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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圖片：美國投資額前10名的頂尖大學，
其中7間的投資過程均未達人權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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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動態

 俄羅斯的亞莉珊卓收到了全世界的聲援！ 3
2022「寫信馬拉松」的聲援對象亞莉珊卓（Aleksandra Skochilenko，小名莎夏）

收到了來自全球的聲援，並畫下一幅圖，由律師向大眾轉達感謝：「親愛的行動者

們，我衷心感謝你們對莎夏的支持。這些鎮壓不幸地正在我們國家發生，在這個艱

難的時刻，你們的關注讓我們感到溫暖，讓我們不孤單。除了向大使館發出呼籲和

訴求信之外，你們還寄了很多明信片給莎夏，上面寫著支持的話語。為了表達感激

之情，莎夏讓我和大家分享她在監獄中特別繪製的這幅畫。莎夏即使身陷囹圄，依

然很享受春天這個季節。她向大家問好，也感謝大家所寫的明信片！

國際特赦組織的支持者寫了非常多的信，她說：『謝謝你們讓我感受

到這些情感。』現在，莎夏花上所有時間在聯繫支持者、準備開庭。」

2023年7月5日，2022「寫信馬拉松」的聲援對象瑟希莉亞・欽比里（Cecillia Chimbiri）、喬安娜・馬蒙貝

（Joanah Mamombe），被高等法院判定無罪獲釋。2022年，她們在和平示威後被捕，主審法官不斷在

審判過程流露偏見和惡意。2022年9月結案後，律師向治安法院申請無罪釋放遭到駁回，隨後轉向高等

法院申請審查治安法院決定，最後成功於7月4日獲得裁定無罪並釋放。國際特赦組織曾將她們的故

事列入2022「寫信馬拉松」，國際特赦組織辛巴威分會也透過法庭觀察支持她們，並動員

當地和國際社會一同聲援。透過全球倡議行動，國際特赦組織施壓辛巴威政府，促成今日

的成果。慶祝之餘，我們也不能忘記要將加害者繩之以法，阻止「有罪免責」的情形。

 好消息！辛巴威的瑟希莉亞和喬安娜無罪獲釋！ 2

2023年7月19日，2021「寫信馬拉松」的聲援對象人權律師穆罕默德．貝克（Mohamed Baker）和

研究員派翠克・扎其（Patrick Zaki），獲得埃及總統特赦，並於隔天出獄。2019年9月，

穆罕默德替朋友辯護卻遭逮捕。當局從未讓他接受審判，反而不實指控他為恐怖主義者，

並將他關入大牢。如今，他們已經安全與親人團聚。

 好消息！埃及人權律師穆罕默德．貝克重獲自由！ 1

6

© Amnesty Internationa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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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消息！辛巴威的瑟希莉亞和喬安娜無罪獲釋！ 

在同婚四周年的前夕，台灣迎來同性配偶可共同收養孩子的好消息！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

秘書長邱伊翎表示樂見台灣政府持續在性別平權上的進展，包括今年初的跨國同婚合法及同

志家庭的收養權利。台灣分會也呼籲在使用人工生殖科技上，同性伴侶也應享

有平等權利，並呼籲在對於同志及多元性別的相關議題，台灣政府可以持續以

友善的態度確立未來政策方向。

7  台灣政府以平等原則開放同志家庭共同收養 

2023年6月20日，愛沙尼亞國會表決通過同

婚合法，將在2024年正式生效。全世界目前

共有35個同婚合法的國家！

6  愛沙尼亞同性婚姻合法化 

©
 Anny M

atzir

5
荷蘭眾議院投票通過《性犯罪法》的修訂，在法律中引入「基於同意」（consent-based）的強暴定義；7月4日通過修正案後，預計將在

未來9個月內由參議院投票正式成為法律。另一方面，瑞士國民院也於6月1日投票通過修正法，承認未經同意的性行為就是強暴。荷蘭

分會秘書長達格瑪・奧德胡恩認為草案通過是性侵害倖存者的歷史勝利，也是數百名社運人士和倖存者團體多年來持續不懈努力的證

明。荷蘭也成為國際特赦組織分析的31個歐洲國家中，第17個承認「未經同意的性行為」即屬強暴的國家。

 荷蘭與瑞士修法認定「未經同意的性行為」就是強暴！ 

2023年5月26日，台灣立法院終於三讀通過延宕超過5年的《原住民族健康法》與《礦業法》修法，為原住民族權益邁出一大步。國

際特赦組織未來也會持續與在地夥伴共同監督台灣政府與相關法條，讓所有原住民族都能受正視，享有與其他族群一樣平等的權

利。

 台灣《原住民族健康法》與《礦業法》修法皆三讀通過 8

© Amnesty International

 國際特赦組織南非分會以「法庭之友」的身份加入普丁逮捕案 4
2023年3月17日，國際刑事法院對俄羅斯總統普丁發出逮捕令，而國際特赦組織南非分會正式成為法庭之友（amicus curiae）。這項宣告令

規定，如果俄羅斯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在8月出席南非舉行的金磚國家（BRICS）峰會，南非當局便有義務逮捕他。不過南非總統隨後宣

布，普丁在「雙方同意」後，將不會出席此次的金磚國家峰會，將由外交部長謝爾蓋．維克托羅維奇．拉夫羅夫代為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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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春夏之際，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面對不同受眾展開

