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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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倡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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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3/31 至 2021/03/25 

          募款活動財物使用期間 2020/04/9 至 2021/03/31 止 

三、許可文號：109.3.31 衛部救字第 1091361150 號 

四、募款活動期間所得及收支：    

收入 

項目 金額 ($) 

勸募所得 $66,317,018 

利息收入 $869 

總計 $66,317,887 
 

支出 

項目 募得款支應金額 ($) 

必要支出-募款部人事費 $3,932,883 

必要支出-制服及捐款授權書印刷費 $97,040 

必要支出-數位廣告勸募 $1,054,383 

必要支出-雜支 $38,677 

必要支出-金流平台手續費 $875,094 

倡議及行政人事費 $879,690 

辦公室營運 $1,162,807 

IWelcome「歡迎難民」 $1,023,138 

Brave「人權捍衛者」及言論自由 $1,829,450 

性別與反歧視 $404,426 

寫信馬拉松及校園計畫 $2,375,030 

街頭公眾人權推廣教育(委外) $42,981,788 

兩公約(公民政治權利、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及其他議題 $752,228 

人權教育 $145,069 

《彼得報》人權雜誌 $56,967 

志工招募培訓及維運、小組倡議行動 $382,050 

支持者發展與維繫 $8,332,083 

總計 $66,322,803 
 

總計 ($) 

募款收入 $66,316,718 支出 $66,322,803 

利息收入 $869   

合計 $66,317,587 合計 $66,322,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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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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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ve「人權捍衛者」及言論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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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6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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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1 月納斯林暫時從監獄中獲釋，但國際特赦組織仍持續行

動，直至她真正地重獲自由。 

2020 年 4 月至 2021 年 3 月線上連署：10,700 筆 

 菲律賓─在台菲籍移工和平批評菲政府 菲須撤回遣返之威脅  

2020 年 4 月 25 日，菲律賓勞工與就業部表示，基於網路誹謗罪欲將菲籍移工歐迪朵（Elanel Ordidor）從台灣遣

返，因為據稱她「在臉書上張貼針對總統杜特蒂的低劣惡毒內容，試圖

在新冠病毒所造成的全球健康危機期間製造仇恨」。菲律賓政府必須撤

回調查，並停止以遣返等威脅針對她。菲律賓政府也務必停止壓迫人民

的表達自由，停止再根據《團結互助抗疫法》（Bayanihan to Heal As 

One Act）用『製造、流傳或散佈不實消息』之模糊不清、範圍過廣的

規定加諸在人民身上。 

 泰國  

 政府用壓迫性法律強壓網路批評  

國際特赦組織 2020 年 4 月 23 日發佈《他們時時刻刻都在看著》（They are always watching’），揭露了泰國總

理帕拉育（Prayut Chan-O-Cha）從 2019 年當選後，越來越頻繁以模糊和範圍過廣的法律，起訴許多和平表達批評的人

民。國際特赦組織訪問了人權捍衛者、社運者、政治人物、律師、學者，他們表示政府把表達自由權利視為犯罪，藉此將

他們認為是批評的意見消音。近期，許多因發佈網路貼文而受到針對的人正面臨審判，他們將可能入獄服刑高達五年並付

上高額罰金。 

 當局激烈宣布禁集會，出動水砲車鎮壓示威  

2020 年 10 月 15 日，泰國政府下令進入緊急狀態以避免示威擴大，並宣布

實施為期 30 天的禁令，禁止在曼谷舉行 5 人以上集會。此外，政府也禁止出

版、或在網路上發佈「可能造成恐慌」、影響國家安全或大眾秩序的新聞訊息。 

國際特赦組織認為這項禁令太過「激烈」，並重申呼籲泰國政府釋放和平示威

者，解除限制表達自由與和平集會權的武斷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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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   

 人權律師余文生遭秘密審判 判刑四年  

余文生是北京知名的人權律師，代理過多起備受關注的人

權案件，包括法輪功學員和人權律師王全璋的案子。2018 年 4

月 19 日，江蘇省徐州市公安局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罪」和「妨害公務罪」正式將余文生逮捕，完全與家人斷了聯

繫。2020 年 6 月 17 日，中國人權律師余文生被當局以「煽動

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有期徒刑四年，剝奪政治權利三年。余

文生的妻子表示，她和余的委任律師都沒有收到有關 2019 年 5 月進行的秘密審判的任何消息，並且只有在判決宣判後才

通知她。2020 年 8 月 14 日余文生獲准和委任律師見面。律師表示，余文生在拘留期間遭受酷刑，且個人健康狀況急速

惡化。余文生是一名良心犯，當局應立即無條件釋放他。 

2020 年 6 月至 2020 年 10 月請支持者自行寄出緊急救援聲援信給訴求對象。 

 中國律師丁家喜被控「顛覆國家政權」 

丁家喜是前北京人權律師，也是新公民運動的核心成員。他的倡議內容包含移工孩童的權利，以及要求政府公開透

明。2014 年，丁家喜因「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被判處三年半有期徒刑；2018 年，他被禁止登機前往美國，然而他的

妻女都住在美國；2019 年，當局禁止他前往香港，理由是「可能危害國家安全及利益」。丁家喜遭到當局禁止通訊拘留

超過 6 個月，他先前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為由逮捕。警方於 2019 年 12 月 26 日將丁家喜連同其他人權捍衛者

