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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 輯 手 札

 國際理事會主席的話
恭喜你們經歷了一個充滿汗水、韌性和豐碩成果的一年。以我對台

灣當前人權狀況的理解，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正因為中國無所不

在的威脅而處於非常艱難的處境。

但這一年，台灣分會對烏克蘭戰爭付出的行動依然充分的展現了你

們對全球的聲援力量。你們在俄羅斯的莫北協代表處前與歌手舉辦

音樂記者會活動，譴責戰爭的同時，也發起捐贈500萬新台幣給國際

特赦組織的烏克蘭工作團結基金，投入我們在烏克蘭的人權工作。

「擴展」、「策略性思考」、「實力累積」，我用這三個詞來描述

2022年的台灣分會。這一年，台灣分會在南部設立辦公室，強調人

權是台灣土地上每個人的權利。這體現出你們願意跳脫完全從城市

以及首都出發的思維與圈子。你們不只是擁有抽象的人權理論或知

識，而是實際的每天落實這些經歷。我要深深地恭喜與感謝台灣分

會充滿辛勤工作和影響力的2022年，並期待在2023年見證台灣分會

邁向有史以來最好的一年。

讓我們繼續團結一致。

                      國際特赦組織國際理事會主席

                            

我們看到去年全世界正朝著深淵下沉——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犯下無

數的戰爭罪行；衣索比亞戰爭仍持續進行中，並成為本世紀最致命

的衝突，據估計已奪去了約60萬的寶貴生命。海地、馬利、緬甸、

委內瑞拉、葉門和其他許多地區也正飽受戰爭、暴力和人權侵害暴

行的摧殘。

2022年，我們還看到國際社會未能採取足夠措施將全球溫度控制在

1.5°C的門檻之下。COP27氣候峰會是在埃及這其中一個人權侵害最

嚴重的國家舉辦的，世界各國在會議中拒絕承認或採取行動處理氣

候危機的頭號兇手：化石燃料的生產和使用。按目前的趨勢，估計

到本世紀末，全球將再變暖2.5°C。這2度的增長意味著數百萬人的家

園、生活和文化將被消滅、生物多樣性的消失、並進一步威脅人類

和非人類生物的命運，直到滅絕。

而您的付出與支持，為世界各地正經歷人權侵害的人們帶來了正面

 總部秘書長的話

的改變。在阿富汗、瓜地馬拉和沙烏地阿拉伯等國家，被非法拘留

的人們從牢籠中獲得釋放；世界各國人權侵害者的責任也正在被追

究；全球廢除死刑的運動正持續擴大；而在追究企業行為者對人權

侵害的責任方面，我們也取得了十足的進展；除了上述例子，還有

更多無法一一道盡。

2023年，我們將繼續為人們的自由與權利奮鬥，最終為我們的世界

帶來改變。最後，我誠摯地感謝大家一起站在這，成為這場戰鬥中

的一份子。

                               國際特赦組織國際秘書長

                                         

 理事長的話
過去一年，全球快速經歷大幅變動，在香港，政府以國安法之名，

持續打壓異議人士，壓縮言論自由空間。極端氣候事件引發災害頻

仍，影響各地人們的生計與生活，在伊朗，頭巾革命帶動了全球聲

援響應，但伊朗參與示威者也大規模受政府逮捕，甚有多人被判處

死刑。各種變化正在以無法預測的形式，快速滲透我們的生活，在

在顯示我們需更有大膽的行動、創意跟策略來因應變動的局勢。

過去一年也是台灣高度受到世界矚目的一年，不論是經濟、政治、

人權，台灣都有特殊的在地脈絡，從戒嚴時期開始跟全球救援行動

連結的歷史，我們知道，連結在地跟國際的行動，讓更多人看見人

權捍衛者的故事，願意採取行動，形成的力量，是促成扭轉局勢的

因素之一。

今年台灣分會將持續挖掘分會的歷史，尤其是早期在威權體制下組

織行動的先行者們的足跡，盼能鑑往知來。同時也會投入更多串連

國際的在地培力及能量，歡迎更多夥伴一起加入人權運動。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理事長

到了2022年底，台灣分會的倡議團隊已經成長到十幾人，我們舉辦

的志工培訓、高中生營隊、青年共識營隊，促成許多對話及培力，

我們甚至成立了政策分析遊說部門，期盼在政策及立法的層次，可

以促成更多改變。

長期救援的個案，李明哲從中國被釋放返台，鼓舞許多人，我們甚

至也邀請了在台灣分會成立之前被國際特赦組織救援過的陳欽生前

輩來跟我們分享。2022年我們嘗試了第一次的選舉倡議，後續針對

2024年的總統大選，我們也希望候選人對於人權政策可以更加重

視。

我們所關注及實際參與多場記者會及拜會的跨國同婚，在2023年

的農曆年前夕獲得重大進展，我們也看到氣候變遷因應法三讀通

過，西拉雅族的釋憲案獲得勝利，外國人停留居留辦法第24條修正

對於難民個案或許稍有進展，然而難民法、移工人權、死刑個案邱

 秘書長的話

和順、王信福至今仍未有任何改變。因此，我們期待更多的你們加

入，促成更大的可能性。

在總部的政策諮詢會議中，台灣分會針對全球稅制、馬斯垂克原

則、下一代人權與貧窮、永續發展與化石燃料撤資等，都舉辦了政

策諮詢會議，並表達台灣分會的建議。我們也針對使用武力與軍事

干涉的程序、軍事佔領等政策，舉辦內部分享及討論。期待台灣分

會在政策討論上可以更積極參與。

Dear friends and allies, 

Firstly, thank you for your continued support for Amnesty International and the global struggle for 
human rights. It is not an exaggeration to say that last year we saw the world coming closer to the 
abyss. Russia invaded Ukraine and committed numerous war crimes. The war in Ethiopia raged on 
and by some estimates claimed over 600,000 lives, making it the deadliest conflict of this century. 
Haiti, Mali, Myanmar, Venezuela, Yemen, and many more places are plagued by war, violence and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In 2022, we also saw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failing to take adequate measures to keep global 
temperature below the 1.5°C threshold. At COP27 held in Egypt, one of the worst perpetrators of 
human rights abuses, States refused to acknowledge or tackle the number one driver of the climate 
crisis – the production and use of fossil fuels. We are now on track for a 2.5°C warmer world by the 
end of the century. This two-digit increase means the erasure of homes, lives and cultures of 
millions of people. It means the erasure of biodiversity, further threatening human and non-human 
life. It means extinction.  

How did we get to the edge of the abyss? Through the failure of global leadership over decades and 
the erosion of the multilateral system of global governance. The consequences of this are clear as 
day and are affecting poorer nations and poorer racialized people disproportionately harder. For 
Taiwan this failure potentially poses existential risks. Russia’s aggression against Ukraine heightens 
the risks of other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disregarding international norms.  

So how do we respond? By using the most powerful weapons we have – our voice, our courage, our 
solidarity. Let us not forget that in 2022 we also saw incredible moments of courage and people 
coming together. You have stood with the women and the girls asking for their rights. You stood with 
the LGBTI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demanding equality. You rejected racism and stood with the 
victims of racism and discrimination. 

Your work and support contributed to positive outcomes for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whose human 
rights were being violated. Individuals unjustly detained were freed from prison in Afghanistan, 
Guatemala, and Saudi Arabia to name a few. Human rights abusers were held accountable in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Progress towards the global abolition of the death penalty continued. 
And important advances were made in holding corporate actors to account. There are many more. 

In 2023 – we will continue to make a difference for freedom, rights and ultimately for our world and 
I thank you all for being here and taking part in this fight.  

In solidarity, 

 

Agnes Callamard 

Secretary General of Amnesty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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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敘利亞難民巴沙爾・艾卜戴・薩德（Bashar 

Abdel Saud）在拘留期間身亡。12月，黎巴嫩

法官因此判決5名國家安全局成員因施加酷

刑而有罪。

 全球廢除死刑持續取得進展

2022年，國際特赦組織的全球廢除死刑倡議
再次取得進展，許多國家廢除死刑，或朝向

廢除死刑跨出一大步。

1月

哈薩克完全廢除死刑。

4月

巴布亞紐幾內亞跟上哈薩克的腳步，在重新

實施死刑30年後再次廢除。

5月

尚比亞總統利用社群媒體宣布將開始廢除死

刑的程序。

6月

馬來西亞政府啟動司法程序，廢除11項唯一

死刑的罪行。

③因一篇社群貼文而被控褻瀆宗教的馬爾地夫

社運人士 Rusthum Mujuthaba，在國際特赦組

織發起緊急救援行動後，於從監獄獲釋。

10月

巴勒斯坦公民穆罕默德・艾庫達里博士（Dr. 

