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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概況 

一、設立依據 
    臺灣民主轉型成功，不僅是兩千三百萬人民值得驕傲的歷史成

就，也是國際社會一致讚賞的焦點。為鞏固我國民主與人權進步實

績，回饋國際社會對我國的支持與協助，同時藉由參與全球民主力

量網絡，提升我國國際地位與國際認同，外交部自2002年起即積極

推動籌設臺灣民主基金會。 

    經外交部廣泛蒐整國際上各類似組織的相關資料，加以深入評

析，及彙集我國產、官、學界及民間等各方面相關意見，向立法院提

出經費預算，並獲政黨支持，於 2003 年 1 月通過，且依序推動本會籌

設工作，同年 6 月 17 日依照「外交部主管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準

則」規定，正式設立「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 

    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作為亞洲地區第一個國家級民主基金

會，旨在全民共識的基礎上，發展為非營利、超黨派、永續經營、公

益、透明運作等特質之民主人權議題平台機構，冀有效凝聚政黨、民

間組織及全民之廣大力量，推動與民主國家相關社團、政黨、智庫、

學術界及非政府組織（NGOs）等建構合作夥伴關係，並與國際民主力

量接軌，拓展我國國際活動空間。 

 
二、設立目的 

    做為亞洲地區所建立的第一個國家級民主基金會，臺灣民主基金會

的基本理念是在全民共識的基礎上，建立一個永續經營、具遠景並運作

透明化的超黨派機構，透過凝聚政黨、民間組織力量，共同為擴大臺灣

參與全球民主接軌及鞏固民主實績而努力。 

（一）與民主國家相關社團、政黨、智庫及非政府組織（NGOs）等建

構合作夥伴關係，並與國際民主力量接軌，有效凝聚世界民主力

量，拓展我國國際活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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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支持亞洲及世界各地之民主化，與全球各地民主領袖建立密切合

作及聯繫網絡，並致力推動全球民主發展。 

（三）透過全球學術界、智庫、國會、政黨等管道推動民主教育及國際

交流，提升臺灣民主素質，鞏固民主發展。 

 
三、 組織概況 

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係由政府贊助設立，惟仍屬獨立運作、超

黨派的組織。基金會除保留一部分預算作為各主要政黨申請從事國內、

外民主人權相關活動之用，其餘經費則作為推動各項業務之經費。業務

推動範圍包括： 

（一）推動與世界各國民主組織建構夥伴關係。 

（二）支援國內外學術界、智庫、民間非政府組織推展有關民主與人權

之活動。 

（三）支持國內各政黨從事國會外交及國際民主交流活動。 

（四）發掘國內外民主發展問題、研發政策並發行書刊。 

（五）推動有關民主、人權之研討會，並舉辦公共論壇及相關民主教育

活動。 

（六）其他有助於增進國際民主發展及提升臺灣民主素養與國際能見

度等相關事項。 

 
四、組織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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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工作計畫 
    一、管理費用 

（一）計畫摘要 

人員維持費及一般行政管理事務。 

（二）計畫緣由 

本會做為亞洲地區所建立的第一個國家級民主基金會，在全

民共識的基礎上，建立一個永續經營、具遠景並運作透明化的超

黨派機構，透過凝聚政黨、民間組織力量，共同為擴大臺灣參與

全球民主接軌及鞏固民主實績而努力，以符合設立目的及捐助章

程。 

（三）計畫重點 

每年定期召開董監事會議、出版印刷本會中英文版年報、人

事行政及房屋、設備、車輛修繕及植栽維護費等會務運作之開支。 

（四）經費需求 

人員維持費 26,000千元及一般行政管理事務費 10,000千元。 

（五）預期效益 

維持工作環境整潔，加強安全措施，提高工作效率並加強檔

案管理，以支援各單位運作順利達成任務。全面提升同仁資訊能

力，以強化資訊流通、管理、運用之效率。 

 
    二、其他業務支出 

（一）政黨國會外交及民主交流業務－政黨補助 

計畫摘要：本會章程規定年度預算得參照立法院通過之決議，配

合在年度計畫中編列三分之一預算經費，予全國不分

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得票百分之五以上之

各政黨申請從事民主人權相關活動之用，最多以新台

幣三千萬元為限；該預算需按立法院政黨席次之比例

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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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緣由：為鼓勵國內各政黨推展有關民主與人權之活動，及促

