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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當代女性主義與婦女運動方興未艾，軍事領域卻因其例外屬性，長期懸置
性別議題。臺灣女性官兵的發展起自民國肇建，其時以輔助與照護性軍

職為主；解嚴後，國防部系統性擴展女性官兵的招募，但直至近年始開放女性
官兵進入特殊單位或擔任大型、尖端武器操作。於此同時，政府單位與新聞媒
體出現大量宣傳報導，其中部分女性官兵遭受歧視性角色形塑。本文從女性官
兵匿名採訪紀錄切入，針對《大雲時堂》談話性節目、社群平台宣傳圖文、航
太展人力部署、國防部廣告與出版著作等一系列文獻材料、事件與現象進行
分析，揭露官方口徑一致的矛盾論述：一方面提倡無分性別的軍事標準，另一
方面則指認性別差異並要求女性官兵自我提升。在此論述之下，女性官兵迫於
彼此牽制，其專業表現被化約為個人的道德與意志問題，軍事領域的性別歧
視與壓迫更遭受嚴重隱匿。換言之，臺灣當代女性官兵往往並非性別平權的實
際受惠者，而是在多種公開場合被迫作為性別平權的證物與證詞，此為當前軍
事領域性別平權運動的悖論與侷限。

Abstract

Gender issues in the military are often overlooked due to its antidemocratic 
and bureaucratic nature. During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s establishment, women soldiers were primarily assigned to nursing 
and administrative roles. Following the lifting of Martial Law, the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R.O.C. began recruiting more women soldiers. However, it 
was only in recent years that women soldiers have been permitted to serve in 
roles involving high-tech and sophisticated weaponry. Meanwhile, governmental 
institutes and mass media have been disseminating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news and propaganda that problematically portray women soldiers from sexiest 
perspectives. To address this issue, this paper conducts anonymous interviews 
with five high-ranking women soldiers to investigate a range of materials 
and events. These include the TV Talk show “Da Win Dining” featuring a 
roundtable discussion with women soldiers, the curation of the recent Taipei 
Aerospace & Defense Technology Exhibition, and the military government’s 
official posts on social media and published literatures. These cases reveal a 
paradoxical ideolog y that advocates for a gender-neutral military standard 
while simultaneously accusing women soldiers of inherent shortcomings 
and demanding self-improvement. This precarious logic forces women 
soldiers to compete with and oppress one another, assessing their professional 
performances based on individual morality and agency, and seriously shrouds 
the fact of sexiest oppression in the military. Contemporary women soldiers in 
Taiwan have yet to benefit significantly from current gender equality policies, 
and are instead silenced and performative living proof to serve the official needs 
of legitimizing those policies. This paper argues for recognition of the paradox 
within the current gender movement and considers this impasse a potential 
singularity from which to envision a more egalitarian horizon. 

關鍵詞：女性官兵、軍隊、性別平權、臺灣、婦女運動、人權

Keywords: Women Soldiers, Military, Gender Equality, Taiwan, Feminist 
Movement, Human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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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山練兵，培育新軍，無分性別，一視同仁；

甄選女娃，集訓台瀛，阿猴寮區，木蘭成營。

（王珂祭孫立人將軍詞1990，
轉引自華文第2000: 322）

一、前言：作為證物與證詞之人

2018年底的全國性公民投票通過反同議題案後，有關民法婚姻定義與

性別平等教育的相關討論水漲船高。隔年，針對公投結果，立法院在未修改

民法的條件下，提出《釋字第748號解釋施行法》（同性婚姻法案），並在

5月24日正式施行，使臺灣成為亞洲第一個通過同性婚姻的國家。同性婚姻

法案的施行，使國內性別平權運動社群士氣大振，然有關跨國婚姻與同志收

養等議題，仍被標記為下一步改革與發展的目標。在此歡騰正向的氛圍之

下，臺灣國軍領域中的女性官兵處境卻仍被忽略、遺忘，並且因為難以處理

而成為改革彳亍的時代餘跡。早在2006年年底，前總統府資政辜寬敏公開

表示「穿裙子的，不適合當三軍統帥」，一時引發藍綠陣營女性立委同聲譴

責「充滿男性沙文主義」（何宏儒2006/12/15）。時隔13年，時任總統蔡英

文（2019/04/04）則在視導空軍第四戰術戰鬥聯隊後在社群網站發出聲明：

「我要證明『穿裙子的，也能當好三軍統帥』」。其時，蔡英文任內的國軍

人權相關改革與治理實際上並未遭到針對性的置疑，然而這份明顯回應辜寬

敏的發言，卻關鍵地體現了女性官兵所被迫面對自證形象的壓力與侷促。

女性主義迄今經歷無數次方法與方向的轉換，其中高度的異質性，使

之從未是單一聚焦的論述，反而朝向益趨多元、複層、齟齬的面貌前進。

1990年代後，傳統上陽剛霸權的職場性別化分工愈發成為批判焦點之一，

學者紛紛指出，包括政府單位、官僚系統、法律、金融、醫療、警察與保

安消防等過去以男性工作者為主的場域，雖理應或看似性別中性，卻其

工作的本質實則預設男性工作者及其身體、性向等特質，因而充滿不利於

女性之條件（Sheppard 1989; Acker 1990, 1992; Connell 1995; Halford et al. 

1997; Brown 1998; Bogoch 1999; Bergin 2006）。然而，發展成熟且海納異

質的各路女性主義論述，卻在軍事領域的性別與文化研究上有所不足。

作為證物與證詞之人：臺灣當代女性官兵的性別人權困境



368

文化研究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此肇因於軍事領域乃在本質上立於民主對立面，而在某程度上趨近「例

外狀態」（t h e s t a t e o f e x c e p t i o n），使女性主義難以透析。1正如克勞塞

維茲所強調，作為暴力行為的戰爭在暴力的使用上並無界線（C l a u s e w i t z 

2 0 1 5），作為執行戰爭的的軍事領域，為贏取戰爭的宏大目標使民主價

值受到懸置，職業軍人必須服膺軍階分明的指令迅速執行任務，而其死

亡甚至在「可哀悼性」（grievabi l ity）之餘另添上「可哀榮性」（glorious 

gr ievabi l i ty）。2此中，職業軍人一方面被編制為不可棄的重要防禦人口，

另一方面卻被視為可因保衛國民之理由而被拋棄者，此種兼具可棄與不可

棄性的職業屬性，顯現其內部人權議題發展的侷限根源（Butler 2015）。

在少量既有研究中，愛迪斯（E l i s a b e t t a A d d i s）、羅梭（V a l e r i a  E. 

