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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圖片：國際特赦組織2024寫信馬拉松倡議行動
的聲援對象之一南韓朴敬石於 2024 年 12 月來到寫信
馬拉松台北場，帶來精彩演說。©Amnesty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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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特赦組織
全球動態

2024 年 9 月，大陸委員會宣布即日起將承認中國與台灣籍同性伴侶

在第三國登記的合法婚姻。台灣在 2019 年開放同性婚姻登記，但是

對跨國同婚設下諸多限制；直到 2023 年 1 月內政部發布函釋，開放

跨國及港澳同婚登記，然而卻排除中台同性伴侶，以及兩位外籍同性

伴侶（只要其中一方來自同婚未合法國家）做登記。如今，陸委會雖

開放承認中台同性伴侶於第三國的結婚登記，卻可能成為阻礙、變相

要求這些同性伴侶均須繞道第三國結婚，相較起異性伴侶，顯然存在

更高的經濟與階級門檻。未來仍仰賴行政部門持續修正相關規定，落

實給予同性伴侶與異性戀伴侶平等的婚姻自由與家庭團聚權。

臺灣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台泥）於 2024 年 9 月 13 日宣布在花蓮

和平電廠履行完最後一份俄羅斯煤採購合約之後，不再採購俄羅斯

燃煤。2024 年 6 月，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加入環境權保障基金

會（EJF）、能源與清潔空氣研究中心（CREA）與俄羅斯環境組織 

Ecodefense 的共同倡議，要求經濟部查台灣企業向俄羅斯採購燃煤

的整體狀況並呼籲相關企業、台電落實人權暨環境盡職調查，以避免

歐盟《企業永續盡職調查義務指令》（CSDDD）於 7 月底生效後，

台灣企業遭受國際限縮市場的風險。 

 好消息！
 台泥宣布不續購俄羅斯燃煤 1

3

17

2024 年 9 月 26 日，日本靜岡地方法院宣布世界上服刑時間最長的死囚袴田巖（Hakamada 

Iwao）無罪。 國際特赦組織東亞研究員 Boram Jang 表示： 「我們對法院判定袴田巖無罪的

決定感到非常高興。在經歷了近半個世紀的錯誤監禁和長達十年的重審等待之後，這項重要

判決承認了袴田巖一生所遭受的嚴重不公義，也讓他的姊姊袴田秀子和所有支持他的人為他

洗清名聲的勵志奮鬥終於得以結束。在我們慶祝這場遲來正義的同時，我們再度被提醒了死

刑所造成的不可逆傷害。我們強烈敦促日本廢除死刑，以防止此類事件再次發生。」 

 在日本死囚牢房度過 45 年的袴田巖 
 終於被無罪釋放 3

4

2  歷時 5 年，
 中台同婚政策終有部分進展 

© 環境權保障基金會

© Yusuke Aoyagi

© Amnesty International Taiwan

68
1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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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美國的墮胎權 / 人工流產權達成顯

著勝利，共有 7 個州擴大或保障了生殖權。

在國際特赦組織的協助之下，亞利桑那州第 

139 號提案以 62% 的贊成票通過，將墮胎權

載入州憲法。這個措施推翻了限制和禁止協

助墮胎照護的懲罰。這個歷史性成就是「該

州歷史上取得最多選民連署的公民提案」，

突顯出草根組織、集體行動，以及國際特赦

組織在國內和國際上團結支持亞利桑那倡議

（Arizona Campaign）的力量。

 美國墮胎權 / 人工流產權  
 的顯著勝利8 辛巴威宣佈廢除普通情況

之死刑 7

2024 年的最後一天，辛巴威總統艾默森・穆

南加格瓦正式簽署《廢除死刑法案》，未來

任何罪行皆不能判處死刑，唯仍保留在緊急

狀態下恢復執行死刑的可能性。國際特赦組

織辛巴威分會秘書長露西亞・馬蘇卡表示：

「國際特赦組織讚賞辛巴威決定廢除所有罪

行的死刑，但對於根據《國防法》可能在緊

急狀態期間恢復死刑的可能性感到遺憾。」

至今，共有 113 國已經完全廢除死刑，全球

超過三分之二的國家在法律或實務上廢除死

刑。這代表全球多數國家都已

脫離「政府有權力剝奪生命權」

的這種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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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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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家人指出，我們的行動對塔利班

施加了強大的壓力，如果沒有國際特赦組織的倡議，他們恐怕沒有獲

釋的機會。

 阿富汗教育行動者 
 獲得釋放 

4

國際刑事法院（ICC）以涉嫌戰爭罪和危害人

類罪的指控，針對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前

國防部長葛朗特和哈馬斯軍事組織卡桑旅指

揮官馬斯里發布逮捕令。國際特赦組織秘書

長阿格妮斯・卡拉馬爾對此表示：「逮捕令

代表了正義的歷史性突破，也必須是以色列

和巴勒斯坦佔領區（OPT）人權危機中持續、

普遍的有罪免責情形，邁向終結的開始。」

6
 納坦雅胡、葛朗特和馬斯里 
 必須因戰爭罪和危害人類罪 
 指控在國際刑事法院接受審判 

5

2024 年 11 月 1 日，台灣高等法院民事庭針對蘇建和、劉秉郎、莊林

勳的損害賠償案宣判，駁回被害人家屬的上訴，維持一審判決，認

定蘇建和等三人無須負損害賠償責任。蘇案是著名的死刑冤錯案，

1991 年台北縣汐止鎮發生吳氏夫婦命案，在未找到任何客觀證據證

明蘇建和等三人涉嫌命案的情況下，憑藉刑求取得的自白，法院於 

1995 年錯誤認定蘇建和等三人參與本案犯罪，其等各被處兩個死刑，

並褫奪公權終身。2000 年在義務律師團鍥而不捨的努力下，三人終

於在 2012 年更三審獲判無罪。然而，被害人家屬提出的民事損害賠

償訴訟仍未終結。自我國法院經刑事判決確認蘇建和等人未涉入本件

犯罪後，整整 12 年，蘇建和等人仍流浪於司法體系中，無法擺脫過

去冤錯案件之陰影。此次判決勝訴僅是遲來的止損，殷切期盼本案能

早日確定，終結蘇建和等人涉訟的漫漫長路。

 蘇建和案未完：
 民事更一審宣判勝訴 

© Ali Jadallah:Anadolu via Getty Images

© Private © 廢除死刑推動聯盟



06 Sep– Dec 2024PETER

2024 年 8 月，現居挪威的越南難民家屬陳先生（Tran）在 

1987 年「三七事件」事發後，首次跨海來台尋求真相與和解，並

在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監察院高涌誠委員辦公室、台灣紀錄片

導演朱賢哲與台灣詩人鴻鴻的協助下召開記者會，要求國防部重新

調查、完整公布事件真相，並呼籲政府盡速通過《難民法》。

8 月底，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舉辦了「青年人權行動者培力

工作坊」，邀請全台為人權努力的青年們齊聚一堂彼此交流，也從

不同組織的人權行動者汲取行動經驗，好好充電、沉澱，並想像未

幕 後 觀 察

來推動人權的計畫。值得一提的是，這是台灣分會首次直接與青年

行動者們合作籌辦工作坊，以確保課程規劃符合青年的需求，也讓

青年更深刻、實質地參與國際特赦組織的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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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21 日 至 29 日， 我 們 在 華 山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園 區 舉 辦