進對民主與人權理論和實務之研究與推動，以提升臺

灣民主品質，並強化與國際民主接軌、推動政黨國會

外交。 

計畫重點：各政黨申請補助之計畫類別包括：(1)推展與民主人權

相關之活動，(2)從事國會外交及國際民主人權交流活

動，(3)舉辦有關民主、人權之研討會、公共論壇及相

關民主教育活動，(4)辦理民主、人權相關議題之研究

及出版，(5)從事其他有助於增進國際民主發展及提升

臺灣民主素養與國際能見度等相關活動。 

經費需求：新臺幣 30,000 千元。 

預期效益：透過支援國內主要政黨從事國會外交及國際民主交流

活動，能將我國民主化經驗推廣到國際社會，並增進

我國國際能見度。 

 

（二）國際合作業務 

1. 亞洲民主化推展活動 

計畫摘要：籌辦各類型促進亞洲民主發展之會議、論壇及活動，

與亞洲各國關注相關議題之團體及專家，探討區域民

主發展當前面臨的挑戰，並採取有效因應方法。 

計畫緣由：本會作為亞洲第一國家級民主援助機構，故應積極扮

演區域民主化之領導角色。 

計畫重點：計畫包含「亞洲民主人權獎」、「東亞民主論壇」、「亞

洲青年領袖民主研習營」等年度活動，以獎勵在亞洲

區域以和平方式促進民主或提倡人權有卓越貢獻之個

人或團體、強化東北亞及東南亞的民主力量，以及強

化亞洲公民社會之青年網絡與合作。 

經費需求：新臺幣 6,029 千元。 



- 5  -

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 

預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111 年度 

 

-  - 5 

預期效益：凝聚認同民主人權普世價值之團體及人士，透過各種

方式協助亞洲各國的民主轉型與鞏固。 

 

2. 與重點夥伴合作辦理區域性活動 

計畫摘要：積極爭取與全球性合作夥伴共同辦理與民主人權相關

之研討會、論壇、工作坊等活動。 

計畫緣由：本會為國家級基金會，具有各主要政黨、產、官、學

及民間各方共識暨共同成立之獨特性質，適合與各國

不同類型的機構合作，充分發揮二軌外交之角色。 

計畫重點：重要活動包括：(1)與美國在台協會等多國駐台單位合

作辦理「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培養媒體識讀以捍衛

民主（三）」工作坊；(2)與「國際宗教自由圓桌論壇」

等機構合作辦理第二屆「印太地區保衛宗教自由公民

社會對話」；(3)與美國「東西中心」合作辦理「太平

洋島嶼系列工作坊」；(4)與「公元兩千論壇」合作辦

理首屆「公元兩千論壇在亞洲」會議；(5)與「美國國

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NED) 相關組織「世界民主運動大會」 (World 

Movement for Democracy, WMD) 合作辦理亞洲區域

會議；(6)與美國智庫「國際共和研究所」(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 IRI)及「國際民主協會」(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 NDI)合作舉辦推廣民主相關活

動；(7)與「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NED)相關組織「中國在世界」 (China in 

the World) 合作舉辦年會；(8)依據當前國際情勢舉辦

不定期的會議及活動。 

經費需求：新臺幣 19,920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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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效益：透過與歐美重要機構與智庫直接合作，提升臺灣在民

主與人權議題之能見度，形成為印太地區重要的民主

平台。 

3. 參與全球與區域民主運動 

計畫摘要：積極參與全球或區域性重要之民主機制及網絡，提升

臺灣在國際民主運動之影響力。 

計畫緣由：本會為國家級基金會，具備各主要政黨、產、官、學

及民間各方共識暨共同成立之獨特性質，適合代表我

國參與國際民主相關組織，提升臺灣參與全球民主網

絡。 

計畫重點：本會(1)以「民主社群」(Community of Democracies, 簡

稱 CD) 國際執委會之委員身分，持續參與政府及非政

府層次會議； (2)參與「世界民主運動」（World 

Movement for Democracy，簡稱 WMD）每兩年舉辦之

大會； (3) 參與「民主復興聯盟」（ Coalition for 

Democratic Renewal，簡稱 CDR）；(4) 參與「亞洲民

主網絡」（Asia Democracy Network，ADN）；(5)參與

「世界公民參與聯盟」（World Alliance for Citizen 

Participation，CIVICUS）；(6)參與「無代表國家及民

族 組 織 」（ Unrepresented Nations and Peoples 

Organization，UNPO）；(7)參與「公元兩千論壇」（Forum 

2000）；(8)參與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相關研究

網絡會議；(9)參與「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CSW）」；(10)參與「亞洲民

主研究網絡（Asia Democracy Research Network，

ADRN）」；(11)參與「東協公民社會大會」（ASEAN Civil 

Society Conference）等相關會議及活動。 

經費需求：新臺幣 5,575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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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效益：與民主國家相關社團、智庫及非政府組織等建立合作