帶走，當時他們剛參加完一場於廈門舉辦的會議。丁家喜遭到秘密拘留，無法與家屬和律師聯繫，並面臨酷刑及不人道待

遇的風險。 

2020 年 6 月至 2021 年 2 月請支持者自行寄出緊急救援聲援信給訴求對象。 

 人權捍衛者程淵、劉永澤、吳葛健雄面臨秘密審判  

非政府組織「長沙富能」倡導身心障礙者和其他邊緣群體的權

利，並透過訴訟打擊中國對愛滋病和 B 型肝炎帶原者的就業歧視。

「長沙富能」的工作人員程淵、劉永澤和吳葛健雄自 2019 年 7 月

22 日被拘留以來，一直處於失聯的狀態。程淵的妻子於 2020 年 7

月 10 日從檢察單位獲悉，檢方已於 2020 年 6 月 24 日將程淵、劉

永澤和吳葛健雄的案件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向法院起

訴，三人目前正在等待審判。由於政府沒有向他們的家人或家人所委任的律師提供有關起訴的其他資訊，外界擔心這些人

權捍衛者可能會受到秘密審判。由於程淵、劉永澤和吳葛健雄無法與家人或他們選擇的律師接觸，目前他們極有可能遭受

酷刑及其他虐待。 

2020 年 7 月至 2020 年 9 月請支持者自行寄出緊急救援聲援信給訴求對象。 

 救援李明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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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哲於 2017 年 3 月入境中國時被強迫失蹤，並於同年 11 月入獄。2020 年 3 月，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與其他

團體於李明哲被失蹤三週年之際發起一系列聲援活動，以重新喚起民眾關切。而在台北左轉有書 X 慕哲咖啡，更佈置了一

場小型信件展，展示寫給李明哲的信，並在 2020 年 4 月及 11 月分別於 2 所高中舉行信件展。 

2021 年 3 月，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與夥伴團體共同舉辦李明哲

被捕四週年記者會，訴求通訊權及釋放日期。李明哲已被關押在中國

長達四年的時間，然而自去年 COVID-19 疫情以來，不僅李明哲的妻

子李凈瑜無法前往赤山監獄探望丈夫，李明哲也無法與外界聯繫。去

年至今，中國對於家屬希望能夠撥打親情電話的訴求，依然沒有回

應。國際特赦組織要求中國政府保障李明哲的通訊權，允許通信及撥

打親情電話，並保障其健康權。 

為了讓更多人能夠注意到李明哲的處境，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

也將訴求刊登於 235、299、307 及 262 等大台北公車路線，希望大

家能繼續寫信到赤山監獄，表達對李明哲的支持，也請大家寫信給李

明哲的太太凈瑜，給予她更多的支持跟聲援。 

 國際被迫失蹤者日記者會  

2020 年 8 月 30 日是國際被迫失蹤者日，國際特赦組織台灣

分會在當週舉辦一場記者會，希望大眾瞭解「強迫失蹤」情形，

持續關注李明哲個案。 記者會也邀請夥伴團體於記者會上發

言。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與民間司改會共同策劃線上遊戲，透

過六個在中國遭到強迫失蹤的個案，說明目前強迫失蹤的狀況，

以及提升民眾對李明哲等個案的了解，該問答遊戲發表於官網，

並由包含台權會在內的多個地方 NGO 改製為其他版本轉發。 

 除夕前，為被中國關押的人權捍衛者天燈祈福  

2021 年農曆春節前夕，仍有許多人權捍衛者在中國遭到關押，包括中國的

人權律師、報導 COVID-19 疫情的記者、推廣藏語教學的行動者、乘坐快艇離

開香港的港人，以及 2021 年 3 月份將被捕屆滿 4 周年的台灣人李明哲。國際

特赦組織台灣分會於 2021 年 2 月 8 日發起以祈福天燈來聲援人權捍衛者的活

動，偕同夥伴團體，一起為 13 件目前仍在中國受壓迫、監禁，甚至面臨不人道

待遇威脅可能性之人權捍衛者等個案進行平安祈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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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  

 維吾爾人瑪依拉因匯款給父母而遭起訴  

2020 年 1 月，任職於保險公司的維吾爾人

瑪依拉．亞庫甫（Mahira Yakub）因先前匯款

給身在澳洲的父母而遭「資助恐怖活動」罪名

起訴。她的妹妹表示，瑪依拉曾於 2013 年 6

月和 7 月匯款幫助父母買房，而她的姨父、姨

母也遭以同樣罪名起訴，目前已保釋。瑪依拉

自 2019 年 4 月開始便遭到拘留，無法與父母

和律師聯繫。瑪依拉在 2018 年 3 月至 12 月被

關押於「教育轉化中心」，當時肝臟受損卻未能獲得適當的醫療照護，我們因此非常擔憂她的身心健康狀況。2020 年 9

月 4 日，她短暫獲得釋放，但隨後又因不明原因被送往醫院。2020 年 11 月底，瑪依拉．亞庫甫（Mahira Yakub）再次

被關進中國新疆自治區的伊寧看守所，她至今仍無法連繫家人和委任律師。 

2020 年 6 月至 2021 年 2 月請支持者自行寄出緊急救援聲援信給訴求對象。 

 新疆維吾爾學者特依拜行蹤不明  

塔西甫拉提．特依拜（Tashpolat Tiyip）是名地理學家，以研究新疆生態沙漠

化聞名。2010 年，他獲任新疆大學校長。2017 年 3 月，塔西甫拉提·特依拜與一群

學生準備赴德國參加會議，途中遭拘留於北京國際機場，據消息指出，他因分離主

義相關罪名被判處死刑緩期兩年。雖然中國政府後來表示他因貪汙相關指控正在受

審，但他現階段的情形和下落依舊不明。目前沒有任何關於起訴和訴訟程序的官方

消息，使得外界深切擔憂特依拜的處境。 

2020 年 5 月至 2020 年 6 月請支持者自行寄出緊急救援聲援信給訴求對象。 

 維吾爾模特兒加帕爾失聯數月  

2020 年 3 月，社群媒體上出現梅丹．加帕爾（Merdan 

Ghappar）近期的消息和照片，顯示出其拘留情形極為惡劣，

但自從那時之後，再也沒有人知道加帕爾進一步的情況。加帕

爾自 2020 年 1 月被拘留，但直到最近當局才透露，他因涉嫌

攻擊醫護人員而遭施予「強制措施」。目前外界密切關注加帕

爾的身心狀況，擔憂他可能遭受酷刑或其他不人道對待。 

2020 年 9 月至 2020 年 10 月請支持者自行寄出緊急救援聲援信給訴求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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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新疆漢族人的告白：那是我永遠回不去的故鄉》  

