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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理事會主席的話 台灣分會理事長與秘書長的話

恭喜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成立30週年！台灣分會自1994年成立以來，一直維

持強勁的發展軌跡。你們曾在早期的歷史中與戒嚴法纏鬥，並透過國際特赦組

織全球的分會一同團結行動，而且你們的第一任理事長甚至是一位良心犯。

多年來，你們不斷擴大並深化自己所關注的焦點，從關心韓國與緬甸等國外的

個案開始，將關懷延伸回國內的工作，如人權法案、民眾的動員、以及極為重

要的人權教育。近年來，你們最鼓舞人心的勝利絕對是2019年推動同性婚姻運

動的成功。即使曾面臨財務、治理和營運困難等挑戰，台灣分會仍懷抱希望去

克服，以至於時至今日，你們已是少數幾個可以獨立運作的亞洲分會。

2023年，我們一同見證了你們的兩個第一：我們的國際秘書長阿格妮斯・卡拉

馬爾(Agnès Callamard)博士第一次訪問台灣，並達成頗有成效的高層級遊說

與倡議；台灣分會也完成第一次參加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COP28)的壯舉，考

量到台灣不是聯合國會員國，這是一項了不起的成就。你們的領導力持續地散

發出影響力，但最重要的是，我感謝並恭喜所有台灣分會的夥伴30年來努力不

懈，勇敢地為建立一個人人享有人權的世界而奮鬥。

祝褔台灣分會下一個30年持續茁壯！

2023年，對於台灣分會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一年，我們成立了政

策部門，希望為人權法案的監督及推動帶來更多影響力。我們第

一次以台灣分會名義，跟總部一起參與聯合國氣候大會(COP)，

總部秘書長阿格妮斯・卡拉馬爾(Agnès Callamard)博士第一次

來訪台灣，並且拜訪了二大政黨、政府各部會、民間團體及台灣

分會救援的死刑犯，對於台灣有了更多的認識，也接受了德國之

聲媒體專訪，發表她對於台海情勢對人權影響及中國人權侵害擴

張的看法。

2023年，我們針對總統大選做了選舉倡議，針對五大人權議題提

出問卷，並獲得所有候選人的回應，我們也開了記者會及發了選

後聲明，說明我們對於接下來的執政黨及在野黨的人權期許。

在國際議題上，我們也針對加薩衝突、俄羅斯侵略烏克蘭、企業

與人權、科技監控等全球重大的報告進行編譯，與在地小組合辦

講座，成為全球聲援串連的一份子。

2023年，我們在會員大會上確立了台灣分會未來8年的長期願景目

標，並與總部優先議題及策略相輔相成，同時加入台灣在地的特

殊脈絡。我們持續改善內控，期盼在會務運作層面更加穩健。自

2020年以來，我們每年在網站公布年度工作成果報告及財務報告，

讓我們的運作及資源分配更加透明。

我們首度選出台灣分會的青年代表團，希望人權倡議及治理層面，

都能納入更多青年的參與及意見。

2023年，我們失去了我們的長期戰友：林淑雅教授，以及協助台

灣分會成立的德國Klaus H. Walter先生。透過紀念他們，我們回

顧台灣分會的成長歷史。這幾年，台灣分會快速成長，員工人數

成長四倍，但是我們不能忘記來時的路。因此，我們展開了口述

歷史計畫，試圖爬梳台灣分會的發展軌跡。

2023年，國際特赦組織總部經過一系列的評估，認為台灣分會在

持續成長跟穩定的過程中，達到財務自主。台灣分會除了達到核

心標準所要求的治理標準，也在理、監事會與管理團隊的領導之

下，展現能與多元利害關係人朝共同目標努力的可能性。總部8月

來函，確認解除在國際特赦組織財務挑戰下建立與台灣分會共管

機制的備忘錄 ，正式宣告台灣分會成為獨立運作的分會。

2024年，是台灣分會成立30週年的一年。所謂三十而立，衷心期

待台灣分會可以大步朝向目標，往前邁進。

國際特赦組織國際理事會主席

編 輯 手 札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理事長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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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國際特赦組織美國分會長期致力於終結國內的槍枝暴力。在

伊利諾州和密西根州，國際特赦組織加入遊說行動，協助通

過多項槍枝安全法。因為國際特赦組織的倡議和遊說行動，

伊利諾州成為第 9 個禁止攻擊型武器的州，密西根州也為所

有槍枝購買行為設立全面的背景調查。拜登總統在 9 月宣布

白宮設立第一個槍枝暴力防治辦公室，國際特赦組織美國分

會自 2018 年起為此倡議。

台灣
在台灣的 #MeToo 運動及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倡議終結網路

性暴力後，政府在 8 月通過【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修法，要

求網路平台或服務供應商限制瀏覽或移除與性犯罪相關的網頁

內容。

奧地利
在協商超過 2 年後，奧地利聯合政府在 10 月同意了一項資訊

取得相關法律。國際特赦組織奧地利分會一開始便積極支持此

項立法。雖然目前提出的法案有些缺失，仍是提高當局和國營

企業透明度的正面一步。

阿根廷
在協商超過 2 年後，奧地利聯合政府在 10 月同意了一項資訊

取得相關法律。國際特赦組織奧地利分會一開始便積極支持

此項立法。雖然目前提出的法案有些缺失，仍是提高當局和

國營企業透明度的正面一步。

澳洲
在許多社運人士及包含國際特赦組織在內的團體進行倡議之

後，澳洲首都特區通過修法，將刑事責任年齡從 10 歲提高

至 12 歲，且將於 2025 年 7 月再次提高至 14 歲。然而，被

控「嚴重罪行」的兒童仍會受到警方調查，包含脫衣搜身、

強制帶上法庭，以及被關押在監獄裡。

迦納
迦 納 國 會 投 票 通 過 移 除 1960 年【刑 事 與 其他 罪 行 法】

(the 1960 Criminal and Other Offences Act) 和 1962

年【武裝部隊法】(the 1962 Armed Forces Act) 中的死

刑，該 國 遂 成 為實 務上廢除死刑的國家。有了這些進展，

迦納向廢除死刑跨出一大步。

馬來西亞
2023 年 7 月 4 日，馬來西亞廢除唯一死刑的修法生效，也

針對 7 項罪名完全廢除死刑。法院獲得重新審視超過 1,000

名死囚的判決的權力，得酌情決定維持死刑或改判有期徒刑

或鞭刑，然而，由於鞭刑是國際人權法禁止的殘酷處罰，法

院得判處鞭刑著實令人遺憾。2018 年官方暫停執行死刑的

決議仍然有效，以上改革都有助於減少判處死刑的案件數，

是馬來西亞通往廢除死刑的重要里程碑。這些進展的勝利是

屬於所有不遺餘力讓這個殘酷刑罰走入歷史的人們，包含國

際特赦組織。

歐盟
2023 年 5 月 26 日，多國通過一項重要條約⸺與國際合作

調查和定罪種族滅絕、危害人類罪、戰爭罪及其他國際罪行

相關的《盧比安納—海牙公約》(The Ljubljana-The Hague 

Convention)。國際特赦組織的 2 位法律顧問出席外交研討

會，提出疑慮並給予建議。這是人權和國際特赦組織的一大

勝利，我們在此條約於 10 年前起草時，便開始付出許多貢獻。

此條約包含一些國際特赦組織的呼籲，例如擴大國家對種族

滅絕、危害人類罪和戰爭罪的管轄權、條約涵蓋酷刑和強迫

失蹤等罪行、訴訟時效的不適用範圍、關於受害者權利的段

落、受害者的定義、若有充分理由指出法律援助或引渡要求

目的為定罪或懲罰某人的性傾向，應加以拒絕，以及關於不

遣返的廣泛創新規定。

修改法律

澳洲
經過太平洋地區的學生不遺餘力地倡議，加上國際特赦組織數

千名社運人士的支持，澳洲成為萬那杜向國際法院提出氣候變

遷新措施的 132 個共同提案國之一。其他的國際特赦組織分

會和其他的公民社會組織也竭盡心力確保政府承諾投入此重要

措施。這是爭取氣候正義的關鍵時刻，代表法院將針對保障當

代與未來世代的人權免受氣候變遷影響的政府義務，提出法律

意見。

氣候變遷 

拯救生命、修改法律和保障人權⸺國際特赦組織和我們的支持者在 2023 年一整年也不斷取得勝利！雖
然人權在世界上許多國家遭受嚴重損害，國際特赦組織的支持者及行動者不斷證明，改變永遠都有可能
發生。

國際特赦組織
帶來的人權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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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LGBTI 社運人士岑子傑自 2018 年起長期爭取香港法院承認其

海外同性婚姻，香港法院給予部分勝利。在國際特赦組織的

倡議後，香港法院在 9 月做出的裁決是向前邁進的重要一步，

也是給予香港的 LGBTI 族群希望的時刻。香港過時且歧視性

的法律導致 LGBTI 族群的平等權利長期遭剝奪。

南韓
2019 年，蘇成旭 (So Seong-wook) 和伴侶金勇民 (Kim 

Yong-min) 舉辦婚禮，之後一直以已婚伴侶的身份同居。然而，

南韓法律不承認他們的關係，因此無法享有和異性伴侶相同的權

利，包含取得醫療照護。蘇成旭和金勇民在國際特赦組織的支持

之下發起倡議，成為國民健康保險局第一對登記「扶養」身份的

同性伴侶，但 8 個月後便遭取消。2023 年 2 月，南韓高等法院

命令國民健康保險局恢復同性伴侶的醫療照護⸺這是承認同性

伴侶權利的第一步。

伊朗
2022 年，伊朗社運人士扎赫拉・塞迪吉—阿馬達尼（Zahra 
Sedighi-Hamadani）因支持 LGBTI 權利遭判死刑。國際特赦組
織支持者呼籲伊朗當局釋放她，在關押超過 1 年之後，她終於
重獲自由。

台灣
台灣宣佈允許台灣國民與原籍國同性婚姻尚未合法的外籍同性
伴侶結婚，LGBTI 權利向前邁出重要一步。台灣政府的另一項
關鍵做法，是允許已結婚的同性伴侶共同收養。國際特赦組織
台灣分會長期與當地團體密切合作，提倡和確保 LGBTI 權利
受到保障。

澳洲
2023 年 6 月，昆士蘭通過新法，移除人們更新出生證明的障
礙。通過新法代表跨性別、非二元性別和多元性別族群，在
更正身分證件上的性別時，不再需要強制接受侵入性的「性
別重置手術」。國際特赦組織澳洲分會的昆士蘭 LGBTQIA+
網絡，長期與其他當地組織密切合作爭取 LGBTI 權利，這對
他們而言是非常好的消息。