夥伴關係，並與國際民主網絡接軌，有效凝聚世界民

主力量，拓展我國國際活動空間。 

4. 國際補助計畫 

計畫摘要：透過國際補助計畫，協助各國或國際型非政府組織、

公民團體、智庫等，推動民主人權發展。 

計畫緣由：本會設立機制讓國外單位申請經費補助其辦理民主與

人權相關活動，而成為亞洲第一國家級民主援助機構。 

計畫重點：每年分為三波申請，開放予國外立案之非政府組織提

出計畫，類別包括：(1)推廣民主與人權之國際會議與

工作坊，(2)促進民主與人權之倡議活動，(3)民主與人

權相關之培訓及研習活動，(4)針對民主與人權發展議

題之研究及出版計畫。 

經費需求：新臺幣 28,000 千元。 

預期效益：展現我國對推動全球民主化的決心，與歐美相關組織

並肩合作，並鞏固與亞洲各國夥伴單位之合作關係，

以拓展我國國際活動空間。 

5. 訪問學人獎助計畫 

計畫摘要：設立國際訪問學人獎助計畫（Fellowship Program），提

供民主與人權相關領域的學者專家在臺灣進行田野調

查，或與其他國家之民主經驗進行比較研究。 

計畫緣由：為讓我國民主化經驗更為國際社會重視，鼓勵優秀人

才來臺進行有關之研究。 

計畫重點：訪問學人獎助計畫包括四類，以申請人學經歷等條件

分為國際訪問學人、博士後訪問學人、博士論文研究

學人，以及民主與人權實踐學人。預計提供訪問學人

名額 15 名，經審查各申請人所提出之研究計畫核定獎

助額度。 

經費需求：新臺幣 3,000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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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效益：透過此計畫，鼓勵與我國民主化經驗及涉外政策相關

之比較研究，提升臺灣民主形象及素質，同時強化本

會與國內、外重要智庫及學術機構之交流。 

 

（三）國內推展業務 

            1. 國內補助業務及實地訪查 

計畫摘要：本會在年度計畫中編列預算，予國內學術界、智庫、

民間非政府組織與其他相關單位團體(不包含營利單

位)申請從事民主與人權相關之活動，每年分為六波申

請。依據每年受補助單位挑選訪談對象，辦理實地訪

查計畫，以落實並提升國內受補助單位之業務執行。 

計畫緣由：為鼓勵國內學術界、智庫、民間非政府組織與其他相

關單位團體(不包含營利單位)推展有關民主與人權之

活動，及促進對民主與人權理論與實務之研究與出

版，以提升臺灣民主素質，並強化我國與國際民主接

軌。為實地瞭解受補助單位實際運作與補助案辦理績

效，並推廣本會補助業務宗旨。 

計畫重點：國內學術界、民間非政府組織申請補助之計畫類別包

括：(1)推展與民主人權相關之活動，(2)舉辦有關民

主、人權之研討會、公共論壇及相關民主教育活動，

(3)辦理民主、人權相關議題之研究及出版，(4)從事其

他有助於增進國際民主發展及提升臺灣民主素養與國

際能見度等相關活動。補助案活動性質包括：舉辦會

議、研習訓練、會議參訪、研究出版、擴展活動。同

時，本會亦會派員訪查國內受補助單位，以瞭解其實

際業務推動情形、組織架構、財務來源及計畫執行狀

況。 

經費需求：新臺幣 28,120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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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效益：透過支援國內學術界、智庫、民間非政府組織辦理與

