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團法人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  

 2019 年國際特赦組織人權推廣計畫  

 募得款使用情形成果報告   



一、目的：為了讓台灣民眾深入瞭解國際人權議題，我們推動「國際特赦組織人權推

廣計畫」，呼籲台灣民眾發揮影響力，加入全球人權運動，與全世界的行動者共

同致力於終結各種對人權的嚴重侵害，捍衛人權的普世價值。    

二、期間：准予勸募活動期間 2019/03/01 至 2020/02/29 

          募款活動財物使用期間 2019/03/01 至 2020/04/30 止 

三、許可文號：108.2.13 衛部救字第 1081360555 號 

四、募款活動期間所得及收支：    

收入 

項目 金額 ($) 

勸募所得 $64,618,409 

利息收入 $756 

總計 $64,619,165 

 

支出 

項目 募得款支應金額 ($) 自籌款支應金額 

必要支出-人事費 $2,937,949 $2,715,764 

必要支出-設計及印刷費 $74,086 - 

必要支出-雜支 $1,291,101 $23,687,506 

「國際人權推廣計畫」活動

執行人事費 
$5,651,869 $22,800 

辦公室營運 $2,439,069 $72,572 

IWelcome「歡迎難民」 $64,200 - 

Brave「人權捍衛者」 $12,973,603 $2,656,414 

「寫信馬拉松」 $20,970,033 - 

性別與反歧視(LGBTI 與女權) $7,237,536 $31133669 

人權雜誌 $105,234 - 

支持者發展與維繫 $10,293,444 $3,987,723 

其他雜項(其他議題、志工培

訓及小組、人權教育) 
$623,263 - 

總計 $64,661,387 $64,276,448 

 

總計 ($) 

募款收入 $64,618,409 支出 $64,661,387 

利息收入 $756   

合計 $64,619,165 合計 $64,661,387 

 

剩餘金額 0 

※不足部分由社團法人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自籌支應 

 

 