Mohammed al-Khudari）與赫尼・艾庫達里博

士（Dr. Hani al-Khudari）父子，都因羅織的罪

名被判刑入獄。在遭恣意關押超過3年後，穆

罕默德・艾庫達里博士10月從沙烏地阿拉伯

的監獄獲釋。但是，就算赫尼・艾庫達里博士

的刑期已在2月結束，他仍未出獄，國際特赦

組織持續為他進行倡議，協助他獲釋。

11月

①先前表示曾在巴勒斯坦當局監獄遭受酷刑

的6名巴勒斯坦男子，在國際特赦組織介入之

後，2週內便保釋出獄。

②因為國際特赦組織阿根廷分會的支持，一

個烏克蘭家庭得以逃離戰爭，11月在阿根廷

定居。

12月

因和平行使表達自由而在葉門遭恣意拘留的

記者尤尼斯・艾卜戴爾薩拉姆（Younis Abdel-

salam），在被拘留超過一年後獲釋。

2022年，國際特赦組織持續進行的倡議行動、媒體和遊說工作，為權利遭受侵犯的人們帶來正面成果。遭到不公正監禁的人從監獄獲釋、侵
犯人權的人被追究責任、國家政府和國際層級都有通過重要的法律和決議、全球廢除死刑的進程持續向前，且女性和LGBTI族群的權利都有
重要進展。以下是我們在2022年帶來的人權好消息！

 國際特赦組織帶來的人權影響力

遭到不公正監禁的人從監獄獲釋

國際特赦組織持續進行的人權工作，幫助世
界各地的人們獲釋、為家屬伸張正義，並向

侵犯權利的人究責。

1月

被塔利班恣意逮捕和拘留的大學講師賈拉

（Faizullah Jalal）教授獲釋。

2月

①國際特赦組織認定的良心犯斯里蘭卡律師賀

加・希茲布萊（Hejaaz Hizbullah），被依據嚴厲

的《恐怖主義防治法》審前拘留近兩年，終於得

到保釋。另外2名《恐怖主義防治法》的受拘留

者安納夫・穆罕默德・伊姆蘭（Ahnaf Mohamed 

Imran）和蒂瓦妮雅・穆坤坦（Divaniya Mukun-

than），分別於8月和9月保釋出獄。

②在宏都拉斯，水權捍衛者及良心犯「Gua-

pinol 8人組」因為他們的人權工作，在被關押

超過兩年後，無條件獲釋。

3月

①瓜地馬拉的原住民凱克其馬雅族環境保

護人士與良心犯貝爾納多・卡爾・索爾（Ber-

nardo Caal Xol）因為虛假指控而入獄後，提早

獲釋。國際特赦組織2021寫信馬拉松期間，為

他採取的行動超過50萬次。

②南蘇丹的馬蓋．馬地歐普．恩岡（Magai 

Matiop Ngong）從監獄獲釋。他在2017年被

判死刑，當時年僅17歲。2019寫信馬拉松期

間，為他採取的行動超過7萬次。

5月

患有慢性自體免疫疾病的18歲巴勒斯坦人艾

馬爾・納克烈（Amal Nakhleh），在國際特赦組

織及其他團體倡議16個月後，在從以色列的

行政拘留中獲釋。

8月

①俄羅斯法院判決尤莉亞・契特科瓦（Yulia 

Tsvetkova）無罪。她因為在網路上發表身體自

愛的陰道圖畫，被控「製作和散布猥褻物品」。

②教師瑞戴・錢德拉・蒙達爾（Hriday Chandra 

Mondal）因在課堂上討論科學與宗教的差異

而遭到拘留，他於8月獲釋，隨後針對他的指

控也全數被撤回。

9月

赤道幾內亞一項廢除刑法死刑條款的新法生

效。

在非洲，撒哈拉以南絕大多數尚未完全廢除

死刑的國家，都沒有執行死刑的案例，包含肯

亞、馬拉威、烏干達、尚比亞和辛巴威。

 指標性的國家法案和國際協定

在國家和國際層級，國際特赦組織的人權工
作對於確保重要立法和決議的通過，以及確

保企業履行人權責任都非常重要。

國家層級

3月

美國的難民和移民權利取得了重要的勝利。

例如在3月，國土安全部宣布給予阿富汗人臨

時保護身份（Temporary Protected Status）。

此舉能保障在2022年3月15日前無簽證滯留

美國的阿富汗人免受遣返，緩解人們對於回

到由塔利班統治的阿富汗的恐懼。國際特赦

組織美國分會正在倡議通過《阿富汗調整法

案》（Afghan Adjustment Act），本法允許尋求

安全的阿富汗人取得美國公民身份。

巴勒斯坦少年艾馬爾從以色列的行政拘留
中獲釋。

 讓家屬重獲正義，
 讓侵權者負起責任

4月

2018年，12名馬拉威男子殺害白化症病患麥

當勞・馬薩布卡（MacDonald Masambuka），

被法院判決有罪，正義獲得伸張。

6月

大衛・卡斯第佑（David Castillo）因共謀教唆

2016年環境與原住民權利社運人士博塔．卡

瑟雷斯的謀殺案而被判刑入獄，部分正義因

此得以伸張。國際特赦組織持續倡議，期望將

其他涉嫌參與博塔謀殺案的人繩之以法。

10月

在美國當局施壓、拜登總統拜訪以色列之後，

以色列國防部同意賠償巴勒斯坦裔美籍公民

歐馬爾・艾薩德（Omar As’ad）的家屬。歐馬

爾・艾薩德在1月時，於檢查站遭以色列士兵

不當對待，因此身亡。

11月

美國聯邦調查局通知以色列政府，將開始調

查5月時遭以色列士兵殺害的巴勒斯坦裔美

籍記者夏琳・阿布・阿克萊（Shireen Abu Ak-

leh）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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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Michael Lynk），表示以色列正在實施種

