8A


17

医生指导。33 一方面，缺少正规医疗体系的支持，私自购买并使用药物将给跨性别者带来显著的健康风

险和经济成本；而另一方面，若无法获得性激素，则会加重跨性别者的抑郁风险与自残行为。34 调查显示，

25% 的有需求的跨性别者会因无法获得性激素感到抑郁，15% 会因此出现自杀、自残等行为。35 此外，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于 2022 年 11 月发布了《药品网络销售禁止清单》（第一版），其中包括环丙孕酮

和雌二醇两种性激素药物。36 此举加剧了合法获取性激素的难度，并易滋生性激素“地下交易”，不仅

无法确保药物的有效性、合法性及其对健康的风险，同时还易使跨性别者遭受诈骗、勒索等违法犯罪行

为的危害。

医疗资源有限、经济成本过高等问题也提升了性别重置手术的门槛。当前，性别重置手术属于“国

家限制类技术”，其在医疗机构内的设立和实施都需要较高的技术条件和政策门槛，也导致国内能提供

性别重置手术的医疗机构非常少。而 2017 年的调查显示，总体上仅有 14.8% 有手术需求的跨性别者进

行过性别重置手术。37 同时，性别重置手术相关规范的门槛依然过高。调查显示，92.7% 的受调查跨性

别者认为获取“易性症”相关诊断存在不同程度的困难，而该诊断是实施性别重置手术的必要条件。此

外，当前手术政策仍要求提交“已告知直系亲属拟行性别重置手术的相关证明”，但并未明确“相关证

明”的形式，而现实中医疗机构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医患矛盾和医闹事件，还会要求直系亲属的签字同

意甚至是文本公证，进一步提高了手术的门槛；同时，对许多跨性别者而言，直系亲属往往无法理解其

需求，该证明材料的获取也十分艰难。38 过高的手术门槛与复杂的手续流程会强化跨性别者的性别焦虑，

部分跨性别者甚至选择非正规渠道进行手术，带来巨大的健康隐患。39

（四）HIV 污名影响防艾成效，保障制度缺失危及感染者生存
当前社会中有关 HIV 的恐慌、误解、偏见与歧视尚未被充分澄清和讨论，公众易将 HIV 与多元性别

群体，特别是男同性恋者相绑定，进而形成特定身份下的双重污名，如“同性恋都有艾滋病”“HIV 感

染者都私生活混乱”等，并影响防艾工作开展。研究指出，现行的“恐吓式防艾教育”40 以及陈旧的知

识宣传直接促成了社会各界对 HIV 感染者的污名与歧视，引发公众对 HIV 的恐慌，同时也让 HIV 感染

者和相关群体缺少必要的内驱动力和外部支持去进行 HIV 检测与治疗，进而让 HIV 的传播更为隐匿，削

弱了 HIV 防治工作的有效性，也恶化了感染者的生存境况。41 当前，HIV 已经完全成为可预防、可控制

的病毒，日常生活中几乎没有感染 HIV 的可能性，在性活动中正确使用安全套或暴露前预防药物也可极

33　	跨儿文化：《中国大陆跨性别群体激素干预获取情况调查报告》，2018 年。
34　	《跨性别治疗医生潘柏林：这个领域很冷门，但 TA 们需要医学支持》，“医学界”微信公众号，2020 年 8 月 18 日。
35　	北京同志中心，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17 中国跨性别群体生存现状调查报告》，2017 年。
36　	《国家药监局关于发布药品网络销售禁止清单（第一版）的公告（2022 年	第 111 号）》，2020 年 11 月 30 日。
37　	《跨性别治疗医生潘柏林：这个领域很冷门，但 TA 们需要医学支持》，“医学界”微信公众号，2020 年 8 月 18 日。另见北京同志中心，北
京大学社会学系：《2017 中国跨性别群体生存现状调查报告》，2017 年。
38　	北同文化：《2021 全国跨性别健康调研报告》，2023 年。
39　	《22 岁“医生”学网络视频给小伙做变性手术，一审被判 3 年半》，澎湃新闻，2018 年 9 月 20 日。
40　	即重点讲述 HIV 的危害与恐怖，意图让公众在恐惧氛围中强化对自身行为的道德约束，而忽视了对 HIV 感染者给予足够的人文关怀与平等保障。
41　	张有春：《艾滋病宣传教育中的恐吓策略及其危害》，《思想战线》2017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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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nlgbtdata.com/files/uploads/2019/03/2017_%E4%B8%AD%E5%9B%BD%E8%B7%A8%E6%80%A7%E5%88%AB%E7%BE%A4%E4%BD%93%E7%94%9F%E5%AD%98%E7%8E%B0%E7%8A%B6%E8%B0%83%E7%A0%94%E6%8A%A5%E5%91%8A-%E5%8F%AF%E8%A7%86%E5%8C%96.pdf
https://www.nmpa.gov.cn/yaopin/ypggtg/20221130200847133.html
https://mp.weixin.qq.com/s/JZUTwNYGkMCNbzh-Y4n2tQ?poc_token=HLMyq2WjtLZMfja9J6yctH8VmoutqVdLbTQBDpmw
https://cnlgbtdata.com/files/uploads/2019/03/2017_%E4%B8%AD%E5%9B%BD%E8%B7%A8%E6%80%A7%E5%88%AB%E7%BE%A4%E4%BD%93%E7%94%9F%E5%AD%98%E7%8E%B0%E7%8A%B6%E8%B0%83%E7%A0%94%E6%8A%A5%E5%91%8A-%E5%8F%AF%E8%A7%86%E5%8C%96.pdf
https://mp.weixin.qq.com/s/HSFpurun7c2UBqXBBbYIiQ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12105468112186871&wfr=spider&for=pc


18

大程度降低感染 HIV 的风险，而持续进行有效抗病毒治疗的 HIV 感染者的免疫系统可逐渐恢复，预期寿

命几乎不受影响。更重要的是，“U=U”42 的提出为提升 HIV 防治成效、消除感染者污名提供了重要保

障，但这一概念尚未在我国普及，也进一步影响了我国 HIV 防治进展与感染者生存境况。调查显示，有

33.3% 的受调查男同性恋者及男双性恋者没有做过 HIV 自愿咨询检测，其原因中包括担心个人信息被泄

露（16.2%）、害怕被触及隐私（15.2%）、担心别人知道自己的性少数身份（14.1%）等。43

此外，尽管《艾滋病防治条例》明确反对歧视 HIV 感染者，但当前 HIV 感染者在就医、就业、就学

等情形中仍极易遭遇歧视，并极易陷入困境甚至生存危机。调查显示，公众认为 HIV 感染者最容易遭遇

的歧视包括：面临失业等工作歧视 (53.1%)；学校同学和老师的歧视、学校劝退 (52.5%)，社区对该群体

的排斥和暴力行为 (52.2%)；家庭对艾滋病感染者的歧视和抛弃 (46.4%)) 等。44 同时，超过三分之一的

医护人员对 HIV 感染者存在负面刻板印象，并导致对 HIV 感染者的歧视。45 早期调查亦指出，有 12.1%

的 HIV 感染者曾被医疗机构拒绝就医至少 1 次，15.3% 的 HIV 感染者的感染情况被医务人员未经许可泄

露。46 此外，现实中仍有大量 HIV 感染者遭遇就业歧视并诉至法院的情形。47

既有法律和政策中亦存在相关歧视性规定，例如，现行《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明确将“艾

滋病”视作体检不合格的标准。48 而在刑事犯罪层面，司法解释明确“明知自己患有艾滋病或感染艾滋

病病毒而卖淫、嫖娼的”，即使没有致使对方感染 HIV 的可能性，也会被认定为“传播性病罪”并从重

处以刑罚，且不论其是否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或已达到“U=U”状态；而同等情形下，非 HIV 感染者则

仅会被处以行政处罚。49

	政策建议 

（一）确保在精神医学领域实现对多元性别群体的完全去病理化
1.	建议卫生健康、工商管理等部门加强对医疗卫生、精神健康、心理咨询等机构的监管，确保其依

照我国精神疾病分类方案与诊断标准提供精神卫生服务，杜绝针对多元性别群体的“扭转治疗”等非法

医疗乱象。

42　	“Undetectable=Untransmittable”，即“检测不到 = 没有传染性”，指 HIV 感染者按规定接受抗病毒治疗后，血液中如果 6 个月以上测不到
HIV 病毒载量或病毒被有效抑制，并且持续保持时，HIV 感染者经性行为方式将 HIV 病毒传染给他人的风险为零。大量科研成果已验证该结论，其科
学性也获得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支持，并被世界多个国家采纳和推广。
43　	北京无国界爱心公益基金会：《中国多元性别群体健康状况调查报告（一期）》，2016 年。
44　	《国内首例艾滋病就业歧视案胜诉的启示》，新华网，2016 年 5 月 13 日。
45　	曹越、黄笛、刘小平、郭昫澄、李十月、燕虹、孟详喻、方程、曾宪涛：《中国医务人员艾滋病污名现状 meta 分析》，《中国公共卫生》
2018 年第 8 期。
46　	中央党校社会发展研究所：《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歧视状况调查报告》，2009 年。
47　	王彬：《消除对艾滋病人的歧视依然任重道远》，《中国青年报》，2018 年 5 月 23 日 02 版。另见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 01
民终 8398 号民事判决书。
48　	《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国人部发〔2005〕1 号）。
49　	《关于办理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 [2017]13 号）；《关于严厉打击传播艾滋病病毒等
违法犯罪行为的指导意见》（公通字 [2019]23 号）。

专题一：健康与医疗

https://www.lwb-ngo.org/lgbt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13/c_128979915.htm
http://hkb980dd.pic44.websiteonline.cn/upload/13_f8oq.pdf
http://zqb.cyol.com/html/2018-05/23/nw.D110000zgqnb_20180523_1-02.htm
https://www.gov.cn/xinwen/2016-10/13/content_5118377.htm
http://gongbao.court.gov.cn/Details/ba05ecf5a212769133f0535dda43df.html
https://www.cdctj.com.cn/system/2023/05/27/030111019.shtml
https://www.cdctj.com.cn/system/2023/05/27/03011101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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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议卫生健康、教育、新闻出版等部门加强对心理与精神健康相关专业教科书、医学著作的质量

审核，确保其内容符合最新科学结论，杜绝对多元性别群体的“病理化”解读。

（二）提高医疗与健康相关领域专业人员的多元性别意识
1.	建议卫生健康部门和相关行业协会将对多元性别群体的接纳和尊重纳入专业守则和职业伦理规

范，对从业人员开展多元性别相关培训，提高各领域现有专业人员队伍的多元性别意识。

2.	建议卫生健康部门和中国心理学会、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等行业协会或专

业机构将多元性别相关内容纳入心理治疗师考核、临床与咨询心理学注册系统、心理咨询师专业技能培训、

心理咨询师基础项目综合考试等项目中，促使心理学从业者更专业、更系统地为多元性别群体开展服务。

（三）满足跨性别群体有关性别认同的医疗健康需求
1.	建议卫生健康部门联合药监局等完善并推广跨性别医疗序列体系，完善并扩大性激素相关药物的

正规获取渠道与网络销售渠道。

2.	建议卫生健康部门加大有关性别重置手术的医疗资源投入，协调建立更多符合手术资质的医疗机

构，开展相关培训以培养更多的专业医师。

3.	建议卫生健康部门、医保部门等推进跨性别群体相关的检查、药物及手术纳入医保，并提供配套

的定期体检监测。

4.	建议卫生健康部门逐步降低实施性别重置手术的政策门槛，取消将“已告知直系亲属拟行性别重

置手术的相关证明”作为手术实施的前提条件，降低“易性症”相关诊断的获取难度。

5.　建议卫生健康部门加强宣导、捍卫患者个人权利，建议执法部门加强干预、惩处亲属医闹事件，

以便医生和医院在为跨性别者提供肯定性医疗服务时，不再因为对亲属医闹的顾虑，而要求跨性别者提

供亲属同意的证明。

（四）加强与 HIV 相关的反歧视倡导及感染者权益保障
1.	建议新闻出版部门加强对公众的 HIV 知识科普和反歧视倡导，提升公众对 HIV 的正确认知，加强

HIV 相关反歧视宣传，在各领域普及“U=U”概念，消除公众对 HIV 感染者与男男性行为者的身份污名。

2.	建议教育、人社、卫建等相关部门加强对学校、企业、医疗机构的培训和监管，提升其对 HIV 的

认知和对 HIV 感染者的平等保障意识，对于侵害 HIV 感染者就学、就业、就医等权益的歧视行为进行严

厉打击。

3.	建议人社、财政等部门对建立友善政策保障HIV感染者职工权益的企业予以财政补贴和政策福利。

4.	建议相关法律、政策制定机关逐步修订现有法律、政策中涉及对 HIV 感染者或易受影响人群的歧视

性规定，包括：删除《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中对 HIV 的检测要求；修订“传播性病罪”相

关司法解释与政策，对在相关情形中已达到“U=U”状态或采取了必要保护措施的感染者不进行刑事处罚。

专题一：健康与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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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外观察

	强制“扭转治疗”的法律应对
巴西是世界上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对“扭转治疗”实施法律限制的联合国会员国。

巴西通过联邦心理学委员会颁布的一项第 1/99（1999）号决议禁止“将同性恋行为

和做法病态化”，并规定所有执业的心理学从业者“禁止对同性恋者进行强制的或未

经请求的治疗”。这项决议还禁止心理治疗师参加提供“同性恋治疗”的活动或服务。

1999 年通过的这项决议仅禁止了基于性倾向的强制“扭转治疗”。在 2018 年，巴西

通过颁布第 1/2018 号决议将基于性别认同或性别表达的强制“扭转治疗”纳入禁令。

该决议禁止心理治疗师提议、开展或与私人或公共机构、社区展开服务合作等以实现

对跨性别群体的性别认同的强制“扭转治疗”。

	跨性别者的医疗保障
2008 年，古巴公共卫生部长何塞·卡布雷拉签署了第 126 号决议，该法案为寻求

性别肯定手术的古巴公民提供全程免费医疗。古巴是拉丁美洲首个将性别肯定手术纳

入免费医疗保健系统的国家。在古巴政府看来，性行为和性别认同不是一种权利问题，

而是一种健康挑战。50

2022 年 3 月，随着加拿大努纳武特地区政府宣布为跨性别、非二元居民的心理

健康服务和性别肯定手术提供资助，加拿大实现了在全国范围内覆盖性别肯定手术的

免费医疗服务。目前，加拿大允许为跨性别未成年人提供医疗服务并设置了跨性别医

疗中心，还将性别友善纳入对医生的教育培训之中。51

	跨性别者性别认同的法律承认
2012 年，阿根廷成为第一个允许跨性别者不必面临激素治疗、手术或精神病诊

断等阻碍而合法改变姓名和性别标志的国家。52 此后，博茨瓦纳、巴西、澳大利亚、

加拿大、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法国、希腊、印度、卢森堡、马耳他、巴基

斯坦、南非等国家也通过了类似法律。53 此外，阿根廷、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

50　	Emily	J.	Kirk,	Robert	Huish:	Transsexuals'	Right	to	Health?	A	Cuban	Case	Study,	20	Health	Hum	Rights	215(2018).
51　	《加拿大终于在全国范围内为性别肯定手术提供资助》，跨性别健康关怀，2022 年 3 月 24 日。
52　	Farrell,	Gabriella,	The	State	of	LGBTIQ+	Rights	in	Latin	America.	2021 年 6 月 25 日。	
53　	 ILGA.	Trans	Human	Rights:	 ILGA	World	Releases	Global	Research	 into	Legal	Gender	Recognition	and	
Criminalisation.	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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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印度、荷兰、尼泊尔、巴基斯坦、乌拉圭、泰国、英国及美国的部分州也规定，

国民身份证和 / 或护照的性别栏都可以有非二元或不指明的选项。

	对HIV感染者的法律保障
英国 2010 年通过的《平等法》将“残疾歧视”定义为“某人在具备以下情形时

构成‘残疾’：1）某人具有某种身体或精神上的损害，并且 2）这种损害对某人进

行普通日常活动的能力构成实质性的长期的不利影响”，“一些健康状况可被直接认

定为‘残疾’，这些健康状况包括癌症，感染 HIV 和多发性硬化症”。英国法将感

染 HIV 认定为残疾，使 HIV 感染者不用证明其普通日常活动受到了长期实质性的不

利影响即可享有平等权利。54

54　	李子瑾：《禁止艾滋歧视的全球经验：概念、法律、实践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反歧视评论》2020 年第 7 辑。

专题一：健康与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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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二：

教育与校园

校园是青少年成长和发展的重要场所之一。为学生营造一个无暴力、无

歧视的校园环境，是政府应尽的责任。在校学生能否树立起对性与性别

的良好认知，构建起恰当和包容的性与性别观念，既与校园的教育环境、

教育设施、教育内容有关，也与教育者自身的性与性别意识和素养密不

可分。近年来，我国促进性别平等和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政策不断完善，

性别平等教育推陈出新、校内同伴支持网络持续发展，为保障多元性别

学生权益提供了一定条件；但另一方面，多元性别学生频繁遭受校园欺

凌和暴力，其平等受教育权亦难获得有效保障；现有教育政策仍存在对

多元性别群体的污名和忽视，校园设施难以满足多元性别学生的基本需

求；跨性别学生的教育证书 / 资格证书性别标记变更困难，使其在求职

时面临更多歧视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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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与进步 

（一）法律政策多举并行，严厉打击校园欺凌现象
	 	 	 	自 2016 年开始，我国出台了一系列国家层面防治校园欺凌的法律政策。2016 年 11 月，教育部

等九部门发布了《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对积极预防处置学生欺凌和暴力事件提

出了宏观性、原则性的指导意见。2017 年 4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风

险防控体系建设的意见》，明确将构建防控欺凌和暴力行为有效机制纳入学校安全风险防控的整体范畴。

作为保护学生免受欺凌与暴力的里程碑式进展，2020 年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不仅首次对学生欺

凌 1 进行定义，还提出了网络欺凌的新类型，明确了学校对学生欺凌的防控与处置机制等。2021 年 9 月，

国务院印发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年）》（以下简称《儿童发展纲要》）也在“儿童与安全”

部分提出要“加强对学生欺凌的综合治理，完善落实学生欺凌综合治理的部门合作工作机制。营造文明

安全校园环境。”

更值得注意的是，有关政府部门已经关注到校园内基于性与性别产生的欺凌问题，如由教育部基础

教育司编辑出版的《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指导手册》中，就在“欺凌类型”中纳入了“性欺凌”，

并且明确指出“要正确认识并尊重同学间的差异”，包括“男生具有女性化特征”的差异等。2 上述官方

文件的制定和实施均反映出我国对于校园欺凌和暴力的零容忍态度，而防治基于性与性别的校园暴力与

欺凌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性别平等教育备受关注，多元性别课程走入高校
我国以《未成年人保护法》《家庭教育促进法》《儿童发展纲要》《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以

下简称《妇女发展纲要》）为主的一系列法律政策对学校和家庭开展性别平等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给

予了充分肯定。《未成年人保护法》首次将“性教育”纳入其中，提出学校、幼儿园应当对未成年人开

展适合其年龄的性教育；《儿童发展纲要》提出了“适龄儿童普遍接受性教育”的目标以及“为儿童提

供性教育和性健康服务，引导儿童树立正确的性别观念和道德观念”的措施；《妇女发展纲要》也提出“大

中小学性别平等教育全面推进”的目标以及具体推进策略；《家庭教育促进法》规定了家庭教育应当“尊

重未成年人身心发展规律和个体差异”，父母或监护人不得因性别等原因歧视未成年人，不得实施家庭

暴力等具体要求。

值得关注的是，我国正在推动国内性教育相关法律政策与联合国所提倡的全面性教育理念、内容和

实践的全面整合。2014 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编写儿童性教育读本《珍爱生命——小学

生性健康教育读本》出版并试点，该读本秉承全面性教育的宗旨和理念，包括了一系列多元性别平等的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 130 条第三款规定：学生欺凌，是指发生在学生之间，一方蓄意或者恶意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
施欺压、侮辱，造成另一方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或者精神损害的行为。
2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指导手册》，教育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18 年。

专题二：教育与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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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也曾获得官方媒体《人民日报》的支持。3同时，全面性教育一直是两会代表和委员关注的热点话题，4