Russo）與賽貝斯塔（Lorenza Sebesta）共同指出，近年武裝部隊對女性的

任用仍不脫神話迷思：女性官兵或順從愛國婦女的印象，擔任預備性工

作，表現出母親、妻子、護士等照顧性、輔助性角色，或再現古希臘神話

亞馬遜女鬥士的形象，維持並持續自我證明與男性官兵同等戰鬥力；然而

無論是何種路線，女性官兵之加入武裝部隊乃必須符合不干擾且不質疑

陽剛軍事體系的條件，才可能獲得許可（Addis et al. 1994: xi-xxiv）。赫伯

（Melissa S. Herbert 1998）則自「做性別」（do gender）的概念著手，分析

美國女性官兵如何在軍事體制中協商生存；在其論述中，女性官兵身在藉由

貶低陰性（femininity）以維持運作之「性化體制」（gendered institution）

中而陷入兩難：過於陰柔等同弱者，而過於陽剛則等同女同志，無論何者

皆無法服膺軍中意識形態。然而，上述學者雖指出當代女性官兵在陽剛軍

事體系所面臨的難題，其論述卻未能考慮上述兩種路線被合一後所帶來的

更高度壓迫力道的可能性；赫伯雖也提出女性官兵生存處境的分析工具，

其視角卻單一地預設女性官兵乃不斷在兩難之間避險，而少有其他可能。

1 根據阿岡本（Giorgio Agamben 2005），「例外狀態」乃指透過懸置特定法律以
進行治理的狀態。誠然，職業軍人行為與權益仍一定程度受法律規範與保障，
故並不完全等同於阿岡本定義下的「例外狀態」，但其民主受到懸置的狀態，
仍使之相較於一般領域更為趨近「例外狀態」。

2 「可哀悼性」概念來自巴特勒（Judith Butler 2010），用以描述生命在資源與權
力部署不均的當代景況中被賦予不一的哀悼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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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當代女性官兵所身處的困境，並非是上述兩條路線二擇一，也

非在兩難中避險，而是被迫同時採納兩條路線，並持續為軍事系統之性別

平權進程背書。國內多位學者已嘗試從政策效益、職務發展、生涯規劃、

職場運作等面向進行調查分析，不僅肯定女性官兵的發展，亦具體指出其

一併存在的性別運作問題，並進一步提出調整方針（施鐘武1994; 孫敏華

1998; 沈明室1999; 廖國鋒、梁成明2000; 孫至蕙2001; 虞立莉2003; 蕭尤雯

2003; 周海娟2004; 陳宜倩2010; 嚴巧珊2018, 2019, 2020）。然而，目前研

究偏向聚焦國軍歷史脈絡與近年性別平權執行分析，而對於平權政策與女

性官兵的交互關係較少著墨。職權晉升或平權政策的形式性宣導往往過於

簡化地等同於性別平權的實現，以至於實質上的歧視與壓迫反被結構性地

漠視。女性官兵雖獲得職業種類與層級方面的晉升機會，然所身處之軍事

場域仍以原男性官兵的成就為標竿楷模，且同時必須承認外界加諸自身的

本質化陰柔與母職想像以求接納，並同時以此彈性角色操演為性別平權進

程背書。性別平權政策的頒布與推廣，反而成為女性官兵必須依據展示政

治正確意識形態的壓迫來源。

早在1970年代，肯特（Rosabeth Moss Kanter 1977）以「樣板理論」

（tokenism），來描述身為職場少數之女性工作者受到刻意曝光與刻板印象

的經驗：這些女性為獲認可或升遷，必須努力迎合父權結構下的模範女性

想像，並逐漸成為受表揚之「樣板」。然而，尤達（Janice D. Yoder 1991）

與席莫（Lynn Zimmer 1988）而後指出，「樣板理論」雖確實反映陽剛職場

中女性工作者的困境，但其對於數據比例的偏執反使其無法處理具體實境

中的主流反動與身體經驗。而此論述方向，正是本文藉以重思臺灣女性官

兵性別人權困境的出發點。其困境不應從政策制定或數據消長來觀察，而

應具體地從女性官兵的生活感知與生命經驗來體察。

有關臺灣女性官兵感知經驗，首先應溯源至中華民國建國初期的女性

官兵史。早在民國肇建前後，即有女性青年加入或自組革命團體之記錄。

北伐期間，國民革命軍為因應傷兵醫療之需成立護理工作隊，而後中央軍

事學校進一步成立女生大隊，為第一批接受軍校正規教育之女性官兵。抗

作為證物與證詞之人：臺灣當代女性官兵的性別人權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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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期間，雖也有蔡金花、黃百器、姜毅英、周冰等極少數之親執干戈、參

與游擊戰的女性官兵例子，然而多數婦女除自行組織抗日救國團進行宣傳

與慰問外，乃為軍事情報局接收，擔任後勤與情報工作，或加入軍醫學校

護士訓練班（梁惠錦2000: 255-402; 張玉法2009: 159;曾瓊葉2020: 9; 柯惠

鈴2 0 2 1）。其中，謝冰瑩於武漢《中央日報》副刊發表之《從軍日記》

（1 9 2 8）及而後出版的《一個女兵的自傳》（1 9 3 6）轟動一時，當中描

寫她為爭取婚戀自由而離家並加入軍隊，而後雖嚮往殺敵愛國，卻也深感

「女」與「兵」兩種認同的互斥，由此逐漸傾向作為「兵」之認同方向，

更指出「女兵」與「兵」之間的細微差異（楊佳嫻2017: 123-166）。民國

3 3年，民國政府頒布「全國知識女青年志願服務隊徵集辦法」，編列通

訊、文化、經濟、救護等小隊，系統性招收女性人力以輔佐軍隊。隨著國

民黨政府遷臺，國防醫學院等相關建樹亦一齊移轉至臺灣，並更擴大組

織。而後，隸屬陸軍訓練司令部的女青年訓練大隊於1949年設立於屏東阿

猴寮；作為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前身的政工幹部學校，則於1951年於北

投成立。女性官兵擔任輔助性之照護、娛樂、行政、情報工作的情況直至

民國80年國防部頒令「國軍擴大運用女性人力實施計畫」才漸漸轉變，計

畫明定女性人力編制上限，並開始招收女性軍官與士官（王淑娟2016: 64-

78; 曾瓊葉2020: 15）。而後陸軍、海軍及空軍官校、中正理工學院及國防

管理學院亦首度在臺招收正期女學生，相關服役條例亦修至男女相同。然

而，有關女性官兵能否擔任戰鬥職，乃軍方長期無法取得共識的議題，直

至民國95年開放女性志願士兵入營後，臺灣女性官兵人數大增，職缺之派

任亦不斷放寬，終使女性官兵得以進入戰鬥職務（呂昭隆1998/11/08; 王

芝剛1998/06/16）。就直線史觀而言，女性官兵在數量與任職單位上皆不

斷擴展，然而女性官兵仍往往在媒體上被迫展演奇觀（s p e c t a c l e）。如謝

純雅與邊明道（2013）對於國內四大報的觀察，主流媒體對於「超人」與

「美貌」的迷思往往扭曲女性軍人形象。其中，由於近年制度轉變，更多

女性官兵得以進入特殊單位或擔任大型、尖端武器操作。3相關新聞、節目

3 2 0 0 9年，國內陸續出現首位通過兩棲蛙人訓練之女性軍官郭詩玉、首位阿帕
契女性飛官楊韻璇、首位黑鷹女性飛官黃慈婷、首位F-16戰鬥機女性飛官蔣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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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文章頻繁以「女力大爆發」、「女力崛起」、「空軍嬌點」、「巾幗英