2020 年 5 月 20 日在官網及社群媒體發布《一個新疆漢族人的告白：那是我永遠回

不去的故鄉》一文，並以漫畫插圖讓一般大眾更容易理解新疆現況，呼籲大眾加入連署關

閉中國對少數民族的「再教育營」。 

 要求中國讓維吾爾家庭團聚  

將近四年前開始，在國外念書或工作的維吾爾族父母就面臨

持續不斷的惡夢。他們許多人把孩子留在家鄉給其他親人照顧，

而他們的家鄉就是中國西北邊的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許多父母

原本以為這些鎮壓只是暫時的，他們很快就可以回到孩子身邊。

然而親友警告他們，若回到中國他們勢必會馬上被關到拘留營。

現在無可否認的是——這些拘留營確實存在，並且任何穆斯林族群都可能遭當局恣意拘留。有些人剛開始還能聯絡到孩

子，但最後連照顧孩子的親屬都被關進拘留營或入獄，使得父母再也無法聯繫孩子，而他們在海外的生活也無可避免地漸

漸變成流亡。國際特赦組織近期和六位與孩子分離的維吾爾家長談話，他們目前居住於澳洲、加拿大、義大利、荷蘭、土

耳其。他們的證詞只是眾多的一小部分，背後還有許許多多的維吾爾家庭渴望與困在中國的孩子重聚。 

2021 年 3 月開始線上連署：尚未計算行動次數 

 香港  

 停止壓迫人民自由，停止《港版國安法》  

中共第 13 屆全國人大第 3 次會議 5 月

28 日下午 3 時舉行閉幕會，表決通過了《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

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

定》。國際特赦組織在 2020 年 5 月底緊急

發起全球連署，6 月 16 日與其他團體發表聯

合公開信，敦促中國放棄在香港引入國家安

全立法。台灣分會於 2020 年 6 月 21 日將台灣部分的連署遞交給香港經濟貿易文化辦事處，表達訴求。中國人大常委於

6 月 30 日上午一致通過港版《國安法》，該法於當天夜間在香港立即生效。港版《國安法》的內容不僅定義模糊，涵蓋

範圍也極為廣泛——根據該法條文，幾乎任何事都可能被視為威脅「國家安全」，而且該法可適用於地球上的每個人。

中國當局強制通過該法，卻缺乏責任考量及透明化程序：中國當局在宣布港版《國安法》的幾週內即快速通過此法，過程

完全規避了香港當地立法機關；不僅如此，當局也完全沒有對外公開條文內容，據報連港府也是在該法頒布後才知悉實際

法條規範。 

2020 年 5 月至 6 月線上連署及寫信：4000 行動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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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位香港民主派領袖遭逮捕  

2020 年 4 月 18 日，香港 15 名民主派重要領袖和社運者遭逮捕，原因為六

個多月前組織及參與「未經批准的集會遊行」。香港警方自 2019 年為了禁止和

取消大型和平示威，屢屢濫用法條模糊的《公安條例》執法，這次逮捕 15 名民

主派人士就是例子之一。香港警方逮捕之舉無疑又是一記重擊，嚴重打擊已被大

幅壓縮的和平集會自由。 

2020 年 4 月至 2020 年 6 月請支持者自行寄出緊急救援聲援信給訴求對象。 

 12 位香港人民正式於中國被捕  

2020 年 8 月 23 日，中國海警局拘捕了 12 位香港市民，並於 9 月 30 日正

式逮捕——2 人涉嫌組織他人偷越中國與香港邊境，其餘 10 人則涉嫌偷越邊

境。12 人目前已遭拘留超過 45 日，無法與家人和委任律師聯繫，極可能遭受酷

刑及其他不人道待遇，處境岌岌可危。 

2020 年 10 月至 2021 年 3 月請支持者自行寄出緊急救援聲援信給訴求對象。 

 《穿石 Surmount》香港騷動年代─抗志  

 台北 2020/6/20~2020/7/5   台南 2020/9/19~2020/12/19  

香港人民上街反對引渡條例的一週年之際，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與香港邊城青年、台灣人權促進會共同舉辦《穿石 

Surmount / 香港騷動年代─抗志》藝術展。2020 年 6 月 20 日到 2020 年 7 月 5 日在剝皮寮歷史街區展覽；2020 年 9

月 19 日到 2020 年 12 月 19 日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歷史檔案館展覽。同時也包含超過 10 場以上的座談活動。 

台北及台南觀展人次：7000 次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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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調查─全球催淚彈貿易管制不善，各地警力濫用情形漸增  