在 2016 年两会期间，人大代表郑孝和建议推动多元性别教育进入校园，提出“对学生精神健康的介入，

需纳入性、性别平等意识，才能对症下药，有效缓解女性和性少数群体的抑郁紧张状态”，并建议高校

开设社会性别和多元性别的公选课程，对所有教职工开展性与性别平等的意识培训。5 以包容、多元、无

歧视等价值观为基础的全面性教育理念在专家学者的推动下逐渐得到大众的了解和认可。	

目前，我国各级学校大力推进性别平等进校园，学生的性与性别平等意识提升。国务院妇儿工委办

公室举办了一系列性别平等活动，截至	2019	年，全国已有天津、山西、内蒙古、黑龙江、上海、江苏、

江西、山东、广东、四川、陕西、湖南等	13	个省（区、市）开展了中小学性别平等教育进课堂工作，

其中天津、黑龙江、广东、贵州实现了全覆盖。6 我国高校中的性与性别平等教育也有所发展，各个院系

也逐渐开始推广性与性别平等的相关课程 7，高校教师从多学科交叉视角教授包含性别平等、反歧视理论

与实践等内容。其中，与多元性别相关的知识，如性倾向、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的概念，性与性别刻板

印象的形成以及多元性别相关法律案件等，在课堂上有所展现，开设这些课程能够帮助学生从课堂层面

学习到系统、全面的多元性别知识，有助于让学生树立起对多元性别群体包容和尊重的观念。

（三）校内“同伴支持”网络发展，为多元性别学生提供身心健康支持
随着学校和学生对个人身心健康问题的不断重视，多元性别学生的“同伴支持”网络开始在我国各

地高校出现。8 其主要以“关注和服务多元性别学生身心健康问题”为自身定位，为多元性别学生提供情

感陪伴和健康检测服务。例如，有的校园同伴支持网络会定期开展“树洞”电台、匿名陪聊等服务，为

有心理和情感困扰的多元性别学生提供朋辈支持；9 积极招募校内 HIV 防治和检测志愿者，举办知识讲座

与检测培训；10 开展多元性别友善教育和学术研究，以同龄人视角让更多学生意识到性倾向、性别认同

和性别表达的多元性。11 同伴间的互助和支持，不仅解答了多元性别学生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的诸多困惑，

预防和解决其身心健康上的问题，更能为多元性别学生提供身份认同和社群归属的重要契机，增强其对

性与性别知识的了解和思考。此外，同伴支持网络也让非多元性别学生和教职工更多地了解多元性别学

生的境况，预防和纠正基于偏见和歧视的校园欺凌，创造包容、平等、友善的校园生态。

3　	《“不一样的烟火”，一样可以绽放	|	随笔》，人民日报，2018 年 4 月 15 日。
4　	近三年来，每年两会都有代表和委员提出开展全面性教育的提案和议案。参见《今日话题	|	建议在幼儿园开展全面性教育？》，深圳新闻网，
2023 年 3 月 2 日；《开展未成年人性教育，什么时候合适？如何开展？》中国教育报，2022 年 3 月 11 日；《“性教育不能再沉默”，委员建议明
确中学性教育课时安排》，新京报，2021 年 3 月 10 日。
5　	《郑孝和代表：建议把性别友好纳入高校校园规划》，凤凰网，2016 年 03 月 15 日。
6　	国务院妇儿工委：“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全面推进新时代中小学性别平等教育工作”，《中国妇女报》2014 年 1 月 15 日第 4 版。
7　	课程名称，如《社会性别与法》《社会性别与人权》《多元性别、法律与社会》《性社会学视野下的性少数群体权利研究》等。
8　	中国青年同伴网络：《我国高校 LGBT+ 社团发展情况调研》，2019 年。
9　	例如，于 2015 年成立的“阿黄的神秘柜子”，志愿者学生在学期中的每周五进行线上匿名的文字陪聊。
10　	例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会与高校多元性别社团合作，为高校学生提供免费 HIV 自检试剂，开展自检活动。《HIV 检测｜闵行高校 HIV 检测招
募进行时》，“飘雪心生”微信公众号，2019 年 3 月 29 日。
11　	如《2019 年清华在校生爱情与性健康调研报告》由心理发展指导中心与学生性别研究学会共同开展完成，该报告涉及学生性别认同、性倾向、
同性性行为接受度、性与性别暴力和性与性别教育教育等重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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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229113077434315
https://mp.weixin.qq.com/s/QL1E9M65cV5ktmHtpRbVPg
https://mp.weixin.qq.com/s/Sxr0fjgRkwmexU8nmlxW4g
https://mp.weixin.qq.com/s/JCZlxadSAIPe7p-sNu3StA
https://mp.weixin.qq.com/s/JCZlxadSAIPe7p-sNu3StA
https://ah.ifeng.com/a/20160315/4367439_0.shtml
https://www.cdsfl.org.cn/show-12-22134-1.html
https://cnlgbtdata.com/files/uploads/2019/12/%E4%B8%AD%E5%9B%BD%E9%AB%98%E6%A0%A1LGBT%E7%A4%BE%E5%9B%A2%E5%8F%91%E5%B1%95%E6%83%85%E5%86%B5%E8%B0%83%E7%A0%94%E5%AE%8C%E6%95%B4%E7%89%88.pdf
https://mp.weixin.qq.com/s/LZHHtcbn5-mozjt1HUVloA
https://mp.weixin.qq.com/s/vPLyZZ69opKOoHuTqk0LdQ
https://mp.weixin.qq.com/s/vPLyZZ69opKOoHuTqk0LdQ
https://wdkpurple.lgbt/post/2019-11-09-survey-on-love-and-s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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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与困境 

（一）多元性别学生频繁遭受校园欺凌和暴力，难以获得有效救济
当前我国法律中并未明文规定禁止基于性倾向、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的欺凌和暴力，法律上的忽视

不利于在实践中认定和保障多元性别学生在校园中的合法权益。研究指出，多元性别学生受到的暴力是

多样的，在受访的 751 名多元性别学生中，34.8% 的学生因为自己的性倾向和性别认同受到言语伤害，

22.4% 的学生受到同伴孤立，6.0% 的学生受到身体伤害的威胁。同时，遭受过校园欺凌的多元性别学

生有更频繁的自杀想法、更低的主观幸福感、更严重的抑郁情绪，其学业、人际关系和心理健康也会因

此受到负面影响。12

直接或间接的“出柜”往往成为多元性别学生遭受校园欺凌和暴力的重要风险因素，这进一步让多

元性别学生在校园中更害怕“出柜”，或采取选择性“出柜”的策略。调查显示，选择在校园完全公开“出

柜”的多元性别学生仅占5.1%，大部分人选择部分公开（44.5%）或完全不公开（50.5%）自己的性倾向。13

与此同时，这些学生难以得到来自校方的有效帮助。有研究发现，当多元性别学生遭受欺凌和暴力后，

向监护人以及学校教职工报告的比例基本不超过 6%。142021 年 3 月，16 岁的欺凌受害者小豪（化名）

通过自媒体平台发布信息，自述其自 2020 年 9 月入读北京某职业高中以来，先后遭遇 8 名同学的多次

欺凌，形式包括猥亵、谩骂、孤立、抢走个人物品等，“有人把我扒光了，用腿压着胳膊，强行给我看

淫秽视频并进行猥亵”。小豪表示，其遭受校园欺凌、尤其是性欺凌的原因，可能与他的同性恋性倾向

被同学知晓有关。15 这些长期的欺凌造成当事人重度抑郁并休学，但学校仅处罚涉事学生抄写《中专生

日常行为规范》。16

（二）多元性别学生被教育系统边缘化，平等受教育权受损
多元性别学生会因为自己的性倾向、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而在受教育过程中遭遇不平等对待，这

与当前教育理念对多元性别学生的歧视和忽视有关。有研究显示，多元性别学生平等受教育机会受损最

多的情况发生在高中阶段，具体表现形式包括“入学或升学时遭遇的不合理区别对待”“休学、退学、

转学、开除”“学业评价上受到影响或不公平对待”等。同时，跨性别女性的平等受教育机会受损更为

严重（22.0%），是多元性别学生整体的 10 倍。17 有学生甚至会因为发布了与多元性别相关的言论而被

学校惩罚。2019 年，一名不到 18 岁的同性恋学生小胡在其就读的北京市经贸高级技术学校开展的“真

人图书馆活动”中表达了“反对歧视同性恋”的言论，两天后被学校劝退。小胡的受教育权不仅受到侵

12　	魏重政，刘文利：《性少数学生心理健康与遭受校园欺凌之间关系研究》，《我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5 年第 4 期。
13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我国性少数群体生存状况 - 基于性倾向、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的社会态度调查报告》，2016 年。
14　	同语：《性与性别少数学生校园环境调查报告》，2016 年。
15　	《北京十六岁在校男生因性取向问题遭校园暴力和性侵，校方仅对施暴者处以批评，施暴者家长威胁受害人》，知乎，2021 年 4 月 24 日。有
关校园欺凌的其它案例，参见同语：《中国多元性别未成年人的生活与权益研究报告》，2022 年。
16　	《男生遭霸凌重度抑郁休学，霸凌者仅“罚酒一杯”？》，光明网，2021 年 3 月 17 日。
17　	沈飞飞，余若凡，张志敏，康子豪：《性 / 别少数者在受教育权实现中面临的挑战及其对策》，《反歧视评论》2021 年第 8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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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undp.org/zh/china/publications/%E4%B8%AD%E5%9B%BD%E6%80%A7%E5%B0%91%E6%95%B0%E7%BE%A4%E4%BD%93%E7%94%9F%E5%AD%98%E7%8A%B6%E5%86%B5-%E5%9F%BA%E4%BA%8E%E6%80%A7%E5%80%BE%E5%90%91%EF%BC%8C%E6%80%A7%E5%88%AB%E8%AE%A4%E5%90%8C%E5%92%8C%E6%80%A7%E5%88%AB%E8%A1%A8%E8%BE%BE%E7%9A%84%E7%A4%BE%E4%BC%9A%E6%80%81%E5%BA%A6%E8%B0%83%E6%9F%A5%E6%8A%A5%E5%91%8A
https://www.tongyulala.org/uploadfile/2019/0404/20190404055620718.pdf
https://zhuanlan.zhihu.com/p/367508868
https://www.tongyulala.org/uploadfile/2022/0317/20220317053231567.pdf
https://m.gmw.cn/2021-03/17/content_3469342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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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还一度因此患上了抑郁症。18多元性别学生在教育系统中被边缘化，其平等受教育权也缺乏制度保障。

尽管《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学校“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开除、变相开除未成年学生”，但如小胡所

遭遇的“劝退”情形依然难以在法律上获得充分救济。

（三）现有教育政策与内容仍存在对多元性别群体的污名和忽视
当前，我国的校园性教育仍然相对薄弱，往往以守贞和防范性侵为重点，缺乏多元性别和性别平等

的视角。有研究表明，相比于性与生殖解剖、青春期发育的相关生理知识教授，多元性别相关知识的教

育空白率达到了 54.36%，其它如防治性骚扰、性霸凌、促进性别平等的综合性性知识也处于较低的覆

盖水平。19 校内开展关于多元性别议题的公共活动、课堂或讲座中包含尊重多元性别群体的认识、提供

多元性别知识的情形都仅在 30% 左右（分别为 27.09%、38.51% 和 31.99%）。20 教育体系总体上缺乏

多元性别意识，导致多元性别学生难以在校园内舒适地学习生活，同时也提升了其被欺凌和歧视的风险。

此外，学校教材对多元性别群体的污名也易对多元性别学生产生负面影响。有研究表明，在 2001

年后我国编著的 31 本专业教科书中，有 41.94% 的教材仍明确认定同性恋本身为病态，仅有 22.58% 的

教材做出了与国际接轨的完全非病化的判定。在看到教科书将同性恋归为精神疾病时，有多元性别学生

受访者表示“对我自己感到恐惧、悲伤、绝望”，严重影响其心理健康。21

（四）校园设施难以满足多元性别学生的基本需求
目前，国内校园公共设施如卫生间、宿舍、浴室等，都是基于男女二元性别设立的，这让部分多元

性别学生无所适从，并可能成为其被迫出柜或遭受欺凌的诱因。一项全国跨性别群体调查显示，在 7625

位受访者中，62.3% 和 60.2% 的跨性别男性和跨性别女性表示自己因害怕而避免使用公共卫生间。22 在

一项研究的访谈中，有跨性别学生表明自己在学校只能一直使用学校为残障群体设立的无障碍卫生间，

只能被分配到与自己指派性别相符的宿舍，出入符合自己指派性别的公共厕所和公共浴室，以上情况不

仅为跨性别学生带来诸多不便，也加剧对这一群体的污名化，给跨性别学生带来了生理和心理上的不适。23

同时，我国的中小学普遍遵守严格的着装和发型管理制度，校服设计遵从传统性别刻板印象，男生夏装

穿裤，女生夏装穿裙 24，发型管理制度要求男生不留长发 25，上述强制否认多元性别群体（尤其是跨性别

群体）性别表达的制度不仅会为其带来严重的性别焦虑和身心不适，更会导致违反规定的多元性别学生

被开除，影响其平等受教育机会的实现。26

18　	《17 岁男生演讲反歧视同性恋后遭学校劝退，母亲跪求老师无果，学校：言行有鼓动大家同性恋的迹象》，Vista 看天下，2021 年 12 月 17 日。
《幼教专业学生发表同性恋言论被劝退	校方：就业会影响幼儿身心健康》，中国网文化，2021 年 1 月 29 日。
19　	沈飞飞，余若凡，张志敏，康子豪：《性 / 别少数者在受教育权实现中面临的挑战及其对策》，《反歧视评论》2021 年第 8 辑。
20　	同语：《性与性别少数学生校园环境调查报告》，2016 年。
21　	同城青少年资源中心：《我国高校教科书中对同性恋的错误和污名内容及其影响调查报告》，2014 年。
22　	北同文化：《2021 全国跨性别健康调研报告》，2023 年。
23　	刘小楠：《我国跨性别者受教育权实现状况及法律对策》，《反歧视评论》2019 年第 6 辑。
24　	刘小楠：《我国跨性别者受教育权实现状况及法律对策》，《反歧视评论》2019 年第 6 辑。
25　	《厦门一学校被指校规奇葩：染发或男生头发超 6 毫米均不予注册》，澎湃新闻，2016 年 8 月 31 日。
26　	《关于跨性别女孩因为校规强制剪发问题而被学校开除导致被迫辍学的问题》，知乎，2021 年 10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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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sohu.com/a/509362426_120099894
https://new.qq.com/rain/a/20210129A06EUA00
https://www.tongyulala.org/uploadfile/2019/0404/20190404055620718.pdf
https://cnlgbtdata.com/files/uploads/2021/06/%E4%B8%AD%E5%9B%BD%E9%AB%98%E6%A0%A1%E6%95%99%E7%A7%91%E4%B9%A6%E4%B8%AD%E5%90%8C%E6%80%A7%E6%81%8B%E9%94%99%E8%AF%AF%E5%92%8C%E6%B1%A1%E5%90%8D%E5%86%85%E5%AE%B9%E5%8F%8A%E5%85%B6%E5%BD%B1%E5%93%8D%E8%B0%83%E6%9F%A5%E6%8A%A5%E5%91%8A.pdf
https://cnlgbtdata.com/files/uploads/2023/01/2021%E5%85%A8%E5%9B%BD%E8%B7%A8%E6%80%A7%E5%88%AB%E5%81%A5%E5%BA%B7%E8%B0%83%E7%A0%94%E6%8A%A5%E5%91%8A.pdf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21927
https://zhuanlan.zhihu.com/p/412524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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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跨性别学生教育证书 / 资格证书性别标记变更困难
跨性别群体希望通过修改学历学位证书、职业资格证书等教育证书上的性别标记，一方面是对自身

的性别认同与性别表达的肯定，另一方面也可在就职时避免因各类证件的性别标记不一致而被迫“出

柜”。虽然我国法律政策规定了跨性别者在完成性别重置手术之后可依法修改身份证件上的性别标记，

但关于教育证书的变更规则尚不完善。27 有研究表明，在近千位尝试变更教育证书性别标记的受访者中，

仅 36.1% 的人没有在办理过程中遭遇阻碍，48.7% 的人在更改证书时遭到推诿，33.1% 的受访者被拒绝

提供服务，23.4% 的受访者被言辞侮辱，18.9% 被要求离开。28

	政策建议  

（一）建立并完善多元性别包容的校园文化环境
1.	建议教育部对国家级课程标准、国家级课程教材、政策文件发布等进行性别平等审核，组织相关

领域的专家研发包括多元性别知识的心理学、精神卫生学教科书和课程，确保其内容符合最新科学知识。

2.	建议教育部对不符合法律规定、含有歧视性和滞后性内容的专业教科书予以回收，并要求其按照

科学研究成果及时更新。

3.	建议教育部将多元性别内容纳入现有性别平等教育体系中，推广全面性教育，支持包含多元性别

内容的性别平等相关课程的开设。

4.	建议教育部将性别平等和多元性别知识纳入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范围，重点培养与教育高校师范

生的性别意识，落实各级部门为学校教职员工提供性别平等和多元性别培训，增强其处理多元性别歧视

和暴力问题的能力。

5.	建议教育部制定相应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支持多元性别学生社团的合法合规设立与健康发

展，维系校园内友善的多元性别社群生存环境。

6.	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应进一步落实、监督教育部前述工作的执行。

（二）保障多元性别学生免受校园欺凌和暴力
1.	建议立法机关和国务院尽快制定多元性别包容的反校园欺凌专门法或行政法规。

2.	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法》，地方立法机关完善配套法规，明确将性倾向、

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列为禁止歧视的事由。

3.	建议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指导并监督各学校落实《未成年人保护法》《儿童发展纲要》等法律

政策要求的“非歧视原则”和反校园欺凌的规定，并对学校歧视多元性别群体的行为依法严肃处理。

27　	同语：《我国多元性别女性的生活与权益研究报告》，2023 年。
28　	北同文化：《2021 全国跨性别健康调研报告》，2023 年。

专题二：教育与校园

https://cnlgbtdata.com/files/uploads/2023/06/20230517025859957.pdf
https://cnlgbtdata.com/files/uploads/2023/01/2021%E5%85%A8%E5%9B%BD%E8%B7%A8%E6%80%A7%E5%88%AB%E5%81%A5%E5%BA%B7%E8%B0%83%E7%A0%94%E6%8A%A5%E5%91%8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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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议各级学校的法治副校长就校园暴力问题联系多元性别学生社团、小组等，共同进行“平安校园”

建设，支持同伴教育，对暴力事件进行事前的干预。

5.	建议各级学校在反校园欺凌的政策中明确将性倾向、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列为保护类别，并采取

有针对性的防治措施给予保障。

（三）推广建设多元性别友善的校园公共设施
1.	建议住房、城乡建设部和教育部建设多元性别友善的基础设施，包括但不限于在各级学校内部扩

大建设第三卫生间等，并确保其可用性。

2.	建议教育部将校园内公共设施的性别友善度纳入学校管理评价体系，鼓励学校建立多元性别友善

的设施，如第三卫生间、独立洗浴间等。

3.	建议各级学校完善学生住宿管理制度，增建可供选择的单人宿舍，确保学生有机会选择校外租房

居住，并给予必要的补贴。

4.	建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协调、支持前述性别友善设施在校园内的建设。

（四）便捷学历 / 学位等证书的性别信息修改
1.	建议教育部与省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尽快出台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明确学历注册流程，以及

授予学位后修改姓名、性别等信息的条件和程序，保障跨性别学生的人格尊严、隐私及受教育权、平等

就业权等权利。

2.	建议教育部完善学生学历 / 学位信息认证体系，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教育部学位与研究

生教育发展中心等学历、学位认证系统中，明确无需认证和显示无必要信息，如学生性别等。

专题二：教育与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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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外观察

对校园欺凌和暴力的防治
2023 年 7 月，我国台湾地区“立法院”三读通过“性别平等教育法修正草案”，

该“修正草案”将军事学校、预备学校、警察各级学校及少年矫正学校，教师、职员、

工友、学生及实习指导人员等纳入性平法适用范围，并明确定义“校园性别事件”包

含性侵害、性骚扰、性霸凌，并增订纳入“校长或教职员工违反与性或性别有关之专

业伦理行为”。为避免权势不对等的影响，其针对学校与主管机关的调查处理机制，

增订“外聘调查小组成员”“并案调查”等规定。29

台湾成功大学成立了性别调查委员会，在接到性侵害和性骚扰的投诉后，该机构

会在 24 小时内回应，并调查和取证。该学校每年对正职领导进行至少两个小时的性

别教育，对该年度校园发生的典型性霸凌或性骚扰案件进行分析；同时，该学校也将

性别平等法规及专业伦理教育纳入对新教师、新职员的培训。30

保障平等受教育机会
印度 2020 年 1 月生效的《跨性别者（权利保护）法》（2019）第 3（a）条规定，

任何跨性别者都不得被“教育机构及其在服务的过程中以拒绝、中止或不公平对待”