族隔離。

4月

歐盟在指標性管理框架《數位服務法》（Digital 

Services Act）達成政治協議，要求大型科技平

台評估和管理其服務的系統性風險，例如宣

揚仇恨和散播不實資訊。

7月

①聯合國特別報告員巴拉克里希南・拉賈戈

帕爾（Balakrishnan Rajagopal）加入越來越

多人的專家群進行評估，再次表示以色列實

施種族隔離。

②聯合國大會決議承認健康環境權，環境正

義因而取得重要進展。2021年底，聯合國人權

理事會也通過了一項類似決議。

③比利時、丹麥、法國、德國、愛爾蘭、義大利、

荷蘭、挪威、西班牙和瑞典等10個歐洲國家，

拒絕以色列國防部將7個巴勒斯坦公民社會

組織定為「恐怖份子」和「非法組織」的做法。

8月

以色列軍方突襲這些公民社會組織的辦公

室，美國政府對此表達關切。

9月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在第51次會議中，通過阿

富汗相關特別決議。國際特赦組織當時建議

納入要呼籲聯合國特別報告員撰寫女性現況

的專題報告。數個國家支持這個建議，也確實

將其納入最終決議。

10月

①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將委內瑞拉真相調查小

組的任務延長至2024年9月。真相調查小組是

重要的獨立國際機制，積極調查並定期報告

過去和進行中的國際犯罪與其他侵犯人權行

為。

②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再次將

斯里蘭卡究責計畫延長2年。該計畫得到授

權，為進一步的究責程序收集和保存證據，這

對於施壓斯里蘭卡政府，讓政府賠償和終止

過去以及現在的人權侵害來說相當關鍵。

③聯合國專家譴責以色列攻擊巴勒斯坦的公

民社會。

11月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通過指標性決議，針對伊

朗於2022年9月16日爆發且尚未結束的全國

示威，成立新的真相調查小組，調查伊朗被控

的人權侵害行為。

5月

印度最高法院停止實施使用了152年的煽動

叛亂法，是保障和促進表達自由的一大勝利。

6月

①獅子山共和國政府起草新的心理健康法

案，新法比過時且具歧視性的1902年《精神病

法案》更符合國際人權標準。這也是國際特赦

組織2021年5月報告關注議題的核心呼籲。

②尼日國會通過網路犯罪法修正案，取消誹

謗和侮辱的監獄刑期。該法先前長期被用來

針對和恣意拘留人權捍衛者、社運人士與記

者。

③美國通過了國際特赦組織美國分會和夥伴

組織長期倡議的槍枝暴力法案《強化社會安

全法》（Safer Communities Act），本法為終止

社區暴力計畫額外提供了2.5億美元。

7月

國際特赦組織在尼日衝突地區為兒童進行的

工作也產生影響，包括加強聯合國對當地局

勢的監測。7月，聯合國秘書長呼籲兒童與武

裝衝突問題特別代表「加強中薩赫勒地區的

監測能力」，這將涵蓋尼日的三國邊界地區。

這正是國際特赦組織2021年9月發布的報告

中的主要建議。

© Amnesty International

2022年，國際特赦組織也看到一些企業更認
真地看待他們的人權義務。

①獅子山共和國當局依照國際特赦組織的要

求，要求在科諾區（Kono district）營運的梅亞

礦業（Meya mining company），回應我們對

其活動為當地人民帶來負面影響的擔憂。梅

亞礦業則回應，他們正在採取各種行動加強

人民的安全，以及替社區取得飲用水。

②國際特赦組織調查航空燃油供應鏈與緬甸

戰爭罪的關係，是促成許多企業宣布退出緬

甸航空燃油銷售的關鍵角色。運送到緬甸的

航空燃油，可能由緬甸軍方用來發動致命的空

襲。其中一家企業是美洲豹能源公司（Puma 

Energy），在得知國際特赦組織的調查結果

後，2週內便宣布退出緬甸市場。泰國石油公司

（Thai Oil）和挪威運輸公司威爾森通運（Wil-

helmsen），也確認公司將退出此供應鏈，預

計未來將有更多企業退出。

國際層級

3月

國際特赦組織發表報告《以色列針對巴勒斯

坦人的種族隔離制度：殘酷的統治制度以及

危害人類罪》後，聯合國特別報告員麥克・林

  女性權利的勝利

女性權利在2022年達成多項勝利，國際特赦

組織也在這些改變的最前線。

2月

拉丁美洲的性與生殖權利的最新進展，是2月

哥倫比亞將懷孕24週內墮胎/人工流產除罪

化。在此之前，阿根廷於2020年將墮胎/人工

流產合法化，墨西哥於2021年將墮胎/人工流

產除罪化。

5月

西班牙國會下議院通過一項法案，內含預防

和起訴強暴的重要措施。

6月

芬蘭國會通過類似措施，將是否缺乏同意納

入關鍵的性侵定義。

9月

米蘭達・路易滋（Mir an da Ruiz）獲 判無

罪，這名醫生因實施合法墮胎，在阿根廷遭

不公正起訴。

10月

芬蘭又通過一項改革法案，北歐地區最嚴格

的墮胎/人工流產法隨之放寬。

  LGBTI權利的顯著勝利

2022年，國際特赦組織促成一些LGBTI權利
的顯著勝利。

7月

瑞士舉辦同性婚姻公投，近三分之二的人口

投下贊成票，通過同婚合法化。

10月

斯洛維尼亞跟進，在憲法法庭裁決之後將同

性婚姻合法化。

11月

巴基斯坦解除得獎電影《Joyland》的禁令，電

影內一位主要角色是跨性別人士。

12月

南韓最高法院裁定，擁有未成年的孩子，不能

直接成為拒絕跨性別人士變更法律性別的原

因。這對於跨性別人士的尊嚴、快樂和家庭生

活權是一大肯定。

國際特赦組織的調查報告《致命的貨物：揭
露助長緬甸戰爭罪的供應鏈》，促進數間跨
國企業退出緬甸航空燃油的供應鏈。

國際特赦組織的調查報告《以色列針對巴
勒斯坦人的種族隔離制度》，指出以色列的
種族隔離政策已構成危害人類罪。

美國通過了國際特赦組織美國分會和夥伴
組織長期倡議的槍枝暴力法案《強化社會安
全法》（Safer Communities Act）。

伊朗女孩瑪莎（Mahsa Zhina Amini）的家
人表示：「謝謝世界各地的慰問與支持。我
希望瑪莎沒有白白犧牲，能讓伊朗走向自
由。請加入國際特赦組織的連署，這對我們
來說意義重大。」

瑞士和斯洛維尼亞正式通過同性婚姻合法
化。目前，全球承認同性婚姻的國家已達 
33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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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台灣和世界各地的信，他説：「你們的信件

給了我希望。這些信件永遠不會消失，更啟發

我要持續為每一個人奮鬥。」

4月

2019寫信馬拉松的埃及人權捍衛者易卜拉

辛．埃澤．埃爾丁（IbrahimEzz El-Din），在被恣

意拘留近3年之後，終於獲釋。他說：「我想感

謝無論是在埃及還是在國外，所有曾為我倡

議並發聲的人。你們是穿透絕望的一道道暖

陽。文字無法表達我對你們的感激之情。我們

必須繼續為受拘留者發聲，這將讓他們對於

擺脫自身遭遇的不公不義抱持希望。謝謝你

們。」

12月

2021寫信馬拉松的泰國學生領袖帕努莎雅．

蓉 (Rung Panusaya) 向人們傳達感謝：「寫信

真的可以造成改變。我獲釋之後終於能夠閱

讀這些信件，這些信都是在我生命最黑暗的

時刻寫的。『我相信你』、『我們知道你能抵抗』、

『你做的是正確的事情』這些字句讓我更有信

心，也大大鼓勵了我。寫信馬拉松開始後，我

在許多國家的社群媒體上為人所知，不久後

我就獲釋了。如果沒有國際壓力、沒有為我寫

信的人，我可能會在監獄裡更久。這對我來說

就是奇蹟。」

的社運團體開始關切童工議題，倡議廢除死

刑及聲援良心犯。當年10月她在自家門外被

革命衛隊逮捕，並關押在位於首都德黑蘭近

郊的政治犯監獄——艾溫監獄。

2月

2020寫信馬拉松的蒲隆地人權捍衛者傑曼・

盧哥其終於在比利時與家人團聚。傑曼因為

在自己的國家進行人權工作而被捕入獄，刑

期長達32年，在2021年7月1日獲釋之前他已

經被關押超過4年。傑曼想親自對所有為他採

取行動的人說：「因為有你們，我才能有今天。」

3月

①未成年就遭判死刑的南蘇丹青少年馬蓋終

於獲釋。國際特赦組織將馬蓋納入2019寫信

馬拉松倡議之中，他在15歲時被控謀殺而被

判處絞刑。然而，將未成年人判處死刑，已經

明顯違反南蘇丹根據國內法與國際人權法的

義務。如今，他已安全地離開南蘇丹，並表示：

「有了你們，我今天才能站在這裡。每一個你，

都是我的救命恩人。」

②2021寫信馬拉松的瓜地馬拉人權捍衛者貝

爾納多．卡爾．索爾（Bernardo Caal Xol），在被

關押超過4年後終於獲釋。世界各地的人們為

貝爾納多發起了大約50萬次的行動，台灣就

佔了超過1萬次行動。與家人團聚的貝爾納多

隨後與家人一起拆信，他收到了許許多多來

2022年，全球的國際特赦組織分會同心協力，在國家與國際層級等各層面發揮人權影響力，而台灣在其中的力量絕對不容小覷。

 台灣分會帶來的人權影響力

 遭到不公正監禁的人獲釋 

4月，遭中國不正當關押逾1,852日的李明哲終

於重獲自由，回到台灣。對於台灣及世界地的

人們5年來不間斷的救援、聲援及寫信，李明

哲分享了以下這段話，感謝國際特赦組織長

期以來的支持：「感謝國際特赦組織，跟所有

聲援我的好朋友，讓我可以順利健康及保有

自由心智的回來台灣，謝謝大家！」他也傳達

給所有寫信給他的人，要大家知道每一封寄

給他的信，在穿越中國的獄警及公安人員手

中時，都能看見國際聲援的力量，讓他們不敢

對犯人加以虐待。

 2023年1月跨國同婚大幅開放 

過去一年來，國際特赦組織密切與台灣伴侶

權益推動聯盟、彩虹平權大平台、台灣同志

家庭權益促進會、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

台灣人權促進會與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等

國內重要性別與人權非政府組織協力，透過

社群媒體圖文影音、聯合記者會、跨國同婚

小蜜蜂青年動員與國際公約諮詢等多項倡議

行動，終於讓「飄洋過海的愛落地成家」，促

成跨國同性伴侶有情人終成眷屬，未來我們

也將持續推動實現台灣與中國同性伴侶的婚

姻自由。

根據內政部考量，在實務上因罹患重大疾病

或其他特殊原因，存在無法執行強制驅逐出

國之情形，故於2022年6月修正「外國人停留

居留及永久居留辦法」第24條條文，增列「罹

患重大疾病或其他特殊原因而無法執行強制

驅逐出國者」為核發臨時外僑登記證之對象。

此條文成為政府機關向台灣境內不具難民身

分的非台籍尋求庇護者提供合法暫時居留的

法律依據，然而，國際特赦組織將持續敦促、

監督台灣政府，徹底遵守禁止遣返原則，並盡

速將其法典化，以全面保障尋求庇護者之人

權。

 寫信馬拉松讓人們重獲自由

寫信馬拉松多年來是台灣最大的人權行動之

一，2022年我們同樣促成了許多的人權好消

息。

1月

2018寫信馬拉松的阿特娜・黛米（Atena Dae-

mi）在入獄5年後，終於重獲自由。阿特娜是一

名伊朗的人權捍衛者，她在2014年進入當地

2022年4月，遭中國關押逾5年的NGO工作
者李明哲平安獲釋，返台後拜訪國際特赦
組織，分享連署行動帶來的益處。過去，台
灣分會曾為李明哲發起3次全球緊急救援。

2021寫信馬拉松的聲援
對象貝爾納多（Bernardo 
Caal Xol），在2022年3月
獲釋。

2021寫信馬拉松的聲援 對象蓉
（Rung Panusaya），在2022年
12月獲釋。

「外國人停留居留及永久居留
   辦法」第24條條文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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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特赦組織分別在2020及2021年針對台灣人權狀況向兩公約第三次國際審查委員會提交平行回復，更在
2022年5月9至11日間，完整參與審查過程。同時，國際特赦組織亦持續進行全球規模的人權研究，並出版
2021/22年度人權報告，分析及說明全球人權概況。

 年度人權報告與公約審查

國際特赦組織於3月29日發布年度人權報告，並舉辦記者會，

邀請立法委員邱顯智與范雲、台灣人權促進會秘書長施逸翔、

台灣原住民族政策協理事長陳旻園 Yapasuyongu Akuyan 參

與。

1 場記者會
向台灣社會說明世界人權概況，也邀請民間團體進行補充說明

 2 0 2 1 / 2 2 年 度 人 權 報 告

154 國家
全球人權概況、趨勢、分析

 2 0 2 2 年 度成果一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首次完整參與審查全程，並在為期3天

的審查會議中，針對死刑、跨國同婚、原住民族權益、移工、難

民、表達自由、集會自由、人臉辨識及晶片身分證等多項議題

向國際審查小組提出建議。並在5月13日舉辦國際審查結論性

意見公佈記者會，回應本次國際審查結論性意見內容，並敦

促台灣當局落實相關意見。

3 天審查全程參與
國際特赦組織全程參與並提供審查委員重要參考資訊

 兩 公 約 第 三 次 國 際 審 查

1 場記者會
回應結論性意見及持續監督落實狀況

1 場國際審查前原住民族議題諮詢會議
強化台灣原民團體、人權團體，以及國際審查委員三方連結

 言論表達與公民社會空間
 2 0 2 2 年 度成果二

2022年，面對環境議題、武裝衝突等巨變，諸多民眾選擇透過示威活動表達其意見，卻受到政府打壓；低
致命性武器的濫用，例如多國維安部隊使用橡膠子彈、催淚彈及警棍的情況增加，一些國家的維安部隊甚
至使用監禁、實彈及酷刑對付示威者；部分國家也透過立法或以包含疫情在內的緊急狀況為由，進一步限
制示威活動及壓縮公民空間。國際特赦組織呼籲各國政府停止對異議人士的迫害，以及遏止執法人員過度
使用武力。