雄」、「魔鬼女蛙兵」等標題，描述臺灣女性官兵的大幅發展，且相關攝

影與文字往往強調其「吸睛」與「新奇」。

以談話型節目《大雲時堂》為例，受節目邀請之五位女性軍官身著筆

挺制服整齊排坐，回應主持人李四端所提問之作為女性官兵的特殊性，包

括「身為女性軍人感覺如何」、「男性同僚如何看妳」、「女性特質是否

和緩軍中陽剛暴戾之氣」等。4無論主持人如何提問，五位女性軍官皆一致

肯定國內軍事體系之性別平等與民主自由，並強調自己雖面臨生理限制與

家庭生活的難關，卻決不逃避退縮，反而越戰越勇，試圖兼顧軍職與日常

生活，取得完美的平衡點。她們的回應固然可能是其個人真實想法，但整

齊劃一的形象呈現與口頭回應卻也揭開女性官兵公開受訪時可能承受的層

級壓力。實際上，國內官兵受訪皆必須透過官方管道申請提出，經由國防

部之正式許可才得進行；而官兵受訪之內容，往往在事後成為約談、行政

報告甚或懲處的直接或間接理由。在此雙向皆無法匿名的情況下，所謂官

兵受訪，實難確切獲得官兵的個人想法，而毋寧僅是藉由官兵之中介，再

次驗證國防部之官方說法。在本文研究期間，數位臺灣女性官兵皆表達受

訪意願，但由於她們所提供的資訊可能挑戰官方所維持之性別平權形象，

因此受訪必須匿名且不公開；然而，實際上的難處是，由於部分特殊專

長女性官兵人數極少，她們所陳述之具體霸凌與歧視事件將明顯暴露其身

分，使得匿名處理仍難以保護她們在軍中的處境。5此研究上的兩難，深切

宇、首位幻象2000女性飛官蔣青樺、首位IDF經國號女性飛官范宜玲、首位一級
戰艦艦長黃淑卿等。相關資料可參見曾瓊葉（2020）主編的《巾幗英豪：國軍
女性官兵訪問紀錄》與蘇仲泓（2020/12/17）。

4 《大雲時堂》由大雲文創製作，於2 0 1 8年1 0月1日開播至今，根據其官方介
紹，內容乃「以新時代女性觀點為主軸」，見https://shows.cts.com.t w/shows_
p r o g / v a r i e t y / 1 6 3 . h t m l。本文參考集數為2 0 1 8年1 0月2日所上傳的《大雲時
堂》「巾幗英雄  國軍女力崛起」。R e tri e ve d f rom : http s ://w w w.y o utu b e.c om/
watch?v=UoBTdyXtNG0 on Jun 19, 2021.

5 迄2021年3月，根據國防部性別統計指標，臺灣國軍女性比例已達15.6％，人口
並不少，然而，本文所採訪之五位女性官兵，部分乃因其屬女性占比極低的特
殊專長軍事人員，部分則擔憂因受訪遭秋後算帳，因而皆表達匿名且隱匿個人
資訊之意願，唯在論文寫作後期，因研究數據之需，作者取得受訪者同意，公
開少量個人資訊，以提高論述完整性。詳參文末訪談資料表。

作為證物與證詞之人：臺灣當代女性官兵的性別人權困境



372

文化研究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地顯示軍事性別研究之弔詭與悖論：在國防部的運作邏輯下，中央層級越

是公開強調其性別平權發展，則其內部之壓迫與不公義則越是難以被揭露

與改革。此一運作邏輯使得軍事體制之性別平權，礙難從基層實際情況取

得發展動力，而必須仰賴中央高層之政策下達，更使軍事體制難以與外界

交流融合，因而長期停留於體現中華傳統風俗、現代國族意識型態及全球

流行文化的僵滯時空。

在這樣的僵滯時空中，軍事體制、家長文化以及迄今仍存有爭議的

軍法（含《陸海空軍刑法》及《軍事審判法》），迫使女性官兵長期噤聲

並必須體現所謂「巾幗英雄」，以協助完整化國軍的進步形象。頻繁出現

於國防部史政編譯室女性官兵相關叢書標題，以及各種相關媒體新聞、評

論文章之「巾幗」一詞， 6根據辭典，原指「古代婦女用以覆髮的頭巾和

髮飾」，後轉喻為「女子」之意，與前述「穿裙子的」異曲同工：一則，

「巾幗」一詞使「英雄」無法直接涵蓋女性；二則，「巾幗」所夾帶之中

國古典文獻脈絡，7使所謂「巾幗英雄」無可避免地與傳統中國脈絡中的女

性形象與意識形態相連。在國防部所出版的訪談紀錄中，池玉蘭將軍憶及

之「木蘭村」，亦可見其將女性官兵連結至中國北朝民歌《木蘭辭》所描

述之代父從軍之女性角色（曾瓊葉2020: 74）。所謂「木蘭」並非因戰功受

到表揚，而是代表因協助或代表男性（父親或丈夫）建立功績而受到表揚

的傳統女性形象（鮑家麟2000: 64）。「木蘭村」原是復興崗政戰學校女性

6 包括《巾幗英雄：女青年工作大隊口述歷史》（曾瓊葉2005）、《巾幗英豪：
國軍女性官兵訪問紀錄》（曾瓊葉2020）等出版書籍，或諸如〈【社論】巾幗
不讓鬚眉  女性官兵綻光芒〉（《青年日報》2020/09/06）、〈巾幗不讓鬚眉！
女兵從軍表現亮眼〉（東森新聞2015/11/26）、〈巾幗英雄坐鎮  國軍女力崛
起〉（呂昭隆2019/01/21）、〈巾幗英雄夯！空軍嬌點  女飛官開戰機〉（譚伊
倫2018/07/18）等新聞、節目標題。

7 根據中華民國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巾幗」二字出現之處，包括《新
唐書．卷二二○．東夷傳．高麗傳》：「庶人衣褐，戴弁。女子首巾幗。」；
《三國演義》第一○三回：「孔明乃取巾幗并婦人縞素之服，盛於大盒之內，
修書一封，遣人送至魏寨。」；《聊齋志異．卷二．巧娘》：「此丈夫而巾幗
者，何畏之？」；《儒林外史》第五四回：「你看！他不過是個巾幗，還曉得
看詩。怎有個鶯脰湖大會大作詩的呢？」等。Retrieved from: http://dict.revised.
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o=dcbdic&searchid=Z00000093864 on Jun. 19,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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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校生與女青年工作大隊員集中住宿的房舍，而後一般部隊亦沿用此詞來