「『噓！有怪獸』捍衛示威特展」。我們將「捍衛示威」理念具象

化，把各種壓迫示威者的手段比喻為張牙舞爪的「怪獸」，並以簡

單活潑的圖文帶領民眾認識示威權等重要概念。展覽中呈現了各地

的示威案例、過往實際被使用的文物以及上街須知的基礎知識。為

期 9 天的展覽共吸引 8,000 多人次觀展，其中有超過 1,000 人參與

連署，與我們共同努力，打造一個能夠和平地要求改變而不受迫害

的世界。

青年人權行動者培力工作坊合照。© Amnesty International Taiwan

10 月 12 日辦理於台南政大書城的跨性別場講座。© Amnesty 

International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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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9 與 20 日，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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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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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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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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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團夥伴們於 9 月 21 日一同參與捍衛示威特展的開幕茶會與導覽。
© Amnesty International Taiwan

亞太區分會的夥伴一同加入跨性別遊行的行列，揮舞多元進步
驕傲旗。© Amnesty International Taiwan

崔在勳與脫北者趙恩實。© Amnesty International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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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

2
國際終止迫害記者日

2 0 2 4 年 重 要 紀 念 日

十一月

20
跨性別追悼日

八月

9
世界原住民族日

八月

30
國際強迫失蹤日

七月

30
世界打擊人口販運日

七月

14
國際非二元性別日

十一月

20
國際兒童日

十二月

9
緬懷種族清洗罪受害
者及其尊嚴暨防範此

罪紀念日

九月

21
國際和平日

十二月

10
國際人權日

十二月

1
世界愛滋日

十二月

3
國際身心障礙者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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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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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也參與了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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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幕 後 觀 察

今年是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第 3 次加入臺灣同志遊行的協辦，
希望終有一天沒有人受到歧視，並能享有自由平等的生活。 
© Amnesty International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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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輯 手 記

總 編 輯 ：
協 力 編 輯：
協 力 作 者：

協 力 美 編：

Ethan Wang
Kin Wong
Arthur Chou、Eling Chiu、Ethan Wang、Pengfei Wu、Howard Liao、IChen Chuang、Ivy 
Hsu、Luna Chen、Sawa Wu、Shinyu Dai、Violet Chen、李芊
吳心宇

彼得報編輯團隊

漫長的 2024 終於結束，但是俄烏戰爭、加薩衝突、緬甸的軍事政變，戰火至今都尚未趨緩，甚至還蔓延到黎巴嫩等周邊地

區。在亞太地區，我們也看到南韓發生了一夕戒嚴，香港民主派 47 人遭判重刑，中國除了在境內被強迫失蹤、任意逮捕關押的

異議人士尚未被釋放之外，跨境鎮壓的問題也越來越受到各國關注。企業與人權、科技與人權、強迫勞動、公正淨零轉型等議題

也持續被深化討論，並在歐盟等國都有了相關立法。在台灣，憲法訴訟法也在年末的國會中三讀通過修正，而大法官人數不足的

情況下，憲法法庭無法運作，人民的釋憲權利也將面臨極大挑戰。

在 2024 年，許多國家都進行了選舉，美國大選及歐盟議會選舉也是最受到矚目的選舉，然而在這些選舉中，我們再次看到

反人權、反移民難民、反性別平等的語彙及主張被大肆宣揚，狂人政治越來越受到大眾的喜愛，許多名嘴、政治分析都愛說，因

為理想主義過頭，人們不喜歡政治正確，開始對於進步價值感到反感。當我們歷經過去二次世界大戰後所建立起來的各種國家政

府的義務跟人性尊嚴；當越來越少政黨及具影響力的關鍵人物願意堅持理念，為了要討好市場、選票，一切都可以放棄；當越來

越多人開始擁護自私、個人至上，即使在民主世界中，威權主義的實踐也將無所不在。

2025 我們會有新的挑戰，國際特赦組織也將陸續發布新的調查報告，凸顯跨越國界、甚至跨區域所共同面對的人權議題，

並呼籲大家行動。

「與其詛咒黑暗，不如點亮蠟燭。」在這個充滿變動、不穩定的世代，作為人權團體，也只能繼續堅守崗位，不斷在黑暗中

點亮蠟燭，即使狂風暴雨會一直打散吹熄我們的力量。我們能做的，就是找到更多願意一起點燈的人們，照亮彼此及道路。

秘書長的話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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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球 行 動 ： 2 0 2 4 寫 信 馬 拉 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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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寫信馬拉松？

20 幾年前有一群人舉辦了 24 小時寫信聲援人權受害者的活

動——寫信馬拉松，大獲好評。現在已成為全球最大型的年度人權

行動，而這場每年持續的平凡人寫信行動，也成功改變了超過 100 

人的生命。

從 2001 年的 2,326 封信，到 2023 年總計超過 580 萬次行動，

包含信件、推文、連署等行動，寫信馬拉松的支持者使用文字的力

量，一起為共同的目標——支持人們，無論他們身在何處——團結

努力。多年來，我們一起改變了超過 100 人的生命，幫助他們不

再受到酷刑、騷擾或不公正監禁所苦。

改變世界不困難，你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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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就是

你！改變世界的力量潛藏在你我心中。



12 Sep– Dec 2024PETER



13PETER Sep– Dec 2024



14 Sep– Dec 2024PETER



15PETER Sep– Dec 2024



16 Sep– Dec 2024PETER

第 29 屆《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國大會（以下簡稱

COP29）於 2024 年 11 月 11 日至 22 日舉行，這是一場全球最重

要的氣候活動，有超過 190 個締約國聚集在亞塞拜然的首都巴庫

（Baku），針對氣候變遷議題進行協議，制訂與分享彼此的減碳

計劃，並試圖幫助目前受到最嚴重影響的群體重建生活。

COP29 又被稱作「金融 COP」，因為擴大氣候融資，為未來

的融資策略制定新願景，是本次會議的重點目標。「氣候融資」是

來自私人單位、國家或跨國的資金，用以協助受到氣候變遷影響嚴

重的低收入國家，一方面減緩碳排放、轉型為零碳經濟，同時修復

氣候變遷造成的傷害。除此之外，會議上也討論如何透過逐步減少

各國化石燃料使用、合作實施《巴黎協定》，以減少溫室氣體排

放，並擬定策略支持低收入國家應對因氣候變遷造成的損失。

COP29 潛藏的困難

在 COP29 氣候峰會於亞塞拜然展開之前，國際特赦組織即

COP29 是什麼？
你不可不知的氣候峰會

人 權 焦 點 ： 氣 候 變 遷 與 人 權

在巴庫舉行的 COP29 改變了城市的交通基礎設施。
©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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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了許多潛在的問題。首先， COP29 的氣候協商草案沒有延續 

