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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輯 手 記

秘書長的話

嗨，大家好，我是2020年1月剛上任的秘書長，邱伊翎。

在新型冠狀病毒的蔓延威脅壟罩下，很多活動都必須延期取消，全球

很多人權倡議活動或研究調查也難以進行，但我們仍努力在疫情中觀

注人權議題及個案，並從未停止發聲，不管是發表人權報告、死刑報告

或聲援李明哲、邱和順、伊朗的亞絲曼、中國維權律師、新疆維吾爾族

人、香港抗爭，並提醒政府防疫措施也必須要注意到人權面向。

除此之外，我們希望開始每年在官網上公開年報、財報，讓組織運作更

公開透明。我們希望透過每年的年度工作報告及透過會計事務所簽核

的財報，讓社會大眾可以更理解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的實際工作、

具體推動的計畫及捐款收入的運用情形。

同時，我們更期待更多朋友了解我們的工作之後，可以加入我們的行

動，跟我們一起捍衛，不論是全球的、還是在地的，屬於每一個人的人

權。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秘書長 

推動廢除死刑

表達自由&Brave人權捍衛者

志工、小組與出版

2019人權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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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教育
寫一封信 改變生命

2 0 1 9 年 度 成 果

台灣分會與全台教師合作，推廣「寫信馬拉松」，同時也舉辦「教師工作坊」、「青年人權營

隊」，希冀能在各級學校及早播下人權理念的種子。在校園以外，我們也舉辦了許多人權活動，

促進社會不同年齡層、不同背景的人士對人權的理解與相互對話。

129,391 參與人數

173,502 行動次數

2 0 1 9 寫 信 馬 拉 松

寫信馬拉松教師計畫

4 場教師說明會
在台北、台中、台南、花蓮

400+ 學校
 齊心助跑

國際特赦組織波蘭分會多年前發起了一項行動：24小時不間斷寫信聲援人權受害者，如今已成

為全球最大的人權盛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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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
台
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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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林仁和國小 周佳盈

台灣在2019年迎來婚姻平權。但是鑒於2018年底的公投結果，LGBTI

族群依然可能面臨巨大的歧視，台灣分會因此策劃這場教師人權工作

坊。希望能從各級學校出發，思考校園中的平權，以及推廣人權教育的

方法。我們邀請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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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教育部人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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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教授與我們分享經驗，分別與台北、高雄兩地的教育工作者對話。

教 師 人 權 工 作 坊

2 場《從平權開始》工作坊
在台北、高雄

為落實人權教育，讓更多青年學子儘早認識人權，台灣分會於2019年9

月首度針對高中生舉辦人權一日營，並名為「人權練習看看」。「人權練

習看看」一日營是由台灣分會的志工籌辦規劃。營隊中，志工們帶領高

中生探討言論自由與LGBTI權利，更邀請到台灣社會運動者參與者鄭

自才先生來與高中生分享其政治參與經驗及對言論自由的想法。

青 年 人 權 營

1 場《人權｜練習看看》
在台北

NT$29,182,657
人 權 教 育 總 支 出

760+ 教育工作者
在課堂上帶領學生捍衛人權

百萬寫信串聯

4 場寫信活動
在台北、台中、台南、花蓮

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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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與反歧視
2 0 1 9 年 度 成 果

「歧視」嚴重侵害了人類的核心價值。許多地方的法律仍將女性視為次等公民，這些法律縱容針對婦

女及LGBTI群體的暴力。國際特赦組織致力於改善現狀，消弭針對女性與LGBTI的歧視與暴力。2019

年，在許多公民團體與個人的努力之下，台灣傳出了令人振奮的好消息，成為婚姻平權亞洲第一。

1 封遊說信
給立法委員，呼籲支持婚姻平權法案

婚 姻 平 權 亞 洲 第 一

3 分鐘短片
向大眾提倡婚姻平權

1 場上街遊行
2019「同志好厝邊」大遊行

2 場電影座談
《玫瑰少年》探討跨性別議題

2019年5月24日，台灣正式開放同志登記結婚，成為婚姻平權亞洲第一。在此之前，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在3月寄信給所有立法委員遊說，敦促