《Brave》人權捍衛者：為捍衛人權而奮鬥 

2019 年，世界各地爆發示威遊行。許多國家的政府如香港、蘇丹、伊朗使用不符比例原

則的暴力對付示威者，嚴重侵害人權。國際特赦組織呼籲各國政府停止侵害表達自由的權利。 

 伊朗  

 釋放納斯林  

伊朗知名人權律師納斯林將其一生奉獻給

和平的人權事務，包括反對歧視的強制頭巾法

和死刑。她在 2018 年 6 月遭到逮捕，於 2019

年 3 月被判決 148 鞭刑、38 年監禁，震驚全

球。台灣分會於 3 月 13 日起發起線上連署行

動。判決新聞在臉書觸及 6 萬人次、2,500 互動

及近 300 次分享。 

6 月 13 日，國際特赦組織提交要求釋放納斯林的連署給全球伊朗大使館後，宣布有來自 200 多個國家和地區、超

過 100 萬人表達他們對於伊朗知名人權律師納斯林經歷兩起極不公平的審判後，被判處共 38 年 6 個月的監禁及 148

下鞭刑的憤慨。 

2019 年 3 月至 6 月線上連署：6,400 筆 

 釋放遭受拘留的示威者  

2019 年 11 月伊朗爆發全國示威行動。維

安部隊以致命武器鎮壓示威，射殺包含孩童的

數百位民眾，另有上千人受傷。11 月 26 日，

伊朗負責國家安全及對外政策的國會委員會委

員 Hossein Naghavi Hosseini 表示已有 7,000

人被捕，但當局目前未提供官方數據。國際特

赦組織要求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成員國舉行特別

會議，委任調查伊朗非法殺害示威者、大量逮捕、強迫失蹤、對被拘留者施以酷刑等情形，以追究責任。 

2020 年 1 月 8 日伊朗當局承認擊落烏克蘭客機後，各地民眾走上街頭抗議。國際特赦組織自受害者及目擊者取得

經驗證的影片、照片及證詞，證實伊朗維安部隊對和平示威者使用非法武力。國際特赦組織在 2020 年 1 月開啟全球連

署聲援伊朗受拘留的示威者，台灣分會於 2 月 24 日將連署遞交給伊朗團隊。 

2020 年 1 月至 2 月線上連署：1698 筆 



 中國  

 紀念六四、釋放陳兵  

2019 年為六四天安門事件 30 週年，全球各地進行大規模紀

念活動。台灣分會與香港分會聯合舉辦《六四我記得》紀念活動，

設計社群媒體#WeRemember64 AR 濾鏡，匯集兩地的聲援，紀

念受難者與他們追求自由的精神。 

社運者陳兵與另外三位社運人士—符海陸、張雋勇、羅富譽因

為製造、推銷他們自己的白酒來紀念六四天安門事件而被冠上「尋

釁滋事」的罪名，陳兵並因此被判處三年半有期徒刑。國際特赦組

織發起緊急救援行動，聲援因「八九六四」紀念六四而入獄的四川

社運人士陳兵。 

2019 年 6 月線上連署及擺攤連署、寫信行動：1,240 行動次數 

 釋放維權律師  

中國政府在 2015 年 709 打壓行動中，大肆逮捕 250 名律師及

人權捍衛者。王全璋因捍衛宗教自由、推動政府透明及揭露貪腐而

遭控「顛覆國家政權」。國際特赦組織發起線上連署，要求無條件

釋放王全璋 （2020 年 4 月 5 日獲釋，但仍遭監控）。 

律師高智晟多年來為弱勢群體發聲，他於 2006 年被吊銷執

照，國際特赦組織曾將其納入 2012 年的「寫信馬拉松」，而高智

晟直到 2014 年才獲釋。然而，2017 年 8 月他再次被失蹤。在高智晟消失兩周年之際，台灣分會在官網刊登其好友滕

彪的寄語《追尋高智晟》。 

2019 年 3 月至 12 月線上連署：628 行動次數 

 救援李明哲   

台灣公民非政府組織工作者李明哲於 2017 年 3 月入

境中國時被強迫失蹤，成為首位在中國以「顛覆國家政權

罪」入獄的台灣人。2018、2019 年，其妻李淨瑜的探監

請求多次被拒，只因公開披露李明哲在獄中遭受的不人道

待遇，例如獄方只提供李明哲腐敗的食物，要求他長時間

工作，且不提供足夠的保暖衣物。中國於 2019 年 1 月底

再度禁止探監長達 3 個月。國際特赦組織發起線上連署與

緊急救援，要求當局改善囚犯待遇，並無罪釋放良心犯李明哲。2020 年 3 月 14 日至 31 日與夥伴團體共同舉辦「319 

李明哲事件三週年」系列活動，包含裝置藝術、講座等。 台灣分會拍攝並在官網及社群媒體上發佈「李明哲被捕三週

年 釋放李明哲！」影片。 



 新疆  

 關閉再教育營  

中國當局將估計一百萬名的維吾爾及其他少數民族穆斯林任意拘留在所謂的「教育轉化中心」（「再教育

營」），宣稱目的是提供技職教育，以使其遠離「極端主義」。但國際特赦組織所採訪的數名曾遭拘留的民眾，聲稱

他們曾遭毆打、剝奪食物和單獨監禁，與當局說詞大相徑庭。國際特赦組織針對已知的被迫害者展開緊急救援，台灣

分會發布多篇專題文章，持續呼籲支持者加入關閉再教育營的全球連署聲援。2019 年 9 月，包含國際特赦組織在內的

五個人權組織，聯合致信給聯合國秘書長，要求公開譴責，並支持成立事實調查團，以評估罪行規模。11 月，隨著另

一份新疆當局的秘密文件披露，我們再次呼籲中國政府回應。12 月，在一名中國政府官員宣稱「學員」已「全數畢

業」後，我們要求中國當局拿出證據，以證明新疆拘留者獲得釋放。  

2019 年 3 月至 2020 年 3 月線上連署：788 筆 

 救援布再娜甫  

布再娜甫‧阿布多瑞斯提於 2017 年 3 月忽然遭到關押，至

今持續遭禁止通訊拘留，於秘密審判遭判刑 7 年。沒有任何有

關她受到指控的相關消息，但據信這起案件可能是對維族留學

生擴大打壓行動的一部分。台灣分會於 8 月份與全球同步進行

「新疆布再娜甫」個案緊急救援，9 月 6 日緊急救援截止。 

2019 年 8 月至 9 月線上連署、擺攤連署及寫信：840 行動次數 

 

 



 香港  

 釋放「佔領中環」領袖  

2019 年 4 月 9 日，在「雨傘運動」初期發起「佔領中環」的 9 位民主派人士遭裁定「公眾妨擾」罪名成立，嚴重

踐踏了和平集會與言論自由權利。國際特赦組織發起緊急救援及全球連署，呼籲港府釋放其中 4 名入獄領袖。 

 反對引渡條例修正案、維護和平集會權利  

針對引渡條例修正案，國際特赦組織分別於 2019 年 3 月 31 日及 6 月 6 日發表公開信促請香港政府撤回引渡中國

條例。反送中運動在 6 月 12 日爆發，並發生一系列侵害人權的事件，包括警察過度使用武力，不符比例原則施放催淚

彈、甚至實彈；恣意逮捕示威者，甚至傳出在拘留期間施以酷刑及性侵害；違反中立原則，攻擊記者、醫護人員，或

侵犯校園。 

國際特赦組織發起全球連署聲援香港，

遊說包含歐盟及美國在內的各國政府管制出

口人群管理設備，並一再呼籲成立獨立調查

委員會，究責人權侵害。7 月 3 日在聯合國

人權理事會第 41 次會議中促請港府撤回引渡

條例並針對警方使用過度武力展開獨立且有

效的調查。 

9 月 4 日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宣佈正式撤回引渡條例修訂建議。國際特赦組織在 9 月 17 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