國際特赦組織於 2020 年 6 月發佈新資料，分析了世界各地不當

使用催淚彈之情形。由於全球各國進出口催淚彈管制不佳，交易往往

未受嚴格監督且多在暗中進行，導致全球各地警方極易取得催淚彈來

對抗和平示威者，示威造成的人權侵害情形因此遽增。透過國際特赦

組織的互動式多媒體網站《每個人都要了解的：催淚彈是什麼？如何

被濫用？》（Tear Gas: An investigation），可以深入了解催淚彈的

功能與效果，以及催淚彈在示威中的使用情形。網站也記錄了全球各地警力濫用事件的數量，這些濫用情形件往往導致人

民嚴重傷亡。 

 #AmnestyLive 4 場系列線上講座  

疫情肆虐的 2020 年，國際特赦組織東亞區域互相串聯，在 2020 年 6 月~7 月邀請香港支聯會、國際特赦組織軍備

專家、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藝術家分別舉辦 4 場系列線上座談。 

 

 印度─讓國際特赦組織印度分會繼續推動人權  

自 2018 年起，國際特赦組織印度分會因報導國內人權侵害，印度當局

便開始進行惡意抹黑，甚至多次突襲分會辦公室和受託人據點。國際特赦組

織印度分會遭針對的原因，似乎源自於揭露政府鎮壓人權捍衛者、鎮壓查謨

和喀什米爾地區，還有紀錄去年德里警方在德里暴動中惡行的最新報告。國

際特赦組織印度分會在該國的人權工作涵蓋廣泛，包含死刑議題、法外處

決、削弱人權工作的壓制性法律、少數民族、女性、其他弱勢族群的壓迫

等。除此之外，印度分會也致力於在國內推動人權教育。 

2021 年 1 月至 3 月線上及擺攤連署：3500 筆 

 緬甸─全國部署部隊及軍武 大開殺戒鎮壓示威  

國際特赦組織新報告揭露緬甸軍隊加劇使用在戰場上才會出現的致

命武器和致命手段，針對和平示威者及一般民眾的情形與日俱增。國際

特赦組織危機證據研究組（Crisis Evidence Lab）查證超過 50 支鎮壓時

的影片，證實維安部隊似乎是在執行預謀且有系統的戰略，包含提高致

命武力的使用。許多記錄到的殺害情形都構成法外處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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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與反歧視 

 伊朗─釋放亞絲曼  

近年來伊朗國內出現越來越多反對強制頭巾法的運動，許多女性勇敢做出反抗

的舉動，在公共場合靜靜揮舞綁在棍棒上的頭巾，或是分享自己露出頭髮走在街上

的影片。有些男性也加入這些運動，以及主動選擇佩戴頭巾的女性——因為這個運

動的重點是「選擇」：女性有權選擇自己要穿什麼，不必害怕因此受到騷擾、暴

力、威脅和監禁。亞絲曼是勇敢反抗強制頭巾法的女性，但也因此被判刑 16 年。

經過國際特赦組織全球倡議，亞絲曼上訴後刑期由 16 年縮減至 9 年 7 個月；但是

和平行使權利的人，自始至終都不該待在獄中。 

2020 年 4 月至 2021 年 3 月線上及街頭連署：21,707 筆 

 沙烏地阿拉伯─釋放納斯瑪  

根據沙烏地阿拉伯的監護人法律，女性必須先取得男性的同意才能外出以及滿

足基本生活需求。雖然近期這些法律已有所放寬，但為了終止監護人制度而奮鬥的

女性仍然被關在牢裡，納斯瑪即是其一，她一生致力為沙國女性爭取自由，提倡女

性駕駛權、強調女性有權自行處理日常生活而不用男性「監護人」同意，卻因此被

起訴。她在 2018 年 7 月被捕，並在獄中遭受不人道對待；2019 年 2 月至 2020

年 2 月期間，受到單獨監禁，完全與他人隔離。 

2020 年 10 月至 2021 年 3 月線上、擺攤及街頭連署：174,705 筆 

 阿根廷─墮胎權利  

阿根廷曾將墮胎視為一種犯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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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墮胎入罪並不能

有效減少墮胎數量，還會讓流產過程更加危險，更違反了身體自主

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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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分會的聲援高達 4 萬多筆連署，佔全球行動的 20%。在全

球倡議之下，阿根廷終於在 2020 年底通過法律，迎來阿根廷婦女

運動的勝利。阿根廷分會也特別來信致謝台灣分會。 

 美國─呼籲美國國會通過《和平法案》限制警方致命武力  

美國警方每年造成約 1,000 位民眾死亡，2019 年也不例外。《華盛頓郵報》致命武力（Fatal Force）資料庫顯示，

警方於 2019 年射殺了 1,014 位民眾。在這些死者中，黑人與拉丁裔比例極高，黑人傷亡率是白人兩倍以上。警方的最大

義務是尊重與保護性命，而美國現行法律無法反映這項原則，因此亟需改變。 美國的《警察職權行使草案》，或簡稱

2019《和平法案》，將提高執法單位行使武力的標準。此草案將禁止聯邦執法單位使用致命武力，只有在用盡其他替代

方式且為必要情形，才得以訴諸致命武力作為避免性命危險或嚴重肢體傷害的手段。這將使各州推動法律來處理警方武力

使用的爭議，並改變現行聯邦標準。 

2020 年 6 月至 12 月線上連署：186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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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Welcom》歡迎難民、移民與尋求庇護者 

 世界難民日聯合線上影展及映後座談   

 2020 年 6 月，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台灣人權促進會及 Giloo 紀實影音聯合舉辦《2020 世界難民日》線上影

展，3 部難民電影為期 30 天，並在世界難民日當天舉辦線上映後座談。影展吸引超過上千人報名在線上觀賞。 

共有 1000+人參加 

 台灣─建立難民保護機制 儘速通過拖延已久的難民法  

每年都有尋求庇護者來到台灣。他們來自世界各地，包括敘利亞、烏干達、哥倫比亞、土耳其、西藏、中國、香港等

等。台灣至今仍未有難民相關的國內法律。由於缺少這項立法，多數尋求庇護者不是被遣返，就是在台逾期停留，根本無

法在台灣享有任何合法權利。   

雖然台灣並非聯合國的會員國，因此無法批准 1951 年

聯合國《關於難民地位的公約》，但台灣早已把許多聯合國

的人權公約，透過施行法的方式變成國內法，包括《公民與

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兒童權利公約》、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因此將《難民公約》變成國內

