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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國際特赦組織人權推廣及倡議計畫募得款使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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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1/01 至 2024/12/31 

          募款活動財物使用期間 2024/01/01 至 2024/12/31 止 

三、許可文號：衛部救字第 1121363790 號 

四、募款活動期間所得及收支：    

收入 

項目 金額 ($) 

勸募所得 59,733,379 

利息收入 121,300 

總計 59,854,679 
 

支出 

項目 募得款支應金額 ($) 

必要支出 5,470,074 

表達自由及公民空間 4,014,271 

亞太地區人權議題 889,075 

氣候變遷與人權 119,579 

平等與反歧視 2,215,732 

廢除死刑 1,046,650 

難民、移民、移工及尋求庇護者 2,234,326 

科技與人權 1,654,567 

企業與人權 275,094 

人權教育 3,770,783 

各地小組發展及青年培力計畫 759,832 

志工培力計畫 373,324 

寫信馬拉松 10,922,413 

(委外)寫信馬拉松街頭公眾人權推廣教育 5,261,894 

《彼得報》雜誌 170,352 

辦公室營運 3,079,915 

倡議及政策人事費 9,886,923 

支持者發展與維繫 7,709,875 

總計 59,854,679 
 

總計 ($) 

募款收入 59,733,379 支出 59,854,679 

利息收入 121,300   

合計 59,854,679 合計 59,854,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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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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論自由與公民社會空間 

工作成果 數量 行動次數 

記者會 1場  

展覽 1場 共8000+人參加 

真人圖書館 1場  

講座 1場  

導覽 5場  

音樂演出 2場  

連署  共1300+份 

年度人權報告 

國際特赦組織在 4 月份發布的《2023 年度人權報告》指出世界正在處於衝突加劇和國際法近

乎崩潰的時刻，並因此承受可怕後果；而高速革新的人工智慧卻在此關鍵的「選舉年」成為

種族主義、歧視和分裂的溫床。然而，面對這些不公，全球人民以前所未有的規模起身反抗

這些人權侵害、呼籲保護人權，並要求尊重我們共同的人性。 

《2023 年度人權報告》針對當今領導者和機構背叛人權原則的情形進行了嚴謹的評估。面對

日益增加的衝突，許多強權國家的行為進一步傷害了多邊主義的可信度，破壞了 1945 年首

次建立的全球秩序。 

捍衛示威特展 

捍衛示威是國際特赦組織的全球旗艦倡議，此場特展即期

望透過展覽、互動及講座，並將用來壓迫、限縮公民空間

的手段以 6 隻怪獸的意象呈現。讓參與者對當今嚴峻之人

權及和平集會權在全球倒退的現況，包含集會遊行活動受

到限制、打壓，公民空間受到嚴格管控、侵害，以及上述

侵害將如何衍伸為更全面的人權侵害有所認識，進而採取行動，共同打造一個人們能夠和平

地要求改變而不受迫害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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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亞太地區人權議題 

工作成果 數量 行動次數 

文章 8+篇  

北韓人權證詞集 1本  

記者會 2場 共70+人參加 

報導 6篇  

講座、座談 6場 共210+人參加 

展覽 1場 共350+人參加 

連署  9000+份 

台灣東南亞公民社會週 — 公民空間論壇 

台灣東南亞公民社會週於 2024 年 10 月 31 日由亞洲

公民未來協會（ACFA）主辦，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

會協辦，邀請多位來自台灣、東南亞、區域及國際組

織的重量級講者，並精心籌劃了多場邊會及場邊活

動。本次活動聚焦於近年來東南亞面臨公民空間緊縮

的危機，公民社會組織與人權工作者面臨各種型態的

打壓與威脅，致使人權工作推進受阻。 

為促進區域一同發展抵禦公民空間之策略，ACFA 在本次論壇發表與 9 個台灣、東南亞組織

共同研究報吿，分析多元性別者與組織在區域的結社自由現況與挑戰。接續 3 場論壇將依序

與東南亞女性組織者討論選舉如何影響公民社會；與台灣和區域的公民社會組織與人權捍衛

者一起探討台灣支持區域人權捍衛者的潛在角色與挑戰；最後深入緬甸政變現況，思考台灣

和其他區域內的國家能夠如何一起面對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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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移動．我城 — 港人的移動與追尋」特展 

與台南香港關注組、台南社區大學及人權志工社、台南新芽、

台灣人權促進會南部辦公室合辦、港人與 6 五 3 協力策劃的「移

動．我城─港人的移動與追尋」特展在 2024 年 8 月 30 日在台南

沙鷗書屋開展。國際特赦組織在台南舉辦香港議題的展覽已邁

入第三年，2024 年想透過這個展覽讓大家認識到，港人離開香

港，或是想再回到香港，會遇到什麼狀況，以及如何找到可以

讓自己安頓好、落地生根的家。除了靜態展覽，本次特展也舉

辦了 1 場開幕記者會與 4 場系列活動，活動包含講座、走讀、電

影放映座談，共計吸引超過 400+人次的參與與觀展。 

根據內政部移民署統計，2024 年上半年累計有 2,000 位以上的港人在台得到居留許可，尤其 

2020 年及 2021 年，人數都高於 1 萬人以上。但從統計數字中發現，港人在台獲得居留許可

的數字正在逐年下降，體現了港人目前在台灣申請定居可能會遇到的各種困境。國際特赦組

織長期都有在關注香港人權狀況，也有提出對香港基本法 23 條的立法建議及公開諮詢，卻被

香港政府定位為反華、反政府組織所以不予採納，很明顯地香港政府非常忽視國際的呼籲，

但我們希望透過國際的力量，可以加強對中國及香港政府的呼籲，並支撐港人離散社群。 

中國｜六四 35 週年「追求民主，無畏無懼」紀念晚會 

為紀念六四事件，於 5 月 23 日參與華人民主書院協會主辦之記者會，並於 6 月 4 日當天，與

華人民主書院協會、香港邊城青年等在台港人組織和台灣組織合作，在中正紀念堂民主大道

擺攤、設置紀念燭光區，邀請支持者共同點起燭光、保護六四記憶，聲援因和平紀念六四事

件而遭逮捕的人們。本次攤位也延續去年的行動，推廣為前香港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發起的

連署，呼籲民眾一同加入聲援，支持自由與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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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自由六月 2024 台北遊行 —— 「捍衛民主 台港同行」 

與眾在台港人組織和台灣組織共 18 個團體，於 2025 年 6 月 9 日聚集在台北市遊行，從多次

舉辦香港集會的自由廣場牌樓集合，出發前往西本願寺進行集會。約有近六百名在台港人及

支持香港的台灣民眾的參與集會遊行，沿途仍不斷有路人加入遊行。本次遊行在台港人們首

次使用了「自由六月」的概念，希望把 2019 年 6 月「反送中」這場抗爭的意涵進一步延

伸，成為香港、台灣，乃至世界各地港人堅持抗爭、渴望自由民主的象徵。 

北韓｜脫北者系列活動 

 10 月 19 與 20 日，本會分別在台北和台南舉辦「你不知

道的北韓：讓脫北者面對面告訴你」講座，邀請國際特赦

組織韓國分會北韓專家崔在勳與脫北者趙恩實來台，分享

韓國分會對北韓人權議題的行動與計畫、近日北韓重大的

人權侵害議題、脫北者過去在北韓的生活與親身經歷，以

及第一手觀察到的當地人權現況。本會亦從韓國分會編纂的北韓人權證詞集《60+ Voices》

精選出 25 則故事，翻譯成中文版本《我在北韓的生活》，包含教育、拘留設施與不人道待

遇、社會、職場、監控生活、經濟等 6 大主題，邀請讀者一探北韓神秘面紗下的人權現況，

並一起思考國際社會能發揮的作用。除了實體書籍，我們也提供電子檔供民眾申請。 

 