各式人權活動： 

公眾對話：

　　5月，台灣迎來同婚合法4週年，我們與彩虹平權大平台等

夥伴團體合開記者會，共同發布今年度的同志社會態度調查，顯

示社會友善同志程度幾乎整體倒退，因此，我們呼籲政府以實際

的政策行動，推動性別平權。此外，我們也與夥伴團體攜手舉辦

「後同婚時代年度研討會」，匯聚非政府組織、教育、政治領域

工作者，與民眾一同構思如何創造更加友善同志和性別平權的環

境。 

　　6月20日的「世界難民日」，我們則舉辦3場難民系列講座：

「敘利亞難民的過去與未來」、「土耳其Ｘ台灣：回不了家的難

民」、「彩虹難民在台灣：用彩虹鋪成一道通往新家的路」。這三

場講座中，我們梳理敘利亞內戰起因、無數流離失所者面臨的困

境；而台灣目前沒有難民法，對於難民庇護，台灣應該扮演什麼樣

的角色；烏干達通過嚴厲的「反同法案」(AHB)，同志最嚴重可被

判死刑，這些因性別認同而成為彩虹難民者逃到台灣，台灣可以如

何協助他們。另一方面，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與友團共同舉辦記

者會，呼籲台灣政府公開難民法的進度，將不遣返原則法制化，並

完善庇護制度。 

　　面對死刑議題，隨著夏季到來，7月是王信福、邱和順兩位

不公正審判受害者死刑定讞的日子，因此，台灣分會與其他夥伴

團體在台北共同舉辦「信福和順的夏日」活動，透過展覽、議題

市集、音樂和短講，讓路過民眾認識這兩人的故事，並為他們寫

信聲援。此外，針對移工議題，我們分別在台北、台南舉辦《九

槍》紀錄片放映暨映後座談，電影探究6年前，越南籍逃逸移工

在被警方追捕時，九聲槍響後造成移工不幸身亡的案件。映後座

談帶領觀眾們探討台灣的移工制度、警察教育及執法面向，追溯

起因，思考如何讓悲劇不再發生。   

幕 後 觀 察

人權教育與青年培力：

　　上半年裡，我們進入校園舉辦人權講座，讓國高中生認識不

同議題，了解日常生活裡也可透過連署來為人權行動。5月，我

們前進國立成功大學參與粉紅點活動，在議題市集攤位，我們將

美國墮胎／人工流產權、保護網路性犯罪倖存者等性別議題透過

遊戲問答帶入大學校園，並邀請同學們進一步連署聲援，透過有

趣的互動方式讓同學們深入認識性別議題。對於教師社群，我們

預計在2023年推出全新人權桌遊「阿姆內斯提大冒險」，且分別

在台北、台南、台中舉辦教師試玩會，讓老師搶先體驗，透過桌

遊的形式，帶領學生認識世界各地的人權事件，以及人權倡議者

如何透過提升關注度來達成改變。 

 　　隨著暑假到來，「2023高中生人權營－阿姆內斯提青春大

舞台」於高雄登場，我們帶領學員透過走讀、電影、系列培訓課

程，認識不同議題。我們讓學員實際學習倡議，將營隊分配到的議

題和相關資訊，透過查找資料和團隊合作，帶領其他組別的學員認

識議題、加入連署與寫信行動，也讓學員從中學到，高中生其實可

以為人權採取更多行動。 

 

內部成員凝聚：

　　5月，台灣分會迎來本屆第二次會員大會，邀請韓國分會、

德國分會、香港的夥伴一起參加，透過世界咖啡館的方式，讓小

組、會員和來自各地的夥伴實體交流，凝聚會員對台灣分會未來

發展方向的共識。為使國際特赦組織現今至2030年的全球策略架

構更在地化，大會也展開議案討論與表決。另外，我們也在會中

紀念前理事長林淑雅教授，感謝她對人權的貢獻，並期許延續她

的精神、持續前行！

活動預告：

　　2023年底，台灣分會將在台北、台中、台南、花蓮四地舉辦

一年一度、全球最大的人權活動「寫信馬拉松」，歡迎大家共襄

盛舉，一起提筆寫信、捍衛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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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報編輯團隊

各位國際特赦組織的支持者：

　　2023年已經過了一半，你們好嗎？從4月到6月，台灣分會舉辦了

非常多活動，並參加了亞太的區域論壇；我們的倡議及募款團隊，也

出國參與了總部舉辦的培訓工作坊。

　　我們現正展開台灣分會口述歷史的計畫，希望可以回顧、爬梳

台灣分會與在地小組過去的經驗與歷史。5月，台灣分會召開會員大

會，現場也有韓國分會與德國分會的成員來訪，共同參與討論；我們

在當天的會員大會與「世界咖啡館」活動中，初步確認了總部全球策

略下的台灣分會長期策略。

　　6月，我們舉辦了一系列關於六四與中國人權的劇場演出及座

談。同月，國際特赦組織總部秘書長阿格妮斯（Agnès Callamard）

來台，拜訪了政府各部門、兩大政黨、各NGO夥伴、邱和順與王信

福，以及台灣分會理監事與台南辦公室。透過此行，總部秘書長更進

一步地理解台灣，期待展開更多合作計畫；在台海情勢持續升溫的

情況下，總部也將密切注意台灣情勢。

　　在台灣#MeToo事件蔓延的情勢下，「性平三法」也將修法，我們

翻譯了過去歐洲分會「Only Yes means Yes」的倡議工具包，希望提

醒社會大眾，尊重個人身體自主權及界線的重要性。

　　8月初，我們前往比利時參加全球會員大會，參與全球人權議

題、青年參與、資源分配、反種除歧視、女性主義領導模式的各種討

論。

　　面對台灣2024年1月的總統大選，我們也將展開選舉倡議行動，

呼籲各位總統候選人正視人權議題、推動人權政策，期待大家跟我

們一同關注。

秘書長的話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秘書長 

2 0 2 3 年 重 要 紀 念 日

五月

17
國際反恐同日

六月

4
六四34週年

六月

26
國際支持酷刑受害者日

五月

1
國際勞動節

六月

12
世界無童工日

六月

20
世界難民日

六月

5
世界環境日

八月

9
世界原住民族日

七月

14
國際非二元性別日

七月

1
香港國安法三週年

七月

30
世界打擊人口販運日

八月

30
強迫失蹤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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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候不正義」的情形，正在巴基斯坦赤裸裸地上演；雖然巴