代稱女性官兵的集中宿舍（林弘展2015/11/23）。雖則「木蘭村」已隨著

女青年工作大隊於2005年正式裁撤而一併走入歷史，然而仍可見國防部長

期所欲打造之具中國傳統美德特質之女性官兵形象之意圖。

「木蘭村」雖已裁撤，「木蘭」形象卻仍持續運作。無論是在各方

電視節目、新聞片段、官方文宣或活動現場仍見臺灣女性官兵被囿限在愛

國、孝順、堅毅、守家、愛民如子的形象中。此外，在美式文化影響下，

近年來得以加入戰鬥職務的臺灣女性官兵，更被迫演繹各種好萊塢的「霹

靂嬌娃」（Charl ie's Angels）8形象：戰鬥技術高超、外表符合主流審美、

性格良好且充滿人性的女性官兵為國而戰毫無怨尤。一位女性官兵受訪者

即說明過去接受媒體採訪的始末：

原本應該是更資深的教官接受採訪，結果記者那邊說要女生比較
可以凸顯軍中性別平權，所以變成我去，但我自我認同根本不是
女生，也不是踢。後來報導出來是用「XX嬌娃」來稱呼我，感
覺真的很傻眼，隊上一些教官學長也會拿這個開玩笑。（受訪者
A 2020）9 

由此可見，臺灣當代女性官兵所身處的性別困境，乃是交織於中華民

國建國史、中華傳統文化風俗、軍事體制與慣習，以及流行文化的本質性歧

視之間，而這樣的困境，更是長久地藉由軍事之特異性作為理由而被屏除

在性別研究的觸角之外。軍事體制所強調的家長制與獨裁治理，與當代民

主改革難以避免地扞格，然而此一扞格卻不應成為女性官兵身處性別困境

的合法理由。以下將具體深論臺灣軍隊所強調之性別平權政治正確所潛藏

的危機，以及當代女性官兵身處其中所被迫形構且維持的負向彈性實踐。

8 包括電視劇《霹靂嬌娃》（Cha rl i e 's  Ang el s ,  1979-1981）、電影《霹靂嬌娃》
（Ch a r l i e ' s  An g e l s ,  2000）、《霹靂嬌娃：全速進攻》（Ch a r l i e ' s  An g e l s :  Ful l 
Throttle ,  2003）、《霹靂嬌娃》（Charlie's  Angel s ,  2019），故事環繞三名年輕
貌美女性特工為其男性老闆執行各種任務。此外，《神力女超人》（Wo n d e r 
Woman, 2017）與《驚奇隊長》（Captain Marvel, 2019）當中不同形象的女主角
及其引起的觀眾論戰，以及《捍衛戰士》（Top Gun ,  1986）及其續作《捍衛戰
士：獨行俠》（Top Gun : Maverick ,  2022）之間女性軍官角色的形象變化，亦具
參考價值。

9 匿名私人無結構式訪談，見附錄：訪談資料表，後文引用不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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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性別平權政策的悖論

國防部為推動性別平權，於2 0 0 7年成立「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外

聘性別專家檢視「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性別主流化」、及「消除對婦

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等工作的推動；各軍司令部亦於2 0 1 1年起陸續成

立「性別平等工作小組」。然而，從近十年推動性別平等成果報告及性別

平等推動計畫可發現，其政策主要在於女性參與軍中高階職務的擴權，以

及透過「莒光日教學」舉辦性別平等意識之相關活動。相關活動文字諸如

「落實性別平等、建構友善環境」、「慈母春暉，傳承孝道」、「循規

『道』矩」或各性別平等輔導考核機制，仍缺乏對性別體制與性別少數權

益的批判反思。不斷強調「適才任用」、「以能力作為人員選用、晉任的

基準」的官方論述，實則僅僅是端出性別平權的表象，且誤將此種表象視

為已然落實的成果（國防部資源規劃司2016/04/06）。10 

《大雲時堂》（2018/10/02）節目當中，李四端如此總結：「所以現

在軍中的環境，完全就是一個兩性平等的大環境」，現場一位女性官兵以

「是」回應，其餘人則微笑不語，而後話題在彷彿取得共識後立即轉移。

無獨有偶，2 0 1 9年，康定級巡防艦武昌軍艦上校艦長黃淑卿成為臺灣首

位參與敦睦任務的女性艦長，並因此受到外界大量矚目。在採訪中，她不

斷強調「艦長就是艦長，不會因為性別而有什麼不一樣，每位上校艦長都

是經過2 0年的軍旅歷練才有機會派任」，又期許後進：「學姐做到了，

妳們一定也可以，希望大家努力為自己爭取機會！」（軍聞社、李一豪

2019/06/11; 涂鉅旻2019/06/09）她一方面重申軍中性別平權的官方方向，

另一方面卻也暗示了女性參與高階職權之艱難：正因為艱難，因此這位先

驅必須如此期許後進。然而，黃艦長所重申的性別平權雖然完美呼應官方

宣傳的核心內容，她言語中暗示的艱難卻往往遭到忽略。

國防部在2 0 2 0年出版之代表性著作《巾幗英豪：國軍女性官兵訪問

紀錄》中，幾乎所有的受訪者皆不約而同地強調同一種潛藏矛盾的說法，

10 其他相關內容，見國防部性別平等專區（https://ppt.cc/fnmv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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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率先承認男女先天生理狀況不等同，並以自己所經歷過的體能挑戰為

例證明之，接著回憶作為軍官身兼母職與其他家庭生活之困難，而後話

鋒一轉，強調男女並沒有不同，女性不應因體能或家庭狀況自我限制、

逃避或放棄，反而應該勇於自我挑戰，證明自己，最終則肯定軍中性別平

權的當代發展：「但女性在充滿陽剛的部隊中，不可避免的要付出更多的

努力與犧牲。惟凡事出發點『心態』最重要，我認為女性官兵應有『首先

我是一個軍人，只是剛好是女性』的體認，以要求自己能以相同的標準，

承擔與男性同樣的責任」（曾瓊葉2020:  227）、「惟不能用『女生不可

以』為由，迴避某些任務或職責，若自己有這種想法，當然別人也無法

接受」（ i b i d: 328）、「女性官兵既然身為軍人，就不能以性別來畫地自

限」（ i b i d: 358）、「女性同仁不能以性別為理由，而免除一般勤務與基

本工作」（i b i d: 372）、「只要記住：『忘掉性別，做就對了』」（i b i d: 

374）。諸如此類說法，見諸全書。本書乃由國防部史政編譯室進行文字之

組織與編輯，故並不一定字句精準地出自受訪者的說明。然無論如何，經

受訪者與國防部之審查核可後出版的內容，仍揭示此口徑一致所潛藏的問

題—既指認性別差異，卻又提倡性別不應有差異，乃是其中最明確之矛

盾所在。其中，被指認之性別差異乃指向兩種方向，其一是先天生理條件

之不同，包括肌力、月經與懷孕，其二則是被頻繁強調的「女性特質」，

包括甜美、細膩、溫柔或嬌貴等形容詞。

無論是在《大雲時堂》、新聞片段或《巾幗英豪》中，受訪者常提及

訓練過程中面臨男女肌力差異的挫敗：「我們對體能跟抗壓性的挑戰會比

較多」、「該項訓練男女負重的重量都是一樣，女性沒有絲毫減輕」或女

性之經期與孕期所帶來的侷促情況：「（我）正好經歷懷孕過程，仍然跟

隨部隊上山下海」、「要利用坐月子時間，自行設法鍛鍊體能恢復空勤體

位﹝…﹞，如何將產後臃腫的身材塞回飛行衣裡，確實是項非常困難的考

驗」、「﹝…﹞表示，軍方規定每月有一天生理假，要開假單，學長都很

好，在安排差勤時，就會替她著想，沒有刁難的例子。部隊裡每人任務都

很緊，她不想增添別人負擔，自覺不至於受不了，盡量都還是自己上。」

（譚伊倫、許猛捷2018/07/18; 曾瓊葉2020: 117, 227, 343; 程嘉文、徐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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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2021/03/08a,  2021/03/08b）先天生理條件之不同，為部分女性官兵帶