緬甸｜羅興亞青年行動者蒙・薩都拉安全抵美 

羅興亞青年蒙・薩都拉（Maung Sawyeddollah）2017 年因緬甸軍

方針對羅興亞人的「清洗行動」，被迫逃至孟加拉的科克斯巴札爾

（Cox’s Bazar）難民營，並在那邊持續面臨人身安全的風險。 

透過寫信馬拉松和其他倡議行動，國際特赦組織、其他團體和薩都

拉共同倡議人權，也竭盡全力確保他的安全。終於，在 2024 年 8 月

19 日，薩都拉安全抵達美國紐約，並將成為紐約大學的國際學生，繼續接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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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教育工作者獲釋 

Ahmad Fahim Azimi 和 Seddiqullah Afghan 是阿富汗教育組織 Fekre Behtar 的教育行動

者。 2023 年 10 月 17 日，他們被塔利班情報總局以不明原因逮捕，在關押審訊 72 天後送

往 Pul-e-Charkhi 監獄監禁，受到酷刑及其他虐待，家人無法探視，也無法獲得法律支持和

醫療照護。  

國際特赦組織於 2024 年 2 月發起倡議行動，持續透過信件、社群媒體倡議向塔利班當局施

壓，呼籲當局盡速釋放他們。 4 月，Seddiqullah Afghan 因開齋節特赦獲得釋放。而 Ahmad 

Fahim Azimi 在監獄裡度過 11 個月後，最終因缺乏對他不利的證據而於 9 月 26 日獲釋。  

三、 氣候變遷與人權 

工作成果 數量 

記者會 1場 

審查會議、交流會議與拜會 4場 

座談 1場 

氣候變遷需要被理解為一種不正義，就像其他人權侵犯議題一樣，是由一小群有權力的人採

取行動，對另一群人——也就是我們其他所有人——造成傷害的結果，尤其是本來就處於邊

緣與弱勢的人們，像是原住民族、老人與兒童。 

為了實現「氣候正義」，我們一方面著眼於汰除化石燃料這個氣候危機的根本成因，要求政

府與企業加速遏止氣候變遷的行動；另外一方面也關注氣候變遷如何導致不平等的擴大，要

求氣候行動符合公正轉型原則，以免造成新的人權風險。 

求台灣政府將 2030 年減碳目標設定為 24±1% 提高至 IPCC 建議的 42%，停止將減碳責任

轉嫁到下一代，提高期間化石燃料的開採、使用、排放所造成的環境汙染與溫室氣體排放，

提高氣候行動失敗的風險。參與環境權保障基金會舉辦 

在能源轉型趨勢下，電動車與儲能對於鋰電池需求大幅增加，導致全球市場對於鈷、鋰、

鎳、銅的需求大增，這些礦產開發導致的迫遷與環境侵害問題，也是國際特赦組織長期關注

的公正轉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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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協同總部企業與人權團隊來台，發表《為人權充電：電動車人權盡職評比報告》報告，

揭露與分析全球前 13 大電動車製造商的人權盡職調查，廣邀利害關係人參與，並與台灣在

地人權與環境團體討論區域供應鏈的人權治理議題；拜會立法委員，遊說台灣在公正轉型與

盡職調查方面的政策與法規加入更嚴謹的供應鏈治理規範。 

四、平等與反歧視 

工作成果 數量 行動次數 

文章 35+篇  

影片 1支  

聲明 3篇  

策略性訴訟 1起  

記者會 5場  

研討會、公聽會與交流會議 10場 共1000+人參加 

展覽 1場  

多元類型活動 9場 共400+人參加 

遊行與市集 3場  

連署  共4900+份 

「歧視」嚴重侵害了人類的核心價值，使得世界持續承受著不平等帶來的人權迫害。許多地

方的法律仍存在著否定女性、LGBTI 族群與原住民的法律、政策、習俗、和理念，將女性、

LGBTI 與原住民視為次等公民，縱容針對婦女、LGBTI 族群與原住民群體的暴力，否定其身

體自主權、性與生殖權利等。國際特赦組織致力於改善現狀，持續消彌針對女性、LGBTI 族

群與原住民的歧視與不平等待遇。  

性與生殖健康權利的正義與維護 

每年的 8 月 14 日為「國際慰安婦紀念日」，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於當日出席記者會，呼

籲社會大眾正視歷史與戰爭中性暴力的問題，並將「慰安婦」事件定位為對女性人權的嚴重

侵害，記載於國史與歷史書籍中，實踐揭露真相、轉性正義與女性人權保障的國家責任。除

此之外，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也與婦女救援基金會共同舉辦「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導

覽暨寫信行動」，透過館內的常設展覽、歷史文獻、照片、見證者的口述歷史等，來向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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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慰安婦」制度的起源、運作與對受害者的衝擊，一同來理解

這段歷史背後的人權與正義問題，並激發大家對於女性處境與和平

的深刻省思，同時持續關注戰爭與武裝衝突造成的性暴力問題。國

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也於導覽結束後響應美國分會舉辦的「墮胎權

／人工流產寫信行動」，邀請民眾一起透過寫信的方式，呼籲美國

選民在相關法案中投下贊成票，以實際行動保障女性的身體自主

權，最後本會共寄出 42 封信，不僅是亞洲唯一參與的分會，也成功於亞利桑納州保障墮胎權

／人工流產的投票中獲得了勝利。 

法務部 10 月 29 日預告將修提高墮胎罪罰金，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因而受邀出席由婦女新

知基金會與台灣女人連線主辦的「法務部無視性別平等！刑法墮胎罪早該廢了！」記者會，

並與生育改革行動聯盟、社團法人台灣不會教小孩行動聯盟、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台灣

性別平等教育協會、台灣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南洋台灣姐妹會等團體代表共同發聲反對人

權倒退式的修法，會後法務部隨即撤回墮胎罪草案預告，守住懷孕者的生育自主權。 

消弭制度性不平等：邁向保障女性、LGBTI 群體、原住民族與非公民的交織性正義 

 2024 年 1 月 11 日原住民族人權捍衛者自發的「以我的族名呼喚我行動小組」在近 3 年的纏

訟後取得「單列族名」的勝訴判決，除了 2023 年底的記者會外，也邀請到國際特赦組織台

灣分會加入聯合聲明，此外我們也持續透過如網路投書督促政府應依循《原住民族權利宣

言》與《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ICERD），以利確保原住民族得以按照其習俗

和傳統來命名，同時更與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人權與法理學研究中心、臺灣法實證研究資

料庫、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協辦 4 月 17 日「以我的族名呼喚我：單列族名運動的正名追

求與法律挑戰」講座，最終得以促使立委正視此題質詢原民會，終於 5 月 14 日三讀通過

《姓名條例》修正草案，回復原住民族人的自決與自我命名權。 

此外因應 4 月《ICERD》首次國家報告的國際審查，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除了在國際審查