基斯坦並不是造成全球氣候變遷的主要國家，卻正在承受氣候變

遷帶來的嚴重苦果。

　　近幾年，巴基斯坦成了全球最熱的國度之一，氣候變遷帶來了

愈來愈頻繁的高溫與熱浪。2022年6月至8月間，巴基斯坦強烈的

豪雨與洪患導致許多人死亡、傷害、失去生計，更有790萬人在國內

流離失所，被聯合國稱為「氣候引起的空前規模災害」。 

巴基斯坦的拉合爾與雅各布阿巴德

　　本報告結合二手資料的蒐集、調查、研究，透過訪談剖析巴

基斯坦極端高溫對人民健康權的影響。多數受訪者的工作都需要

長時間待在戶外，包含：公務人員（警察與其他安全人員、衛生

與醫療工作者）和非正規經濟勞工（小農、勞動者、燒窯工人等

等）。共45位受訪者表示，他們在2021年至2022年間，在巴基斯

坦第二大城拉合爾（Lahore）與雅各布阿巴德（Jacobabad）等

城市面臨極端高溫，並陳述他們如何應對極端高溫帶來的負面衝

擊。

　　雅各布阿巴德位於信德省（Sindh province）的都市區，該

地的極端高溫名列全球前茅；2021年6月，最高溫紀錄達攝氏52

度，2022年5月則達攝氏51度。而拉合爾也同樣面臨高溫，但模

式與雅各布阿巴德稍微不同，因為拉合爾位於旁遮普省（Punjab 

province），會發生大都會區比周圍偏鄉地區炎熱的「熱島效

應」。

　　國際特赦組織致函給巴基斯坦的聯邦氣候變遷部、聯邦財政

部、聯邦國家醫療法規協調部，信德省的環境、氣候變遷與沿岸

發展處，以及旁遮普省的環境保護處，內容包含我們的調查研究

摘要與相關提問。2023年4月報告發布時，僅收到旁遮普省的環境

保護處回覆。

　　2021年，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表示「侵襲印度與巴基

人 權 焦 點 ： 氣 候 變 遷

巴基斯坦的極端高溫與健康權
我家攝氏50度但買不起電扇！

© Gideon Men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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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的極端高溫與健康權

斯坦的熱浪，強度將更劇烈、時間更久，頻率也更加頻繁」。一份

科學研究調查2022年的印巴熱浪與人類引起的氣候變遷是否相

關，發現「由於氣候變遷，2022年，這類熱浪足足增加了30起」。

極端高溫讓弱勢族群更弱勢

　　氣候變遷引發的極端高溫，會以各種形式影響人們的健康，

包括：

①直接導致健康問題，例如：熱痙攣、熱衰竭、中暑、惡性高熱

等。

②慢性疾病惡化，例如：心血管、呼吸道、腦血管相關疾病，或

糖尿病等。

③導致特定事件，例如：因中風或腎臟疾病而住院。

　　雖然極端高溫對人體的確切影響最終取決於許多因素，例

如：個體適應高溫的能力、各機構體系應對高溫的能力等，但

是，某些族群會更加弱勢。

我們在高溫中比任何人都還弱勢。炎熱的氣候深深影響著貧窮的人，

我們無處可逃。——雅各布阿巴德一名住在非正規住房的婦女  

　　我們可以在國際特赦組織的訪談裡明顯看到，雖然每個人都

感受到極端高溫，但有些人會因為社會和經濟的狀態，承受更多

苦果；身處貧窮和非正規經濟之中的人，幾乎完全沒有資源來應

對高溫。2021年與2022年的夏季，我們訪問了雅各布阿巴德和拉

合爾的農民、窯廠工人、外送人員、警察、衛生工作者、其他必

須在戶外高溫下工作的人，受訪者提到自己待在戶外時，出現多

種症狀，包含：中暑、昏沉、呼吸困難、胃灼熱、暈眩、發燒、

身體部位疼痛、眼部感染及頭痛等。

我很少出門，因為太熱了⋯⋯如果我出門，我會待在別人家裡。我整

天坐在電風扇底下。（因為高溫）我全身發癢，最後還生出膿瘡。（高

溫）影響我的糖尿病，我的血糖掉得很低。我哪都去不了。—一名

拉合爾的70歲婦女

　　無論公部門或私人企業，長時間在戶外工作的人，都會面臨

一個長期的問題，那就是缺乏雇主提供相關的保護措施；其中，

非正規經濟勞工因為收入低、工作期間較少遮蔭與休息時間、工

作環境較缺乏完善規範，而面臨更大的危險。一位拖吊車司機表

示，因為領日薪的緣故，他無法休息太久；比起在最高溫的時刻

休息，他選擇放慢工作的速度、常常補充水分，並增加沖澡與遮

陽的頻率：「我們只要縮短休息時間，就可以趕快回去工作。不

工作的話，雇主就不會付錢。」

　　此外，在高溫期間保持家中涼爽，對於貧窮的人來說更是艱

鉅的挑戰；他們無法使用電扇或冷氣，因為無法取得或負擔電

力，也無法購買太陽能板或其他替代科技。拉合爾與雅各布阿巴

德的受訪者分別描述了保持家中涼爽的各種方式，許多人都提到

相關費用非常高昂，幾乎花費了他們至少30%的收入。

巴基斯坦政府的應對措施不足 

　　巴基斯坦的部分城市與省分，例如：喀拉蚩（Karachi）、開伯

爾-普什圖省（Khyber Pakhtunkhwa），政府都有根據地方的情況

制定相關政策，但是其他省分沒有；近年來，拉合爾與雅各布阿巴

德兩地持續面臨極端高溫，當地政府都沒有應對措施。

　　旁遮普環境保護處告訴國際特赦組織，當局正在訂定旁遮普

省的熱浪管理計畫。此外，信德省與拉合爾市政府試圖採取行

動，保護人民免於極端高溫侵害，但內容似乎有些草率，而我們

的受訪者對於這些保護措施也頗為無感。根據我們可以取得的資

訊、拉合爾與雅各布阿巴德政府現有的策略與計畫，政府並未提

供足夠措施來保護居民、勞工、兒童與其他族群，讓他們免受極

端高溫氣候可預防和預測的影響，因此，邊緣族群的健康仍面臨

重大危機。世界衛生組織（WHO）、國際勞工組織（ILO）這類機

構，都有提供保護人民免受極端高溫之害的相關指引，這些應當反

映在政府相關計畫與政策上。

要不要休息（一天），我們都要再三考慮；如果休息，就拿不到薪水

⋯⋯因為貧窮，不管天氣如何，我們都要工作。—一名雅各布阿巴

達的男性拖吊車司機 

　　巴基斯坦缺乏應對氣候變遷的社會保障，也是個問題。例

如，為了避免人民暴露於高溫，許多公共醫療建議的工作條件

為：人民能否待在室內、協調工作時數；針對領時薪的高風險工

作勞工，則必須視他們能否接受工作時數的縮減。許多建議也預

設人民能夠負擔充足的用水、醫療照護與降溫產品與機制。許多

專家和組織認為完善與資源充分的社會保護計畫可以減緩氣候變

遷帶來的嚴重衝擊，但在巴基斯坦卻不是如此。2021年，國際勞

工組織發布報告，討論巴基斯坦全面性的社會保障制度、國家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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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制度的不足，例如：有限度的涵蓋非正規經濟的勞工，雖然他們