COP28 的結論，在逐步淘汰化石燃料方面缺乏進展，且在性別與

氣候變遷方面也不符合制定目的。

具體來說，草案內容沒有訂定氣候融資的年度最低目標，甚

至容許可能加劇低收入國家債務危機的貸款繼續被採用。國際特

赦組織氣候正義顧問安・哈里森（Ann Harrison）表示：「面對災

難首當其衝的社群代表，在 COP29 分享流離失所、糧食不安全、

空氣污染以及海岸線消失的案例，而高收入國家迄今的回應極為不

足。在協商各方重新制定計畫之際，我們再次呼籲，高收入國家必

須承諾每年提供至少一兆美元的融資協助（以贈與而非貸款的形

式）。高收入國家有責任幫助低收入國家適應氣候變遷所帶來的傷

害、從無可避免的傷害中恢復，並讓整體經濟從化石燃料中公正轉

型。」

更甚者，根據全球見證（Global Witness）的調查顯示，亞塞

拜然 COP29 團隊執行長埃爾努爾・索爾塔諾夫（Elnur Soltanov）

利用職務之便，安排會議洽談潛在的化石燃料交易。化石燃料是亞

塞拜然主要的出口收益來源，該國的國營石油與天然氣公司更是目

前政府主要的收入，這突顯出了在與化石燃料公司關係密切的國家

舉辦 COP29 的潛在風險。

亞塞拜然的人權憂慮

國際特赦組織向來主張以「人權」作為核心做出氣候行動決

策的必要性，今年的主辦國亞塞拜然的人權紀錄令人擔憂，該國的

表達自由、結社自由與和平集會自由都嚴重受限。亞塞拜然當局聲

稱他們在 COP29 峰會上將「確保每個人的聲音都得到傾聽」，但

當局已經起訴超過 12 名社運人士和記者，也噤聲了氣候危機的關

鍵聲音。

舉例而言，自 2023 年 11 月，亞塞拜然政府以「勒索」等似

乎為捏造的罪名拘留超過 6 名記者，且有其他記者被傳喚審訊，甚

至遭到騷擾、威脅，要求他們停止報導工作。亞塞拜然政府更於 

2024 年 4 月以「走私」之罪名，逮捕了人權與氣候正義行動者阿

納爾・馬馬德利（Anar Mammadli），並於審前拘留他。

亞塞拜然政府對於人權的壓迫，使得公民社會對 COP29 的參

與十分有限，關注氣候峰會的記者、社運人士、氣候正義行動者及

人權捍衛者，都可能持續遭到當局打壓，獨立媒體與民間組織若無

法在 COP29 自由表達意見，對於會議的結果也可能帶來負面影響。

充滿波折的協商結果

COP29 的討論於 2024 年 11 月 22 日落幕，作為會議目標之一

的「氣候融資」談判過程顛頗，原本預估高收入國家必須承諾每年

提供至少一兆美元的融資，協助受到氣候變遷影響的低收入國家，

但是前者難以提供如此高額的融資基金，最後雙方達成協議，將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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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金額由每年 1,000 億美元提高到 2035 年前每年 3,000 億美元。

另一方面，COP29 也拍板通過《巴黎氣候協定》第 6 條，其

中第 6.4 條規範全球統一的碳市場交易機制以及減排成果計算，為

國際碳交易機制奠定基礎，也加強了碳交易市場的透明度及可靠

度。然而，全球性環保組織綠色和平指出，碳市場的成立僅是透過

「抵銷」將減碳責任轉嫁給其他國家，實際上無法從根本上解決氣

候危機。

至 於 淘 汰 化 石 燃 料 的 討 論，COP29 協 議 文 本 中 僅 延 續 了 

COP28 的措辭，誠如國際特赦組織在會議前所述，本議題並未有

任何突破性的發展或具體的承諾。

亞塞拜然警方驅離在巴庫舉行的女性權利示威。 ©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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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特赦組織對於 COP29 代表和《聯合國氣
候變化綱要公約》秘書處的建議：

 ➡ 應將「人權」置於所有氣候行動決策的核心，以確保轉

型為零碳經濟的過程迅速、公平且公正，並保障所有人

的生命、健康、食物、用水、衛生、住房、體面工作等

權利，以及不受歧視地享有乾淨、健康、永續環境的權

利，以上是達成氣候正義的必要之舉。

 ➡ 大規模增加氣候融資，尤其是用於適應和「損失與損害

基金」（Loss and Damage Fund）的部分；必須以「贈

與」而非貸款的形式提供，且排放量最多的國家應付出

最多貢獻。

 ➡ 堅守全面、迅速、公正且有資助地逐步淘汰化石燃料，

不得依賴有風險、未經證實且無法帶來真正減少碳排的

科技或抵銷方案。

 ➡ 制 定 符 合 人 權 且 能 將 全 球 暖 化 控 制 在 與 工 業 革 命 前

水 準 相 比 低 於 1.5 ° C 的 新 國 家 自 訂 貢 獻（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NDCs）；高收入且高碳排

的國家、其他高碳排的 G20 國家以及其他高收入的化石

燃料生產國，必須減少更多碳排，減少速度也必須最快。

 ➡ 保障 COP29 所有參與者的表達自由、結社自由與和平集

會自由權，並採用堅定有力的利益衝突政策來限制化石

燃料產業的影響。

亞塞拜然政府逮捕反貪腐的記者。 ©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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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abay, sumunod, magpasakop（參與、服從、投降）」

是 2016 年一間毒品拘留中心的口號。該中心曾恣意拘留一名 56 

歲的跨性別髮型師 Sam1（化名）長達 7 個月，因為她涉嫌毒品犯

罪，並在 2016 年被警方逮捕。在拘留期間，她遭遇了多項人權侵

害，包括酷刑及其他不人道待遇、恣意拘留以及反覆進行的強制藥

物檢測。 

她的經歷成為菲律賓許多藥物使用者所遭遇情形的縮影：宣

稱是為了保護公共衛生的高壓政府，實際上卻延續了「毒品戰爭」

（war on drugs）的懲罰性本質，嚴重侵犯各項人權，包括健康

權。在這些毒品拘留中心，人們被強迫參與不具科學依據的藥物相

關服務，且是由法院強制要求警方及其他當局執行，而非由醫療專

業人士主導，被拘留者在進入拘留中心前、拘留期間以及獲釋後，

都遭受了嚴重的人權侵害。

自 2022 年小斐迪南．馬可仕（小名邦邦 “Bongbong”）當

選總統後，政府聲稱其反毒行動將呈現一個「無血腥」的新面貌。

起初，人們認為這是嘗試與菲律賓前任總統羅德里哥．杜特蒂的血

腥反毒行動有所不同的做法。前總統杜特蒂的反毒行動導致數千人

喪生，目前正因涉嫌危害人類罪而受到國際刑事法院的調查。而新

政府提出的改革措施之一，是修訂該國過時的反毒法，並通過以

「公共衛生」為核心的法規，亦聲稱會將重點放在改善藥物治療和

復健的服務上。然而，深入審視這些毒品拘留中心後可以發現，這

些設施仍然在本質上具有懲罰性，人權侵害依然猖獗。 

2017 年 8 月 17 日，一名警察在馬尼拉的反毒行動現場中等待著。
© Amnesty International

服從與投降：
菲律賓的毒品恣意拘留
所造成的危害

人 權 焦 點 ： 監 禁 、 酷 刑 及 不 人 道 待 遇 、 健 康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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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1 月至 7 月，國際特赦組織對 26 名被控使用毒品，一