的形式受到歧视。

菲律宾教育部发布的第 40 号命令（2012），将基于性倾向的排斥、区别对待、

限制或偏爱行为纳入对儿童的歧视的定义。该命令要求学校制定相关政策与行为准则，

以防止这类歧视的发生。在 2017 年，菲律宾教育部通过第 32 号命令（2017）强调

了前述命令的要求。

推广性别平等教育
我国台湾地区“性别平等教育法”第 18 条规定，国民中小学除应将性别平等教

育融入课程外，每学期应实施性别平等教育相关课程或活动至少四小时。高级中等学

校及专科学校五年制前三年应将性别平等教育融入课程。大专院校应广开性别研究相

关课程。学校应发展符合性别平等之课程规划与评量方式。31

29　	张若：《岛内“性别平等教育法”明确禁止师生恋，最重可判3年有期徒刑》，《环球时报》,2023年 7月 15日。《立
法院三读通过“性别平等教育法”修正草案》，台湾“教育部”全球资讯网 ,2023 年 7 月 28 日。
30　	《台湾如何防止校园性侵害——以成功大学为例》，《南方周末》,2018 年 8 月 18 日。
31　	台湾地区“性别平等教育法”，华总一义字第 11200069321 号令，2023 年 8 月 16 日发布。

https://taiwan.huanqiu.com/article/4DiJN8UaqUP
https://www.edu.tw/News_Content.aspx?state=F5D336F102ACBC68&s=D71495741C3D7B2A&sms=169B8E91BB75571F
https://www.edu.tw/News_Content.aspx?state=F5D336F102ACBC68&s=D71495741C3D7B2A&sms=169B8E91BB75571F
https://www.infzm.com/contents/132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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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动域内性别平等教育的计划，我国台湾地区“教育部”颁布《性别平等教育

白皮书》。该文件为各级政府、学校及其它相关机构进行性别平等教育做出指导，在

组织制度、资源空间、课程教学、教育人员、校园性别事件防治、家庭教育与社会教

育等方面提供具体建议。32

校园内无性别卫生间、浴室的建设
我国台湾地区大专院校的第一间无性别卫生间是世新大学于 2011 年 10 月 26 日

启用的性别友善厕所。该厕所取消了性别标签，解决了跨性别者的如厕问题，同时也

通过加长厕所门板等措施进行隐私防护。33

韩国大学校园内的第一间无性别卫生间是 2022 年 3 月韩国圣公会大学在校园内

设置的全民卫生间，该大学发言人表示，“自安装以来，该卫生间并未发生任何安全

事故”。2023 年 3 月，首尔大学法学院在招收一名跨性别女性学生后，接受了建设

性别中立洗手间的提案，并决定在该校安装并运行全民卫生间。34

性别友好的校服制度
日本经济新闻通过采访都道府县教育委员会得知，在全日本大约 3500 所公立高

中里，至少超过 600 所高中采用在女式校服中增加长裤或者消除性别限制的方式，为

校服设置了性别友善的选项。除了为性别认同与指派性别不同的跨性别学生考虑之外，

出于防寒等方面的原因，引入这种制度的高中也越来越多。352020 年 6 月，泰国国立

法政大学发布《关于性别认同或性倾向与其出生时性别不符的学生的着装指南》，允

许学生根据自己的性别认同自由着装；该规定同时强调了侮辱、迫害跨性别学生将被

视为违纪行为。36

学历学位相关证书取消性别标记
日本东北大学在 2023 年颁布的《每个人都是主角：性别多样性指南》中回应称，

东北大学颁发的所有证书（如成绩单、文凭等）均不注明性别；在学生需要提交给学

校的文件中也将尽可能地取消性别信息栏。在性别信息极其重要、不可忽略的情况下，

32　	台湾地区《性别平等教育白皮书》，台训（三）字第 0990037043 号函，2010 年 3 月 8 日发布。
33　	《世新大学性别友善厕所	男女同一间》，《自由时报》,2011 年 10 月 27 日。
34　	《首尔国立大学将建造“无性别厕所”……“我担心女学生会被误解”》，《韩国经济日报》,2023 年 3 月 26 日。
35　	《女生也可以穿休闲裤	现有 600 多所公立高中允许部分性别选择校服》，《日本经济新闻》,2020 年 12 月 7 日。
36　	《法政大学宣布学生可以根据性别认同着装，歧视或侮辱行为将受到纪律处分》，《每日新闻》,2020 年 6 月 8 日。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534525
https://www.hankyung.com/society/article/2023032419607
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ZQODG0530I0V01C20A2000000/
https://workpointtoday.com/thammasat-university-uniform-s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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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将继续改进表述方式，以男性、女性和其它多种答案选项的形式呈现。37 日本早

稻田大学规定，学校将在出勤单、程序性文件、各种证书（除体检证明书）中删除性

别栏目，并将严格管理学生隐私信息，防止意外泄露该生的性别信息。该学校表示，

将建立关于收集性别信息必要性的审查措施；在全校范围内进行审查后，学校计划列

出并披露已确定必须收集性别信息的文件。早稻田大学也对姓名、性别等个人信息的

变更流程做出了详细规定。38 

37　	东北大学：《每个人都是主角	性别多样性指南》，2023 年 3 月发布。
38　	早稻田大学性 / 别中心：《关于姓名和性别标记的隐私保护和便利措施》。

https://www.tohoku.ac.jp/japanese/entrance/2023/data/diverse.pdf?20230331
https://www.waseda.jp/inst/gscenter/guide/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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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三：

伴侣与家庭

家庭关系的和谐与稳定、家庭成员的关爱与沟通，对于实现个人幸福、

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政府在防治家庭暴力和

创新监护制度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不过，多元性别子女遭受原生

家庭暴力的问题仍旧突出，同性伴侣间的亲密关系暴力问题没有获得法

律政策的足够关注。同时，在同性伴侣关系得不到法律承认的前提下，

诸多涉及多元性别群体的人身和财产关系的纠纷复杂难解，为司法系统

定纷止争增加了成本；现有生育政策也影响了多元性别群体的生育、收

养和抚养权益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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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与进步 

（一）反家暴有法可依，为处置多元性别家暴问题提供制度空间
				2000 年以来，我国先后修订《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刑法》《家庭

教育促进法》等一系列法律，将“禁止家庭暴力”上升为一项受法律保护的规定，2016年3月起施行的《反

家庭暴力法》被誉为“我国反家暴事业的里程碑”。《妇女发展纲要》和《儿童发展纲要》也在具体条

文中纳入了有关反家暴的目标和策略措施。《家庭教育促进法》中规定了父母或者监护人不得因性别等

原因歧视未成年人和不得实施家庭暴力的具体要求，《反家暴法》明确认定对未成年人施加暴力属于违

法行为，并特别指出“监护人应当以文明的方式进行家庭教育，依法履行监护和教育职责，不得实施家

庭暴力”。

				《反家暴法》拓宽了受暴者和施暴者的保护范围，为多元性别群体提供了免受家庭暴力的法律支撑。

《反家暴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之间实施的暴力行为，参照本法规定执行。”

该条文一方面表明除家庭关系外，发生在恋爱、同居关系之间的暴力也可纳入保护范畴；另一方面，由

于该条文没有限制性别，同性伴侣的亲密关系暴力问题理论上也可依据《反家暴法》进行处置。最高人

民法院近年来发布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十大典型案例》中即有恋爱同居关系中的一方申请人身安全保护

令成功的案例，说明同居关系确可被纳入家暴治理范围。

（二）意定监护出台，为同性伴侣关系创设新型制度保障  
2017 年施行的《民法总则》创新性地将意定监护制度 1 扩展适用到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全体成

年人，《民法典》沿用了这一更为尊重当事人自主意愿的规定。在缺乏伴侣制度的前提下，该制度为我

国多元性别群体提供了一种有限的替代可能性。2019 年 7 月，江苏省南京市一公证处针对意定监护公

证制度发布文章，表明包括多元性别群体在内，“只要之间有‘爱’和‘信赖’，能够经得起道德和时

间的考验，都可以是我们的服务对象。”2 同年 8 月，北京一公证处称完成了北京首例面向多元性别群体

的意定监护公证。3

意定监护制度的出现，虽然无法使同性伴侣享有与传统婚姻制度相同的保障，但至少可以在一定程

度上解决多元性别群体在同居期间出现的人身和财产法律关系问题，如一方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后的监护

人、重大手术的签字权等，从而为稳定的伴侣关系的形成提供条件，为伴侣双方的权益提供长期制度保障。4

1　	意定监护制度是指监护人在被监护人丧失或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后，开始履行事先约定的监护职责，对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和其它合法权益
进行照顾和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三十三条规定：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与其近亲属、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
者组织事先协商，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在自己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由该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
2　	《意定监护公证，搭建 LGBT 群体爱的桥梁》，“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公证处”微信公众号，2019 年 7 月 23 日。
3　	《已办理北京首例同性恋群体意定监护公证》，搜狐新闻，2019 年 8 月 8 日。
4　	张舒彤	，吴国平：《同性恋群体意定监护的法律适用问题探析》，《海峡法学》2019 年第 2 期。

专题三：伴侣与家庭

https://mp.weixin.qq.com/s/AEush6ShfDu6k-CvHof_4g
https://www.sohu.com/a/332234999_120094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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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求与困境 

（一）多元性别群体遭受原生家庭暴力问题突出，支持与救济有限
原生家庭关系是多元性别群体普遍难以应对和处理的常见困境。数据显示，自 2016 年开始，多元

性别受暴案件中涉及原生家庭暴力和亲密关系暴力的比例一直维持在所有受案类型的前两位。5 有研究指

出，相比于其它场合，多元性别群体更易在家庭中遭受歧视和暴力，暴力形式包括“被提醒注意言行或

形象”（40.8%）“要求改变衣着打扮或言谈举止”（25.5%）“语言攻击”（14.6%）和“被迫进入异

性恋关系”（10.2%）等。6

出柜是影响多元性别群体遭受原生家庭暴力的重要风险因素之一。在2475份有效数据中，仅有5.21%

（129 名）的受访者表示自己的出柜过程“十分顺利”，有超过 70% 的受访者使用“曲折”（24.4%）

“艰难”（23.35%）和“十分艰难”（22.83%）来形容自己的出柜经历，并且 64.28% 的家长明确不接

受孩子的多元性别身份。出柜后，72.81% 的受访者遭遇过来自家庭的语言暴力，50.77% 遭遇过来自家

庭的冷暴力，12.14% 遭遇过来自家庭的肢体暴力，其它还涉及：被要求看心理医生或者被强制接受“扭

转治疗”（36.12%），被限制人身自由（16.08%），被限制通讯自由（17.86%）等。此外，38.18% 的

受访者报告自己在受到伤害后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心理疾病。72019 年，女同性恋者蝴蝶（化名）向父母

出柜，获悉真相后的双亲以回国办手续为由，将女儿骗回国内后迅速对其实施了软禁。作为一起典型的

原生家庭暴力案例，蝴蝶的父母存在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行为，这给受害人身体和心理造成了巨大的创

伤，构成对被害人身体、精神等方面的明显侵害。8

在原生家庭暴力中，父母针对多元性别子女的强制“扭转治疗”问题突出。这类需求大多由保守观

念驱动，即父母或亲属在缺少知识储备和社会支持的情况下，由于无法理解和接受子女的性倾向或性别

认同而强迫子女接受无资质诊所、“戒网瘾”学校等开设的“扭转治疗”业务。这既包括成年子女，也

包括未成年子女。调查显示，9.14%的多元性别群体曾考虑进行“扭转治疗”，而首要动机是“为了父母”

（22.56%），其次是“顺应社会过正常生活”（21.80%）。92023 年初，多家媒体报道了河南省雅圣思

素质教育基地（以下简称雅圣思）打骂体罚学生事件，年仅 15 岁的江妙因	“同性恋”“叛逆”等原因

被家人送到雅圣思试图让其更“懂事”“听话”，但江妙却在雅圣思遭到了“教官”的性侵，这给她带

来了不可逆的伤害。10

此外，有关部门对多元性别议题的忽视使得受暴人可获得的支持和救助往往极为有限。来自 158 份

5　	参见彩虹暴力终结所 2016-2022 年工作年报。如 2021 年该机构发布的《< 反家庭暴力法 > 实施五周年多元性别群体家暴干预现状与需求——以
彩虹暴力终结所服务实践为例》中显示，该机构收到的求助需求主要集中在原生家庭暴力和亲密关系暴力，两者分别约占 50% 与 30%。
6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性少数群体生存状况 - 基于性倾向、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的社会态度调查报告》，2016 年；彩虹暴力终结所：《性
与性别少数群体反家暴手册（第三版）》，2017 年。
7　	《彩虹家暴：向父母“出柜”，将会遭遇什么？|<性少数人士向父母出柜后境况遭遇调查报告>重磅出炉！》，“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微信公众号，
2019 年 6 月 28 日。
8　	《彩虹家暴：“骄傲月”里的枯萎玫瑰》，“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微信公众号，2019 年 6 月 26 日。
9　	北京同志中心，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中国同志心理健康调研报告》，2014 年。
10　	《15 岁女生在“戒网瘾学校”遭教官性侵，学校封锁丑闻两个月，已被关停》，北青深一度，2023 年 9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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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p.weixin.qq.com/s/wvGXMf05_90pg78hEUZxFg
https://mp.weixin.qq.com/s/wvGXMf05_90pg78hEUZxFg
https://www.undp.org/zh/china/publications/%E4%B8%AD%E5%9B%BD%E6%80%A7%E5%B0%91%E6%95%B0%E7%BE%A4%E4%BD%93%E7%94%9F%E5%AD%98%E7%8A%B6%E5%86%B5-%E5%9F%BA%E4%BA%8E%E6%80%A7%E5%80%BE%E5%90%91%EF%BC%8C%E6%80%A7%E5%88%AB%E8%AE%A4%E5%90%8C%E5%92%8C%E6%80%A7%E5%88%AB%E8%A1%A8%E8%BE%BE%E7%9A%84%E7%A4%BE%E4%BC%9A%E6%80%81%E5%BA%A6%E8%B0%83%E6%9F%A5%E6%8A%A5%E5%91%8A
https://mp.weixin.qq.com/s/Nvb6wH9aTl4HrArGNdwhAw
https://mp.weixin.qq.com/s/Nvb6wH9aTl4HrArGNdwhAw
https://mp.weixin.qq.com/s/YwNHnSkH2_2U3Op9EEsnXw
https://mp.weixin.qq.com/s/2Di2QEv_Sn57-iKgpgKUzQ
https://pan.baidu.com/s/1mia5itU
https://new.qq.com/rain/a/20230921A0615D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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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遭受家庭暴力求助效果的调查数据显示，认为“在求助后问题能够全部或大部分得到解决”的人数

仅占总体的 22.15%，而认为“在求助后问题只能得到小部分解决”或者“求助完全没有效果”的人数

达到 64.56%。从求助对象上看，更多报告者会倾向于向非正式支持系统求助，报告自己曾向正式支持

系统求助的仅占 18.98%。此外，认为“能够通过正式支持系统求助来解决全部或大部分问题”的人数

仅占总体的22.15%。11 实践中，原生家庭暴力往往被视作“家庭内部矛盾”或家长对子女的“正常管教”

而被正式支持系统忽视，受暴者的多元性别身份甚至会成为提供救济的“影响因素”。12

（二）伴侣间亲密关系暴力难以获得司法救济
亲密关系暴力是指发生在配偶或伴侣等亲密关系中的家庭暴力。多元性别群体遭受的亲密关系暴力

形式主要包括身体暴力（19.01%）、精神暴力（40.63%）、性暴力（6.01%）和经济控制（5.73%）。13

对于多元性别群体来说，由于没有法律上的婚姻关系，其彼此之间发生亲密关系暴力是否可以在《反家

庭暴力法》框架内得到保护这一问题至今亦没有在立法或司法层面明确。具体而言，一方面，最高人民

法院发布的《反家庭暴力典型案例》中明确指出人身安全保护令可适用于处于恋爱、交友关系或终止恋

爱关系、离婚之后的当事人 14，另一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办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规定》中却对“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作了限缩解释，将其限定在“共同生活的儿媳、

女婿、公婆、岳父母以及其他有监护、扶养、寄养等关系的人”中，与典型案例相矛盾；此外，最高人

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中没有多元性别同居伴侣间暴力的案件，这使有关部门在执法中更难识别多元性

别群体在亲密关系中遭受的暴力并实施救助，也让法官在裁判时缺少参考，既不利于保障多元性别群体

的权益，也不利于法律适用的确定性。15

（三）伴侣人身关系难以获得法律承认，财产关系难以保障
我国现行的一夫一妻婚姻制度让同性伴侣的法律保障步履维艰。2016 年曾有同性伴侣前往民政局尝

试登记结婚，但以失败告终。16 尽管在现行制度下，有种种“变通”方式，例如选择与伴侣前往支持同

性婚姻或伴侣关系的国家或地区登记结婚，或者通过和伴侣在国内签订意定监护协议，指定伴侣一方为

自己失能或失智后的监护人等，但这些“变通”措施的实际效果依然与法定婚姻下配偶一方享有的权利

和保障无法相提并论。17 以意定监护为例，在现实中，其制作成本高、手续繁杂、缺乏具体操作规范，

且受限于陈旧观念，并非所有公证处都能或愿意为同性伴侣办理意定监护，因此该方式也难以惠及整个

多元性别群体。18

11　	同语：《中国性少数群体家庭暴力研究》，2015 年。
12　	《彩虹下，名为“家暴”的隐秘角落》，BIE 别的，2022 年 5 月 13 日。
13　	同语：《中国性少数群体家庭暴力研究》，2015 年。
14　	《最高法发布人民法院反家庭暴力典型案例（第一批）》，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2023 年 11 月 25 日。
15　	同语：《中国多元性别女性的生活与权益研究报告》，2023 年。
16　	2016 年 4 月，长沙的一对同性恋人孙文麟和胡明亮在被民政局拒绝登记结婚后提起行政诉讼，法院最终以结婚须是“男女双方”为由驳回原告
诉求。
17　	具体而言，海外登记的同性婚姻效力在国内会以有违公序良俗遭到否认，同性伴侣意定监护也可能遭遇血亲家属的挑战而徒生争议。
18　	《一项制度“歪打正着”，同性伴侣有了“生死协议”》，“南方周末”微信公众号，2019 年 8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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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ongyulala.org/upload
https://www.biede.com/rainbow-domestic-violence/
https://www.tongyulala.org/uploadfile/2019/0409/20190409093956953.pdf
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23/11/id/7657177.shtml
https://www.tongyulala.org/uploadfile/2023/0517/20230517025859957.pdf
https://mp.weixin.qq.com/s/nIrmuFbvXmgOds9qpnec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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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伴侣间的人身关系不能取得法律的认可，使得伴侣欠缺主张财产权的法律依据。近年来，同性

伴侣间共同居住生活的情况越来越多，一项研究表明，71% 的调查对象有与同性情侣同居的经验，其中

时长为一至三年和三至七年的相对较多，分别占有同居经验调查对象的 27.71% 和 24%；有七年以上同

居经验的占 9%。19 同时，同性伴侣间的财产纠纷也越来越多，有研究显示，1024 例多元性别相关司法

案例中直接涉及“同性情侣财产纠纷”的案例占 21.54%20。然而，法院对此类案件做出裁判时往往会弱

化同性亲密关系这一重要的考量因素 21，这导致伴侣间处分财产的原意被忽略，进一步导致当事人财产

权利受损。

2021 年，媒体报道了一对 80 岁同性伴侣的财产分割案，伴侣一方袁女士失去民事行为能力，其妹

获得法定监护权后随即以监护人之名，出售了袁女士名下房屋，而袁女士的同性伴侣李女士则要求分割

袁女士房屋出售款。法院判决认为，“由于同性恋人关系并非法定的婚姻家庭或者同居关系，其财产不

受婚姻法或者同居关系的保护和调整，动产及不动产的权属认定应适用财产取得的一般规定。”22 可见，

长期稳定的同性伴侣关系也会像异性恋伴侣一样出现财产混同的情况，但在双方发生纠纷时，却难以依

异性夫妻的析产原则进行财产分割。此外，由于同性伴侣间不适用法定继承，因此伴侣一方离世时的财

产分割和继承更显困难。

（四）辅助生殖技术与生育政策难以满足社群需求
我国法律将辅助生殖技术的使用者基本限定在异性夫妻之内，且现有规范禁止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