佔了總勞動力的71.7％，也缺乏失業救濟補助。此外，巴基斯坦的

社會保障制度並未充分考量氣候變遷的緩解和調適計畫，也未考

量熱浪與災害管理計畫，例如：因極端高溫而身體不適、無法以正

常工時工作的勞工，就沒有相關的收入支持規範。 

　　處理氣候危機需要全球動員，比較富裕的國家更應扮演要

角，但他們目前並未履行「2020年至2025年，每年提撥1000億美

元的氣候預算給發展中國家」的承諾，即使這個數字已經遠比實

際需求少很多。根據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的2022年《全球調適差距

報告》，隨著開發中國家所需的調適資金不斷上升，「與目前的國

際調適資金流相比，開發中國家之間的調適資金差距會上升5到

10倍，且會持續擴大」。2021年，巴基斯坦國家發展委員會表示：

「2016年至2050，巴基斯坦的氣候調適需求介於每年美金70億

至140億之間」，但「巴基斯坦能得到國際氣候資金的機會相當有

限」。富裕國家須提供充分資金，調適極端高溫，也須對氣候變遷

負起最大的責任，補償因氣候惡化加劇極端高溫而受害的人。氣候

引發的損失與損害帶來了人權傷害，而付出代價的卻是與氣候危

機因果關係最小的人。巴基斯坦因氣候蒙受的損失與損害，可能非

常龐大；光是2022年的洪水，預估損害就高達149億美元、損失約

152億美元，而重建經費更要價約163億美元。

國際特赦組織在報告裡
向所有相關行為者提出全面性的建議

巴基斯坦政府應該：

①巴基斯坦政府，包含旁遮普省與信德省政府，應採取所有必要措

施，制定完整的熱應對計畫，並符合國際人權法、相關人權標準、國

際勞工組織和世界衛生組織的規範。

②巴基斯坦政府應制定容易取得的特別措施與評估管道，保障易受極

端高溫影響健康的族群。

③巴基斯坦政府應修改現有的社會保障措施與計畫，將氣候相關風險

納入考量，並避免貧窮族群遭到針對，以邁向全體均一的社會保障。

國際社會（尤其富裕國家），應該：

①為巴基斯坦的人權相關倡議大幅增加氣候預算。

②確保調適氣候變遷措施的預算能取得平衡。

③特別撥出預算與技術支援巴基斯坦的氣候調適措施，保護人民免受

極端高溫與熱浪衝擊，尤其是高風險族群。

④為遭到極端高溫或其他氣候災難衝擊的族群，提供充分的支持與補

償，例如：協助符合人權的損失與損害需求評估。

© Anadolu Agency via Getty Images

報告全文可參見《岌岌可危：巴基斯坦的極端高溫與健康權》（Pakistan：A burning emergency: 
Extreme heat and the right to health in Pakistan）

© Kan Sangt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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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比亞極度重要的天然資源——魚

　　位於西非的甘比亞，被譽為「微笑海岸」（Smiling Coast），

漁業佔了該國GDP的12%，並創造了超 過30萬個工作 機會。其

中，甘比亞西南部的沿海觀光城市薩尼揚（Sanyang），相當仰

賴遠洋漁類作為主要的日常營養來源與經濟產物。

　　甘比亞擁有豐富的魚類多樣性，近年漁業卻面臨與日俱增的

挑戰，尤其是過度捕魚（過漁，overfishing）為社會、經濟、環

境帶來的負面影響，導致海洋資源遭到日趨嚴峻的永續性挑戰，

而甘比亞政府、外國船隻、當地漁民、漁業公司皆難辭其咎。

漁業供應鏈潛藏的環境與人權侵害

　　甘比亞當地的漁撈作業高達9成皆為人工進行，且超過半數

的雇員來自鄰國塞內加爾。儘管與歐盟簽署了「永續漁業合作協

議」（Sustainable Fisheries Partnership Agreement），非營利

組織 Oceana 近期卻發現，2012年8月到2015年8月期間，仍有4個

人 權 焦 點 ： 企 業 與 人 權

你的魚油和魚粉從哪來？
甘比亞過度捕魚的人權困境

歐洲國家（希臘、義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的船隻在甘比亞海

域非法捕撈。除了這項協議，國際特赦組織未能找到甘比亞與其他

國家的漁業協議，代表目前的漁業協議缺乏透明度。

　　雖然甘比亞與周邊國家、歐盟，皆有簽訂協議，允許其漁民或漁

船可於雙方專屬經濟區或經濟海域（Exclusive Economic Zone）捕

撈，作為捕撈總量管理的法源依據，然而，甘比亞政府對非法、未通

報、無管制（Illegal、unreported、unregulated，以下簡稱「IUU」）的

捕魚行為束手無策；海軍資源的匱乏、管理漁撈船隻總量的疏漏，也

讓更易導致「IUU」窘境的「權宜船」（Flags of Convience）可以鑽漏

洞，在雙方海域捕撈，例如：多數甘比亞的工業拖網漁船（Industrial 

Trawlers）雖來自中國，但可透過與當地人合作，註冊為甘比亞的漁

業公司，進而掛籍甘比亞的旗子進行捕撈作業。

　　國際特赦組訪問甘比亞的海軍，他們表示，該國最常發生的

非法情境為：船隻使用錯誤的捕魚網尺寸、船隻沒有取得或誤用

許可證，且多數非法捕魚的人工漁船皆來自中國。此外，根據當

地社運人士的訪談、非政府組織 China Dialogue 的研究，魚粉產

© Jason Florio - all rights reserved floriophot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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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Fishmeal Industry）是造成「IUU」最大的罪魁禍首，因為數