部分同時被指控販毒的人進行了深入訪談。其中，有 23 人被強迫

送往毒品拘留中心。此外，國際特赦組織也與 3 名在被警方以涉嫌

毒品相關罪行逮捕時仍為兒童的年輕人訪談，但他們因年齡而未被

送往毒品拘留中心。 

國際特赦組織發現，將作為個人用途的藥物使用和持有、以

及其他相關的行為視為刑事犯罪，使得菲律賓政府能夠繼續實施嚴

厲的反毒措施，包括高額罰款和長期監禁於監獄或毒品拘留中心。

此類措施旨在迫使人們停止使用藥物；藥物的使用不僅受到污名

化，也被嚴厲懲罰。這一情況發生在專制舉措被正常化的背景之

下，進而導致了大量人權侵害──藥物使用者經常成為警方暴力行

動的目標，且這些行動經常涉及酷刑及其他不人道待遇、恣意拘

留、強迫自白或不可靠的自白，以及各種對健康權的侵害，包括因

強制藥物治療而導致的侵害。此外，對毒品相關罪行的簡易起訴未

能保障人們的公平審判權，人們往往面臨進入毒品拘留中心接受強

迫治療或經歷可能導致長期監禁的漫長審判。 

接受國際特赦組織訪談的人們當中，有 15 人是在突襲或誘捕

行動中被警方逮捕的。一些人描述了警方栽贓或以酷刑逼供的行

為。來自加洛坎市（Caloocan City）且自我認同為男同性戀者的 

34 歲保安人員 Michael2（化名）講述了他在警察局所經歷的酷刑，

「我再也無法忍受那種痛苦和恐懼，所以我妥協了。 」他被警察

用木棍多次擊打雙腳，手指之間夾著子彈被擠壓，還被迫躺在木製

長椅上，額頭被辣椒汁滴，灼傷了他的眼睛和臉部。 

一些被捕者表示，他們的名字仍被列在由地方當局和警方的

「毒品監控名單」上，用於識別被懷疑使用或販賣毒品的人士。來

自達沃市（Davao City）的 23 歲母親 Celia3（化名）透露，即使在

完成毒品拘留中心的拘留後，她仍深感生命受到威脅，因為她知道

自己的名字仍在當地警察的監視名單上。國際特赦組織發現，「毒

品監控名單」加強了政府對毒品的懲罰性手段，並建立了一個系

統，便於讓國家針對特定人群，特別是生活貧困的人和其他邊緣化

群體。這些名單是在司法程序之外所編列的，而在名單上的人最終

會遭受警方及與警方有關聯的武裝人員的非法逮捕、攻擊和殺害。 

警察會告訴我們，如果我們不停止使用毒品，
就會被殺。他們會說：「你想被說成那些反
抗的人（nanlaban）嗎？因為我們也希望這
樣。」 

—— Celia， 
一位來自達沃市的 23 歲母親，她在 15 歲時被警方突襲逮捕後， 

曾經在一個毒品拘留中心度過一段時間

在被恣意拘留於毒品拘留中心的人當中，有 14 人向國際特赦

1 國際特赦組織於 2024 年 5 月 10 日與 Sam（化名）當面訪談。 

2 國際特赦組織於 2024 年 5 月 10 日與 Michael（化名）當面訪談。 
3 國際特赦組織於 2024 年 6 月 16 日與 Celia（化名）當面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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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描述了他們在被控毒品相關罪行後備感壓力或被迫在法庭上認

罪的情形。這些人表示，他們在各個環節都面臨壓力，包括來自警

察、檢察官、法庭、醫療專業人員，甚至有時是出於好意的家庭成

員的壓力，而在未獲得他們的知情同意下被迫進入毒品拘留中心。

這些中心以提供治療和復健為名，實際上卻是基於法院命令的藥物

使用者拘留場所。 

如果法院要求（復健），我們別無選擇，只能
接收（人員）…… 我們告訴他們，如果他們不
接受復健，他們只有三個地方可以去：墳墓、
監獄或精神病院。 

—— Alpha Martin， 
新埃西哈省（Nueva Ecija）帕拉延市（Palayan City）大型毒品濫用

治療和復健中心心理服務部主管

因為司法系統如此腐敗，所以我選擇進入復
健中心，而不是被關進監獄，完全不知道什麼
時候才能獲釋。 

——Angel 4， 
化名，來自加洛坎市 42 歲的跨性別美容師，於 2016 年 9 月被捕 

根據政府政策，被拘留在毒品拘留中心的人在整個拘留期間

皆被剝奪自由，這是法院的命令。他們不得外出工作或探望家人。

一些設施位於警察或軍事部隊營地裡或附近，進一步顯示出其類似

監獄的環境。 

被送往這些中心的人被要求接受多次強制性的藥物檢測，這

往往違反了隱私權。在達沃市一次警方突襲中被捕、當時為 15 歲

的 Lea5（化名）回憶說，從她被捕到接受國際特赦組織訪談期間，

她至少接受了 14 次藥物檢測。在沒有正當理由的情況下進行隨機

或強制性的藥物檢測，是對個人隱私的恣意干涉，而且從健康權的

角度來看也是適得其反的，因為這通常被當局作為對藥物使用者施

加壓力或保持控制的方式。 

這些中心的條件經常違反國際人權法，特別是在人們被指控

違反規則的情況下。懲罰包括體罰，例如被迫進行高強度的體能訓

練、額外和更艱難的日常任務、數週或數月的單獨監禁，以及羞辱

性和貶低人格的行為，例如被迫「像鴨子一樣走路」或「面壁」數

2017 年 12 月 8 日，示威者在馬尼拉將時任菲律賓總統羅德里哥描繪成持槍暴虐的暴龍，並予以焚燒。他們譴責政府的反毒戰爭行動，
也呼籲總統羅德里哥下台。© NOEL CELIS/AFP/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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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有些人還描述了所謂的「叫罵式懲罰」（blasting），即被