© Getty Images

41篇專題報導 14 支議題影片 2 場記者會 追蹤與揭露全球公民空間縮減的情況© Amnesty International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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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哲在遭中國不正當關押逾五年後，於2022年4月15日受到釋放安全返回台灣。國際特赦組織及救援大隊長期進行救援活動，舉辦人權教育

活動、編製教材，以提升相關人權議題的認識。李明哲也在回台後與國際特赦組織共同拍攝感謝影片，並聲援其他在中國與香港遭關押的個案。

更多人權教育計畫相關說明，請參考本報告成果十（p. 36）。

 李 明 哲 遭 不 正 關 押 5 年 系 列 活 動

1 支感謝影片1 場記者會
訴求李明哲的釋放日期 李明哲親自致謝，邀請大眾支持更多的人權捍衛者                        公視、中央社、中央廣播電台、聯合報、中國時報等

 台 灣 選 舉 與 人 權 倡 議 活 動

適逢地方9合1選舉，為讓選民認識其選區候選人之人權意向、提升對各類人權及地方議題關聯性的了解，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特別針對數項

市政層級所涉人權議題，向六都市長候選人提出調查問卷，並將結果公布於官方網站，提供台灣社會參考。同時，針對台灣當局防疫措施致使部

分民眾無法前往投票一事召開記者會，要求當局應停止實施這種明確侵害人民權利的防疫政策。

 1份六都市長候選人人權意向調查1場投票權記者會
多家媒體共同關注                              11名市長候選人加入，提供多元的見解
防疫措施侵害投票權之議題
 

 企 業 和 政 府 必 須 為 緬 甸 人 民 挺 身 而 出

數十年來，緬甸軍方透過暴力統治緬甸的5,400萬人，同時利用緬甸

自然資源謀取私利。2015年，儘管軍方掌握許多權力，人民還是選出

了民政府。但在2021年2月1日，即2020年選舉後新議會上任當天，緬

甸軍方拘留了當選的領導人，並再次奪權。

據估計，來自數百個城鎮的100萬人湧入大街小巷，進行和平的大規

模示威。然而，緬甸維安部隊卻以血腥鎮壓、綁架、監禁和酷刑作為

回應，並繼續在少數民族地區發動戰爭，造成平民死傷、流離失所。

不僅如此，軍方還切斷網路，掩蓋其殘暴攻擊的事實。2022年，國際

特赦組織發佈了兩份相關報告，其中《致命的貨物：揭露助長緬甸戰

爭罪的供應鏈》揭露了緬甸軍方空襲平民的航空燃料來源，以及空襲

倖存者的證詞。緬甸軍事政變以來，已有近1萬6,000人被捕、超過70

萬人被迫離開家園，國際特赦組織持續發起倡議，呼籲國際社會採

取行動，終結緬甸軍方的血腥鎮壓。

12,230+ 行動次數
要求各國政府和企業攜手合作，終結緬甸軍方的壓迫

 捍 衛 示 威 全 球 倡 議 行 動

2022年7月，國際特赦組織在台灣響應全球倡議行動——「捍衛示

威」（Protect the Protest）。示威權利在全球所有區域都面臨前

所未有且不斷上升的威脅，因此國際特赦組織發起新的全球倡議

行動，來對抗國家不斷擴大且加劇侵犯此基本權利的力道。從俄

羅斯、斯里蘭卡、法國、塞內加爾、伊朗到尼加拉瓜，各國當局正

在實施各式各樣的措施，來壓制異議。全球的示威者面臨各種打

壓，例如：愈來愈多限制示威自由的法條和其他措施、不當使用武

力、非法的大規模針對性監控持續擴大，而方式包含切斷網路、

網路審查、侵權和污名化。同時，邊緣化和受歧視的族群面臨更

多阻礙。這項倡議行動將捍衛和平示威權，與受到針對的人們站

在一起，並支持推動人權改革的社會運動。

5+人權捍衛者救援行動
首波救援行動，聲援智利、香港、辛巴威、土耳其、伊朗的人權捍衛者

 17+媒體報導

李明哲遭不正關押五週年記者會。 國際特赦組織調查報告揭露緬甸航空燃油的全球供應鏈，並促成數間企業退出緬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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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四 3 3 週 年

2022年六四33週年之際，國際特赦組織在全球各地共同點起燭光，紀念六四受難者，也聲援在香港和平集會的人們。過去，曾有30多年的時間，「香港

支聯會」持續主辦全球最大的六四紀念活動，活動籌劃人之一為人權律師鄒幸彤。然而，在現今的中國及香港，為六四點燃燭光即是犯罪。2021年，她

和其他支聯會核心成員僅因紀念六四就被逮捕，並遭控「煽動顛覆罪」；2022年1月，她因煽動他人參加未經許可的集會再次被定罪，被判刑15個月。

儘管香港維多利亞公園的燭光無法繼續閃爍，全世界也不會遺忘六四。六四當日，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在自由廣場民主大道的悼念活動上，設置了六

四紀念燭光區，邀請近2,000名民眾與我們共同點起燭光，以此作為守護六四記憶的象徵，並支持僅因聲援六四便遭逮捕的人。台灣分會將繼續在每年

的6月4日點起燭光，延續香港維多利亞公園的燭光晚會。我們會持續為受難者發聲、聲援紀念六四的權利，也會繼續追究侵犯人權者的責任。

3 場《5月35日》放映會
在台北與台南首映「北京沒人敢提，香港不能演出」的舞台劇

 國 安 法 兩 週 年，香 港 公 民 社 會 持 續 遭 打 壓

 亞太地區人權議題

2022年7月，是香港國安法實施以來的第一次《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審查。該年5月，國際特赦組織向審查委員提交的報告指出，國安法在公民社

會團體間產生前所未見的寒蟬效應，2020年前提交問題清單給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15個團體或網絡，近半數已遭關閉、停止所有活動，或離開香港。2020

年，曾促進公民社會團體參與聯合國人權機制的當地人權團體宣告解散，其中多位領袖因國家安全指控，目前正遭審前拘留，其他人則被迫流亡海外。國

際特赦組織於該報告說明，按已收集到的證據，有些團體因為擔心被控「勾結外國勢力」而不敢參與2022年

的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審查。自國安法實施以來，香港已有超過100個公民社會組織被迫解散或搬離香港。

 2 0 2 2 年 度成果三

11 篇專題報導

2022北京冬季奧運期間，國際特赦組織在全球各國發起連署，並於2022年1月26日、北京冬奧開幕前，在台灣的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大樓前舉辦記者會，

要求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向中國政府呼籲，冬奧舉辦前，應先改善中國的人權現況，且不應以國際運動賽事洗白國際形象，企圖掩蓋人權低落的紀錄。此

倡議聲援的對象包括張展、伊力哈木・土赫提、李翹楚、高智晟、仁青持真等人，他們皆是長期遭到中國侵犯表達自由相當嚴重的特定族群，如公民記者、學

者、人權捍衛者、少數民族、人權律師。他們和平表達自己的意見、拒絕屈服於打壓，國際特赦組織將持續與他們站在一起，呼籲中國政府立即釋放他們，並

尊重國際人權法和國際標準保障的集會結社自由。

 2 0 2 2 北 京 冬 季 奧 運 人 權 倡 議

4 次緊急救援 1場記者會1,110+次行動次數
聲援僅因行使表達自由而被起訴或拘留的中國人權捍衛者

12 篇專題報導

2021年6月，國際特赦組織發布的報告詳細記錄了新疆維吾爾族、哈薩克族和其他以穆斯林為主的少數民族，面臨國家系統性大規模監禁、酷刑及

迫害，並於同年發起倡議行動，呼籲中國釋放所有被恣意拘留於新疆監獄和拘留營的人。此倡議行動受到全球數十萬人的支持，並記錄了超過70

起人權遭到侵害的個案。2022年，國際特赦組織持續追蹤新疆的人權狀況，並採訪了受監禁者的親屬，在此倡議中新增40起個案。新疆的穆斯林持

續面臨大規模的系統性迫害；中國的危害人類罪與其他重大侵權行為，侵犯了這些人的基本權利，其宗教與文化認同也遭威脅。國際特赦組織會

持續倡議，呼籲聯合國成員要求中國釋放所有遭恣意拘留於監獄、再教育營或其他機構的人，並承諾絕不遣返任何可能遭到人權迫害的對象。

 中 國 對 新 疆 穆 斯 林 的 嚴 厲 鎮 壓 已 構 成 危 害 人 類 罪

2 次緊急救援 2次全球連署

11,000+次行動次數

聲援被拆散的新疆少數民族家庭，以及超過120名未經公平審判便遭到恣意拘留的新疆人民

1場香港國安法兩週年特展3,850+次行動次數
聲援僅因行使表達自由而被起訴或拘留的中國維權人士呼籲釋放僅因行使言論自由便遭起訴的香港人權律師                

6 篇專題報導 在國安法及Covid-19雙重打擊下，持續追蹤調查惡化的香港人權狀況          

持續關注國安法實施後的香港      
1次緊急救援

259 人參與
在台北與台南舉辦六四紀念燭光晚會

2場紀念晚會 2,000 人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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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平等及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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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2 2 年 度成果四