实施代孕技术，23 禁止男同性恋者捐精，24 多元性别群体被排除在辅助生殖技术适用范围之外。有研究表

明，多元性别群体对生育子女有大量的需求和实践，在 1067 位非单身的性少数女性中，有 23.6% 的人

计划与伴侣共同生育并抚养孩子，但“社会支持体系不足”（31.7%）、“国内法规限制”（12.12%）

等原因使其无法实施生育计划。部分伴侣会前往允许其实施辅助生殖技术的国家或地区生育，也有伴侣

借助非正规渠道通过辅助生殖技术进行生育，后者脱离法律监管，有极大的法律和安全风险。此外，多

元性别群体在生育后还会遭遇诸如“无法享受生育医疗保险和生育津贴”“无法享受合法孕产和育儿假

期的基本社会保障”等问题，这也影响了家庭的和谐稳定。25

辅助生殖技术对跨性别群体的限制同样存在。一方面，未进入法定婚姻的跨性别男性在进行生殖器

19　	刘明珂：《同性情侣财产纠纷案例研究报告》，2021 年。
20　	沈飞飞，杨一帆，刘小楠：《中国 LGBT 相关司法案例研究报告》，2021 年。
21　	罗彧：《家庭中的陌生人——批判法学视野下的同性同居》，《中国法律评论》2019 年第 6 期。
22　	《同性“老伴”陷财产纠纷，二审法院：财产关系不受婚姻法保护》，澎湃新闻，2021 年 4 月 21 日。
23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应当在医疗机构中进行，以医疗为目的，并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
伦理原则和有关法律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卫生部人类辅助生殖
技术与人类精子库校验实施细则》规定：“存在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实施代孕技术、进行非医学指征的性别筛选、使用不具有《人类精子库批
准证书》的机构提供的精子的行为的医疗机构将被校检为不合格。”
24　	卫生部 2003 年发布的《人类精子库基本标准和技术规范》规定，“供精者应无长期接触放射线和有毒有害物质等情况，没有吸毒、酗酒、嗜
烟等不良嗜好和同性恋史、冶游史”。
25　	未来家：《中国女性性少数群体生育权状况调查》，2021 年。同语：《国内非婚女性生育状况调查报告》，2016 年。

专题三：伴侣与家庭

https://www.tongyulala.org/uploadfile/2022/0118/20220118124223355.pdf
https://cnlgbtdata.com/files/uploads/2022/01/20220118034328952.pdf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306212
https://mp.weixin.qq.com/s/4JnFuRHod9d7Of6Um_VRaQ
https://cnlgbtdata.com/files/uploads/2021/06/%E5%90%8C%E8%AF%AD_%E5%9B%BD%E5%86%85%E9%9D%9E%E5%A9%9A%E5%A5%B3%E6%80%A7%E7%94%9F%E8%82%B2%E7%8A%B6%E5%86%B5%E8%B0%83%E6%9F%A5%E6%8A%A5%E5%91%8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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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 26 前难以基于医疗原因合法冻卵，这让跨性别男性的生育能力保存变得异常艰难。对于跨性别女性

而言，虽然其取精与是否处于婚姻关系无关，但基于卫生部《人类精子库基本标准和技术规范》和《人

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的规定，人工授精机构使用精子仍仅对处于法定婚姻内的夫妻开放，跨性别女性

在进行生殖器手术 27 后仍无法取用自己的精子。

（五）多元性别群体的收养权和抚养权受限
由于多元性别群体的婚姻和伴侣关系在法律上不被承认，其仅能以个人身份进行子女收养。根据《民

法典》中有关收养的规定，理论上，多元性别身份并不妨碍收养。然而我国法律的规定却对同性恋群体

的收养权加以限制，以我国儿童福利和收养中心的规定为例，其于 2017 年发布的《外国收养申请文件

要求》明确要求单身收养申请人的婚姻状况证明需包括本人“非同性恋声明”。28 上述规定虽适用于外

国收养人，但仍可能对国内多元性别群体的子女收养产生潜在影响。在国内收养的实践中，异性恋的已

婚夫妻比同性伴侣更可能被优先考虑。29

缺乏法律的认可也使得多元性别群体在子女的抚养权上出现争议时面临更多困境。抚养权争夺首先

体现在双方均为同性恋者的异性“形式婚姻”30 中，其不仅实施成本较高，还因双方缺乏情感基础，婚

后更有可能离婚并产生抚养权争议。此外，同性伴侣之间也会产生抚养权纠纷，例如，我国部分同性伴

侣会在海外采取辅助生殖技术来孕育孩子，但我国现行法律倾向于认定同性伴侣中仅有一方能成为未成

年子女的家长，而另一方则在法律上和未成年子女没有任何关系（即便伴侣双方已在海外合法登记结婚，

或一方伴侣为生育小孩提供卵子 / 负责妊娠）31。一旦双方感情破裂，子女必然被迫与另一方家长分离，

传统家庭模式下保障“离异子女”权益的规定，如抚养费的追索、探视权的保障等都将随之落空。

	政策建议  

（一）保障多元性别群体免受家庭和亲密关系的暴力
1.	建议国务院与各级立法机关出台国家和地方层面的《反家暴法》实施细则，规定民警对涉及多元

性别群体的家庭暴力依法适用告诫书并严肃处理，将针对多元性别群体的暴力纳入针对受暴者的追踪记

录中。

26　	此处的手术一般指腹腔镜子宫和卵巢切除手术或阴道闭锁手术。
27　	此处的手术一般指单纯睾丸切除术、单纯阴茎睾丸切除术加阴蒂阴唇成形术和阴道成形术。
28　	《禁止同性恋领养，中国领养中心错在哪》，央广网，2016 年 3 月 10 日。
29　	《魏伟：我研究了 15 年中国的同性恋》，搜狐网，2020 年 9 月 25 日。
30　	同性恋群体的形式婚姻一般指没有感情基础的男同性恋者和女同性恋举行婚礼，或在法律上办理结婚手续的婚姻形式，此类婚姻只有形式，而
无实质内容。其从表面上看是一个由一男一女组成的正常家庭，实际上“夫妻”双方在身体上和人格上却保持独立。
31　	在女同性恋伴侣中，常见一种称为“A卵B怀”的生育方式，即由伴侣A提供卵子，通过辅助生殖技术受精后，再将受精卵移植入伴侣B的体内，
由 B 完成妊娠和分娩。参见《她们都说自己是孩子的妈妈》，“湖里法院”微信公众号，2020 年 9 月 9 日。《浙江定海法院受理同性伴侣子女抚养
权案》，新京报，2020 年 4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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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ravel.cnr.cn/list/20160310/t20160310_521576222.shtml
https://www.sohu.com/a/420831693_788170
https://mp.weixin.qq.com/s/eaVO6cZj6W6sBGFAvp-N3A
https://m.bjnews.com.cn/detail/158624760415227.html
https://m.bjnews.com.cn/detail/1586247604152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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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议全国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应完善反家暴国家和地方立法及配套法规，将处于“同居关系”

的多元性别群体明确纳入《反家暴法》的保护范围中。

3.	建议各级公检法机关严格落实《反家暴法》相关要求，对针对多元性别个体的家庭暴力依法处理。

4.	建议各级妇联贯彻执行国家和上级主管部门有关妇女政策的法律、法规，制定街道工作计划并组

织实施，积极参与到家庭暴力的调解工作中，维护受暴多元性别群体的合法权益。

5.	建议公安部出台《家庭教育促进法》内部指导规定，将第二十三条“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

护人不得因性别、身体状况、智力等歧视未成年人”中的“性别”扩大解释为“性倾向、性别认同和性

别表达”，提升原生家庭对子女“出柜”的包容接纳程度，降低未成年人被强制“扭转治疗”的可能性。

（二）提升政府及相关社会组织在反家暴案件中的多元性别意识
1.	建议各级司法机关和公安机关等部门依法处理涉及多元性别群体的暴力案件，不得歧视多元性别

群体，避免造成二次伤害。

2.	建议各级司法机关通过培训等方式，提升工作人员的性别友善意识，必要时将多元性别群体的身

份情况纳入对案件事实认定和法律定性的考量。

3.	建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公安机关、司法机关、各级教育机构、妇女联合会、残疾人联合会、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部门、组织以及与反家暴工作相关的部门和组织，积极地与关注反家暴和多

元性别议题的社会组织、专家学者合作，加强单位内部对多元性别平等知识的学习，以及涉多元性别群

体家庭暴力、校园暴力和公共场所暴力的应对培训，增强其处理多元性别群体受暴案件的能力。

（三）为多元性别群体提供平等的生育、收养与抚养法律保障
1.	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专门法，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制定或修改相应规章

及规范性文件，取消使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包括使用精子库和医疗机构配套生育医疗服务）的婚姻状

况限制，明确不得歧视非婚生育者及其子女，规定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使用相关配套制度。

2.	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订《民法典》或出台相关解释，以儿童最佳利益为原则、以双亲共同意

志为标准明确法定亲子关系的认定。

3.	建议民政部出台相关政策文件，完善现有收养制度，平等保障多元性别群体的收养权。

（四）完善对同性伴侣权益的立法和司法保障
1.	建议我国立法机关将通过同性婚姻立法作为长期立法目标，将在法律上承认同性伴侣关系作为短

期目标，在同性伴侣有持久的共同生活意愿和客观事实的基础上，为同性伴侣提供与异性伴侣同等的权

益保障。

2.	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和各地高级人民法院尽快就同性伴侣间的人身与财产纠纷问题进行研究，并出

台有关同性伴侣人身和财产纠纷的内部裁判标准，充分保障同性伴侣双方的平等权益，维护社会公正。

专题三：伴侣与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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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三：伴侣与家庭

域外观察

保障多元性别群体免受暴力
在美国华盛顿特区，首都警察局设有一个 LGBT 联络处 (LGBTLU)。该联络处由

专职警官组成，主要负责满足多元性别群体的公共安全需求。其就仇恨犯罪、暴力犯

罪、公共安全等相关问题开展公共教育活动，从而寻求制止多元性别社群内部暴力犯

罪的发生。其在辖区内定期巡逻，对公民的相关投诉做出回应。32

在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设有同性恋联络官员（GLLO）网络，这是连接警察和

LGBT 社群的重要纽带。这些官员在日常事务上为多元性别社群提供支持，并与公众

一起参加社群活动，例如一年一度的“堪培拉春季骄傲节”等全国性活动。33

单身女性辅助生殖技术
日本生殖医学会伦理委员会于 2013 年首次发布了《未受精卵子和卵巢组织冷冻

和保存指南》，允许单身女性在没有医疗原因的情况下冻卵。2016 年，日本浦安市

政府首次设立“冻卵补贴”，帮助暂时不想生育的女性居民冷冻卵子，以便她们在日

后仍然能生育自己的孩子。据该补贴计划，浦安市政府在两年内花费 9000 万日元（约

514 万元人民币）为当地女性居民提供冷冻卵子的补贴。342023 年 9 月 15 日，东京

都公布了冻卵补贴制度，宣布将为 18 岁至 39 岁的女性东京居民每人提供最高 30 万

日元（约 1.5 万人民币）的补助。35

法国政府于 2021 年 8 月 2 日颁布《生物伦理法》，向单身女性和女同性恋伴侣

开放医学辅助生殖（ART）。据报道，该法案颁布后的一年内，对辅助生殖的需求量

呈现了爆炸性的增长趋势，总计有 11000 多对女同性恋伴侣或单身女性提出辅助生殖

的初步请求，其中 53% 来自单身女性、47% 来自女同性恋伴侣。36

同性婚姻与同性伴侣关系的法律承认
丹麦是世界上第一个将同性注册伴侣关系合法化的国家，其在 1989 年生效的《同

性伴侣注册法》在法律上承认了两个同性之间的民事伴侣关系。丹麦在 2012 年颁布

32　	首都警察局：LGBT 联络处。
33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同性恋联络官员。
34　	张旌：《日本政府为促生育放“大招”	设“冻卵补贴”》，新华网，2016 年 3 月 14 日。
35　	《启动“卵子冷冻费用补贴”和“冷冻卵子辅助生殖技术补贴”》，东京都政府网，2023 年 9 月 15 日。
36　	《< 生物伦理法 >：法案颁布一年后，单身女性和女同性恋伴侣对辅助生殖的需求激增》，法国广播电台，2022 年 8
月 2 日。

https://mpdc.dc.gov/page/lesbian-gay-bisexual-and-transgender-liaison-unit-lgbtlu
https://www.police.act.gov.au/about-us/programs-and-partners/gay-and-lesbian-liaison-officers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6-03/14/c_128796524.htm
https://www.metro.tokyo.lg.jp/tosei/hodohappyo/press/2023/09/15/05.html
https://www.metro.tokyo.lg.jp/tosei/hodohappyo/press/2023/09/15/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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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三：伴侣与家庭

第 532 号法律将同性婚姻纳入现行婚姻法，取代了前述之《同性伴侣注册法》，实现

了同性婚姻合法化。

2022 年 5 月，古巴当局宣布，允许同性婚姻、同性伴侣民事结合的《新家庭法

法案》得到了 60% 人口的支持。同年 7 月，国民议会通过了最新版的《家庭法》，

该法将在当年稍晚举行的全民公投中决定是否生效。2022 年 9 月 25 日，该轮公投以

超过 66% 的赞成票通过了新《家庭法》（2022），从而使古巴的同性婚姻、同性伴

侣民事结合合法化。

同性伴侣收养权和抚养权的承认
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在 AA v. BB [2021] HKCFI 1401 一案中裁定，基

于福利原则，即使不是子女的亲生父母，同性伴侣也可以共同监护、抚养一方的子女。 

在南非，宪法法院在 Du Toit & Or(2002) 一案中判决，“或由其长期同性生活

伴侣作为孩子的父母”等应与《儿童保育法》（1983）第 17(c) 条相衔接，以符合《宪

法》（1996）的规定。《儿童法》（2005）第 231(1)(c) 条规定，已婚人士或长期家

庭生活伴侣有资格收养儿童，后《民事结合法》（2006 年）赋予了同性伴侣这种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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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四：

就业与职场

劳动就业是公民维持生计、获取生活资料、满足衣食住行、医疗与教育

等需求、进而融入社会并享有其它权利的基本途径，也是创造社会财富、

推进经济增长的关键环节。对于多元性别群体而言，就业还是确保其经

济独立，进而缓解与原生家庭矛盾的重要途径。因此，保障多元性别群

体劳动权、关注多元性别群体平等参与经济活动，不仅是基本的民生问题，

同时也是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维系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

当前，已有部分司法判决和典型案例为多元性别群体的劳动权益提供救

济，企业的多元性别友善意识也有所提升。不过，多元性别群体面临的

就业歧视依然严峻，不友善的职场制度也影响了多元性别员工的职业发

展，其平等就业权的司法救济依然面临较大阻碍。



42

	发展与进步 

（一）就业相关法律不断完善，多元性别群体劳动权益获司法救济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根基工程，是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1作为民生之本、财富之源，

就业工作常年受到政府关注，而就业歧视现象也是政府应着力解决的问题。2022 年 3 月，在十三届全

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明确提出：“坚决防止和纠正性别、年龄等就业歧视，着力解决

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突出问题”2，反映了我国对公民劳动权益的重视。

当前，我国有关禁止就业歧视的规定散见于各类法律法规中，在《宪法》第四十八条和相关国际条

约的指导下，我国陆续出台了《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社会保险法》《妇女权益保

障法》等法律，进一步明确禁止就业歧视，并保障所有公民都享有平等就业的权利。在司法制度上，最

高人民法院于 2018 年修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在“一般人格权纠纷”项下新增“平等就业权纠纷”

作为独立案由。由此，劳动者在面临就业歧视时即可以选择提起平等就业权纠纷之诉或者劳动争议之诉，

并获得人格权利与劳动权利的救济，这从司法制度上完善了对劳动者平等就业权的保障。尽管前述相关

政策、法律和规定中，尚未明确提及“禁止基于性倾向与性别认同”的就业歧视，但性倾向与性别身份

也并非“合理区别对待”的法定情形。因此，原则上，多元性别群体的平等就业权同所有公民一样被我

国法律所保护。

在实践中，针对多元性别群体遭受的就业歧视情形，部分案件当事人在劳动仲裁或司法诉讼中获得

了救济，成为具有开创性的判例。例如，在 2016 年“中国跨性别就业歧视第一案”中，贵阳跨性别男

性 C 先生（化名）因在工作时着男装而被解雇，C 先生先后提起劳动争议诉讼和一般人格权诉讼，法院

认定公司辞退 C 先生的理由是他“不按规定着工装”，判决公司“在没有合理理由的情况下解除与原告

的劳动合同关系，侵犯了原告平等就业的权利”；3 在 2018 年“中国同性恋教师劳动权纠纷第一案”中，

青岛幼儿教师明珏（化名）因做同性恋相关公益活动而被前工作单位的学生家长举报，并遭到现单位辞退，

而后青岛市崂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就本案做出裁决，要求单位赔偿明珏六个月工资。4

更具开创性的是，在 2020 年“当当网跨性别就业歧视案”中，跨性别女性高某因实施性别重置手

术而被当当网解雇，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定当当网属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判决双方继续履行劳动

合同，并指出高某有权以女性的身份使用洗手间，同事也应当接受高某的性别。5 此外，判决书还确立了

“跨性别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不受就业歧视的权利”“用人单位不得基于就业歧视的原因做出解除劳动

合同决定”“就业歧视的原因不构成阻碍劳动合同继续履行的情形”等裁判规则，并被纳入北京市第二

1　	《就业优先	夯实民生之本（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日报》，2023 年 3 月 7 日第 7 版。
2　	《李克强总理：坚决防止和纠正性别、年龄等就业歧视》，中国教育报，2022 年 3 月 5 日。
3　	《难以跨越的“隐形门”：跨性别者职场生存记》，澎湃新闻，2020 年 1 月 21 日。另见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 2016( 黔 )0103 民初
2811 号民事判决书，2016( 黔 )0103 民初 2174 号民事判决书。
4　	《青岛一幼儿教师自称因同性恋被解雇	起诉幼儿园获受理》，新京报 19 年 1 月 15 日。另见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0) 鲁 02 民终 185
号民事判决书。
5　	《男员工变性却被当当网以旷工为由解雇？法院判了：恢复工作，有权上女厕》，每日经济新闻，2020 年 7 月 4 日。另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
法院 (2019) 京 02 民终 11084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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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23-03/07/nw.D110000renmrb_20230307_1-07.htm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26422630906810077&wfr=spider&for=pc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5530241
https://www.bjnews.com.cn/news/2019/01/15/539768.html
https://www.nbd.com.cn/articles/2020-07-04/145364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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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级人民法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典型案例”。6 可见，我国司法系统已逐渐重

视多元性别群体的就业歧视困境，并支持对多元性别群体的人格、尊严及劳动权益予以平等保障。

（二）企业多元性别友善意识萌芽，助力企业正向发展
随着多元性别议题可见度的提升，国内部分企业也开始重视对多元性别员工的保障。2021 年的调查

显示，在 122 家于中国大陆开展经营的企业中，7.4% 的企业开展过内部多元性别培训，21.3% 的企业

会在招聘中对多元性别群体持友善态度，12.3% 的企业曾采取多元性别友善的营销策略，11.5% 的企业

支持过多元性别公益活动，60.7% 的企业曾采取或计划采取至少一项多元性别友善举措。7 整体看来，国

内企业的多元性别意识仍处于萌芽阶段，未来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当前，ESG 评价体系（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即“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已

成为国内外主流的评判企业经营可持续性与对社会价值观念影响的评价体系。其中，DEI理念（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即“多元、平等和共融”）是企业践行 ESG 的重要支柱，其强调具备不同种族、