會議前 3 月 14 日偕同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共同舉辦公約培訓線上研討會，亦提交平行報

告與問題清單平行回復，於 4 月 22 日至 26 日正式審查期間針對移工、跨國同性伴侶以及移

民、難民和尋求庇護者提出政策改革建議，爾後也加入由民間團體發起的審查會後民間記者

會，確保有責當局正視國內法規與國際人權標準的差距，其中由國際人權專家所組成的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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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委員會提出的結論性意見與建議中，也包含了我們提出針對申訴救濟制度的疑慮，爾後

移民署據此邀請學者專家包含我們參與「《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62 條及相關辦法精進會

議」，針對現行種族歧視的申訴救濟制度提供政策修法建議，以利強化救濟權利的平等、及

時與可及性。 

同樣呼應《ICERD》國際審查結論性意見與建議中立法全面性反歧視法的建議，行政院人權

及轉型正義隨於 5 月 2 日預告草案，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亦於 5 月 13 日草案交流會、5 月

16 日台中場（青年代表）、27 日高雄場以及 29 日台北場的草案公聽會，針對反歧視法草案

提出建議，並與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和彩虹平權大平台於 8 月 23 日共同舉辦「反歧視法

國際論壇」與 3 場 NGO 周邊會議，邀集國內外專家、公部門以及公民社會團體代表，一同

商討反歧視法法制化的展望，更進一步領協多個公民社會團體代表拜會立法委員，督促政策

制定者奠基於預告草案版本之外，多方納入不利處境群體的意見。最後，我們也受教育部國

民教育中央輔導團人權教育議題分團邀請，於 11 月 15 日南區研討會進行「反歧視法與人

權」的專題講座，針對教師分享反歧視法的立法進程與展望。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透過持續與全世界各國分會的戮力合作跨國監督性別人權，將世界五

大洲的 LGBTI 發展梳理出來，除了慶祝泰國同性婚姻、南韓與日本的進步，也呼籲社會大眾

關注各地跨性別權益的倒退，或是部分國家的反同立法狀況，並透過網路連署的方式，期許

更多人加入人權推廣的行列。奧運期間，我們也特別報導法國對伊斯蘭信仰女性的頭巾禁令

問題，以及回應惡意的社會輿論對拳擊好手－台灣的林郁婷、阿爾及利亞的克莉芙（Imane 

Khelif）的負面攻擊，讓大眾能夠看到體育競賽中的歧視與不平等現象，並持續關注平權發

展。 

南方點亮燭光：強化性別團體網絡與倡議推廣 

繼 2023 年首次推出即受好評後，2024 年五個南部組織再度共同推出

性別議題系列活動。活動期間從 3 月至 6 月，共計舉辦 3 場講座、1

場電影播映座談與 2 場繪畫工作坊，議題形式與內容豐富，不只有講

座，還有電影播映座談與繪畫工作坊，讓南部民眾有機會用不同的視

角認識多元性別議題。系列活動包含：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南部辦公室

以跨性別為主軸，邀請跨性別講師出席分享在工作、公共空間使用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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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現場的處境；台南新芽則以淨零碳排內容為主題，探討女性如何在過程中被培力與賦

權。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選擇在台南真善美戲院，包場放映榮獲英國獨立電影獎 13 項大獎

提名《藍色的你》，希望透過電影讓民眾思考校園中的性別友善問題；而台灣人權促進會南

部辦公室辦理的講座，則是讓民眾有機會談論性產業和共處的周遭居民。最後，高雄婦女新

知協會本次與刺青師聯手合作，辦理身體繪畫工作坊，以繪畫媒材為引，讓參與者理解、欣

賞與接納自身的身體議題。 

LGBTI 權益大步走：跨越國界與深入在地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今年首次與台灣伴侶權益推動

聯盟合作，支援人權捍衛者提出策略性訴訟，捍衛中

國與台灣籍同性伴侶的婚姻自由與家庭團聚權，並於 8

月 7 日迎來部分勝訴的判決，期間我們除了舉辦記者

會與「不能結婚的日子，怎麼過？兩岸同婚說明會暨

聚會」外，亦與多個性別人權團體共同拜會行政院與

陸委會來共商解方，終於 9 月 19 日促使陸委會承認中國與台灣籍同性伴侶於第三地登記的

合法婚姻，分進合擊透過司法救濟的策略性訴訟、公民社會團體拜會遊說與公開講座取得部

分進展的人權勝利。 

2024 年 5 月 25 日，我們參與同婚五週年紀念市集，除了一同慶祝台灣 LGBTI 權利的發展，

也持續推廣對國際社會平等與不歧視的關注。2024 年 9 月開始，我們與台灣原住民族青年公

共參與協會、臺灣原住民同志聯盟共同舉辦了「原住民 X 同志身分交織下的生命故事」3 場

系列講座，分別從男同志、女同志、跨性別的身分中，思考其與原住民交織下的處境，並由

講者親自現身述說曾經面臨的交織性歧視經驗，來省思現行法律體制的不足、《反歧視法》

的需求，以及想像平等與共融的社會發展。講座後也介紹肯亞彩虹難民連署，讓民眾可以透

過個人的力量，一同參與人權改變。 

2024 年 10 月 25 日是第六屆跨性別遊行，國際特赦組織向來支持 LGBTI 權利發展，並將跨

性別權益納入在我們的人權倡議行動中，如 2017 年的寫信馬拉松，就呼籲全球行動者加入

我們的行列，呼籲芬蘭當局改善性別變更程序，尊重每個人的人權。而台灣分會也持續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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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頭，期許提供給跨性別族群最大的勇氣與支持，支持免術換證、反對任何歧視，今年更有

亞太區分會的夥伴一同加入、高舉標語、呼喊口號，壯大我們支持人權的聲音與力量。 

10 月 26 日，我們也加入第 22 屆臺灣同志遊行的協辦，持續向社會大眾倡議 LGBTI 權利。

在遊行的花車上，我們不僅講述彩虹難民、反歧視法、捍衛示威、廢除死刑等議題，更邀請

到許多友團分享自身關注面向，擴大我們的議題空間，同時亞太區分會的夥伴也加入我們的

行列，讓世界看到台灣、讓台灣走向國際。而在市集上，我們也向民眾介紹保護肯亞彩虹難

民、反對俄羅斯反同立法的連署，呼籲大家一同關注世界各地的人權發展，並用自身的力量

來促進人權改變，希望終有一天沒有人受到歧視，並能享有自由平等的生活。 

11 月 23 我們參與了第 15 屆高雄同志大遊行，把人權推動的力量帶到台灣南部！遊行過程中

我們高舉手舉牌、講述反歧視法議題，期許社會大眾能關注立法進程，一同支持沒有歧視的

社會發展！市集上我們也介紹 LGBTI 權益的相關連署，將人權議題的關注推廣到台灣各個角

落。 

五、廢除死刑 

工作成果 數量 

全球報告 1 篇 

報告發佈座談會 1 場 

展覽 1 場 

記者會 1 場 

聲援行動 2 場 

2023 年度全球死刑報告 

廢除死刑是國際特赦組織的工作目標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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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沒有確鑿證據顯