18 Aug–Dec 2019Amnesty International Taiwan

2022年6月24日，美國最高法院裁定終止對墮胎權的保護，於此，我們加入聲援美國分會的「墮胎是人權」緊急救援與連署行動，呼籲停止美

國墮胎權倒退，要求美國總統和州長保護墮胎照護的權利。我們也與嘉義東石高中合作辦理女性身體自主權人權教育講座，將人權議題帶

進學校課程，與師生一同思考國際人權標準與台灣相關法規的距離。

3,140+  行動次數
支持美國的墮胎/人工流產權利

 從 國 際 到 台 灣 串 聯 重 大 性 別 人 權 事 件

1場講座
為嘉義東石高中舉辦女性身體自主權教育講座

國際特赦組織各國分會持續合作監督性別人權，包括：2021年塔利班掌權後的阿富汗女性人權困境、伊朗庫德族女性瑪莎．艾米妮（Mahsa 

Amini）被「道德警察」恣意拘留後死亡引發的大規模示威，以及美國最高法院終止保障墮胎權，剝奪具生育能力者的性與生殖權利等，我們

持續在世界各地為女性及LGBTI族群發聲。

 關 注 國 際 重 大 性 別 人 權 事 件 不 停 歇

7篇專題文章5,250+ 行動次數6,790+ 行動次數
全球團結一致呼籲終結伊朗的流血鎮壓                                    為阿富汗女權進行連署                                                                    關注國際性平重大事件

21 人參與
國際特赦組織受內政部邀約參與首次《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

視國際公約》（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

tion of All Form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簡稱 ICERD）國家

報告的民間團體諮詢會議，我們針對台灣人權現況，提供關於

LGBT跨國同婚、難民法、移工勞動權利、原住民狩獵及文化權

相關的諮詢建議。

 《 消 除 一 切 形 式 種 族 歧 視 國 際 公 約 》專 家 諮 詢 不 缺 席     

4 場ICERD首次國家報告民間團體諮詢會議
提供政府關於台灣跨國同婚、移工、難民與原住民族的國際人權諮詢

2022年初，國際特赦組織邀請各國夥伴（美國、澳洲、馬來西

亞、韓國分會）與駐台辦事處的盟友（加拿大駐台北貿易辦事

處、德國在台協會、瑞士商務辦事處），跨國串聯呼籲「讓飄洋

過海的愛落地台灣」。此外，我們也偕同國內多元性別民間團

體，透過4場記者會呼籲政府相關部會開放跨國同婚、聲援當

時正在訴訟（後續勝訴）的台日伴侶召開跨海連線記者會。我

們與友團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邀請了國際特赦組織日本分

會秘書長、日本民間團體 Marriage for All 、明治大學鈴木賢教

授，要求政府正視同婚專法通過近3年後，部分跨國同性伴侶

的婚姻自由仍受阻礙。

為了擴大議題的能見度，我們與在地團體共同邀請演藝界四大

天后（謝盈萱、楊謹華、賈靜雯、徐佳瑩）拍攝影片，一起祝福跨國

同性伴侶，更與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合作培訓「跨國同婚小蜜

蜂」志工，在台北與高雄的同志遊行向群眾展開跨國同婚街頭倡

議，同時培育婚姻平權運動的青年行動者。

參與台北、台南、高雄的同志遊行之餘，我們今年也首次加入

友團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主辦的跨性別遊行，邀請3位菲

律賓的跨性別移工「走秀」，並以跨性別與外籍移工的雙重身

分，倡議「免術換證」與「自由轉換雇主」的重要性，讓大眾看

見性別與其他社會身分認同交織下的多重歧視。

22 篇專題文章

串聯多國分會與國內知名藝人
聲援跨國同婚合法化

 監 督 台 灣 婚 姻 平 權 未 竟 之 事：跨 國 同 性 婚 姻 與 跨 性 別 人 權

4 場倡議遊行2支倡議影片 4場記者會
持續多方管道監測國內LGBTI人權進展連結國內多元性別民間團體

呼籲政府開放跨國同婚
台北、台南、高雄的同志遊行與
跨性別遊行

國際特赦組織參與2022跨性別遊行，並邀請三名菲律賓跨性別移工
同行，讓大眾同時看見跨性別與移工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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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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香港、西藏等等。由於台灣

至今仍未有難民相關的國內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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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特

赦組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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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盡速通過《難民法》。 

6,630+ 行動次數

 呼 籲 台 灣 通 過 難 民 法

2022年2月24日起，俄羅斯對烏克蘭展開一系列違反《聯合國

憲章》的軍事行動，導致烏克蘭陷入重大人權與人道危機，平

民被迫流離失所。國際特赦組織3月舉辦「終止侵略烏克蘭音

樂記者會」，聲援烏克蘭並要求俄羅斯停止侵略。國際特赦組

織、台灣人權促進會、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亦於6月召開記

者會，呼籲政府透過修改既有的法規和專案簽證，落實已具

國內法規效力的國際公約，以逐步建立庇護機制。

5 篇專題報導

 持 續 推 動 台 灣 難 民 權 利

2 場記者會
持續敦促台灣政府建立難民法制度

2022年2月，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俄羅斯軍隊非法攻擊、

蓄意殺害平民、酷刑和法外處決的各種犯罪模式，對當地人

民帶來災難性的人權危機。戰爭不只對烏克蘭人造成不利於

人權的後果，也影響全球食物鏈與能源價格。俄羅斯聯邦必

須終止侵略烏克蘭，並終結戰爭罪的犯罪模式。那些必須為

殘忍暴行負責的人，應在公平審判中受到究責。11月，國際特

赦組織邀請2022新聞志業特殊貢獻獎得主張乾琦攝影師，向

台灣群眾分享在烏克蘭戰地獲取第一手影像紀錄的親身經

歷，共44人參與。

 呼 籲 俄 羅 斯 終 止 侵 略 並 保 護 烏 克 蘭 平 民

1場記者會
在莫北協駐台北代表處前，聲援烏克蘭並要求俄羅斯停止侵略

1場講座
台南講座《逆行者：烏克蘭戰地拍攝經驗分享會》

21,800+ 行動次數
全球共同呼籲俄羅斯：停止侵略、保護平民

29 篇專題研究與文章
持續發布新調查與證據，揭發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的國際法罪行

44 人參與

 2 0 2 1 年 度成果五

 難民、移民與尋求庇護者
 武裝衝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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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各種人為暴力和衝突，2022年全球尋求庇護的人數創新高。我們在台灣
除了持續與民眾對話、探討難民議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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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特赦組織在莫北協駐台北代表處前舉辦「終止侵略烏克
蘭音樂記者會」，邀請英國皇家音樂院副院士林慈音、國家
交響樂團小提琴手卓曉青、詩人歌手羅思容等，以音樂聲援
烏克蘭。

2022新聞志業特殊貢獻獎得主張乾琦分享前往烏克蘭前線的經歷。
© Amnesty International Taiwan © Amnesty International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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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特赦組織南亞區域辦公室的倡議專員Samira Hamidi，以及