民主人權相關之活動，除了鞏固我國民主，更能以民

間的力量將臺灣寶貴的民主經驗分享給國際社會，同

時增進我國國際能見度。另外，實地訪查計畫可促進

本會與受補助單位互相瞭解，並強化彼此進一步合作

之夥伴關係。 

2. 重大事件假訊息觀測計畫 

計畫摘要：本會將委託具備專業能力之團隊，觀察針對國內外重

大事件發起之假訊息攻擊，提出研究報告揭露其資訊

操弄的手法，並提出因應之道。 

計畫緣由：近年來，當有國內外重大且爭議性的政治、社會、經

歷及國際事件發生時，多數會隨之引發意圖混淆國內

視聽並加深社會對立分化的假訊息攻擊。因此，找出

這些針對國內外重大事件所發起的認知戰及資訊戰的

共同模式，並加之因應防範，將是本計畫欲達成的首

要之務。 

計畫重點：本計畫規劃之工作重點有三：(1)針對重大事件引起之

假訊息散佈狀況，在公開之社交及通訊媒體上蒐集資

料並建立資料庫；(2)使用資料庫進行科學數據分析，

追蹤假訊息的初始散佈者及其協力者，並追蹤分析假

訊息如何影響輿論及民意；(3)發表研究成果揭露認知

戰及資訊戰的操作模式及發動者，並舉辦工作坊及會

議開源成果並與國際交流。 

經費需求：新臺幣 4,200 千元。 

預期效益：本計畫將針對國內外重大事件引發之爭論，在社交及

通訊媒體上蒐集巨量資料，以可驗證之科學研究方法

進行資料分析。並根據其分析結果，提出假訊息攻擊

的一般模式，以求未來合理預測跟防範類似攻擊所可

能造成之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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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抗擊假訊息暨強化資訊安全計畫 

計畫摘要：本會將與國內公民社會組織夥伴合作，提升抗擊假訊

息及確保資訊安全之能力，協助促進我國之民主防衛。 

計畫緣由：作為民主國家陣營不可或缺的成員，台灣與其他夥伴

國家相同，都面臨著來自威權國家或境外敵對勢力的

假訊息攻擊及資訊安全滲透。而公民社會是台灣民主

防衛的長城之一，公民社會組織（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CSO）也需要學習如何對外抗擊假訊

息，對內確保組織內的資訊安全。而本會作為台灣公

民社會的支持力量，將透過本計畫來協助公民社會組

織夥伴進行培力，共同協力完成民主防衛。 

計畫重點：本計畫分為以下兩部分(1)抗擊假訊息：面對社交及通

訊媒體上假訊息氾濫的情況，各公民社會團體如何在

各自領域提出易於了解的正確資訊，且善用網際網路

及人際網絡將其擴散；(2)確保資訊安全：如何安全使

用電腦及網際網路，而不致使組織內部之機密資訊外

洩，或者遭受駭客滲透監控。 

經費需求：新臺幣 850 千元  

預期效益：透過培力公民社會組織，使其具備在初始階段即能遏

止假訊息擴散並提供正確資訊替代的能力，且確保在

組織運作時兼顧資訊安全。 

 

（四）研究企劃業務 

1. 學術刊物出版 

計畫摘要：本會每年均出版中文版《臺灣民主季刊》、英文版《臺

灣民主期刊》（Taiwan Journal of Democracy, TJD）以

及中英文版《中國人權觀察報告》等三種學術刊物。 

計畫緣由：《臺灣民主季刊》旨在提供一個探討民主與人權理論以

及臺灣民主政治等議題的學術平台；《臺灣民主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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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希望成為臺灣甚至東亞研究民主化與民主理論研

究之主要英文政治學刊物；《中國人權觀察報告》則是

希望就中國政治、經濟、宗教與司法等各面向，來介

紹並分析中國人權現況，使得國際社會正視中國人權

的發展。 

計畫重點：《臺灣民主季刊》與英文版《臺灣民主期刊》透過雙向

匿名審查方式，刊登高品質之中英文政治學門之學術

論文。《中國人權觀察報告》則邀請相關領域之學者，

就社會人權、政治人權、司法人權、經濟與環境人權、

宗教與少數民族人權、涉臺人權益、性別人權、科技

人權、港澳人權與總論等子題進行撰寫。 

經費需求：新台幣 6,378 千元 

預期效益：《臺灣民主季刊》目前被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將本刊評為政治學第一級期刊。近期又開闢〈民主現

場〉專欄，希望是從「局內人」的角度觀察及經驗分

享，來說明臺灣民主與人權的發展。《臺灣民主期刊》

則在本會與國際學者與智庫的交流過程中，扮演重要

角色。《中國人權觀察報告》則可以提供中國人權現況

和發展趨勢，一直以來是國際人士訪問本會時所關注

的焦點。 

2. 國際學術會議與交流 

計畫摘要：本會《臺灣民主期刊》計畫與東南歐、中東和高加索

地區等學術研究機構合作，舉辦討論蘇聯解體後東南

歐地區之民主化歷程，以及社群網路對現今社會運動

型態與發展影響等主題之學術研討會，並邀請相關領

域之國際學者參加。同時，本會也將持續邀請學者前

往克羅埃西亞札格雷布大學進行臺灣講座。 

計畫緣由：《臺灣民主期刊》為本會主要對外之英文學術刊物，在

本會和國際著名研究民主領域之學者專家以及學術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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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的交流合作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每年皆與世界

