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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除了疫情佔據新聞版面，還有一起對於學生權益和性別平權議題來說相當重

要的訴訟。事件起因於2017年，長庚大學的跨性別學生小雯¹，在有三位女同學願意

同住的狀況下，依個人認同申請入住女宿遭拒，且在過程中受到校方的歧視言語，例

如總教官以「我是基督徒，我只相信真理，上帝造人只有男女，沒有造第三性」回

應，於是控訴學校處置不當；而桃園地方法院最後判決，該校學務長和總教官在與小

雯互動過程中的不當言行，確實違反性別平等教育法，但同時也認為，校方處理跨性

別學生住宿的方式，並未侵權違法。

[1]跨性別者（transgender）指的是那些性別認同或表達與其出生被指派的性別身

上述案子的指標性意義在於，法院判決肯認跨性別者的性別認同，將當事人原生性別

與認同性別不一致的狀況，視為個人的自主決定，校方不應侵害小雯的性別認同法

益；但其另一方面也點出了，目前大學生的宿舍分配與性別規劃，在實際執行層面，

仍有許多爭議與未解的難題。以下我們就大學裡的住宿分配，以及性別友善宿舍為

題，討論學生的居住空間，是否可以有更多不同的可能與彈性。

現行宿舍制度的預設與潛在問題



在談「性別友善宿舍」之前，我們不妨先思考，台灣現行的大學校園宿舍是如何配

置？大致上，或可歸納出二分、指定、隔離、保護管控幾項原則，分別簡略說明如

下：

(1)二分：認定入住者的性別只有男跟女兩個類別，將空間規劃為男宿與女宿。

 (2)指定：宿舍的分配乃依證件欄位上的性別資訊認定。

 (3)隔離：男宿與女宿被完全分隔開來，甚至位於相距甚遠的區域；在宿舍內部，人

們必須與（證件認定的）同性共處一室。

 (4)保護管控：以保護為名義，管控進出人員的性別，阻止不同性別之間的交流，尤

其以女宿為主。

在討論到大學校園宿舍的時候，最常見的一種觀點是，為了保護女學生，所以必須男

女分宿，而且對男性進入女宿，設有嚴格的門禁與限制。這樣的說法，背後的預設

是：男性是潛在加害者，而女性則是要被特別保護的弱者，所以需要在女性宿舍外設

立層層關卡，避免男性闖入。固然，女性的安全需要保障，但這樣男強女弱的預設，

一方面有性別刻板印象之嫌，也忽視了男性成為被騷擾對象的可能⸺⸺實際上，新聞

裡也不乏男性被騷擾，或外來者闖入男宿的事情。再者，是否有堅實的證據顯示，男

女混宿真的比分宿來得不安全？又，怎麼樣的混宿形式會比較不安全？有沒有可能在

制度設計上改進？這些都是很值得討論的議題。

另外，還有一種支持男女分宿的聲音，目的是避免男女之間性行為的產生。只是，這

樣的想法不但是十足的異性戀預設，忽略了同性戀的存在，更沒看見，出於學校宿舍

的不足，許多大學生往往會在高年級的時候搬出宿舍，三五好友、有男有女，合租一

層空間，或者跟男、女朋友同住⸺⸺這時候，似乎一切又都不是問題了：男、女學生

在校外空間可以自主進行性行為，外宿地點也不需要有男女區隔，或設下重重關卡以

保護女性。校外和校內住宿，成了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擁有不同的規範。

說到底，同樣都是大學生，為什麼在校內不可以的事，在校外又都可以了呢？基本

上，大學生都已經是刑法上的成年人，也是法律允許結婚的年齡，應該要能為自己的

所作所為負責，也要能保護自己。考慮到大學與中小學的定位差異，或許大學方也應

該思考，是否不再把學生當作需要保護的未成年人看待。

在歐美國家，大學男女混合宿舍其實並不少見，也存在不同的混宿形式，例如「男女

分房，但住同一層樓」，或是「一人一間，男女同層、廚房共用」等。混宿讓宿舍空