懲罰者被其他人圍住，並針對其違規行為受到整群人的叫罵和斥

責。對於更嚴重的違規行為，例如企圖逃跑或發生性關係，設施管

理人員即使缺乏醫療上的正當理由，仍會將受拘留者的拘留期限延

長數月以作為懲罰。 

 在被釋放後，人們被要求要向當局報告，也要接受強制性的

藥物測試，時間長達 18 個月，進而限制了他們重建生活和支持家

庭的能力。若不遵守「後續照護」報告和強制性藥物測試的要求，

可能會導致他們被重新送回毒品拘留中心，進一步延長拘留時間。

15 歲的 Nano6（化名）在達沃市被捕，他表示，社工告訴他，如

果他未能參加「後續照護」計畫，就可能會再次被逮捕和拘留。 

菲律賓的「毒品戰爭」（war on drugs）也導致兒童被逮捕和

拘留，有時還遭受各種形式的酷刑及其他虐待，讓他們面臨長期甚

至是終生的創傷。菲律賓所謂的「治療和復健服務」很少符合兒童

和青少年的需求和能力。現行服務使他們受到歧視和污名化，並被

貼上威脅社會的標籤，進而被自己的社群排斥。更糟糕的是，他們

甚至成為警方或地方官員反覆逮捕的目標。

我沒有從政府那裡得到任何幫助，包括找工
作。我想尋求幫助，但什麼都沒有。我只能自
己找工作，最長的一份工作也只有為期兩個
月。復健治療並沒有真的幫助或治療到我。 

——Boy7， 
化名，來自奎松市（Quezon City）且育有兩個孩子的 47 歲父親

雖然藥物確實因如何使用和被誰使用而存在風險，但對藥物

採取懲罰性的措施往往弊大於利。原本聲稱是為了保護公共衛生的

行動，反而導致了暴力、大規模監禁、痛苦和虐待。同時，全球藥

物的使用和可得性多年間持續增加，而使用藥物的風險與危害也隨

之上升，與非法市場相關的暴力更是加劇。儘管自 2016 年菲律賓

毒品戰爭開始以來，相關具體的花費金額尚不明確，但政府承認，

前總統羅德里哥．杜特蒂政府的毒品戰爭耗費了數十億比索的公共

資金。

治療絕不應該具有懲罰性或是嚴厲的。你不
會透過懲罰一位患者來讓他康復，懲罰絕不
是治療的一部分。 

—— Alfonso Villaroman 醫生， 
菲律賓塔吉格市（Taguig City）比庫坦衛生部治療與復健中心 

（DOH Treatment and Rehabilitation Centre）主任

儘管有證據支持減害服務的有效性，菲律賓政府卻未能探索

這些選項，反而關閉了非政府組織的專案（例如安全針具計畫）。

此外，菲律賓的藥物治療措施未能區分藥物使用與藥物依賴（這是

一種慢性、反覆發作的健康狀況，有時需要醫療干預），也未針對

該國最常使用的毒品──例如沙霧（shabu，甲基安非他命）和大

麻──進行量身定制的治療。

要實現真正符合人權的藥物問題處理方式，菲律賓政府必須

摒棄懲罰性和有害的應對方式。菲律賓政府應探索以證據為基礎的

措施，而這些措施也應尊重所有人的尊嚴，這已經被證明為對公共

衛生和人權有益的措施。這包括：將藥物的個人使用、持有、種植

及取得進行除罪化，同時配合以證據為基礎的健康干預措施。其

中，應與所有受影響者進行安全、真誠和實質的諮詢，尤其是藥物

使用者、健康專業人士以及其他公民社會團體和專家。此外，為了

將藥物除罪化，除了進行法律和政策改革，也必須解決增加藥物使

用的風險以及促使人們參與非法交易的潛在社會經濟原因。 

當前強制性和懲罰性的模式必須停止，政府應努力確保藥物

相關服務以證據為基礎、自願參與，並符合年齡和性別需求，同時

亦優先考慮在社區環境中提供服務，而非在機構中進行。 

菲律賓政府也必須致力於解決針對藥物使用的污名化和歧視

問題。而對於優先推行以同伴為主導、以證據為基礎的減害措施的

公民社會組織，國際社會應增加在財政和技術層面上的支持，並回

應藥物使用者的需求。
4 國際特赦組織於 2024 年 7 月 18 日與 Angel（化名）當面訪談。 
5 國際特赦組織於 2024 年 5 月 21 日與 Lea（化名）當面訪談。 
6 國際特赦組織於 2024 年 5 月 20 日與 Nano（化名）當面訪談。 
7 國際特赦組織於 2024 年 3 月 4 日與 Boy（化名）當面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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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足球總會（簡稱國際足總，FIFA）在 2024 年 11 月 27 日

宣布與卡達合作，雙方將共同為 2022 世界盃啟動一項 5,000 萬美

元的遺產基金，預計資助世界衛生組織（WHO）、世界貿易組織

（WTO）和聯合國難民署（UNHCR）。

儘管該項基金將為世界衛生組織「對抗炎熱 Beat The Heat」

的計畫提供部分資金，用以保護未來的勞工不受到熱傷害，但卻沒

有向那些已遭受影響的勞工提供賠償。國際特赦組織的報告指出，

許多在卡達的勞工因為在極端高溫天氣下工作而死亡。與此同時，

正在為沙烏地阿拉伯 2034 世界盃準備的勞工，也面臨同樣高風險

的處境。

針 對 FIFA 啟 動 的 卡 達 世 界 盃 遺 產 基 金（FIFA World Cup 

Qatar Legacy Fund），國際特赦組織勞工權利與運動主任 Steve 

國際足球總會的
卡達世界盃遺產基金會
忽視了被剝削的勞工

人 權 焦 點 ： 勞 工 權 利 、 移 工

2030 年和 2034 年世界盃的人權策略有嚴重的缺陷。 
© Amnesty International,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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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kburn 表示：

「令人羞愧的事實是，FIFA 與卡達終於啟動令人期待已久的

遺產基金，但卻沒有承認自身應該負起的明確責任——為了實現 

2022 年世界盃而導致移工受到剝削、甚至失去生命的問題。儘管

資金將用在支持全球性的難民議題以及保護勞工免受極端高溫影

響，這有其重要性，但該項基金對於那些在卡達痛失至親、甚至因

此陷入貧窮困境的家庭，卻完全沒有幫助。」

在 2022 世界盃之前，一個由人權組織、工會、球迷代表團體

和球員工會組成的聯盟曾要求國際足總至少為勞工提供 4.4 億美元

的賠償金，此金額相當於提供給參賽隊伍的獎金。這項呼籲不僅得

到數個足球協會、FIFA 贊助商的支持，也在民意調查中得到社會

大眾壓倒性的支持。

此外，根據報導，FIFA 過去為南非、巴西和俄羅斯世界盃設

立的遺產基金金額分別為 1 億美元，規模是卡達遺產基金的兩倍。

而 2022 年世界盃更是為國際足總創造超過 70 億美元收入。

FIFA 在 2023 年 3 月同意進行一項獨立調查，釐清、確認那些

與世界盃有關的虐待事件的賠償責任。儘管該份報告已於 2023 年 

12 月完成，卻是直到 2024 年 11 月 29 日的深夜才對外公開。報

告結論確定 FIFA 有責任確保勞工及相關人員得到補償，並且得到 

FIFA 人權小組委員會的認可。然而，FIFA 隨後啟動的 2022 年遺產

基金卻未包含任何針對勞工的賠償。

針對 FIFA 用以回應 2022 年卡達世界盃移工遭受虐待、延遲許

久後才發布的獨立報告，Steve Cockburn 表示：

「FIFA 長時間、試圖隱瞞這份獨立報告的原因已不再是秘密。

該份報告清楚地寫下結論並指出——FIFA 有責任確保補償措施的

建立，確保當時在 2022 年世界盃遭受侵害的數十萬名勞工得到賠

償。這也證實了人權組織、工會、球迷，甚至是 FIFA 自身的人權

小組委員會的呼籲——FIFA 是時候進行賠償了。」

「FIFA 未能提供資金來賠償在卡達遭受嚴重傷害的勞工及其

家屬，不只公然無視自己的人權政策，更忽略自身的委託報告結

論。只要 FIFA 繼續逃避、不願面對事實，勞工及其家庭將持續承

受痛苦。」

FIFA 為沙烏地阿拉伯申辦世界盃進行粉飾

FIFA 特別代表大會於 2024 年 12 月 12 日確認沙烏地阿拉伯

取得 2034 年男子足球世界盃主辦權之後，針對 FIFA 對於沙烏

地阿拉伯的評估報告，國際特赦組織勞工權利與運動主任 Steve 

Cockburn 表示：

「如預期所料，FIFA 對沙烏地阿拉伯世界盃申辦的評估，驚

人地粉飾掉該國殘暴的人權紀錄。其中沒有任何具有意義的承諾，

能避免勞工受到剝削、不讓當地居民被迫驅離，或是防止倡議人士

們遭到逮捕。」

「FIFA 忽視了明確且嚴重的人權風險證據，很有可能要對未

來十年所發生的侵害與虐待事件負起相當大的責任。沙烏地阿拉伯

迫切地需要進行根本性的人權改革，否則 2034 年世界盃將無可避

免地被剝削、歧視與壓迫玷汙。」

沙烏地阿拉伯在申辦 2034 年世界盃時，FIFA 將該國的人權風

險評估為「中等」。儘管國際特赦組織、運動與權利聯盟（Sports 

& Rights Alliance, SRA）等組織已經提出報告，指出申辦國的人

權策略未能解決潛在的人權風險，也不符合 FIFA 對於申辦國的人

權要求。國際特赦組織與另外 10 個組織團體在 2024 年 10 月也指

出，由 AS&H Clifford Chance 製作的獨立人權評估報告中存在著嚴

重缺陷，更忽略關鍵的人權議題。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在 FIFA 最終發布報告的同一周，它不

僅發起一項沒有對勞工提供補償的遺產基金，甚至批准、同意沙

烏地阿拉伯申辦 2034 年的世界盃，而未考慮潛藏在其中的人權代

價。除非 FIFA 終於採取行動向勞工進行賠償，以及沙烏地阿拉伯

發起真正的人權改革，否則歷史將會重演，而勞工們也將再次被犧

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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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吳鵬飛（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平等與反歧視倡議專員）