法，也不是問題。更重要的是，台灣有義務遵守《公民與政

治權利國際公約》中的「不遣返/不推回原則」。  

我們呼籲台灣政府： 

  落實並遵守《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中的「不遣返原則」 

  保障尋求庇護者及外國人收容所中的被收容人的健康權 

  通過《難民法》 

  提供難民相關培訓給移民官、法官及會處理難民、庇護相關事務的公務員 

2020 年 6 月至 2021 年 3 月線上連署、活動擺攤：2238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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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敘利亞─為西北部人民要求援助  

敘利亞西北部的數百萬平民迫切需要食物、藥物、乾淨水源

和適當的庇護所。這裡的庇護所一直竭力滿足人們的需求，但由

於人滿為患且空間不斷縮小，流離失所的敘利亞人在此陷入困

境，持續在難以忍受的艱困條件下存活。他們需要及時和持續的

人道援助。這種令人震驚的情況，是敘利亞和俄羅斯政府軍對平

民百姓和民用物體（例如敘利亞西北部的民宅、醫療設施、學

校）進行空襲和地面攻擊的結果。在 2019 年 12 月至 2020 年 3

月期間，這些襲擊造成數十名平民傷亡，約一百萬人被迫離開家

園逃往土耳其邊境。 2020 年 7 月 10 日，聯合國安理會第 2504

號決議失效，該決議是聯合國繼續在土耳其邊境向敘利亞西北部人民提供重要援助的唯一途徑，也是絕望的敘利亞人的一

線生機，聯合國應予以延長。國際特赦組織 2020 年 8 月開啟全球連署為敘利亞西本部人民要求援助。 

2020 年 7 月至 2021 年 3 月線上連署：795 筆 

 希臘─緊急保護希臘難民  

當全世界正面臨新冠病毒（COVID-19）危機，處在希臘濱海島

嶼的難民情況每分每秒都變得更加危急。數千名年長者、患有慢性疾

病的人、兒童、孕婦、新手媽媽和身心障礙者被困在島上，過於擁擠

且情況十分危險。現在他們又得面臨新冠病毒的威脅，對於這些被困

在難民營中的人們，後果可能不堪設想。 

2020 年 4 月至 12 月線上連署、擺攤活動及街頭連署：27,000 筆 

 羅興亞  

 受困海上的羅興亞難民急需區域合作救援  

東南亞各國政府為因應新冠病毒（COVID-19）疫情，皆對國家邊境實施緊急管制。許多羅興亞船隻在馬來西亞和泰

國政府的嚴密監視下，紛紛被迫駛離海岸。儘管馬來西亞政府曾讓一艘船上岸，先前阻擋的船隻卻不計其數；而泰國政府

則尚未表示是否攔截或搜救任何船隻。COVID-19 疫情正將羅興亞難民推往更黑暗的深淵中。各國政府不應拿新冠病毒全

球大流行為藉口，放棄履行其對難民的責任。所有東南亞地區的國家都有責任確保海洋不會成為尋求庇護者的葬身之地。

孟加拉不應獨自面對這場危機，堅持履行其義務更不該是其他國家避責的藉口。2020 年 5 月 1 日國際特赦組織發表公開

信《海上的羅興亞人性命垂危》，敦促各國政府合作並立即採取行動，保護性命受到威脅的人們。任何國家或地區的措施

都需要履行政府在國際法下的職責，且尊重移民與尋求庇護者的人權。各國政府也應針對現況採取措施，解決根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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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難民參與攸關自身未來的決策  

國際特赦組織於 2020 年 4 月表示，許多年長的羅興亞難民居住於孟加拉過度擁擠的營區，他們受到新冠病毒

（COVID-19）疫情威脅，卻頻頻被人道主義行動忽視。年長者普遍在疫情中面臨較高的風險，若對他們的生存置之不

理，將可能帶來毀滅性的後果。由於語言的隔閡、醫護人員的不人道對待、以及缺乏資訊管道無從得知營區醫療服務，因

此許多羅興亞難民難以得到醫療照護。孟加拉當局為了限制難民出營活動，開始在營地的周圍修建有刺鐵絲網。2020 年

5 月，孟加拉政府將至少 300 名羅興亞男女老幼帶到孟加拉灣一座由淤泥形成的偏僻島上——巴贊查爾島（Bhashan 

Char）。然而違反這些難民的意願，將他們長期留在島上的做法構成恣意拘留，且已違反孟加拉基於《公民與政治權利

國際公約》所肩負的義務。孟加拉政府甚

至計畫再將 10 萬名羅興亞難民安置於到該

島。數十年來，緬甸羅興亞人的國籍不被

承認，他們的行動自由、獲得教育、工

作、和醫療服務的管道也被限制。但是孟

加拉政府和國際社會能藉由提倡及保護羅

興亞人的人權和尊嚴，鼓勵羅興亞人爭取

自身權利。只有在他們能為關乎未來的決

策發聲時，前述的情況才能實現。 

2020 年 8 月至 2021 年 3 月線上連署：429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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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公約(公民政治權利、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及其他議題 