來艱困挑戰為既存事實，例如女性飛行官一旦懷孕則將立即停飛，停飛不

僅影響飛行加給，更導致日後復飛困難重重。雖則有關經期友善職場之必

要性及其相關之性別差異早已是不爭事實，然而相關制度或文化上的調整

卻並未齊備（張珏等2 0 1 1）。根據不具名受訪者表示，女性加入戰鬥職

務乃是近期發展，女性之經期與懷孕等「已經會造成男性官兵的衝擊與不

適應」，女性為自證能力，往往壓抑或隱藏各種身體狀況，且即便呈報，

也可能因此在未來遭受報復或標籤式忽略：「一旦呈報懷孕就是停飛，而

且以後也不可能復飛，只能轉開慢速機或做地勤，待遇差很多，或是以後

有焦點任務也不會找妳，因為妳問題一堆，男生就沒這些問題」、「誰敢

請生理假？請了只是被覺得很弱」（受訪者C  2 0 2 0）。另外，相比於男

性官兵往往被媒體詢問與性別無關之軍事資訊，女性官兵則最常被問及作

為女性官兵的感想或特殊性；受訪者也往往正面肯定女性的細膩、溫柔甚

至是娛樂性：「女生特別的地方在於她的細膩度」、「柔化軍中的暴戾之

氣」、「女性的細心與柔和特質，更有助於任務的圓滿達成」（《大雲時

堂》2018/10/02; 曾瓊葉2020: 290）。然而，既然男性官兵並不被如此期待

要「柔化軍中的暴戾之氣」，則女性官兵的「柔化」便是一種額外之服務

與勞動。這些提問或回應，無論是否指向部分事實，皆建構或增強了對女

性官兵本質化與同質性的想像。

由此，被指認之性別差異指向兩種路線：其一，肌力、與懷孕等性

別差異被遮蔽以證明女性官兵不亞於男性官兵，暗示了新自由主義式的個

人責任：女性官兵須自行處理生理問題，否則即是自我侷限或藉口逃避；

其二，「女性特質」之性別差異被刻意強調以說明女性官兵應額外提供之

服務與勞動，則暗示了集體主義式的個人犧牲：女性官兵應具備「女性特

質」，否則則失之傳統期待。如此一來，正是女性官兵的個人責任與個人犧

牲，建構並維持了女性官兵參與軍隊的合理性。性別平權政策雖擴大女性

官兵的軍職範圍，卻並未深掘其政策本身實質上與女性官兵之間錯綜複雜

而非簡易單向的關係，使其政策之宣揚反而助紂軍事體制中的性別不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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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貝（Dean Spade 2011）論及美國國內當代主流性別運動的困境時，

延伸布朗（Wendy Brown）對於新自由主義的批評，重申資源分配與政策

制定所內含的政治性，不應被個人化與去歷史化，而新自由主義對於個人

意志的過分強調，往往使得制度不義被簡化為個人責任。在其分析中，美

國近年的性別運動乃致力於通過反歧視法（anti-discrimination law）與同性

婚姻（same-sex marriage），然而在法令通過後，仍然存在的文化歧視、霸

凌與壓迫卻反而被捲入更幽微難見之處，從而使得弱勢者之無法生存被化

約為個人的道德或意志問題。向來深受美國性別運動實踐與論述影響的臺

灣，也存在著相似困境，除了同樣聚焦於最低限的法令制度改革，其新自

由主義式的運動方案亦延伸到軍事體制的性別平權發展。虞立莉（2003）

與陳宜倩（2010）皆指出，在近年性別平等倡議的推波助瀾下，女性進入

軍職比例漸增，然而這並不等於女性已可確保其平等機會與滿意職涯，反

而包括招生性別限額、軍事教育性別差別待遇、就業性別區隔、職業與家

庭之兼顧等法律以外的文化與制度歧視轉入更幽微的運作之中，女性官兵

的升遷障礙多是細微不易察覺的，其癥結不在於制度或政策本身，而是制

度的運作機制。

在性別平權政策下，部分女性官兵得以擔任戰鬥職務。然而，在部分

軍職工作中，包括肌力、月經與懷孕等性別差異雖然獲得肯認，女性卻得

接受不符合比例原則的相同訓練，以致於生理上的性別差異被訓練標準模

式與規則所遮蔽。誠然，最新版的國軍基本體能標準（2021）雖在訓測項

目方面皆相同，但其標準乃依據年齡與性別有所差異。然而，此標準僅是

國軍最低階之入門標準，而並不涵蓋其他特殊專長軍事訓測。舉例而言，

以戰鬥機飛行員為例，每年舉行之重訓測驗在項目與標準上皆男女完全一

致，其中包括仰臥推舉、捲臂、坐姿大腿伸張、蹲舉、捲腿等。11而這樣的

性別遮蔽運作，卻又被齊頭平等的旗幟所偷渡，使女性官兵別無他法，只

能在明顯具性別差異的不公平情境中，盡力遮蔽自己的差異以符合原設標

11 戰鬥機飛行員重量訓練項目原存男女體測標準差異，女性飛行員重訓測驗之重
量標準約為男性飛行員之三分之二，後改為男女標準完全相同。此特殊專長軍
事訓測標準之資料並無開放一般民眾閱覽，乃由其中一位受訪者提供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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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並在公開場合中再次肯定原設標準，甚至重申女性必須承擔己身限制

的個人責任。如林美慧（2001）在其對於臺灣女性官兵角色的探討中，即

直指女性官兵應先自行去除「嬌弱」、「依賴」等「特權心態」，方可能

促進軍中的性別平權發展；蕭尤雯（2003）雖指出現有制度的完善乃是首

要之務，卻也同時強調女性官兵「不要自我設限」的自我責任。此類說法

呼應了呂秀蓮於半世紀前所言：

用事實證明女孩子不比男孩子差到哪裡去，男孩子能做的，女孩
子為什麼不能？〔⋯〕世世代代所遺留給我們的恥辱，只因為我
們本身的努力不夠，我們用嘴比用腦多，流淚也比流汗容易⋯⋯
（呂秀蓮 1972/01/07）

相似地，在軍事記者的採訪報導中，不具名女性軍官亦表示：

有些女兵維持營外嬌貴習慣，學習如何成為合格的軍人，比男生
慢〔⋯〕女生多數自尊心強，不能接受被當眾指責，容易記恨。
如果說帶兵帶心，女兵需要的交心程度，應該是男生好幾倍，要
花更多心力顧及情感需求，大家會覺得難帶。（程嘉文、徐宇威
2021a）