交織共融的源起

「平凡日常的歧視與不理解，或許就是一切壓迫的根源。」

2024 年 5 月底時，在一場《反歧視法》意見交流會中，我與台灣原

住民族青年公共參與協會（以下簡稱原公參）的秘書長 Yuli Ciwas 

聊到時說出這一句話，而這也成為了這三場系列講座的源起。

2024 年 5 月 2 日，行政院人權及轉型正義處提出《反歧視法》

草案，欲藉由廣泛與全面禁止各種歧視的法律來消弭社會上所有活

動中的歧視行為，以促進憲法第七條保障的平等權，這項草案背後

也反映台灣長期以來以單一受保護屬性為歧視標的的法律機制，未

思考到交織歧視的困境，但我們每一個人不會只有一種身分，在交

織性的關注下，將考量到鑲嵌在我們每一天的日常裡由不同身分屬

對抗歧視的關鍵在於
真誠理解與保有覺察力
「原住民 X 同志身分交織下的生
命故事」講座側記

人 權 手 記

原住民 X 同志 身分交織下的生命故事－男同志場講座合照。
© Amnesty International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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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錯綜呈現出的特殊困境與樣貌。

我們都清楚了解到歧視是不對的，但關鍵是能不能辨識歧視

行為、知曉背後的壓迫、甚至是否真誠認識與理解。遙想近幾年在

社群網路與匿名保護機制下，充斥著許多針對原住民族優惠性差別

待遇或是跨性別權益的傷害，也許是因為大家缺乏一個機會思考不

同身分的困境，導致無法認知到自己的歧視行為。也因此，我們

承接《反歧視法》草案的關注與討論，與原公參與臺灣原住民同志

聯盟（以下簡稱原同盟）共同舉辦 3 場講座，分別從原住民與男同

志、女同志、跨性別交織的身分出發，透過這些生命故事去理解他

們的處境與脈絡，關注日常生活裡文化與性別碰撞出的火花與詩

歌，進而期許用自己的方式終結歧視、促進交織共融。

交織身分的對談

9 月 3 日是辦理在左轉有書的第一場講座——男同志場，邀請

到長期做愛滋、性別、原住民權益倡議的孟子揚與經營原住民議題

社群平台月亮說話的 Talum Ispalidav Takistaulan。對談中兩位講

者都提及原住民在成長背景時，曾遭遇到的許多歧視言論與承受的

文化傳承壓力，孟子揚提到自我認同的焦慮感：「我曾經在都市生

活，我不會唱歌、也不太會說族語，但這不符合漢人對原住民期待

的刻板印象，一度產生對自身身分認同的困惑。」Talum 則提及信

仰與同志身分的衝突：「我的家庭，尤其是我的媽媽，有很虔誠的

基督教信仰，也因為這樣小時候就會跟著上教會 ... 我媽在知道我

出櫃後，我們有過激烈的爭吵，那時我就覺得怎麼會這樣，感到很

受傷和憤怒。」在這對談中，可以感受整體社會以漢人與異性戀為

主的體制設計，導致了原住民同志受到了身分認同的雙重焦慮。而

出生被指定之性別或性別氣質的身分加諸上去，可能也會碰撞不同

的火花，孟子揚指出：「我因為屬於魯凱族傳統上較高階的社會地

位，又是生理男性，也符合社會對於陽剛氣質的印象，所以我覺得

我比較可以做自己，但不是所有同志都像我有這樣的背景。」這提

辦理於左轉有書的原住民 X 同志 身分交織下的生命故事——男同志
場講座。 © Amnesty International Taiwan

原住民 X 同志 身分交織下的生命故事－女同志場講座合照。
© Amnesty International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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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著大家，個人的經驗沒辦法代表所有原住民同志，尤其每個部落

文化有所差異，放下刻板印象與偏見，才能夠真誠理解並進一步邁

向終結歧視。

9 月 23 日則是辦理在 Milk Bar 的第二場講座——女同志場，

由長期參與社會運動的 Akuanx Kulatana 與透過影像發展議題的迷

和樂影像製作社製片 Lisin Haluwey 擔任與談人。在 LGBTI 運動的

長期發展歷程中，由於父權體制與厭女文化的影響，男同志的現身

容易遭到傷害，女同志的現身則容易被隱形與否認，因此本場講座

讓我很欣慰的一點是，能由女同志現身說法自身經驗，帶動社會

的關注與理解，這也呼應 Akuanx 在講座中提到現身帶來的影響：

「我們希望透過在花蓮辦同志遊行，讓部落長輩看見同志就在我們

生活周遭。」、「我在臉書上出櫃，就有一些部落媽媽私底下來

訊，跟我分享她們以前曾經跟女生在一起過，也有一些來詢問如何

跟自己多元性別的小孩拉近距離，這讓我知道雖然公開身分帶來的

聲音 90% 是反對的，但還是有正向影響力的。」在言談中可以看

見多元交織的身分在過往可能常常不被看見或重視，但這並不代表

他們不存在，而運動中的現身與發聲，更是促進共融的開端。Lisin 

則更進一步提及體制的問題，指出：「如果沒有把歷史脈絡講清

楚，就無法去對抗針對原住民族的歧視，因為這樣就會回到個人的

經驗，沒有辦法看到社會和國家的責任。」從個人經驗延伸到影像

製作過程中，將原住民族受害的經驗整理與說明，以呈現殖民壓迫

造成的衝擊，至今仍遺留在日常生活裡，形成刻板印象與歧視。而

原住民 X 同志 身分交織下的生命故事－跨性別場講座合照。
© Amnesty International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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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眾也詢問在圖文或影像創作時，若漢人想要介紹原住民族議題，

應如何避免誤用或是傷害，Lisin 回答：「要有很多的自我提醒！

我最害怕的是看到隨便穿族服在錯誤的場合，我也很不喜歡看到去

脈絡化的呈現，像是強調原住民很可憐的樣子，卻根本沒有談到為

什麼他們會有這樣的處境。」

10 月 12 日最後一場講座－跨性別場，我們辦理在台南政大書

城，邀請到 YouTuber 岑岑與跨性別原住民紀錄片主角 Pacake。

由於跨性別身分有時候較為外顯、較容易被注意，其遭受的傷害可

能更為直接與暴力，岑岑在其生命故事裡，便提到過往遭受的肢體

攻擊：「以前小學在家裡看電視的時候，就曾被部落的男生闖入、

拖出家門毆打，只因為我比較陰柔⋯⋯但我有性別意識以來就覺得

我是女生，希望長大我有能力的時候可以達成我想要的，當我看著

自己的身體時，是開心的。」由於族群認同或文化的影響使得人們

之間有較深的連結，它可能會帶來正面的支持，也可能帶來負面的

控制與傷害，岑岑的經驗裡就展現了加害者行為背後父權體制對陰

柔氣質的貶抑。相較於前兩場講座中常提及原住民在日常生活裡遭

到歧視或是自我認同焦慮，岑岑的經驗分享較著重於跨性別身分面

臨的壓迫，像是提及免術換證議題時，她便指出很希望能夠進行性

別肯認手術，但受限於蟹足腫的體質，從事該手術會有極高的死亡

風險，使其在以性別二元為設計的社會體制中，常常面臨許多的不

便與困境。而 Pacake 的經驗與岑岑也有類似之處，亦曾因為偏向

陰柔的性別氣質，與家庭有過衝突，但仍希望透過現身的方式，來

讓社會看見跨性別原住民的存在，在其紀錄片《太陽部落的孩子》

裡，便講述了她的家鄉故事。

交織歧視的對抗

消弭歧視是一條漫長的路，尤其涉及更多身分處境的交織性

歧視更為複雜與困難，需要每一個人在日常生活中不斷地推動、關

懷、保有覺察與真誠理解，除了透過生命故事的分享，更希望每個

聽眾與閱讀本文的大家，能夠培養關懷與參與行動，講座後我們也介

紹了肯亞彩虹難民的連署，希望大家亦可以關注難民與 LGBTI 的交

織困境，透過行動表達支持。

跨性別場講座結束時，我與 Yuli 一同搭高鐵北上回家，路上有

說有笑，可能因為辦完了三場講座、覺得完成了一件大事，不過我們

也都很清楚，交織歧視的對抗將持續下去，需要不斷地呼籲、倡議來

讓更多人加入行動，一起在日常裡實踐平等，就像 Yuli 說的：「這

不是僅屬於誰的戰爭，而是我們需要共同面對的社會困境。」而對抗

歧視的關鍵在於真誠理解與保有覺察力。

原住民 X 同志 身分交織下的生命故事－跨性別場講者岑岑（右）與
原公參秘書長 Yuli（左）。© Amnesty International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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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nesty 前進校園》
2024 年入校成果