通過能夠實現人權的法律。我們也在法案表決前發布短片《你的選擇，決定世界的樣子！》呼籲民眾支持婚姻平權。同時，我們也了解到社會需要

更長期的性別教育，因而於年底舉行了《玫瑰少年》電影巡迴放映與座談會。

希 臘 L G B T I 權 利

1,000+ 行動次數
為希臘的柴克聲討正義

柴克是一位希臘的變裝皇后，同時也是一名酷兒社會運動者及人

權捍衛者。他在2018年9月受暴力攻擊而喪命。國際特赦組織隨後

發起全球聯署為柴克追討正義，同時敦促希臘政府採取積極措施，

減少歧視帶來的傷害。

南 韓 L G B T I 權 利

1 篇全球報告
《沉默少數：南韓軍中的LGBTI族群處境》揭露嚴重歧視與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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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項法律會影響整個社會，加劇甚至縱容對LGBTI的歧

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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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道的法律，並對所有指控展開徹底調查。2019年7月，國際特赦組

織發布相關報告，揭露南韓的LGBTI軍人可能會面臨的嚴重歧視。

在立法院外迎來婚姻平權法案通過的消息，攝於2019年。 



41,000+ 行動次數
捍衛阿根廷墮胎權利

性 與 生 殖 權 利

阿根廷至今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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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還侵害身體自主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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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累積41000+筆連署，行動能量佔全球

的20%！

歐 洲  O n l y  Y e s  M e a n s  Y e s !

1 篇全球報告
《還我尊重與正義！》指出僅8歐洲國家實施以「同意」為基礎的強暴法。

國際特赦組織倡議以「積極同意」為基礎的強暴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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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tanbul Convention）