著名學術機構合作，舉辦不同學術議題的國際會議和

講座，以強化臺灣民主成就、本會以及本會刊物之宣

傳。 

計畫重點：計畫就歐洲地區，特別是東南歐民主化歷程 30 周年、

高加索、亞洲與中東地區社會運動，並以臺灣民主轉

型等議題，邀請相關領域之國際學者，參與國際學術

會議，並發表學術論文。 

經費需求：新台幣 3,328 千元。 

預期效益：透過邀請著名學者參加學術會議，除了可以提升期刊

論文品質之外，更可以藉由和國際著名大學以及研究

機構交流之方式，達到學術外交與宣傳臺灣之目的。 

3. 臺灣民主價值與治理及臺灣社會公平正義調查 

計畫摘要：本會將委託專業民調單位，就時下臺灣人民對於民主

價值與社會公平正義兩部分之相關議題的態度，進行

民意調查。 

計畫緣由：為探索臺灣民眾對於民主政治之態度及社會公平正義

之認知，本會自 101 年起持續委託專業民調單位就不

同議題，進行民意調查。 

計畫重點：本計畫將先邀集專家學者，草擬並討論民調問題，並

進行先道測試。所委託之單位，將於民調結束之後撰

寫研究報告；邀請之學者，也將根據民調資料，撰寫

學術論文。 

經費需求：新台幣 950 千元。 

預期效益：透過研討會發表之形式，使依據本會調查資料所撰寫

之學術論文獲得更多公開討論之機會，有助於論文品

質的提升，並讓更多學者了解本會之民調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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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假新聞對於民主影響研究案 

計畫摘要：本研究案計畫擬就假新聞的傳播對於我國民主發展之

影響以及人民政治判斷進行分析。 

計畫緣由：由於社群媒體的迅速發展，導致各式假訊息充斥流傳，

從而給予中國當局利用社群媒體對臺灣發動資訊戰之

機會。進而混淆大眾視聽，影響與論導向，對於我民

主發展有不利之影響。 

計畫重點：計畫將以蒐集個案為研究主軸，探討中共當局利用不

同社群媒體製造並傳播假新聞之方式與途徑，並就假

新聞對於我國公共政策以及社會輿論所產生之影響，

進行研析。 

經費需求：新台幣 650 千元。 

預期效益：此研究將有助國人了解中共製造並散布假新聞之方

式，除將其負面影響降至最低外，也希望能以適當的

教育方式，來破解中共對我人民所實施之各項資訊戰

以及認知戰。 

 

參、 本年度預算概要 
    一、收支營運概況： 

(一) 本年度政府補助基本營運收入 170,500 千元，同上年度預算數。 

(二) 本年度財務收入 800 千元，同上年度預算數。 

(三) 本年度管理費用 36,000 千元，同上年度預算數。 

(四) 本年度其他業務支出 137,000 千元，同上年度預算數。 

(五) 以上總收支相抵後，計本期短絀 1,700 千元，同上年度預算數；另

扣除折舊及攤銷費用 2,500 千元實際並無短絀。 
 

二、現金流量概況： 

(一) 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3,800 千元。 

(二)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8,000 千元。其中現金流出合計 8,000 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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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包括增加捐贈基金 5,000 千元，增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3,000

千元。 

(三)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5,000 千元。其中現金流入合計 5,000 千

元，包括增加基金及公積 5,000 千元。 

(四) 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 800 千元，係期末現金 100,887 千元，較期

初現金 100,087 千元增加之數。 

 

三、淨值變動概況： 

    本年度期初淨值 223,944 千元，減少本年度短絀-1,700 千元，加計

本年度捐贈基金增加數 5,000 千元，期末淨值 227,244 千元。         

 
肆、 前年度及上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及成果概述 
    一、前年度決算結果及成果概述： 