LGBTI權利

全球
2023 年 3 月，國際特赦組織安全實驗室揭發了一間僱傭間諜

軟體公司，針對 Google 的安卓作業系統以及 iPhone 的精密

竊聽行動。此調查結果已經分享給蘋果公司和 Google 的威

脅 分 析 小 組，此 小 組 聚 焦 於 反 擊 政 府 支 持 的 網 路 攻 擊。

Google 和包含三星在內的受影響供應商已經釋出安全更新，

保護安卓、Chrome 和 Linux 的數十億用戶免受此次攻擊使

用的脅迫技術影響，蘋果也跟進釋出安全修補程式。

10 月，國際特赦組織科技部的擾亂監控團隊和歐洲調查合作

組織（European Investigative Collaborations）的媒體網路

合作，發布 2 份報告揭露監控技術在全球擴散，以及各國政

府 和 歐 盟 未 能 妥 善 監 管 該 產 業。《Predator Files》揭 露

「Intellexa 聯 盟」及 其 監 控 產 品，包 含 具 高 度 侵 入 性 的

Predator 間諜軟體。自從報告發布以後，聯合國專家和歐洲

議會議員重申了國際特赦組織進一步調查、加強出口管制和

全球禁止高度侵入性間諜軟體的呼籲。各國政府已採取行動

調查 Intellexa，以及針對間諜軟體的使用和擴散制定更嚴格

的規範，歐洲議會議員也通過決議，批評議會對於抑制間諜

軟體濫用的提案缺乏後續行動。

南韓
在 9 年的訴訟之後，南韓最高法院裁定，Google 必須公布是

否曾將韓國人權社運人士的 email 等個人資訊，包含國際特

赦 組 織 韓 國 分 會，提 供 給 美 國 情 報 單 位。這 項 裁 定 要 求

Google 等跨國企業為其使用者的隱私權負責。

美國
間諜軟體危機對人權的未來造成嚴重影響，國際特赦組織長

期呼籲全球立即禁用侵入性間諜軟體。2023 年 3 月，這個人

權運動取得關鍵的勝利，美國總統拜登簽署行政命令，限制

美國政府使用商業間諜軟體科技。3 天後，11 國政府發表聲

明承諾採取聯合行動，對抗商業間諜軟體的增加和濫用。

科技與人權

美國
在遭到多年恣意拘留後，2023 年 2 月至 4 月間，馬吉德・可汗

(Majid Khan)、艾哈邁德・拉希姆・拉巴尼 (Ahmed Rahim 

Rabbani)、加桑・阿爾—沙拉比 (Ghassan al-Sharbi) 和賽

義德・巴庫什 (Said Bakush) 從關塔納摩灣 (Guantanamo 

Bay) 拘留中心獲釋。曾受拘留的曼蘇爾・阿戴菲 (Mansoor 

Adayfi) 於 2016 年獲釋至賽爾維亞，國際特赦組織協助他自

葉門政府取得護照後，2023 年 6 月，他在 21 年來首次

出國，前往挪威於論壇中擔任講者。

伊朗
阿西亞・塔克達斯坦 (Arshia Takdastan)、梅赫迪・穆罕默

德法德 (Mehdi Mohammadifard) 和賈瓦德・路伊 (Javad 

Rouhi) 勇 於 替 在 拘 留 期 間 死 亡 的 22 歲 瑪 莎・艾 米 妮

(Mahsa Amini) 發聲，卻在經過嚴重不公平審判後，這 3 名

示威者遭判死刑。國際特赦組織迅速採取行動，發起緊急行

動呼籲推翻死刑判決。2023 年 5 月，最高法院撤銷他們的

定罪並推翻死刑判決。當月稍晚，阿西亞的律師在推特公開

發文，表示他已經保釋出獄。

伊朗受壓迫的少數民族俾路支族 (Baluchi) 的 2 名男子卡姆

比 茲・卡 魯 特 (Kambiz Kharout) 和 易 卜 拉 欣・那 魯 伊

(Ebrahim Narouie)，因涉入伊朗 2022「女性、生命、

自由」(Woman Life Freedom) 起義行動，遭判有罪並判處

死刑。最高法院推翻他們的定罪和死刑判決後，他們獲得

保釋出獄。卡姆比茲・卡魯特於 9 月獲釋，易卜拉欣・那魯

伊則於 10 月獲釋。自 2023 年 2 月起，國際特赦組織不斷為

推翻他們的定罪和死刑判決進行倡議。

奧地利
被恣意拘留在埃溫監獄 (Evin prison) 的 2 名伊朗裔奧地利公

民卡姆蘭・加德里 (Kamran Ghaderi) 和馬蘇德・莫薩赫布

(Massud Mossaheb)，於 2023 年 6 月 2 日無條件獲釋，終於

能返家與維也納的家人見面。他們都是被施以酷刑及其他不當

對待被迫「認罪」，並在不公平審判後被定罪。

尋求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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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哥拉
以音樂進行示威的安哥拉社運人士塔耐斯・紐特羅 (Tanaice 

Neutro) 於 2022 年 1 月被捕。在他遭不公正監禁一年後，國

際特赦組織為他爭取支持、提高意識並發起倡議。他在 2023

年 6 月獲釋，我們支持者所做的努力得到了成果。

委內瑞拉
委內瑞拉攝影師卡洛斯・德比亞斯 (Carlos Debiais) 自 2021

年 11 月 12 日遭不公正拘留，國際特赦組織和支持者發起倡議

後，2023 年 6 月 6 日他終於從獄中獲釋。委內瑞拉監獄當局

拒絕遵循 2022 年 4 月發布的釋放令，將他的強制拘留期額外

延長 14 個月。雖然他已經獲釋，但仍必須每 60 天向法院報

到一次。卡洛斯表示： 「 我代表自己和家人，感謝你們為曝

光我的案件，以及協助我應對複雜的遭遇所做的一切。幸運

的是，我現在自由了。感謝國際特赦組織這個大家庭。  」

孟加拉
孟加拉記者沙姆蘇札曼・沙姆斯 (  Shamsuzzaman Shams)

發表一篇關於生活成本危機衝擊的報導後，於 2023 年 3 月

29 日凌晨被捕。他有超過 10 小時下落不明，隨後警方才證

實他遭受拘留，且受嚴苛的【數位安全法】指控。國際特赦

組織集結支持的力量，發起緊急行動要求釋放他。4 月 3 日，

沙姆斯獲得保釋出獄⸺這個做法幾乎是史無前例，因為多數

囚犯都受到長期的審前拘留。國際特赦組織長期倡議反對【數

位安全法】，並發表研究指出當局將此法用做武器的方式。國

際特赦組織會持續倡議，要求當局撤銷針對沙姆斯的指控。

巴基斯坦
2023 年 2 月，來 自 巴 基 斯 坦 的 瑪 哈・俾 路 支 (Mahal 

Baloch) 住家遭到非法突襲，她和年幼的孩子及其他家人一起

被拘留。在家人獲釋之後，瑪哈在未受指控的情況下卻仍然

遭受拘留，直到 5 月保釋出獄。警方聲稱瑪哈是一個武裝分

離團體的成員，此團體先前曾發起自殺炸彈攻擊，且她已經

提出自白。拘留期間，瑪哈成為抹黑行動的目標，並被當局強

迫接受電視採訪。國際特赦組織迅速採取行動，為瑪哈發起緊

急行動。她在被捕 3 個月後獲准保釋。

象牙海岸
和平表達支持前總統所屬政黨的 26 位民眾，在 2023 年 3 月

因「干擾公共秩序」被判 2 年有期徒刑。國際特赦組織公開

回應拘留事件，呼籲當局確保示威者能接受公平審判⸺這個

倡議在象牙海岸的傳統媒體和社群媒體上產生漣漪效應。3 月

22 日，這些社運人士被判緩刑 4 個月後獲釋。

歐洲
國際特赦組織提倡歐洲聯盟的對外關係，應加強對全球人權

捍衛者的支持。2023 年，歐盟額外提供 3,000 萬歐元給歐

盟人權捍衛者機制，此機制在協助高風險人權捍衛者及其家

屬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同時，國際特赦組織也提倡確保歐盟

代表團和歐盟會員國在世界各地的大使館，透過審判觀察、

探監、公開聲明及與非歐盟國家的外交互動，為人權捍衛者

及其家屬提供支持。審判觀察在對人權捍衛者產生影響方面

扮演重要角色，包含國際特赦組織土耳其分會榮譽主席泰納．

齊李克 (Taner Kılıç)，以及國際特赦組織土耳其分會前秘書

長艾德爾・伊瑟 (Idil Eser)，在國際特赦組織發起全球倡議後，

他們毫無根據且出於政治動機的定罪終於在 6 月被撤銷。

土耳其
2008 年，土耳其對國際特赦組織土耳其分會處以行政罰款。

2023 年 5 月，歐洲人權法院判定土耳其侵犯國際特赦組織土耳

其分會及時任主席泰納．齊李克的公平審判權和結社自由權。

2023 年 6 月，土耳其比於卡達島 (Buyukada) 一案的 4 名人

權捍衛者終於獲判無罪。2020 年 7 月，泰納・齊李克 (Taner 

Kılıç)、艾 德 爾・伊 瑟 (İdil Eser)、厄 茲 萊 姆・達 爾 克 蘭

(Özlem Dalkıran) 和古納爾・庫爾森 (Günal Kurşun) 因毫無

根據的指控被定罪。他們在泰納被捕的 6 年後獲釋。

盧安達
33 歲的埃利亞斯・比茲穆古 (Elias Bizimungu) 是記者兼青

年運動「為改變奮鬥」(LUCHA) 成員，他在反對盧安達支持

M23 叛軍的 2 天和平示威剛開始時，於一處軍方檢查哨被捕

後遭拘留。在他受軍事法庭審判且判刑後，國際特赦組織發

起倡議要求釋放他。最終，普通法院於 6 月宣判無罪釋放他。

埃及
人權律師穆罕默德・貝克 (Mohamed Baker) 僅因其重要的
人權工作就遭恣意拘留 4 年，終於在 7 月因總統赦免獲釋。
國際特赦組織長期為他的案件大量進行倡議，他也是 2021 寫
信馬拉松的聲援對象之一。

葉門
在 7 月，葉 門 記 者 穆 罕 默 德・艾 薩 拉 西 (Mohammed 
al-Salahi) 和穆罕默德・艾朱奈德 (Mohammed al-Junaid)
在遭受拘留將近 5 年之後，從位於葉門荷台達 (Hodeidah) 的
安全與情報部門拘留中心獲釋。在拘留期間，他們的人權多次
遭受嚴重侵犯，包含強迫失蹤、酷刑及其他不當對待，以及禁
止與律師聯絡。國際特赦組織自 2018 年起為他們的釋放進
行倡議。

澳洲
73 歲的康超文 (Chau Van Kham，音譯 ) 是澳洲公民，也是
越南裔民主派社運人士，在 2023 年 7 月重獲自由返回雪梨。
康超文在 2019 年抵達越南數小時後便遭拘留，隨後因身為越
南更新革命黨 (Viet Tan) 成員而被判 12 年有期徒刑。國際特
赦組織澳洲分會認定康超文為良心犯，僅因其和平的政治信
念就遭拘留。

辛巴威
2020 年，喬安娜・馬蒙貝 (Joanah Mamombe) 和瑟希莉亞・

欽比里 (Cecillia Chimbiri) 因領導一場反政府示威被捕。

2023 年 7 月，她們的其中一項指控獲判無罪。這對她們 2 人

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她們終於得以開始從苦難中恢復。

她們是國際特赦組織 2022 寫信馬拉松的聲援對象，在我們的

支持者採取行動的同時，國際特赦組織辛巴威分會也在審判

中支持她們。

台灣
台灣公民李孟居在被錯誤指控危害中國國家安全的罪名後，

終於在 8 月得以返家。在他遭逢苦難的期間，他被迫在電視

上認罪⸺這是中國政府打壓社運人士和人權律師慣用的伎

倆。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為他的獲釋進行倡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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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
國際特赦組織南非分會在加拿大資助地方活動基金 (Canada 