42 次會議發言中再度敦促港府必須針對警方使用過度武力進行獨立調查，並在 9 月 19 日發布《警方被揭恣意逮捕，

拘留期間毒打和酷刑對待被捕人士》調查結果。9 月 24 日發布報告《北京對香港的「紅線」警告》，指出香港的言論

自由、結社與和平集會自由遭受比以往更嚴厲的限制。 

10 月，港府訂立《禁蒙面法》，貶損香港言論自由與和

平集會的權利。11 月，美國正式簽署 S.2170 號法案，即《香

港保護法》，停止美國販售人群控制裝備給香港，避免港警濫

用權力與暴力對付民眾。國際特赦組織仍持續記錄警方暴行並

要求成立獨立、公正、有效的調查委員會，在 2020 年 3 月發

布報告《遺失的真相，消失的正義》，仔細檢視香港充滿瑕疵

和紕漏的究責機制，並凸顯建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的必要，以調

查去年示威爆發期間所發生的人權侵害行為。 

2019 年 6 月至 2020 年 3 月線上連署及擺攤連署、寫信行動：19,900 筆 



 蘇丹─停止攻擊蘇丹示威者  

蘇丹人民冒著生命危險，用盡全力要求蘇丹成為一個更好

的國家；示威者勇敢為改變而戰，要求自由、和平與正義。今

年 4 月，總統巴希爾(Omar al-Bashir)下台。但蘇丹人民沒有

時間慶祝。涉及達佛人權侵害事件的準軍事部隊，殘暴地鎮壓

那些在爭取人民領導者的和平示威人士。6 月初，蘇丹安全部

隊展開為期三天的血腥鎮壓，超過 100 名和平示威者因此身

亡，且其屍體被丟入尼羅河，網路及社群媒體還遭到封鎖以限

制相關消息傳播。國際特赦組織發起全球連署，呼籲當局停止

攻擊示威者。 

2019 年 6 月至 12 月線上、擺攤及街頭連署：15,982 筆 

  



《性別與反歧視》LGBTI 權利與女性權利 

「歧視」嚴重侵害了人類的核心價值。與性別及性傾向有關的歧視與暴力仍屢見不鮮，歧

視性法律縱容針對婦女及 LGBTI 群體的暴力。國際特赦組織致力於改善性別不平等的現狀，消

彌針對女性與 LGBTI 的歧視與暴力。 

 台灣─婚姻平權  

台灣分會於 2019 年 3 月寄信給所有立法委員進行遊

說，對於草案裡追求的精神感到歡迎，敦促立法者通過實現

人權的法律，改正未盡之處，包含跨國婚姻及領養權利。 

在 4 月以「選擇」為核心概念拍攝短片《你的選擇，決

定世界的樣子！》，透過短片傳達每個人都可以選擇「不再歧

視」他人，無論是任何性別或性傾向。短片在法案表決前夕

發布，觀看次數達 72 萬次，貼文互動達 1 萬 9000 多次。 

同性婚姻在台灣正式生效的第一天，台灣分會到戶政事

務所拍攝紀錄在這天步入婚姻關係的同志伴侶，剪輯成紀錄

短片《同婚的第一天》。觀看次數達 10 萬次，貼文互動達

5000 多次。 

 

 《玫瑰少年》電影放映座談會 台北 2019 / 11 / 9 台南 2019 / 12 / 8  

在制定法律制度之後，人民是否真的了解平權的意義？台灣分會對於跨性別族群所面對的歧視，舉辦《玫瑰少

年》電影放映座談會，討論跨性別者、尤其是跨性別兒童，如何在社會、校園、家庭等環境中自處，身邊的人又將如

何影響他的成長，邀請基隆長庚精神科主治醫師杜恩年以及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秘書長簡至潔參與映後座談。 