民族、宗教、性别和能力等多元背景的员工在企业中能够获得尊重感、包容感和公平的机会，从而提升

企业的创造力和工作效率。8 在国际范围内，对多元性别员工的权益保障已经成为评估企业 DEI 的指标之

一，而对于意图或已经拓展海外业务的我国本土企业而言，强调对多元性别员工的多元、平等和共融保

障亦是确保企业合规的重要参考。当前，在我国开展业务的大型国际企业已初步建立机制保障多元性别

员工权益，亦有本土企业在进行相关尝试。9

事实上，多元性别友善的职场环境对企业自身发展具有积极作用。研究指出，职场多元包容对企业

创新和市场成功来说至关重要，制定明确的多元性别群体包容政策会凸显公平、包容的企业文化，树立

良好的企业形象，并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同时能提升员工在职场的舒适度及工作效率，进而带动企业经

济发展。10

	需求与困境 

（一）就业歧视困境依然严峻，多元性别群体发展受限
尽管已有一定的法律制度保障，但就业歧视仍是多元性别群体面临的常见困境之一，并全面贯穿其

求职、入职、晋升等历程，影响其职业选择与发展。调查发现，在求职阶段，同性恋群体得到的回复率

6　	《北京二中院发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典型案例》，北京法院网，2023 年 4 月 1 日。另见，《【案例前沿】北京二中院：
人民法院尊重和保护跨性别者的人格、尊严及正当权利，用人单位不得基于就业歧视的原因作出解除劳动合同决定》“劳动与雇佣”微信公众号，
2023 年 3 月 31 日。
7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北同文化：《全国企业性 / 别多元友善度调查报告》，2021 年。
8　	《DEI 议题解读、实践策略与案例分享》，他山咨询，2023 年 8 月 16 日。
9　	《营造 LGBT 友好的多元化环境	优秀的雇主们正在做什么？》，界面新闻，2016 年 7 月 23 日。《国内首家互联网大厂明确包容不同性取向》，
“淡蓝”微信公众号，2020 年 3 月 20 日。
10　	《重磅丨揭密：LGBT 职场多元共融的经济利益》，“中国人民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2020 年 6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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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jgy.bjcourt.gov.cn/article/detail/2023/04/id/7233223.shtml
https://mp.weixin.qq.com/s/jijEQOTpg0QVjXfHg6WfXA
https://mp.weixin.qq.com/s/jijEQOTpg0QVjXfHg6WfXA
https://mp.weixin.qq.com/s/kOn4QIxNVArxgqm50Lma9A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74349517504188454&wfr=spider&for=pc
https://m.jiemian.com/article/748020_yidian.html
https://mp.weixin.qq.com/s/swMUrunMLMpvFGO8401Wkw
https://mp.weixin.qq.com/s/_pU29CNpBA_uNlkQ-h-hw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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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非同性恋群体5%。11本土网络公司58同城也曾因拒绝同性恋者入职而被诉至法庭。12而在入职阶段，

多元性别身份的暴露亦会提升被歧视的风险，调查显示，遭遇过就业歧视的跨性别者中，有 17.7% 的人

曾被直接拒绝录用。13 此外，大量跨性别者因学位或学历证明上的性别与其身份证性别或性别表达不一

致而在求职阶段“被动出柜”，无法获得面试或入职机会。14 进入职场后，超过 20% 的多元性别员工遭

受过歧视，15其中27.3%的员工因为性别身份而在职场中被孤立和忽视，32.5%的员工遭遇过语言歧视。16

跨性别群体遭受的就业歧视尤为突出，有 34.1% 的跨性别者曾因跨性别身份遭遇歧视，但基于维权成本

高、救济有限等因素，仅有 5.8% 的人会尝试维权。17

普遍存在的歧视会让多元性别群体的工作环境难以提供安全感和支持性，以致多元性别群体在职业

发展上难以获得平等对待，甚至出现被非法解雇的情况。调查发现，20.6% 的多元性别群体会因性别身

份而影响晋升。18在遭受过就业歧视的跨性别群体中，被劝退或开除（8.5%）、失去晋升或奖金机会（6.9%）

等情形也不少见。19 此外，公务员等体制内的多元性别群体的生存空间会更加逼仄，身份暴露会使其仕

途受到严重限制，为了隐藏身份其还会与异性结婚。202019 年，浙江省某镇政府基层公务员吴维在网络

上公开“遗书”，讲述其作为同性恋者被单位歧视、排挤以致自杀的经历，引发社会热议。21 事实上，

经由媒体曝光的案件只是多元性别群体遭遇就业歧视的冰山一角，多数当事人为了避免“出柜”或因缺

少外部支持，在面临就业歧视时往往“忍气吞声”。

（二）不友善的职场制度影响员工效率，加大企业成本并阻碍发展
就业歧视的广泛存在与企业在内部制度建设上缺乏多元性别友善的理念有关，多数企业在企业架构、

制度设计和福利保障上不会考虑多元性别因素。报告显示，仅有 14.8% 的企业允许员工因同性伴侣相关

的家庭事务而请假；仅有 8.2% 的企业会在购买员工保险时考虑多元性别因素。22 另有调查显示，我国提

供多元性别包容政策的企业仅有 10% 左右，且提供同性伴侣福利的企业更少（2.97%），比例远低于同

时期的“世界五百强”企业（分别为 93% 与 53%）。23 此外，在卫生间的使用上，超过六成的跨性别男

性（62.3%）和跨性别女性（60.2%）会因为害怕而避免使用公共卫生间，而不限定性别和人群的单间

卫生间更受跨性别男性（71.8%）和跨性别女性（63.4%）的欢迎。24 然而，我国仅有 5.7% 的企业设置

11　	王芳，黄沛璇：《招聘市场上的同性恋歧视——来自随机邮件的实验证据》，《世界经济文汇》2019 第 1 期。
12　	《同性恋求职诉 58 同城歧视	回应：反诉索赔 50 万》，人民网，2014 年 2 月 12 日。
13　	北同文化：《2021 全国跨性别健康调研报告》，2023 年。
14　	刘小楠：《中国跨性别者受教育权实现状况及法律对策》，《反歧视评论》第 6 辑，2019 年。
15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性少数群体生存状况 - 基于性倾向、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的社会态度调查报告》，2016 年。
16　	职场的彩虹：《中国性少数群体（LGBT）的职场体验报告》，2020 年。
17　	北同文化：《2021 全国跨性别健康调研报告》，2023 年。
18　	职场的彩虹：《中国性少数群体（LGBT）的职场体验报告》，2020 年。
19　	北同文化：《2021 全国跨性别健康调研报告》，2023 年。
20　	《官员中的同性恋，你知道多少》，“川观新闻”微信公众号，2016 年 4 月 20 日
21　	《七日谈 |	一个同性恋公务员之“死”》，凤凰网，2019 年 7 月 19 日。
22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北同文化：《全国企业性 / 别多元友善度调查报告》，2021 年。
23　	职场的彩虹：《中国性少数群体（LGBT）的职场体验报告》，2020 年。
24　	北同文化：《2021 全国跨性别健康调研报告》，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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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gongyi.people.com.cn/n/2014/0212/c151650-24335517.html
https://mp.weixin.qq.com/s/HSFpurun7c2UBqXBBbYIiQ
https://www.undp.org/zh/china/publications/%E4%B8%AD%E5%9B%BD%E6%80%A7%E5%B0%91%E6%95%B0%E7%BE%A4%E4%BD%93%E7%94%9F%E5%AD%98%E7%8A%B6%E5%86%B5-%E5%9F%BA%E4%BA%8E%E6%80%A7%E5%80%BE%E5%90%91%EF%BC%8C%E6%80%A7%E5%88%AB%E8%AE%A4%E5%90%8C%E5%92%8C%E6%80%A7%E5%88%AB%E8%A1%A8%E8%BE%BE%E7%9A%84%E7%A4%BE%E4%BC%9A%E6%80%81%E5%BA%A6%E8%B0%83%E6%9F%A5%E6%8A%A5%E5%91%8A
https://cnlgbtdata.com/files/uploads/2023/08/LGBT_career.pdf
https://mp.weixin.qq.com/s/HSFpurun7c2UBqXBBbYIiQ
https://cnlgbtdata.com/files/uploads/2023/08/LGBT_career.pdf
https://mp.weixin.qq.com/s/HSFpurun7c2UBqXBBbYIiQ
https://mp.weixin.qq.com/s/Jy5PuW3NcbkKcrY1CRTytg
https://news.ifeng.com/c/7oRbuUlHqCW
https://mp.weixin.qq.com/s/kOn4QIxNVArxgqm50Lma9A
https://cnlgbtdata.com/files/uploads/2023/08/LGBT_career.pdf
https://mp.weixin.qq.com/s/HSFpurun7c2UBqXBBbYIi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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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无性别或第三卫生间。25 职场着装要求也会对跨性别者形成困扰。调查显示，仅有 27.7% 的跨性别者

能在职场经常按照自己认同的性别进行表达。26 性别不友善的工作设施和着装要求不能使跨性别者便利

地工作，还会增加其暴露性别身份而面临就业歧视的风险。

性别不友善的工作环境会使多元性别群体在职场面临更大的身份压力，为了获得工作并维持生活所

需，其倾向于在工作环境中隐藏自己的多元性别身份，或被迫忍受歧视行为。调查显示，只有 5.4% 的

同性恋者在职场完全公开性倾向，19.7% 为部分公开。27 另有调查称，只有 7.4% 的多元性别受访者会选

择向所有人出柜，大部分受访者在职场没有向任何人或仅向一些人出柜。28 同时，45.4% 的跨性别者在

工作中不会按照其性别认同进行性别表达，以避免出柜或被歧视。29

性别不友善的工作环境也会让企业付出更高的成本代价。有经济专家分析，排斥多元性别群体在每

年给全球造成的经济损失可高达 4000 亿美元。30 同时，对多元性别群体的歧视会让企业流失人才，使多

元性别员工更愿意进入文化包容的其它企业。2018 年的调查称，我国 64.3％的受访多元性别员工在过

去六个月中曾由于骚扰和歧视而寻找新工作。31 而员工提起的就业歧视诉讼也会给企业的经营和社会形

象带来负面影响。

此外，缺乏多元性别友善制度的企业往往不会考虑相关市场，无形中丧失了可观的经济利益，甚至

引发公关危机。2021年 5月，一对女同性恋情侣在购买广州长隆旅游度假区的“情侣票”后被拒绝入园，

事件引发舆论并被当事人提起诉讼。32 可见，多元性别权益保障既关系到员工自身权益的维护，也会影

响到企业的经营发展、市场形象、公众口碑等。

（三）反就业歧视立法缺失，平等就业权司法救济难度大
尽管我国已建立与“反就业歧视”相关的基础法律体系，但相关法律中普遍缺乏“性别歧视”“性

别认同歧视”和“性倾向歧视”等概念，也未能对于如何认定招录环节中针对多元性别群体的歧视做出

明确规定，再加上就业招录环节普遍不透明，进而导致多元性别群体在遭遇就业歧视时难以保存明确的

证据，也难以获得司法救济。在近年来的多元性别群体的劳动纠纷中，除前述 C 先生、明珏及当当网高

某的案件外，亦有杭州跨性别女性小马在实施性别重置手术后被解雇 33，南航空乘柴某遭名誉侵权时被

曝光同性恋身份进而被解雇 34 等案件，但这些案件当事人的诉求却并未得到法院支持。

在司法实践中，有的法院对“歧视”议题避而不谈，这会给多元性别群体寻求司法救济带来认定上

25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北同文化：《全国企业性 / 别多元友善度调查报告》，2021 年。
26　	北同文化：《2021 全国跨性别健康调研报告》，2023 年。
27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性少数群体生存状况 - 基于性倾向、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的社会态度调查报告》，2016 年。
28　	职场的彩虹：《中国性少数群体（LGBT）的职场体验报告》，2020 年。
29　	北同文化：《2021 全国跨性别健康调研报告》，2023 年。
30　	《排斥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会使全球蒙受巨大经济损失》，联合国新闻，2015 年 12 月 22 日。
31　	《重磅丨揭密：LGBT 职场多元共融的经济利益》，“中国人民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2020 年 6 月 24 日。
32　	《同性情侣购票入园被拒，广州长隆被推上被告席，谁给你店大欺客！》，网易号“彩虹故乡”，2021 年 5 月 27 日。
33　	《跨性别人群生存困境调查：多数人有遭受校园暴力经历》，央视网，2020 年 2 月 22 日。
34　	《前“空少”诉南航劳动争议案开庭：停飞是否算处罚成焦点》，澎湃新闻，2020 年 11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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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news.un.org/zh/audio/2015/12/307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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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63.com/dy/article/GAV672VS052880KM.html
http://news.cctv.com/2020/02/22/ARTIJ5mYNQzX05v1IZiDuRoN200222.shtml
https://m.thepaper.cn/kuaibao_detail.jsp?contid=9819629&from=kuaib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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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困难。35 作为“跨性别平等就业权第一案”的“杭州小马案”中，法院以原告主张基于性别歧视解除

劳动合同依据不足为由，认定解除劳动合同属于用人单位行使自己的用工自主权，驳回了小马的诉讼请

求。尽管证据显示小马曾有过多次迟到，但在与被告公司续签劳动合同时，公司未提出异议；而当小马

完成性别重置手术后，公司旋即与其解除了劳动合同；而同时期该公司另外四名存在严重迟到情况的员

工却并未被开除。36 由此可见，法官的司法裁量权与判案逻辑也可能直接影响多元性别群体平等就业权

益的实现。

此外，“平等就业权纠纷”案由放在“一般人格权侵权”案由之下，仍然无法解决就业歧视诉讼的

举证责任和赔偿责任等问题。37 法院对侵权责任主体认定不明确，增加了多元性别群体的维权难度和成

本；38 偏低的判决损害赔偿额度，既不足以弥补多元性别群体遭受的歧视伤害与所承担的诉讼成本，也

不足以震慑侵犯多元性别群体平等就业权的违法者及潜在违法者。此外，通过公开途径能查到的多元性

别群体就业歧视案件十分有限，说明多元性别群体即使遭到了不公平待遇，也不倾向于选择通过诉讼的

方式维权。

	政策建议  

（一）加强立法与司法对多元性别群体平等就业权的保障
1.	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或修改法律，包括制定“反就业歧视法”、修改《劳动法》和《就业

促进法》，明确将性倾向、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列为禁止歧视的事由，明确就业歧视的定义和构成要件，

建立举证责任转移制度和抗辩制度，以预防和消除针对多元性别群体的就业歧视。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应完善前述法律的配套法规。

2.	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相关说明，明确各级人民法院应依法受理基于性倾向、性别认同和性别表

达的就业歧视案件。

3.	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相关说明，推进“平等就业权纠纷”案由在招募、入职、在职、离职等劳

动者就业全过程中的适用。

4.	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等，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出台地方司法文件、典型案

例等，明确“平等就业权纠纷”案由中举证责任的分配，减轻劳动者的举证责任，由用人单位承担“差

别待遇具有合法性”的举证责任。

5.	建议各级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等有关部门发布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进一步完善“歧视”的定义，

并对现有法律中的“性别”进行扩展解释以包括性倾向、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

35　	刘小楠，杨一帆：《中国平等就业权纠纷案件法律问题研析》，《人权研究》2021 年第 3 期。
36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浙 01 民终 2725 号民事判决书。
37　	刘明珂：《中国跨性别者平等就业权保护——简评中国首例跨性别平等就业权纠纷案》，《反歧视评论》第 9 辑，2022 年。
38　	在就业领域尚无“赔礼道歉”与“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责任形式，多数法院认为原告要求被告“赔礼道歉”于法无据，而当事人更重视“赔礼道歉。
参见刘明辉：《保障性少数群体平等就业权的立法和政策研究》，2020 年。

专题四：就业与职场

http://www.tongyulala.org/uploadfile/2021/0515/2021051505540152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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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广建设多元性别友善的工作制度与环境建设
1.	建议各级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全国总工会等倡导多元性别友善的工作制度与环境建设，制

定相关指南，鼓励企业在相关规章制度中明确反对基于性倾向、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的歧视，并在招聘、

晋升和评估标准、薪资、解雇和可行的争端解决机制等方面全过程保障多元性别群体不受到区别对待。

对实施前述良好实践的企业，可考虑给予财税减免。

2.	建议各级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工商管理等部门鼓励企业对 ESG 建设的重视，并将 ESG 评价纳

入对企业的监管体系。同时，鼓励企业建立多元性别友善的福利政策，包括为员工同性伴侣提供平等福利、

为跨性别员工提供必要的健康福利、建立性别友善的卫生间使用规范、平等处理员工间发生的各类性骚

扰等。

3.	建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设多元性别友善的基础设施，包括但不限于在企业内部扩大建设第三卫

生间等，并确保其可用性。

专题四：就业与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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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外观察 

	反对基于多元性别的歧视的立法
南非 1994 年 4 月生效的《临时宪法》第 8 条首次规定禁止基于性倾向的歧

视， 并 通 过《 南 非 宪 法》（1996） 第 9（3） 条 贯 彻 执 行。1998 年， 在 National 

Coalition for Gay and Lesbian Equality and Another v. Minister of Justice and 

Others 一案中，宪法法院表示，应当对《宪法》规定的禁止性倾向歧视扩大解释为

同样适用于禁止基于跨性别者的性别认同的歧视。

古巴《宪法》第 42 条规定，任何人不得因“性倾向、性别认同”而受到歧视。尼

泊尔《宪法》（2015）第 18（3）条的法律解释明确规定，国家不得歧视“性少数群体”。

瑞典在 2009 年修订的《宪法》第 1 章第 2 条规定，所有国家机关在健康、就业、住房、

教育和社会保障方面应当行使、促进基于性倾向的平等和不歧视；第 2 章第 12 条规定，

“任何法律行为或其它规定都不得暗示因任何人的性倾向而受到不利对待。

	多元性别友好的职场制度
2023 年 4 月，经营日本东京迪士尼乐园的东方乐园公司允许员工无须以性别为

限穿着制服，并取消发型、化妆等特定性别仪容规定。日本西武燃气公司自 2023 年

5 月 15 日起放宽了员工上班期间的着装要求，无论性别，员工无需再强制穿着西装

皮鞋上班，可以自由选择诸如夹克、运动鞋等休闲便利的服饰。日本佐贺银行取消了

女性员工的强制穿着制服的规定，以商务休闲装取代。39 从 2023 年 11 月起，ANA 全

日空集团对一线员工的制服和仪容仪表规定进行了部分修订，考虑到工作的便利性，

ANA 在空乘人员的女式制服中引入长裤款式。40

《2023-2024 年企业平等指数报告》显示，63% 参与 CEI（企业平等指数）评级

的雇主都制定了性别友好的工作场所政策，为跨性别和非二元性别员工提供安全友善

的工作环境，例如建设跨性别友好洗手间、采取性别中立的着装要求、在公司员工数

据库中设置变更姓名和人称代词的程序。值得关注的是，在《财富》世界 500 强企业中，

有 173 家企业获得 100 分评级；其中《财富》排名前 25 位的企业中有 15 家获得了满分。

91% 的《财富》500 强企业将“性倾向”和“性别认同”纳入公司的非歧视政策，超

过 77% 的《财富》500 强公司为跨性别群体提供包容性的医疗保健福利。41 

39　	《扩大“着装自由化”，实现无性别和舒适的工作场所》，RKB 每日放送，2023 年 5 月 15 日。
40　	《部分前线员工制服及仪容仪表规则已修订！》，ANA	GROUP，2023 年 11 月 17 日。
41　	人权战线：《2023-2024 年企业平等指数报告》，2023 年。

专题四：就业与职场

https://rkb.jp/contents/202305/202305155989/
https://www.anahd.co.jp/ana_news/2023/11/17/20231117.html
https://reports.hrc.org/corporate-equality-index-2023#best-places-to-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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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五：

表达与媒体

对于多元性别群体而言，提升多元性别议题可见度、发出社群声音是破

除社会公众对性少数群体的刻板印象、消除污名与歧视、保障平等权益

的重要基础，这也意味着多元性别群体及相关议题能否通过恰当的媒体

表达得以呈现是关键性的。尤其在我国，主流媒体往往对多元性别相关

议题有舆论引领效果，也会直接或间接影响着社会公众、法律、政策等

对多元性别群体的认知、态度和评价，因此，针对多元性别群体和相关

议题的公正而恰当的媒体报道与呈现，对于我国多元性别群体的生存和

发展及其权益保障等都至关重要。

总体而言，媒体报道有助于提升多元性别议题的可见度，部分友善表态

也为保障我国多元性别群体的权益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条件。同时，多元

性别议题丰富了文艺创作，也促进了相关产业发展与优秀文化的海外传

播。不过，近年来，多元性别群体在媒体传播中面临的污名依然严峻，

逐渐严厉的审查机制将多元性别与“淫秽色情”“不健康”内容相绑定，

使得多元性别议题的可见度下降，也限制了文艺产业发展，更易因此诱

发性别暴力，引起社会不满情绪，不仅影响到多元性别群体的生存发展，

亦不利于社会整体上的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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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与进步 