(一) 決算結果： 

1、政府補助基本營運收入決算數 111,650 千元，較預算數 170,500

元，減少 58,850 千元，約-34.52%，主要係疫情影響經費執行被

迫減少所致。 

2、財務收入決算數 918 千元，較預算數 900 千元，增加 18 千元，

約-2%，主要係基金轉存土地銀行增加所致。 

3、管理費用決算數 32,342 千元，較預算數 35,500 千元，減少 3,158

千元，約-8.9%，主要係人事費等科目經費減少所致。 

4、其他業務支出 82,543 千元，較預算數 128,700 千元，減少 46,157

元，約-35.86%，主要係疫情影響經費執行被迫減少所致。 

5、以上總收支相抵後，計本期短絀 2,317 千元，較預算數 7,200 千

元，減少 9,517 千元，約-132.18%，主要係資產折舊及攤提所致。 

 

(二)計畫執行成果概述： 

 
109年1月1日至12月31日之業務執行情形如下： 
 



- 15  -

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 

預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111 年度 

 

-  - 15 

  國際合作組 
 
1. 辦理「選後之國內外情勢展望：穩定或未定」國際研討會 

 辦理時間： 109.01.12 
 辦理地點：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國際會議中心 
 參 與 者： 本會廖福特前執行長、陳婉宜副執行長，以及 8 位受邀之

臺美專家學者。 
 執行方式： 本會與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外交政策研究

所」（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FPRI）、「學術交流基

金會」（Fulbright Taiwan），合作辦理「選後之國內外情勢

展望：穩定或未定」國際研討會。此會議邀請 8 位臺美專

家學者進行分析，由本會陳婉宜副執行長及美國智庫「哈

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資深研究員羅伯特．史帕

丁（Robert Spalding）擔任主持人，本會廖福特前執行長致

開幕詞。 
 成果效益： 本屆總統與立委選舉為臺灣民主發展最新里程碑，受到高

度國際矚目，本會即時提供平臺，協助國際媒體、學術界

與駐臺使節代表充分理解選舉結果，以及其對兩岸關係暨

區域安全之影響。 
 

2. 辦理「臺灣與紐西蘭原住民族權利雙邊論壇－原住民自決權與主權」走動

式工作坊 
 辦理時間： 109.02.01～109.02.15 
 辦理地點： 紐西蘭奧克蘭 
 參 與 者： 本會廖福特前執行長、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族學院浦忠成

院長、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族學院原住民族國際事務中心

謝若蘭主任、弘光科技大學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Ciwas 
Pawan 吉娃斯巴萬助理主任、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Ciwang Teyra 李美儀助理教授、本會張育瑄副研究員、李

盈萱助理研究員。 
 執行方式： 本會與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和解小

組、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族學院原住民族國際事務中心、

「臺紐連結計畫」（Taiwan-Aotearoa Connection Project）合

辦，赴紐西蘭奧克蘭科技大學參與「紐西蘭臺灣人權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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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並參訪紐西蘭人權委員會及原住民族相關機構與單

位。 
 成果效益： 以臺灣原住民為主體，並發揮本會二軌外交功能，透過學

術論壇與移地參訪交流開拓本會與紐西蘭原住民政治、教

育、經濟發展與傳媒領域領袖之連結。 
 

3. 辦理第十五屆「亞洲民主人權獎」專案 
 辦理時間： 109.04.01～109.12.10 
 辦理地點： 網路線上舉辦頒獎典禮 
 參 與 者： 蔡英文總統、本會游錫堃董事長、得獎主、本會人員等。 
 執行方式： 本會自 2006 年起設置「亞洲民主人權獎」（Asia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Award, ADHRA），每年由兩階段遴選得

獎主，並於 12 月 10 日「世界人權日」舉行頒獎典禮。第

十五屆亞洲民主人權獎得主為「亞太國家人權機構論壇」

（Asia Pacific Forum of National Human Rights Institutions, 
APF），本會於 2020 年 12 月 10 日國際人權日於官網、