Fund for Local Initiatives) 的支持之下，開始試行「數位顛覆者」

(Digital Disruptors) 計畫，此計畫讓 15 名年輕社運人士擁有

相關知識和工具，發展青年領導的倡議行動。數位顛覆者呼籲

約翰尼斯堡近郊的橘農場鎮 (Orange Farm) 當地政府，實施

能推動正面進展的性別暴力政策。數位顛覆者也將一處犯罪與

暴力熱區，改造成居民能安全學習性別暴力相關知識、進行相

關對話與討論解決方案的地方。

澳洲
經過多年的努力，澳洲政府終於允許 1 萬 9,000 名生活在困

境中長達 10 年的人成為永久居民，並讓他們與家人團聚。他

們終於能夠見到家人、學習新事物、旅行，並充分參與澳洲

生活。

加拿大
在國際特赦組織的施壓之下，魁北克省、紐布朗斯維克省、

安大略省和沙士卡其灣省加入了卑詩省、諾瓦斯科西亞省、亞

伯達省和緬尼托巴省的行列，終止與聯邦政府在省級監獄拘

留移民的契約，加入其他加拿大省份的行列。這 4 個省所做

出的決定激勵人心，是為了結束有害制度而採取的正向步驟。

國際特赦組織呼籲加拿大邊境服務局採取在地化、尊重權利、

奠基於社區的拘留替代方案，而不是出於行政原因拘留移民。

伊朗
國際特赦組織的研究、倡議和遊說工作持續對伊朗被監禁的女

權社運人士的生活產生正面影響。2023 年 2 月，亞絲曼．

阿莉亞尼 (Yasaman Aryani) 和她的母親莫妮雷．阿拉沙希

(Monireh Arabshahi) 在服完 16 年刑期中的 4 年後出獄。她們

在2019年因公開反對伊朗歧視性的強制頭巾法而被恣意監禁。

國際特赦組織當時為立即釋放亞絲曼和莫妮雷發起了緊急行

動，她的故事也是國際特赦組織 2019 寫信馬拉松的一部分。

貝南
在生產之後，4 名婦女因無力支付住院費用而被拘留在貝南

的醫院病房裡。國際特赦組織去信當局呼籲立即釋放她們，

並強調國家有義務保護這些婦女的健康權和自由權。3 天後，

4 名婦女得以出院。

歐洲
2023 年 6 月 1 日，經過國際特赦組織、其他公民社會夥伴和

社運人士多年的協商和遊說，歐盟理事會批准歐盟加入【歐洲

理事會女性暴力與家庭暴力防治公約】( 伊斯坦堡公約 )。這

是解決整個歐盟性別暴力問題的歷史性時刻。

拉脫維亞
在國際特赦組織倡議多年以後，拉脫維亞在 11 月批准【伊斯坦

堡公約】(Istanbul Convention)。此國際公約旨在防止和反對

針對女性的所有暴力行為。

巴拉圭
8 月：巴拉圭的兒童與青少年國家委員會通過【兒童與青少年

性虐待防治及受害者照護國家計畫】，這是國際特赦組織【她

們是女孩，不是母親】報告中的重要建議之一。

歐洲
在國際特赦組織倡議兩年後，歐洲理事會在 11 月將國際特赦

組織的建議納入其【2024-2028 人權教育計畫】。國際特赦組

織提議的「在地化人權教育」已經成為新計畫的核心，歐洲

理事會承諾依據多元的當地背景調整教育計畫，讓當地青年

更容易獲得人權教育及與之產生共鳴。

秘魯 / 委內瑞拉
秘魯國會通過了一項法律，取消了對秘魯境內逾期居留的委內

瑞拉人所徵收的不公正罰款。這是秘魯的委內瑞拉移民權利的巨

大勝利。這表示需要國際保護並希望留在秘魯的委內瑞拉人，

可以獲得移民正規化計畫，並且權利受到更好的保護。秘魯是

委內瑞拉境外人口第二多的國家，也是委內瑞拉正式尋求庇護

者人數最多的國家。國際特赦組織大力為他們進行倡議，發布

了兩份報告，強調秘魯境內的委內瑞拉人 ( 尤其是性別暴力倖

存者 ) 缺乏保護，並發布了保護委內瑞拉兒童的緊急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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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與年輕人

教育

難民與移民權利

女性權利
斯里蘭卡
2020 年，來 自 斯 里 蘭 卡 的 拉 姆 齊・拉 齊 克（Ramzy 

Razeek）因為在臉書上發表批判言論，遭拘留 5 個月。國際

特赦組織發起呼籲釋放他的倡議行動，斯里蘭卡最高法院裁

定他的基本權利遭受侵犯，終於在 9 月撤銷他的案件。法院

也命令國家賠償他的損失。

索馬利亞
國際特赦組織為索馬利亞記者穆罕默德・易卜拉欣・奧斯曼・

布爾布爾（Mohamed Ibrahim Osman Bulbul）發起緊急救

援行動，呼籲釋放他的一天後，他就被獲准保釋，從摩加迪

休監獄（Mogadishu prison）出獄。他僅因從事記者工作就

在 8 月被捕。幾天後，班迪爾地區法院於 10 月 11 日撤銷所

有針對穆罕默德的指控。

法國
莫爾塔札・貝卜迪 (Mortaza Behboudi) 自 2023 年 1 月 7 日

起遭到拘留，在國際特赦組織法國分會多次呼籲之後，於 10

月 18 日獲釋。在被拘留於阿富汗超過 9 個月後，這名 29 歲

的法裔阿富汗記者終於要與家人團圓。塔利班自 2021 年 8 月

重新掌權以來，持續大幅削弱人民的人權；莫爾塔札・貝卜迪

則是被塔利班指控涉入間諜活動。

2019 年 6 月，法 裔 伊 朗 學 者 法 里 巴・阿 德 爾 罕 (Fariba 

Adelkhah) 被伊朗拘留。在國際特赦組織多次進行呼籲之後，

她終於獲釋且獲准於 2023 年 10 月返回法國。她因為「危害

國家安全」被判 5 年有期徒刑，而她一直否認這項指控。法里

巴在獲釋之後感謝國際特赦組織：「 現在這一切都過去了。剩

下的是所有人所傳遞的友情和決心，以及這些認識與不認識的

人們為我所做的倡議。  」

阿富汗 
阿富汗教育社運人士馬蒂烏拉・韋薩 (Matiullah Wesa) 因推

廣女性受教權和批評塔利班禁止女性接受中等教育的政策，

在獄中被關押將近 7 個月後，於 10 月 26 日獲釋。國際特赦組

織發起緊急救援行動，持續倡議直到他獲釋為止。

印度
喀什米爾記者薩賈德・古爾 (Sajad Gul) 遭嚴苛的【查謨和喀

什米爾公共安全 】(Jammu & Kashmir Public Safety Act) 拘

留，經過國際特赦組織多次倡議，他的行政拘留令在遭拘留

22 個月後被撤銷。

菲律賓
11 月 13 日，菲律賓法院批准了身為良心犯的前參議員萊拉・

德利馬 (Leila de Lima) 毒品相關指控的保釋申請，她在恣意

拘留長達近 7 年以後保釋出獄。國際特赦組織呼籲應駁回最後

這起案件，並在公平審判中將涉入她所遭受的恣意拘留和人權

侵害的加害者繩之以法。自 2017 年德利馬被捕以來，國際特

赦組織一直致力為她的案件發聲，並在國內和國際聲明中重申，

針對她的指控是捏造的虛假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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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國同婚大幅擴大、同婚伴侶可收養無血緣子女
同婚合法化後，台灣陸續累積了5個有利跨國同婚的勝訴判決後，2023年1月跨國的同性伴侶適用了「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8條
規定，都准予結婚登記，享有成家團聚的權利！唯一例外的是台灣與中國籍的同性伴侶，相關個案的訴訟仍在進行中，期待後續兩岸
伴侶不管是異性戀還是同性戀，都能夠順利享有結婚的權利。5月的同婚四周年前夕，台灣政府也修法允許同性伴侶共同收養無血
緣關係的孩子，進一步推進LGBTI權利。

難民法闕如的困境之下，仍增進尋求庇護者的權利 
5 月，在台灣仍然尚未通過難民法的狀況一下，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與台灣人權促進會、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法律扶助基

金會、宜蘭縣漁工職業工會、台灣國際勞工協會、桃園市群眾服務協會等在地團體，趁著《入出境及移民法》修法契機，共同

進行國會遊說，設法讓庇護需求者的基本權利受到保障。 

在法案審理過程，移民署承諾將以專案方式核發「臨時外僑登記證」提供「類推居留身分」，促使來台尋求庇護的外國人，能夠

享有工作、就學、參與社會保險的權利，目前也進行第一批個案的審理，我們將會持續遊說工作，以確保相關程序能夠成為明

文的法律規範。 

這次的修法也保障了外籍人士在面對強制驅逐，或申請停留、居留及永久居留的程序時，享有律師陪同權，才得以享有公正的

審判過程；同時我們也阻止了對失聯移工提高罰則的歧視性修法，促使政府面對既有權利保障不足的源頭問題。 

獲得各陣營總統候選人的正向回應 
11 月，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發起了「2024 台灣總統大選：投你有什麼不一樣？人權政見相借問 」選舉倡議，對各陣營總統候選

人發送了「集會遊行法、難民庇護制度、移工權利、數位平台責任以及氣候正義」等 5 項人權議題的問卷。包含賴清德、侯友宜、

柯文哲與原擬定參選的郭台銘在內，除了少數議題外，幾乎都對國際特赦組織提出的訴求給出了正面的回應與支持。我們將以此作

為基礎，持續對新政府與新國會進行各項人權法案與政策的倡議遊說。

這次的修法也保障了外籍人士在面對強制驅逐，或申請停留、居留及永久居留的程序時，享有律師陪同權，才得以享有公正的審判

過程；同時我們也阻止了對失聯移工提高罰則的歧視性修法，促使政府面對既有權利保障不足的源頭問題。 

寫信馬拉松好消息
台灣的人權能量在每年的寫信馬拉松倡議行動中表露無遺，也為世界各分會熟知與敬佩。

伊朗女權捍衛者亞絲曼．阿莉亞尼（Yasaman Aryani）和她的母親莫妮雷．阿拉沙希（Monireh Arabshahi）長期為女性的自由

而倡議，她們勇敢反抗「強制頭巾法」，卻被當局逮捕，並遭判刑 16 年。2019 年寫信馬拉松期間，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募集了

4 萬 6,000 份連署，呼籲伊朗無條件釋放亞絲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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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 2 月 15 日，她和母親更雙雙從監獄獲釋。

來自辛巴威的 2022 寫信馬拉松聲援對象瑟希莉亞・欽比里（Cecillia Chimbiri）和喬安娜・馬蒙貝（Joanah Mamombe）被指

控散佈謊言和妨礙司法公正，她們在 2023 年 7 月 5 日被高等法院判定無罪，並獲無罪釋放。

埃及人權律師穆罕默德．貝克（Mohamed Baker）和研究員派翠克・扎其（Patrick Zaki）於 2023 年 7 月 19 日獲得總統特赦，

並於隔天出獄。2021 寫信馬拉松的貝克是阿達拉權利與自由中心的負責人，支持人權及遭受不公正監禁的人。2019 年 9 月，他到

檢察官辦公室替朋友辯護，自己卻被逮捕。

除了在國際上帶來造成改變的巨大聲援力量，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和
台灣的支持者也在台灣獲得了許多人權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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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分會
帶來的人權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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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培瑜，以及台灣人權促進會秘書長施逸翔、

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創會理事長及律師團召集人許秀雯參與及發言。

隨著緬甸軍事政變於 2023 年 2 月 1 日邁入兩週年，緬甸軍方持續恣意逮捕並殺害人民，更對人民施以酷刑，卻持續逍遙法外。國
際特赦組織在緬甸政變兩年之際，呼籲全球採取更多行動，包含東南亞國協應並提高聲援聲量。自 2021 年政變至兩週年之際，將
近 3,000 人遭到殺害，150 萬人於國內流離失所，超過 1 萬 3,000 人被拘留於不人道的條件之中，且至少有 100 人被判死刑、4 人
遭到處決。此外，有 780 萬名兒童因此喪失就學機會。

2023 年，和平示威、表達不同意見的權利持續受到系統性的打壓，多國當局以國安、叛亂為由，
以法律手段對示威者，對示威者進行濫訴，導致許多示威者、人權工作者、新聞記者等，在不公
審判下，被關押、拘留，其中也不乏仍是兒童者；此外，示威者、人權捍衛者及異議人士也經常
受到當局騷擾及威脅，甚至法外處決。和平集會的空間，進一步受到限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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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 23年度 人權報告

捍衛示威：聲援世界各地的示威者

156 個國家
全球人權概況、趨勢、分析

6+ 專題文章
密切監測緬甸人權情況，聲援緬甸示威者並要求
國際社會行動     

1 場講座
【緬甸，最後一搏】講座：
作者與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秘書長邱伊翎的對談

「星期六母親」與其他親屬和支持者，自 1995 年開始每週在伊斯坦堡的加拉塔薩雷廣場和平舉辦晚會，替遭當局帶走後便從此失
蹤的至親要求正義。2018 年 8 月 25 日適逢他們的第 700 場晚會，伊斯坦堡警察使用催淚彈和水砲驅散和平聚集的數百人，而他
們有些人已經高齡 80 多歲。當天有數十人遭到拘留。此後和平示威被禁止，警方在加拉塔薩雷廣場外圍架起障礙物，廣場由鎮暴
警察佔據。國際特赦組織持續呼籲當局必須允許星期六母親和其他人，在這個具有指標性的廣場行使和平示威權，不會受到非法
限制、人身或司法恐嚇、騷擾以及威脅。