這些言論先是本質地定義女性官兵的「女性特質」，並將此「女性特

質」進一步標註為「特權」，而後再要求女性官兵自我反省以協助性別平

權政策。在其邏輯中，「女性特質」乃是先天的不足，得以透過「道德」

改善，如此一來，肌力、月經與懷孕等問題皆被屏除在外，成為女性官兵

須自行消化的道德暗角。誠然，相較於月經與懷孕之性別差異，肌力的男

女之別更易引起爭議：肌力訓測標準差別待遇的正當性與特殊專長職能的

適任性之間可能存在衝突。然而，有關二者之間的相關性迄今並無證據，

亦即無法證明訓測之差別待遇如何損害軍職人員的適任性，且若肌力項目

之差別待遇影響甚巨，則其他訓測項目又該如何調整？由此可見，特殊軍

事專長訓測之齊頭式平等過於暴力地弭平性別差異的問題。12被指認的所

謂「女性特質」性別差異並非性別平權的改革來源，而是諷刺地成為性別

12 此問題也存在於其他傳統上被視為陽剛之工作場域。鄧堯中（2016）即強調，
國內女警雖因人數漸增，卻仍因性別而遭受差別待遇；林麗珊（2 0 1 9）也指
出，國內用人機關於近年陸續修訂法規以期落實性別平權，然而，修定過程
也引發高風險單位的反彈。二人皆援引羅爾斯（Jo hn R aw l s）《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強調性別正義必須兼顧性別平等與性別差異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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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權的想像敵手：女性官兵理應肯認性別差異，更應盡力遮蔽差異，並藉

由選擇遮蔽，來證明個人承擔責任的能力；而那些由於性別差異而遭淘汰

者，僅僅是因為無法為自己負責。如此一來，盡力遮蔽性別差異且成功留

存的女性官兵，即順勢成為壓迫與規訓力道，不僅使遭汰除者無法發聲，

更成為軍事體制性別平權的背書者。

女性官兵由此彼此牽制，集體被迫遮蔽生理需求與限制，另一方面，

則被迫展演「女性特質」以協助建構並維持軍隊形象。其一，被展演的

「女性特質」證明了當代軍事體制對性別議題的「寬容」與「彈性」。正

如新聞記者採訪幻象2 0 0 0戰鬥機上尉飛官蔣青樺，鏡頭與標語皆刻意凸

顯其選擇此機種乃因「浪漫」（譚伊倫、許猛捷2018/07/18）；或如《大

雲時堂》（2018/10/02）李四端訪問五位女性軍官時，一再重複追問「女

性的細膩度」如何「和緩」軍中暴戾之氣，現場歡聲笑語，受訪者並笑稱

自己「必須顧慮男性同僚的感受不會隨便哭泣」。「女性特質」作為先驗

存在，在此成為娛樂話題，用以證明了軍事環境的「友善」與「輕鬆」。

其二，被展演的「女性特質」實則增強本質主義式的男女差異意識形態。

「浪漫」、「細膩」、「哭泣」、「溫柔」、「像母親一樣」等關鍵詞連

結於女性官兵之際，也再次強化男性官兵的傳統陽剛想像。

遭本質化的「女性特質」當中，尤以「母職」形象最為常見。周海娟

（2004）即指出，臺灣女性官兵角色的歷史變遷乃是父權體制轉化與再建

構的結果，女性官兵在軍隊中的位置安排使其落入惡性循環，重複著「母

職」的形象：女性官兵被派以高司職位、勤務支援，其升遷更深受玻璃天

花板之限制。沈明室（1999, 2003）與施鐘武（1994）亦持有相似觀點，認

為母職與懷孕向來是女性官兵最常遭遇的問題之一。此中，女性官兵身兼

母親與懷孕之實務性困境在性別平等政策下並無解決，反而是「母職」想

像被無限擴大，成為女性官兵必須接受安排、甚至自行對號入座的形象。

無論是《木蘭風雲五十年》中前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所形容「女青年工作

大隊〔…〕使受盡辛苦的六十萬官兵，得到精神上最大的安慰與激勵，視

他們為子女、親屬」（華文第2000: 23）；或是《巾幗英豪》中受訪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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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感覺自己就像是媽媽一般，連隊就如同我的小孩，我必須確實達成任

務，並照顧好每位成員」，類似描述與自白至為常見，可見「母職」想像

在半世紀間未曾減弱（曾瓊葉2020: 155）。反諷的是，女性官兵本身作為

母親的權利則遭到嚴重忽略與漠視。《大雲時堂》（2018/10/02）中的幾

位女性官兵即表示軍職與家庭之兩難，使之只能選擇前者；《巾幗英豪》

中的多位受訪者也表示遮掩孕期、生產後無法親餵的經驗（曾瓊葉2020: 

307, 343）；更有受訪者分享因遮掩孕期導致流產且也無法因此請假休養的

經驗（受訪者C 2020）。女性官兵作為母親的權利被剝奪，而其屬於軍隊

的母職想像則被無限擴大。如此，軍方所謂的性別平權政策僅只在表面上

達到最低限度的擴權，表面擴權的結果不僅增強了對陰性特質的歧視性想

像與賤斥，使平權流於政策，甚至淪為壓迫方。

三、作為壓迫的負向彈性

在性別平權政策流於表面，甚而反向施加壓迫的情境中，臺灣當代女

性官兵並不似西方論述所描述，盡力避免被歸入過於陰柔的弱者形象或過

於陽剛的女同志形象，反而是持續且同時地操演所有被想像的形象，由此

形構軍事體制中的超彈性認同戰術。在訪談中，身居戰鬥高階軍官職務的

受訪者B表示，在其所身處的軍種中，相關訓練與考核皆無男女之分，一律

相同標準：

我們幾個是開放女生加入的第一屆，所以有一種使命，要證明我
們跟男生一樣厲害，所以絕對不會去要求標準放寬，別的（男）
同仁一開始看我們也是懷疑，但是現在都不會了。（受訪者B 
2020）

在赫伯（1 9 9 8）的分析中，由於女同志被視作混淆軍事意識形態的

非正典氣質，美國女性官兵往往因此必須避免自己過於陽剛而被視為女同

志，而臺灣的情況卻有所不同。13 

13 臺灣女性官兵的狀況，較近似莊玲如與成令方（2012）對於女性檢察官工作的
觀察與分析：檢察官工作暗藏以男性為中心的性別化工作意涵，藉由崇陽貶陰
運作以建構陽剛組織文化，迫使女檢察官進行「管理性別」（managing gender）
工作，甚至必須依不同場合隨時轉換行為策略。雖然職場類型不同，二人的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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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3年首屆同志大遊行，臺灣已在近年逐步成為亞洲對非正典性別