示，死刑能更有效防止犯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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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ho Iran / Middle East Images / Middle East 

Images via A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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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另外，死刑經常遭到濫用，或用來消滅政治異議人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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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於 2024 年 5 月 30 日舉辦「2023 全球死刑報告發布座談會：處決國

家創新低，死刑違背國際趨勢」。本次報告指出 2023 年死刑執行數最高的 5 個國家為中

國、伊朗、沙烏地阿拉伯、索馬利亞和美國。伊朗一國就佔了有紀錄的死刑執行總數的

74%，沙烏地阿拉伯則佔了 15%。索馬利亞和美國在 2023 年的死刑執行數有所增加。另

外，2023 年全球新增的死刑判決數增加了 20%，總數為 2,428 件。在一些國家，支持死刑

的言論似乎有所增加，以安撫公眾，儘管缺乏證據表明這種懲罰具有獨特的威懾作用。然

而，2023 年也有一些正面進展。2023 年僅有 16 國執行死刑，是國際特赦組織有紀錄以來的

最低數字。截至今日，全球已有 112 國完全廢除死刑，共 144 國在法律或實務上廢除死刑。 

國際特赦組織總部秘書長阿格妮斯・卡拉馬爾（Agnès Callamard）2023 年訪台時，曾與台

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林欣怡執行長探視一同探視國際特赦組織所聲援的死刑犯邱和順與王信

福。她也表示台灣可以成為區域中的領袖，但必須繼續在移民、難民、死刑等關鍵領域取得

實質的進展。台灣必須採取措施，充分保障《禁止酷刑公約》和聯合國其他核心人權公約所

載的權利。 

《後來的我們：鐵窗下的每一天》展覽 

與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及臺中市林李娥

教育基金會共同舉辦的《後來的我們：鐵窗下的每一天》展覽及

系列講座，以死刑犯為主體，透過展示的書信、畫作、每日作息

以及等比例的模擬舍房空間，讓觀眾窺見死刑犯的生活，體會他

們作為「人」也有的感受，理解他們對於尊嚴的渴望。此外，本

展覽亦呈現遭死刑傷害的冤案當事人故事與死刑犯親友的心聲，

提醒社會大眾死刑的危險性。 

 

展覽其中一個展區，是希望民衆在了解台灣死刑現況之後，可以打開視野、放眼未來。透過

國際特赦組織特別邀請新加坡攝影師 Piero Zilio 與 Asyraf Abdul Samad 展出他們的作品，他

們拍攝三位已遭執行的新加坡死囚（其一為馬來西亞籍），以及星馬兩國人權團體為廢除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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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進行的倡議行動。此外，國際特赦組織也以圖表動畫展示自 2009 年以來全球各國死刑廢

除的趨勢（目前已經超過 140 個國家廢止或停止使用死刑），並回顧台灣這十餘年的重大案

件和社會事件。我們用這種從微觀到鉅觀的視野，邀請大家透過展覽這樣的方式，以及展覽

中多元的展品設計與感官體驗，更全面且深入地去認識死刑制度的本質。我們真的可以放棄

死刑，選擇更好的方式面對犯罪和社會問題。 

聲援邱和順、救援王信福 

邱和順救援大隊以及王信福救援大隊分別在 2024 年 2 月 4 日及 2 月 5 日來到嘉義年貨大街

和台北大稻埕舉辦記者會，並快閃發放「信福和順」春聯給大家。除了拜年，祝大家新年快

樂、幸福和順之意，也希望再次邀請大家不要遺忘正在死牢中等待救援的王信福與邱和順兩

件死刑案件。 

王信福與邱和順是國際組織長期關注的死刑案件，而台灣的死刑制度與衍生的問題不僅受到

國內民眾的關心，在 2022 年第三次兩公約國際審查中，國際專家也不遺餘力地再次敦促台

灣政府全面廢除死刑、殘酷與不人道待遇，並盡全力保護所有人民的尊嚴與生命安全。國際

特赦組織台灣分會長期針對死刑議題進行倡議，並辦理許多活動和行動，目的就是要讓更多

人知道死刑制度的殘酷、死刑對基本人性尊嚴的抹滅和對權利的侵害。因為沒有任何一個體

制能夠絕對公正、一致而且毫無破綻地決定個人的存亡。此次記者會舉辦在象徵團聚的除夕

前夕，就是希望敦促政府能落實人權義務，讓王信福可以盡快平安回家。 

六、難民、移民、移工及尋求庇護者 

工作成果 數量 行動次數 

文章 30+篇  

講座、電影映後座談 4場 共100+人參加 

走讀活動 1場 共20+人參加 

快閃行動 5場  

連署  共6000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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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工議題系列活動 

總共辦理 5 場活動，分別為 2 場講座、2 場映後座談、1 場走讀，總

計約 100 人參與。以多樣化的活動性質，從不同面向、角度向大眾分

享移工議題，引領大眾從「家」的角度切入，了解移工在台灣的工

作、生活現況，並探討、省思移工與人權之間的關係。 

 

難民議題：呼籲俄羅斯終止侵略並保護烏克蘭平民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在烏俄戰爭兩週年前夕，至莫斯科

台北經濟文化協調委員會駐台北代表處前召開「烏俄戰爭

兩週年」記者會，與在台烏克蘭人 Alex Khomenko（何曼

柯）及台灣公民團體共同呼籲俄羅斯立即終止侵略、保護

烏克蘭平民、立即釋放因反戰而遭捕與起訴的人民；同

時，也呼籲台灣政府重視難民及尋求庇護者人權。 

要求各方停火以結束平民的苦難；終結以色列對加薩巴勒斯坦人的種族滅絕 

 3 月 21 日國際消除種族歧視日，本會前往駐台北以色列經濟文

化辦事處前，向以色列政府呼籲停火，阻止加薩不斷上升的死亡

人數，並廢除針對巴勒斯坦人實施的種族隔離制度，解決這場衝

突的根源；同時要求巴勒斯坦武裝團體各方立即停火，並釋放所

有人質；與各國必須停止供應武器軍火。3 月 24 日，國際特赦

組織受邀出席《我拒絕成為共犯》聲援活動，與關心人權的民間

團體與民眾，一同要求以色列政府與各方衝突團體立即停火、確保人道救援，也呼籲台灣政

府與企業採取行動，拒絕成為戰爭罪共犯，並在今年通過難民法，保護所有來台的尋求庇護

者。4 月，本會在台中舉辦《結束加薩危機的國際動員》，介紹聯合國大會、國際法院與他

國法院等國際社會，正為了調解衝突做出的努力。本會也前往台南舉辦《國家也會被告？國

際法院如何遏止加薩危機》，和民眾一同從國際法的角度，認識如何透過國際的共同力量，

遏止人權侵害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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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難民日當週，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舉辦《交響狂人 Crescendo》以巴衝突議題電影放

