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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事長的話
親愛的朋友們，

我們身處於艱困的時代。在中國，為人權發聲的律師被抓捕、吊銷執

照；在美國，人們因種族膚色受到歧視與攻擊；在泰國、緬甸、香港，公

民空間越來越緊縮；在世界各地，氣候變遷引起的極端氣候，對脆弱族

群的影響，持續加劇全球不平等。

在全球各地，包括台灣，我們也看到人權捍衛者挺身而出，用示威、遊

行、連署、組織各種行動來施壓政府，爭取言論自由、爭取平等，爭取一

個人類值得的未來，展現無比勇氣。

自70年代，國際特赦組織就透過與在台灣及世界各地人權捍衛者的串

聯，救援台灣良心犯。來自世界各國的奔走支持，陪伴台灣走過一段黑

暗的路，走入民主的時代。我們也聽到，過去曾受國際特赦組織救援的

良心犯投身人權教育，繼續照亮社會前行的路。

感謝您支持人權運動，也請加入行動的行列，匯聚團結的影響力，抵抗

對人權的壓迫，一起迎來更多人權好消息！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 理事長

2020年是全球皆面臨特殊情況又非常艱辛的一年。疫情的爆發擴及

全球，許多城市面臨封城，許多集會活動被禁止，親友及醫院養護照顧

機構的探視也都遭到限制。而人權的侵害事件，卻也沒有因此減少或

終止。國際特赦組織印度分會面臨關閉，土耳其分會的人權捍衛者遭

到打壓及騷擾，香港通過國安法並進行大量逮捕，許多人權捍衛者、維

權律師、青年及揭露疫情的醫生或公民記者被關押在中國或香港的監

獄，無法回家過年；泰國青年群起示威抗議也遭到鎮壓，而緬甸除了羅

興亞難民的問題尚未解除，近期竟又發生國務資政翁山蘇姬被監禁，

警方武力鎮壓和平示威者的情形。

2020年，許多分會都必須在家辦公，只有台灣分會正常上下班，可以跟

同事、志工見面。

即使在家辦公使得研究調查更加困難，但是對於這些人權侵害事件，

國際特赦組織從未停止發聲，台灣分會更是在一次又一次的緊急行動

中扮演重要角色，為沙烏地阿拉伯及伊朗的女權捍衛者、智利的墮胎

合法化等個案，提供強而有力的後盾。

每年的寫信馬拉松，台灣分會所蒐集到的信件及連署數量，都透過郵

寄，送到這些人權捍衛者或家屬手上，或是直接送到各國政府機構，形

成國際壓力。但今年也因為疫情，郵寄作業更加困難。但各學校老師、

學生及各地小組的熱情並未因疫情而減損，我們一年比一年累積更多

 秘書長的話
的連署及信件數量。

雖然很多人可能懷疑信件或連署可能造成的改變，但我們仍然看到一

些我們持續關注的個案及議題迎來好消息，包括王全璋律師、藏語推

廣者札西文色被釋放、沙烏地阿拉伯宣布停止對未成年人判死刑、委

內瑞拉釋放110名包括良心犯的囚犯、加拿大聯邦法院裁定《安全第三

國協議》違憲、公政公約委員會肯認氣候難民、卡達廢除移工需取得雇

主同意才能換工作之規定等等。這些一點一滴的進展，都將累積成為

更大的動力。

台灣分會在2020年做了許多嘗試跟改變，我們增聘了更多倡議專員，

參與更多在地組織的議題合作及個案聲援工作。2021年，我們將走出

台北，在台南設立辦公室，接下來五年，我們也期待在台中、花蓮都有

我們的工作夥伴及工作據點。在防疫的諸多限制中，我們需要更多具

有創意的方式來推廣人權，我們期待您繼續與我們並肩同行，也不吝

給我們建議，讓我們在成長轉型的過程中，一起創造更多成功的案例，

關注全球及台灣的人權情勢，繼續往前邁進。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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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分會帶來的人權影響力！