760+ 行動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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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土耳其「星期六母親」和平舉辦晚會，為失蹤的至親要求正義

一、優先議題1
言論自由與公民社會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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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官方鎮壓了由兒童和年輕人所帶領的大規模示威，成為全球的頭條新聞。兩年過去了，泰國當局卻仍在懲罰兒童人權捍

衛者，只因為他們捍衛與和平行使自己的權利。當局已將至少 283 名兒童作為刑事和民事指控的目標。國際特赦組織密切監測泰

國人權狀況並發布新報告，呼籲當局撤銷所有控訴，停止任何阻止兒童參與示威的騷擾行為。

360+ 行動次數
呼籲泰國政府停止對兒童的鎮壓

5+ 專題文章
密切監測泰國人權狀況，呼籲當局保護
兒童的權利

在 2022 年「女性、生命、自由」（Woman Life Freedom）起義行動期間及其後，伊朗維安部隊非法殺害許多民眾，而為了繼續強

制噤聲和維持有罪免責的現況，伊朗當局針對受害者家屬們加強騷擾和恐嚇的力道，阻礙受害者家屬爭取正義、真相和賠償。國際

特赦組織呼籲國際社會必須透過私下和公開的方式施壓伊朗當局，尊重家屬的表達、結社與和平集會自由權；各國也必須呼籲伊朗

當局，釋放所有為死亡的真相和正義採取行動而被拘留的人、撤銷所有針對他們的不公正定罪和判刑，而至於因發聲而面臨報復

的人，也應撤回所有針對他們的指控。而在 2023 年來到年底之時，伊朗當局以司法處決為藉口，開始進行國家殺戮狂潮，被處決的

人中包含毒品相關罪犯、示威者、政治異議人士以及受到壓迫的少數民族。國際特赦組織緊急發起全球動員，呼籲各國立即介入，

向伊朗當局施壓，停止所有處決。

250+ 行動次數
緊急呼籲伊朗政府停止連續處決示威者

6+ 專題文章
關注自「女性、生命、自由」示威以來更加壓迫的伊朗人權狀況

8,030+ 行動次數
自2022年9月至2023年10月，要求伊朗終結對示威的流血鎮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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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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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優先議題2
平等反歧視



18Amnesty International Taiwan 19Amnesty International Taiwan

從南韓「N 號房」到台灣「青春煉獄」，婦女與女孩們不等比例的遭受數位性暴力所害，尤其是「未得同意性私密影像」被散播在社
群網路平台，但檢舉過程窒礙難行因而造就二次創傷。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在 3 月 7 日國際婦女節的前一天串聯國內致力於改善數
位性暴力的民間團體到 Google 辦公室前遞交請願書，呼籲以倖存者為中心改善檢舉系統。台灣分會也受美國在台協會 (AIT) 之邀於
11 月的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 (GCTF)「數位時代的人權」國際研習營，向國內外政府官員分享數位空間脆弱群體的人權挑戰，探討網
路平台的企業與人權責任。 
 
除了數位性暴力，台灣分會也與南韓分會合作邀請到民主進步黨立法委員范雲與南韓的正義黨 (민주정의당；Justice Party) 立委張慧
英 (장혜영；Jang Hye-yeong) 以及日本立憲民主黨 ( りっけんみんしゅとう；The Constitutional Democratic Party of Japan) 黨員線
上對談分享東亞性別平權的進展，並邀請到南韓分會到台北參與年度同志驕傲遊行，同時採訪到婚姻平權的重要民間團體推手之一台
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與同性伴侶，共釋出 3 篇南韓媒體 (경향신문；Kyunghyang Shinmun) 的專文報導，跨國聲援南韓婚姻平權。 

20+ 專題文章
關注國際性平重大事件

1場記者會 /  2支影片
串聯國內性別非政府組織呼籲Google改善檢舉系統 

1 場講座  / 1 支影片 
從肯亞彩虹難民庇護制度反思台灣法治困境

1場講座  
受邀美國在台協會的數位時代的人權國際研習營

1場東亞政治人物線上對談 
連結國內外婚姻平權政治人物交流意見

3 篇南韓媒體報導 
報導婚姻平權運動重要推手與故事

786+ 行動次數 
關注自「女性、生命、自由」示威以來更加壓迫的伊朗人權狀況

10,253+ 行動次數 
   呼籲Google保護網路性犯罪倖存者

2 場記者會
連結國內多元性別非政府組織呼籲當局
與多元同行力推友善政策 

1 場研討會
串聯國內多元性別非政府組織
與政治人物共構改變途徑

1 支影片   /   4 場彩虹市集與遊行 
台北與高雄的跨性別與同志遊行與彩虹市集2 場講座  /100+人參與

轉譯國際性別人權進展不停歇

從南韓到台灣的跨國倡議：打擊網路性暴力與撐起東亞婚姻平權

2.1  性別平等、種族正義

受邀臺北市婦女館分享阿富汗女權、高雄市婦女新知協會
【#MeToo論壇】分享NGO觀點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透過持續與全世界各國分會的戮力合作
跨國監督性別人權，從中東地區看見阿富汗女權困境與烏干達
的反同法案、歐亞印度、香港和愛沙尼亞的同婚進展與南韓網
路性犯罪倖存者的性私密影像檢舉困境，到呼籲肯亞政府停止
仇恨犯罪並重新安置彩虹難民等，更首次與臺北市婦女館合作
辦理【慢動作的死亡：塔利班窒息式鎮壓下的阿富汗女性】講座，
持續從世界各個角落為女性及 LGBTI 族群發聲。在高雄市婦女
新知協會所舉辦的【#MeToo 論壇⸺解讀／解毒性騷擾事件】
論壇當中，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秘書長也在「不只是說不出
口⸺助長性騷擾的組織、結構、與大眾文化」場次中分享非政
府組織的觀點。

適逢台灣同性婚姻通過第四年，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加入彩虹平權大平台發布同婚四周年社會態度調查記者會，並攜手台大社
工系副教授 Ciwang Teyra、立法委員林昶佐與國內性、同志諮詢熱線、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性別平等教育協會，呼籲台灣當
局在即將來臨的總統大選前，用實際的政策行動推動性別平權，讓友善不後退。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更偕同彩虹平權大平台與
美國國際民主協會（NDI, 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共同舉辦【後同婚時代的現在與未來—同婚過後 4 週年】，邀請各
學者、性別民間團體、第一線社福工作者與政治人物，進一步探討同婚過後同志族群交織性歧視的處境，並一同激盪解決途徑。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持續受邀協辦由臺灣彩虹公民協會主辦的第 21 屆【與多元同行 Stand with Diversity】臺灣同志遊行與
記者會，同時我們也再度邀請到 3 位來自菲律賓的跨性別在台移工參與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主辦的【自在同行・走一段跨性別
的路】跨性別遊行，持續呼籲大眾看見跨性別移工遭遇的「免術換證」與「自由轉換雇主」交織性歧視。最後，除了參與「無邊
際彩虹一日市集」擺攤倡議跨國同婚的成果與未竟之事，我們也邀請到總部難民團隊研究員與台灣人權促進會舉辦【用彩虹鋪成
一道通往新家的路：彩虹難民在台灣】講座，從過去跨國同性伴侶的處境延伸反思多元性別難民的法制困境。 

同婚四周年：正視多元性別社群的交織性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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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有鑑於近年發生多起原住民族歧視事件，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加入臺大原住民學生反歧視行動小組以及「以我的族名呼喚我」
行動小組的記者會行動，延續聲援王光祿原住民狩獵釋憲案的精神，與原住民族人權捍衛者站在一塊，針對歧視性言論與單列族名
的訴求發聲。 
 
除了在去年參與民間團體諮詢會議，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也提交了《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ICERD）首次國家報告的平行報告，針對台灣尋求庇護者、
難民和其他尋求國際保護者的權利、移工的勞動權益、跨國婚姻的平等權以及歧視性言論等制度性歧視提出政策建議。此外，我們
也 針 對《消 除 對 婦 女 一 切 形 式 歧 視 公 約》（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CEDAW）第 4 次國家報告結論性意見與建議行動回應表，提供對性交易女性的剝削、外籍家事勞工、墮胎和性教育、同性婚姻中對
婦女的歧視等提供近一步的行動對策建言。 
 
最後，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更沒有缺席與上述議題皆息息相關，由行政院人權及轉型正義處舉辦的「研議制定平等法」公聽會，
我們從交織性的視角，針對禁止歧視的特徵與領域、例外情形、救濟制度以及公私部門的義務提出政策建議，監督政府邁向交織性
正義的未來制定平等與反歧視政策。 

1 份ICERD平行報告
從肯亞彩虹難民庇護制度反思台灣法治困境

2 場聲援原住民族反歧視與平等權行動
聲援臺大反歧視行動小組與「以我的族名呼喚我」行動小組的人權捍衛者 

1 份CEDAW建議行動回應表 
提供政府關於改善婦女歧視的政策建言 

1 場「 研議制定平等法 」公聽會 
提供政府關於平等法制定建議的諮詢

消弭制度性不平等：邁向保障女性、LGBTI 群體、原住民族與非公民的交織性正義 2.2  氣候變遷與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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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場專家諮詢會議 1場實地考察 1場在地能源議題工作坊
為了推動台灣的氣候行動能符合公正轉型原則，台灣分會參與相關議題研討會與進行專家諮商會議外，前往近年引起諸多爭議的七股
光電開發案的實地參訪，與在地團體研討未來能源開發案應有的程序，該如何確保農漁民、在地社區等利害相關人的參與與權利。 

2.3  難民、移民與尋求庇護者、武裝衝突在地公正轉型議題研究與考察

12+ 場參與氣候與人權相關會議 6+場舉辦與參與非暴力行動

3+ 場國際氣候行動網絡策略與議題遊說會議
為了在台灣更進一步銜接國際的氣候正義運動，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首次派員與總部氣候正義團隊一同參與了這次於杜拜舉辦的第
28 屆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COP28）。作為國際氣候行動網絡的一員，國際特赦組織在政策大會參與推動了全面、快速、公平有資金
挹注的化石燃料汰除、全球盤點（Global Stocktake）產出有可行、具體、可評量且符合人權的行動、大規模提高已發展國家提供的
氣候財務資助、擁有適當資金來源並有效究責人權問題的損失與損害基金（Loss and Damage Fund）、符合人權原則的公正轉型工作
計劃等全球因應氣候危機亟需達成的訴求，亦與其他來自全球各國的公民團體的交流相關知識與經驗。 

作為一個人權團體，國際特赦組織也努力確保包含 COP 大會對公民空間的保障，合辦了 2 場關注全球氣候行動公民空間的週邊會議，
探討言論自由、和平集會等公民空間對於全球推動氣候行動的重要因應措施。會中邀請巴西原住民族運動者 Txai Suruí 說明過去幾年
捍衛森林的族人是如何遭到壓迫，來自主辦國卻因阿聯 94 人案而被迫流亡的異議人士 Hamad Al Shamsi 也透過視訊說明在地的人權
狀況。

有鑑於主辦國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嚴峻的公民空間，國際特赦組織與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在 COP28 的會場內亦發起行動，
在這個獨特的時空條件下聲援主辦國在地的良心犯，他同時也是國際特赦組織「2023 寫信馬拉松」倡議行動的其中一名聲援對象艾
哈邁德・曼蘇爾（Ahmed Mansoor），同時也聲援近年來英國、法國、德國、越南等地遭到鎮壓與起訴的氣候行動者，凸顯氣候行動
與人權保障相互依存的關係。這個行動本身亦遭到大會主辦方（IPCC）的多重限制與刁難，也凸顯了國際特赦組織發起「捍衛示威 !」