映座談，談論以色列長期在巴勒斯坦佔領區進行的種族隔離政策，並邀請來自加薩的巴勒斯

坦 

學者 Hazem Almassry 擔任講者，透過自身經驗分享巴勒斯坦的人權現況，從巴勒斯坦的視

角探討以巴衝突。 

12 月 9 日緬懷滅絕種族罪受害者、受害者尊嚴和防止此種罪行國際日，本會呼籲以色列停止

種族滅絕，以及各國立即停止武器軍事援助，勿成種族滅絕共犯。 

七、企業與人權 

工作成果 數量 

文章 2篇 

政策建議書 2篇 

記者會 3場 

採訪 1場 

研討會、公聽會與交流會議 5+場 

講座、座談 6場 

政府有責，企業盡責—消除供應鏈負面人權影響 

「企業與人權」強調企業應辨識、預防、減緩並終止其營運對人權造成的負面影響，同時突

顯法律規範、國家監督機制與救濟管道的重要性。近年來，國際社會逐步將原本屬於軟法性

質的人權暨環境盡職調查轉化為具有法律約束力的規範，並將企業責任擴及整體供應鏈活

動。 

本分會透過多元管道積極參與相關政策推動： 

企業與人權國家人權行動計畫 

我們密切追蹤新版《企業與人權國家行動計畫》草案進展，除提交具體建議外，並參與焦點

團體會議、公眾諮詢與公聽會，其中多項建議已獲主責機關採納。同時也持續關注《台灣供

應鏈企業尊重人權指引》草案發展，積極提供建言並參與諮詢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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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供社會、政府與利害關係人溝通平台，作為「台美貿易監督聯盟」一員的本會，共同舉

辦了台美貿易專題座談，邀請到立法院黨團發言人、談判代表團隊、漁業署、勞動部與國家

人權委員會等單位與會，討論台美貿易協定納入人權條款對消除供應鏈強迫勞動的重要性。

此外，與夥伴團體合作舉辦四場企業與人權系列講座，內容涵蓋歐盟盡職調查指令影響、人

權影響評估，OECD 如何規範企業落實其責任，邀請到國際專家分享全球企業與人權法規與

治理措施的最新進展，參與者涵蓋政府部門、企業界、學術界與非政府組織。 

在具體行動方面，本會與外籍漁工聯盟於行政院舉辦年度的「防制人口販運國際工作坊」前

共同舉辦人口販運問題記者會，呼籲政府與企業落實 ICERD 與兩公約，強化對外籍漁工權益

的相關防制措施，消除種族歧視。另外，針對台灣進口俄羅斯燃煤，本會也與國際組織以及

在地團體合作，舉辦俄羅斯煤炭議題記者會。俄羅斯是化石燃料的主要生產和出口國，同時

也是溫室氣體排放量最高的國家之一。而礦產開採過程所導致的空氣汙染、遺留的尾礦更含

有多項濃度不一的放射性物質，都對當地居民的健康產生嚴重的危害。本會與跨國團體們呼

籲經濟部、台泥與台電執行人權盡職調查，減少煤礦採購使用，落實淨零排放政策。而這項

倡議促使台泥承諾停止進口俄羅斯煤炭。 

同時，我們持續就貿易與企業人權議題拜會立法委員、勞動部、環境部與漁業署等單位。透

過與國際組織合作，我們為台灣企業提供改善建議，提升企業問責意識，並與知名服飾品牌

探討改善移工處境的企業責任。 

總部企業與人權團隊訪台 

我們從貿易角度探討政府如何透過條約或協定提升國內人權保障，促使企業重視國內外人權

議題。同時追蹤國際立法趨勢，分析國外法規對台灣企業的影響。此外，國際特赦組織長期

關注鈷礦礦業開採造成的迫遷與環境侵害問題。在能源轉型趨勢下，電動車與電池需求增

加，正視其已發生與潛在人權影響迫在眉睫。透過總部企業與人權團隊來台，我們針對電動

車供應鏈與公正轉型議題舉辦座談，廣邀利害關係人參與，並與相關委員討論台灣在公正轉

型與盡職調查方面的發展。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8%A1%8C%E6%94%BF%E9%99%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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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科技與人權 

工作成果 數量 行動次數 

政策建議書 1 篇  

採訪 1 場  

研討會、公聽會與交流會議 1 場  

講座、座談 2 場 共 50+人參加 

展覽 1 場 共 700+人參加 

「你給我看！」Big Other 無所不在的科技監控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邀請知名藝術家 Pierre & Marie 與加拿大非營利組織 EXMURO art 

public 合作，將複雜的臉部辨識議題轉化為逗趣的公共藝術裝置，呈現在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的外牆上，引起許多路過民眾的關注。於展期間，也舉辦了一系列相關議題的講座，讓更多

人了解科技監控、臉部辨識，並加入全球性的連署活動，要求全球政府立即禁用人臉辨識科

技。 

第一場講座邀請到《監控國家》譯者李易安老師、資訊法及數位人權專家林昕璇老師與國際

特赦組織台灣分會邱伊翎秘書長，從不同角度探討科技監控的發展及應用，以及這些技術對

於人權的影響。 

第二場講座邀請 BigOther 創作者 Pierre & Marie、

同時是藝術家也是政治受難者家屬的蔡海如老師，

以及專精科技藝術創作的羅禾淋老師，從各自創作

觀點出發，談談自己如何從社會汲取靈感，其作品

是如何與特定社會現象或科技監控議題對話。 

數位人權需提升：從網路仇恨言論、數位平台缺乏治理到人工智慧興起 

隨著各類錯假消息、數位性別暴力、網路歧視或仇恨言論的快速傳遞，台灣超大型數位平台

缺少法制與人權治理機制的問題再次引發關注。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持續與公民團體、科

技社群、專家學者、政府部門交流，透過受訪說明數位平台推動成癮的商業模式負面影響兒

少心理健康等問題，並藉由國家人權行動計畫辦理情形追蹤會議及《ICERD》國際審查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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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建議，呼籲政府應訂定全面性防制網路仇恨言論的政策綱領與行動計畫，盡快立法要求

超大型數位平台設置人權治理機制，以更周全數位世界的言論自由、隱私權、平等權等人權

保障。 

隨著人工智慧技術的快速發展，對人權的衝擊已然浮現，相關治理與人權保障開始為國際所

關注。2024 年 7 月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提出「人工智慧基本法」草案，國際特赦組織台灣

分會參與多場相關會議，與各方討論草案於人權保障上缺乏具體救濟與監管措施等狀況，期

盼各方加強對人權之關注。也於國家人權行動計畫辦理情形追蹤會議，建議數發部應就人工

智慧相關人權議題蒐集意見，提出立法參考，以完善「人工智慧基本法」草案之不足。 

九、人權教育 

工作成果 數量 行動次數 

30 週年口述歷史計劃 16 位訪談紀錄 

9 部口述歷史影片 

 

30 週年展覽計畫 1 場展覽 

1 場開幕式 

4 場講座 

10 場導覽 

共 13000+參加 

 900+互動次數 

全台校園演講 暨 

《Amnesty 前進校園》 

85+老師申請/邀約 

52 所學校 

65 次入校 

3000+ 學生 

全台校園演講 28 場議題講座  

人權桌遊 35 場  

校園擺攤 2 次  

線上教師讀書會 1 場 16 人參加 

教師難民工作坊 1 場 6 人參加 

教師人權教育電子報 10 期 26000+次寄送 

人權教材租借 6 套 650+次租借 

人權圖書館 530+本藏書  

人權讀書會 2 場 共 33 人參加 

人權擺攤 8 場 1700+次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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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口述歷史暨 30 週年「暗夜燭光」特展計劃 