2020年初，COVID19疫情嚴重，全球進入緊

急防疫狀態，台灣卻被排除在世界衛生組

織(WHO)外，國際特赦組織總部寫信呼籲

WHO秘書長讓台灣參與相關會議、獲取資

訊，但未得到回應。數月後，台灣分會公開

發聲譴責WHO漠視台灣人民的健康權、知

的權利及全球共同防疫的核心價值。

寫信馬拉松，每年國際特赦組織都會針對

十個個案進行連署與行動，希望透過全球

的連署，向各國政府施壓。2020年，台灣分

會的寫信馬拉松有近34萬次的連署及聲援

行動，成為推動全球人權進展的一股重要

力量。

阿根廷墮胎合法化，讓女性的身體自主權

往前邁進！台灣在此倡議行動上，蒐集了超

過41,000份連署，是全球連署數量的15.6%

。阿根廷分會也特別來信致謝台灣分會。

2020年，台灣分會針對數位身分證制度，與

在地人權組織開會、加入聯署及參與記者

會發表立場，並撰寫針對該政策之隱私權

影響評估報告，預計2021年出版報告。數位

身分證制度也於1/21由行政院宣布暫緩，

並承諾先立專法才推動。

2020年，台灣分會秘書處與多名志工共同

撰寫兩公約第三次審查之影子報告，針對

COVID-19、死刑、難民法、晶片身分證、人臉

辨識、墮胎、移工、原住民權利等議題提出

建議，並經由總部審閱修改後，公布第一份

國際特赦組織針對台灣兩公約審查的影子

報告。

2020年初，一名在台菲律賓移工在網路上

譴責菲國總統防疫措施，卻遭菲國勞動部

門登門拜訪並威脅遣返回國，經台灣在地

團體及台灣分會秘書長了解當事人處境，

與區域辦公室及菲律賓分會說明溝通後，

發出聲明。該名移工最後並未遭遣返，我

國外交部也公開發文承諾不會遣返該名移

工。

國際特赦組織每年出版人權報告、死刑報

告，台灣分會也扮演彙整及確認資訊的角

色，由於字數限制只能挑出年度少數最重

大的人權事件，予以更新。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與台灣人權促進會

及Giloo影音合辦「世界難民日」紀錄片線

上影展，並於其後舉辦難民審查培訓活動，

促進社會各界對於難民的理解。

2020年，台灣分會與香港邊城青年舉辦「

穿石」展覽，透過展覽及座談，讓更多人了

解及關注香港。台灣分會與邱和順救援大

隊共同舉辦「海旺天光」展覽座談，讓更多

人了解邱案。更與廢死聯盟舉辦「後來的我

們：死刑犯作品展」，讓大家思索死刑議題。



6 Amnesty International Taiwan

  人權教育
台灣分會與全台教師合作，推廣「寫信馬拉

松」，也舉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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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600+ 參與人數

338,400+ 行動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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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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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場百萬寫信串聯活動
在台北、台中、台南、花蓮

1,150+ 教育工作者
在課堂上帶領學生捍衛人權

 2 0 2 0 寫 信 馬 拉 松 

 2 0 2 0 年 度 成 果

全台總共



7Amnesty International Taiwan

教育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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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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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名青年人權種籽
「大聲宣告 我的自由」二日營

 高 中 生 人 權 營 隊 

2020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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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場人權演講
涵蓋多元人權議題

 深 耕 人 權  全 台 演 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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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販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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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系列人權課程上線

 A I  A c a d e m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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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與反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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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地方的法律仍存在著否定女

性權利的法律、政策、習俗、和理念，將女性視為次等公民，縱容針對婦女及LGBTI群體的暴力，否

定其身體自主權、性與生殖權利。國際特赦組織致力於改善現狀，消彌針對女性與LGBTI的歧視與暴

力。

 2 0 2 0 年 度 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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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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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00+ 行動次數
捍衛阿根廷墮胎權利

 阿 根 廷 婦 女 運 動

© Amnesty International (Photo:Tomás Ramírez Labrous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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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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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反抗舉動，在公共場合靜靜揮舞綁在棍棒上的頭巾，或分享自己露

出頭髮走在街上的影片。有男性也加入運動，也有主動選擇佩戴頭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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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絲曼勇敢反抗強制頭巾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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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00+ 行動次數
呼籲伊朗無條件釋放亞絲曼及女性人權捍衛者

 聲 援 人 權 捍 衛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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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300+ 行動次數
呼籲沙烏地阿拉伯立即釋放納斯瑪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帶領黃色隊伍一同遊行，超過百人的隊伍中，

也包含我們活躍的志工及小組成員共襄盛舉。此次別於以往的以頭車

方式遊行，更安排16個組織/講者在花車舞台上分享其他人權議題；11

月台灣分會首次參與高雄的同志遊行活動，在現場擺設攤位倡議2020

寫信馬拉松土耳其人權個案，聲援因捍衛LGBTI權利面臨起訴的土耳

其大學生。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台南39小組也率小組成員走上台南彩虹遊行。

3 場遊行/擺攤
參與2020年同志大遊行

 L G B T I 權 利



10 Aug–Dec 2019Amnesty International Taiwan

© Mohammad Rakibul Hasan

  難民、移民與尋求庇護者
 2 0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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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的難民危機並沒有趨緩，甚至因為