三立電視台《消失的國界》資深記者彭光偉，以不同觀點分享阿

富汗人的日常，包含：塔利班掌權之下的平民日常、女性在生活

中受到的限制，以及流離失所者的尋求庇護之路。 

5 篇專題文章

 關 注 塔 利 班 取 得 阿 富 汗 政 權 下 的 人 道 危 機

隨著波蘭與白俄羅斯邊境的危機加劇，數以千計名尋求庇護者

面臨的暴力風險也越來越高。倡議人士譴責波蘭和白俄羅斯政

府的軍事行動，也譴責歐盟不採取行動，導致該地區的人道援

助無法暢通。2021年11月8日，數千名移民從白俄羅斯進入波蘭

邊境地區，同時，外界充分記錄到數月以來，波蘭當局和邊防人

員的暴力行動（如：非法遣返），將移民推入貧困、體溫過低而

死亡的境地。波蘭應立即讓這些尋求庇護者進入該國領土，允

許他們尋求保護，並緊急提供他們適當的住所、食物、水和醫療

照護，而非拒絕他們進入波蘭、將他們趕回白俄羅斯。

2,080+ 行動次數

 保 護 被 困 在 波 蘭 邊 界 的 尋 求 庇 護 者

卡達移工佔了該國人口九成，是實現2022世界盃足球賽的關鍵人物，然而，卡達的移工制度「卡法拉制」（Kafala System）長期忽視

移工權利，例如：移工需要雇主同意才能入境、出境、換工作；雇主高度掌控工人的生活，可以強迫他們超時工作；移工被禁止參加工

會，很難爭取賠償或更好的工作條件。自卡達獲得國際足球總會（FIFA）授予卡達比賽主辦權的10年來，上千名參與世足賽的移工遭

到剝削、虐待，甚至身亡。國際足球總會作為國際賽事主辦單位，負有明確的人權責任，需利用自身影響力要求卡達改善移工權利。

10年來，國際特赦組織持續施壓卡達與國際足球總會改善移工處境，卡達開始改善移工政策、提高最低工資，並於2020年廢除「卡

法拉制」部分規範，然而，改革幅度依然不足。2022世足賽舉辦的這一年，國際特赦組織發起全球倡議行動，我們亦邀請台灣男女子

足球代表隊隊長拍攝倡議廣告，並在世足賽開幕前一個月至閉幕期間持續播映，呼籲各界共同加入連署聲援移工。我們也在世足賽

開幕前的2022年11月19日及20日，分別於台南與台北舉辦《移工之盃（The Wokers' Cup）》紀錄片座談，並邀請台灣的移工團體與

會，讓大眾了解世足賽移工與台灣移工的困境，一同採取行動。

8,888+ 行動次數

 要 求 國 際 足 總 揭 發 卡 達 虐 待 勞 工 的 行 為

國際特赦組織於2022年2月發表研究報告《以色列針對巴勒斯坦人的種族隔

離制度》，指出以色列政府大規模沒收巴勒斯坦土地和財產、非法殺害、強制

遷徙、嚴厲限制行動，及剝奪巴勒斯坦人的國籍和公民身份，已構成種族隔離

制度的元素。根據《羅馬規約》和《種族隔離公約》的定義，這些人權侵害行為

已構成「危害人類罪」。此報告獲得全球關注，各國共6,298份報導提及，包含

4,123條頭條新聞、27種語言、108個國家，國際特赦組織各國分會亦陸續拜會

當地以色列使館，遞交連署。國際特赦組織要求以色列總理納夫塔利・貝內特

（Neftali Bennett）即刻停止拆除房屋和停止強制驅逐巴勒斯坦人，並呼籲國

際刑事法院，在現行巴勒斯坦佔領區的調查中納入種族隔離罪。

1,813+ 行動次數

 要 求 以 色 列 撤 除 種 族 隔 離，而 非 拆 掉 巴 勒 斯 坦 人 的 家 園

要求以色列停止拆除巴勒斯坦人的房屋，
並停止強制驅逐巴勒斯坦人

1支倡議影片 
邀請台灣男女足隊長聲援卡達移工

2場座談
在台北與台南舉辦《移工之盃》紀錄片座談在2022世足賽期間邀請大眾關注卡達移工權利呼籲各方當局保護被困在波蘭邊界的尋求庇護者持續關注阿富汗平民流離失所的情形並為此發聲

1 場講座
邀請阿富汗女權工作者與台灣資深記者討論
塔利班掌權下的阿富汗女性與難民處境

53 人參與

156 人參與

《移工之盃》紀錄片座談。

《九槍》導演蔡崇隆與越南移工朋友和國際特赦組織的卡達移
工倡議海報合照。  

國際特赦組織邀請台灣男女足隊長
拍攝倡議廣告聲援卡達移工。

國際特赦組織移工倡議專員與台灣
男女足隊長。

22 Aug–Dec 2019Amnesty International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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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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特赦組織於2021年5月24日發布2021年全球死刑報告，本次報告指出，隨著Cov-

id-19的疫情限制措施逐漸放寬，不少死刑大國故態復萌，法院也恢復正常運作，導致死

刑執行和死刑判決的數量在2021年出現令人憂心的上升趨勢。

2021年全球有18個國家執行了共579件死刑，較2020年的483件增加20%。這是國際特

赦組織自2010年開始進行追蹤記錄以來，死刑執行數量第二低的年度；執行死刑人數

最多的國家分別為中國、伊朗、埃及、沙烏地阿拉伯及敘利亞。

台灣在2021年因謀殺罪新判兩件死刑，低於2020年的5件。在被判處死刑的45人中，有

38人死刑確定，其中包括1名女性，而2021年有6人的死刑被減刑；11月，台灣高等法院

將2020年對1名女性判處的死刑減刑，原因是考量她在犯罪時被診斷出罹患嚴重的憂鬱

症，進而影響了她；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在9月撤銷了5名過去在緊急戒嚴法下受到簡易

審判並於1970年被處決者的罪名。國際特赦組織日前積極參與的第三次國家兩公約國

際審查中，審查中委員也一再提到台灣應採取措施廢除死刑。國際特赦組織將持續關

注並推動台灣廢除死刑。

1篇全球報告
《2021年全球死刑報告》關注全球死刑現狀

 2 0 2 1 年 度 全 球 死 刑 報 告

 廢除死刑、救援個案

© Amnesty International Taiwan

國際特赦組織於2021年中舉辦了「為邱和順寫一封信給蔡英文總統」徵文活動，蒐集來自國內外的人權支持者為邱和順寫下一封信，請求蔡總

統特赦邱和順。國際特赦組織遞交民眾所寫的數十封中英文信件、數萬個連署，由國際特赦組織秘書長阿格妮斯．卡拉馬爾親自發言，並邀請本

次徵文活動的評審進行說明，將國內外不斷要求特赦邱和順的聲音送入總統府，盼總統能聽到人民的聲音。國際特赦組織為邱和順案行動數十

年，除與各社團奔走救援，更將邱和順選為2012寫信馬拉松全球倡議行動個案；多年來國際聲援的訊息從不間斷，噓寒問暖、年節祝賀等訊息不

斷地從世界各個角落捎進土城看守所的狹小牢房裡。2020年，邱和順60歲，我們為再度他發起了全球連署及寫信行動——全球已收集超過4萬

次行動——而甫進入2022年，更有來自國際特赦組織澳洲、西班牙、紐西蘭、荷蘭、比利時、葡萄牙、美國、德國等分會的秘書長，加上徵文活動的

國內外民眾，親自寫信給蔡英文總統。

國際特赦組織也與邱和順救援大隊共同合辦《海旺天光：邱和順被遺忘的33年》台南場特展，展覽內容包含模擬監所、模擬接見室、酷刑影片、

邱和順親筆信，以及案件相關整理，同時搭配語音導覽QRcode，讓民眾透過藝文展覽，深入了解、關注邱和順的生命故事。「海旺」為邱和順的小

名，他出生那天，他的家鄉龍鳳港大豐收；然而，邱和順在人生境遇中的風浪，卻讓他至今還回不了家。「天光」則象徵雨過天青、挺過困境後的自

由之光。此展期望能為已在監獄當中度過30餘年的他，帶來力量和祝福。

 聲 援 邱 和 順

1場展覽 183 人參與       3場講座37人參與
《海旺天光：邱和順被遺忘的33年》台南場特展               在台南舉辦邱和順與公平審判議題系列講座

43,600+ 行動次數

 2 0 2 2 年 度成果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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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場記者會

1場記者會
「2021年邱和順救援行動徵文活動」為邱和順寫一封信給蔡英文總統遞交行動

8國分會聲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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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判王信福》根據真人真事改編，如實呈現一個死刑定讞案件的審理過程，讓觀眾猶如置身法

庭現場，旁觀檢辯雙方的攻防火花，也啟動自身的思索。《審判王信福》雖然是一部穿越時代的

法庭劇，卻仍然充分呈現如今許多法庭真實的樣貌，透過法庭上審檢辯三方的互動過程，具體

而微的讓觀眾在短短1小時內深刻的理解到本案在審判過程中的瑕疵與不足。包含國際特赦組

織在內的王信福救援大隊於2022年10月在宜蘭、花蓮舉辦兩場放映座談，讓民眾認識王信福、

認識死刑，進而為他、為人權行動。

 救 援 王 信 福

2場放映會 38人參與                     
《審判王信福》電影放映與座談      

6月26日「國際支持酷刑受害者日」，包括國際特赦組織等民間人權團體，以及酷刑受害者蘇建

和，都同聲呼籲立法院應儘速通過《禁止酷刑及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待遇或處罰公約

及其任擇議定書施行法》草案，並期待國家人權委員會作為施行法規範的「國家酷刑防制機制」

，應儘早完成準備工作，以便施行法一旦通過後可順利接軌並做好相關防範酷刑的任務與工

作，讓酷刑歸零。

人權團體共同合辦面向大眾的三場酷刑講座，一起就「酷刑」、「酷刑而得之證據及其證據能力」、

「死刑與酷刑」、「兩公約審查結論性意見」、「酷刑之政治目的」和「國家酷刑防範機制與國家人

權委員會之角色」等議題，從個案、制度與法規政策等層面，討論酷刑受害者之救濟與酷刑防免

等工作。

 讓 酷 刑 歸 零

3場講座 48人參與                    
探討酷刑、酷刑的證據能力、死刑與酷刑、
兩公約審查結論性意見等議題

1場記者會                    
立即通過《禁止酷刑公約施行法》

科技應用的形式日趨多元，從溝通、社交到執法都可以見到其身影，但在便利之外，公私部門的濫用卻也對人權造
成極大的威脅，如社群平台上氾濫的歧視及仇恨言論，提高了難民危機產生的風險、臉部辨識科技促成大規模監
控風險大幅提升。國際特赦組織透過協助出版相關書籍，邀請相關學者舉辦講座、新書發表會，向支持者解析科技
應用對人權所提出的挑戰。