量銳減的沙丁魚都來自該產業的船隻。而國際組織 Sea Shepherd 

認為，數量銳減就是肇因於這些日常的非法濫捕行為。

甘比亞的漁工廠與人權迫害鏈

　　目前甘比亞有3座魚粉與魚油製造工廠，皆為外國公司，他們

將遠洋漁類加工成魚粉、將魚油製成保健食品，出口至亞洲、美

洲、歐洲。通常，1公斤的魚粉需要使用4.5公斤的魚作為原料，

然而，因供應鏈並沒有透明化，除了難以追蹤相關產品的出口數

量外，實際上用來製成加工品的漁獲數，可能也比追蹤到的加工

品數量多上許多。雖然甘比亞要求出口漁獲皆須取得食物健康與

品質認證 (Food Safety and Quality Authority)，然而，該政策會

因出口地而轉彎，部分公司會將不符合歐盟標準的產品出口至其

他法規較寬鬆的亞洲國家。

　　國際特赦組織的報告聚焦於 Nessim 工廠，儘管 Nessim 宣

稱致力於與地方漁業社群合作，但該工廠主要雇用的其實是外國

工人和塞內加爾漁民，且只有船長、少數外國工人簽定勞動契

約；儘管工廠提供有簽約的漁民補助或作業用器材（如：燃油貸

款），也透過扣薪水的方式來償還貸款，但在漁獲較差的時期，

漁民與其他沒有僱傭契約的勞工（如：旺季招募的漁獲搬運臨

時工）生活壓力甚大。另外，根據當地監控發展計畫委員會的說

詞，Nessim 實際上提供在地人士的就業機會相當有限，更遑論工

業拖網漁船的競爭愈來愈激烈，這些工業漁船時不時就會跨越授

權海域撈捕。

　　在Nessim漁工廠後方菜園工作的農人，大部分是女性，自從

漁工廠啟用後，她們也深受其害——有一種害蟲以工廠內腐敗的

魚為食，導致害蟲大增，她們只好使用更多殺蟲劑，以確保收穫

量。同時，工廠經常傳來惡臭，除了影響地方觀光業，也成了當

地人的健康隱憂。所有的菜園農人都告訴國際特赦組織，她們從

未收到任何開發前的諮詢，該工廠也時常因亂排廢水多次受罰，

明顯危害了菜園與周邊的環境。

從國際人權法看漁業永續發展

食物權、安全與健康的工作權

Nessim漁工廠後方的菜園

Nessim漁工廠

漁工廠後方的菜園深受其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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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比亞作為《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的締約國，應依

第6條、第7條的「安全與健康的工作權」，以及第11條、第12

條，確保：

①足夠的生活條件，包含食物的可用性（availability）、可近性

（accessibility）、接受性（acceptability）。

②身心健康的健全，包含廣義的產業衛生條件的提升、參與健康

權相關的政策決議機制。

企業與人權

　　《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規定企業應避免自身的

營運導致人權侵害，並須提供負面影響的補償。此外，企業應設立

「人權盡職調查機制」（Human Rights Due Diligence ）來避免、

減輕、究責相關的人權侵害，包含任何與營運有直接關聯的生產活

動、產品與服務。

　　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FAO）的統計，全球每年因非法捕撈

損失的產值約為230萬美元，包含：未取得捕撈許可、在未授權

海域進行漁撈作業、使用小於法規的漁網。綜合而言，東非約有

40%漁獲皆為非法捕撈而來，整體產業鏈缺乏透明度，加劇了非

法捕撈的情形，且由當地人民與環境承擔後果。

國際特赦組織的報告對利害關係人提出全面性
的建議

　　重點建議包含：

① 簽署相關漁業國際條約，並公開相關漁業管理資料以受檢視。

②透過法律確保企業承擔「人權盡職調查機制」的責任，並與地

方社群事前充分溝通任何開發計劃案。

③與國際機構合作，加強監控漁業供應鏈，打擊「IUU」的情形。

© Jason Flo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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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 5 月 17 日，56 歲的寮國人權捍衛者 Bounsuan 

Kitiyano，在泰國東北部與寮國接壤的邊境遭到槍殺。據報導，

他為躲避迫害逃離寮國，已在泰國生活多年，並獲聯合國難民署

（UNHCR）承認難民身份，正在向澳洲申請重新安置，卻在騎機

車時遭到三次槍擊。泰國當局在烏汶府（Ubon Ratchathani）樸

賽縣（Pho Sai）發現了他的遺體。

　　Bounsuan是「自由寮國」（Free Lao）的成員，這是一個

寮國移工與人權捍衛者組成的在泰網絡。Bounsuan曾參與寮國

駐曼谷大使館的和平示威，以及各式人權工作坊，主題包括人與

權利、環境權利、反貪腐與民主；其他「自由寮國」相關人士也

在寮國或泰國面臨恣意拘留和強迫失蹤。  

　　國際特赦組織與其他團體要求泰國政府獨立、有效、迅速展

開調查，確保受害者家屬獲得有效補償（Effective Remedy），並

呼籲寮國與泰國政府、兩國境內外交使團及聯合國機構，處理在

人 權 焦 點 ： 難 民

寮國難民逃到國外更安全？
泰國和寮國必須停止
跨國打壓人權捍衛者

泰國尋求庇護的寮國人權捍衛者所面臨的侵犯人權行為。    

  
寮國人權捍衛者長期在國內外遭受打壓

　　「自由寮國」的相關人士一再成為攻擊目標。在 Bounsuan 

遭槍殺的一個月前，另一名住在曼谷的成員 Savang Phaleuth 

也遭到逮捕與拘留。據報導，2023 年 4 月 20 日，Savang 前往

自己在寮國沙灣拿吉省（Savannaket）的住所，遭警方不明單

位逮捕，目前仍被單獨監禁。消息指出，警方並未將 Savang 的

罪名告知他的親屬，也不允許任何家屬探視。  

　 　 2 0 1 6 年，「自 由 寮 國 」的 三名 人權 捍 衛 者 S o m p h o n e 

Phimmasone、Soukane Chaithad、Lodkham Thammavong，因

在網路批評寮國政府，並參與寮國駐曼谷大使館前的和平示威，

該年 3 月 5 日遭寮國當局單獨監禁。2017 年 3 月 22 日，永珍人民

© Anusak Laowilas/Nur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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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裁定他們違反寮國刑法第 56 條（叛國）、第 65 條（反國家宣