（Protect the Protest）全球倡議行動、實際參與 COP 大會以保障氣候行動所需的公民空間的重要性。 

台灣分會首次參與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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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全球尋求庇護的人數創新高。台灣分會除了持續與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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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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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都有來自包括敘利亞、烏干達、哥倫比亞、土耳其、西藏、
中國、香港等世界各地的尋求庇護者來到台灣。由於台灣至今仍
未有難民相關國內法律，多數尋求庇護者往往面臨遭到遣返或在台
逾期停留等困境，無法在台享有任何合法權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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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特赦組織及台灣人權促進會於 6月 20日世界難民日偕同立委與公民團體召開記者會，呼籲台灣政府公開說明難民法進度、落實
公約審查結果，將不遣返原則法制化與完善庇護制度，並應在第一線執法上建立有效的難民身分審查保護機制，同時加強訓練執法
人員遵守國際人權公約與不遣返原則等庇護概念，避免移民署將有受迫害風險的當事人遣返到有危生命安全之區域等情事一再發生。

國際特赦組織於 6月舉辦 Amnesty Talk 系列講座，邀請政治大學阿語系副教授張景安、國際特赦組織土耳其分會倡議專員 Damla 
Pınar Uğantaş 及台灣分會秘書長邱伊翎，分享敘利亞難民的歷史和近況、甫結束總統大選的土耳其將如何面對難民議題帶來的
挑戰、與台灣對於難民庇護應當扮演何種角色；並邀請國際特赦組織難民與移民權利研究顧問 Victor Nyamori 與台灣人權促進會副
秘書長王曦探討肯亞難民營中因 LGBTI 身分而權利不受保障的「彩虹難民」以及尋求庇護者在缺乏難民法的台灣所遭遇的困境。

10月，國際特赦組織舉辦於舉辦世界人權宣言 75周年系列演講「國家利益與全世界對於被迫流離失所者的回應：我們該如何前進？」，
邀請聯合國難民署（UNHCR）前資深官員 Brian Gorlick 從全球政治經濟學的角度，結合自身多年在聯合國工作的經驗，分享目前的
國際人權體系如何回應這些挑戰、國際體系應該扮演哪些更積極的角色、各國政府該如何有效因應這些挑戰，且符合國際法的規範。
這場講座吸引了超過 20 名 來自公部門、非政府組織、學界等台灣關注難民議題的工作者參與。搭配這場講座，講者亦進行了一場難
民協助者的內部培訓，並拜會移民署，進行國際難民援助的實務經驗分享。 

呼籲台灣通過難民法並推動台灣難民權利

7,027+ 行動次數 1場記者會 /12 篇媒體報導
「貫徹不遣返原則，公開難民法」記者會
呼籲台灣政府公開說明難民法進度

4 場講座  /  145人參與 1場專家研討會

1場與政府部門的實務經驗交流
探討敘利亞、土耳其、台灣、肯亞難民及尋求庇護者
現況與全球被迫流離失所議題

俄羅斯於 2022 年 2 月全面入侵烏克蘭，其軍隊包含非法攻擊、蓄意殺害平民、酷刑和法外處決、從烏克蘭強迫遷徙和驅逐至俄羅斯
等各種犯罪模式，對當地人民帶來災難性的人權危機。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於 2 月同台灣人權促進會、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在台
烏克蘭人與創作歌手克里夫（Cliff），共同於莫斯科台北經濟文化協調委員會駐台北代表處前舉辦「烏俄戰爭一週年記者會」，透過
音樂與短講呼籲俄羅斯立即終止自 2022 年 2 月起對烏克蘭的全面侵略並保護平民，將象徵希望的向日葵排成心形表達與烏克蘭平民
的團結，同時要求國際社會進行公平、有效且公正的調查，追究俄羅斯違反國際人道法的行為，使應為國際法犯行負責的人受到司
法審判，及台灣政府透過修改既有法規和專案簽證將難民的安置程序制度化。

呼籲俄羅斯終止侵略並保護烏克蘭平民 

30,655+ 行動次數
全球共同呼籲俄羅斯停止侵略、保護平民、停止將平民從烏克蘭強迫遷徙至俄羅斯

1 場記者會   /    6 篇媒體報導
在莫北協駐台北代表處前透過表演聲援烏克蘭並要求俄羅斯停止侵略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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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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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馬斯及其他武裝團體在以色列發動的可怕攻擊，加上以色列回應的轟炸，使加薩平民死亡人數迅速攀升。多人因無差別攻擊和其
他非法攻擊而喪生，其中超過三分之一的傷亡者是兒童，而數百萬人面臨流離失所、剝奪和苦難。至少 200 名遭哈馬斯及其他武裝
團體劫持並扣押在加薩的以色列人質仍處於危險之中，而持續向以色列發射的火箭使平民面臨危險。以色列加強對加薩的圍困，阻
止包括水、食品和燃料等貨物進入，導致加薩走廊超過 200 萬人陷入困境。衝突各方持續嚴重違反國際人道法，包括戰爭罪在內的
行為有增無減。停火將制止衝突各方的非法攻擊而降低死傷，並使援助機構能向加薩走廊提供救命援助、水和醫療用品，使得醫院
能夠獲得急需藥品、燃料和設備且修復受損的病房，提供機會談判釋放人質，並對各方犯下的戰爭罪行進行獨立國際調查，以結束
長期存在的有罪免責情形，避免持續滋生更多暴行。

國際特赦組織、Change .org、Avaaz 等全球人道與人權非政府組織在 12 月 18 日共同舉辦「立即停火 #CeasefireNOW」全球
行動日，台灣分會於社群平台上傳支持長期停火的照片，並於台北、台中、台南舉辦三場「加薩立即停火！」講座，由台灣分會「呼
籲以巴停火」行動召集協調人 Laura Moye、秘書長邱伊翎、猶太裔美國電影製片人 Jen Marlowe、來自加薩走廊且現居台灣的中
東議題專家 Dr. Hazem Almassry 等講者分享加薩走廊的衝突背景、國際特赦組織在以巴地區的人權研究調查與觀點、以及講者個
人相關經歷與觀點。

針對加薩衝突要求各方停火

全球350萬+ 行動次數
#CeasefireNOW全球行動呼籲各方立即停火，結束平民苦難

3 場講座
呼籲衝突各方停火

在《入出國及移民法》修法過程中，針對其中第 22、29、36、65、
74-1 條等與難民與移工人權高度相關條文，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
與台灣人權促進會、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法律扶助基金會、宜蘭
縣漁工職業工會、台灣國際勞工協會、桃園市群眾服務協會等在地團
體共同進行國會遊說，實地拜會 5 名立法委員說明相關條文，並於修
法過程持續監督與提出對應建議，要求政府應促進人權保障，提供移
難民符合《國際人權法》的基本權利。

最終法案審議通過結果：未以明文保障來台尋求庇護者的權利，但移
民署承諾將以專案方式核發「臨時外僑登記證」提供「類推居留身分」，
促使來台尋求庇護的外國人，能夠享有工作、就學、參與社會保險的
權利，目前也進行第一批個案的審理當中；保障了外籍人士在面對強
制驅逐，或申請停留、居留及永久居留的程序時，享有律師陪同權；
阻止了失聯移工的罰則的提高的歧視性修法；然而外國人進行請願與
集會遊行的權利遭到限縮，這也會是未來台灣分會推動和平集會權利
的項目。 

《入出境及移民法》、《難民法》國會遊說與監督修法

4 篇投書與聲明
呼籲移民法修法應增進人權保障，而非加重歧視

5 名立法委員團隊的遊說拜會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於 7、8 月舉辦兩場紀錄片《九槍》放映座
談會，分別於松菸誠品電影院及台南真善美劇院舉行，並在映後邀
請《九槍》導演蔡崇隆與長期關注警察權益、並於片中受訪的資深
基層員警王惀宇和觀眾進行對談，聚焦於台灣層出不窮的移工逃跑
與傷亡案例，以及過度執法與治安維護間的矛盾與討論，透過電影
與觀影民眾共同關注移工權利。

金馬紀錄片《九槍》 放映與座談

2 場放映與座談會
透過紀錄片《九槍》，關注事件真相與在台移工的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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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共同視野

3.1   企業與人權

2022 年 6 月，台灣與美國正式展開「台美貿易 21 世紀倡議」的貿易談判。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參與了由台灣的勞工、環境和人

權團體於 2023 年組成的監督聯盟。透過國際談判，聯盟檢視了台灣勞動法令與國際標準的差距，並透過拜會各黨團與政府單位提

出訴求，呼籲政府正視台灣勞工及移工 ( 包括漁工與家庭看護工 ) 權利的侵害，並建立機制來評估台灣跨國企業在國外可能對人權

及環境產生的負面影響。同時，透過舉辦講座和公聽會提升民眾參與度，使民眾了解台美貿易協定簽署的影響，更重要的是喚起人

們對國內人權議題的關注並監督政府的執行。

台美貿易中的法規調適機會 3 場黨團與政府單位拜會 1 場外館拜會

1 場「台美貿易環境專章 」公聽會 6 場民間團體諮詢會議

為因應氣候危機，各國正大規模進行能源轉型。在轉型過程中，

運具電動化與儲能設施的快速發展帶來了對鈷礦的龐大需求。然

而，剛果民主共和國作為全球鈷礦主要產地，卻發生了多起礦場

開發導致的迫遷案件；國際特赦組織的調查報告揭露了這些問題。

為了確保在台灣蓬勃發展的電動車與儲能產業不參與使用這些有

爭議的礦產，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致力於在供應鏈治理上履行

人權盡職調查的責任。因此，台灣分會全文翻譯了兩份報告，同

時協助總部相關影片進行中文配音。 

在能源轉型的趨勢下，確保供應鏈中的人權成為刻不容緩的使命 

台美貿易中的法規調適機會 

6場國際諮詢會議 1場亞洲區域工作坊2 份「 能源轉型 」報告翻譯 

1集「 礦產區迫遷案件 」動畫影片
       中文配音 

全球化為人權帶來了複雜的挑戰。從個人、國家到國際組織，跨國企業所帶來的跨越國界的權力和影響使之成為新的討

論主體。企業對人們的影響可能是正向的，例如創造就業機會、技術革新使生活更加便利，以及對當地投資轉化為實際

的利益，惠及當地居民。然而，國際特赦組織發現，許多公司利用不健全的法律體制與執法不足的國內法規，對本國或

非本國供應鏈上的人們和社區產生負面的人權影響。國際特赦組織致力於改變在國家或國際層面上缺乏有效域外管轄機

制的情形，以防止企業侵犯人權和不需負責的現況；對於已遭受侵害的受害者，國際特赦組織也致力於改善缺乏獲得足

夠的申訴和救濟管道的情形。

1+ 份中長期計畫書
發展企業與人權議題相關規劃



《歐盟企業永續盡職調查指令》為企業與人權領域的重要進展，並將對
台灣供應商產生深遠影響。然而，在 2023 年 12 月的歐洲理事會、歐盟
執委會與議會三方會談後，國際特赦組織認為歐盟仍有進一步努力的空
間。會談結束後，武器與間諜軟體公司無須評估用戶使用其產品對侵害
人權的影響，指令也未涵蓋金融部門，使得投資者仍可支持對人權與環
境造成傷害的計畫。此指令僅涵蓋資本額非常大的公司，使得許多企業
仍可肆無忌憚地侵害人權。而適逢台灣《企業與人權國家行動計畫》滿
四周年之際。為實現企業與人權的保障，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自
2023 年底進行了與荷蘭分會的《企業與人權國家行動計畫》諮詢，並
於 2024 年 1 月參與了焦點團體會議。台灣分會關注的核心在於⸺政
府透過這項行動畫所制定的國家標準，應成為引導企業在商業活動中不
侵害人權的重要指標。考慮到全球盡職調查法的趨勢，國際特赦組織台
灣分會認為這項行動計畫能作為監督政府完成立法的一項依據，因此台
灣分會更積極參與了《歐盟企業永續盡職調查指令》國際會議，探討如
何有效監督與建立指標，以及在實踐中如何更好地加以落實盡職調查。

作為一個全球性的人權運動組織，國際特赦組織在制定政策時積極徵詢各分會及
各地區的專家意見，以建立具備全球視野且切實可行的政策。國際特赦組織台灣
分會同樣邀請本地專業人士參與，回應總部團隊在制定新政策時的諮詢需求。