兩場次共 166 人參加 



 巴西─政府須查清瑪莉埃爾槍殺案  

瑪莉埃爾是位黑人雙性戀女性、出身貧民窟的年

輕母親，同時也是里約熱內盧的市議員及人權捍衛

者，她聲援少數族裔、女性及 LGBTI 族群，長期公開

譴責警察暴力，並為公權力的受害者挺身而出。然

而，2018 年 3 月，瑪莉埃爾遭疾駛而過的汽車開槍

射殺。2019 年 4 月傳出好消息，政府終於逮捕了犯

案嫌疑人。但後續調查進度滯後，我們呼籲巴西政府

更加積極追查並審判該案嫌疑人，以實現正義。 

2019 年 3 月街頭連署：1535 筆 

 阿根廷─墮胎權利  

阿根廷至今仍將墮胎視為一種犯罪，只有極少數

狀況的例外。孕婦若不能或不想生下小孩，只有兩個

選擇：面臨生命危險，或被關入監牢。墮胎入罪並不

能有效減少墮胎數量，還會讓流產過程更加危險，同

時還違反了女性的身體自主權。2019 年國際特赦組織

發起全球連署，呼籲阿根廷加入墮胎除罪化的行列。

台灣分會的聲援次數驚人，行動能量佔全球的 20%，

已於 9 月初提供給阿根廷分會負責人。 

2019 年 4 月至 2019 年 9 月線上連署、街頭連署：42,752 筆 

 希臘─為柴克聲討正義  

柴克是一位希臘的酷兒社會運動者及人權捍衛者，努力

不懈地捍衛 LGBTI 及愛滋病患者權利。他在 2018 年 9 月因

為受暴力攻擊而喪命。國際特赦組織發起全球連署聲援，要

求犯罪者皆負起法律責任，相關單位必須將仇恨、歧視和任

何可能的偏見都納入動機考量。 

2019 年 6 月至 2020 月線上、擺攤行動次數：1,003 筆 

 

 



 南韓─軍中同性除罪化  

2017 年，23 位南韓軍人僅因進行同性性行為被當

局指控違反《猥褻行為條款》。2019 年 7 月，國際特

赦組織發布報告《沉默少數：南韓軍中的 LGBTI 族群處

境》，揭露南韓的 LGBTI 軍人可能會面臨的嚴重歧視與

暴力。國際特赦組織發起全球連署，呼籲南韓國防部長

廢止過時且不人道的《軍事刑法》第 92-6 條，並對所

有侵權和歧視的指控展開徹底的調查。 

2019 年 9 月 2020 年 3 月至線上、擺攤行動次數：230 筆 

 歐洲─Only Yes Means Yes!   

多數國家在處理強暴罪時，只有出現「強迫、威

脅」因素的案件才會被定義為強暴。在實務上，這種定

義阻礙了受害者的權利救濟。國際特赦組織倡議以「積

極同意」為基礎的強暴法，發佈《還我尊重與正義！》

報告，呼籲歐洲各國依照針對婦女暴力的約束性條約

《伊斯坦堡公約》修改相關法規，保障受害者不再沈

默。台灣分會在官網及社群網站發布專題，包括丹麥、希臘政府傳來的好消息，呼籲逐步改變強暴迷思與性別文化。  



《IWelcom》歡迎難民、移民與尋求庇護者 

 #我的名字不是難民《歡迎來住我家》電影放映座談 2019 / 6 /29 下午場、晚上場   

 6 月，台灣分會舉辦「#我的名字不是難民」《歡迎來住

我家》電影放映座談會，紀念世界難民日，藉由幽默的電影吸

引民眾了解難民議題，也播放國際特赦組織敘利亞、羅興亞短

片，映後座談分享全球難民現況，希望以平易近人的方式，引

發民眾思考：在難民的標籤下，難民與我們相通的共同點。 

兩場次共有 279 人參加 

 緬甸─羅興亞危機  

羅興亞人是緬甸境內的穆斯林少數民族，卻沒有緬甸公民身份。

自 2017 年以來，緬甸軍方武裝攻擊包含羅興亞在內的少數族群，使超

過 72 萬羅興亞人逃往孟加拉避難。國際特赦組織多次發表調查報告，

2019 年 6 月發布《沒有人能保護我們：緬甸若開邦的戰爭罪與虐待行

為》報告，再度揭露緬甸軍方的暴行。2019 年 8 月發布《不知未來何

去何從──滯留孟加拉的羅興亞難民》，指出羅興亞人不管在緬甸還是

在孟加拉都難以實現健康、教育和工作權。公開呼籲羅興亞人應享有

平等的權利，並反對孟加拉、印度違反「不推回」原則將難民遣返回

緬甸。國際法院於 2020 年 1 月 23 日作出判決，下令緬甸應採取「臨

時措施」，防止羅興亞社群遭受種族滅絕暴行。國際特赦組織持續要求國際社會採取行動，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必須盡