最為友善與開放的國家之一。2019年同婚專法實施後，性別歧視更成為公

家機關避之唯恐不及的標籤。臺灣之軍事體制雖因其黨國發展歷史而仍存

有其集權、人治、階級分明之保守面向，但在性別議題上則須（至少表面

地）與外界同步。國防部同步依法開放同性婚姻後，2019年曾有空軍一對

新人與海軍兩對新人報名參加陸、海、空聯合婚禮，而後因部分保守人士

不滿批評，接連退出。其中，海軍司令部以「新人不堪輿論壓力決定主動

退出」向外界說明，而後時任國防部長嚴德發表示「希望國人給予他們祝

福〔…〕國防部尊重他們的決定」，最終空軍司令部則以「個人隱私」拒

絕透露新人退出理由（林銘翰2019/09/25）。此中，國防部與司令部之公

開說明乃表面地強調性別平權，實則將退出聯合婚禮的責任歸於新人的個

人因素。三對新人接連退出，反映軍中或仍存在的歧視與壓迫力道；然而

在表面上，軍事體制則必須不斷強調其性別平權進程。

由此，臺灣當代女性官兵之過於陽剛，不但不必擔憂與女同志形象

相連，反而能為軍事體制的性別平權背書：「我們看起來像踢的，其他

（男）同仁基本上沒把我們當女生看，甚至長官會特別來提醒說軍中現在

很開放，他們都是支持同性婚姻的，鼓勵我們站出來，讓民眾感受國軍的

進步，但是實際上真的站出來，又要擔心很多反同的資深長官。」（受訪

者D 2020）14換言之，無論所謂陽剛氣質的女性官兵是否為女同志，女同志

實際上成為軍中自證進步價值的證據，而內部對於同志身分的歧視與壓迫

則實際上被完全忽略。雖則如此，可以想見，陽剛氣質的女性官兵乃是表

面上受到鼓勵的，因為其氣質能簡便地提供刻板印象的女同志聯想，進而

證明軍中的性別平權政策。2020年12月，空軍官方所發布的「年度國軍文

藝金像獎—多媒體類形象廣告項金獎」的得獎廣告，以空軍現役三型主力

戰機之作戰特性為題，透過三位飛行軍官之口呈現出來。其中一位男性、

述也精闢地指出部分公家機關暗含的性別平權矛盾。
14 此處亦呼應另一名於2019年一名已出櫃之臺灣士官向媒體透露其同志身分在軍
中的艱難：「同婚專法使同志議題在社會的討論度大幅增加，因此反對同性戀
的人在軍中也不太敢表態，但是我的陰柔特質仍會時不時被嘲諷」，相關新聞
請參見李宗憲（2019/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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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位女性軍官的配置並未反映軍中實際性別比例，15兩位女性軍官的臺詞

設計又刻意強調攻擊性：「F-16可以帶到9個G，但是遇到我，送你2個G，

GG」、「IDF是國人的驕傲，但打敗你，我會更驕傲」，毫不夾帶過往照

護或輔助型女性官兵的印象（鄭豪2020/12/25）。陽剛氣質的女性軍官不

僅未被隱藏，反而在國防部文宣中成為廣告核心。

雖則陽剛氣質被刻意鼓勵與凸顯，臺灣女性官兵並不因此得以安於此

單一形象的操演，而必須同時呈現傳統之陰柔氣質想像。正如受訪者所言：

隊上聚餐，我常常被叫去和隊媽大嫂們一起買菜備菜，其他（
男）同仁就不會有這種事，他們有比較多自己的時間處理業務。
之前隊媽來到隊上的那幾天，我們隊上的女生軍官都被派去照顧
她，說是女生比較適合這種事。（受訪者A 2020）

由此可見，女性軍官雖然與男性軍官適用完全相同之訓練與考核標

準，然而在職務以外，卻必須付出其他勞動，並同時兼顧傳統女性形象。

另外，亦有受訪者描述，未執勤的女性官兵必須於夜間10點前回到寢室，

且寢室外皆須另加鐵製大門以防性暴力事件，男性官兵則無此設置要求

（曾瓊葉2020: 399; 受訪者C 2020）。如此規定所內含的邏輯中，女性官兵

被預設為性暴力受害者而必須受保護管束，而男性官兵則反之。然此邏輯

不僅錯誤地將性別氣質本質同一化，更危險地使其他性別之間的性暴力遭

到漠視。

此中，臺灣女性官兵被迫成為在性別平權的證物與輔助道具：在官

方政策宣傳需求中成為陽剛氣質的載體，以證明軍隊的民主進步；在軍中

職務以外的日常生活中成為陰柔氣質的載體，以符合仍魂魄不散的「木

蘭」想像。臺灣當代女性官兵成為彈性載體，彈性成為競爭資本，無法彈

性者則被恐遭淘汰。在此，彈性成為無須言說即已實存的壓迫。論及彈

性作為當代社會潛藏的壓迫機制，馬丁（Emily Mart in 1994）自「免疫」

（ i m m u n i t y）概念的流變著手，指出「彈性」作為當代社會的有價商品

導致了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生成與運作：人之價值取決於其「彈性」的多

15 戰鬥機飛行員人數為非公開資訊，但據本文數位受訪者估算，性別比約為80：
1，由此可見參與廣告飛行員的性別比例與實際情況相差甚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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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並由此產生競爭關係；哈伯斯坦（Jack Halberstam 2005）則援引馬丁

的說法，指出後現代主義將對於「彈性」的嚮往與迷思投射於跨性身體

（transgender body）上，使無能「彈性」的身體遭到貶抑與屏棄。二人的

論述雖領域相異，卻皆關鍵地揭示當代社會中的「彈性」拜物：「彈性」

成為生存與進化之資本，越得「彈性」者，越具能動與權力，越被視作有

價、值得保存且居於時代前端者，反之，越無「彈性」者，則被視為缺乏

質變與流動能力而終須淘汰者，由此，「彈性」拜物導向制度與意識形態

壓迫，「彈性」乃值得顯露出來的質地。

相較而言，臺灣女性官兵所被迫採取之生存模式，雖也以「彈性」為

核心，卻並非視「彈性」為顯露價值，而是隱性地使用「彈性」。如受訪

者所言：

在軍中就是要有很多面，允文允武也要秀外慧中，我們會有一種
自覺，什麼場合變身成什麼角色，其他男性同仁通常不會有什麼
感覺，一切很自然，上場出任務，結束後幫忙煮飯，偶爾接受採
訪分享作為女性高級軍官的心路歷程，當然每種角色都要不露痕
跡。（受訪者E 2020）