COVID-19疫情，變的更加嚴峻。台灣分會除了持

續與民眾對話，思考難民議題，也呼籲政府建立

難民保護機制，儘速通過拖延已久的難民法。

2017年，緬甸軍方為了報復先前襲擊30個安全哨站的武裝團體「若開

羅興亞救世軍」，對少數族群羅興亞人犯下暴行，導致超過74萬名羅興

亞人逃離位於緬甸的家園。2020年後半，人們仍為逃離緬甸的暴力衝

突和孟加拉難民營的惡劣條件，試圖逃往東南亞其他地區，而乘船往

往是唯一的選擇，數百名羅興亞難民因此受困海上數月。東南亞各國

多數情況皆違反國際法和其區域承諾所規定的義務，不但阻止人們安

全上陸和尋求庇護，更未能開展搜救行動。國際特赦組織持續監測當

地情形，並與多個組織發表聯合公開信、發起國際行動及施壓，要求國

際社會伸出援手、確保羅興亞人的權利受到保護。

13 篇專題報導
追蹤羅興亞人於緬甸、孟加拉及逃亡至臨海與鄰國處境

 羅 興 亞 危 機

聯合國於2014年設立的2165號決議，讓聯合國人道單位可以跨越土耳

其邊境，到反政府軍把持的北敘利亞提供跨境救援。這項決議如今無

法成功延展，會讓原本就十分嚴重的人道危機更加惡化，尤其是敘利

亞伊德利卜省及其周遭的區域；敘利亞和俄羅斯軍隊為了要奪回區域

掌控權，不斷提高攻擊規模，讓上千人民流離失所，也使得地方和國際

救援團隊無法提供救援。國際特赦組織發起國際行動並持續關注當地

情形，台灣人民也參與其中。

4 篇專題報導
關注敘利亞西北部武裝衝突之下的平民

 敘 利 亞 內 戰

14,500+ 行動次數
要求聯合國延長對敘利亞西北部的跨境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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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得面臨新冠病毒的威脅。

27,000+行動次數
呼籲希臘政府採取行動保護難民

 希 臘 島 嶼 上 的 難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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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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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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也協助台權會舉辦培

訓，讓民眾、NGO工作者、法官及政府人員等共60人，更了解難民身分

審查程序及難民保護工作。

1,000+ 人次
觀看3部難民電影 為期30天的主題影展

 推 動 台 灣 難 民 權 利

4 場難民審查培訓
政府場次、NGO場次、法官場次及律師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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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行動次數
呼籲政府建立難民保護機制，通過難民法

我們串聯國際特赦組織紐西蘭分會舉辦One Amnesty Talk，邀請到遊

說暨政策經理Annaliese Johnston和太平洋區域研究員Kate Schuet-

ze，分享紐西蘭分會面對難民的法律政策，以及太平洋島國吉里巴斯的

氣候難民個案。

1 場線上座談
One Amnesty Talk 在汪洋中沉默 - 氣候難民

 氣 候 難 民

2 位紐西蘭分會嘉賓
分享氣候難民的故事



© sujan / Map Photo A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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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候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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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足以確保未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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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2 0 年 度 成 果

為了進行商業放牧而導致的土地侵佔和森林濫伐情形正急遽上升，而通常隨之而來的是對保留區內原住民和居民的威脅和恐嚇，使其權利和未

來面臨風險。居住在保護區內、希望能保護家園的人，害怕會被參與非法放牧的入侵者傷害、甚至殺害，有些人則被迫逃離家園。

根據國際特赦組織最新調查，在保護區非法放牧的牛群已進入巴西跨國公司JBS的產品供應鏈。JBS也是全球最大的肉品製造商。

2,500+ 行動次數
呼籲JBS阻止非法放牧牛隻

 保 護 亞 馬 遜 森 林

「熱死人聯盟」由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台灣人權促進會、環境正義基金會、綠色和平、350台灣組成。取名「熱死人」是因為這是氣候變遷下人

權可能被侵犯的樣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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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場氣候講座
分享發生在西亞及東南亞的氣候故事

 熱 死 人 聯 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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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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sare Davolio

© Amnesty International Taiwan

我們舉辦於2020年8月至10月舉辦三場電影座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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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場《我的兒子是死刑犯》
台北、台南及東華場 近200人參與

 電 影 欣 賞 與 座 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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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篇《2019年全球死刑報告》
關注全球死刑現狀

 全 球 報 告

  推動廢除死刑
 2 0 2 0 年 度 成 果

《我的兒子是死刑犯》電影欣賞
以及映後座談，台北場。 

“
”

死刑令人可憎且不人道，也沒有任何證據顯示死刑比坐牢更能

嚇阻犯罪。世界大多數的國家都接受這樣的想法，而看到全球處

決人數持續下降實為鼓舞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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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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