間不被性別限制，對學生來說，不僅在討論課業上更方便，生活上也可互相幫忙與照

顧，對於不同性別學生之間的互動交流與理解，具有正面幫助，同時更可能破除對不

同性別者生活習慣的刻板印象。從單一性別宿舍轉變到混宿，可能會遇到不同性別共



住所產生的倫理拿捏課題，但這也是一個學習的機會，畢竟所有人出社會後，都可能

與具不同性別特質的他人一起居住、生活。

當然，不同的宿舍制度，分別有不同的優缺點，不存在絕對的好壞，但國內以往的宿

舍制度，顯然太過缺乏彈性，為了管理方便，阻絕了更多元的可能性。

現行宿舍制度與性別多元族群

在臺灣現行的男女分宿制度之外，增加性別友善宿舍，除了上述的好處，對多元性別

族群也具有正面意義。在現實中，曾有跨性別學生向學校申請入住符合其認同的宿

舍；然而，儘管當事人已配合校方指示，取得醫生的診斷證明書，甚至出示同寢室友

與家長的同意書，最後卻仍遭校方拒絕，並在過程中面臨出櫃與歧視言論，產生挫折

與壓力，以致影響身心健康。也是因為目前男女分宿制度幾乎沒有任何彈性空間，使

得許多沒有經濟條件外宿的跨性別者，只能繼續偽裝自己，或者想辦法避開多數學生

的作息時間，過著辛苦的生活。

對於正在進行性別轉換（transition）、改變身分與外貌的跨性別朋友來說，現行強

制依證件安排的住宿規範，已成為不得不對所有人出櫃，或面臨人身安全與騷擾風

險，甚至可能因為自身性別氣質而遭受霸凌，讓人無法安心如廁洗浴的制度。曾經有

位跨性別女性朋友，在性別轉換過程中接受了賀爾蒙治療，促使胸部發育，但由於仍

然被分配在男宿，不僅在晾內衣時遭到異樣眼光打量，甚至一度被其他男學生架住身

體，想對其胸部一探究竟。以當事人的身體樣貌來說，即使因身分證上的性別，或以

其仍有陰莖為由，被安排住至男宿，但其隆起的乳房以及外顯的女性樣貌，顯然在男

宿「格格不入」。入住女宿的話，因為一般不會看到外生殖器樣貌，所以當事人若在

外貌上已是全然的女性，反而較不會帶來麻煩（除非被校方或知情者刻意出櫃）；但

對於性別樣貌仍然是曖昧難辨的跨性別學生而言，不管入住男宿還是女宿，恐怕都會

引起疑慮。

從上述理由我們可以發現，跨性別者的人身安全時時面對著暴力與騷擾。讓不符性別

刻板印象者，在主流男女分宿制度下承受邊緣化對待，不僅無法滿足其對住宿安全的

需求，更可能強化性別偏見。曾有媒體報導，美國有外型較陽剛的原生女性，因為被

質疑是跨性別者，而在女廁遭人驅趕；而台灣的大學，也曾有女宿成員表示，打扮中

性、看起來像男生的女同學，造成宿舍成員的不安。這些案例不禁讓人想問：宿舍究

竟容得下誰？



基於以上問題，一個不以男女為區別的住宿制度，或許可成為一種合理的入住選擇，

讓更多人、包括性別多元族群受益。除了學生宿舍申請流程與相關規範的調整與改

良，宿舍空間本身也是需要著眼的面向。另闢蹊徑的「性別友善宿舍」，因此是一個

值得思考的方向。

性別友善宿舍在臺灣：進行式、過去式、未來

式？

性別友善宿舍除了在國外院校行之有年，其實對臺灣校園的性別平權運動來說，也並

非完全陌生的概念。相關的討論，可以追溯至2005年，臺大性別與空間研究室10週

年活動時，就已經提出男女合宿的訴求；2009年，也有臺灣大學學生在校園的草地

上，自主搭帳篷露宿，作為向校方爭取性別友善宿舍的活動。當時，學生主張先試辦

「男女同層不同房」，促進不同性別交流的同時，也讓學生有男女宿之外的選擇。

10多年後的今日，臺灣大學的性別友善宿舍仍在規劃，不過臺灣師範大學、中山大學

均已開始實施「同層不同房，房間交錯配置」與「同層但隔離」（分為男、女寢）的

性別友善宿舍，學生共享交誼廳、浴廁等公共空間，或是房間內有獨立浴廁。校方與

學生在新聞中都曾提到，學生若在外租屋，本來就會有與不同性別當隔壁鄰居的經

