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巴黎奧運，臺灣拳擊手林郁婷身處性別議題風暴，仍穩穩地在本屆奧運

女 子 57 公 斤 級 別 賽 場 上 以 5 比 0 完 勝 波 蘭 選 手 勇 奪 金 牌。國 際 奧 委 會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IOC）在林郁婷首戰前夕，已發表聲明保證她的參

賽資格沒有問題。對於網路世界上的惡言相向林郁婷表示為準備賽事已提前刪除社

群軟體，確保自己減少被外界影響。但仍是感受到賽場上的不善，例如在 16 強賽

事時，對手未依慣例禮貌性握手、場外有多家媒體為了性別爭議找她採訪，8 強

賽、4 強賽選手在比輸林郁婷後在擂臺上雙手比 X 以挑釁她的染色體之不同，金牌

戰前對手也先在社群媒體上發文揶揄 。對於性別議題，林郁婷表示「針對國際拳總

及網路上的不友善言論，我已經用奧運金牌證明，已經不需要再透過法律訴訟對這

些人證明什麼。因為國際奧會已經是以最嚴謹的標準來審理選手的參賽資格，國際

奧會也已經多次公開聲明及證明我的參賽資格完全沒有問題，所以我不需要再去向

外界證明任何事情。」[1] 

染色體為 XY 但是生為女性的案例不少，原因在於 Y 染色體的 SRY 基因失

能，男性的性徵發展不會進行、男性生殖器不會成長，因此會成長為女性的外觀和

生殖器、雄性賀爾蒙也是屬於女性水準[2]。她們沒有用手術改變任何自己身體的外

觀，她們正常地發展成為生理女性。國際拳擊協會（International Boxing Associa-

tion, IBA）在 2023 年的世錦拳擊賽後取消林郁婷的銅牌及阿爾及利亞拳擊選手凱莉

芙的金牌，原因在於 IBA 對女性的判定依據為 XX 染色體；此次巴黎奧運，IBA 又

持相同觀點對國際奧委會（IOC）唱反調。IOC 表示，這些女性從小就是女生，護

照上是女性，從小比賽在女子組。IOC 根據賀爾蒙檢測，代表男女間肌肉強度之差

異，這兩位女選手數值皆在女性標準之內。對於比賽的公平性網路上有相對立之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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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有人認為 IOC 給予 XY 染色體為不明確性別者特權、有人則撻伐這些批評者

(包含 JK 羅琳、川普、瑪斯克)在不明白醫學原理下攻擊這些選手性別不合格是胡亂

炒作 [3]。 

性別議題近年來在臺灣社會受到相當的關注，由於觀念的轉變或創新的程度極

大，許多人對於多元性別議題覺得難以理解、話題敏感、擔心冒犯他人、甚至避免

談論。除了上述引起關注的基因與性別事件，在傳統社會觀念或宗教價值下，有許

多人對於自己的性別、性傾向是難以開口承認或討論，往往也承受許多壓力或傷

害，甚至無法面對或肯定自己。這種情況直到近些年才慢慢有所改善，漸漸有更多

人脫離傳統刻板性別印象之框架。一般而言，當代性別議題可以從以下三個概念來

理解：生理性別(Sex)、社會性別(gender)、性傾向(sexuality/sexual orientation)[4]。

生理性別是基於生殖、荷爾蒙、解剖和遺傳特徵的生物學描述，基本上在出生就固

定了，由基因決定發展出雄性(Male) 或雌性(Female)。社會性別是個人自己心裡所

認同的性別、覺得自己是男性(Man) 或女性(Woman)，甚至是「皆是」或「皆不

是」。在性別認同(gender identity) 上，生理男性可以在性別認同上覺得自己是女

性，生理女性可以認為自己是男性，稱作跨性別(transgender)[5]。若因性別認同而

希望生殖器官或第二性徵能符合該性別，則可以透過賀爾蒙施打或手術去進行改

變，稱作變性(transsexual)，但基因不會因此而變動[6]。性傾向是有關性別吸引力，

也就是希望交往對象的性別，主要分為異性戀 Heterosexual、同性戀 Homosexual(也

就是同志)、雙性戀 Bisexual。喜歡對象之性別不一定要與自己性別相異，以知名人

物為例，歌手雞丁、政治人物苗博雅、軟體師唐鳳、文學家白先勇、服裝設計吳季

剛、國際上歌手 Troye Sivan、演員 Sir Ian Murray McKellen (飾演甘道夫、萬磁王)

