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款免費的紀念品

今
期
專
題

COVID對跨性別COVID對跨性別
社群的影響社群的影響

2021年10⽉  第八期  組織通訊

(852) 6120 9810

info@genderempowerment.org

九⿓⽯硤尾南⼭邨南逸樓3-10號㆞㆘
(⾃助組織發展㆗心)

過去活動

7月的互助小組一改常態，進行了三組大聯誼，將平

時各自分組的家長組、跨仔組、跨女組大混合，讓平

時仔女們無法對自己父母說的話，可以對經歷過類似

處境的爸爸媽媽們傾訴；亦都讓父母們不知如何開口

問仔女的一二事，可以轉而問在座的跨仔跨女們。其

中一位媽媽亦在活動尾聲分享，有關她對其小朋友跨

性別身份的各種點滴和感受。

三組大聯誼三組大聯誼

職涯工作坊職涯工作坊

搵工、職場間過渡都是不少跨性別朋友們的煩惱。

這次的職涯工作坊由HR達人Winny講解現時的工作

環境生態、僱員權益、搵工策略等等。

(7-10月)(7-10月)

(7月)(7月)

造型升級再造班造型升級再造班

由阿根教授的造型升級再造班終於在8月完成

了！疫情下幾經轉折，終於在7-8月讓參與的

靚女們有機會學習各種護理、服裝配搭等等的

知識，未知下次會否有跨仔班呢...?

(7-8月)(7-8月)

言語治療班初階班言語治療班初階班

仍然是由經驗豐富的言語治療師Yepta in授課，

相信上課的同學們都獲益良多！

(9月)(9月)

性別空間 x heart in place性別空間 x heart in place

性別空間9-10月在文青CAFE heart in p lace

進行展覽及寄賣活動 - 由兩位在中大讀性別研

究的實習同學構思和參與整個活動籌備，性別

空間再走出同溫層，除了社群朋友之外，亦可

以接觸更多不同界別、背景的人，除了籌款協

助組織發展之外，同時進行性別教育。

(9-10月)(9-10月)

為今次活動特別製作的MT紙膠帶、

香味茶燭(寄賣)和手帶(紀念品)

CAFE現場情況

未來活動

捐款⽀持

性別空間（IR Fi le No.: 91/14860）

是根據香港〈稅務條例〉第88條認可獲

豁 免 繳 稅 的 慈 善 機 構 。 捐 款 達 港 幣

$100或以上可申請退回香港稅項。

我們成立至今致力為跨性別社群服務，

舉辦各種社群支援、公眾教育等等的活

動，你的支持可以讓我們鞏固現有資

源、及進一步拓展組織規模。

去我們的捐款專頁

了解更多！

請留意消息公佈。

言語治療班進階班言語治療班進階班

明白到朋友仔對搵工、仕途有各種疑惑煩惱，來月將會繼續

由HR達人Winny講課，為大家分析職場生態及求職技巧。如

有需要的朋友仔亦可考慮一對一的職涯輔導。

職涯工作坊職涯工作坊

更多活動、陸續有來！更多活動、陸續有來！

2021東亞及東南亞跨性別論壇2021東亞及東南亞跨性別論壇
(2021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Trans(2021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Trans

Communities Forum)Communities Forum)

https://culturalresearch.center/2021-East-and-https://culturalresearch.center/2021-East-and-

Southeast-Asia-trans-communities-forumSoutheast-Asia-trans-communities-forum

性 別 空 間 於 7 月 參 加 了 由 嶺 南 大 學 籌 備 的

「2021 東亞及東南亞跨性別論壇」。論壇主

要關注COVID疫情對跨性別社群的影響、醫療、

精神健康、以及跨青等方面的議題。無論對跨

性別社群、或是醫護、心理學專家等等都提供

了一個學習和交流的機會。今期專題會詳細探

討是次論壇當中提及到有關COVID對社群影響的

內容。

(7月)(7月)

https://culturalresearch.center/2021-East-and-Southeast-Asia-trans-communities-forum


由於國際間沒有統一的性別承認制度，尤其不少東南

亞地區對跨性別人士的法律保障仍有待改善：例如在

泰國，就完全無法更改性別，造成當地跨性別社群生

活上的許多不便 - 無論是到銀行開立賬戶、還是在求

職、或工作間所遇到的不便，令不少跨性別人士寧願

從事自由工作、兼職、娛樂表演或性工作，而這些工

作模式對員工的保障及福利未必及一般企業。另外，

跨性別社群亦可能會遇上被身邊的人拒絕、甚至是家

暴的情況。

今期專題：
疫情持續差不多兩年，無論是對社會各個層⾯都有⼀定的影響 - 由剛

爆發疫情時的搶⼝罩、搶廁紙潮，到現在不少⼈都已經接受與疫情共

存... 今期專題將會延續性別空間於7⽉參加由嶺南⼤學籌備的「2021

東 亞 及 東 南 亞 跨 性 別 論 壇 」 (2021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Trans Communities Forum) 的其㆗⼀個環節，去探討過去兩年疫