人 權 手 記

新北三民高中《難民與人權》。© Amnesty International Taiwan

文/ 莊苡辰（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人權教育倡議專員）

2023 年 9 月起，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推出了《Amnesty 前

進校園》專案，提供講座和桌遊工作坊的形式與演講主題讓教育工

作者們申請，由本會同仁進入校園向學生和教育工作者們分享議題

和案例，或透過桌遊體驗式的學習，而對人權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講座主題包含《撇開歧視認識多元》、《難民與人權》、《從

國際視角看言論自由》、《寫信馬拉松》；桌遊工作坊主題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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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年入校成果

2024 年，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在全台各地，前往共 52 所

學校，入校達 65 次，感謝教育工作者們的熱烈申請！這些申請學

校的所在地區，除了遍布六都之外，也包含新竹、苗栗、彰化、南

投等地；我們並第一次前往離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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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統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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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式來認識人權議題，提供學生們感同身受的機會，進而將人權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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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生活當中。因此在講座形式的各式主題中，我們提高世界各地

（包含台灣）的案例內容和相關影片比例，來增加學生的體會。

這一年來，我們也蒐集了共 855 筆學生回饋，摘要如下：

《阿姆內斯提大冒險－人權倡議行動桌遊》

「我原本以為這個世界已經很人性化了， 
但沒想到還有這麼多不公平的事在發生。」

（新竹光武國中）

《敘利亞難民桌遊體驗：穿越邊界》

「想不到敘利亞的難民數量如此的龐大， 
他們想要逃亡也非常困難。」 

（苗栗卓蘭高中）

「難民的數量比我想像中的多很多， 
有將近台灣的一半那麼多真的很嚇人， 
且他們有些原因還很特別，竟然有國家會因為是同性戀而死刑， 
這是我之前都不知道的。」

（台北中崙高中）

《難民與人權》

「也許是發自同情心， 
我很想完全抹消不公平對待的條例或者戰爭引發的惡勢力， 
但我只能做力所能及的舉動。」

（高雄楠梓高中）

《撇開歧視認識多元》

「我從來沒有想過原來從外國遷移到台灣來工作的移工， 
他們的處境、權益也是需要被我們保障和維護的。」

（南投高中）

《寫信馬拉松》

「原本不覺得寫那個信真的有什麼用， 
但聽完今天的講課後才知道原來每個人寫的 
每一封信都是有力量的。」

（高雄中正高中）

「我覺得寫信不只是鍛鍊書寫文章的能力， 
在寫信的同時也能聲援到那些需要幫助的人。」

（桃園同德國中）

《從國際視角看言論自由》

「人權是需要大家去捍衛，或者去抗議，
有人發聲才有可能阻止。」

（彰師附工）

2025 年《Amnesty 前進校園》也將持續進行，歡迎全台各地

的教育工作者們申請！在接下來的《活動預告》篇章中，我們也將

提供申請時程和相關資訊。

台中大道國中《寫信馬拉松》。
© Amnesty International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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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戴芯榆（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難民與移工政策專員）

「台灣人歡迎難民嗎？」聽到這句提問，大部分人的第一直

覺或許是否定的。但是，反過來想想，台灣人真的不想／不能歡迎

難民嗎？

或許很少人知道，在 1970 年代的越南難民潮，台灣政府於 

1977 年至 1988 年間，在澎湖設立了兩座越南難民營，並提供每月

伙食、零用錢，還有訂做的衣服，前後共收留了 51 艘船、 2,000 

人，最後約有 200 人從此留在台灣。

雖然在當時的政經背景下，政府主要將澎湖難民營作為大外

宣與反共素材，但仍涵蓋了許多令人動容的真實細節——曾為這段

歷史拍攝紀錄片的導演劉吉雄表示，其中一名現居美國的男子告訴

他：「當年能被台灣漁船救起，就像第二次出生。」這名男子在澎

湖難民營待了一段時間，後來獲得美國庇護，上機後遇到其他國家

的越南難民，竟被問道：「你們要去哪裡旅遊？」他才發現，不同

於其他人拮据的穿著，只有台灣的越南難民會身穿台灣政府提供的

西裝；他怕同鄉困窘，才馬上脫下西裝。許多人都認為在台灣的日

子是人生非常重要的回憶，甚至看到一些歷史文件仍記載著自己的

名字，當下深受感動。

然而，同一時期的 1987 年 3 月 7 日，卻發生了截然不同的故

事。一艘載著 20 多名越南難民的漁船，靠近金門烈嶼東崗求救，

即使當時士兵肉眼已可辨識為難民船，金門防衛司令部仍下達「格

殺勿論」軍令，導致船上的孕婦、孩童、老人等全數遭槍殺。在香

港媒體揭露此事後，國際特赦組織要求台灣政府應立刻調查咎責，

外界稱此為「三七事件」，亦在軍中流傳甚久。

2024 年 8 月，現居挪威的「三七事件」受難者家屬陳先生

台灣遲未通過難民法，
難道我們真的不歡迎難民嗎？

人 權 手 記

金門三七慘案難民家屬首度來台尋求真相與和解。 
© Amnesty International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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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在網路上看到台灣監察院近年針對該事件發布的調查報

告，希望來台尋求真相與和解。因此，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協助

陳先生召開記者會，要求國防部重新調查、公布完整真相，並呼籲

政府盡速通過《難民法》。

記者會當天，亦有當年的國軍現身表示，奉命開槍的士兵後

來產生身心問題，「自事發以來，同袍每年都會私下紀念亡者，燒

的紙錢已經超過一輛名牌跑車的金額。若政府願意徹底面對這起事

件，不只是安慰受難者家屬，也是修復當年執法士兵的創傷。」曾

為此事件寫詩悼念的詩人鴻鴻則認為：「『三七事件』是死者的悲

劇，也是奉命開槍的士兵的悲劇。政府不能一味以戒嚴因素推託，

而應該反省台灣法令對難民的不友善。」這場記者會在各大媒體報

導後，獲得社會大量正面迴響，多數民眾認為政府應儘速向受難者

家屬致歉，並提出補償方案。

「我來台灣並不是為了譴責政府或任何個人，
我完全了解歷史錯誤的原因，但我相信台灣
政府和人民，會尊重人權和人道主義，採取相
對應的具體行動。」

——「三七事件」受難者家屬陳先生（Tran）

綜觀過去，台灣曾經因缺乏難民庇護制度，造成難以挽回的

悲劇，但也曾實際找到了另外的出路，改變了許多難民的人生。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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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早已進步為自詡「人權立國」的國家，今日