持續拜訪邱和順，記錄下一名死囚的心聲。鄰近邱和順的生日，我們也發起了生日快樂祝福行動，並轉發全球各地短短三個月便送達超過30封的

聲援信件，盼望邱和順重獲自由。

 聲 援 邱 和 順

© Amnesty International Taiwan

1 場《海旺天光》台北場展覽
4場講座，1800+觀展人次

2 趟「為邱和順自由」而騎
從台北看守所騎自行車到總統府要求特赦邱和順

60 大壽生日影片
來自國內外祝福邱和順60歲生日

41,000+ 行動次數
遞交特赦邱和順連署至總統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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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與香港人權
 2 0 2 0 年 度 成 果

2019年6月香港爆發示威運動，並引發長期抗爭。2020年，疫情與港府

打壓人權的政策雪上加霜，4月18日香港政府逮捕15名民主派領袖、6

月30日港府迅速通過港版《國安法》、8月23日12名港人在外海遭逮

捕、12月2日黃之鋒及周庭被判即時入獄，皆極大壓縮了香港的表達自

由權利。我們於短時間蒐集到4000+份呼籲當局停止強加港版《國安

法》的連署，並將此訴求遞交至在台的香港經濟貿易文化辦事處，表達

台灣對港處境的關心。

3 次緊急救援
呼籲撤銷國安法、釋放15位民主派領袖及12港人

 繼 續 撐 香 港

37 篇專題報導
跟進調查香港示威

4,000 行動次數
遞交訴求及行動給香港經濟貿易文化辦事處

2 場藝術展
台北及台南

15 場演講/工作坊
一起探討抗爭藝術

7,000 人次
參觀藝術展

國際特赦組織發起全球連署及緊急救援，呼籲釋放15位民主派領袖及

12港人，呼籲港府撤銷國安法並持續追蹤香港動態，我們並將蒐集起

來的連署遞交給在台的香港經濟貿易文化辦事處，希望港府重視全球

各地關注香港人權的聲音。台灣分會並於6月底及9月在台北剝皮寮及

台南神學院舉辦了兩場「穿石 Surmount / 香港騷動年代—抗志」展覽，

藉由抗爭藝術與民眾溝通，希望台灣持續撐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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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月醫師李文亮針對新型冠狀病毒提出警告後遭噤聲，隨後死於這場疫

情，激起人們對審查的憤怒。中國政府的審查制度妨礙了獲取疫情相關資訊的

權利，國際特赦組織發起全球連署，要求終止審查，並持續對抗種族歧視、科技

監控、健康權等與疫情相關的議題。

而在疫情蔓延的2020年，中國的言論自由遭遇更多挑戰，銅鑼灣書店股東桂明

海、維吾爾學者特依拜、維吾爾模特兒加帕爾、人權律師余文生及丁家喜、非政

府組織「長沙富能」工作人員等相繼被失蹤、監禁及判刑，國際特赦組織發起11

次緊急救援，捍衛公民空間。

2015年7月9日中國當局大肆搜捕全國250名人權捍衛者，其中王全璋律師長達

三年音訊全無，並被判有期徒刑四年半。國際特赦組織長期關注王全璋，並發起

全球連署。2020年4月5日，儘管可能仍受嚴密監控，但王全璋終獲釋放，並與家

人重聚！

11 次緊急救援
聲援人權捍衛者及人權受侵害者

 中 國 打 壓 表 達 自 由

37 篇專題報導
紀錄中國人權事件

1,100+ 行動次數
聲援吹哨者李文亮 、維吾爾人加帕爾和瑪依拉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參與由華人民主書院所主辦的中國六四事件31週年座

談會，討論從六四事件到疫情肆虐，中國土地上的正直和良心日益遭到窒息，而

國際社會終為姑息付出代價。

此外，也共同參與拍攝意象短片，以水中閉氣的方式來傳達沒有言論自由的窒

息感，表達對六四31週年之後中國仍缺乏言論自由的關切。

1 場座談會
受邀參加中國六四事件31週年座談會

 六 四 3 1 週 年

1 支短片《自由作為空氣：紀念六四》
社群媒體上觸及超過20萬人 紀念六四晚會。 

  掃描看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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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權捍衛者&表達自由
 2 0 2 0 年 度 成 果