 兩公約第三次國際審查影子報告  

國際特赦組織在第三次兩公約國家報告審查前，向國際審查委員會提交影子報告，本報告內容關注台灣執行兩人權公

約之狀況。國際特赦組織已於 2020 年 10 月 15 日向國際審查委員會提交了一份有關台灣執行《公政公約》與《經社文公

約》之報告。這是國際特赦組織第一次在台灣提交影子報告，也是第一次將全程參與台灣所主辦的兩公約審查。過去在

2013 年及 2017 年的兩次審查，國際特赦組織都僅以觀察員的身分參與。 

本報告中，國際特赦組織特別聚焦新冠肺炎期間的人權議題，特別是在隱私權方面；死刑；難民及庇護尋求者；臉部

辨識科技的應用與數位身分證；虛假資訊防治措施；集會遊行法以及太陽花學運判決；同性婚姻；移工權益；原住民權

益。影子報告連結：https://www.amnesty.tw/news/3607 

氣候變遷與人權 

 《在汪洋中沉默 氣候難民》線上座談   

2020 年 9 月適逢氣候罷課一週年， 2020 年 9 月 15 日台灣

分會舉辦《在汪洋中沉默 氣候難民》線上座談，以氣候變與人權

切入探討難民議題，串聯國際特赦組織紐西蘭分會，邀請遊說暨政

策經理 Annaliese Johnston 以及太平洋區域研究員 Kate 

Schuetze，談論島國男子泰提歐塔（Ioane Teitiota）的氣候難民

個案，還有紐西蘭面對難民的法律和政策。 

  熱死人聯盟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與台灣人權促進會、環境正義基金會、

綠色和平、350 台灣組成。熱死人，是氣候變遷下人權可能被侵犯

的樣貌，我們希望提升大眾對於氣候變遷和人權關聯性的認識，進

一步看到化石燃料在裡面扮演的角色，並一起加入要求政府正視問

題、建立制度保障人權。 

熱死人聯盟合作舉辦《被動旅行 - 氣候變遷與世界人權》系列

座談，2020 年 9 月 25 日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串聯菲律賓分會，

分享人權將如何受到氣候變遷影響，也分享菲律賓氣候人權捍衛者

個案。 

  

https://www.amnesty.tw/news/3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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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權利 

 巴西─呼籲全球最大肉品廠 阻止亞馬遜非法放牧牛隻  

國際特赦組織 2020 年 7 月 15 日發佈報告《森林淪為牧場》（From forest 

to farmland），其中指出巴西亞馬遜雨林保護區非法放牧的牛群，進入世界最

大肉品公司 JBS 的供應鏈。肉品公司巨頭 JBS 疏於監督非法放牧情形，未能阻止

非法商業放牧的牛群進入其產品供應鏈，因此悖離了《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

導原則》（UN Guiding Principles on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所訂之規

範，未盡到身為企業公司應有的職責及謹慎。國際特赦組織表示，根據《聯合國

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JBS 公司因提供經濟誘因導致保護區出現非法放牧

牛群之情形，助長了對保留區內原住民及居民的人權侵害。 

2020 年 7 月至 12 月線上連署、擺攤活動：2355 筆 

科技與人權 

 Facebook─停止支持越南的審查行動！  

國際特赦組織發布新報告，指出科技龍頭 Facebook 和 YouTube 淪為越南政府監控和騷擾人民的工具，而且這些公

司很可能繼續聽命高壓政府，對人權形成一大警訊。 

《讓我呼吸！越南網路言論審查及入罪化》這份 78 頁的

報告揭露了越南系統性壓迫網路和平言論的行徑，包括大規模

「地理封鎖」（geo-blocking）被視為批判政府的內容，於此

同時，政府底下的人手也會在這些平台上操弄詭計多端的活

動，騷擾用戶，讓他們感到恐懼因而噤聲。 

而這項政策應包含： 

 確保 Facebook 使用新的內容審查與社群守則政策，並明確以國際人權標準為首要基準，特別是《聯合國工

商業與人權指導原則》（UN Guiding Principles on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Facebook 若依當地法律要求而限制用戶內容，則必須提供及時、有效、透明的申訴程序。 

 確保 Facebook 採取行動，補救任何因營運而直接或間接造成的人權侵害。 

2021 年 1 月至 3 月線上及擺攤連署：2,308 筆 

  



頁 | 15  

 

COVID-19 與人權 

 世界─醫療人員遭噤聲、攻擊、暴露於危險中  

國際特赦組織於 2020 年 7 月發布報告，紀錄

世界各地醫療人員之經歷，並表示各國政府必須對因

其新冠病毒（COVID-19）防疫缺失而死之醫療人員

負責。國際特赦組織分析可用數據，揭露了全球有超

過 3000 名醫療人員因疫情死亡——該數字極有可能

遠低於實際狀況。  

國際特赦組織記錄到有醫療人員因對防疫措施提出安全疑慮而遭到報復，手段從逮捕、拘留、恐嚇、解僱皆有。在國

際特赦組織調查的國家中，研究員於至少 31 個國家記錄到醫療人員和必要工作者因不安全的工作條件而進行罷工、威脅

要罷工、以及示威的報導。在許多國家，這樣的行為遭到當局報復。舉例來說，國際特赦組織記錄到埃及於 3 月到 6 月

間恣意拘留了 9 名醫療人員，其起訴罪名為模糊且過度廣泛的「散播假消息」和「恐怖主義」。所有遭拘留的人都曾提出

安全疑慮或批評政府防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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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 

 2019 年度全球死刑報告  

2020 年 4 月，國際特赦組織發布《2019 年全球死刑報告》，顯示 2019 年相

較 2018 年整體處決人數下降 5%，為十年新低。然而即使全球死刑執行數量整體有

下降的趨勢，沙烏地阿拉伯、伊拉克、南蘇丹、葉門處決人數上升，與全球趨勢背道

而馳；而中國死刑相關數據仍屬機密，但我們相信至少上千人在中國被處決。4 月

21 日台灣分會舉辦 2019 死刑報告發佈記者會，除了邀請國際特赦組織死刑法律暨

政策遊說顧問 Chiara Sangiorgio 連線發言外，也邀請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執行