傳）和第 72 條（旨在造成社會失序 social disorder 的集會），並對

三人分別判處 20 年、16 年、12 年徒刑。  

　　2019 年 8 月 26 日，知名人權捍衛者 Od Sayavong 與其

他「自由寮國」的夥伴會見聯合國極端貧困與人權問題特別報

告員後，就在曼谷家中「失蹤」。 Od 積極參與 2019 年 7 月 

16 日在曼谷舉行的示威，呼籲寮國釋放被監禁的「自由寮國」

成員、保護該國的環境和土地權利；然而，儘管聯合國和公民

社會組織持續呼籲，泰國仍沒有對該起失蹤事件展開迅速、公

正、有效的調查。 三個月後，Od 的室友、同樣為「自由寮國」

的成員Phetphouthon，回到永珍探望家人後，行蹤不明，至今

下落未卜。 

　　「自由寮國」成員一再傳出遭到逮捕、拘留、定罪、失蹤等

情事，且這種具有針對性的襲擊，並不只在寮國境內發生，顯示

這些攻擊應是長期跨國鎮壓模式的一部分，當局針對從寮國逃

至泰國的人權捍衛者，阻礙他們行使和平集會權與涉及和平異議

（peaceful dissent）的表達自由權等人權。  

　　在這樣的背景下， 2020 年 12 月 11 日，8名聯合國人權理

事會獨立專家致函寮國和泰國政府，對「該地區各國協調、協

助或默許境外綁架導致社運人士失蹤」的「失蹤模式」表示關

切，同時指出寮國與泰國外交部 2018 年發表一份加強合作的聯

合聲明：「堅持不允許任何人或團體在兩國境內計劃針對彼此

國家的反政府活動」。  

　　根據相關組織收集的證詞，上述案件普遍存在「有罪免

責」的現象，在寮國人權捍衛者之間產生廣泛的寒蟬效應。在

這種壓制的氣氛下，這些逃離母國的人權捍衛者持續生活在恐

懼之中。

 

寮國和泰國須負起國際人權法規範的國家義務 

　　泰國和寮國都是《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締約國，必

須尊重和確保人民的生命權；人身自由和安全權；免受酷刑和其

他殘忍、不人道、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的權利；表達自由、結社

自由、和平集會自由；公眾參與權⋯⋯等權利，而「強迫失蹤」已

違反該公約的多項規定。兩國有責任依據《關於或屬於潛在非法致

死事件調查的明尼蘇達議規程》等相關國際標準，以獨立、公正、

透明的方式，展開迅速、有效、徹底的調查，並起訴潛在的非法

剝奪生命行為，包括「強迫失蹤」。各國也必須提供有效補救 

(Effective Remedy) 和賠償的管道，以彌補（Redress）各自管

轄範圍內的任何侵犯人權行為。  

　　權利須受保護的對象，也包括了合法從事人權工作，卻更

可能面臨針對性暴力的人權捍衛者。2021年，泰國「普遍定期

審議」（UPR，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對會員國人權義務的定期審

查）的第三輪期間，泰國政府接受了6項以上保護人權捍衛者的

建議，例如：透過迅速且徹底地調查攻擊事件，保護人權捍衛

者」；採取進一步措施，確保對人權捍衛者安全有利的環境；

停止對人權捍衛者一切形式的騷擾、暴力、恐嚇；針對所有已

知案件，展開迅速、透明、獨立的調查；創造利於行使和平集

會權和表達自由權的安全環境；預防針對人權捍衛者的攻擊和

恐嚇。 

　　其實，2020年，寮國也在「普遍定期審議」期間收到類

似的建議，包括：加強表達自由、不再限制獨立媒體、提供記

者和人權捍衛者安全的工作環境；確保人民充分享有表達、

結社、和平集會的自由；充分調查所有關於恣意逮捕、強迫失

蹤、政治立場或批評國家政策的有罪判決；在國內獨立調查民

主和人權活動家的失蹤和死亡。令人遺憾的是，寮國政府拒絕

接受該審議中提出的大部分建議。  

　　Bounsuan 槍殺案與其他越來越多的跨國鎮壓案件，表明兩

國政府皆未有效履行人權義務，確保人權捍衛者能安全行使人

權和基本自由。

國際特赦組織給寮國、泰國、國際社會的建議

　　寮國與泰國應根據《關於或屬於潛在非法致死事件調查的

明尼蘇達議規程》等國際人權法和標準，立即對 Bounsuan 槍

殺案及其他潛在侵犯人權行為，展開迅速、徹底、有效、公

正、獨立的調查；透過查明、起訴、制裁任何應負起責任者，

確保調查能追究罪行責任；提供受害者親屬有效補救和賠償的

管道；公開承諾所有人權捍衛者，預防進一步的迫害、恐嚇、

騷擾，停止將表達、和平集會、結社自由定罪，並提供安全、

尊重、有利的環境；緊急終止兩國政府之間跨國鎮壓合法人權

行動的正式協定和其他措施。

　　寮泰兩國的境內外交使團和捐助國應迅速有效地究責，結束

兩國長期「有罪免責」的侵犯人權行為；各國政府應與寮泰當局對

話，提出兩國跨國鎮壓人權捍衛者的問題，並公開對話結果。 

　　聯合國機構應保護長期活在跨國鎮壓恐懼中的難民和尋求

庇護者，並立即處理他們向第三國申請的重新安置事宜。 



大學也搞投資？

　　你知道嗎？在美國，大學捐款基金是「大專院校所持有可提供

長期資金的金融資產」，而管理捐款基金的「大學投資辦公室」，常

以有限合夥人的身份投資「創業投資」（簡稱「創投」）基金。

　　創投是私募股權產業的一部分，提供草創或成長階段的公司

（通常稱為「新創」公司）股權融資。大部分創投公司會持有股

權數年，直到公司被收購、由另一家私募股權公司買斷股份或上

市。

　　美國排行前50名大學的捐款基金，總計管理超過6,300億美元

的資產；其中，較鉅額的幾所大學捐款基金，投資組合有大幅比

例投入私人投資，包含創投和私募基金。

大學身為投資者所應負的人權責任

　　企業與投資人都須在營運過程承擔人權義務，這是許多國際

商業與人權標準所規範的標準之一，包含《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

權指導原則（聯合國指導原則）》與《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跨國

企業準則（OECD準則）》。

　　企業與投資人須避免自身的商業活動造成或助長侵犯人權的

事件，若有涉及侵犯人權之處，應妥善處理其影響，例如：糾正

任何侵害行為。企業應預防或減輕因自身的商業關係、營運、產

品、服務，對人權所造成的負面影響。

　　在進行「人權盡職調查」（Human Rights Due Diligence）

時，企業或許會發現自身可能造成或助長侵犯人權事件，甚至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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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造成或助長類似事件。在這種情況下，企業必須停止或預防對