1961 年，一名英國律師彼得．班納森為不義判決挺身而出的初心，誕生了國際特赦組織。隨

後在全球各地發起聲援人權的行動，包含針對當時處在威權統治時期的台灣。1994 年，曾受

聲援的台灣人延續這份理念，成立了台灣分會，使台灣也成為全球人權運動的一部分。2024

年，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在台灣推動人權 30 年。 

本次展覽以「暗夜燭光」為主題，先後於 2024 年 6 月 19 日至 7 月 14 日與 7 月 26 日至 9 月

4 日在台北與台南兩地展出。展覽名稱的靈感來自國際特赦組織的創始人彼得．班納森引用

的名言「與其詛咒黑暗，不如點亮蠟燭」，透過無數個微小的行動串連，點點星火也可以匯

集成驅散黑夜的「暗夜燭光」，而這也是台灣分會推動人權 30 年以來的縮影。 

本計劃完成資料爬梳與整理，包含台灣分會現有資料、相關專書及研究列表、國家機關與其

他文史資料館藏單位檔案、國內歷年新聞資料、國際特赦組織年度報告台灣部分等等，並編

寫台灣分會大事記。在展覽上，我們呈現台灣白色恐怖時期與台灣分會相關史料，述說國際

特赦組織救援台灣良心犯、台灣分會成立並始進行全球救援、倡議與人權教育的發展軌跡，

並搭配口述歷史訪談與影像拍攝，保存其歷史記憶與個人生命故事。一共完成了深度訪談紀

錄 16 位、9 部口述歷史影片，以及舉辦 1 場展覽開幕式、4 場講座和 10 場導覽，達總觀展

人數 13000+，互動次數 900+。 

家庭及校園人權教育計畫  

2024 年，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在全台各地，共前往 52 所學校，入校達 65 次。這些申請

學校的所在地區，除了遍布六都，也包含新竹、苗栗、彰化、南投等地；並且，我們第一次

前往離島——澎湖的 5 間國中小，帶領學生們玩《阿姆內斯提大冒險－人權倡議行動桌

遊》，學生們在玩桌遊的過程中，化身為人權行動者，付諸行動解救世界各地人權被壓迫

者，從中了解到這些真實案例和人權受侵害的影響，以及如何付諸行動來達成改變。 

《Amnesty 前進校園》演講主題包含：《難民與人權》、《從國際視角看言論自由》、《撇

開歧視與認識多元》、《寫信馬拉松》；桌遊工作坊包含：《阿姆內斯提大冒險》、《敘利

亞難民桌遊體驗：穿越邊界》。校園擺攤因考量人力有限，已於 2024 年 6 月從《Amnesty 

前進校園》專案中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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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統計，桌遊工作坊的兩個主題《阿姆內斯提大冒險－人權倡議行動桌遊》、《敘利亞難

民桌遊體驗：穿越邊界》，和《寫信馬拉松》是前三名的熱門主題。透過教師們的回饋，我

們觀察到教育工作者多數希望學生們能以體驗式教學來認識人權議題，提供學生們感同身受

的機會，進而將人權實踐於生活當中。因此，在講座形式的各式主題中，我們也提高世界各

地（包含台灣）的案例內容和相關影片的比例，來增加學生們的體會。2024 年，我們總共接

觸到 3000 位以上的學生，也蒐集了 855 位學生的回饋。 

線上教師讀書會 

為了嘗試與教師們建立深入連結，以利未來合作，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嘗試以不同的活動

和專案，與教師們增加互動交流。2024 年 7 月，本會舉辦線上教師讀書會，因應近年來校園

歧視事件仍在持續發生，本次的主題訂為歧視議題，我們邀請講者朱家安為我們導讀《善良

的歧視主義者》一書。多數參與的教育工作者們在開場互動時表示，希望透過此次讀書會，

了解如何帶領學生們探討歧視，而非使用訓斥的方式，以防造成反效果。本場讀書會中，導

讀人朱家安除了介紹書中的內容，也提供四到五種的方式說明如何帶學生們討論歧視議題，

這幾種方式的主軸都在強調「不對稱的權利」，讓參與教師們可以運用對比，使學生發現社

會上不公平的地方，進而反思歧視言論。活動後收到 12 則回饋，皆反映收穫良多。 

教師難民工作坊 

2024 年 11 月，本會在高雄以議題工作坊的形式，邀請教師們深入了解難民議題。本次工作

坊，我們運用本會於同年 6 月推出的《人權教材包：我要怎麼教學生認識難民議題》，說明

難民相關專有名詞、2024 年最新統計全球難民來源國和收容國、台灣收容難民歷史等資訊，

以及實際帶參與者們操作難民教案活動。工作坊中，我們觀察教師們十分感興趣的議題，包

含台灣過去的難民和無國籍者、港人、藏人、脫北者等與台灣較有相關性的資訊。教師們也

希望我們能提供難民議題的書單，本會也於工作坊後提供。 

HRE 教師電子報 

為了讓教育工作者們即時掌握本會的教師活動、專案以及新推出的人權教育資源，自 2024

年 3 月開始，本會每月提供一次教師電子報，寄給超過 2500 位教師，推廣內容包含線上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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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讀書會、教師難民工作坊、《阿姆內斯提大冒險》桌遊租借、關於國際特赦組織常見問題

等。平均的開信率為 32.8%，第四季因為宣傳寫信馬拉松相關資訊，連結點擊率較高。 

人權圖書館 

為了深耕人權教育，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實體藏書共 448 本、電子藏書共 84 本，提供借

閱和租借電子書閱讀器，希望能促進對各式人權議題的了解、思辨與培力。2024 年舉辦「言

論自由與公民空間」系列讀書會共 2 場，一共閱讀了《不流血的戰役：非暴力抗爭的理論與

實踐》和《新疆再教育營：中國的高科技流放地》，共計有 33 人參與。 

各式人權教材租借 

「當我長大」：羅興亞文化、兒童著色、認識難民教材套組 

2019 年 6 月，國際特赦組織為孟加拉科克斯巴札爾難民營的孩童舉辦「藝術營隊」，由漫畫

家帶領羅興亞兒童發揮靈感，一筆一畫勾勒出他們長大以後想成為的樣子。我們將這些作品

集結成羅興亞難民教材套組，其中包含羅興亞兒童著色本、羅興亞文化介紹手冊、難民概述

與活動教材。希望在羅興亞難民危機滿四年之際，讓大眾透過著色、文化介紹與活動教材，

進一步認識羅興亞族群與難民的處境。截至 2024 年底，已收到超過 300 次索取申請。 

羅興亞親子劇場線上播映版租借 

2022 年，國際特赦組織與夾腳拖劇場合作，透過互動式光影劇的形 式，結合故事、布偶、

光影演出，配合著色本與認識難民教材套組， 展現羅興亞難民的歷史背景與困境，讓小朋友

在互動中了解難民議 題、學習如何關注人權，並表達自己對人權議題的看法。實體演出場次

於 6 月圓滿落幕後，「線上播映版」開放租借申請，截至 2024 年底，我們收到超過 20 次的

租借申請。 

「失蹤與真相」：李明哲桌遊 

在李明哲強迫失蹤事件發生期間，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將此事件改編為一款人權教育桌