（一）媒体报道提升多元性别议题可见度，呼吁保障平等权益
媒体对多元性别议题的呈现，促进了多元性别群体在社会公众层面的可见度不断提升。2000年12月，

湖南卫视《有话好说》栏目播出“走近同性恋”节目，著名主持人马东与社会学家李银河以及以同性恋

身份公开出柜的导演崔子恩和画家石头进行了长达 45 分钟的对谈，这成为我国电视媒体对同性恋议题

的首次关注，并引发了社会对同性恋群体的热烈探讨。1 此后，以多元性别群体为主体的、或带有多元性

别议题的新闻报道、电视节目等不时出现，成为公众了解多元性别议题、认知多元性别群体的重要渠道。

例如，2005 年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曾制作新闻专题片《以生命的名义》，促进公众了解我国男

同性恋者的生存状况及其所面对的与 HIV 相关议题的交叉性困境。22014 年，凤凰卫视《冷暖人生》栏

目播出专题片，讲述了北京老年男同性恋者宁国风的生命故事，也由此从一些侧面刻画了部分中国同性

恋群体的生存状况。3

针对社会事件中不时出现的对多元性别群体的歧视与暴力现象，我国主流媒体也曾多次表达对多元

性别群体的正面支持态度，以引导社会更全面、准确、公正地认识多元性别群体的现实处境，并呼吁保

障多元性别群体的平等权益。例如，2011 年，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播出《抛弃歧视，请尊重每一个群体

的自我选择》节目，主持人邱启明在评价吕丽萍、孙海英发表“反同”言论的事件时，呼吁社会抛弃歧视，

“尊重每一个群体的自我选择”；42017 年 8 月，人民网转载《中国妇女报》对我国“首例跨性别就业

歧视案”的评析，倡导社会各界平等看待跨性别者，关注对其权益的维护；52018 年 4 月，针对“微博”

平台拟删除“与同性恋相关”内容的规定，《人民日报》在其官方微博发布评论指出“不管是同性恋还

是双性恋都属正常，绝不是疾病”，“保护少数人的权利，也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必然”。6 相关评论与呼

吁被视为主流媒体对多元性别社群的支持表态，对于改善公众对多元性别群体的污名、歧视、暴力具有

不可替代的积极意义。

事实上，新闻媒体对于多元性别群体和相关议题的日常关注和持续报道，本身即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对于公众而言，新闻媒体的专业性、客观性、权威性使其相关报道更具有可信度，其传播的广泛性也能

让更大范围的公众了解到多元性别议题。在过去，与多元性别群体相关的社会公共事件也是主流媒体日

常关注的议题之一，例如，2009 年大理市政府曾出资筹建“男同性恋酒吧”以推进防艾工作，先后被央

视新闻、《中国日报》等主流媒体报道，提升了公众对防艾工作的认知；72013年，人民网转载《信息时报》

1　	李银河：《人间采蜜记：李银河自传》，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2015 年 8 月第一版。另见《中国同性恋走向公开大事记》，中国青年报，2006
年 1 月 13 日。
2　	《中国同性恋告别隐秘时代	媒体向同性恋话题敞开》，新民周刊，2005 年 9 月 14 日。
3　	《北京 75 岁男同志：曾 3 次因“流氓罪”被劳教》，凤凰卫视，2014 年 12 月 3 日。
4　	《请尊重每一个群体的自我选择》，央视网，2011 年 7 月 4 日。
5　	何霞：《跨性别应是平等存在的正常性别	我国首例跨性别就业歧视案评析》，《中国妇女报》，2017 年 8 月 16 日 B1 版。
6　	《“不一样的烟火”, 一样可以绽放》，“人民日报”百家号平台，2018 年 4 月 15 日。
7　	《大理同性恋酒吧低调开业	无消费限制普通游客可入》，中国新闻网，2009 年 12 月 20 日；《请宽容对待大理“同性恋酒吧”》，《生活新报》，
2009 年 12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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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zqb.cyol.com/content/2006-01/13/content_1231797.htm
https://news.sina.com.cn/o/2005-09-14/15276944661s.shtml
https://news.ifeng.com/a/20141203/42630500_0.shtml
https://tv.cctv.com/2011/07/04/VIDEjlBfCG7XapfwQgFTVqMe110704.shtml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597789036038549660&wfr=spider&for=pc
https://www.chinanews.com/sh/news/2009/12-20/2027844.shtml
https://news.sina.com.cn/c/2009-12-02/094016704643s.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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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报道了青年同性恋者组建公益组织倡导反歧视；82014年前后，随着我国首例“同性恋反‘扭转治疗’

案”的胜诉，大量媒体开始关注强制“扭转治疗”乱象，并纷纷报道和揭示其欺骗性与危害。9 此外，大

量与多元性别权益相关的社会事件和司法诉讼也不时获得媒体的跟进报道，展现了多元性别群体的生活

状态，反映其在就业、教育、健康、家庭与亲密关系等方面的需求与困境，对于保障多元性别权益具有

积极意义。10

（二）多元性别议题丰富文艺创作，助力产业发展与文化出海
多元性别议题也为我国艺术文化工作者的创作和表达带来了很多新的思路、题材以及优秀作品，并

丰富着公众对多元性别群体的认知。1993 年上映的电影《霸王别姬》是唯一一部同时获得戛纳国际电影

节金棕榈大奖、美国金球奖最佳外语片的华语电影，该影片对于隐晦展现同性间情感纠葛的艺术探索与

尝试，也成就了这部国内外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此后又有佳作迭出，例如由张元执导、王小波编剧的

第一部正面描写同性恋者的电影《东宫西宫》（1996）；由关锦鹏执导、以一对男同性恋人为主角的电

影《蓝宇》（2001）等，都是斩获数项国际奖项的我国电影的经典之作。112008 年由冯小刚导演的贺岁

喜剧商业电影《非诚勿扰》第一次将同性恋者形象搬上国内影院大银幕，而其中由演员冯远征饰演的同

性恋者“艾茉莉”则迎合了公众对男同性恋阴柔、妩媚、女性化的刻板印象，成为该片中的经典“噱头”，

并引发公众热议。12

2010年以后，中国商业电影对多元性别议题的接纳度持续提升，并产生了一系列口碑与票房“双丰收”

的优秀作品。例如《非诚勿扰》《风声》《寻找罗麦》《北京遇上西雅图》《烈日灼心》《夏洛特烦恼》

等，有着对同性恋者、跨性别者的直接刻画；而《让子弹飞》《被光抓走的人》《西虹市首富》《送你

一朵小红花》等，则对同性情感有着“隐性”或“暧昧”呈现。总体上，多元性别议题让商业电影的表

达更加丰富，而商业电影也增进了公众对多元性别群体的真实理解、认知与关注。13

近年来，“耽美”14“耽改”15 剧引发公众追捧，其中也不乏一系列好口碑、高质量的作品，它们在

促进影视产业繁荣的同时，也助力了我国优秀文化的海外传播。例如，2016 年的国产耽美网剧《上瘾》

曾获得上亿级点击量，并获得市场与公众的好评，也先后传出将被韩国、泰国等国家翻拍的消息；162019

年，基于耽美小说改编的古装玄幻剧《陈情令》曾获得“年度国剧”提名、“微博年度热剧”等荣誉，

8　	《广外男生高调“出柜”	组织“直人”撑“同志”》，人民网，2013 年 1 月 11 日。
9　	《中国首例同性恋矫正案原告胜诉	外媒：历史性时刻》，观察者网，2014年 12月 21日；《同性恋“治疗”闹剧：江湖术士称是中邪	作法念咒》，
新京报，2015 年 10 月 19 日；《“同性恋治疗”就是一种“伪科学”》，新京报，2015 年 10 月 20 日。
10　	陆新蕾：《从话语再现到身份抗争：大众媒介与中国同性恋社群的互动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 年。
11　	《从“阴影里”走到“阳光下”—大陆院线片中 LGBT 群体形象的流变》，新浪网，2021 年 1 月 15 日。
12　	魏伟：《从符号性灭绝到审查性公开：< 非诚勿扰 > 对同性恋的再现》，《开放时代》2010 年第 2 期。
13　	《从“阴影里”走到“阳光下”—大陆院线片中 LGBT 群体形象的流变》，新浪网，2021 年 1 月 15 日。
14　	舶来词，原指“沉溺于美好的事物”，而今在我国多用于描述主要表现美男子之间情爱故事的作品，其往往由女性创作，并以女性读者为预设
接受群体。
15　	指基于耽美作品改编而来的作品。在我国，“耽改剧”的原型多是耽美小说或漫画，而在影视化过程中，原著有关男男同性情爱的部分会改编为“挚
友情”“兄弟情”等，以适应审查要求。
16　	《曝 < 上瘾 > 将拍泰国版	原版由黄景瑜许魏洲主演》，搜狐娱乐，2023 年 5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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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du.people.com.cn/n/2013/0111/c1053-20169323.html
https://www.guancha.cn/society/2014_12_21_303988.shtml
http://news.hnr.cn/xwtx/201510/t20151019_2127525.html?re_x_page=1475700557
https://www.bjnews.com.cn/detail/155149737414632.html
https://k.sina.cn/article_6761093707_192fe1a4b00100x56a.html
https://k.sina.cn/article_6761093707_192fe1a4b00100x56a.html
https://www.sohu.com/a/673769400_114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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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高热度以及上亿的市场营收业绩在国产电视剧中至今仍是现象级存在。17此外，《陈情令》《山河令》《镇

魂》等基于国内原创耽美小说改编的网络剧纷纷出海泰国、日本、韩国、欧美等地，不仅收获海外好评

和市场利益，更同步传播了我国的武侠历史、传统文化、家国大爱价值观等，成为跨文化讲述“中国故事”

的优秀案例。18

	需求与困境 

（一）多元性别群体在媒体中常被污名，加重公众刻板印象
尽管新闻媒体与公共艺术表达中不乏对多元性别群体的支持表态，但在整体社会缺乏多元性别意识

与教育的背景下，我国媒体对多元性别群体形象的呈现仍存在着相当大的偏差。在广泛的公共表达中，

对多元性别议题的报道存在着明显的选择性和侧重性，多数是负面的、不正常的、偏离社会道德规范的。

在“流量”“热度”的驱使下，为了迎合受众的猎奇心理，媒体将“失真”信息再现和放大，逐渐形成

僵化的刻板印象，再次加重社会对多元性别群体的贬抑和拒斥。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同性恋现象在主

流电影媒体中的‘再现’，绝不表明同性恋的性意识正被主流社会所接受和认可”“媒介对同性恋者的

再现会受制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19

研究指出，多元性别群体在我国的媒体，尤其是传统媒体上的可见度仍然很低；同时，媒体呈现的

多元性别群体形象也不够全面客观，未达到倡导平权和消除偏见的效果，反而很大程度上强化了偏见。20

根据调查，在 2018 年有关多元性别议题的国内新闻报道中，有 4.5% 的报道明显带有报道者的主观负面

立场，针对 6 起正面事件和 14 起中立事件，报道者只表达了单方面的负面态度。21 部分议题下对多元性

别群体的污名尤为明显，例如，媒体习惯将男同性恋者与 HIV“划等号”，以猎奇视角看待男同性恋者，

对其由于性倾向而遭遇的社会结构性歧视与易受 HIV 感染的原因缺乏深度思考和追问，强化了公众对同

性恋者与 HIV 感染者的误解和偏见。22 也有研究指出，媒体常将多元性别群体刻画为“被疾病裹挟”“危

害国家和社会及他人”“被法律严令禁止”等负面形象，不利于促进公众全面了解多元性别群体，也不

利于其平等权益的实现。23

（二）多元性别与“淫秽色情”“不健康”绑定，议题可见度逐渐降低
事实上，对于多元性别议题的媒体审查机制一直存在，而与之相关的影视艺术等公共表达也在不断

17　	《< 陈情令 > 两周年：播放量 95 亿 +、476 万剧粉仍未散场，粉丝经济没有尽头》，36 氪，2021 年 6 月 30 日。
18　	《出圈又出海，耽改剧火在哪》，澎湃新闻，2021 年 11 月 10 日。
19　	魏伟：《从符号性灭绝到审查性公开：< 非诚勿扰 > 对同性恋的再现》，《开放时代》2010 年第 2 期。
20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性少数群体生存状况 - 基于性倾向、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的社会态度调查报告》，2016 年。
21　	中国彩虹媒体奖：《2018-2019 年度彩虹媒体监测报告》，2019 年。
22　	酷爱健康，爱滋徒步：《2021 年度中国 HIV 议题报道媒体传播监测报告》，2022 年。
23　	胡欢：《话语规训视域下我国主流媒体性少数群体报道的研究》，浙江工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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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36kr.com/p/1290116242688388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062352
https://www.undp.org/zh/china/publications/%E4%B8%AD%E5%9B%BD%E6%80%A7%E5%B0%91%E6%95%B0%E7%BE%A4%E4%BD%93%E7%94%9F%E5%AD%98%E7%8A%B6%E5%86%B5-%E5%9F%BA%E4%BA%8E%E6%80%A7%E5%80%BE%E5%90%91%EF%BC%8C%E6%80%A7%E5%88%AB%E8%AE%A4%E5%90%8C%E5%92%8C%E6%80%A7%E5%88%AB%E8%A1%A8%E8%BE%BE%E7%9A%84%E7%A4%BE%E4%BC%9A%E6%80%81%E5%BA%A6%E8%B0%83%E6%9F%A5%E6%8A%A5%E5%91%8A
https://cnlgbtdata.com/files/uploads/2019/08/2018%E5%B9%B4%E5%BD%A9%E8%99%B9%E5%AA%92%E4%BD%93%E7%9B%91%E6%B5%8B%E6%8A%A5%E5%91%8A.pdf
https://cnlgbtdata.com/files/uploads/2023/04/2021%E5%B9%B4%E5%BA%A6%E4%B8%AD%E5%9B%BDHIV%E8%AE%AE%E9%A2%98%E6%8A%A5%E9%81%93%E5%AA%92%E4%BD%93%E4%BC%A0%E6%92%AD%E7%9B%91%E6%B5%8B%E6%8A%A5%E5%91%8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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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审查机制相“博弈”。24 在法律政策方面，现行有效的法律规范习惯将“同性恋”与对“淫秽色情”

的审查相绑定，如 1988 年的《关于认定淫秽色情出版物的暂行规定》、1996 年的《音像制品内容审查

办法》和 2005 年的《关于认定淫秽与色情声讯的暂行规定》等，将“淫亵性地具体描写 / 述同性恋的

性行为”视作应被禁止的内容，但并未明确规制对同性恋内容的一般性表达。

2017 年 6 月，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发布《网络视听节目内容审核通则》，其中明确将“同性

恋”与“性变态”“性侵犯”并列，视作“应予删除”的内容，由此也说明对于多元性别议题的审查已

跳脱出“淫亵性”而在于“同性恋”本身，即有关同性恋的一般性的描述，如人物身份、情感状态、日

常生活等，也可能因此受到审查，而该规范几乎影响到整个影视行业。随后，有公民就此向法院提起了

诉讼，尽管作为被告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明确承认“中国没有歧视同性恋的相关法律、政策依据”，

但该审查规范依然存在并有效。25 类似的规范还有中广联合会电视制片委员会、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

于 2015 年发布的《电视剧内容制作通则》，以及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于 2016 年发布的《移动游戏

内容规范》等。

而对于未成年人受众，多元性别议题则被政策界定为“不健康”内容。如原国家广电总局 2004 年

发布的《广播影视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实施方案》中明确将“同性恋的语言、画面和情节”

视为“不健康的涉性内容”，要求“坚决删除”。此外，2022 年更新的国家标准《未成年人互联网不健

康内容分类与代码》中，首次明确“含有性倾向、性别认同、性身份或性行为等方面与社会上大多数人

不同的非传统类型性关系”的内容归类于“非传统性关系”类目，其“不健康类型”为“有危害 /需提示”

级别，表示其尽管在法律法规政策性文件范围内未禁止展示，“但可能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或“展

示前需要提示”。26 需要澄清的是，学习多元性别知识并不会让多元性别群体变得越来越多。作为全面

性教育的一环，让未成年人以适合的方式充分了解多元性别议题，既能帮助在青春期的青少年建立正确

的自我认知，减少恐惧、焦虑等负面情绪，也能提升青少年群体对多元性别学生的包容度，减少基于多

元性别身份的校园欺凌，避免悲剧的一再发生。27 相反，如果一刀切式地实施对未成年人接触多元性别

议题的全面禁止，则无法从实际上缓解或解决多元性别青少年的自我认知矛盾困境，亦会加剧多元性别

青少年不被理解、遭遇欺凌的困境，进而引发身心健康等风险。

由于对多元性别议题审查的不断强化，近年来与多元性别相关的新闻报道与影视作品的数量迅速下

降，多元性别群体在公众讨论中的可见度也在持续降低。28 这使得多元性别群体缺少为污名和误解正名

的机会，而公众亦无从知晓多元性别群体的实际生存状况及其遭遇的各种困境，也影响到公众对多元性

别议题的全面认知和对相关群体的态度。

24　	魏伟：《从符号性灭绝到审查性公开：< 非诚勿扰 > 对同性恋的再现》，《开放时代》2010 年第 2 期。
25　	《法律推动社会进步 | 广电总局承认“中国没有歧视同性恋的法律和政策”》，“北京酷儿合唱团”微信公众号，2018 年 2 月 25 日。另见北
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9）京行终 685 号行政判决书。
26　	《未成年人互联网不健康内容分类与代码》（GB/T	41575-2022）。
27　	郭凌风，刘文利：《全面性教育中的性倾向多元教育》，“爱与生命”微信公众号，2017 年 8 月 10 日。另见《为什么我们需要全面性教育》，
经济观察网，2021 年 5 月 17 日。
28　	中国彩虹媒体奖：《2018-2019 年度彩虹媒体监测报告》，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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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p.weixin.qq.com/s/DFJTsTZMhbLWWxu1JRYj6Q
https://openstd.samr.gov.cn/bzgk/gb/newGbInfo?hcno=000A00EC76BE7367E930C165B0451581
https://mp.weixin.qq.com/s/-GF2ZD8ViFso4IhsNaogkA
http://www.eeo.com.cn/2021/0517/488377.shtml
https://cnlgbtdata.com/files/uploads/2019/08/2018年彩虹媒体监测报告.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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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查影响文艺产业发展，易诱发性别暴力、引发社会不满情绪
对多元性别议题的审查会限制文学艺术表达的多样性，打击文艺创作者的信心。2014 年 12 月，导

演范坡坡制作的描述同性恋者被母亲接纳的纪录片《彩虹伴我心》在视频网站全部下架，网站称“被删

除是因为有广电总局的相关文件”，而广电总局却回复称该情况“并不存在”，范坡坡就此起诉。2015

年 12 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认定广电总局因回复主体的错误而违法，但对广电总局答复的

内容表示认可，即确实不存在要求删除涉同性恋话题视频的文件。29 然而，判决生效后网站仍没有恢复

该视频。

当前，众多基于同性恋情而改编的影视剧也面临着无法制作或播出的困境，给影视及相关行业带来

经济损失。2016 年，曾经爆火的国产耽美剧《上瘾》尚未完结就被各大网络平台“永久性下架”，有关

部门曾回应称“有的网络剧专门刻画同性恋情，低俗化倾向突出”。302022 年 1 月，全国广播电视工作

会议召开，北京局要求全面叫停“耽改”题材网络影视剧。31 而后，有报道称超过五十余部正在制作或

等待播出的影视作品将受影响，对于相关产业造成了强烈冲击。32

同时，媒体针对非传统性别气质的审查也在强化，进而诱发一系列性别暴力事件。2021 年 9 月，

国家广电总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文艺节目及其人员管理的通知》，要求“坚决杜绝‘娘炮’等畸形