國際發展趨勢：盡職調查的落實與台灣的路徑

深入研究國際標準：探討台灣政策適用性及對國際特赦組織全球政策制定的影響 

 1 場
【歐盟企業永續盡職調查指令】
   國際會議 

 1 場
【企業與人權國家行動計畫】
   諮詢會議

 1場專家諮詢會議  /1份台灣分會政策建議
    關於針對性數位監控與企業義務

 1場專家諮詢會議  /1份台灣分會政策建議
    關於稅制與人權

 1場專家諮詢會議  /1份台灣分會政策建議
    關於性別隔離（Gender Aparthe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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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選舉倡議

針對 2024 年初的總統大選，國際特赦組織
台灣分會發起了「2024 台灣總統大選：投
你有什麼不一樣？人權政見相借問 」的選舉
倡議。針對各陣營總統候選人對於「集會遊
行法、難民庇護制度、移工權利、數位平台
責任以及氣候正義」等 5 項人權議題的問卷，
三組候選人也都予以正面回應，也將成為未
來政策遊說的基礎。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將這樣的內容以專題
網站與記者會的方式傳達給選民參考，並分
別與不同節目合作製播 6 集 Podcast，增進
一般民眾對相關議題的認識。  

此外，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更與《九槍》
製作團隊、台灣人權促進會及移工團體共同
舉辦 2 場選前公益放映會，邀請各陣營參選
人觀影並針對移工政見進行交流。民主進步
黨、台灣民眾黨、時代力量、小民歐巴桑參
政聯盟、綠黨、台灣基進、台灣維新等政黨
皆有立委候選人前來參與，交換移工政策意
見。 

1 個專題網站
涵蓋「各總統候選人人權政見」 

1 場記者會
聯合在地團體針砭各陣營人權政見 

6 集Podcast  /12萬+ 人次收聽
探討「人權議題與選舉政見」

2 場紀錄片播放與討論會
邀請到各政黨立委候選人參與人權討論

2024 台灣總統大選：投你有什麼不一樣？人權政見相借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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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候一封信能改變一個人的生命，這是國際特赦組織寫信馬拉松秉持的理念⸺「寫一封信，改變生命」。20 幾年前，波蘭一小群
社運人士決定在 12 月 10 日國際人權日，舉辦一場 24 小時的寫信馬拉松。這個點子大受歡迎，寫信馬拉松至今已是世界最盛大的
人權活動。每年 12 月，全球各地的支持者寫下數百萬封信、卡片和發布貼文，共同聲援那些人權遭到侵害的人。這些支持者就像在
台灣的我們一樣，每一年延續這項寫信聲援的傳統，對抗世界的不公不義。

2023 年，我們再次聲援世界各地權利受侵害的人，而侵害他們權利的人，有些是政府、有些是警察，甚至有大企業，原因都是他
們的身份，或單純只因他們行使自己的權利。2023 寫信馬拉松的聲援對象包含：爭取權利和正義的社運人士、和平示威者、人權律
師和人權工作者，他們遭到監禁、槍擊、騷擾和威脅，甚至被殺害。透過寫信馬拉松，他們將會收到來自全球各個角落，成千上萬
人的聲援訊息；那些人權遭到侵害的當事人和家屬知道，自己的遭遇正得到大眾的關注，知道世界沒有忘記自己。透過直接寫信要
求當局立即採取行動補償不公不義，我們可以創造一個更加公正和平等的世界。

寫信馬拉松利用公開活動，提高這些不公不義事件的曝光度，並在社群媒體上吸引國際關注。除了寫信行動，國際特赦組織也和有
權力改變這些情況的人對話，例如政治人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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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有這麼多
人關心自己，帶來非常大的力量。藉著寫信馬拉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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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人道的待遇，以及訂定法規來處理相關問題。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每年與全球共同進行這個全世界最大的人權行動。我們歡迎教育工作者與寫信派對主揪申請寫信物資，將教
學與個人的影響力擴散出去。除此之外，在橫跨週末的 4 場官方寫信活動中，我們打造巡迴的沈浸式迷宮，帶大家踏上從收到某個
人的一封信，到為某個人寫一封信的旅程⸺除了逛展感受寫信的力量，現場還有用音樂支持人權的演出、精彩的跨領域對談、插畫
家作畫，讓民眾在音樂與知識的饗宴中為人權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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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寫信馬拉松
2023寫信馬拉松

97,400+ 人參與 147,500+ 行動次數

650+ 學校、 

4 場巡迴寫信活動 ， 10,200+ 人共襄盛舉
透過沈浸式迷宮在台北、台南、花蓮、台中百萬寫信串連

4  場教師說明會
在台北、台中及線上舉行

1,100+ 教育工作者
在課堂上帶領學生捍衛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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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和順義務律師團與包含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的邱和順救援大隊在 2023 年 4 月 7 日邱和順的 63 歲生日召開記者會，要求當
局「儘速揭示邱和順案真相，落實審查會制度設計初衷」，因為自台灣高等檢察署有罪確定審查委員會成立以來，義務律師團與救
援大隊於 2018 年 5 月 4 日依「檢察機關辦理有罪確定案件審查作業要點」向審查會提出聲請審查，期待能重新審視邱和順案的證
據和事實，並促請台灣高等檢察署代為聲請再審或非常上訴，為邱和順伸張正義；然而，審查會卻於 2020 年 1 月 22 日時，駁回義
務律師團的聲請。直至監察院公布調查報告，並再次協助邱和順聲請審查後，審查會才重新開始審查。但至今審查會除了請義務律
師團及監察院說明相關疑點外，並未對邱和順案作出任何決定，也未告知目前的處理進度。

7 月 8 日，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和夥伴團體一起在永樂廣場舉辦「信福和順的夏日」活動，透過展覽、音樂表演、議題市集和精
彩短講，讓更多朋友認識這兩個遭受不公正審判的案件。

聲援邱和順、救援王信福

50,300+ 行動次數
來自世界各地的支持者共同聲援邱和順

四、彈性議題
廢除死刑、救援個案

1場記者會
「儘速揭示邱和順案真相，落實審查會制度設計初衷」
邱和順義務律師團與邱和順救援大隊記者會 

1場展覽×音樂×議題市集×短講
信福和順的夏日｜展覽×音樂×議題市集×短講

3.4   科技與人權

國際特赦組織持續提升大眾對大型科技公司之人權責任的認識，讓全台數十所高中圖書館將本會協助出版之科技與人權讀物《矽谷
價值戰》納入館藏，讓超過 300 名師生認識科技與人權議題；同時，本會也邀請多位專家，在座談會中，共同討論大型科技公司於
人權事件中的責任。 

國際特赦組織邀請知名意見領袖（KOL）進行合作，將複雜
的臉部辨識議題，透過 Podcast、YouTube 短影音等形式，
將以色列當局濫用人臉辨識科技，促進種族隔離的現象加以
說明，讓更多民眾願意加入全球性的連署活動，要求全球政
府立即禁用人臉辨識科技，也要求海康威視等企業，停止供
應設備給促進種族隔離的以色列當局。

國際特赦組織於 2023 年 5 月 16 日發布 2022 全球死刑報告。本次報告指出，2022 年全球記錄到
的死刑執行數量飆升至過去五年來最高，中東與北非區域內惡名昭彰的國家大肆進行處決。
在全球執行死刑的 20 個國家當中，總計有 883 人遭到處決，較 2021 年的紀錄增加 53%。全球的
死刑執行數量 ( 未計入據信在中國發生的數千起處決 ) 出現飆升，主因為中東與北非區域遭執行死
刑的人數顯著增加，從 2021 年的 520 件增至 2022 年的 825 件。
截至 2022 年 12 月，全球已有 112 國完全廢除死刑，9 國廢除普通犯罪死刑，在 2022 年年底的聯
合國大會上也有高達 125 個國家通過決議，要求暫停執行死刑。國際特赦組織會繼續倡議，直到全
世界都廢除這種殘忍、不人道、有辱人格的刑罰，也呼籲台灣加緊跟上腳步，與時俱進、保障人權。
國際特赦組織更將持續關注並推動台灣廢除死刑。

175位學生借閱【矽谷價值戰 】

147位教師申請舉辦【矽谷價值戰 】班級書展

63 所高中將【矽谷價值戰 】收入館藏

5場【矽谷價值戰 】線上讀書會 

大型科技公司課責（Big Tech Accountability）讀物《矽谷價值戰》推廣

禁止掃描 #BanTheScan

+1場科技公司人權責任講座，超過百人參與

2,000+ 行動次數
連署要求立即禁用或停售有害人權的人臉辨識科技(含設備)

2022年度全球死刑報告

1篇全球報告

1場記者會
 《2022年全球死刑報告》
    關注全球死刑現狀



雖然台灣並非聯合國的一員，卻發展出了一套類似的國際審查
機制，邀請國際專家與公民社會針對台灣已國內法化的人權公
約，定期檢視政府的作為是否符合標準並提出修正建議，確保
台灣的人權狀態符合國際標準。 

37Amnesty International Taiwan36Amnesty International Taiwan

國 際 特 赦 組 織 秘 書 長 阿 格 妮 斯・卡 拉 馬 爾（Agnès 
Callamard）於 2023 年 6 月期間來台進行訪問任務，在 6
月 26 日「國際支持酷刑受害者日」，國際特赦組織和人權公
約施行監督聯盟等人權團體，偕同國際特赦組織秘書長阿格
妮 斯・卡 拉 馬 爾、前 聯 合 國 禁 止 酷 刑 委 員 會 主 席 Jens 
Modvig 和前聯合國健康權特別報告員 Dainius Pūras，召開
民間團體聯合國記者會，響應「國際支持酷刑受害者日」，
再次強烈要求政府立刻通過《禁止酷刑公約施行法》以杜絕
酷刑，並建立國家酷刑防範機制。同時，應根據《禁止酷刑
公約》規定，在刑法確立酷刑罪，並且在民事與行政層面都
有所相應的作為，以有效辨識酷刑、處罰加害者、救濟受害
者，進而終結酷刑。

死刑犯＝吃免錢飯？等死？還有一些別的嗎？在台灣怎樣會被判死刑？
1.368 坪的空間體感上有多擠？死刑犯家人會有哪些經歷？冤案呢？錯判
與錯殺呢？國際上死刑的趨勢又是如何？2023 年 10 月 28 日至 11 月 5
日，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與夥伴團體共同舉辦此場展覽，用文字、聲音、
影像，和一件件作品，直面死刑。鐵窗下的每一天，死刑犯就這樣恆常
走過每個朝夕。

● 《審判王信福》電影放映和映後座談
● 《審判之前：科學鑑定與他們的產地》講座
● 《監所的模樣》講座
● 《我的兒子是死刑犯》紀錄片放映和映後座談

● 《廢死 ABC》講座
● 《家屬的心情廚房：品嚐會客菜》講座
● 《犯錯的人也是受傷的人》講座
● 《死刑平反之後：冤案當事人的心聲》講座
● 《槍決了，然後呢？》講座

死刑展覽暨講座《盡頭之前：看見死刑的模樣》

死刑展覽暨講座《後來的我們：鐵窗下的每一天》

70+ 觀展人次

25人參加講座

1,300+ 觀展人次

1場開展記者會 6 場講座

終結酷刑

1場記者會
  呼籲台灣政府終結酷刑，立即通過《禁止酷刑公約施行法》

五、利害關係人

1份《 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 》
        平行報告 

1份《 兩公約 》行動回應建議清單
          提供政府關於原住民權利、企業責任、難民、平等反歧視
          與死刑等議題的兩公約行動回應建議清單

1份《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
        建議行動回應表建言 
             提供政府關於改善婦女歧視的政策建言

4 個政府部會首長 2個主要政黨 3位台灣分會
         救援的良心犯

2位死刑犯 1場國際媒體專訪 1場反酷刑公約記者會
  拜會與參與多個政府單位、政黨、社群與人權活動

5+ 議題社群

公約審查

國際特赦組織秘書長阿格妮斯・卡拉馬爾（Agnés Callamard）訪台 

國際特赦組織秘書長阿格妮斯・卡拉馬爾（Agnès Callamard）於 2023 年 6 月 24
日至 7 月 1 日對台灣進行高層級訪問，關注在全球政經的緊張局勢、台灣及周邊地
區的人權事態發展，實地瞭解台灣分會的在地工作與發展狀態。