快將緬甸的情形送交國際刑事法院，向緬甸軍方究責。孟加拉政府也在 2020 年 1 月 28 日宣布，將對羅興亞難民兒童

提供學校教育及技職訓練。 



 敘利亞─內戰  

2011 年延續至今的敘利亞內戰造成無數人員傷亡與流離失所。國際特赦組織在拉卡為期 2 個月的實地調查，於

200 個空襲現場訪問超過 400 名目擊者和生還者。2019 年 6 月，國際特赦組織與空中戰爭組織（Airwars）合作推出

互動式網站《被掩蓋的真相：史上最精確的空襲行動，如何讓拉卡成為廢墟》，網站記錄數百起平民死傷事件，為現

代戰爭記錄中最完整的平民死傷調查。2019 年 4、5 月俄羅斯與敘利亞政府軍蓄意系統性攻擊伊德利卜省和哈馬省多

處醫療院所等民用設施的人權危機，國際特赦組織呼籲聯合國作出行動，調查戰爭罪行。 

2019 年 10 月，國際特赦組織發佈報告《送往

戰區：土耳其非法驅逐敘利亞難民出境》，反對土

耳其以「自願遣返」的說詞偽裝強制遣返難民回敘

利亞的政策。2020 年 2 月，土耳其當局宣布將不會

再阻擋境內難民越過邊境逃往歐洲，歐洲各國政府

不僅未盡到對難民的責任，還控訴伸出援手提供基

本服務和支援的人。2020 年 3 月，國際特赦組織發布報告《懲罰憐憫：團結之舉在歐洲要塞受到審判》，指出各國警

方與檢察官不當採用緝私法條與反恐措施控訴援助難民、尋求庇護者、移民的人道工作者。 

 美墨邊境  

2017 及 2018 年，川普政府拆散美墨邊境數千個移民家庭，將孩子與家長分

別安置在不同處所。國際特赦組織於 2019 年 4 月和 2019 年 7 月，兩度造訪收容

機構。超過 2,100 名、年齡介於 13 歲至 17 歲的孩童於 4 月初收容於此。收容人

數一度達到 2,500 名孩童，並發布報告《孩童無家可歸：荷姆斯特「臨時緊急」

機構》，指出該機構的收容條件並不充足，侵害了兒童的權利，應盡速關閉。 

 委內瑞拉-各國須保護委內瑞拉逃難人民  

委內瑞拉長時間處於大規模的人權侵害危機中，影響數百萬人的公

民、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權，根據聯合國統計，過去幾年有 370 萬

人逃離委內瑞拉，目前委國境內至少有 7 百萬人急需人道救援。國際特

赦組織發起全球連署，要求各國政府公開譴責委國境內的嚴峻情勢與人

權危機，也呼籲接受逃難者的國家擔起保護他們人權的義務。 

線上連署：92 筆  



氣候危機與人權 

氣候變遷造成極端氣候導致上百萬人淪為受害者，甚至成為難民。氣候變遷會構成或加劇

現有的不平等，且其影響將持續增長，為當前和未來世代帶來毀滅。 

 巴西-要求政府保護原住民權利、保護亞馬遜雨林！  

波索納洛總統領導的政府縱容亞馬遜原住民領土遭非法侵

占、讓非法入侵者威脅並恫嚇原住民，導致 2019 年 75,000 起

的森林大火。自 2019 年 4 月以來，國際特赦組織拜訪了巴西

亞馬遜四處原住民領地，接受訪問的專家及原住民表示，巴西

保護原住民領土及環境保護區的法令缺乏實行，由於預算上的

限制，政府監控及預防非法土地侵占與森林濫伐的措施有所減

少。在拜訪的四個原住民領地中，森林濫伐發生的比例比 2018

年同期高出 80%。在部份區域，原住民社群領導者也表示他們因為保護傳統領地，而收到死亡威脅。國際特赦組織發

起全球連署，呼籲對非法縱火、森林濫伐及非法侵占土地者究責，強化對原住民領地及環境保護區的保護。 

線上連署：1406 筆 

 厄瓜多-保護亞馬遜女子，支持她們保衛環境！  

派翠西亞、內瑪、薩洛枚及瑪爾戈四名亞馬遜女子

（Amazonian Women）為保護全世界最大的雨林亞馬

遜，對抗在原住民領土上從事天然產業的龐大政經利益。

2018 年，她們遭身分不明的攻擊者進行一連串的攻擊及死

亡威脅。國際特赦組織發起全球連署，呼籲厄瓜多調查亞

馬遜女子所遭受的攻擊和威脅。 

線上連署：705 筆 

 聲援氣候罷課行動  

瑞典的格蕾塔．桑伯格發起「Fridays for Future」星期五罷課運

動，她提升危機意識的努力很快蔓延全球，超過 100 萬名年輕人於世

界各地參與氣候罷課行動。有鑑於此，國際特赦組織將 2019 年國際特

赦組織良心大使獎頒發給桑伯格與其發起的「Fridays for Future」學

生罷課抗議行動，呼籲各國以符合人權宗旨的方式，於務實層面上加

強氣候變遷行動。台灣分會在官網發布多篇氣候變遷相關專題。 

  