 科技與人權

國際特赦 組 織舉辦線上講座「監控城市：60萬支 監視器

之下的海 德 拉巴」，邀 請 網 路自由基金 會助理 政 策 顧問 

Anushka Jain，為台灣民眾說明臉部辨識科技的應用，以及

大規模監控將如何侵害人權。

1場線上講座     31人參與
邀請國際專家說明臉部辨識科技侵害人權的可能性

 對 抗 臉 部 辨 識 科 技

1本書籍《矽谷價值戰》出版
提升社會對科技與人權議題之認識

 提 升 大 眾 對 科 技 與 人 權 議 題 之 認 知

1 場《矽谷價值戰》
發表會暨講座

邀請書籍作者、科技與人權研究員，
說明社群平台對人權所產生的挑戰

 2 0 2 2 年 度成果七

有鑑於科技與人權相關書籍在台灣出版甚少，為提升社會對

相關議題的認知，配合協助羅興亞人向Meta要求補償，在

2017年，緬甸羅興亞人因Meta旗下臉書平台上大量仇恨言

論，導致難民危機風險提升，國際特赦組織特別協助出版探

討社群平台與人權關係之《矽谷價值戰》一書。

國際特赦組織舉辦新書發表會暨講座「社群平台如何統治

全球言論自由？」，邀請《矽谷價值戰》作者、電子前哨基金

會（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國際表達自由部主任 

Jillian York，以及國際特赦組織研究員 Pat de Brún，共同

討論社群平台的審查制度及缺乏理解在地文化脈絡的營運

方式，如何造成系統性人權侵害。

這個時代，許多走過威權歷史的國家已經紛紛廢除死刑，但在司法信任度極低的台灣社會，為

什麼還有死刑這個刑罰選項？在這個標榜人權價值的年代，為什麼人民會認為死刑可以帶來安

全感？每個人對死刑的期待究竟是什麼呢？犯罪事件發生後，不管是被害者、加害者、社會大眾，

他們的身心都出現了傷口，而我們要如何想辦法撫平這些傷痛？我們希望《殺人影展》是社會對

話、理解、療傷的開始。

 第 七 屆 殺 人 影 展

37場放映會           

《致你我的惡．治你我的惡》台北與台南影展     

1場記者會                      
影展開幕：
世界反死刑日「死刑——遍布酷刑之路」     

第7屆殺人影展選片包含世

界各國的紀錄片與劇情片，

主題涵蓋死刑相關人（包括

被害人家屬、加害者親友、

獄卒等）、加害者的背景、犯

罪成因、輿論如何呈現犯罪

事件、司法審判過程、死刑

與國家權力、獄政、死刑犯

處境、死刑冤案當事人等角

度，帶領觀眾從不同角度思

考死刑制度帶來的影響。

4,070人參與          

第七屆殺人影展貴賓包括法國在台協會主任公孫孟（左起）
、國家人權委員會副主委王榮璋、瑞士商務辦事處處長梁瑞
德、歐洲經貿辦事處副代表馬威杰。

101人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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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候變遷與人權
為什麼氣候變遷是人權議題？因為氣候變遷帶來的毀滅性後果不僅影響我們各方面的人權，也因為這是人
為造成的現象，是我們可以採取行動減緩的情形。然而，面臨氣候變遷、環境土地遭破壞，受害最深的族
群之一便是原住民。他們居住於位處邊緣的土地，其生態系統相當脆弱，特別容易受環境變動影響。原住
民、大自然、傳統土地之間，通常維持著緊密關係，他們的生計和文化認同也奠基於此。

由國際特赦組織、台灣人權促進會、環境正義基金會、350台灣、綠色

和平組成的「熱死人聯盟」，在5月舉辦氣候最前線影展，放映紀錄片

電影《無畏世代》（Youth  Unstoppable）。這部電影是加拿大女孩斯

蕾特・茱兒坎克（Slater Jewell-Kemker）15歲以來，以第一人稱視角

記錄她和父母一起參與的環境運動。費時12年，集結各式街頭集會、

政府主導之會議和媒體採訪等豐富素材，將氣候暖化帶來的災難呈現

在大家眼前。透過《無畏世代》可以看見站在對抗氣候變遷最前線的

青年世代們，如何展現出活力和無所畏懼的精神；讓這個世代不僅撼

動人心，也為「氣候變遷與人權」這項議題帶來無限希望。兩天的影

展活動都有行動者對談，讓觀眾能在影片之外瞭解相關議題。

2 場紀錄片座談
提升大眾對氣候變遷與人權的意識

 氣 候 最 前 線 影 展

 2 0 2 2 年 度成果八

自2022年3月國發會公布淨零12大戰略總說明後，開始各

戰略社會溝通會議，國際特赦組織受邀參與淨零綠生活、

風電、光電、氫能、前瞻能源、電力系統與儲能、碳捕捉利用

及封存等社會溝通會議，並依照國際特赦組織全球議題架

構與指引提供建議。國際特赦組織在全球運動的議題架構

中將「氣候正義」列為二大優先議題的其中一個子議題，而

針對12月28日國發會公布的臺灣淨零轉型12大戰略，國際

特赦組織肯認國發會揭示台灣加入國際減碳行列的決心，

也提出此草案尚不足之處，台灣分會未來也將繼續密切關

注此議題。

1 場會議
提升大眾對氣候變遷與人權的意識

 臺 灣 淨 零 轉 型 1 2 大 戰 略

 寫信馬拉松
即便只有少數人支持權利受害的人，成就的結果也可能十
分驚人。20多年前，國際特赦組織波蘭分會決定在12月10日
的國際人權日，舉辦一場24小時的寫信馬拉松。

至今，寫信馬拉松已是全世界最大的人權活動。

 2 0 2 2 年 度成果九

150 人參與

台灣分會出席台塑越鋼記者會。 紀錄片《無畏世代》座談。

2022寫信馬拉松台北場，歌手黃玠正以音樂邀請現場民眾寫信聲援全球人權捍衛者。
 Aug–Dec 2019 29Amnesty International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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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信馬拉松支持那些僅因個人特質、和平行動、發表觀點便遭打壓的人，全球人民用文

字的力量，保護和平示威和自由表達的權利。2022寫信馬拉松的聲援對象包含：女性人

權捍衛者、跨性別權利社運人士、藝術家、和平示威者，他們遭到毆打、監禁、槍擊、騷擾

和威脅。

寫信馬拉松能夠提高這些事件的曝光度，並吸引國際關注。除了邀請民眾寫信，國際特

赦組織也和有權力改變這些情況的人對話。透過寫信馬拉松，這些聲援對象和家屬會收

到來自全球各地、成千上萬民眾的鼓勵，知道自己的案件正得到大眾的關注。

過去，寫信馬拉松的聲援對象都曾提到，這些信件帶來了巨大的改變。透過寫信馬拉松，

政府當局、官員、相關單位對待這些對象的方式也出現顯著轉變，例如：撤銷針對當事人

的控訴、釋放當事人、給予更人道的待遇、訂定法規，以處理相關問題。

2022年，我們在台灣除了一如往常歡迎教育工作者與民眾揪團申請寫信物資，擴大教育

與個人的影響力，更安排4場橫跨週末的官方寫信活動，包括精彩講座、樂團表演、插畫

家作畫，讓民眾在多元的饗宴中為人權行動。

今年，我們更首次結合「寫信馬拉松」與「跑步」，在新北市三重大都會公園舉辦實體路跑

賽事「2022寫信馬拉松：為人權而跑」，並聚焦四大議題（表達與言論自由、平等與反歧

視、氣候變遷、反酷刑），邀請知名插畫家黑啤BEERU、小學課本的逆襲、Dyin Li、Johnnp 

設計跑衣，現場也同步規劃寫信專區、樂團演出、打卡活動，透過運動的正面力量，邀請

更多人加入捍衛人權的行列。

86,380+ 參與人數 103,350+ 行動次數

4 場寫信活動
結合講座、樂團表演、插畫家，串連台北、台中、台南、花蓮                台灣首次結合「寫信馬拉松」與「跑步」，邀請民眾寫信與路跑

 2 0 2 2 寫 信 馬 拉 松 

全台總共

1場跑步馬拉松 825 人參與

寫信馬拉松教師計畫

5 場教師說明會
在台北、台中、高雄，以及線上舉行

650+ 學校
共襄盛舉

1,000+ 教育工作者
在課堂上帶領學生捍衛人權

 國際特赦組織舉辦教師交流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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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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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年人權行動共識營」，我們希望在各級學校及早播下人權理念的種子。並且
在校園以外，我們也舉辦了各式人權活動，更是有年輕的行動者以實習生的
方式，一起加入我們的倡議規劃中，不論是對內或對外，我們都更努力朝促
進社會不同年齡層、不同背景的人士對人權的培力、理解與相互對話前進。

32 Aug–Dec 2019Amnesty International Taiwan

60+ 新血行動者加入

20+ 實體 / 線上活動

290+ 行動者培訓人次

2022年，隨著疫情減緩，國際特赦組織提高了實體培訓和活動的

比例，針對倡議技巧，移工、性別、言論自由等分會倡議相關議題提

供20餘場行動者培訓課程和各式活動。讓行動者具備基礎人權知

識之餘，也透過活動前培訓，實際練習倡議活動現場會使用到的技

能，例如高中生人權營輔導員培訓、跨國同婚小蜜蜂倡議培訓、寫

信馬拉松聲援對象故事說明。而在各式活動中，包含緬甸街導覽、

國家人權博物館參訪、和議題交流與文化敏感度培養，使行動者們

相互交流、互相理解和凝聚共識。行動者一直是國際特赦組織非常

重要的一份子，希望透過豐富多元的人權知識與技能系列培訓活

動，讓更多行動者們與國際特赦組織一同在人權道路上邁進。

 行 動 者 培 力 2 0 2 2 年 度成果十

 行動者培力、小組與青年發展

北中
南東 皆有小組 7 個正式小組(含籌備中的小組)
促進區域平衡發展

小組是秘書處強而有力的草根夥伴，秘書處持續提供小組資源，或與小組共同合作，位在台灣北中南東各地的小組，透過舉辦不同的

人權行動，或是穩定的運作，促進人權推廣更有利的向下扎根。2022年，我們朝向更穩定與協助的培力模式進行，共有7個小組規律運

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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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逐步有新的小