2020年，在新興科技協助下，言論自由受到不合比例的限制，我們關注科技公司縱容越南系統性壓迫

網路言論，同時我們也關注日益升級的警察暴力問題，如泰國政府及香港警方濫用水砲車鎮壓和平集

會。另外，我們持續聲援被關押於中國的台灣人李明哲、受中國政府打壓的維權人士，呼籲中國政府

無條件釋放所有良心犯，並確保他們不會遭受酷刑及其他虐待，並能定期與家人和律師聯繫。

我們追蹤並揭露橫跨印度、查謨&喀什米爾地區、蘇丹、伊朗、伊拉克、

泰國、美國、奈及利亞的示威與鎮壓情形，紀錄、查驗解析全球各地的

示威與警察暴力事件，發布全球警力催淚彈濫用報告，指出政府侵害

人權的事實，對下令或漠視警方使用非法武力的掌權者究責，以及呼

籲修改增訂警方的武力使用相關法條。

19 篇專題報導
追蹤全球示威抗議的動態

 全 球 示 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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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遭到逮捕後，遭判148下鞭刑、38年監禁，

震驚全球。國際特赦組織於2019年發起線上連署行動，並送出全球超

過1,176,000+的簽名，要求伊朗政府釋放納斯林。

納斯林曾在2020年11月暫時從監獄中獲釋，但我們仍持續行動，直至

她真正地重獲自由。

10,700+ 行動次數
要求伊朗政府釋放納斯林

 聲 援 人 權 律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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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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記者會外，我們在台中、台南及台東各自舉

辦了一場講座。而在台北左轉有書X慕哲咖啡，我們更佈置了一場小型信件展，

展示寫給李明哲的信，並於4月及11月移駕至2所高中，希望年輕學子們仍能記

得李明哲。

2 場記者會
要求中國政府李明哲的保障通訊權及健康權

 李 明 哲 事 件 三 週 年

3 場信件展
透過有溫度的手寫信件，讓李明哲知道我們沒有遺忘他

4 場講座
分享李明哲事件及中國言論自由現況

李明哲長期在獄中受到不良之待遇，在COVID-19疫情延燒的當下，健康狀況令

人擔憂，然而中方卻拒絕讓李明哲撥打親情電話，通信亦被停止。我們於2020

年8月28日，強迫失蹤者受害日前，舉辦記者會，要求中國當局保障李明哲等在

監維權人士的通訊權及健康權，並呼籲台灣政府重視台人在中國的人身安全

及自由。除此之外，我們亦在強迫失蹤者日當天推出網路測驗，透過包含李明

哲在內的六個個案故事，說明強迫失蹤對人權的侵害，並呼籲當局無條件釋放

所有良心犯，並確保他們不會遭受酷刑及其他虐待，並能定期與家人和律師聯

繫。

1 則線上圖文測驗
在社群媒體上觸及5萬人

 強 迫 失 蹤 者 日

© Ting Chen 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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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公約第三次審查影子報告
 2 0 2 0 年 度 成 果

國際特赦組織在10月15日向兩公約第三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委員會提交影子報告，針對

台灣政府執行兩公約狀況進行研究，並提出觀察及意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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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民及尋求庇護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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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人權專家
國際特赦組織全球人權專家共同編寫

 兩 公 約 審 查

150+份影子報告
寄送外館、國家人權委員會及立委辦公室
並呼籲台灣政府注重台灣人權近況及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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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工、小組與青年發展
 2 0 2 0 年 度 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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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我們

舉辦了14場志工培訓工作坊，涵蓋聲援邱和順、深入認識科技與人權、寫信馬拉松介紹、LGBTI權利、練習上街說話技巧、泰國及香港青年倡議者

經驗分享等內容。除了培訓之外，我們亦動員志工參與及協助擺攤、展覽、同志遊行、寫信馬拉松等活動。

13 場志工培訓

 志 工 培 力

4 場讀書會
探討各個人權議題

950+行動次數
動員志工加入倡議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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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處協助提供小組資源，使國際特赦組織

在台灣各地的小組，逐漸開始舉辦活動，在地

推廣人權。

2020年，全台各地有5個小組規律運作或重啟

運作，包含廢死小組、台南小組、32小組等，除

此之外，青年倡議為台灣分會未來發展的重

點之一，因此於全台四地成立了校園小組，希

冀能激發越來越多青年行動者。

5 小組
持續行動/重啟運作

 小 組 發 展

5 小組
正在籌備中

小組是國際特赦組織中不可或缺的草根力量，透過小組，我們

得以進行更多社群串聯，2020年全台各地仍看見小組活躍的身

影。

為期10年以上的30、32、34、38、39小組持續運作，例如用不同

議題影像方式播映會，對議題進行深入的了解與討論；進行「口

罩送暖計劃」寄送口罩給海外關注台灣戒嚴時期受害者的人權

前輩；或是長期為謝志宏案發聲外，更協助寫信馬拉松台南場

活動、參與台南彩虹遊行等，還有小組巡迴全台舉辦《審判王信

福》映後座談，啟動社會對於死刑的思考。而2020新成立的北、

中、南、東校園小組則透過社群媒體、實體展覽甚至野餐等形

式，在青年社群中推廣人權、舉辦活動進行倡議。

20+ 小組活動
一起採取行動，寫信捍衛人權

180 名
全台小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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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得報》的命名是源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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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我們出版了三期