修改相關法規，保障受害者不再沈默，並逐步改變強暴迷思與性別文

化。2019年，丹麥承諾修改強暴法、希臘通過強暴法的修正案，都是朝

向性別平等的重要一步！

8 篇專題報導
持續追蹤各國動態，記錄下呼籲受害者不再沈默的倡議運動

女 性 人 權 捍 衛 者

20,000+ 行動次數
呼籲巴西政府調查瑪莉埃爾謀殺案

瑪莉埃爾是位黑人雙性戀女性、出身貧民窟的年輕母親，同時也是市

議員及人權捍衛者，她聲援少數族裔、女性及LGBTI族群，並譴責警察

暴力。然而，2018年3月，瑪莉埃爾遭疾駛而過的汽車開槍射殺。同年稍

晚，國際特赦組織發起全球活動「寫信馬拉松」，聲援對象包含瑪莉埃

爾。2019年4月傳出好消息，政府逮捕了犯案嫌疑人。但當局的調查進

度滯後，我們呼籲巴西政府更加積極追查並審判嫌疑人，以實現正義。

NT$31,673,974
性 別 與 反 歧 視 總 支 出



8 Amnesty International Taiwan

iWelcome
難民、移民與尋求庇護者

2 0 1 9 年 度 成 果

國際特赦組織提倡移民、難民及尋求庇護者的權利已有數十年，我們呼籲各

國正視難民的人性尊嚴。2019年，我們見證世界各地的難民危機，並呼籲各

國採取積極作為，而非把尋求庇護者粗率地關在邊境的拘留中心。台灣分會

也在世界難民日舉辦了一場電影放映講座，與民眾對話，思考難民議題。

世 界 難 民 日

1 場電影欣賞活動
《歡迎來住我家》

2015年歐洲難民危機加劇，德國總理以「歡迎政策」接收難民申請庇

護。當難民開始生活在自己的街區，德國人又怎麼與外人相處呢？電影

《歡迎來住我家》以幽默呈現對立，用溫柔化解偏見，使我們思索難民

與本地人互動的倫理。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舉行了《歡迎來住我家》

電影放映講座，以紀念6月20日國際難民日。

羅 興 亞 危 機

8 篇專題報導
追蹤羅興亞人於緬甸、孟加拉、印度三地的處境

羅興亞人是緬甸境內的穆斯林少數民族，世代居住於緬甸境內，然而

卻沒有緬甸公民身份。自2017年以來，緬甸軍方更是施以暴行，使超過

72萬羅興亞人逃往孟加拉避難。國際特赦組織在2019年發表多篇專題

報導，指出他們不管在緬甸還是在孟加拉都難以實現健康、教育和工

作權。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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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更持續要求國際社會，尤

其是國際刑事法院向緬甸軍方究責。

在避難所裡的羅興亞兒童。



敘 利 亞 內 戰

1 篇全球報告
《送往戰區：土耳其非法驅逐敘利亞難民出境》揭露政府不人道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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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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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美英

法聯軍為打擊伊斯蘭國，卻造成逾1600名平民死亡的軍事行動。

我們也針對俄羅斯與敘利亞政府軍攻擊醫院等民用設施的人權危機，

呼籲聯合國作出行動，調查戰爭罪行。而數百萬難民，也是我們長期關

注的對象。10月，國際特赦組織發布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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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的政策。

8 篇專題報導
呼籲交戰雙方停止侵害平民的暴行

美 墨 邊 境

5 篇專題報導
譴責川普政府強制拆散家庭，侵害兒童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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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分別安置在不同設施。國際特赦組織於2019年兩度造訪非法拘留兒

童的臨時緊急收容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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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們還發起人權教育計劃，提供教材給世界各地的老師

們讓學生瞭解這項糟糕政策，有許多學生對這數千個移民家庭傳達了

愛與團結。

委 內 瑞 拉 難 民

4 篇專題報導
呼籲美洲各國接納委內瑞拉難民

委內瑞拉人民的基本權利不斷遭到侵犯。因政治動盪，超過370萬人逃

離委國。國際特赦組織發起全球聯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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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m

nesty International (Photo: Ahm
er Khan)

NT$64,200
i W e l c o m e 難 民、移 民 與 尋 求 庇 護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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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與人權

2 0 1 9 年 度 成 果

我們正漸漸失去穩定的自然環境，面臨著日益極端的災害，例如洪水、乾旱、颱風、

沙漠化。氣候變遷還會加劇不平等，並帶來毀滅。我們不該再浪費時間。距離2030

年，人類還剩10年時間將溫室氣體排放減至2010年的一半，並致力在2050年前將淨

排放量減至零，才足以保全我們的未來。同時，國際特赦組織也開始關注氣候難民，

捍衛諸如被雨林火災影響的原住民權利。

氣 候 罷 課 行 動 & 良 心 大 使 獎

8 篇專題報導
紀錄全球青年捍衛地球的行動

我們正全面步入氣候危機。瑞典少女桑伯格於2018年發起星期五罷課

運動，決定每週五翹課前往瑞典國會抗議，直到其採取更嚴肅的行動

來因應氣候變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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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 護 亞 馬 遜 雨 林

2,000+ 行動次數
呼籲巴西及厄瓜多政府保護雨林及原住民

2019年8月，巴西亞馬遜雨林的火災佔據了全世界的新聞版面。國際

特赦組織發布報告《圈地放牧：巴西亞馬遜雨林裡的非法放牧》，指出

火災源於系統性的非法盜伐濫墾。許多生態保護區或原住民領地被侵

佔、刻意縱火，以空出土地放牧。畜牧業是巴西最重要的經濟支柱之

一，加快了對雨林的破壞。國際特赦組織為此發起連署，要求巴西政府

保護亞馬遜雨林及原住民。

NT$102,228
氣 候 變 遷 與 人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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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廢除死刑