換言之，臺灣女性官兵的「彈性」實踐，乃是一種隱形的負向「彈

性」，其目標不在於凸顯女性官兵的前瞻、酷兒或超能，而毋寧是使軍中

事務運作順暢、避免女性軍官加入後可能產生的變動與衝突、遮蔽性別不

平權的運作策略。在此邏輯之中，女性官兵被迫採納彈性角色操演，一方

面符合軍中仍縈繞不去之傳統女性刻板印象，另一方面體現國軍性別平權

政策的完美實踐。此種負向彈性不僅使得女性官兵難以置疑軍中的性別歧

視與壓迫，而且危險地將女性官兵置於更為危殆（precarious）且相互競爭

的情境之中。2019年8月之臺北國際航太暨國防工業展，以超出隊上男女比

例的女性官兵擔任站臺說明官（受訪者A 2020），向參訪遊客解說戰機性

能。其中，負責解說F-16及幻象2000兩種戰鬥機型的女性飛行官，前者外

型中性，後獲國防部政務辦公室史政編譯處採訪編入《巾幗英豪》（曾瓊

葉2020: 375-386）；後者則在現場受到大量媒體爭相採訪，而後更是曝光

連連，被冠上「『嬌』點」、「官校孟耿如」、「顏值最高」等奇觀式形

容詞（軍林天下2018/01/03; 譚伊倫、許猛捷2018/07/18; 吳迪2019/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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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怡瑩、楊育鑫2019/10/18）。此活動之官方人事安排及後續發展，正體

現臺灣當代女性官兵的負向彈性高壓情境，此情境更精密地遮蔽了其內部

難以揭露的性別壓迫與不義。

四、結論

2021年3月8日前幾日，國防部設置於Instagram及Facebook上的官方帳

號一連發布數篇以女性官兵為主題的文宣，並祝婦女節快樂。其中一篇宣

告：「能力無關性別，解鎖飛行全憑實力」，同時搭配海軍反潛直升機首

位女性飛行官許秀青上尉的訓練相關影片；另一篇則宣告：「不論性別，

扛起重約20公斤的潛水裝備都沒在怕的！」，並附上首位通過水械專長班

資格訓的女性士兵任婕的照片（國防部發言人  2021/03/07; 國防部發言人

2021/03/05）。國防部之性別平權宣傳的企圖無可厚非，然而，看似平等

的宣告卻實則隱匿了女性官兵所長期承受之不平與歧視，反而使關乎性別

的軍事體制與文化銘刻獲得維持與增強。又，國防部文宣素來以男性官兵

為大宗，一旦置入女性官兵則源於婦女節等理由，更使性別二元更為穩固

僵化。無獨有偶，同年3月，臺灣大學舉辦了一場主題十分罕見的演講「成

為彼此的後盾：不分年齡、性別的國防想像」16，是近年來難得交叉軍事國

防與性別平權的活動盛事。然而，主講人吳怡農僅僅是從國家實質軍事需

求的角度切入，將國內女性視為生物政治（biopolitics）式的無性別差異人

力資源，由此開展其最終「全民防衛」的目標。在他的論述中，正如演講

標題所強調，軍事兵役中並不存在性別差異，女性官兵的不平遭遇更從未

在議程範疇。在這一系列的事件中，當代臺灣軍事體制中的性別平權議題

被錯誤地定調為「無關性別」、「不論性別」或「不分性別」，使得實際

上遭受壓迫與歧視更幽微地被捲入無可討論之域。所謂「後盾」，從來都

指向女性官兵作為後盾式的他者，而非女性官兵所能擁有的後盾。

16 演講時間為2021年3月16日，由國立臺灣大學人權與法理學研究中心、國立臺灣
大學婦女研究室及臺灣法學會基礎法學委員會共同於臺灣大學法律學院霖澤館
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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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在同一月份，韓國23歲的陸軍上士邊希秀被人發現陳屍家中（中央

社首爾2021/03/04）。邊希秀於2017年自願從軍，2019年赴泰國進行變性

手術，而後遭軍方以「心理或生理障礙」為由強制除役，他曾在記者會上

懇求軍方讓她繼續服役，最終卻未能實現，其過世導致韓國輿論譁然，要

求設立反歧視法案的聲浪更日漸升高。此案雖非發生於臺灣，卻也反映軍

事體制、法律與跨性者權益三者交叉時的未解議題。迄今，國內跨性別認

同者仍無法受到最基本的法律支持和保護，遑論抵制軍中黨國父權文化的

壓迫霸凌。有關女性官兵的性別困境討論不應侷限於生理女性的範疇，而

必須與其他非典性別認同社群的身體經驗交織檢視，方可洞見軍事體制中

性別運作與部署的關鍵節點。礙於篇幅，本文未能擴展其他非典性別身體

經驗的相關分析，此為一憾；另外，本文對於相關電視節目、展覽、社群

網站文章、實體出版品內容的文本分析，也難有更多與當事人交流對話的

機會，此為二缺，也是本文應警惕自覺之處。本文強調「作為證物與證詞

之人」，絕非企圖忽略或抹除這些女性官兵的能動性，而是嘗試指出平權

政策的悖論狀態，從中探問改革可能。實際上，女性官兵必須在迄今仍舊

高度父權的軍事體制中長期生存，足見其艱困辛苦，其中女性官兵之間的

珍視、互援與團結，更不應被隨意低估。過往至今，所有在軍事性別議題

上長期耕耘的相關專家學者，也早已貢獻良多，絕對是臺灣國軍性別議題

的重要推手。本文毋寧是站在這些前人的肩膀上，期盼用更為後設與自反

的角度，重思軍事領域性別平權的困境。

本文所論之部分議題，在2 0 2 2年此時似乎顯得時空錯置，彷彿性別

平權進程倒退至1970年代，然而正是此時空錯置，應證了軍事領域之中性

別平權從來的艱難。軍隊作為執行戰爭之傳統結構，立基於階級與威權的

調度運作，其本質上具有反民主的向度，亦即，即便在民主國家，軍隊乃

是被某種程度接受與默許的非完全民主場域：任何軍中民主人權的倡議都

不可避免地指向維持與瓦解軍事體制的終極矛盾。然而，正因本質上反民

主的軍事場域極易於保存著那些早已在外界批評與淘汰的人權侵害殘餘，

外界社會的性別平權更不應長期忽略此議題。軍事場域的例外特殊性，使

它成為一個必得持續召喚、生成、引爆、扭轉人權衝突的閾限時空，但也

作為證物與證詞之人：臺灣當代女性官兵的性別人權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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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蘊含當代性別平權改革的奇點。當然，作為社會一環之軍事場域不可

能自外於社會，其內部所存在之性別平權困境也非其所獨有。實際上，學

校、監獄、警察、消防體制，乃至於其他社會場域皆可能存在類似問題。

然而，軍事場域的官方象徵性與非完全民主性仍有其特殊性，使其性別平

權困境容易受到忽略或簡化。因此，對於性別平權改革而言，與其將軍事

場域中的性別問題視為社會污點並躁進抹除，或烏托邦地假想一個已然落

實性別平權的軍事場域，更應正視軍隊本質上的例外特徵，由此出發，持

續探問其中性別壓迫與歧視的各種變異，並進一步自反地思考當代性別平

權運動內外齟齬的困境。 

附錄：訪談資料表

受訪者 生理性別 軍種 軍階 受訪時間 受訪形式

A 女 空軍 上尉 2020/07/20 面談（臺北）

B 女 海軍 不公開 2020/08/15 視訊

C 女 空軍 上尉 2020/08/15 電話

D 女 海軍 中尉 2020/12/01 視訊

E 女 陸軍 不公開 2020/12/01 視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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