都是公開表明自己為同志之性傾向[7]。泰國人妖(Lady boy) 有些是 transgender 有些

是 transsexual。此外，性別表現(gender expression) 是指外在打扮的模樣，分為女性

表現(Femininity) 和男性表現(Masculinity)，穿著被歸類為異性服飾的人稱做變裝者

(cross dresser)。綜合以上舉例而言，生理男性、認同自己是男性、喜歡穿裙子、喜

歡男生則是 Male sex, Man gender, Femininity expression, Homosexual。另外有些人的

性別認同是漂移的，叫做性別流動(Genderfluid)，也就是非二元性別(Non-binary 

gender)，認為生理性別不是只有男性與女性[8]。以健美選手羅小風為例，她是生理

女性，性別認同屬於從男性到性別流動、喜歡陽剛個性的人、未做手術。而常聽的

的 LGBTTIQQA 縮 寫，其 代 表 意 義 為:女 同 性 戀 者（Lesbians）、男 同 性 戀 者

（Gays）、雙性戀者（Bisexuals）、跨性別者（Transgender）、變性者（transsex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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雌雄同體者（intersexual）、酷兒（queer，對所有性取向非異性戀及性別認同非二元

性別或非順性別的人之統稱。）、疑性戀（questioning）、支持同性戀的異性戀盟友

（straight allies）。 

在這個世代，性別認同漸漸可被放在陽光下討論，大家也逐漸熟悉並尊重每個

人的性別認同與性傾向。然而，過去社會曾發生過許多遺憾的性別事件，包括當事

人受到霸凌或家庭嚴厲管教。較廣為人知的案例是 2000 年的葉永鋕事件，國中三

年級的他因女性化的性別氣質屢屢遭到同學的霸凌，甚至被同學強行脫下褲子「驗

明正身」，因此他不敢在下課時間去上廁所。事件發生當天，葉永鋕在上課中提前

離開教室去上廁所，被發現時已臥倒血泊之中，送醫不治死亡。當時葉永鋕只能以

四種方式上廁所：下課前提早幾分鐘去上廁所、找信任的男同學陪同、上課鐘響後

使用女生廁所、及使用教職員廁所等。這件事引起了大眾對多元性別議題的注意，

也使得原《兩性平等教育法》在 2004 年修訂為《性別平等教育法》，教育政策從傳

統的二元兩性教育轉化成性別平等教育[9]。歌手蔡依林在 2019 年發行的歌曲「玫

瑰少年」即是呼籲大眾尊重性別的多元性、反對霸凌、脫離傳統社會之性別框架。 

性別觀念在民間逐漸有所改變，在醫界也有所變革，2018 年 WHO 將性別認同

問題移出精神科疾病之診斷[10]。在臺灣的政治改革方面，2016 年眾多人群走上凱

達格蘭大道遊行爭取婚姻平權，2019 年 5 月立法院通過同性婚姻合法，臺灣成為亞

洲第一個同性婚姻合法的國家。近期則開始討論與解決同性婚姻伴侶欲生育子女之

倫理及法律議題，女女同婚者需依賴精子捐贈與試管嬰兒技術，男男同婚者則是需

依賴卵子捐贈與代理孕母[11]。臺灣目前代理孕母未合法化，因此有些同志會出國

尋找代理孕母，孩子出生後繳交相關文件於各國之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TECO），

經過驗證後再帶子女一同回國。自 2007 年首次通過「人工生殖法」後，今年(2024)

的 5 月 14 日衛福部有提出修正草案，修法重點為：受術夫妻修正為受術配偶，增

訂受術未婚女性、受術異性伴侶、女性受術者、委託配偶、代理孕母、代孕生殖、

代孕服務機構、代孕定型化契約及代孕子女用詞定義；增列代理孕母、受術配偶及

受術未婚女性權益保障。然而此法條是否嚴謹、能否保障多方利害關係人之權益，

最終是否能成功修法，乃備受社會關注、也充滿變數。 

臺灣自從同性婚姻合法之後，在性別議題領域乃是走在亞洲國家之前端，然而

國民是否都能以開放的心胸去接納多元性別觀點、並尊重每個人的性別認同，以避

免類似葉永鋕事件悲劇之發生，則有待持續的性別平等教育推廣，尊重多元性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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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溝通及法規制度之建構。醫學專業在涉及染色體、基因、遺傳、性腺、賀爾

蒙、解剖學、生理學、心理學、精神醫學、社會學…等諸多複雜的醫學學理問題挑

戰時，則應該能在適當的時機、關鍵的時刻，向個案、家庭、社會大眾進行分析與

解說，以提升個人與社會對於多元性別議題的認知與接納，這將是醫療專業人員應

該承擔以達成促進病人福祉與社會和諧的重要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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