2 0 1 9 年 度 成 果

全 球 死 刑 報 告

1 篇全球報告
《2018年全球死刑報告》關注全球死刑現狀

2019年4月，國際特赦組織發布《2018年全球死刑報告》，顯示全球

死刑執行人數下降近三分之一，為十年新低。值得注意的是，伊朗的

執行數量雖仍佔全球的三分之一以上，卻大幅下降。但2018年並不

全然是好消息，白俄羅斯、日本、新加坡等國的執行數量增加。而且

上述數據只來自已知的死刑執行數據，中國的死刑執行數據仍被列

為國家機密。國際特赦組織相信2018年中國執行了上千件死刑。儘

管如此，2018年仍見證了顯著的進步，國際特赦組織秘書長庫米·奈

杜表示：「國際上正緩慢但穩定地達成共識，邁向廢除死刑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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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沒有確鑿證據表明死刑更能有效防止犯罪。死刑還具有歧視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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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用來消滅政治異議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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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T$6,966
推 動 廢 除 死 刑

聲 援 邱 和 順

2 篇專題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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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偵辦及

審判過程充滿瑕疵，例如酷刑逼供、缺乏除供詞外的具體證據，但卻

仍於2011年死刑定讞。邱和順案還是台灣司法史上羈押時間最長的

案件，嚴重違反人權標準。國際特赦組織關注多年，並於2012年納入

寫信馬拉松。2019年，隨著電視劇《我們與惡的距離》熱播，我們發布

文章重新思索死刑的爭議。我們拜訪了邱和順，記錄下一名遭受不公

審判的死囚心聲。鄰近邱和順的生日，我們也發起了生日快樂祝福行

動，並轉發自全球各地送達的聲援信件，盼望邱和順重獲自由。

4 次探訪
到獄中探視邱和順

60 張生日卡片
從國內外寄來祝福邱和順59歲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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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自由&
Brave人權捍衛者

2 0 1 9 年 度 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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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則的暴力對付示威者，嚴重侵害人權。我們也關注勇於發聲的人權捍衛者，救援因反對強制頭

巾法而入獄的伊朗人權律師納斯林、被中國關押的台灣人李明哲、受中國政府打壓的人權律師與

紀念六四人士，以及在沙烏地阿拉伯記者哈紹吉被法外處決一週年之際，呼籲各國保障記者調查
與傳播真相的權利。另外，我們持續呼籲中國政府停止壓迫新疆穆斯林，釋放再教育營的被關押

者。

蘇 丹 示 威 遭 血 腥 鎮 壓

16,000+ 行動次數
聲援蘇丹人民

2019年4月，在位長達30年的蘇丹總統巴希爾終於因大規模示威抗議

引發的政變而下台。但蘇丹人民沒有時間慶祝。6月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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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還遭到封

鎖。國際特赦組織持續關注此事，並發起線上連署，呼籲當局停止攻擊

示威者，台灣分會也持續發布專題報導，關注蘇丹示威！

關 注 全 球 各 地 示 威 情 形

7 篇專題報導
追蹤伊拉克、伊朗、印度喀什米爾三地示威的動態

2019年10月，伊拉克因失業與貪腐引爆全國性示威。國際特赦組織觀

察到維安部隊過度使用武力。直至12月初，更有超過300名示威者死

亡。11月，伊朗政府聲明將提高油價，引發群眾抗議。隨後，伊朗政府全

面封鎖網路，使資訊傳播變得十分困難，但國際特赦組織根據可靠消

息來源，指出起碼有143名示威者因政府蓄意過度使用武力而死亡。印

度則在歡慶獨立紀念日之際，封鎖查謨和喀什米爾地區，甚至單方面

取消其自治地位，更逮捕數名當地政治領袖。印度政府必須立刻釋放

查謨及喀什米爾所有良心犯，並終止所有讓人民消音、噤聲的相關政

策。

© Priv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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撐 香 港  S t a n d  W i t h  H o n g  K o n g