以總會秘書長為首的國際特赦組織代表團，與行政院負責人權業務的羅秉成政委和
人權處、外交部次長李淳、國家發展委員會施克和副主委、國家人權委員會陳菊主
委和多位委員，以及民進黨和國民黨兩大黨的代表，分別進行了多場的拜訪會面，
針對台灣在眾多面向的人權議題該扮演怎樣的角色，進行政策規劃與實際經驗的交
流。

為了更加瞭解在地脈絡並與在地社會共同推進人權狀況，國際特赦組織代表團也與
在地關注性別、原住民族、氣候變遷、難民與移工的公民團體、社運人士交換想法
與經驗。秘書長卡拉馬爾也與陳欽生、陳菊、李明哲這 3 位國際特赦組織過去救援
過的台灣良心犯會面，回顧這些國際救援行動對於台灣人權發展的重要意義。

2023 年 10 月 20 日至 10 月 29 日，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台南辦公室進行為
期 10 天的特展，展出死刑犯（同學）們獄中字畫作品，帶領民眾從不同角度，
認識這些同學們除了死刑犯的身分之外，還有什麼不同的模樣；同時，也展出
死刑犯們與家人朋友往來書信，以及台灣和其他國家執行死刑場域、死刑犯家
屬的相關照片，邀請民眾一起來看看死刑制度不同的面相，再來決定自己的
立場。另一方面，本會亦在展期的兩個週末舉辦 4 場演講，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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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分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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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出給青年參與的各式空間，並提供資源，培力位於各地的
青年人權行動者。招募青年實習生，用最直接的方式與台灣
分會一起學習與成長之外，  更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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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份舉辦了「青年人權行
動者培力工作坊」，邀請全台各地的青年行動者，從交流各
項人權議題的倡議實戰經驗出發，探索自己的合適倡議位置
與形式，並成為彼此在人權倡議路上的盟友。此外，我們也
在 10 月遴選了 4 位青年代表，他們將與秘書處密切合作，
共同構思、發起人權行動，回應青年所關注的重要人權議
題，並參與本會相關國際會議，發展人權倡議的國際串連，
推展青年的人權影響力。

為落實人權教育，讓更多青年學子有機會認識不同的人權議題，
同時考量活動辦理與資源分配的區域平衡，台灣分會今年再度於
高雄舉辦高中生人權營隊。營隊日期挑選在分科測驗結束後的 7
月 20 日至 22 日期間，共計三天 27 小時，邀請從應屆入學到應
屆畢業的各年級高中生們，一同互動交流。本次高中生人權營以
捍衛示威、廢除死刑，以及平等與反歧視等三大軸線的人權議題
為主。內容包含介紹國際特赦組織與國際人權公約、在地的歷史
走讀、各議題講座、電影放映等等內容。全台有超過 100 位的青
年報名者，最後總計 43 位來自各地，不同年級的高中生一起參
與營隊，並於營隊的最後一天嘗試練習如何規劃與安排倡議行
動。

六：核心能力
14+ 位青年實習生

4 位青年代表

70+個倡議專案與青年協力達成

43 名青年人權種籽
參與「阿姆內斯提青春大舞台」三日高中生人權營

1場青年人權行動者培力工作坊

青年培力

台灣分會與全台教師合作，推廣「寫信馬拉松」，也舉辦「高中
生人權營」、「青年人權行動者培力工作坊」，我們希望在各級學
校及早播下人權理念的種子。並且我們提供了多樣化的人權教
材，讓群眾能夠在校園、生活中都可以持續的學習、推廣，並
且與身邊的人分享。在校園外，我們也舉辦各式人權活動，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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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2023 年度我們選出 4 位青年代表，持續的與不同世代
的議題協力與行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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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人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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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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台南小組，2022 年
開啟的長期寫信支持救援對象行動，目前持續的保持聯絡與連結；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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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持續的聚會與行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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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寫信馬拉松的活動中，達到了 2000 多封明信片的行動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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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持續邀請各年齡層、行業、
族群成為行動者，齊心協力投入人權行動並持續發揮影響力。
我們針對難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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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倡議溝通術、記者會籌
畫、擺攤培訓，讓行動者除了具備基礎人權知識，也透過實際
演練、學習倡議現場會所需技能。透過年度專案參與，我們帶
領行動者從前期籌備到實際進入人權倡議行動現場，包含寫信
馬拉松、高中生人權營、台北／高雄同志遊行，另結合桌遊、
紀錄片放映、展覽參訪、擺攤等各式活動，增加倡議的豐富和
多元性，促進行動者議題交流、文化敏感度培養，達到彼此理
解及凝聚共識。行動者一直是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非常重要
的一份子，我們希望透過豐富多元的人權知識與技能系列培訓
活動，讓更多行動者與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在人權道路上共
同向前邁進。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發行台灣版人權雜誌《彼得報》。命名源於國際特赦組織創
辦人彼得．班納森（Peter Benenson），內容包含全球人權動態、研究報導、台灣
人權脈動、部落格與各項大小人權活動匯集。每四個月一期。2023 年，我們編排
了三期彼得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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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壓
迫、移工與難民人權，以及氣候變遷等議題動態。第一期彼得報的人權焦點為現今
的社群媒體，例如：Instagram、TikTok、YouTube、Facebook，如何衝擊兒童
和青年的隱私與心理健康，我們必須持續關注其所造成的人權隱憂，並推動倡議
以改變現有規範。第二期彼得報的重點之一，則是國際特赦組織秘書長阿格妮斯・
卡拉馬爾（Agnès Callamard）來訪台灣一週的側記，期間與政府各部門、在地公
民社會交流，探視死刑犯邱和順與王信福，深入理解台灣面對的地緣政治與軍事衝
突威脅，以及性別、環境、原住民族、死刑等人權議題的在地挑戰，並呼籲台灣政
府必須儘速將《禁止酷刑公約施行法》國內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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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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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興中學小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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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青年行動者持續在不同的道
路上，與國際特赦組織一同為人權努力。

3 期人權雜誌《彼得報》
  追蹤報導全球人權動態

100+ 熱血行動者

100+ 夥伴店家
  提供免費人權刊物讓民眾索取

40+ 實體/線上培訓及行動次數

160+ 行動者培訓人次

130+ 專案倡議行動參與人次

7 個正式小組(含籌備中的小組)

80+ 小組寫信聲援、舉辦活動

2,000+ 小組行動人次

160+ 小組成員

北中南東
皆有小組 促進區域平衡發展

小組發展 行動者培力與動員

人權雜誌《彼得報》



2019年6月，國際特赦組織為孟加拉科克斯巴札爾難民營的孩童舉辦「藝術營隊」，由漫畫家帶領羅興亞兒童發揮靈感，一筆一
畫勾勒出他們長大以後想成為的樣子。我們將這些作品集結成羅興亞難民教材套組，其中包含羅興亞兒童著色本、羅興亞文化
介紹手冊、難民概述與活動教材。希望在羅興亞難民危機滿四年之際，讓大眾透過著色、文化介紹與活動教材，進一步認識羅興
亞族群與難民的處境。截至2023年底，已收到超過300次索取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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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底，我們已收到約
20次租借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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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 索取份數

1,364+索取份數

20+租借申請

313+ 參與人數

家庭及校園人權教育計畫 各式 人權 教 材 租

教師交流會

人權圖書館

深耕人權 全台演講 暨 《Amnesty 前進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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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借

2 場教師交流會

70+教師報名

21 人參與

這是一款寓教於樂的人權撲克牌，2021年，國際特
赦組織台灣分會精選43名歷年聲援對象，將他們的
事件背景、人權故事、國際特赦組織介紹等內容，
放在每張牌面上，讓民眾休閒的同時，也能透過深
入淺出的文字介紹，了解人權議題。並於2022年底
，我們將撲克牌進行改版，把43名歷年聲援對象的
現況，更新於卡牌上。截至2023年底，我們共收到
超過1300份撲克牌的索取申請。

1,289+參與人數

「人權鬥士牌牌戰」：人權撲克牌

《阿姆內斯提大冒險》是一款適合所有人的桌遊，為時一年從國際到台
灣，從學生到教師參與桌遊的開發與改良，結合了寫信馬拉松個案議
題，並且透過桌遊可以讓玩家了解到倡議方式的各種可能，也能從桌
遊中認識到，在世界各地，各項人權都正在面臨威脅，但我們也透過
全球人權社群的力量，我們持續的有好消息發生。直接理解、學習到
能夠使用哪些方式倡議並行動，實際達成人權成就 !

為了深耕人權教育，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實體藏書共 365 本、電子藏書共 76
本，提供借閱和租借電子書閱讀器，希望能促進對各式人權議題的了解、思辨與
培力。2023 年共舉辦 2 個系列圖書會，分別針對「科技與人權」和「平等與
反歧視」的議題，一共閱讀了《矽谷價值戰》、《數位時代的人權思辨：回溯歷
史關鍵，探尋人類與未來科技發展之道》、《和諧社會：中國，大數據監控下的美
麗新世界》、《「野蠻」的復權：臺灣原住民族的轉型正義與現代法秩序的自我救
贖》、《血與土：現代奴隸、生態滅絕，與消費市場的責任》、《厭女的資格：父權
體制如何形塑出理所當然的不正義？》，共計有 70 人參與。

2023年4月，我們以《寫信馬拉松感恩茶會》的方式，分別
於台北、高雄舉辦，邀請老師們互相交流教學現場激盪出的
火花，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也分享現有的人權教材資源和
2023年相關活動。我們希望透過交流，發掘教育現場的需
求，收集教材、教案的使用回饋，在未來可以提供更多元的
教材，並和教師們合作持續深耕人權教育。

為了與教師們共同深耕校園人權教育，我們除了受邀至各地校園、教會演講之外，
2023 年 9 月開始執行《Amnesty 前進校園》計劃，提供全台教師申請演講、人權
桌遊工作坊和校園擺攤，讓教師、學生和各地人權支持者們透過多元形式深入了解
人權議題。演講主題包含：《難民與人權》、《表達自由及青年參與》、《撇開歧視與
認識多元族群》、《寫信馬拉松》；桌遊工作坊包含：《失蹤與真相－李明哲與言論自
由》、《敘利亞難民桌遊體驗：穿越邊界》。共計超過 1000 位學生參與。

7場 桌遊試玩與說明會 60+教師

20+行動者參與開發與回饋

人權桌遊：阿姆內斯提大冒險

在李明哲強迫失蹤事件發生期間，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將此事件改編
為一款人權教育桌遊，透過鼓勵玩家擔任案件調查員，了解事件發生之
過程及相關人權侵害，更進一步鼓勵參與者採取相關人權行動，寫信聲
援李明哲。2021 年開放索取後，我們共送出超過 2400 份桌遊；2022
年 4 月 15 日，李明哲獲釋後返抵台灣；同年上半年，我們開放租借的方式，
讓此款桌遊可以被永續使用，藉此瞭解該案件始末和表達自由的重要性。
截至 2023 年底，共收到超過 70 份桌遊的租借申請。

77+租借份數 19+租借申請

「失蹤與真相」：李明哲桌遊

 9場議題演講 7場人權桌遊 1場校園擺攤

20+ 校園人權活動

6 場讀書會
針對「科技與人權」
和「平等與反歧視」議題進行思辯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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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擺攤

捐款人活動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受文山社區大
學年度班級成果發表會邀請，以2022
年 寫信 馬 拉 松 聲 援 對 象 故 事作 為 主
軸，邀請民眾現場寫信聲援或加入連
署。

共生音樂節是全台灣最大的年度二二八
紀念活動，採取音樂節、地景導覽、真人
圖書館等形式，希望吸引大眾重新關注二
二八事件。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前往
擺攤，推廣與言論自由習習相關的議題，
邀請民眾加入連署，包含捍衛全球和平
示威的權利、聲援伊朗女性及和平示威
者權利、聲援阿富汗人權之連署行動。