彼得報，持續追蹤全球各地發生的女權、死刑、難民等人權議題動態。

3 期《彼得報》
追蹤報導全球人權動態

 人 權 雜 誌

100+ 夥伴店家
提供免費人權刊物讓民眾索取



26 Amnesty International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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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報告
 2 0 2 0 財 務 概 況

NT$191,952,687

93.2%
個人小額捐贈

  NT$178,823,567

6.7%
總部補助

  NT$12,939,413

0.1%
會費、利息及其他

  NT$189,707

52%
倡議活動

  NT$71,032,223

42.4%
支持者發展與募款

  NT$57,849,014

5.6%
辦公室營運

  NT$7,693,546

NT$136,574,783

我 們 的 承 諾

 收 入 分 佈

 支 出 分 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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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稅後賸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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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倡 議 支 出 分 佈

28.8%
人權教育

  NT$20,469,382

40.8%
性別與反歧視

  NT$28,973,236

25.8%
難民、移民與尋求庇護者

  NT$18,349,205

0.3%
氣候變遷

  NT$208,914

1.1%
推動廢除死刑

  NT$790,235 

0.8%
人權捍衛者&表達自由

  NT$552,898 

0.5%
兩公約第三次審查影子報告

  NT$333,396 

1.6%
中國與香港人權

  NT$1,152,768 

0.3%
志工、小組與青年發展

  NT$202,189 

NT$55,377,904

NT$71,032,223

難民、移民與尋求庇護者

人權教育

性別與反歧視

氣候變遷

推動廢除死刑
人權捍衛者&表達自由

兩公約第三次審查影子報告

中國與香港人權
志工、小組與青年發展

所有數字皆統計自2020年1月1日至12月31日為止
本財務說明依獨立會計師事務所簽證初稿

正式財務簽證報告將於本(2021)年五月底前於分會官網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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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維權律師王全璋終與家人團聚

中國維權律師王全璋在獄中四年半後終於得與家人

團聚。他先前因揭露政府貪腐和人權侵害惡行而被當

局針對，國際特赦組織自王全璋入獄起就開始為他倡

議。

沙烏地阿拉伯將停止處死犯罪時未滿18歲者

沙國當局宣佈將停止對犯罪時未滿18歲的人判處死

刑，欲以最高10年的有期徒刑代之。然而當局頻繁濫

用反恐法，而目前依該法被判刑的青少年仍可能面臨

處決。國際特赦組織持續呼籲沙烏地阿拉伯針對所有

情況全面廢除死刑。

美國非洲司令部首度發佈報告

針對外界指控美國空襲索馬利亞造成平民傷亡，司令

部終於進行相關說明，其中也包含國際特赦組織調查

的三起事件。我們已為此倡議許久，呼籲美國非洲司

令部將內部工作更加透明化，終於迎來此官方報告；

我們也發佈突破性的報告：《美國在索馬利亞不為人

知的戰爭》，促使美國終於首度承認在索馬利亞造成

平民傷亡。

獅子山共和國撤銷禁止懷孕少女就學的歧視性政策

在國際特赦組織和其他組織夥伴共同呼籲以及官司

勝訴之後，獅子山共和國政府推翻禁止懷孕少女上學

和考試的禁令。這項禁令原先已實行近五年，許多年

輕女性的受教權因此遭到剝奪。

孟加拉政府承諾提供羅興亞難民兒童教育

孟加拉政府宣布提供羅興亞難民兒童學校教育及技職訓

練。決議宣布前，羅興亞人因緬甸發生種族清洗而被迫逃

至孟加拉，情況歷時兩年半之久。許多團體為孟加拉難民

營內近50萬位羅興亞兒童的受教權倡議，而這項決議正

標示著國際特赦組織和其他人權團體的勝利。

以色列約旦河西岸涉非法屯墾的企業遭聯合國點名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OHCHR）發佈了一項