29 專題報導
跟進調查香港示威

2019年4月9日，在「雨傘運動」初期發起「佔領中環」的九位民主派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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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

特赦組織發起緊急救援與線上連署，呼籲香港政府釋放其中四名入獄

領袖。隨後，反送中運動在6月爆發，並發生一系列侵害人權的事件。國

際特赦組織發起全球連署聲援香港，並呼籲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究

責人權侵害。

19,900行動次數
呼籲香港釋放佔中四子、維護香港人民表達自由的權利

©
 Ji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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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rydayaphoto

© Amnesty International Taiwan
香港人民上街要求撤回逃犯條例。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與志工在
台北公館地下道進行連儂牆聲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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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ave人權捍衛者
釋 放 李 明 哲

1,000+行動次數
呼籲無罪釋放李明哲

李明哲於2017年3月入境中國時被強迫失蹤，是中國實行《境外NGO

管理法》後第一位被關進中國監獄的境外NGO員工，11月成為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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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腐敗的食物、要求長時間工作等，而多次不被允許探監。國際特赦組

織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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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李明哲。

伊 朗 律 師 納 斯 林

6,400+行動次數
要求伊朗政府釋放納斯林

伊朗知名人權律師納斯林將其一生奉獻給人權事務，包括反對強

制頭巾法和死刑。她在2018年6月遭到逮捕，2019年3月遭判148下

鞭刑、38年監禁，震驚全球。國際特赦組織於2019年3月發起線上連

署行動，並於6月送出全球超過1,176,000的簽名，要求伊朗政府釋

放納斯林。

哈 紹 吉 遇 害 一 週 年

2 篇專題報導
譴責沙烏地阿拉伯政府打壓言論自由

2018年10月2日，沙烏地阿拉伯新聞工作者賈邁勒·哈紹吉進入沙

烏地阿拉伯駐土耳其領事館後不久，便遭勒斃殺害，震驚全球。在

哈紹吉遇害一週年之際，國際特赦組織再次聲明譴責沙國打壓言

論自由、法外處決的行徑。國際特赦組織呼籲沙國司法體制應朝向

獨立、透明、公正，以符合國際人權標準，並且不再使用死刑威嚇什

葉派少數民族及政治反對派。

中 國 維 權 律 師 王 全 璋

600+ 行動次數
要求釋放王全璋讓他與家人團聚

2015年的709打壓行動中，中國當局大肆逮捕250名律師及人權捍衛

者。其中，王全璋因致力於推動政府透明及揭露貪腐而遭控「顛覆國

家政權罪」。其妻在探視之後表示他疑似遭受酷刑。國際特赦組織為

此發起線上連署，要求無條件釋放王全璋 （王全璋已於2020年4月5

日獲釋，但仍遭監控）。除了709打壓行動，國際特赦組織也關注中國

境內其他人權捍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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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由左至右)分別為李明哲、王全璋、納斯林以及國際特赦組織
支持者聲援被殺害的哈紹吉，要求伸張正義。



國際特赦組織訪談超過百位新疆維吾爾人，包含曾被拘留的，
講述新疆的狀況。攝於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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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疆 再 教 育 營

16 專題報導
揭露新疆維吾爾族受迫害情形

中國當局將估計一百萬名的新疆維吾爾及其他少數穆斯林恣意拘留

在所謂的「教育轉化中心」（也稱作「再教育營」）。9月，包含國際特赦組

織在內的五個人權組織，聯合致信聯合國秘書長，要求公開譴責並支

持成立事實調查團，以評估罪行規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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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證明被拘留