組在籌備與醞釀中。而部分校園小組因成員升學或課業等考量，轉型成為國際特赦組織的志工或是申請成為實習生，這些青年行動

持續在不同的道路上，與國際特赦組織一同為人權努力。

80+小組寫信聲援、舉辦活動

160+小組成員

2600+ 小組行動人次

遍佈全台各地的小組，是國際特赦組織不可或缺的夥伴，讓我們能夠與地方連結、扎根。成立超過10年的台南小組，2022年再度開啟

長期寫信支持救援對象的行動，同時在11月底也公開辦理言論自由相關的講座活動；廢死小組則是每月定期辦理各種有趣的主題活

動，支持人權的同時也不忘記互相分享歡樂。另外，東華校園小組，更是持續的穩定舉行寫信馬拉松，奠立東部人權行動的基石。同

時，也在校園中的38靜宜小組，在2022年寫信馬拉松的活動中，達到了2000多封明信片的行動成果，在38小組的努力下，全校近20%

學生一起參與這場盛大的人權行動。各小組發揮創意和活力，展開在地的人權推廣和倡議。透過每一次小組各自舉辦的活動、聲援，

或是參與秘書處的講座、展覽、寫信馬拉松，甚至是跨組之間的彼此交流，都讓國際特赦組織能夠更加貼近社會大眾，也讓我們和小

組成員共同成長與茁壯。

 小 組 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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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特赦組織在青年培力的業務上，持續確保青年的聲音在各個面向都有參與之外，也持續透過不同的活動形式與諮商，創造青年參

與的各式空間，並提供資源，培力各地的青年人權行動者。其中，招募青年實習生便是最直接的方式，與國際特赦組織一起學習與成

長，更讓青年的聲音與意見，從議題規劃、社群媒體文案，再至活動現場的重要角色，都使我們共同前行與相互學習。

同時，8月份舉辦了「青年人權行動共識營」，來自台灣各地的青年人權行動者爬梳自身所遇到的問題、凝聚共識，更共同進行了青年世

代的議題交流、修復。另外，我們也進行「亞太青年行動者和平示威諮詢」的問卷調查，將相關意見帶到國際特赦組織內部，並校正青

年示威者的相關政策與執行方向。

 青 年 培 力

14+ 位青年實習生

40+ 個倡議專案與青年協力

1 次亞太青年行動者和平示威諮詢調查

30+ 人參與1場營隊

國際特赦組織在台灣一年固定發行三期人權刊物《彼得報》，名稱源於國際特赦組織創辦人英國律師彼得．班納森（Peter Benenson）。

《彼得報》內容包含全球人權動態、研究報導、台灣人權脈動、各式人權活動，2022年，我們持續追蹤全球各地發生的危害人類罪、公民

與言論自由空間、移工人權等議題，其中第二期出刊日適逢2022年卡達世界盃足球賽，我們採用足球員與移工的背影作為封面，希望吸引

大眾關注移工人權，並採取行動。

 人 權 雜 誌《 彼 得 報 》

3期人權雜誌《彼得報》
追蹤報導全球人權動態

100+ 夥伴店家
提供免費人權刊物讓民眾索取

為落實人權教育，讓更多青年學子儘早認識人權，我們在疫情趨

緩後，再度舉辦實體的高中生人權營隊，7月22日至24日的暑假

期間，共計三天27小時，邀請高中生一同互動交流。營隊以探索

言論自由與公民空間、廢除死刑以及平等與反歧視這三大軸線

的人權議題。除了介紹國際特赦組織與國際人權公約以外，更有

多樣化的議題課程，包含實地參訪、講座、電影放映等等。全台共

計有50位來自各地，不同年級的高中生一起參與，更進一步認識

人權議題與倡議行動。

50 名青年人權種籽
「人權Juice果汁機」3日營

 高 中 生 人 權 營 隊 

 人 權 擺 攤

共生音樂節是全台灣最大的年度二二八紀念活動，以音樂節、導

覽、真人圖書館等形式，吸引大眾關注二二八事件。國際特赦組織

前往擺攤，推廣言論自由議題、李明哲、王信福、邱和順個案，以及

卡達移工議題。

216+ 行動次數
共生音樂節

國際特赦組織響應5月17日國際不再恐同日，參加成功大學性別

友善社團TO.拉酷社舉辦的多元性別活動，並邀請跨國同婚台灣

澳門勝訴案當事人現身分享，呼籲跨國同婚全面合法化。

68+ 行動次數
台南成大粉紅點

2022年，我們演講的足跡遍布台北、新北、桃園、新竹、苗栗、台中、

台南、高雄、嘉義、花蓮、台東；進入龍津高中、靜宜大學、東石高

中、成功大學、東華大學、均一高中等校園；觸及各地許多親子共

學團、小組等活動，期望盡可能地透過實際走訪與互動，讓青年行

動者、教育工作者與民眾更加了解人權議題並一同行動。

19 場人權議題演講
涵蓋多元人權議題

 深 耕 人 權 全 台 演 講 

國際特赦組織參與成功大學舉辦的大一新生訓練營，此營隊包含

各式講座、展覽、工作坊、園遊會、晚會。台灣分會除了加強與成大學

生的連結，也吸引學生關注國際特赦組織和人權議題，並採取行動。

70+ 行動次數
台南成功大學「成功登大人：新鮮人成長營」

參與國家人權博物館在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舉辦的《氣候危

機就是兒童人權危機》主題活動，以兒童和環境相關的寫信馬拉

松個案，邀請民眾寫信聲援。

80+ 行動次數
國家人權博物館「氣候危機就是兒童人權危機」主題活動

國際特赦組織參加第七屆「人權辦桌」活動，並介紹2022寫信馬

拉松的聲援對象，邀請民眾現場寫信或線上連署。

114+行動次數
「人權辦桌」活動

為了深耕人權教育，國際特赦組織實體藏書共331本、電子藏書

共46本，提供借閱和租借電子書閱讀器，希望能促進對各式人權

議題的了解與培力。2022年9月至10月間，因應第八屆世界反死

刑大會，舉辦死刑讀書會，閱讀《殺戮的艱難》、《流氓王信福》、《

思索斷頭台》，一同思辨死刑議題，共計有40人參與。

 人 權 圖 書 館

3 場死刑讀書會

國際特赦組織舉辦的青年共識營與全台行
動者交流聚會，凝聚眾人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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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 庭 及 校 園 人 權 教 育 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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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 參與人數2080+ 索取份數

「當我長大」：羅興亞文化、兒童著色、認識難民教材套組

國際特赦組織將真實發生的李明哲強迫失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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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開放索取後，我們共送出超過2400份桌遊；2022年上半年，更以開放租借的方

式，讓此款桌遊可以被永續使用。10月，我們亦受邀至高雄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中，與桌遊社和領袖培育社的學生一起帶領桌遊，並透過李

明哲回台後的感謝救援影片，看見寫信聲援人權行動的力量，共計有41位學生與3位老師參與。

「失蹤與真相」：李明哲桌遊

860+ 參與人數2400+ 索取份數 5+ 租借申請

© Amnesty International Taiwan

這是一款寓教於樂的人權撲克牌，國際特赦組織精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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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參與人數1170+ 索取份數

「人權鬥士牌牌戰」：人權撲克牌

© Amnesty International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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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底，

共計15位民眾租借申請。

羅興亞親子劇場線上播映版租借

15 租借申請

為了瞭解教育工作者在人權教育現場的情形，國際特赦組織在

台北和台南舉辦教師交流會，並邀請6位背景不同的教師分享

經驗。例如：如何使用國際特赦組織的人權教材、如何結合自身

科目響應寫信馬拉松等。我們發掘教育現場的需求，收集教材

與教案的使用回饋，持續和教師合作，深耕人權教育。

2 場教師交流會 20 人參與

教師交流會

「當我長大」：羅興亞文化、兒童著色、認識難民教材套組。  羅興亞親子劇場線上播映版開放民眾租借。

 國際特赦組織舉辦教師交流會。

 「人權鬥士牌牌戰」：人權撲克牌。  「失蹤與真相」：李明哲桌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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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報告
 2 0 2 2 年 度

6.0%
會費、利息及其他

 NT$12,975,730 

40.5%
支持者發展與募款

 NT$74,303,335 

6.0%
會務運作支出及其他支出

 NT$10,983,151 

（ 單 位：新 臺 幣 ）

84.8%
個人小額捐贈

 NT$183,667,002 

9.2%
總部補助

 NT$19,876,848 
NT$216,519,580

 收入

NT$183,532,423 

 支出

26.5%
倡議專案支出

 NT$48,547,830 

國際特赦組織遵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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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國際人道救援支出

 NT$21,851,092 
※烏克蘭、阿富汗、緬甸、卡
達等國的國際人道救援行動
之費用。

2022年度稅後賸餘 

倡
議
專
案
支
出

NT$32,987,157 所有數字皆統計自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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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5月底前於分會官網公佈

15.2%
薪資費用

 NT$27,847,015 
※支持者服務、人權推廣計
畫、廣告費等費用。

 7%           2%        39%     24%     0.5%        2%
NT$3,407,609         NT$1,012,311       NT$18,876,394      NT$11,844,026         NT$240,552         NT$904,883 

 17%                                         0.4%      
NT$8,227,044                  NT$218,030

 5%       2%      1%     0.3%   
NT$2293544           NT$1,135,422           NT$265,796           NT$122,219 



《世界人權宣言》的核心
理念是承認所有人皆享
有權利和基本自由。即使
國際權力動態處於混亂，
也不能在衝突之中犧牲
人權。人權應在日益動盪
和危險的環境中，指引世
界前進。

“

”國際特赦組織秘書長阿格妮斯．卡拉馬爾（Agnès Callamar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