歷時許久的報告，列出以色列約旦河西岸地區涉及非法

屯墾的企業，超過100家公司行號名列其中，而旅遊資訊

平台Airbnb、TripAdvisor、Expedia、及Booking.com都

在名單上。國際特赦組織的研究發現，這些企業非法將旅

遊業帶進以色列定居點（Israeli settlements，又稱屯墾

區），導致了該區的促成與擴張。

1 月

2 月

4 月

2020年儘管一波三折，仍有許多值得喝采的地方。

人們以安全的方式寫信、發起連署及示威，不顧環

境艱困，選擇團結一致，展現出改變發生的可能。

以下好消息將會告訴你：人性的光輝終將勝利。

西班牙訂下非合意性行為即為強暴的法律

西班牙終於跟進國際人權標準。由於司法體系不彰，許多

惡名昭彰的輪暴案不受相應制裁，受害者遲遲未獲正義，

因此促成這項立法。草案涵蓋針對性暴力的預防及應對

措施，目前正等候議會決議。

國際特赦組織長期呼籲歐洲

各國政府將非合意性交定為

強暴，也發起相關倡議行動如

「Let’s Talk About Yes」。

3 月

© Astrid Chitou/Amnesty International

  2020好消息
 全 球 好 消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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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正式通姦除罪化

2020年5月29日，司法院大法官作出第791號解釋，認為

我國《刑法》第239條「通姦罪」及《刑事訴訟法》第239條

但書「可單獨對通姦配偶撤告」有違憲之虞。我們也在當

天發文恭喜台灣，成為東亞最後一個在《刑法》上廢除此

罪的國家。

聯合國安理會恢復南蘇丹的武器禁運政策

聯合國安理會在國際特赦組織努力倡議以及長達一個月

的行動後，於2020年5月一致通過，宣佈重新恢復南蘇丹

的武器禁運政策。安全理事會代表認為，國際特赦組織在

這項議題上獨立且徹底的研究，是促成投票結果一致的

關鍵。

法國法院裁定協助尋求庇護者的農民無罪

2017年，名為Cédric Herrou的農民被控訴在法國及義大

利的邊境「協助難民和移工非正規聚集、停留和入境」，因

而吃上官司。Herrou的案件顯示出歐洲各地人民伸手援

助他人，卻遭法律定罪的情形。

6 月 印尼居民協助羅興亞難民上岸

2020年6月，一艘載有94名羅興亞難民的船支停靠在亞

齊省北部，當地居民竭力呼籲政府單位伸出援手，並持續

抗議直到他們平安獲救上岸。事件前一天，這艘船先是在

亞齊省北部的Seunuddon海灘被發現，當地漁民注意到

後便向機關單位通報。根據國際法，國家有義務保護入境

上岸的難民人權。

中國人權捍衛者李翹楚獲釋

活躍的女權與勞權捍衛者李翹楚遭禁止通訊拘留4

個月後，於2020年6月19日獲釋。她是備受推崇的勞

權研究員，且和平倡議反對性別暴力多年。一般認為

她的和平行動主義以及和其他社運者的緊密往來，

為此次拘留的主因。中國人權捍衛者在這麼短時間

內獲釋很罕見，我們相信這是全球動員所帶來的成

果。

我無法呼吸：再次點燃社會運動的一句話

當喬治．佛洛伊德被一名美國警官以膝壓頸、生命悄

悄地流逝時，說出了這句話，再次使得美國和世界各

地團結起來疾呼要求種族正義和警察改革。在全球

持續出現示威活動的同時（儘管美國的示威遭到警

方鎮壓），實質而有意義的改變已經發生。我們記錄

了抗爭開始以來，美國發生的改變。

JBS保證將於2025年前全面落實監督整條供應鏈

我們指出全球肉品大廠JBS的供應鏈竟牽涉非法毀

林和土地侵佔；報告發佈數小時後，朗多尼亞州的巴

西聯邦檢察長聲明，將會依據國際特赦組織的研究

結果展開調查。其後曾監督JBS的獨立稽核機構證

實，JBS謊稱在亞馬遜地區的營運完全沒有毀林。後

不久，歐洲頂尖投資商Nordea Asset Management

宣佈取消投資JBS；而JBS則在10月保證將於2025年

前全面落實監督整條供應鏈，包含涉及非法毀林、問

題百出的「間接供應商」牧場。

5 月

© Amnesty International / Jarek Godlewski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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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茲迪孩童倖存者有權獲得賠償