者獲得釋放。同時，我們也針對已知的被迫害者展開緊急救援與全球

線上連署。

1,400+行動次數
呼籲中國政府釋放新疆維吾爾穆斯林

六 四 3 0 週 年

1,200+行動次數
聲援中國社運者陳兵

2019年是六四事件的30週年，數十位社運者及受難者家屬嘗試舉行

悼念活動，卻遭公安監控、軟禁在家甚至拘留。陳兵及另外三名四川社

運人士更因製造印有「銘記八酒六四」的酒瓶而被冠上「尋釁滋事」的

罪名，陳兵最後被判處三年半有期徒刑，另外三人則獲緩刑，並被迫沈

默。國際特赦組織針對陳兵展開緊急救援及線上連署，譴責中國政府

打壓悼念活動，呼籲當局正視歷史，並還給受難者及家屬正義。

NT$15,756,800
捍 衛 表 達 自 由 & B R A V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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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組 發 展

15+ 人權小組
不定期聚會

自國際特赦組織創立以來，小組一直是發展的基礎。1961年，第一批國

際特赦組織小組（group）於英、德、法等地成立，1962年，所有小組決定

成立一個永久性組織，成為今天為人所知的「國際特赦組織」。而在台

灣，台北、高雄兩地也先於1989年年底成立小組，其後至1994年才正式

立案，成立「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

目前，32小組、台南小組及英文小組等小組仍活躍發展，於2019年舉辦

過多場不同議題的活動，包括LGBTI權利、哥倫比亞內戰、21世紀的酷

刑、香港反送中運動、緬甸種族清洗、台灣轉型正義、能源轉型等等議

題，持續擴大與深化人權運動的進展。

30+ 活動
深入探討各面向人權議題

志工、小組與出版
2 0 1 9 年 度 成 果

志 工 培 力

6 場培訓
培養志工倡議能力

志工是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十分重要的一部分。我們致力於培力更

多的運動者，並在集體的行動中，學習到共同發聲的重要性。2019，我

們舉辦了6場志工培訓工作坊，涵蓋從聲援李明哲、伊朗人權律師納斯

林，到探討中國侵害人權議題、介紹寫信馬拉松活動等內容。

人 權 雜 誌

2 期《彼得報》
追蹤報導全球人權動態

國際特赦組織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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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倡議團隊編輯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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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權脈動與各項人權活動訊息。

NT$144,400
志 工、小 組 與 出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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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定期聚會

財務報告
2 0 1 9 財 務 概 況

收 入 分 佈

NT$146,852,85083.46% 捐贈(小額定期月捐) NT$122,564,315

16.16% 總部補助 NT$23,724,486

0.38% 會費、利息及其他 NT$564,049

支 出 分 佈

NT$125,222,083

23.3% 人權教育及寫信馬拉松 NT$29,182,657

25.29% 性別與反歧視 NT$31,673,974

0.01% iWelcome難民 NT$64,200

0.08% 氣候變遷與人權 NT$102,228

0.05% 推動廢除死刑 NT$6,966

12.58% 表達自由&Brave NT$15,756,800

0.12% 志工、小組與出版 NT$144,400

28.59% 募款與支持者發展 NT$35,797,800

9.98% 辦公室營運 NT$12,493,058

遵守《公益勸募條例》規範，勸募計畫與財務報告皆經衛福部與內政部審核並公開，讓您清楚了解捐款用途。

我 們 的 承 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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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人權勝利
全 球 好 消 息