長林欣怡、作家張娟芬以及律師黃致豪在記者會上發言。 

 台灣─聲援邱和順  

2020 年 5 月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加入邱和順救援團體發

起的「為邱和順自由而騎」行動， 從台北看守所出發，沿途經

過台北市區，最後抵達總統府前召開記者會，正式將「特赦請求

書」及請求特赦線上連署名單，遞交至總統府。2020 年 5 月 21

日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將全球蒐集超過 4 萬筆的連署遞交至總

統府，表達訴求。也記錄下遞交過程，結合 「為邱和順自由而

騎」行動畫面，剪輯成影片發佈。 

與夥伴團體合辦《海旺天光─邱和順被遺忘的 32 年》展覽有 1800 位觀展人次，4 場講座。 

 《後來的我們》展覽  

與廢除死刑推動聯盟和握舉辦《後來的我們》展覽。展出來自

14 位台北、台中、台南、高雄看守所的死刑犯所創作的 21 幅書畫

作品，台中看守所的國畫老師與冤案前死囚鄭性澤也各提供一幅作

品展覽。用展覽進行公眾對話，有別於深硬的論述和研究，選擇用藝術作為媒介，期待能透過這個活動，帶起社會大眾對

於人性和人權有更多的思考。 

 《我的兒子是死刑犯》電影欣賞與座談  

 台北 2020/8/17  台南 2020/10/4  東華 2020/10/22  

在全台三地舉辦《我的兒子是死刑犯》電影座談，並邀請

到導演親臨現場，希望可以促成更多社會對話及對於死刑的正

面理性溝通及討論。近 200 人共同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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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寫信馬拉松 

多年前國際特赦組織波蘭分會發起了一個瘋狂而浪漫的行動：24 小時不間斷的寫信聲援人權受侵害的人們，如今已

經成為全球最大的人權行動盛會！國際特赦組織的「寫信馬拉松」活動每年大約於國際人權日 12 月 10 日開始進行（紀

念《世界人權宣言》於 1948 年通過），目標是幫助受苦受難、面臨人權侵害的人們或社群，並為他們帶來改變。寫信馬

拉松包含許多行動：國際特赦組織將個案告知能夠改善情況的決策者；組織示威和大眾行動以提高個案能見度；透過媒體

和網路曝光吸引國際注意。 寫信馬拉松主要活動為召集全球數百萬人書寫信件，這項國際行動往往讓官員被信件轟炸。

受酷刑者、良心犯、死囚或其他人權受侵害者，也能獲得世界各地的成千上萬人支持。人權受到侵害的人們知道自己的案

件受到大眾關注，他們知道自己沒有被世界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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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校園計畫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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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海報、

明信片、貼紙以及行動證書。 

 

 寫信馬拉松教師計畫說明會  

 台北 2020/11/13  高雄 2020/11/13  花蓮 2020/11/14  台中 2020/11/28  

舉辦四場教師說明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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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0 多所學校，1150 多位教育工作者，透過寫信馬拉松教師計畫在課堂上帶領學生思辨人

權的意涵，以實際行動捍衛人權。 

 個人寫信派對  

個人寫信派對接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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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7 人，參與個人寫信派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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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方寫信派對  

 台北 2020/11/21  台中 2020/12/12  台南 2020/12/20  花蓮 2020/12/26  

四場官方寫信活動，現場安排精彩講座、樂團表演，還有插畫家作畫。 

 

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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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304 人用自己的自由捍衛權利，達成 319,073 行動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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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報人權雜誌 

台灣分會發行台灣版人權雜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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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amnesty.tw/our-work/wire
https://www.amnesty.tw/news/1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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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培訓及小組倡議行動 

 志工培力計畫  

◆ 2020 年 05 月 02 日 2020 年度招募志工首次培訓(共 3 場) 

◆ 2020 年 05 月 23 日 倡議活動組培訓 

◆ 2020 年 05 月 24 日 讀書會：香港（《香港第一課》） 

◆ 2020 年 06 月 25 日 街聊訓練（行動山棧花）(共 2 場) 

◆ 2020 年 07 月 18 日 科技與人權個案 

◆ 2020 年 08 月 09 日 高中生人權營志工行前訓練 

◆ 2020 年 08 月 20 日 高中生人權營志工行前訓練 

◆ 2020 年 09 月 27 日 讀書會：LGBTI、同性婚姻議題 

◆ 2020 年 10 月 24 日 香港、泰國青年參與運動 

◆ 2020 年 10 月 30 日 邱和順展覽志工培訓 

◆ 2020 年 10 月 18 日 寫信馬拉松工作培訓 

◆ 2020 年 10 月 20 日 寫信馬拉松工作培訓 

◆ 2020 年 11 月 15 日 讀書會：科技與人權 

◆ 2020 年 12 月 13 日 台灣 LGBTI 運動歷史 

◆ 2020 年 01 月 10 日 志工聚會 

◆ 2020 年 03 月 06 日 志工培訓 

◆ 2020 年 03 月 13 日 志工培訓 

 小組倡議行動   

◆ 2020 年 07 月 11 日 香港小組 小組聚會 

◆ 2020 年 09 月 04 日 34 小組 《我的兒子是死刑犯》電影座談 

◆ 2020 年 10 月 22 日 東華校園小組 《我的兒子是死刑犯》電影放映及座談@東華 

◆ 2020 年 11 月 08 日 中部區域校園小組 同婚專法演講@豐原高中 

◆ 2020 年 11 月 14 日至 12 月 12 日 34 小組 《審判王信福》電影放映及座談@嘉義、台南、台東、台中 

◆ 2020 年 11 月 16 日 中部區域校園小組 彰師大高中人權教案工作坊 

◆ 2020 年 12 月 04 日 北部區域校園小組 寫信馬拉松人權展覽@台灣大學博雅 

◆ 2020 年 12 月 11 日 東華校園小組 寫信馬拉松─人權野餐@東華大學 

◆ 2020 年 12 月 21 日至 12 月 30 日 38 小組 寫信馬拉松@靜宜 

◆ 2021 年 01 月 18 日 30 小組 小組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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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教育 