情對東南亞㆞區的跨性別社群及其服務提供者的影響，亦會就坊間所做

的研究再作深⼊探討。

COVID對跨性別社群的影響COVID對跨性別社群的影響

社會地位及經濟層面社會地位及經濟層面  

- COVID前 -- COVID前 -

以泰國的娛樂行業為例，由於不少顧客都是中國遊客，不少夜店於COVID

的旅運停頓期間基本上完全無法生存。以此為生計的跨女們不少都面臨失

業、而她們的工作性質又不受社會福利保障，令她們完全失去經濟來源及

支援。類似的情況亦在越南及南韓發生。不少跨性別朋友於飲食業(越南)

或酒吧(南韓)工作，各行各業被迫停工下，令社群朋友的收入大幅減少。

失去基本收入來源、被減人工...種種因素令社群朋友無法負擔租金。在泰

國，有不少跨性別朋友們要交家用予住在郊區的家人，而COVID下，這些

家庭則失去主要的經濟支柱。有些跨青們(如在中國和越南)則因無法交租

而被迫搬回家，導致家庭緊張、情緒受困等問題。這會在下一部分詳述。

雖然現時社會對性別小眾的接受度比過去高，但不少人仍對跨性別社群存

有偏見。在南韓，有一家性/別小眾常光顧的酒吧爆出一宗COVID傳染個

案，某些傳媒即時將事件名題為「同志酒吧傳播病毒」。當地性/別小眾

組織立刻採取緊急的應對措施，透過成立緊急中心去聯繫當地政府及其他

傳媒，並鼓勵曾到訪該酒吧的人士進行檢測，去譴責此種污名化。

- COVID前 -- COVID前 -

在不少地區如越南和中國，跨性別社群較難從合

法途徑獲取荷爾蒙。在越南，不少跨性別朋友會

從黑市買荷爾蒙，並自行注射或服用。這可能會

導致錯誤注射或較嚴重的副作用。而在中國，由

於大部分醫療設備都位於大城市如北京和上海，

居住於中國偏遠地區(例如中國西部)的跨性別朋

友常要長途跋涉去接受醫療支援。

COVID爆發初期，不少國家及地區都被殺個措手不及。理所當然地，大部

分的醫療資源都分配予優先處理COVID個案。在越南，不少跨性別朋友都

只能獲得有限度的HIV及其他醫療服務。

由於航班停飛、各國封關，不少跨性別人士無法前往泰國進行性別肯定

手術。在中國，城鄉之分亦令不少居於偏遠地區的跨性別人士無法前往

大城市尋求醫療支援。在南韓﹐政府提出以身分證登記方式，為市民提

供免費口罩及COVID測試，但卻令不少未能更改身分證上性別欄的跨性別

人士卻步，以致無法獲得基本的防疫支援。

由於社交聚會減少，有跨性別朋友無法宣洩壓力，導致精神健康受損。有

些人因為無法負擔租金，被迫搬回家。有些未come out的朋友們則無奈

被迫come out。在中國，有部分家長將他們的孩子送到所謂提供「扭轉

治療」的「寄宿學校」，收費5000人民幣一年。這些「學校」對跨性別

孩子們進行身體、精神上的折磨，侵犯孩子的人身自由。儘管當地社群嘗

試揭發這些不人道的「療法」，但由於太難搜證，要舉報這些「學校」實

在有難度。

COVID對性/別小眾組織有什麼影響?COVID對性/別小眾組織有什麼影響?COVID對性/別小眾組織有什麼影響?

限聚令、社交距離等種種防疫措施都令不少社福團體剎

那間難以改變服務形式以配合疫情需要。不少性/別小

眾團體所提供的服務如輔導、互助小組、講座等等都改

為網上形式進行。但有服務使用者可能會較難習慣網上

面談的形式。另外，由於不少組織依賴大型活動如pride

parade或IDAHOTB去進行籌款，疫情下所有人多聚集的

活動都被迫取消，導致組織失去主要的募捐來源，繼而

影響運作或維持組織的長遠發展。

醫療及健康層面醫療及健康層面  

- 影
響⽣計 -

- 影響住宿 -

- 歧視加劇 -

- COVID⾏先 -

- 阻斷醫療⽀援 -

- 影
響心理 -

根 據 Human Rights Campaign 在

美國的統計數字*：

- 超過半數的跨性別人士被扣鐘；

- 每五位跨性別人士就有一位因

COVID失業。

*https://assets2.hrc.org/files/assets/resources/COVID19-EconImpact-Trans-POC-
061520.pdf?_ga=2.243494021.1223338101.1630654948-1113125375.1630654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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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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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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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下，Trans比一般大眾更容易面對失業危機COVID下，Trans比一般大眾更容易面對失業危機COVID下，Trans比一般大眾更容易面對失業危機

- COVID的影響 -

- COVID的影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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