Facebook、Twitter、以及 YouTube 發布蔡英文總統與本會

游錫堃董事長致詞影片，以及得獎主代表受獎感言影片。

「亞太國家人權機構論壇」以亞太地區的國家人權機構

（NHRIs）為成員，為此區域內唯一的國家人權機構聯盟

組織，主要從事強化亞太地區國家人權機構、人權促進及

保護等重要工作。「亞太國家人權機構論壇」的主要目標在

於協助各國既有之國家人權機構能有效履行職責；鼓勵政

府和幫助公民社會推動以符合《聯合國國家人權機構地位

原則》（《巴黎原則》）為標準的國家人權機構；並提供專業

知識，以幫助會員有效執行其職責，以及發展一系列的區

域人權合作計畫。 
 成果效益： 本會透過一年一度「亞洲民主人權獎」的甄選與頒獎，獎

勵在亞洲地區以和平方式促進民主或倡導人權的個人或團

體，推動亞洲民主人權發展。2020 年由於疫情所致，無法

辦理實體頒獎典禮，但透過網路發佈總統頒獎致詞及得獎

主受獎感言影片，觸及國內外相關人士，並獲國內外媒體

報導，更加提升本獎項之國際指標性與影響力。 
 

4. 與美國「國家民主研究院」（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 NDI）合作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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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煤礦裡的金絲雀」影片發表會 
 辦理時間： 109.04.20 
 辦理地點： 網路線上辦理 
 參 與 者： 本會陳婉宜副執行長 
 執行方式： 近年臺灣數數位行動者與政府相關部門攜手合作，以促進

更好的決策制定，強化公民與政府之聯繫，因應嚴重的社

會挑戰，例如虛假信息。由於成效斐然，美國「國家民主

研究院」（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 NDI）在臺灣 2020
年大選前夕來臺，紀錄臺灣科技界和公民社會如何攜手努

力，防止外國因素對大選產生之不良影響，其後製作紀錄

片「數位煤礦裡的金絲雀」（Canary in a Digital Coal Mine），
並與本會於 4 月 20 日共同舉辦線上發表會。 

 成果效益： 此紀錄片有助於讓國際社會深度了解臺灣面對網路假訊息

之挑戰，藉由合作辦理發表會有助於強化本會與美國「國

家民主研究院」的夥伴關係，並增進本會能見度。 
 

5. 辦理「2020 東亞民主論壇」 
 辦理時間： 109.05.01～109.12.31 
 辦理地點： 網路線上舉辦 
 參 與 者： 東亞民主論壇執委會、本會人員等。 
 執行方式： 東亞民主論壇（East Asia Democracy Forum, EADF）已連續

舉辦 6 年，為本會主要年度活動之一，宗旨為持續建構東

亞民主網絡，鼓勵維護民主發展之對話與意見交流。本論

壇因受疫情影響，改以線上形式舉辦「東亞民主論壇執委

會」，邀請執委於線上討論會務，包含改選主席與執委，並

通過新會員入會，使東亞民主論壇民主網絡更為廣大，組

織結構更為健全。執委會後，執委也進行「新冠肺炎

（COVID-19）對民主的挑戰」之網路研討會，分享因疫情

爆發，東亞民主人權的確發生倒退現象，惟防疫不能作為

犧牲民主與人權之理由。執委們亦分享公民社會或政府運

用民主與自由體制強化防疫之經驗，且發表公同聲明表

示，東亞的民主倡議者應強調值此全球面臨重大危機之

際，民主與自由價值更具必要性。最後，延續近年東亞民

主論壇強化其活動效果擴大至公民社會之方向，以及延續

上一屆東亞民主論壇「對抗威權影響力」之主軸，本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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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委託開放文化基金會辦理對民主與人權倡議之公民社會

組織之資訊安全培力計畫，以強化其對抗透過網路科技日

漸增強之威權影響力。該計畫除了在 8 月舉辦公民社會資

安培力工作坊之外，從 5 月到 8 月也協助人權團體進行資

安檢測服務，並且編撰資安教材，供民間團體使用，加強

民間公益組織及民主人權工作者的資安能力。 
 成果效益： 透過網路舉辦東亞民主論壇例行性的論壇和執委會，不僅

維持本會與區域夥伴的聯繫網絡，也與東亞民主論壇會員

分享臺灣之防疫經驗，再次強調民主與自由體制於重大危

機發生時的重要性。除了與區域夥伴維持聯繫之外，也透

過委託開放文化基金會辦理資訊安全培力計畫，加強公民

社會組織的資安能力，使更多國內公民團體有能力和工具

對抗威權影響力。 
 

6. 參與德國「弗里德希瑙曼基金會」（Friedrich Naumann Foundation for 
Freedom, FNF）主辦之研討會：COVID-19：促進女性權益和性別平等的

機會 
 辦理時間： 109.05.29 
 辦理地點： 網路線上參與 
 參 與 者： 本會陳婉宜副執行長 
 執行方式： 此研討會由「德國弗里德希瑙曼基金會」主辦，「亞洲自由

民主聯盟」（Council of Asian Liberals and Democrats, 
CALD）協辦，作為「女性前進」（#FemaleForward）系列