愛爾蘭女性終於享有合法墮胎權利

在2018年5月的歷史性公投之後，愛爾蘭女性終於享有

合法墮胎的權利，是女權一大勝利。多年來包括國際特赦

組織的社會運動者在愛爾蘭鼓勵對話、促進墮胎議題討

論所造成的成果。

紀念遭殺害的環境人權捍衛者

朱利安．卡里約（Julián Carrillo）2018年10月遭殺害。我

們發表了《子彈與漠視的夾縫之間》報告，揭露墨西哥對

環境人權捍衛者的保護不足。報告發表的幾小時後，兩名

殺害朱利安的嫌疑犯被逮捕，顯示國際特赦組織的行動

對伸張正義有立即的影響力。

足球員遭居留76天獲釋

難民出身的足球員艾爾阿瑞比（Hakeem al-Araibi）在泰

國遭拘留76天後，終於能回到在澳洲墨爾本的家。生於

巴林的艾爾阿瑞比是位對巴林當局直言不諱的批評者，

由於國際刑警組織的錯誤紅色通報，讓他在2018年11月

抵達曼谷時被拘留，並面臨被引渡至巴林的威脅。國際

特赦組織與其他團體發起行動，希望讓他重獲自由，更演

變成「釋放Hakeem」（#SaveHakeem）運動，橫跨三個大

陸，許多足球員、奧運選手和名人參與其中，超過165,000

人響應聲援。

沙烏地阿拉伯當局撤回死刑計畫

沙 國 女 性 社 會 運 動 者 伊 薩 拉 · 戈 恩 格 蘭（ I s -

raaal-Ghomgham）先前和平參與抗議，卻遭檢察機關以

死刑起訴，而在國際關注與國際特赦組織的倡議下，當局

撤回了執行計畫。但戈恩格蘭依然面臨刑期，而國際特赦

組織會持續為她行動，要求當局立即無條件釋放她。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2018寫信馬拉松發揮影響力

人權捍衛者維塔莉娜．科瓦爾（Vitalina Koval）在西烏

克蘭烏日格羅德舉辦婦女節集會；他們和平地行進，

而警察保護著參與民眾。這情景對當地來說是很大的

改變，因為先前維塔莉娜舉辦類似活動都會成為極右

團體的攻擊目標。

格薩爾．達西諾瓦（Gulzar Duishenova）在吉爾吉斯

為身障權益奮鬥數年。2019年3月她的堅持終於開花

結果，吉爾吉斯政府簽署《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國

際特赦組織支持者寫了將近25萬封信聲援格薩爾。

女子挺身對抗殼牌石油最終勝訴

海牙地區法院做出臨時裁決判Esther Kiobel等4位女

性勝訴，她們為正義對抗世界上最大石油公司—殼牌

石油（Shell）。20多年來Esther為了丈夫在奈及利亞

遭到恣意處決一事對抗幕後黑手殼牌石油。國際特赦

組織蒐集了超過30,000則聲援訊息，並支持她在海牙

對殼牌石油的訴訟。2019年法院首次聽取證人的證

詞，證實殼牌石油賄賂他們，要求他們做假證，造成

Esther丈夫所屬、反對殼牌石油的團體成員遭到死刑

處決。

婚姻平權 亞洲第一

台灣於5月17日通過法律，為亞洲同婚合法化首開先

河。國際特赦組織和台灣LGBTI權利團體共同推動婚

姻平權多年，終於贏來初步勝利。

卡達承諾在2022年世界盃前改革勞動法

國際特赦組織和其他非政府組織、工會、球迷及球員

聯手呼籲足總正視擴大比賽規模所帶來的人權風險，

國際足球總會（FIFA）取消將2022年卡達世界盃參賽

隊伍增至48國、加入更多主辦國的計畫。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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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特赦組織良心大使