1場沙龍對談    60 人參與
結合年度成果展覽、沙龍對談、音樂表演，邀請捐款人與我們共築人權之橋

40+行動次數
文山社大NGO擺攤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今年受邀至淡江大學「有集
市」擺攤，透過是非問答的方式與參與者互動，向
師生介紹國際特赦組織理念，並依不同的聲援對象，
推廣表達自由、平等與反歧視、性別和難民議題，
邀請民眾在問答互動後進行線上連署，包含聲援阿
富汗女性應保障其受教權和工作權、呼籲 Google
建立以受害者為中心的檢舉系統，以利下架性私密
影像、推行台灣難民法等等。

75+ 行動次數
淡江大學公益永續市集「有集市」

為了響應5月17日國際不再恐同日，
由國立成功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指導性別友善社團TO.拉酷社所舉辦
的多元性別市集活動。國際特赦組織
台灣分會前往擺攤，運用《為人權而
Do》的是非題下注互動遊戲，推廣
性別議題和國際特赦組織，並邀請民
眾遊戲後採取連署行動，包含呼籲
Google建立以受害者為中心的檢舉
系統，以利下架性私密影像、支持美
國墮胎/人工流產權、聲援阿富汗女
性應保障其受教權和工作權。

40+行動次數
台南成大粉紅點

今年夏天，國際特赦組織台灣
分會和夥伴團體在永樂廣場舉
辦「信福和順的夏日」活動，
讓更多民眾認識這兩個案件：
王信福、邱和順，他們在12年
前錯過了一個應當無罪的司法
判決，失去了一個應當幸福和
順的夏日。在今年的市集音樂
會 上 ， 我 們 在 現 場 擺 攤 與 短
講，希望借助大家的力量和關
注，盼他們能早日重獲自由，
幸福和順。

40 行動次數

55+行動次數

信福和順的夏日

高校開唱，是高雄在地活動企劃組織，以舉辦免費且公開的學生音樂展演
活動為宗旨及目標，讓學生表演者以及樂團更能被看見或聽見。本次國際
特赦組織台灣分會受邀前往擺攤，推廣性別、死刑、表達自由等議題，並
邀請民眾進行線上連署，包含推動台灣難民法、聲援邱和順、聲援泰國兒
童和平示威的權利、聲援阿富汗女性應保障其受教權和工作權。

高雄高校開唱：《囍捌喇歌友會》音樂節

Damien Rice 是愛爾蘭創作歌手，在5月31日於
台北國際會議中心舉辦演唱會，他曾與另外2位
音樂家共同創作歌曲《Song for Berta》，來紀
念Berta Cáceres這位宏都拉斯的環境與人權捍衛
者，同時也是一位原住民。Berta多年來發聲反
對在家鄉的Gualcarque河興建水力發電廠，但他
卻在2016年與家人們在家中慘遭射殺。因此，我
們在這場演唱會外擺攤，讓更多人知道Berta的
故事，並邀請加入捍衛示威的線上連署，保障像
Berta這樣的人權捍衛者們和平示威的權利。

45 行動次數
Damien Rice TICC演唱會擺攤

共生音樂節
230+行動次數

大港開唱是目前台灣最具指標性的大型戶
外音樂祭活動。在高雄舉辦，活動現場設
有NGO村提供攤位與民眾進行議題相關
互動，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前往擺攤，
運用《為人權而Do》的是非題下注互動
遊戲，推廣性別、死刑、表達自由與難民
議題，並邀請民眾遊戲後採取連署行動，
包含呼籲Google建立以受害者為中心的
檢舉系統，以利下架性私密影像；聲援邱
和順；推廣台灣難民法；聲援阿富汗人
權；捍衛全球和平示威的權利等。

大港開唱
480+行動次數

10 月 14 日，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參與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於
西門紅樓前舉辦「無邊際一日彩虹市集」擺攤，透過是非問答
與民眾互動，介紹國際特赦組織的理念，推廣台灣去年跨國同
婚修法的成果、同志婚姻保障的權利，並說明有些國家因反同
氛圍，導致 LGBTI 生命安全不再受到保障，成為彩虹難民的
處境，邀請民眾線上連署聲援，呼籲肯亞難民營為 LGBTI 難
民提供重新安置的機會。

無邊際一日彩虹市集
18 行動次數

2023年11月25日，我們參加在台北市中正區青
島東路（立法院旁）的人權辦桌，人權辦桌已邁入
第八屆，國際特赦組織呼應人權辦桌的主題「人生
而自由且平等」，與民眾介紹2023年寫信馬拉松
個案故事，邀請民眾現場寫信或加入線上連署。

人權辦桌
45 行動次數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分別參與 10 月 28 日臺灣同志遊行和 11 月 25 日高
雄同志大遊行的市集擺攤，在台北、高雄同遊攤位上，我們說明去年台灣跨
國同志婚姻的修法成果，延伸至國外仍有因 LGBTI 身份遭受不平等待遇，甚
至生命受到威脅，我們提供肯亞彩虹難民的案例，邀請民眾加入連署，呼籲
肯亞政府停止仇恨犯罪並重新安置彩虹難民。

感謝捐款人長期支持的力量，讓人權工作得以推動，更讓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能夠邁向三十周年的重要里程碑。透過沙龍對談實
體面對面交流，加強捐款人與分會間的連結，一同攜手捍衛人權。

臺灣同志遊行市集 高雄同志大遊行市集
320+行動次數 70+行動次數

浪人祭是提倡環保理念，且為全台第二大的音樂嘉年華，受到
年輕族群喜愛。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與其他人權 NGO 共同
合作前往擺攤，包含台灣人權促進會、台南新芽、同志諮詢熱
線，運用《為人權而 Do》是非題下注互動遊戲，推廣難民、
表達自由和死刑議題，也趁此宣傳各 NGO 的理念與成果。

浪人祭
180+行動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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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特殊處境：針對中國
「新年祈福！平安回家！讓中國維權人士回家過年」記者會

六四 34 週年：「北京沒人敢提，香港不能演出」的舞台劇首度在台出演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於2023年1月19日，農曆新年節日前夕，偕同國內外之民間人權團體，包括台灣人權促進會、台灣聲援中
國維權律師網絡、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西藏台灣人權連線、華人民主書院、Safeguard Defenders保護衛士等，在台北市迪化
街永樂廣場前召開記者會，邀請民眾一起為仍無法與家人團圓的中國人權捍衛者祈福。

新的一年即將來臨，但仍有許多中國的人權捍衛者，盼不到與家人團圓的日子。法律學者許志永，因Covid-19疫情批評習近平而
遭逮捕、酷刑，包括單獨監禁，以及每日綑綁在鐵椅上長達十多小時且持續一週；他的伴侶，同樣身為中國酷刑與勞權社運人士
的李翹楚，也因聲援他而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律師丁家喜、社運人士王建兵、記者黃雪琴一同聚會時，談論中國公民空間
遭打壓的情況，丁家喜因此遭拘留，於2022年9月失蹤，王建兵與黃雪琴則遭到逮捕。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與曉劇場合作，於2023年6月將香港「六四舞台」製作的《5月35日》舞台劇首次搬上台灣的舞台，於萬座曉劇場
演出，當週近30家國內外媒體報導，且近千人進劇場觀劇，共同紀念六四、聲援僅因和平紀念六四天安門事件而遭到逮捕或關押的人。 

《5月35日》在2019年由香港「六四舞台」製作，曾獲第29屆香港舞台劇獎（Hong Kong Drama Awards）最佳製作、最佳導演、最佳劇
本、最佳燈光設計、年度優秀製作多項肯定；然而，今日的香港，已無法演出這齣戲。 

現今，中國政府仍持續抹煞關於六四的記憶，香港的自由也持續崩解；許多在中國或香港和平紀念六四的人，都遭到逮捕或關押。《5月
35日》舞台劇落幕後，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仍會持續點起燭光，關注、聲援那些僅因和平紀念六四便遭到逮捕的人。 

6月4日當日，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亦在中正紀念堂民主大道設置六四紀念燭光區，邀請支持者共同點起燭光，保護六四記憶及聲援
因和平紀念六四事件而遭逮捕的人們，也特別為因在香港舉辦六四紀念活動而遭香港當局以「煽動顛覆罪」起訴的前香港支聯會副主

席⸺鄒幸彤，發起聲援。鄒幸彤律師因舉辦和平紀念六四事件
的晚會遭判刑，而目前又因未依規向香港政府繳交「支聯會」資
料遭起訴，國際特赦組織持續呼籲香港當局立即撤銷針對鄒幸彤
的指控並釋放她。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呼籲中國政府立刻釋放這5個人，以及確
保他們可以與家人及其選任的律師會面，並且不會受到酷刑及不
人道待遇；也邀請大家一同為他們祈福，希望新的一年他們以及
其他在中國遭到任意逮捕或強迫失蹤的人們可以平安回家，與家
人團圓過年。

1場記者會

世界人權宣言 75 周年系列演講：中國對於全球人權外交的影響

中國接受第四次聯合國普遍定期審議 

近年包含中國在內的強權國家崛起，造成了許多新的人權挑戰。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邀請到英國智庫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
（Chatham House）的 David Griffiths 從人權外交的角度，分享目前的國際人權體系與各國政府如何回應這些挑戰，以改善全球的

人權現況。講座也匯聚了國際特赦組織中國議題團隊負責人 Sarah Brooks、自由之家專案經理 Kevin Slaten、 人權觀察亞洲區主任
Elaine Pearson、台灣人權促進會會長凃予尹、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副執行長李明洳分享各自的洞見與經驗。

2024 年 1 月 23 日，中國即將接受第四次聯合國普遍定期
審議，而 2023 年 7 月，國際特赦組織向聯合國普遍定期
審議委員會提交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權狀況再創新低》
報告，建議中國政府批准實施人權公約、暫停執行死刑並
公開數據 、停止懲罰報復人權捍衛者和記者、移除言論和
新聞自由的限制、停止任意拘留酷刑虐待、保障被拘留者
公平審判的權利、廢除香港《國安法》和煽動叛亂罪相關
條款。此份報告也回顧了前一次中國的審議結果，針對多
項中國人權狀況範疇，150 個國家提出了 346 項建議，中
國接受了其中的 284 項建議、不接受 62 項。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拜會了多個駐台使館及政府部會，
提交此份報告，表示對人權捍衛者處境、言論自由、任意
拘留、酷刑及其他不人道待遇、不公正審判以及跨境責任
等問題的嚴正關切。而從台灣公民李明哲與李孟居在中國
被非法關入「黑監獄」與強迫認罪，到 2023 年 3 月八旗
出版社總編富察（李延賀）入境中國後被消失，台灣公民
社會亦高度關注中國加劇打壓公民社會，限縮香港、澳門、
西藏、新疆人民自由人權，以及擴大侵犯台灣人基本權利
的情形。 

8 個駐台使館及政府部門拜會

6場《5月35日》舞台劇 1場燭光紀念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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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財務報告

90.7%
個人小額捐贈

NT$191,048,728

35.4%
倡議專案支出

NT$72,373,727

6.1%
會務運作支出及其他支出

NT$12,566,021

16.6%
薪資費用

NT$34,039,455

8.6%
總部補助

NT$18,203,500

0.6%
會費、利息及其他

NT$1,290,017

收入
NT$210,542,245

支出
NT$204,668,926

9.9%
國際人道救援支出

NT$20,213,053

32.0%
募款支出

NT$65,476,670

倡議專案支出
第一優先

言論自由與
公民空間

人權教育 人權刊物 小組 志工

寫信馬拉松 公約專案 立法遊說

強化言論與
結社自由

保障每個人的
和平集會權

擴張性別與
多重身份弱勢者的

正義

保護難民、移民與
身處衝突危機前線

民眾的權利
保障氣候正義 廢除死刑

第二優先

平等與反歧視

共同視野
危機中的個人和社群、多重身分弱勢者、性別主流化與反種族歧視、企業組織課責（包含針對科技部門）

其他
人權

6.8%
4.9M

18.4%
13.3M

6.1%
4.4M

0.1%
0.1M

3.1%
2.3M

0.5%
0.4M

0.1%
0.1M

0.8%
0.6M

3.8%
2.7M

51.2%
37.1M

0.5%
0.3M

7.2%
5.2M

1.4%
1.0M

2023年度稅後賸餘

NT$5,873,319 所有數字皆統計自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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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5月底前於分會官網公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