 高中生人權營─大聲宣告我的自由 20120/ 8 / 22~23   

為落實人權教育，讓更多青年學子儘早認識人權，台灣分會再度舉辦高中生人權營隊，在暑假結束前夕的 8 月 22 日

及 23 日兩天邀請高中生參與，以表達自由權利、言論自由為主軸，舉辦一系列課程，包含國際特赦組織人權工作的介

紹、以身體演練帶出自由意涵的劇場工作坊、公民不服從為主題的演講、參觀二二八紀念館等，並邀請到思樂樂劇場、政

大林佳和教授、香港邊城青年等講師，共同討論表達自由的權利。 

 

 線上人權課程  

AI Academy（國際特赦組織人權學院）為國際特赦組織

人權教育團隊所開發的線上教育平台，現今已有約 20 種不同

種類的人權線上課程，主題涵蓋人權捍衛者、武器貿易、表達

自由權利、科技與人權等。台灣分會於 2020 年啟動了兩堂繁

體中文課程「人權簡介」（An Introduction to Human 

Rights）及「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與人權」(COVID-

19 and Human Rights)，供學生及一般民眾學習，共有近百

名新學員參與課程。 

 

 人權議題演講 19 場  

我們演講的足跡遍布宜蘭、台北、新北、桃園、苗栗、台中、台南、高雄、屏東；進入北一女、桃園龍岡國中、蘇澳

海事高職、新北三重高中、桃園大興高中、育達科大、靜宜大學、屏東大學、台北大學等校園；觸及海巡署、各地許多人

權輔導團、哲學星期五與英文小組演講等活動，期望盡可能地透過實際走訪與互動，讓學子、教育工作者與民眾更加了解

人權議題並一同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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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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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04 月 
〈性別及反歧視〉 

伊朗 

釋放反抗強制頭巾法的亞絲曼 

12,950 

21,056 

2020 年 05 月 24,566 

2020 年 06 月 
〈難民〉 

希臘 

緊急保護希臘難民 

24,344 

25,860 2020 年 07 月 20,954 

2020 年 08 月 20,999 

2020 年 09 月 
〈性別及反歧視〉 

沙烏地阿拉伯 

釋放捍衛女性自由的納斯瑪 

17,984 

36,238 

2020 年 10 月 23,946 

2020 年 11 月 
〈寫信馬拉松〉 

沙烏地阿拉伯 

釋放捍衛女性自由的納斯瑪 

24,995 

70,268 2020 年 12 月 35,910 

2021 年 01 月 29,086 

2021 年 02 月 
〈性別及反歧視〉 

沙烏地阿拉伯 

釋放捍衛女性自由的納斯瑪 

18,774 

24,120 

2021 年 03 月 23,814 

合計 278,322 177,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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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民人權推廣費用 3,758,884 元、性別及反歧視人權推廣費用 19,685,856 元、寫信馬拉松人

權推廣費用 19,537,048 元)委託專業公司代為執行，計 42,981,788 元由募得款支應，約佔募得款 64.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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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位活動 

 2020 自由製造親子同樂會 2020/07/11  

2020 年 7 月 11 日，台灣分會參與由鄭南榕基金會主辦的活動，在活動現場擺攤蒐集連

署。連署議題包含：「保護難民免受新冠病毒威脅」及「台灣難民法」。本次擺攤總行動次

數：150 次 

 海或瘋市集 2020/09/18~19   

台灣分會連續兩年參與東部最著名的手作市集，在活動現場擺攤蒐集連署。倡議議題包含

「呼籲阻止亞馬遜非法放牧牛隻」及「台灣難民法」。本次擺攤總行動次數：141 

 臺灣同志遊行 台北 2020/10/31  

2020 年 10 月 31 日台灣分會參與第 18 屆台灣同志遊行。參與形式別於以往，認領黃隊

花車走遊行，超過百人的隊伍中，也包含志工及小組成員共襄盛舉。除了在遊行中推廣今年寫

信馬拉松來自土耳其的個案，聲援因捍衛 LGBTI 權利面臨起訴的土耳其大學生，更安排 16 

個組織講者在花車舞台上分享其他議題。. 

 臺灣同志遊行 高雄 2020/11/28  

2020 年 11 月 28 日台灣分會首次參與高雄同志遊行。台灣分會在現場擺設攤位，以今年

寫信馬拉松土耳其個案為行動主題，聲援因捍衛 LGBTI 權利面臨起訴的土耳其大學生。本次

擺攤總行動次數：175 

 兒童人權園遊會 2020/11/14  

2020 年 11 月 14 日參加由社團法人台灣親子共學教育促進會主辦在北投公園的園遊會。

聲援 2020 寫信馬拉松沙烏地阿拉伯個案。本次擺攤總行動次數：171 

 福島十年，告別核電音樂會 2021/3/13  

2021 年 3 月 13 日參加由全國廢核行動平台主辦的《福島十年，告別核電》音樂會。連署

《【Facebook】停止支持越南的審查行動！》及《【印度】讓國際特赦組織印度分會繼續推動人

權》個案。本次擺攤總行動次數：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