死刑 

死刑是一種殘酷且不人道的懲罰，違反《世界人權宣言》所宣示之生命權，也沒有確鑿證

據表明死刑更能有效防止犯罪。死刑具有歧視性，不利於社會弱勢；也具有不可回復性，無法

彌補冤獄帶來的傷害，也否定了矯正犯罪的原則。而且死刑還經常遭到濫用，或用來消滅政治

反對者。國際特赦組織持續追蹤全球的死刑現狀，呼籲台灣廢除死刑，並確保審判程序與關押

條件符合人權標準。 

 2018 年度全球死刑報告  

2019 年 4 月，國際特赦組織發布《2018 年全球死刑報告》。

2018 年全球死刑執行數與 2017 年相比下降近三之一，為十年新低。

此數據來自於組織審視全球已知的死刑數量，不過數據不包含中國。

預估有數千件死刑在中國被列為國家機密。在 2018 年，一些國家因

實施管制或武裝衝突而欠缺死刑相關資訊，其中以寮國、北韓（朝鮮

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及敘利亞尤甚。但 2018 年並不全然是好消

息。國際特赦組織發現白俄羅斯、日本、新加坡、南蘇丹和美國的死

刑執行案例增加。 

 台灣─聲援邱和順  

1988 年，邱和順因被控謀殺而被羈

押，隔年判處死刑。但偵辦及審判過程

充滿瑕疵，例如酷刑逼供、缺乏具體證

據、遺失證物等，卻仍於 2011 年死刑

定讞。邱和順案還是台灣司法史上羈押

期間最長的案件，嚴重違反人權標準，

引發國際嚴正關注。國際特赦組織關注

多年，並於 2012 年納入寫信馬拉松個

案。2019 年，台灣分會發起生日快樂祝福寫信行動，盼望邱和順早日重獲自由。2020 年與夥伴團體共同發起連署，

讓邱和順獲得總統特赦。在 2020 年 1 月底時開啟線上連署，同時發佈全球聲援行動。4 月 7 日為邱和順的生日，於

2020 年 3 月底發起線上留言祝福行動。除台灣之外，也有香港及法國支持者捎來的祝福。 

2020 年 1 月到 3 月線上連署：380 筆 

 

  



COVID-19 與人權 

因應 COVID-19 疫情爆發，國際特赦組織在 2020 年 3 月發表聲明，所有相關且受其影響

的政府及行為人，須以國際人權法與規範為中心準則，在旅遊禁令、緊急狀態、醫療照護、社

會安全及勞工權利、防止汙名及歧視、保護醫療工作者等各方面採取適當且符合比例原則的對

應措施，才能完善維護公共衛生和給予最易遭受不利影響的人民支持。 

 

 WHO─健康權與知的權利  

2020 年 2 月 3 日，2020 年 2 月 3 日，國際特赦組

織曾致信給世界衛生組織秘書長，表示台灣代表無法參加

多數世界衛生組織針對新冠病毒（COVID-19）的相關會

議、無法取得即時的疫情等相關資訊，將對在台灣生活的

所有人，造成健康權及知的權利（取得資訊的權利）造成

影響，並敦促世界衛生組織應讓台灣代表參與所有預防、

控制及治療新冠病毒的相關會議。2020 年 4 月 9 日，由於未收到來自世界衛生組織的回應，台灣分會發出公開聲明表

示遺憾，呼籲世界衛生組織和國際社會共同保障及尊重在台灣的所有人的人權，世界衛生組織尤其應承擔責任，保護

健康權及知的權利。 

 中國─終止審查制度  

2020 年 2 月，醫師李文亮在針對武漢的新型冠狀病毒

提出警告後，被當局指控「散布不實言論」並噤聲；

之後在疫情的蔓延下，他死於自己拚了命要阻擋的冠

狀病毒。李文亮醫師的死激起全國盛怒，人民在網路

發起行動，反對當局審查疫情相關新聞。疫情如今已

造成超過千人死亡。中國人民長年活在政府的審查制

度之下，如今許多人開始質疑，審查制度將影響當局

對疫情做出有效回應，並對生命構成威脅。國際特赦組織發起連署要求中國停止審查制度。 

2020 年 3 月線上連署：1011 筆 

 

  



2019 寫信馬拉松─為青年寫信 

 

 

 

 

 

 

 

 

 

 

 

 

 

 

 

 

 

 

 

 

 

 

  



 教師校園計畫  

10 月開始接受全台各級教師報名 2019 寫信馬拉松教師計畫。提供報名參加教師計畫的申請者寫信馬拉松物資，

包含寫信馬拉松教師手冊、明信片、貼紙以及行動證書。 

寫信馬拉松教師計畫說明會 

舉辦四場說明會，向參加計畫教師完整說明寫信馬拉松

運作方式、寫信馬拉松個案的詳細內容。同時也讓教師之間

交流分享過往經驗。 

◆ 台北 2019/11/15 ◆ 高雄 2019/11/23 

◆ 台中 2019/11/24 ◆ 花蓮 2019/12/01 

493 所學校，透過寫信馬拉松教師計畫在課堂上思辨人權的意涵 

769 位教育工作者齊心助跑 

107,869 位學生認真、創意地以各種方式，採取行動捍衛人權 

 