驗，性別友善宿舍其實提供了適應一般社會生活的練習。至於其他學校，也曾有過同

棟不同層的安排。雖然相對以往男女宿分處不同區域的情況，不同性別間的距離已逐

漸拉近，然而朝向更有彈性、顧及性別多元族群的性別友善宿舍，還有很多地方值得

討論。

當校園內仍存在男女二分的宿舍，性別友善宿舍的規劃即須更加具備敏感度。例如，

有的學校可能會將少數房間專門劃分出來，供性別多元或有無障礙需求之學生申請入

住，然而這些寢室仍然獨立於男女宿舍之外，甚至位於其他宿舍入口處，即人來人往

的地段，像這種特殊處理的方式，反而讓入住同學更容易被外人打量或是標籤化，無

異強制出櫃。校方往往只將性別友善宿舍當成少數人的特殊需求，並將性別多元族群

視為「問題學生」，卻沒有看見制度與結構的問題，使得所謂的「性別友善宿舍」以

特殊、例外的形式出現，反倒造成入住學生的困擾。理想上，性別友善宿舍應只是學

生宿舍的形式之一，讓所有學生都能自由選擇入住。

另一方面，性別友善宿舍的規劃，除了關注「性別」的面向之外，也應該提昇空間的

「友善、舒適」程度。以往的學生宿舍在建造時，即是從多人一間，且整層共用衛浴

的方向去規劃。這樣的設計，就算是單一性別宿舍，也無法保障隱私與一定的居住品



質，更遑論改成性別友善宿舍所須要面對的更多硬體限制了。在現今少子化愈顯嚴重

的年代，多人共用衛浴或房間的需求已不若數十年前那般迫切。新建宿舍如何在考量

隱私、居住品質乃至性別友善的同時，進行空間的規劃與設計，勢必是越來越須注重

的問題。

誰在偷看？什麼該被看見？

女性容易被「偷看、偷拍」，往往是反對開放男女共用生活空間的理由。然而，針對

隱私可能遭到侵犯的疑慮，首先我們要指出的是，不論是在單一性別宿舍或者性別友

善宿舍，所有人都需要隱私，也都需要留意相關問題。於浴廁之外的場所，其實並不

會特別以生理性別特徵為出入的劃分或限制，而入住性別友善宿舍的男性或多元性別

族群，也不該全部被視為偷看的潛在犯。在性別友善宿舍議題上，真正需要的是「看

見多元」，不是獵奇地窺視別人衣服下的身體特徵，並據此假設對方有犯罪可能，也

不是逼迫學生跟特定的人成為室友，而是在制度方面保持彈性，提供所有人更多選

擇。

實際上，在各校推動性別友善廁所設立時，就已有專業意見提出，要阻隔偷拍等行

為、維持安全性的規劃，並不是靠性別二分的空間，而是更友善周全的隱私設計。在

硬體設計上，其實有許多方法，都可以大幅增加安全性、避免疑慮。例如，加強便器

之隔板，降低任何可能被窺探的可能性，或讓每個人都有獨立的廁所空間，確保每一

隔間都有緊急求救鈴；或將性別友善廁所建於人潮眾多的區位，並增加巡視頻率，以

降低犯罪風險等。

無可諱言，目前的臺灣社會，對不分性別的學生住宿空間確實仍有疑慮。本文一開始

提及的小雯案例，該案法官雖然認為校方處理跨性別學生住宿的方式並未侵權違法，

但仍指出，消弭歧視尚需要仰賴教育工作、不分年齡宣導性別平等觀念，長期而言才

能讓社會認識、接納、同理多元性別的處境，擺脫性別偏見，看見共同生活的可能。

我們固然可以理解對於男女混宿容易造成性騷擾問題的擔憂，但是騷擾問題的根本成

因，恐怕並不在宿舍制度上，也不在多元性別群體上，而是生產及縱容加害者的制

度、環境與社會文化。要杜絕騷擾，需要的應是對社會整體文化與環境的反思。因

此，性別友善宿舍不是只與校方對宿舍的管理有關，各級學校性平單位也應持續投入

相關的教育與對話。除此之外，推動性別友善宿舍的案例中，學生的介入以及意見調

查結果也相當重要。我們每個人都可以是打造性別友善環境的好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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