遊，透過鼓勵玩家擔任案件調查員，了解事件發生之過程及相關人權侵害，更進一步鼓勵參

與者採取相關人權行動，寫信聲援李明哲。2021 年開放索取後，我們共送出超過 2400 份桌

遊；2022 年 4 月 15 日，李明哲獲釋後返抵台灣；同年上半年，我們開放租借的方式，讓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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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桌遊可以被永續使用，藉此瞭解該案件始末和表達自由的重要性。節制 2024 整年，我們

共收到超過 90 份桌遊的租借申請。 

「人權鬥士牌牌戰」：人權撲克牌  

這是一款寓教於樂的人權撲克牌，2021 年，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精選 43 名歷年聲援對

象，將他們的事件背景、人權故事、國際特赦組織介紹等內容，放在每張牌面上，讓民眾休

閒的同時，也能透過深入淺出的文字介紹，了解人權議題。並於 2022 年底，我們將撲克牌

進行改版，把 43 名歷年聲援對象的現況，更新於卡牌上。在 2024 整年，我們寄出超過 160

份撲克牌的索取申請。 

人權桌遊：阿姆內斯提大冒險  

《阿姆內斯提大冒險》是一款適合所有人的桌遊，為時一年從國際到台灣，從學生到教師參

與桌遊的開發與改良，結合了寫信馬拉松個案議題，並且透過桌遊可以讓玩家了解到倡議方

式的各種可能，也能從桌遊中認識到，在世界各地，各項人權都正在面臨威脅，但我們也透

過全球人權社群的力量，我們持續的有好消息發生。直接理解、學習到能夠使用哪些方式倡

議並行動，實際達成人權成就！2024 下半年，我們也開放讓教師、社團、一般民眾能夠免費

租借，截至 2024 年底，我們收到 7 次的租借申請。 

人權教材：難民議題教師包 

近年來，烏俄戰爭、以巴戰爭⋯⋯等衝突不斷，造成難民和流離失所的人與日俱增，很多教

育工作者紛紛來信詢問有沒有難民的議題教材。因應這樣的需求，我們匯集了跟難民相關的

議題內容，包含如何介紹難民權利、全球難民現況分析、各國難民現在的處境，還有實體活

動教案可以帶班上學生分組進行，讓教育工作者能夠在課堂上深入淺出地帶學生們認識難民

議題。教材包內容包含 5 大主題 8 份簡報，並於 2024 年開放免費索取，截至 2024 年底，我

們收到 80+次的索取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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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擺攤 

《愛情的模樣》同婚五週年紀念市集 

2019 年 5 月 17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司法院釋字第 748 號解釋施行法》，賦予台灣同志伴侶

結婚的權利，並享有法律保障，至 2024 已 5 週年。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參與 5 月 25 日的

《愛情的模樣》同婚 5 週年紀念市集，除了一同慶祝台灣 LGBTI 權利的發展，也持續推廣對

國際社會平等與反歧視的關注。在市集當天，我們向路過的民眾介紹肯亞彩虹難民的處境，

喚起公民社會對 LGBTI 與難民身分的交織性關注，同時呼籲大家進行連署，期許世界上每個

人都能被平等對待、免於歧視。 

中正大學梨鄉背景音樂會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持續拓展青年的人權力量，因應中正大學學生會的邀請，參與校慶的

音樂會活動。在攤位上我們介紹邱和順案以及伊朗的連續處決兩項與死刑有關的連署，同時

也邀請同學們參與呼籲加薩各方停火的連署，讓中正大學的同學除了認識本會外，也能夠實

際參與聲援人權的行動。 

開放文化基金會十週年：開源祭 

開放文化基金會（OCF）致力於推動台灣的網路環境更加開放、透明，實現數位人權保障。

今年適逢基金會成立十週年，因此在 9 月 14 日舉辦「開源祭」，除了展覽及主題講座，也邀

請知名音樂人進行表演。為配合活動主題，我們在現場推廣「禁止掃描 #BanTheScan」連署，

發放 Big Other 展覽限定的貼紙，讓更多人瞭解臉部辨識科技潛藏的問題及組織的訴求。 

第 22 屆臺灣同志遊行「邁向共融、交織共生」彩虹市集 

國際特赦組織持續推廣平等與反歧視的價值實踐，今年也加入第 22 屆臺灣同志遊行的協

辦，在市集上，我們向民眾介紹保護肯亞彩虹難民、反對俄羅斯反同立法的連署，呼籲大家

一同關注世界各地的人權發展，並用自身的力量來促進人權改變，希望終有一天沒有人受到

歧視，並能享有自由平等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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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人權辦桌 

2024 人權辦桌於 11 月 23 日舉辦，至今已經邁入第九屆，每年都秉持「人生而自由且平等」

的理念，營造一個無家者、政治受難者以及社會大眾都可以安心訴說、彼此交流的空間。我

們在攤位上介紹 2024 寫信馬拉松個案，以及中國人權記者張展的緊急救援，邀請民眾一同加

入連署及寫信。 

第 15 屆高雄同志大遊行「予愛蔓延、愛潮湧高雄」市集 

11 月 23 我們參與了第 15 屆高雄同志大遊行，把人權推動的力量帶到台灣南部！市集上，

我們積極向民眾介紹保護肯亞彩虹難民、反對俄羅斯反同立法的連署，希望可以在人權倡議

能量相對北部較薄弱的南部城市裡，也可以種下平等的幼苗，將人權議題的關注推廣到台灣

各個角落，讓彩虹的光映照到每個人身上。 

十、各地小組發展及青年培力計畫： 

工作成果 數量 行動次數 

青年代表培力 4名 10+次組織治理會議 

2+國際會議 

青年代表人權議題行動 1項  

青年人權行動者培力工作坊 1場 共23人參加 

高中生人權營 1場 共 40+人參加 

小組 7個 160+小組成員 

小組活動 14場活動 400+小組寫信 

志工培訓 17 場 共100+人參加 

志工行動 8場 共 250+參與人次 

台灣分會與全台教師合作推廣「寫信馬拉松」，並研發多樣化的人權教材，在校園中播下人

權理念的種子。此外，我們也舉辦「高中生人權營」與「青年人權行動者培力工作坊」等以

青年為主要參與者的培訓活動，藉此將人權理念推廣得更遠，讓青年有機會認識並成為我們

的行動者，加入國際特赦組織的人權運動。同時，我們於 2024 年，也是青年代表首次代表

台灣分會參與區域論壇和全球會員大會的一年，逐步推動著國際特赦組織，將青年觀點融入

於本會的倡議策略與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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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培力 