國際特赦組織發佈報告，記錄下雅茲迪孩童淪為伊斯

蘭國（IS）俘虜一事，庫爾德斯坦地區政府對此也公開

呼應我們的報告建議內容，表示伊拉克國會現有的賠

償草案排除了雅茲迪孩童倖存者。他們有權獲得賠

償，有關當局必須為受害於伊斯蘭國罪行的雅茲迪孩

童擬定賠償計畫。

南蘇丹青少年馬蓋死刑判決撤銷

馬蓋是國際特赦組織2019年寫信馬拉松的個案之一，他

的死刑判決終在7月29日撤銷，死囚名單上不再有他的

名字。來自世界各地的人被馬蓋的困境打動，全球聲援的

行動和信件總計高達76萬5,000件，數字驚人。馬蓋的案

件顯示出南蘇丹當局利用死刑針對未成年人的情況，引

起大眾議論紛紛——這樣的情況不常見，但實為非常正

面的進展。

俄羅斯耶和華見證人信徒獲釋

俄羅斯耶和華見證人信徒和良心犯Gennadiy Shpak-

ovsky先前僅因行使宗教自由權而遭到起訴，但在國際

特赦組織的倡議努力下，現在他已獲得減刑並獲釋出獄。

智利警官遭逮捕並起訴

國際特赦組織的調查證據顯示，智利卡賓槍騎兵隊（Car-

abineros）代號G-3的高階警官就是造成學生古斯塔沃．

加蒂卡（Gustavo Gatica）失明的罪魁禍首。調查出來兩

個月後，該名警官已遭逮捕並起訴。

8 月

9 月

© Adam Ferguson

1 0 月 英國政府將更關懷照護中心年長者權益

國際特赦組織英國分會發佈報告，記錄英國政府在

COVID-19疫情期間忽視年長者權益，放任老年族群

在照護中心性命垂危。英國照護品質委員會（UK's 

Care Quality Commission）對此表示將緊急展開調

查，探究疫情期間照護中心執行「放棄心肺復甦術」指

令的情形。而社會保障部長則表示，政府會針對部分

親屬進行前導測試計畫，藉此更進一步關懷照護中心

長者。

國際特赦組織的調查獲聯合國支持

我們的調查發現，委內瑞拉總統馬杜洛政權有犯下危

害人類罪的重大嫌疑，而這項調查也獲得聯合國真相

調查小組（Fact-Finding Mission）支持，因此聯合國

人權理事會決定將調查期再延長兩年，增添了國際正

義獲得實踐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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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名遭到不公拘留的人獲得釋放

這都是由於國際特赦組織支持者勤奮不懈地倡議。獲釋

者包含伊朗人權律師Narges Mohammadi和埃及醫生

Alaa Shaaban Hamida。南蘇丹社運者Kanybil Noon無

故遭到拘留117天後也獲得釋放，他在拘留期間無法取

得醫療服務，健康狀況大幅衰退；獲釋後他表示：「我非常

感激你們的努力。我想對全體人員表達感謝，真的很感謝

你們的付出。」

南非總統宣布將更新學校設施

國際特赦組織發佈報告提及南非教育系統缺失百出，總

統拉瑪佛沙遂宣佈將更新143所泥地學校以及改善3,103

所學校衛生設施不足的情形。此舉著實讓南非的弱勢孩

童往前邁進一大步。

丹麥同意將非合意性行為定為強暴

丹麥政府終於同意修訂刑法，欲將非合意性行為定

為強暴。經過女性權利與倖存者團體的努力、以及國

際特赦組織推動「Let's Talk About Yes」數年後，終於

迎來這項重大決策。

企業宣布終止向緬甸軍武公司合作

日本啤酒公司麒麟宣布中止向緬甸軍武公司「緬甸

經濟控股有限公司」（MEHL）付款，而韓國成衣製造

商Pan-Pacific則決定與之中止商業合作關係。兩項

舉措均源於一份國際特赦組織於2020年發布的調查

報告〈軍武公司〉，當中提到緬甸軍隊與國際企業的

多項關聯。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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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月 伊朗律師納斯林暫時重獲自由

納斯林．索托德（Nasrin Sotoudeh）是伊朗人權律師及

女權捍衛者，因為捍衛人權而遭到不公正監禁。國際特赦

組織將持續行動，直至她真正地重獲自由。

墨西哥批准《埃斯卡蘇協定》

在國際特赦組織和中南美洲地區夥伴的積極倡議下，墨

西哥終於批准協定（Escazú Agreement），成為第11個簽

署的國家。隨著這項區域性條約生效，該國的環境與環境

捍衛者將能受到保護。

1 2 月 阿根廷墮胎權利終於合法

12月30日，阿根廷通過具歷史意義的法律，將妊娠14

週內的終止妊娠行為合法化。此一成就將激勵該地

區和世界其他國家，朝向認可安全、 合法墮胎的方向

前進，從而實現婦女、女童和有生殖能力者的人權。

國際特赦組織全球支持者突破1000萬人

2020年，我們的全球支持者人數突破1000萬人。對於

這項驚人的成就，國際特赦組織在此衷心感謝所有

參與行動、促成改變的每一個人。



2020年儘管一波三折，但人
們以安全的方式寫信、發起連
署及示威，不顧環境艱困，選
擇團結一致，展現出改變發生
的可能。
人性的光輝終將勝利。

“

”
國際特赦組織 Amnesty Internation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