人權產生負面影響。

　　投資人也有人權責任，例如：監督自己投資組合內的公司、

堅持投資對象進行「人權盡職調查」，及早發現任何新興人權風

險，特別是公司實體業務性質會隨時間變化的情況。

國際特赦組織以4項指標
評比全美投資前10名的大學捐款基金

　　國際特赦組織透過4大指標，評比全美大學投資規模前10名的

捐款基金：

①大學投資辦公室是否承諾以負責的方式投資，例如：提出關於

環境、社會、治理（簡稱「ESG」）或永續發展的承諾及行動；

有無簽署《聯合國責任投資原則》等。

②將「ESG」與「人權盡職調查」整合至投資過程，例如：要求

基金經理人將「ESG」納入投資盡職調查及決策。

③在治理層面，有無設置「責任投資委員會」（Committee on 

Investment Responsibility）、該委員會有無機制讓利害關係人提

出疑慮⋯⋯等。

④資訊公開與透明度，例如：大學有無公開其投資標的、有無以

年度報告的方式公開其ESG表現等。

　　國際特赦組織依據各大學捐款基金在每項人權指標的表現，

由高至低，分為A、B、C、D、F的5個等級。

投資額前10名的美國大學，
共7所沒有符合人權標準

　　全美前10大的大學捐款基金，依序為加州大學系統、德州

大學和德州農工大學系統、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史丹佛大學、

普林斯頓大學、杜克大學、麻省理工學院、賓州大學、芝加哥大

學，總計管理高達4,269億美元的資產，為創投公司提供了大量資

金。

　　根據前述4項指標，國際特赦組織為每所大學的捐款基金展開

人權評比之後，只有3所大學（哈佛大學、加州大學系統、耶魯

大學）以有限合夥人的身份投資創投基金時，「人權盡職調查」

的總分達到C以上；其他7所大學（杜克大學、麻省理工學院、普

林斯頓大學、史丹佛大學、芝加哥大學、賓州大學、德州大學系

統）僅得到D或F的不及格分數，甚至有幾所大學幾乎所有評分指

標都是0分。

缺乏「人權盡職調查」的3個顯著影響

　　投資過程缺乏「人權盡職調查」，可能會帶來以下3種後果：

①創投公司投資的產品和服務更可能來自侵犯人權的企業，例

如：支持中國政府打壓新疆和各地維吾爾人的公司。

②創投公司可能支持商業模式侵犯人權的企業，例如：產品威脅

隱私權和勞動權的公司。

③大型創投公司沒有「人權盡職調查」，未來便可能發展侵害人

權的新技術或先進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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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權 手 記

　　2023年6月下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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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面與政府各部門、在地

公民社會交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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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次行程中，阿格妮斯參與了「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

等民間團體共同主辦的國際記者會，與前聯合國禁止酷刑委員會

主席 Jens Modvig、前聯合國健康權特別報告員 Dainius Pūras，

一同呼籲台灣政府必須儘速將《禁止酷刑公約施行法》國內法

化，並與「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一同探視死刑犯邱和順與王

信福。 

　　台灣分會安排了多場與在地公民團體的會面，讓阿格妮斯更

深入理解台灣的人權發展現況，例如：「台灣人權促進會」與「人

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說明了台灣在難民援助、移工處境的各種

問題，以及台灣如何以非聯合國成員的身份展開人權公約審查與

施行；「彩虹平權大平臺」介紹了台灣近年性別運動的進展，包

括LGBTI權利、#MeToo事件；「原住民族青年陣線」闡釋了台灣

原住民族在土地使用和狩獵文化的困境，以及近來發生在校園

的歧視事件；「台灣氣候行動網絡」、「環境權保障基金會」、「綠

色公民行動聯盟」、「七股監督光電青年聯盟」則分享了台灣參

與國際氣候行動的挑戰，以及在太陽光電與風力發電設置方面

的公正轉型議題。 

　　在這趟行程的高層級訪問中，阿格妮斯拜會了主責人權政策

阿格妮斯與國際特赦組織過去救援的良心犯陳欽生（左一）、李明哲（右一）見面。 ©Amnesty International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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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羅秉成政務委員，交流針對台灣國家人權行動方案的意見；經

由外交部李淳次長，理解台灣在國際社會面對的困境；拜訪國家

發展委員會施克和副主委，討論台灣應該如何在發展再生能源、

儲能、電動車產業的過程中，落實公正轉型。阿格妮斯也拜會了

過去曾為國際特赦組織救援對象、現任監察院院長暨國家人權

委員會主委的陳菊女士，討論國家人權機構應該如何扮演更積

極的角色，推動人權政策的進展。最後，阿格妮斯也拜會了台灣

兩大政黨「民進黨」與「國民黨」的高層，並敦促兩黨加速通過

《難民法》等重要的人權法案，並在總統大選確切提出不同領

域的人權政策。 

　　另外，阿格妮斯也與兩位國際特赦組織曾聲援的良心犯陳

欽生與李明哲會面，聆聽他們遭到迫害的生命經驗，以及台灣戒

嚴時期與中國政府集權統治下的人權侵害；他們也各自分享了自

身獲釋後，仍持續投入人權工作的心路歷程。 

　　在這次訪問行程中，阿格妮斯認為，台灣雖然不是聯合國

的一員，卻能透過各種創意將人權標準與國際接軌，在許多政策

上成為亞太區域的標竿，充分展現了台灣公民社會的能量與主

張。她表示：「台灣可以成為這塊區域的人權領袖，但台灣需要表

現出決心，並繼續在移民、難民、死刑等關鍵領域取得實質的進

展。台灣必須採取措施，充分保障《禁止酷刑公約》和聯合國其

他核心人權公約所載的權利，並實施國家人權行動計劃。」 

透過互動闖關，民眾能夠輕鬆認識不同的人權議題。 ©Amnesty International Taiwan阿格妮斯拜會台灣政府各大部門以及兩大黨高層。

阿格妮斯與台灣各大公民團體交流，了解台灣人權發展現況。

阿格妮斯探視台灣死刑犯王信福、邱和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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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權 手 記

　　六四天安門事件至今已過了34年，今年，國際特赦組織台灣

分會與台灣劇團「曉劇場」合作，將香港舞台劇《5月35日》首次

搬上台灣舞台，以華語和粵語的形式演出。

　　其實，2022年，國際特赦組織便已在全球六四倡議行動中加

入《5月35日》的放映，希望可以藉由多元的表演形式，讓更多民

眾用不同的方式來理解六四事件、言論自由與和平示威權的議

題。除了台灣，也有許多國家接連舉辦放映會，國際特赦組織日本

分會更演出日語版的《5月3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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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有《5月35日》，
台南有「你講咩話：香港言論自由粵語特展」