审美”；332022 年 7 月，国家广电总局召开电视剧创作座谈会，表示“坚决抵制病态整容、‘娘炮’审

美”。34 事实上，“娘炮”用词本身即是性别暴力的产物，官方对于“娘炮”的公开打击，易诱发性别

歧视，进而让现实中性别气质柔弱的个体更易遭受暴力，并造成不可挽回的严重后果。352021 年 11 月，

摄影师鹿道森自杀离世，其遗书中记述了童年因自己“娘”而长期遭受欺凌；网络艺人韩佩泉也因“娘

娘腔”而常年被同学攻击辱骂；362022 年 1 月，河北男孩刘学州因网络寻亲引起关注，而部分网民攻击

其“娘炮”“恶心”，致使其最终服药自尽。37 大量案例说明，对性别气质的审查和打压会恶化相关人

群的生存环境，对于性别气质的错误认知也让部分网民误认为“谴责‘娘炮’”是“正义之举”，以至

于滋生和加剧了性别暴力。

此外，多元性别议题媒体审查政策的强硬反而易于激起公众的不满情绪。例如，2018 年 4 月，新

浪微博表示将根据《网络安全法》删除“与同性恋相关”的漫画和视频，激起大量网民的反对，而相关

规范也因此撤销。382022 年 5 月，视频博主“一食纪”自杀离世，其告别视频中“我是 gay”的出柜自

29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5）一中行初字第 2142 号行政判决书。
30　	《< 上瘾 > 或永久下架	想成网剧爆款唯有突破下限？》，人民网，2016 年 2 月 24 日。《最全现场直击：全国电视剧行业年会，广电总局两位
司长和业内大咖揭示了怎样的趋势？》，“广电独家”微信公众号，2016 年 2 月 28 日。
31　	《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召开，北京局：全面叫停偶像养成类网综和耽改剧》，每日经济新闻，2022 年 1 月 7 日。
32　	《各大高校 LGBT 社团公众号被封，54 部待播耽改剧前路何在？》，网易新闻，2021 年 7 月 13 日。
33　	《多部委 10 天内数次发声，娱乐圈迎来七大变化 !》，中国新闻网，2021 年 9 月 14 日。
34　	《广电总局：反对以“流量”为标准选演员，抵制“娘炮”审美！》，北京日报客户端，2022 年 7 月 6 日。
35　	《“< 魔道祖师 > 粉丝人肉事件”和“除掉娘炮论”让人不寒而栗》，中国网，2018 年 9 月 6 日。《多位专家谈“娘炮”现象争议	男女气质不
能简单化二元对立》，中国妇女报，2018 年 9 月 12 日。
36　	《有 12 万人，都在哀悼一个“娘炮”》，凤凰周刊，2021 年 12 月 2 日。
37　	《网暴受害人，违法又失德》，法治日报，2023 年 6 月 6 日。
38　	《微博清理同性恋题材内容引争议	人民日报：不同的性倾向不是精神疾病》，中国搜索，2018 年 4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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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edia.people.com.cn/n1/2016/0224/c40606-28144797.html
https://mp.weixin.qq.com/s/ocwJEUcHBtSwqxI3xEdAZg
https://mp.weixin.qq.com/s/ocwJEUcHBtSwqxI3xEdAZg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21283848535511240&wfr=spider&for=pc
https://c.m.163.com/news/a/GEP8S8ET0517EGVL.html
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2109/14/t20210914_36910213.shtml
https://www.takefoto.cn/news/2022/07/06/10113901.shtml
http://cppcc.china.com.cn/2018-09/06/content_62530689.htm
http://health.people.com.cn/n1/2018/0912/c14739-30288113.html
http://health.people.com.cn/n1/2018/0912/c14739-30288113.html
https://news.ifeng.com/c/8BeRYcUvP2U
http://www.legaldaily.com.cn/sylm/content/2023-06/06/content_8862252.html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597792786071923017&wfr=s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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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却在媒体报道中被打上马赛克，引起社会指责。39 与之类似，国内近年来引进的《波西米亚狂想曲》《老

友记》《神奇动物 3》等国外著名影视剧，其中涉及多元性别的情节也均被审查删除，数次引发国内公

众的不满。40

需要意识到，对于多元性别议题的过多规制易引发社会矛盾；而相关不满情绪的产生也说明，公众

希望接触和了解多元性别议题，需要的是恰当的引导，不应当一味回避或一删了之，否则不仅提升了社

会治理成本，亦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

	政策建议  

（一）允许媒体对多元性别议题的报道，倡导平等与反暴力
1.	建议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影等部门正视多元性别群体的客观存在，允许媒体（含自媒体）全

面报道多元性别议题，客观呈现多元性别群体的形象和生存状况。

2.	建议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影等部门积极发挥媒体的价值引领作用，消除公众对多元性别群体

的错误认识和刻板印象，倡导反歧视和反暴力理念，呼吁对多元性别群体的平等保障。

（二）允许多元性别议题在法律框架下的正常表达，引导相关产业发展
1.	建议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影和文化部门放开对多元性别议题在出版、影视、游戏等艺术文化

领域的限制，不将多元性别议题无差别视作“淫秽色情”等禁止呈现的内容，允许符合法律一般性规范

的多元性别议题在媒体与艺术文化领域的正常呈现。

2.	建议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影、文化、工商管理、市场监管等相关部门正视多元性别议题对艺

术创作的积极贡献，重视新兴文化产业的价值，对于相关文化作品提供便利的发展条件以及在海外传播

的机会，提升我国文化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

39　《B 站知名 UP 主疑似自杀，警方已介入》，“扩展迷 EXTFANS”微信公众号，2022 年 5 月 7 日。
40　《不是摇滚迷也能看哭！被删减 4 分钟的 < 波西米亚狂想曲 > 为啥仍值得大银幕？》，搜狐网，2019 年 3 月 21 日；《经典美剧 < 老友记 > 遭
刪减上热搜，同性恋片段全无引发争议》，知乎，2022年 2月 14日；《<神奇动物3>内地版删减同性恋台词	华纳回应》，网易，2022年 4月 13日。

专题五：表达与媒体

https://mp.weixin.qq.com/s/ZDI_XPfsyHKyHQ3ukAUf2w
https://www.sohu.com/a/302674795_580553
https://zhuanlan.zhihu.com/p/467307224
https://zhuanlan.zhihu.com/p/467307224
https://time.com/6208817/thailand-bl-dramas-popula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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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域外观察 

	发展多元性别相关文化产业带来经济效益
泰国耽美剧《假偶天成》（2gether）于 2020 年首次播出，是男同性恋题材影视

剧的突破性作品，其在曾经的泰国流媒体平台 LINE TV 上积累了至少 1 亿次播放量。

《假偶天成》的成功促使韩国、菲律宾和越南等地创作拍摄耽美题材的影视作品。41

在 2023 年一档韩国恋爱综艺《喜欢的话请响铃》中，一对女女情侣的出现扭转了

该节目的收视率。随着“茉莉”与“白玫瑰”之间的女女恋爱线的浮现，该节目在一

周内吸引了 5 倍以上的新的付费订阅者。同时，由于女女情侣的出现，在当周的 TV-

OTT 影视话题性调查排行中，该综艺一跃至第 12 位。42 

41　	《泰国的耽美剧正在改变许多人对同性恋浪漫爱的看法》，《时代》，2022 年 8 月 26 日。
42　	《代替 <恋爱铃>本身掀起了更大的讨论，韩国恋爱综艺中首对女女情侣的力量》，《中央日报》，2023年 2月 4日。

专题五：表达与媒体

https://time.com/6208817/thailand-bl-dramas-popularity/
https://www.joongang.co.kr/article/25138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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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六：

社群与组织发展

我国的多元性别社群组织致力于为社群提供各类专业服务，涵盖身心健

康、家庭接纳、艺术文化、职场包容、反歧视与反暴力等领域，在帮助

多元性别群体解决个人困境、维护社会和谐、助力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

了重要的作用。不过，多元性别社群组织目前难以在我国获得民政注册

身份，其获取的发展资源也十分有限，特别是近年来大量的社群组织发

展受阻或被迫关停，使得社群本就有限的社会支持系统遭到进一步削弱，

如果持续下去，将可能造成多元性别群体在未来陷入更多困境，也不利

于社会治理的公正有效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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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与进步 

（一）社群服务专业多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早期，多元性别社群组织是随着国家政策而适时出现的。在 2000 年前后，随着 HIV 防治工作成为

我国公共卫生领域的重要议题，一些面向男男性行为者开展防艾工作的社会组织开始在各地出现，在当

地卫健部门的支持下，它们有组织地开展防艾同伴教育和各类社群宣传活动，这也成为推动多元性别社

群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1 而后，随着社群需求日趋多元，多元性别社群组织的发展也更加专业化，涵盖

身心健康、自我认同与家庭接纳、艺术文化、职场包容、反歧视与反暴力等领域，旨在为社群成员提供

各类专业化的支持服务。同时，社群活动的关注对象和参与者也从以男同性恋者为主、开始向多群体拓展，

包括女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性别者、间性人、无性恋者等不同群体，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草根小组

活动模式等。

客观看来，基于社群组织扎根于多元性别群体的特点，相较于一般性的社会服务，社群组织在帮助

多元性别群体解决个人困境、维护家庭和谐、促进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例如，

在医疗健康领域，社群组织通过与医疗机构的积极沟通，促进医疗行业对多元性别议题的理解，帮助多

元性别群体获取更友善的医疗资源，进而降低其心理健康风险，也为跨性别者提供更便捷的医疗和手术

服务；2 在家庭关系领域，在社群组织的努力下，国内上万家庭的父母接纳了子女的多元性别身份，对于

化解家庭矛盾、促进家庭和谐发挥了重要作用；3 在校园教育领域，社群组织关注基于性别身份的校园欺

凌问题，通过向教师传达性别友善的理念，有效降低了校园欺凌的发生及其危害后果，4 等等。可见，社

群组织不仅为多元性别群体的生存发展提供了有效支持，还能成为化解社会矛盾、缓和社会冲突的“润

滑剂”，也是维护社会安全稳定的“安全阀”。

（二）“粉红经济”逐渐崛起，社群企业助力经济发展
近年来，多元性别社群的联结也促进了“粉红经济”（由多元性别群体的消费带动的经济模式）的崛起，

多元性别社群也不断展现出其对于经济发展的促动能力。有研究预计，2023 年全球粉红经济市场规模将

达到 54 亿美元，具有蓬勃的发展潜力。5 调查显示，我国的粉红经济群体重视健康投资，强调生活品味，

这一人口数量庞大的群体需求可以反馈于运动健康、穿搭妆容、休闲娱乐等产业的创新，其旺盛的消费

需求也能刺激经济增长。6

此外，多元性别群体内部也发展出不少专注于服务社群的、有影响力的商业实体。例如，于 2000

1　	《中国同性恋：春光乍泄 20 年》，凤凰网，2008 年 9 月 19 日。
2　北同文化：《北同 2022 年报：用信念和勇气重燃生活的热情》，2023 年。
3　	《我们探访了一个中国最大的同性恋组织，两个字：吃惊》，“环球时报”微信公众号，2018 年 6 月 16 日。《在人间｜我的孩子是同性恋》，
凤凰网，2019 年 10 月 24 日。
4　	《不是孩子有问题，是孩子有需要——儿童友善校园的性别视角》，“看见未来教育研究院”微信公众号，2021 年 1 月 5 日。
5　	《蓝城兄弟 < 中国粉红经济群体消费报告 >：疫后消费内生动力仍强劲，健康投资备受关注》，财新网，2022 年 12 月 26 日。
6　	蓝城兄弟，益普索：《中国粉红经济群体消费行为与趋势洞察报告》，2022 年。

专题六：社群与组织发展

https://news.ifeng.com/society/5/200809/0919_2579_793906_1.shtml
https://mp.weixin.qq.com/s/gUr82TbsO6Oc9pbgeXGLOw
https://mp.weixin.qq.com/s/8Q4Nnl5A_4uyfTCwzAzKxA
http://inews.ifeng.com/yidian/slide/60771185/news.shtml
https://mp.weixin.qq.com/s/62Qi0sLf2ueVbfanS6g5yg
https://weekly.caixin.com/2022-12-26/101981969.html
https://mp.weixin.qq.com/s/dgrOlXcgqf8TFAs9gPL7B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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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成立的淡蓝网是国内最早一批为男同性恋者提供网络社交与资讯服务的平台网站，经过20余年的发展，

如今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服务于多元性别社群的互联网科技企业，在全球有 5000 多万注册用户，覆

盖 210 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业务涵盖科技创新、健康公益、直播社交等多个领域。7 其所属公司蓝城兄

弟曾于2020年7月在美国纳斯达克挂牌上市，成为世界“同性恋第一股”，	被誉为是“粉红经济里程碑”，

也在世界范围内展现了我国多元性别社群的积极影响力与经济贡献。8

	需求与困境 

（一）社群组织难以获得民政注册身份，发展资源获取受限
由于多元性别议题在公共话语中一直缺少关注和讨论，有关该议题的污名与偏见未能充分澄清，在

相关法律未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多元性别社群组织难以获得现有法律的明确承认，其民政注册也困难

重重。2013 年 11 月，地方社群工作者小寒欲在湖南省长沙市申请成立同性恋社会组织，却被该省民政

厅以“违背社会道德风尚，同性恋与我国传统文化及精神文明建设有悖”的理由拒绝。9

对于多元性别社群组织而言，民政注册身份可以使其更好地与政府、基金会、社会团体等开展合作，

也有助于获取更多的社会捐赠与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资金，这也是多元性别社群组织在开展服务工作

时的重要诉求之一。在多年的实践中，少量向多元性别群体提供服务的社群组织依靠“防艾”或“社工服务”

等工作获得了民政注册身份，但仍有大量多元性别社群组织难以直接申请到民政注册，并多以草根志愿

小组的形式存在，致使其难以获得足够的发展资源，其法律地位的模糊性严重影响了这些小组提升社群

内部支持和服务的能力。

（二）大量社群组织发展受阻或被迫关停，社群生存境况逐渐恶化
近年来，多元性别组织及其相关活动在国内面临的审查也在不断加强。2020 年 8 月，国内较早关

注多元性别群体的代表性社群组织“上海骄傲节”团队突然宣布取消未来所有活动计划。10	2023年 5月，

“北同文化”发布公告，称“因不可抗力”而终止运营。11 而除了一些影响力较大、明确公开停止运营

的社群组织外，一些被迫关停的地方社群组织也在近年来“悄无声息”地停止了工作。与此同时，其它

尚且还在运作的社群组织也面临着资金短缺、人员流失、活动难以开展、服务工作难以为继的窘境，并

进一步影响到多元性别群体的困境解决。

基于身份公开的压力，多元性别个体在遭遇困境时往往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而外部环境对多元性

7　	《为“同志”建社区，年入 7 亿，揭秘 Blued 的粉红经济》，界面新闻，2020 年 06 月 17 日。
8　	《从草根公益到纳斯达克上市	蓝城兄弟是如何做到的？》，《公益时报》，2020 年 7 月 14 日 08 版；《Blued 母公司赴美上市：成为全球粉红
经济第一股，首日股价猛涨近 50%》，新浪财经，2020 年 7 月 9 日。
9　	《同性恋组织申请“扶正”登记遭拒	官方：违背道德风尚》，闽南网，2014 年 2 月 20 日。
10　	《上海骄傲节终止所有活动	The	End	of	the	Rainbow》，“上海骄傲节”微信公众号，2020 年 8 月 13 日。
11　	《停运公告》，“北同文化 AllForQueer”微信公众号，2023 年 5 月 15 日。

专题六：社群与组织发展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4539550.html
http://www.gongyishibao.com/html/redian/2020/07/15034.html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71718622435711296&wfr=spider&for=pc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71718622435711296&wfr=spider&for=pc
http://www.mnw.cn/news/shehui/725154.html
https://mp.weixin.qq.com/s/aypaEjvE_CHPlXRqndxZ5w
https://mp.weixin.qq.com/s/5PZw5t3lqlIECS49wgmF2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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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议题的忽视也让多元性别群体难以通过一般性的社会服务获得有效救济。因此，来自社群伙伴的支持

与帮助是弥足珍贵的资源。但随着社群组织的关停，多元性别群体能接受的友善服务与专业帮助越来越

少。缺乏社群组织的支持和正确引导，多元性别群体面临的身心健康、家庭矛盾、校园欺凌、职场歧视

困境等等无法缓解，社群生存境况逐渐恶化，同时也让各类社会矛盾更加凸显，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

发展。

	政策建议  

（一）支持多元性别社群组织的发展，建立更好的沟通协调机制
1.	建议民政部门与社会组织管理部门等对服务于多元性别群体的社群组织放宽限制，给予其平等的

民政注册机会，开放合法的民间筹款程序，支持其活动与发展。

2.	建议各级卫生和健康委员会等相关部门建立与相应社群组织之间的常规沟通机制，通过政府购买

社会服务等方式，为相关社群组织提供运营资金，在制度框架内引导和扶持相关社群组织的发展，化解

社会矛盾。

（二）引导各界社会力量参与多元性别公益服务
1.	建议社会组织管理部门积极引导各界社会力量为多元性别群体提供公益服务，建立覆盖面更广、

支持力度更强的社会支持网络，以更积极地面对和处理多元性别群体的困境，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专题六：社群与组织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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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七：

全球趋势与国际参与

多元性别议题已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各个国家和地

区对待多元性别议题的态度和政策举措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而在过去

的十几年里，联合国也开始逐步关注和推动多元性别权益，并通过其独

特的人权机制推动消除对多元性别群体的歧视和暴力。我国政府在联合

国场域也坚决表态，反对基于性别认同和性取向的歧视和暴力。我国需

要结合本土文化和制度，将政府在联合国承诺的反歧视立场落实到实践

中，探索出更符合本土的反歧视路径，在回应各方关切的同时创造中国

经验，并对国际社会产生积极影响。



62

	保障多元性别权益的全球趋势 

多元性别权益保障在国际层面是一个复杂的议题，受到国际政治、各国文化、宗教和法律体系等多

方面的影响。整体而言，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对多元性别群体的接纳程度逐步提升 1，但各区域对多元性

别群体权益保障的措施存在差异，亚太地区基于文化的多样性，在多元性别议题上呈现出更为丰富的样

态；拉丁美洲、非洲对多元性别群体的保护在挑战中不断前进；欧美地区作为推动多元性别平等权益的

先行者，保障多元性别平等权益的法律制度相对完善。

（一）亚太地区：多元文化中的平等追求
截至 2023 年，亚太地区一半以上的国家和地区已实现同性性行为的去罪化。2 在禁止歧视和暴力的

立法上，亚太地区基于文化的多元和复杂性，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不同多元性别群体的保护程度不尽相同，

一些亚洲国家（如印度）对跨性别群体的权益保障尤其重视，从法律层面保护跨性别群体免受就业、教

育和医疗上的歧视。3 近年来，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在多元性别群体权益保障方面取得了进展。2015年 3月，

泰国性别平等法 4 颁布，该法案指出对性与性别的歧视，包括对多元性别群体的歧视是刑事犯罪。我国台

湾地区在 2019 年成为亚洲第一个合法化同性婚姻的地区，标志着亚洲在多元性别权益方面取得了显著的

突破，目前我国台湾地区已有“性别平等教育法”和“性别工作平等法”，以保障多元性别群体在教育

和工作场合免受基于性倾向和性别认同的歧视与暴力。2023 年 2 月，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做出判决，首次

承认同性伴侣享有与异性伴侣相同的健康保险权利，以进一步保护同性伴侣间的人身财产关系。52023 年

6 月，日本公布《有关促进国民关于性取向及性别认同的多样性的理解的法律》，该法指出不应以性取向

或性别认同为理由进行不当的歧视，并为政府及职场、学校等场所规定了相关义务，努力促进公众理解。

（二）拉丁美洲与非洲：在挑战中前进
拉丁美洲在多元性别群体权益方面经历了复杂的演变，当下拉丁美洲的国家正在采取积极的措施提

高对多元性别人群的法律保护和社会认可。在法律层面，一些拉丁美洲重要国家已经通过法规禁止基于

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歧视，并承认同性伴侣和同性婚姻，如阿根廷（2012 年）、巴西（2013 年）、乌