 

 



 個人寫信派對  

11 月份開始接受申請既有支持者、社會大眾申請寫信派對，每個人邀請至少四位以上參與者便可申請。提供申請

者寫信馬拉松物資，包含寫信馬拉松小報、國際特赦組織小報以及明信片。申請者必須在期限前完成寫信派對，並將

明信片寄回。 

1625 人，參與個人寫信派對 

 官方寫信派對  

◆ 台北 2019 / 11 /30  

邀請西藏台灣人權連線理事長札西慈仁、人生百味共同吃飯朱剛勇與我們分享人權講座，邀請到 Human Nature 

Duet、DSPS、鄭小韻、詹森淮現場表演以及插畫家刷比現場繪畫聲援插畫。 

◆ 花蓮 2019 / 12/ 01  

◆ 台中 2019/ 12/ 06 

◆ 台南 2019/ 12/ 08 

223 人，參與官方寫信派對 

 

教師校園計畫、個人寫信派對、官方寫信派對、街頭公眾推廣、線上連署、擺攤連署：  

129,391 人用自己的自由捍衛青年人權捍衛者的權利，達成 173,502 行動次數  



彼得報人權雜誌 

原 WIRE 雜誌自 2018 年底全球停刊，台灣分會因此推出台灣版人權雜誌《彼得報》。命名

源於國際特赦組織創辦人彼得．班納森（Peter Benenson），內容包含全球人權動態、研究報

導、台灣人權脈動、部落格與各項大小人權活動匯集。每四個月 1 期。 

線上閱讀：https://www.amnesty.tw/our-work/wire 

全台文宣品索取點及夥伴店家名單：https://www.amnesty.tw/news/1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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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培訓 

 志工培力計畫  

◆ 2019 年 3 月 ─ 2018 寫信馬拉松成果報告、羅興亞難民議題、寫信聲援李明哲、聲援南韓墮胎除罪化影片行動 

◆ 2019 年 5 月 ─ 納斯林全球聲援行動 

◆ 2019 年 6 月 ─ 全球各國接納難民狀況、IWelcome 歡迎難民全球倡議運動、聲援香港反對逃犯條例行動 

◆ 2019 年 8 月 ─ 香港反對逃犯條例、探討中國人權侵害問題（維權律師、迫害少數族群），並前往台北公館地下道

連儂牆聲援香港 

◆ 2019 年 11 月 ─ 2019 寫信馬拉松 10 個個案與議題，並帶領夥伴們行動，寫聲援信件 

◆ 2019 年 12 月 ─ 年度總結及回顧 2019 年活動，徵詢志工意見感想 

◆ 2020 年 2 月 ─ 邱和順個案 

◆ 2020 年 3 月 ─ 聯合國兩公約審查&台灣模式審查 

  



人權教育 

 教師人權工作坊─從平權開始人權教育工作坊 台北 2019 / 8 / 25 高雄 2019 / 9 / 28   

希望能從學校出發，和教育工作者們一起思考探討在校園中面對不同形式的歧視，應該如何處理應對，以及如何

在校園中落實人權教育。工作坊共有台北及高雄兩場次，為台灣的教育工作者量身訂做，談及國際特赦組織人權教育

的核心價值：世界人權宣言、反對歧視、議題討論、經驗分享，並邀請專業講者：社團法人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簡

至潔秘書長、教育部人權教育議題輔導團召集人林佳範副教授、教育部人權教育議題輔導委員會委員／原住民委員會

訴願審議委員會委員林淑雅助理教授。 

 

 

 

 

 

 

 

 高中生人權夏令營─人權練習看看 2019 / 9 / 7   

為落實人權教育，讓更多青年學生進一步認識人權，台灣分會在 2019 年 9 月首度舉辦對象為高中生的人權一日

營。「人權練習看看」一日營是由倡議志工群籌辦規劃，帶領高中生們探討言論自由、LGBTI 權利等人權。邀請倡議者

短講，討論全球案例、台灣在地歷史與現況。 

  

 

 

 

 

 

  