卻再也毫無空間容納一個維護尋求庇護者尊嚴的制度

了嗎？

2022 年， 台 灣 行 政 院 提 出「 國 家 人 權 行 動 計

畫」，承諾「2024 年通過《難民法》」，之後卻一再

以「兩岸國安考量」與「缺乏社會共識」為由延宕。

然而，實際上，最令台灣政府持保留態度的中港澳人

士，長期都是另以《兩岸條例》與《港澳條例》應對，

並未包含在現有的《難民法》草案裡；草案亦明訂尋

求庇護者須通過背景審查，條件遠比現行的一般投資、

依親、求學者嚴格。若沒有《難民法》，台灣反而缺

乏明確的法源依據來應對尋求庇護者，更容易導致國

安死角。

2024 年 8 月，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委託第三方

機構執行民意調查，並舉行記者會公布結果。民調顯

示，受訪的台灣民眾在未獲得任何難民法相關資訊以

前，就有過半（52.4%）支持難民法立法；而在受訪者

獲得更多資訊（包括國際法對難民之定義、台灣難民

的現況、法律草案的細節等）後，支持率更增加至近 6 

成（59.3%）。

出席記者會的監察院委員高涌誠以「三七事件」

為例表示：「國家同時考量人權與國安是可以理解的，

但若擔憂國安問題的話，更應該將草案送到立法院來

全面性討論。」曾在台灣白色恐怖時期協助許多良心

犯的艾琳達也指出，包含彭明敏教授在內的許多台灣

人，就是因為獲得歐美國家的庇護、取得難民身份，

才能持續推動台灣人權的進展；基於這樣的歷史經驗，

台灣更應該建立一套符合國際標準的難民庇護制度。

人不是生來逃亡的
人是生來相愛、相依靠、享受今日的
紫蘇粥、為明日的溫暖和清涼而種植
樹木的；
人不是生來殺戮和被殺戮的
人是生來將陌生的世界變成熟悉的
家園的。

—— 鴻鴻〈霧沒有聲音：悼三七事件亡魂〉 

台灣雖不是《1951 年難民地位公約》及其《1967 

年議定書》的締約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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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台灣早有義務遵守《公

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中的「不遣返原則」，也絕

對有能力施行《難民法》。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希

望台灣政府落實各項國際公約審查專家的結論性意見

與建議，並作為國際社會的一員，儘速在 2025 年將

《難民法》草案送至立法院審議。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支持了兩部以澎湖越南難民營
為拍攝主題的紀錄片，分別為劉吉雄導演的《例外之
地》與劉建偉導演的《彼岸他方》。 
© 《彼岸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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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期 活 動

PETER

強迫失蹤問題在世界各地仍相當嚴峻，許多是由政府，或得

到國家授權、支持或默許的行為，導致真相難以被揭露、失蹤者下

落不明，這不僅違反了國際人權法規範，更持續傷害各地的公民空

間發展。而看似離我們遙遠的問題也圍繞在生活中，當台灣公民進

入中國境內時，威脅人身自由乃至生命權的強迫失蹤風險仍可能發

生，使得我們隨時都可能失去摯愛的家人。 

由於國家未能履行其搜索受害者的義務，家屬必須承擔尋找他

們的責任，而在南美洲地區，許多搜索者由女性擔任，以填補當局

視而不見時留下的責任空缺。不過這些女性搜索者不但沒有受到保

護，反而因為捍衛人權而受到攻擊、誹謗、威脅、恐嚇、騷擾，甚

至是性暴力傷害與暗殺，反映出女性搜索者時常面臨的歧視與敵意

環境。 這些強迫失蹤受害者的新年被消失了，而國家又阻止他們女

性親屬的搜索行動，無疑是對公民空間與女性權利的打壓與傷害。

2025 農曆新年前夕，我們將透過講座與你談談南美洲與中國的強

迫失蹤問題，以及他們的女性親屬與搜索行動案例，一同關注議

題，並透過實際行動支持人權發展。

日期｜
時間｜
地點｜

2025 年 1 月 18 日
14:30-16:30
牛奶吧 Milk Bar by BKA
（105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
東路三段 269 巷 6-1 號）

《被消失的新年－
強迫失蹤與女性搜索者》

哥倫比亞強迫失蹤受害者的女性親屬搜索者。
© Priv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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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志工
與青年代表招募》

PETER

你心目中的人權行動者是什麼樣子的？手持麥克風無懼地站在

群眾前，慷慨激昂的示威者；抱著電腦，默默準備好新聞稿與宣傳

海報；還是準備好零食雨衣和運動飲料，無微不至的照顧每個人的

健康？然而更多的時候，人權行動者是像你我一樣，在我們的生活

中對著不公平的事情皺眉，因為不正義的事情憤恨的人。

如果你也一樣，好想做些什麼，好想一起讓世界變得更好，那

就來加入我們吧！

如果你覺得自己只有棉薄之力，想在上班與上學之餘，抽出一

些時間為人權而 Do ，那麼不論你幾歲、住在哪裡，都非常適合加

入我們的志工行列！成為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的志工，不僅有紮

實的行動者培力，還可以成為許多活動的幕後推手，非常適合不確

定要做些什麼、想認識不同夥伴的你！

（＊本次志工招募僅開放報名且出席說明會者可以參與）

如果你有無限的衝勁，想找到夥伴一起規劃一個完整的行動，

只要你介於 16 - 24 歲，都歡迎加入我們的青年代表！讓我們一起

透過青年的眼光，改變世界的不平等，不只是青年關心什麼，更是

青年可以做些什麼！

（＊青年代表的遴選資訊將在 2 月下旬陸續釋出，敬請追蹤我們的

網頁）

志工招募說明會報名日期｜ 2025 年 2 月 7 日至 18 日
說明會日期｜ 2025 年 2 月 22 日 
（僅參與說明會者可以加入志工）
青年代表招募｜將於 2025 年 2 月下旬釋出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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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nesty 前進校園》專案，如同《人權手記》篇章中提到，

提供教育工作者們申請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的同仁和資源前往學

校／教育機構分享。

入校演講的主題

2025 年，我們將新增一個講座主題：羅興亞難民，課堂中除了議

題分享，亦播放《船上的孩子》親子劇場短片，短片將運用互動式

光影劇的方式，娓娓道來羅興亞難民過往歷史背景，他們遭遇到什

麼困境，從中認識難民議題。此親子劇場，是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

會在 2022 年與夾腳拖劇團合作的成果，我們將其拍成影片，運用

在講座中達到教材永續使用的效果。

當 期 活 動

《Amnesty 前進校園》與     
《阿姆內斯提大冒險桌遊》  
全台巡迴入校

《阿姆內斯提大冒險》桌遊。
© Amnesty International Taiwan

日期｜ 2025 年 2 月 1 日 開
放報名，額滿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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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主題介紹

講座：

・ 難民與人權

・ 撇開歧視認識多元

・ 從國際視角看言論自由

・ 羅興亞難民《船上的孩子》

・ 寫信馬拉松（僅限 9 月申請，11 月入校）

我們希望透過老師們引薦，將各種議題帶進校園，讓學生對於

議題有更多的了解，從而提升人權意識並將人權實踐至生活中。演

講時間可選擇一節課或兩節課。《羅興亞難民》講座因需播放時長 

30-45 分鐘的影片，請務必選擇兩節課。

桌遊工作坊的主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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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學生透過桌遊，化身人權行動者 / 難民，在身歷其境的體驗

中培養自我思考能力。所需時間約 90-100 分鐘，共兩節課的時間。

申請時程與方式

《Amnesty 前進校園》已開放申請中，可入校時間為 3-6 月，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將會依據人力量能來做安排，額滿即截止。

歡迎前往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的官網申請！



多謝你們寄給鄒幸彤的明信片和畫作，
非常有心思！非常感動！幸彤若能全部
看到，定必非常鼓舞！同路人的留言、
畫作，見證歷史，見證這年代的美善，
非常珍貴！請大家堅持給幸彤寫信！祝
福大家！堅持看到希望！

鄒幸彤團隊，2024 年 9 月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