　　港版國安法實施已滿三年，香港的言論自由空間不斷被限

縮；不只是舞台劇，甚至許多字詞和歌曲，都已不能在香港出現。

　　今年，當《5月35日》在台北如火如荼演出時，國際特赦組織

台南辦公室也共同主辦了「你講咩話：香港言論自由粵語特展」，

以在台港人的粵語字帖、粵語錄音，透過香港道地的文字、圖像、

語言，表達香港已消失的人事物、香港不能說的一句話、代表香

港的一句話、最想說的一句話，反映香港言論自由遭嚴重限縮。

　　這是台南辦公室第二年舉辦香港相關展覽，共吸引超過500

位民眾參與，參觀的平均時間也突破紀錄，許多人都會待上超過

一小時，甚至3至4小時。看展民眾包括高中生、年輕遊客、香港

  從中港禁演的舞台劇《5月35日》
  看六四天安門事件與香港國安法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與劇團「曉劇場」合作，將中國與香港禁演的舞台劇《5月35日》搬上台灣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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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客，其中，許多人會在寫信區坐下來靜靜讀信、寫信，更有人花

了3小時寫一封信，每封信都很真誠，當中也有對香港、台灣，以

及對自身的掙扎與期許。

《5月35日》以家庭視角呈現六四家屬悲痛

　　而在今年《5月35日》華語場的演出裡，「曉劇場」暨《5月35

日》的導演鍾伯淵，在劇本中加入了許多台灣的元素，以及蘊含

特殊意義的安排，例如：台語台詞、謝幕歌曲《島嶼天光》，以及

故事中的兩位主角演出時，都是先走六步再走四步，隱喻著過往

的那些傷痛不僅是記憶，也深深刻劃在罹難者家屬日常的言行

中。鍾伯淵表示：「這個故事透過一個家庭去反映一個時代，也

期待個人意志會成為集體意志，最後成為推動巨石的人。」導演

希望觀眾看完這部作品後，不僅回望過去，也可以思考未來。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秘書長邱伊翎認為：「這是一對普通

老人家的故事。他們如此平凡的故事，沒有論述，也無須控訴，

是任何人都可以感同身受的，也讓人理解到人權侵害是怎麼回

事，又是如何發生，以及如何影響到每一個人。」許多時候，當我

們面對數以千計的傷亡，似乎很難去想像每個人所背負的故事；

但從一個家庭的視角出發，再將這樣的重量乘上數百、數千個家

庭，那份感受是相當難以形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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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仍會持續點起燭光，關

注、聲援那些只因和平紀念六四便遭到逮捕的人。

《5月35日》落幕後，觀眾一同以手機「點亮燭光」紀念六四。
《5月35日》每場演出皆附座談，包含不少香港與談人，例如：香港「佔中

三子」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客座教授陳健民、 香港傳媒工作者曾志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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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權 手 記

　　2023年暑假，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舉辦了第五屆高中生人

權營「阿姆內斯提青春大舞台」，營隊中設計了為期3天的人權活

動，包括一系列的人權走讀、電影放映，以及死刑、性別、青年等

議題講座，帶領台灣各地對人權議題有興趣的高中生探索不同議

題，例如：言論自由、公民空間、平等與反歧視等。

深刻走訪、思考更多元的人權議題

　　第一天的營隊課程，我們與台南新芽協會合作，一起帶著學

員在鹽埕地區走讀導覽，認識這片土地的228歷史。一名學員分

享：「當我真的走到這些地方，看見這些歷史地景，跳脫了原本在

書中所見，讓我更能思索228當下，現場是什麼樣的狀態，也更了

解這些事物。」

　　另外，營隊也安排了《我的兒子是死刑犯》電影放映，並邀

請台南地方法院陳欽賢法官、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執行長林欣

怡，以及拍攝這部電影的李家驊導演，展開精采的圓桌對談。對

談結束後，學員針對死刑制度的思考，產生了許多不同的漣漪。

　　有些學員表示，其實在對談前，自己相對支持死刑制度，或

是沒有思考過為什麼會有死刑。在對談過後，他們期待台灣應該

要更全面地改善問題，包括司法制度、受刑人的社會賦歸，也希

望台灣大眾可以理性看待不同背景的人、理解這些人為何生成現

下的模樣，並對社會展開宣導與溝通、確實有效地立法與修法，

落實人人平權的觀念。

  人人都是C位！高中生人權營
  登上「阿姆內斯提青春大舞台」 

帶領學員親自認識鹽埕地區的228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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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員孕育自身的議題倡議行動

　　「阿姆內斯提青春大舞台」不只是單向輸出多元議題，每組

學員都會收到不同的人權行動議題包，包括泰國兒少的示威權、

美國女性墮胎／人工流產、廢除死刑等，透過營隊課程，練習換

位思考、設定議題倡議與行動策略，並在現場邀請大眾行動。在

營隊過程中，學員對議題的分析、團隊合作的力量，讓我們看見

人權議題的種子遍地開花。

　　營隊期間，我們也訪談了來自各地的學員，一名受訪者表示

參加營隊非常開心：「可以遇到與自己分享、討論人權議題的人，

更能在一個可以對話的環境下展開交流。」有人則是因為 國際特

赦組織的年度活動「寫信馬拉松」，認識了世界各地需要聲援的

人權捍衛者，便在老師的鼓勵下報名，希望讓自己更了解人權。

這些高中生對台灣人權環境有哪些期待？

　　最後，學員也紛紛許下對於台灣人權環境的期待，有人表示：

「希望台灣是一個可以舒適使用自己母語的地方。」也有人表示：

「希望大家都可以試著好好溝通，理解每個人都有不一樣的面

向、背景、經歷。」甚至有人提出自我照顧的相關想法：「改變這

個社會的方式，就是先溫柔的對待自己。」恰巧呼應了營隊課程

裡提及自我照顧與修復的環節。

　　未來，國際特赦組織將會舉辦不同的活動，希望與更多分處

各地、關注人權議題的學子一同行動！

國際特赦組織的高中生人權營「阿姆內斯提青春大舞台」圓滿結束。帶領學員親自認識鹽埕地區的228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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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地方發生的
不公不義，
威脅著所有地方的
公平正義。”

馬丁・路德・金恩（Martin Luther King Jr.），對抗種族歧視的社運領袖

“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