青年培力業務方面，台灣分會努力建立不同參與模

式，讓青年行動者有機會為本會倡議工作提供青年

觀點，讓人權倡議能更回應青年世代的境況與需

求。2023 年，我們遴選了 4 位青年代表，成立本

會第一屆青年代表團。2024 年，他們與秘書處密

切合作，共同構思、發起「平等與反歧視」的倡議

行動，回應校園中針對原住民族的歧視事件。5

月，他們參與反歧視法公聽會台中場，代表台灣分會發表青年意見；8 月，他們以公民團體

代表身分，出席反歧視法國際論壇，向政府單位提問實踐平等與反歧視的策略。這段期間，

他們更走訪全台，訪談學生遇見歧視的經歷，並將所蒐集的故事轉譯為一份印刷品，即將成

為教師推廣反歧視教育的教材選項。在組織治理方面，青年代表也參與了至少 10 次相關會

議，並推派代表與本會秘書長、理事長一同前往亞太區域人權論壇與全球會員大會，為國際

特赦組織政策與倡議策略提供意見，發展人權倡議的國際串連。 

此外，本會也致力為青年提供機會與資源，培力位於各地的青年人權行動者。八月，我們辦

理一場「青年人權行動者培力工作坊」，邀請全台各地的青年行動者，從交流各項人權議題

的倡議實戰經驗出發，探索自己的合適倡議位置與形式，並成為彼此在人權倡議路上的盟

友。值得一提的是，這場工作坊為本會首次嘗試邀請 4 位青年行動者共同籌辦，讓青年有機

會以最直接的方式，規劃倡議行動的方方面面。未來，我們將嘗試讓更多活動的籌備過程有

青年的身影，深化本會在青年培力的努力。 

為落實人權教育，讓更多青年學子有機會認識不同的人權議題，同時考量活動辦理與資源分

配的區域平衡，台灣分會今年移動到台南舉辦高中生人權營隊。營隊日期挑選在暑假期間的

8 月 6 日至 8 日期間，共計三天 27 小時，邀請從應屆入學到應屆畢業的各年級高中生們，一

同互動交流。本次高中生人權營以表達自由、死刑，以及平等與反歧視等三大軸線的人權議

題為主。內容包含介紹國際特赦組織與國際人權公約、在地的歷史走讀、各議題講座、電影

放映、劇場體驗等等內容。全台有將近 100 位的青年報名者，最後總計 40+位來自各地，不

同年級的高中生一起參與營隊，並於營隊的最後一天嘗試練習如何規劃與安排倡議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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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發展 

小組是秘書處強而有力的草根夥伴。秘書處持續與小組合作，透過支持他們舉辦人權行動與

定期聚會，共同推動人權。2024 年有 7 個小組穩定地運行，包含 30 英文小組、32 台灣不會

忘記、34 廢死小組、38 靜宜校園小組、39 台南小組，還有籌備中的東華校園小組、復興中

學小組，並有不同社群逐步醞釀成立新小組。 

遍佈全台各地的小組，透過定期聚會聯繫倡議網絡，並藉由主辦公開活動招攬民眾加入我們

的倡議行動。32 小組與成立超過 10 年的 39 台南小組，2022 年至今持續寫信支持救援對象，

從未間斷；34 廢死小組則透過每月定期聚會，凝聚廢除死刑的倡議網絡，定期聲援世界各地

受死刑威脅的救援個案。除了定期聚會，30 英文小組，以及以大學生為主要組成的 38 靜宜

小組、東華小組，也藉由舉辦公開活動，讓人權有機會走入民眾的日常生活中。今年，我們

也嘗試接觸不同校園社團合辦講座以及工作坊活動，例如與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系、高雄醫學

大學國事部等學生團體合作講座與桌遊活動，議題橫跨難民、移民與尋求庇護者與平等反歧

視等主題，促成青年學生自發性的人權參與，並且讓國際特赦組織不僅僅是教科書中的名詞，

更是人權實踐過程中的重要夥伴。 

十一、志工培力計畫 

工作成果 數量 行動次數 

志工培訓 17 場 共100+人參加 

志工行動 8場 共 250+參與人次 

行動者培力與動員 

2024 年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辦理過一場行動者

招募，本次招募中有近 50 位新夥伴加入我們的行

列，與前幾年加入的行動者夥伴一同支持我們的各

項倡議專案。為了提供行動者足夠的支持，我們針

對平等反歧視、難民、示威權等分會重要議題安排

培訓課程，同時設計倡議溝通技巧、組織工作經營

等技能面向的課程，讓行動者們可以應對不同場合

與需求。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提供的參與機會包含但不限於動態的市集活動支援、遊行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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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例如同志大遊行）、靜態的講座側記，以及寫信馬拉松期間的教師包裹、分信等幕後工

作，這也讓不同性格、興趣的行動者可以找到適合自己的戰鬥位置，並且維持行動者的多樣

性，因為我們相信人權的改革者應該來自四面八方，讓人權的種子可以散落在社會的各個角

落。 

除了活動支援與培訓課程，我們也安排超過 8 次軟性的行動者聚會，讓不同領域、背景的行

動者可以彼此交流參與人權的契機與動力，同時加深行動者間的聯繫與信任感，希望藉此產

生更緊密的行動者社群。 

 

十二、寫信馬拉松 

工作成果 數量 行動次數 

教師說明會 3場 共1230+人參加 

教師計畫 530+間學校 700+位教育工作者 

寫信馬拉松大型特展暨行動 3場 共25,000+人參加 

寫信  7500+封 

國際特赦組織每年都舉辦寫信馬拉松，一場平凡人寫信聲援人權的行動。秉持著「一封信能

改變一個人的生命」之理念，每年 12 月全球各地的支持者加入寫信行動，施壓侵害人權的掌

權者，也聲援人權受侵害的人。20 多年來成功改變了超過 100 人的生命。 

2024 寫信馬拉松 呼叫內心的英雄 

小時候，英雄的形象深植在心中 - 可能是電影裡那

些有超能力、拯救世界的超級英雄。長大後，發現

現實生活中那些勇敢對抗不公不義的人，也逐漸成

為我們心中的平凡英雄。平凡的英雄可能遠在地球

另一端、素昧平生，也可能就在身邊。其實，改變

世界的力量潛藏在你我心中。 

藉由「每個人都是能改變世界的平凡英雄」概念，台灣分會在台北、台中及高雄舉辦大型特

展，更規劃多場跨界講座、邀請多組樂團和音樂人在現場演出，響應這場人權行動。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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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三場活動吸引了數萬民眾到場，許多人更透過寫信、連署...等行動，聲援來自世界各地

共 9 名對象，一起成為改變世界的平凡英雄。 

寫信馬拉松教師計畫 

台灣分會與教育工作者合作，將寫信馬拉松帶入校園，一起推動人權教育。教育工作者們透

過來自世界各地的寫信馬拉松 9 個人物故事，讓學生認識不同地區和國家的人們所面臨的人

權情況，並在深入了解這些人權和不公不義之後，帶領學生一起親手寫信。 

十三、彼得報雜誌 

工作成果 數量 行動次數 

《彼得報》人權雜誌 2 期 3000+次寄送 

人權雜誌《彼得報》 

國際特赦組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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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我們編排了二期彼得報，持續追蹤全球各地發生的人

權事件，包含數位時代的難民與移民權利、武裝衝突、種族滅絕、LGBTI 權利等議題動態。

第一期彼得報的人權焦點為科技與人權、難民、移民與尋求庇護者，隨著數位科技的演進，

私營科技公司迅速擴展的數位科技能力與政府政策及實踐緊密相連，卻也造成侵犯隱私權與

不受歧視權的風險。而對於尋求庇護者、難民與移民的種族偏見和歧視，更可能被偽裝在看

似中立與客觀的條件之下。第二期彼得報的重點之一，則是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成立三十

週年的相關側記「與其詛咒黑暗，不如點亮蠟燭」這句經典名言，就是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

會推動人權 30 年以來的縮影，也為 30 週年展覽勾勒出一幅畫面。另外，我們也分享了來自

各國不同議題的人權好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