拉圭（2013 年）和墨西哥（2022 年）等。6 同性性行为的去罪化在拉丁美洲基本实现了普及，2020 年

至2023年，巴巴多斯、圣基茨、安提瓜和巴布达都实现了同性性行为去刑事化立法。7 在社会接纳程度上，

1　《全球对 LGBT ＋群体的容纳度正在上升》，腾讯网，2020 年 11 月 9 日。具体参见 Andrew	R.	Flores,	Social	Acceptance	of	LGBTI	People	in	
175	Countries	and	Locations,	1981	to	2020,	Nov.,	2021.
2　	其中，亚洲的 46 个国家和地区中，有 26 个实现了同性性行为去罪化；大洋洲的 24 个国家和地区中，18 个实现了同性性行为去罪化。参见
Criminalisation	of	consensual	same-sex	sexual	acts，ILGA	database，最后访问日期 2023 年 12 月 12 日。
3　	印度 2020 年 1 月生效的《跨性别（权利保护）法》第 3 条规定，任何“跨性别者”都不得因其性别认同遭受医疗、教育、就业等方面的歧视。
该法第 2(k) 条将“跨性别者”定义为任何“性别认同”与其出生时被指派的性别不同的人，无论其是否接受过性别肯定医疗手术。
4　	COSMETIC	PRODUCT	ACT	(B.E.	2558).
5　	《韩国法院首次承认「同性伴侣」法律权利》，新浪网，2023 年 2 月 22 日。
6　	《墨西哥城立法批准同性婚姻，将成拉美城市中首例》，中国日报网，2009 年 12 月 23 日。
7　	参见 Criminalisation	of	consensual	same-sex	sexual	acts,	ILGA	database，最后访问日期 2023 年 12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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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new.qq.com/rain/a/20201109A0H9MC00
https://williamsinstitute.law.ucla.edu/wp-content/uploads/Global-Acceptance-Index-LGBTI-Nov-2021.pdf
https://williamsinstitute.law.ucla.edu/wp-content/uploads/Global-Acceptance-Index-LGBTI-Nov-2021.pdf
https://database.ilga.org/criminalisation-consensual-same-sex-sexual-acts
https://database.ilga.org/api/downloader/download/1/IN%20-%20LEG%20-%20Transgender%20Persons%20(Protection%20of%20Rights)%20Act%20(2019)%20-%20OR-OFF(en).pdf
https://mnfda.fda.moph.go.th/dis/wp-content/uploads/2022/04/COSMETIC-B.E2558.pdf
https://k.sina.com.cn/article_3460516424_ce434a48040015rsh.html
https://www.chinadaily.com.cn/hqgj/2009-12/23/content_9217387.htm
https://database.ilga.org/criminalisation-consensual-same-sex-sexual-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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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显示，从 1990 年至 2020 年，南美洲社会对多元性别群体的接纳程度呈现出积极的变化趋势，特

别是巴西，其对多元性别群体的接受度稳步上升。8

即便许多非洲国家的多元性别群体由于宗教信仰、传统观念及殖民时期法律制度等因素仍然面临着

较大的法律限制和社会压力，但多元性别群体权益在非洲的进展总体是积极的。非洲同性性行为去罪化

近年来稳步推进，如加蓬和安哥拉分别在 2020 年和 2021 年已经实现了同性性行为的去罪化。南非是少

数有制定保障多元性别群体权利的非洲国家，其在 1996 年宪法中明确保障男女同性恋者的权利，并有

合法的同性婚姻，但南非当地对于多元性别群体的暴力犯罪仍然较为严重 9，多元性别群体在非洲的权利

保障和法律地位比起其它地区来说都要严峻许多。

（三）欧美国家：更成熟的权益保障模式
欧美国家在多元性别权益议题上表现出较高的接纳程度，根据国际调查显示，截至 2020 年，冰岛、

挪威、荷兰、瑞典和加拿大是对多元性别群体接受度最高的国家。10 很多欧洲国家在 21 世纪初就通过了

同性伴侣关系和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法案，在 27 个欧盟成员国中，有 21 个欧盟成员国认可同性婚姻或同

性伴侣制度。11 多元性别群体在欧盟享有广泛的法律保护，欧盟出台的一系列平等指令框架准则强制所

有成员国就反歧视议题进行立法，所立法案必须包括保护人们免受基于性倾向歧视的条款，以 2000 年

出台的平等就业指令为例，其既可以保护欧盟公民不会因为性倾向而被拒绝工作或解雇，还可以保护其

免受同事因性倾向的性骚扰。12

美国自 20 世纪后半叶以来，在争取多元性别群体平等权益上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如 2015 年同性婚

姻合法化。13 美国对待多元性别群体的态度在各州之间仍存在较大的差异，不过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

等经济相对发达的州都立法禁止基于性倾向和性别认同的歧视，为多元性别群体提供更多积极的保护措

施。加拿大则在多元性别群体权益保障方面处于世界前列，其在 2005 年就实现了同性婚姻的合法化。14

加拿大政府此后也通过各种法案，保障多元性别群体在就业、教育和其它领域的平等权益。

总体来说，多元性别群体权益保障情况在世界范围内的进展因地而异，但世界对待多元性别议题的

整体态度越来越积极。在推动多元性别平等权益的道路上，国际社会仍需共同努力，以实现一个更加包

容和平等的世界。

8　	See	Andrew	R.	Flores,	Social	Acceptance	of	LGBTI	People	in	175	Countries	and	Locations,	1981	to	2020,	Nov.,	2021.
9　	暴力侵害妇女、其原因及后果问题特别报告员杜布拉夫科娃·西蒙诺维奇在访问南非后发表声明称“其它令人担忧的趋势包括针对老年妇女的性
暴力和对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所谓的’纠正性强奸”，参见暴力侵害妇女问题特别报告员结束对南非的国家访问，联合国人权高级专
员办事处，2015 年 12 月 14 日。
10　	See	Andrew	R.	Flores,	Social	Acceptance	of	LGBTI	People	in	175	Countries	and	Locations,	1981	to	2020,	Nov.,	2021.
11　	目前，在欧洲联盟的成员国中，15 个国家承认同性婚姻，此外还有 6 个国家承认同性伴侣制度。参见 Same-Sex	Marriage	and	Civil	Unions,	
ILGA	database，最后访问日期 2023 年 12 月 12 日。
12　	Equality	Directive	2000（2000/78/EC）。
13　	具体见奥贝格费尔诉霍奇斯案，Obergefell	v.	Hodges,	576	U.S.	644	(2015)，美国最高法院在判决中称同性婚姻的权利受到宪法保障，各州不得
立法禁止。
14　	2005 年 7 月 20 日，加拿大国会通过性别中立的《民事婚姻法令》（Civil	Marriage	Act），自此加拿大从联邦层面将同性婚姻合法化，是第一
个将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美洲国家，同时也是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北美洲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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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atabase.ilga.org/same-sex-marriage-civil-unions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2000L0078
https://supreme.justia.com/cases/federal/us/576/644/
https://www.canlii.org/en/ca/laws/stat/sc-2005-c-33/latest/sc-2005-c-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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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多元性别权益的发展与中国参与 

（一）联合国人权机制下的多元性别议题
自 2011 年联合国首个支持性别认同及性取向权利的决议由南非在人权理事会提出后，联合国对性

别认同和性取向议题的关注持续增高。15 基于《世界人权宣言》所指出的“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

利上一律平等，没有任何区别”的理念，联合国在过去十几年间持续推进多元性别群体的生命福祉及全

面发展权利，保障每一个成员国的每一位公民都可以受到免于歧视和暴力的保护。

当前与多元性别议题相关的联合国人权机制主要有三部分，分别是国际人权公约机制（Human	

Rights	Treaty	Bodies）、 普 遍 定 期 审 议（Universal	Periodic	Review） 和 特 别 程 序（Special	

Procedures）。在性别认同与性取向权利议题进入联合国人权话语体系后，上述三个机制都积极与之呼应，

与性倾向和性别认同相关的交叉性人权议题也在联合国场域中频繁出现。为了处理这一广泛引起国际社

会关切的问题，在特别程序中，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于 2016 年专门设立了防止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

暴力和歧视问题独立专家（以下简称“独立专家”）。16 独立专家致力于在联合国人权机制下采取保护

措施以防止世界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与歧视，其主要工作内容一方面是收集各国信息了解国际

领域的多元性别权益情况并撰写全球层面的议题报告，另一方面是受邀对成员国进行国别访问，与各国

政府和民间组织交流并撰写访问后的国家报告。独立专家任务最初设立的任期为三年，由于性倾向与性

别认同问题在国际层面日渐突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 2019 和 2022 年的两次决议 17 中分别延长了这一

任务。目前独立专家由来自南非的学者格雷姆·里德（Graeme	Reid）担任。

当今多元性别群体权益保障的议题讨论主要发生在联合国人权框架之内，强调各种人权之间彼此依

存、相互联系、不可分割。前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作为首位公开支持性别认同及性取向议题的秘书

长，曾于 2012 年 3 月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发表历史性讲话，呼吁消除基于性别认同和性取向的歧视

和暴力，并鼓励多元性别群体：“你们并不孤单”。18 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在就任后于多个联合国场域表达对于多元性别群体权益的支持，在 2020 年 5 月“国际不再

恐同日”特别发表声明支持消除基于性别认同和性取向的歧视和暴力，“让我们团结起来，反对歧视，

维护所有人自由、平等地享有尊严的权利。”192022 年 5 月，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

特（Michelle	Bachelet）结束对我国正式访问后，在声明中特别提到了与我国多元性别民间组织的交流，

“我与中国民间组织的交流也很丰富充实。在推进性别平等、多元性别群体权益、残障人群和老年人权

利等方面，这些组织正在进行重要工作。”20 上述发言都反映出联合国对多元性别议题的关注和重视，

15　	人权理事会第十七届会议，17/19 号决议：人权、性取向和性别认同，A/HRC/RES/17/19，2011 年 7 月 14 日。
16　	人权理事会第三十二届会议，32/2 号决议：防止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和歧视，2016 年 7 月 15 日。
17　	分别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 41/18 次决议和 50/10 次决议。
18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Office,	The	UN	Human	Rights	Council	held	an	unprecedented	debate	about	LGBT	rights,2012 年 3 月 7 日。
19　	UN	News,	Unite	against	hate	and	violence	targeting	LGBTI	people:	UN	officials,	2020 年 5 月 16 日。
20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Office,	Statement	by	UN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Michelle	Bachelet	after	official	visit	to	China,	
2022 年 5 月 28 日。

专题七：全球趋势与国际参与

https://www.unfe.org/ban-ki-moon-something-say/
https://news.un.org/en/story/2020/05/1064232
https://www.ohchr.org/en/statements/2022/05/statement-un-high-commissioner-human-rights-michelle-bachelet-after-official


65

我国作为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之一，亦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应继续支持联合国立场，保障多元性

别群体免受歧视和暴力。

（二）我国政府在联合国的表态与回应
多元性别权益保障是联合国密切关注的中国议题之一，其在近年来的历次公约审议、普遍定期审议

和独立专家报告等联合国人权机制中都有所提及，我国代表也对联合国的关切做出了整体积极的回应。

我国政府在联合国场域的态度首先是坚决反对基于性别认同和性取向的歧视和暴力。例如在公约审

议的机制中，我国代表多次就多元性别议题做出积极回应，表明自身反暴力和反歧视的态度。2014 年

10 月，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对我国提交的第七、八次定期报告进行审议，其中提及我国对同性

恋的病理化以及对多元性别妇女的歧视问题，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的代表表态：“在中国，

任何公民的合法权利都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护，不会因为性取向如何而遭到歧视。”同时，其还提及我

国政府为多元性别社群组织提供注册、登记的便利，以及舞蹈家金星作为跨性别者依然在公众中保持活

跃。21 在 2023 年 2 月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对我国的第三次审议中，我国政府在审议前所

提交的审议报告中就对公约委员会提出的关于“中国采取哪些措施消除包括 LGBT 在内的群体的社会污

名和歧视”做出了回应，其特别提到反歧视立法，“开展科普宣教，引导公众正确认识性与性别，正确

对待性少数群体，消除歧视。”22

值得指出，我国在一些联合国场域倾向于将多元性别议题视为国家民生和发展问题等内部事务，强

调国家主权和文化差异，避免将其国际政治化。如 2018 年 6 月 18 日人权理事会的第三十八届常会上，

独立专家提交了年度报告 23，我国代表也针对基于性倾向和性别认同的歧视和暴力问题进行了发言：“中

方反对一切形式的歧视和暴力，包括基于性取向的歧视、暴力和不容允现象。同时，中方主张国际社会

应尊重各国历史、宗教和文化传统，以及社会制度和发展水平差异，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人权发展道路，

并不将自身价值观强加于人。国际社会应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加强人权对话与合作，增进相互了解，

妥善处理分歧。”24 在一些关键投票中，我国往往会选择保持中立，在 2016 年人权理事会 27/32 号防止

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和歧视决议的表决中，我国政府投了弃权票并解释：“中国反对基于任何

理由的歧视与暴力。中国支持理事会在相关领域推动建设性对话与合作的努力。同时，中国相信在促进

与保护人权时务必要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宗教背景与道德价值。理事会不应对国际社会尚未

达成广泛共识的议题报以过度关注，以避免理事会中的严重分裂与对抗。”25

随着联合国对多元性别群体权益的认可和关注不断增加，多元性别权益的保障已经成为国际政治中

不可回避的热点话题。因此，主动关注国内多元性别群体的生存与发展，既是对国际社会关切的回应，

也是我国维护国家主权与形象、彰显人权事业进步、争取国际人权话语权的重要途径。

21　	CEDAW	59th	Session,	Combined	seventh	ad	eighth	periodic	reports	of	China,	UN	Treaty	Body	Webcast,	2014 年 10 月 23 日。
22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第七十三届会议，中国对与其第三次定期报告相关的问题清单做出的答复，E/C.12/CHN/RQ/3，2022年 3月29日。
23　	独立专家提交的报告为：A/HRC/38/43、A/HRC/38/43/Add.1、A/HRC/38/43/Add.2，参见联合国人权高专办的文件检索网站。
24　	IE	on	Sexual	Orientation	&	SR	on	Peaceful	Assembly-2ndMeeting,	38th	Regular	Session	Human	Rights	Council,	UN	Web	TV,	2018年6月18日。
25　	A/HRC/27/L.27/Rev.1	Vote	Item:8	-	42nd	Meeting	27th	Regular	Session	Human	Rights	Council,	UN	Web	TV,	2014 年 9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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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建议 

（一）积极通过联合国机制展现多元性别权益良好实践
1.	建议我国政府通过联合国相关审议机制，积极彰显我国保障多元性别权益的良好实践，在与之相

关的人权议题上争取更大话语权。

2.	建议我国政府在准备相关审议及报告时，及时将积极进步的信息纳入，例如将良好实践写入我国

的履约报告、邀请特别程序的独立专家和特别报告员 26 来访等，积极提交中期报告，从而在国际舞台中

展现大国在人权议题上的引领作用。

（二）鼓励本土多元性别 NGO 参与联合国机制，支持其参与国际交流
1.	建议我国政府与民间组织建立起更多对话渠道，扩大谘商范围、提前谘商时间、发挥谘商效用，

让社群组织、公益组织、社会团体、高校学者等与政府产生有效积极的沟通。

2.	建议我国政府重视本土非政府组织提出的、结合国情与社群实际困境的相关建设性建议，鼓励相

关本土组织向联合国直接递交影子报告，并支持其参与包括联合国机制在内的国际交流。

26　	如上文提到的防止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和歧视问题独立专家，还有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及其因果问题特别报告员（Special	
Rapporteur	on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girls）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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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表

1. 多元性别群体
  （Gender and Sexual Diverse People）

泛指所有不同于主流性别规范的社群，其中包括但不限于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间（双）性人、

性别酷儿、性别不驯（非常规）者等。在本报告中，类似概念还包括：性少数、LGBT、酷儿、同志等。

2. 生理性别
  （Sex）

指的是性染色体、性腺、激素、内外生殖器、第二性征等与性行为和生殖繁衍相关的人类体质差异

的总和。生理性别由多种要素构成，它并非截然二分，而是呈现光谱样态。

3. 指派性别
  （Gender Assigned at Birth）

指的是一个人在出生时被分配或指定的性别，即父母、监护人或医护人员根据新生儿的外阴形态而

宣布其所属的社会性别类型。这种分配或指定通常体现为出生证明、身份证件上的性别标记。在多

数社会中，指派性别只有男女两种，这与生理性别乃至性别认同的多样性构成了张力。

4. 社会性别
  （Gender）

指的是各个社会对生理性别进行的文化建构。社会性别是社会设定的一系列性别规范、个人在性别

规范框架下确立的性别认同、以及个人基于这种性别认同而呈现出的性别表达这三者的互动过程。

社会性别随着不同社会和不同时代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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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性别认同
  （Gender Identity）

指的是一个人内心深切感受到的基于个人体验的性别，可能与出生时被指派的性别相同或者不同，

可能是男性或女性当中的二选一，也可能是男性和女性之外的非二元，还可能是流动和变化的。

6. 性别表达
  （Gender Expression）

又称性别表现或性别气质，是指个体通过名字、衣着、言语、举止，乃至社会角色和行为模式，向

外界展现或表达其性别认同的举动。指派性别、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这三者并不总是一致的。

7. 顺性别
  （Cisgender）

狭义上指的是性别认同与指派性别一致、广义上还包括性别表达与性别规范相符的状态。其衍生概

念为顺性别女性（cis-woman，指派性别女、性别认同女）、顺性别男性（cis-man，指派性别男、

性别认同男）。

8. 跨性别
  （Transgender）

狭义上指的是性别认同与指派性别不一致，广义上还包括性别表达与性别规范相悖的情形。其衍生

概念为跨性别女性（trans-woman，指派性别男、性别认同女）、跨性别男性（trans-man，指派性

别女、性别认同男）。

9. 性倾向
  （Sexual Orientation）

又称性取向、性向等，指一个人和自己不同性别、相同性别或不止一种性别的人产生性欲吸引、浪

漫情感、并与之建立亲密关系的特定模式。个人的性倾向与其性别认同、性别表达并不存在直接和

必然的联系。

术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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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同性恋
  （Homosexuality）

属于性倾向的一种，指对同性产生性欲吸引和/或浪漫情感的模式。其衍生概念为女同性恋（Lesbian）、

男同性恋（Gay	man）。

11. 双性恋
  （Bisexuality）

属于性倾向的一种，指既对同性也对异性产生性欲吸引和 / 或浪漫情感的模式。不过，不同的双性

恋者对两性感到吸引力的程度和方式也不尽相同。

12. 出柜
  （Coming Out）

狭义上指多元性别群体公开自己的性倾向或性别认同的行为，广义上还包括多元性别群体接受自己的

性别身份和性倾向并将其整合到个体生活中的过程。出柜包含自我认同以及向外界表达这两个维度。

13. 性别不安
  （Gender Dysphoria）

又称性别焦虑，指一个人因生理性别与自我期待有异、性别认同与指派性别不符、乃至性别表达与

性别规范相左，而感到的不适、压力和痛苦。持续且强烈的性别不安是身心健康的重要风险因素，

但它可以通过肯定性的医疗（Gender-affirming	Healthcare）/ 医学过渡（Medical	Transition）而得

到有效的缓解和消除。

14. 性别重置手术
  （Sex Reassignment Surgery, SRS）

性别重置手术，或称性别肯定手术（Gender	Affirming	Surgery,	GAS），旧称“变性手术”，指通过

外科手段肯定手术对象的性别认同，使手术对象的生理性别与其性别认同相符，即切除原有的性腺、

生殖器、第二性征，并按照受术者的认同来重建体表生殖器和第二性征的医疗技术。并非所有跨性

别者在主观上都对性别重置手术有需求，且手术还存在痛苦大、费用高、技术不成熟等限制。但在

一些国家，该手术是跨性别者获得法律承认（即按照性别认同改变证件性别）的前提。

术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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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强制“扭转治疗”
  （Conversion Therapy）

泛指为尝试改变个人的性倾向、性别认同、性别表达而采取的一系列干预措施。这些措施可能假借

医疗技术而对个体实施身心干预，例如强制服用 / 注射药物、强制手术、封闭式集中训练、电击、

心理咨询、催眠、强奸、宗教活动、迷信活动等。“扭转治疗”不是医学上的专业名词，当前各种

形式的“扭转治疗”均被主流医学界和心理学界证实是“没有科学依据、无效且有害”的做法，本

质上是一种由外界施加的暴力和对个体权利的侵犯。

16. HIV

HIV 是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的缩写，是导致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

征（AIDS，又称艾滋病）的病原体。有效的暴露前 / 后预防能够避免个体感染 HIV，有效的抗病毒

治疗能够避免 HIV 感染者发展成为艾滋病人。HIV 的感染与未采取保护措施的性行为相关，与性倾

向无关。

术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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