 街頭公眾人權推廣教育  

月份 推廣議題 倡議對話次數 連署人數 

2019 年 3 月 

<性別及反歧視> 

巴西 

調查瑪莉埃爾槍殺案 

26,790 1535 

2019 年 4 月 
<性別及反歧視> 

阿根廷 

墮胎除罪化 

29,074 

42,004 2019 年 5 月 22,138 

2019 年 6 月 16,992 

2019 年 7 月 
<人權捍衛者> 

蘇丹 

停止血腥鎮壓和平示威者 

13,500 

14,896 2019 年 8 月 21,960 

2019 年 9 月 21,838 

2019 年 10 月 <人權議題意見收集> 24,196 - 

2019 年 11 月 
<寫信馬拉松> 

墨西哥 

為荷西爭取正義 

24,530 

14,491 2019 年 12 月 24,894 

2020 年 1 月 25,987 

2020 年 2 月 

<性別及反歧視> 

伊朗 

釋放反抗強制頭巾法的亞絲曼 

25,280 3,749 

合計 277,179 75,924 

本項街頭公眾推廣教育計畫委託專業公司執行，執行內容：為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招募、訓練專業人員，在街

頭宣傳正在進行的人權議題及活動，講解國際特赦組織在人權議題的立場及訴求，為救援個案蒐集連署，調查民眾關

注的人權議題，瞭解並妥善回應民眾對於人權議題的問題或意見，並將相關問題及意見回報國際特赦組織。 

街頭公眾人權推廣教育(人權捍衛者人權推廣費用 12,381,007 元、性別及反歧視-LGBTI 權利與女權人權推廣費用

6,508,480 元、寫信馬拉松人權推廣費用 20,174,590 元、其他：50,211 元)委託專業公司代為執行，計 39,114,288

元由募得款支應，約佔募得款 60.53%  



攤位活動 

 EXTRA Taiwan 音樂祭 2019 / 6 / 1~2019 / 6 / 2  

設立攤位上介紹國際特赦組織、邀請民眾為捍衛人權採取行動。此時正

值六四天安門 30 週年紀念，因此在攤位上倡議的個案皆和在中國的人權侵

害相關，包含「紀念六四」被判刑的中國四川社運人士—陳兵，以及香港

「雨傘運動」中被判刑的佔中 4 子。本次擺攤總行動次數：85 次 

 六四 30 週年紀念晚會 2019 / 6 / 4  

參與「記憶．抵抗—中國六四事件 30 週年紀念晚會」活動，倡議個案

分別為「紀念六四」被判刑的中國四川社運人士陳兵，以及香港「雨傘運

動」中被判刑的佔中 4 子。這次與香港分會一起合作，分別在兩地同時間發

起以聲援陳兵為主的活動，包含緊急救援連署、「天安門 30 心意卡」以及

「八九六四紀念瓶」拍照活動。本次擺攤總行動次數：568 次 

 海或瘋市集 2019 / 7 / 5~2019 / 7 / 6  

設立攤位介紹國際特赦組織、邀請民眾採取行動。倡議主題包含 LGBTI 

權利、集會遊行權利，個案包含「希臘酷兒運動者 柴克」、「蘇丹人民遭軍事

鎮壓」以及「呼籲香港政府撤回引渡條例」。本次擺攤總行動次數：781 

 奧斯陸自由論壇 2019 / 9 / 13  

台北 2019 奧斯陸自由論壇(Oslo Freedom Forum)，台灣分會在論壇現場設有活動攤位。倡議議題包含集會言論

自由、LGBTI 權利以及在新疆的人權侵害。現場進行個案連署，包含為希臘酷兒社運者聲討正義及新疆布再娜甫個案，

另外也有聲援香港#StandWithHongKong 的拍照聲援行動。本次擺攤總行動次數：81 (不含聲援香港拍照行動) 

 

 

 



 眼球中央電視台國慶晚會 2019 / 9 / 29  

眼球中央電視台舉辦國慶晚會節目預錄，台灣分會在現場設有攤位，

倡議議題為集會言論自由以及 LGBTI 權利，連署聲援香港人民權利以及呼

籲南韓軍中同性行為除罪化。本次擺攤總行動次數：275 

 我是兒童我有權利-兒童權利公約頒布 30 週年 2019 / 11 / 23  

2019 年適逢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通過滿 30 週年，國家人權

博物館舉辦「我是兒童我有權利－兒童權利公約頒布 30 週年」主題活

動。台灣分會受邀參加，此時正好是寫信馬拉松準備啟動之際，因此在

11 月 23 日的活動中，倡議推廣寫信馬拉松「青年人權捍衛者」，並邀

請現場民眾參與寫信行動，向兒童們宣導人權議題。 

 

 2019 人權辦桌市集活動 2019 / 12 / 21  

人權辦桌市集活動，台灣

分會參與市集擺攤，在現場倡

議各項與青年人權捍衛者相關

議題以及推廣寫信馬拉松。 

 

 

 2020 共生音樂節 2020 / 02 / 28   

參加 228 共生音樂節，現場攤位

進行「李明哲被捕 3 週年」聲援以及

「特赦邱和順」連署。 

本次攤位總行動次數：444 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