氣候變遷運動者格蕾塔．桑伯格與學生發起「Fridays for 

Future」運動，榮獲2019年國際特赦組織良心大使獎。

希臘新修強暴法為女性的歷史性勝利

希臘通過法案認定缺乏同意的性行為即為強暴；丹麥政

府也承諾採用以積極同意為基礎的強暴法。2018年國際

特赦組織檢視歐洲31國的過時法律，以及其他阻礙性侵

倖存者尋求正義的障礙後，這項改變見證多年來性侵受

害者與社運者的勇敢與堅持，為歐洲帶來改變的動能。

6 月

7 月 Google已經終止蜻蜓計畫

Google高階主管在美國國會的聽證會上，清楚證實

Google已經「終止」了蜻蜓計畫（開發搜尋引擎協助中國

政府網路監控及審查）。先前國際特赦組織發起 #Drop-

Dragonfly 倡議行動，有數百名Google員工站出來發聲。

巴勒斯坦人權捍衛者獲釋

70歲人權捍衛者、巴勒斯坦著名貝都因領導者Sheikh 

Sayyah Abu Mdeighim al-Turi因提倡貝都因人的權利與

土地權利遭受拘留，歷經了7個月監禁後，他從以色列監

獄中獲釋。他感謝國際特赦組織及所有為他行動的人：「

非常感謝你們為我的族人和我們的土地挺身而出。」

8 月 北茅利塔尼亞部落客重獲自由

部落客穆罕默德．姆卡伊蒂爾（Mohamed Mkhaïtir）因在

部落格上批評種姓制度被判死刑，並被恣意拘留超過五

年後，終於重獲自由。

沙國女權重大改變

沙烏地阿拉伯宣布改革，鬆綁部分男性監護人制度下對

女性的限制，包括允許女性取得護照、讓女性能在未經男

性監護人許可情況下旅行、給予女性登記結婚、離婚、出

生和死亡、取得家庭紀錄的權利。我們樂見這些改變，但

還有女權運動者仍受困獄中。

9 月 #BringAhmedHome行動

來自敘利亞的Ahmed H.在匈牙利遭到監禁及移民

拘留超過四年後，終於能回家。他被捲入匈牙利邊境

的衝突之後，遭控恐怖主義而被逮捕。事實上，當時

他僅是在協助年邁的敘利亞雙親逃離受到戰火摧殘

的家園。多達24,000人參與了#BringAhmedHome行

動，要求賽普勒斯讓Ahmed回家。

1 0 月 北愛爾蘭新時代來臨

北愛爾蘭通過同性婚姻合法化，同時也將墮胎除罪

化。所有相關的刑事訴訟都被撤銷，包括一位幫15歲

女兒網購墮胎藥而遭起訴的母親。國際特赦組織北

愛爾蘭倡議經理Grainne Teggart表示，這對北愛爾

蘭來說是個新時代的開始，北愛爾蘭終於脫離了控

制人們身體和醫療行為的壓迫性法律。

1 1 月 伊朗難民記者

曾獲獎的庫德族難民記者Behrouz Boochani到達紐

西蘭，帶著國際特赦組織贊助的停留簽證，出席基督

城的活動。Boochani以報導澳洲政府難民拘留中心

的人權侵害聞名，自2014年被拘留於巴布亞紐幾內

亞的馬奴斯島後，這是他第一次離開該地方。

幫助移民面臨指控 獲判無罪

亞利桑那州法院判人道志工Scott Warren博士無罪，

他先前因在美墨邊境幫助移民而面臨指控。面臨類

似指控的法國山域嚮導Pierre Mumber也被判無罪，

他在阿爾卑斯山提供4名西非尋求庇護者熱茶及保

暖衣物，被控「協助非正規入境」。

1 2 月 阿根廷推動墮胎合法化

阿根廷總統阿爾韋托．費爾南德斯（Alberto Fernán-

dez）就職。他在競選時宣布，就職後會盡速推動墮胎

合法化，表示「這是我們必須解決的公共健康問題」。

氣候變遷與人權

菲律賓人權委員會表示，氣候變遷帶來的傷害侵害

公民權利，47家主要化石燃料及碳汙染產業公司應

負起責任。這項指標性的決定為未來的訴訟程序及

刑事調查奠定基礎。



2019年是壓迫的一年，也是
反抗的一年。我們浴血奮戰，
卻未被擊敗；團結一心，向
持續侵犯人權的政府發出挑
戰。”

國際特赦組織亞太區域秘書長Nicholas Bequel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