之一。時任「亞洲自由民主聯盟」主席蕭美琴大使開幕致

詞後，由菲律賓副總統萊妮·羅布雷多（Leni Robredo）發

表主題言說，接者本會陳婉宜副執行長以及來自德國、菲

律賓、印尼及馬來西亞的專家，討論疫情爆發時，婦女的

共同優勢，使其能在疫情蔓延中扮演有效的領導角色，以

及疫情對促進性別平等產生之負面效應。 
 成果效益： 透過此會議，不僅分享臺灣之防疫經驗，且強調本會對性

別平等的重視，有助於與區域夥伴維持聯繫。 
 
 

7. 參與「公元兩千論壇」（Forum 2000）研討會：中國於 COVID-19 之際追求

自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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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時間： 109.06.03 
 辦理地點： 網路線上參與 
 參 與 者： 本會陳婉宜副執行長 
 執行方式： 捷克「公元兩千論壇基金會」與「拉丁美洲開放與發展中

心」（Centro para la Apertura y el Desarrollo de América 
Latina, CADAL）共同舉辦線上研討會，探討全球新冠肺炎

疫情下中國如何透過提供世界各國醫療資源擴張其影響

力，以及世界各國是否在此情況下減少對中國的依賴、保

持其獨立性。本會陳婉宜副執行長受邀擔任此線上研討會

之與談人。 
 成果效益： 「公元兩千論壇基金會」為捷克前總統哈威爾發起的全球

民主論壇。此活動延續該會之「中國全球影響力以及對民

主之衝擊工作小組」（Working Group on the Global Influence 
of China and its Impact on Democracy）的工作，凸顯疫情對

國際民主發展帶來新挑戰。 
 

8. 參與「日本國際交流中心」研討會：COVID-19 下民主價值的挑戰、公民

社會的角色、以及對於公民社會的影響 
 辦理時間： 109.06.12 
 辦理地點： 網路線上參與 
 參 與 者： 本會陳婉宜副執行長 
 執行方式： 作為「未來民主」（Democracy for the Future）系列活動之

一，「日本國際交流中心」召集公民社會領袖，就疫情對公

民社會的影響議題進行網路研討會。會議引言人為本會陳

婉宜副執行長及印尼公民社會領袖，就臺、印兩國政府對

疫情的應變措施及其對公民社會的影響提供見解，並且討

論公民社會在後疫情世代，如何維護亞洲民主發展。 
 成果效益： 透過此會議促進臺灣與亞洲民主社群網絡聯繫，強化本會

對於區域民主與公民社會發展角色。 
 

9. 辦理本會民主人權實踐訪問學人 Diana Chiawen Lee 研究成果發表會  
 辦理時間： 109.07.01 
 辦理地點： 本會會所 
 參 與 者： 本會民主人權實踐訪問學人 Diana Chiawen Lee（美國籍）、

本會盧業中副執行長、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俞振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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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研究員、本會人員，以及報名與會者。 
 執行方式： 本會民主人權實踐訪問學人Diana Chiawen Lee之研究成果

發表會演講主題為「Democracy under Siege」，由本會盧業

中副執行長擔任主持人，並邀請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

心俞振華副研究員擔任評論人。 
 成果效益： 發表人以拍攝影像的方式，為臺灣民主化歷程與社會運動

及其影響，留下寶貴的觀察及記錄。 
 

10. 辦理本會民主人權實踐訪問學人 Pavel Doubek 博士研究成果發表會 
 辦理時間： 109.07.08 
 辦理地點： 本會會所 
 參 與 者： 本會民主人權實踐訪問學人 Pavel Doubek 博士（捷克籍）、

東吳大學黃默教授、監察院林明輝執行秘書、本會人員，

以及報名參與者。 
 執行方式： 本會民主人權實踐訪問學人 Pavel Doubek 博士以「Building 

a National Human Rights Institution and a National 
Preventive Mechanism within the Control Yuan of Taiwan」為
題發表研究成果，由本會邀請東吳大學黃默教授擔任主持

人，監察院林明輝執行秘書擔任評論人。 
 成果效益： 透過此研究，借鏡各國經驗，回應臺灣當前人權發展需求，

針對本國監察院設置國家人權機構及國家防範機制議

題，進行各層面研究。 
 

11. 參與「亞洲自由民主聯盟」（Council of Asian Liberals and Democrats, 
CALD）與美國「國家民主研究院」（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 NDI）
合辦之研討會：當今的香港會成為亞洲的未來？ 

 辦理時間： 109.07.28 
 辦理地點： 網路線上參與 
 參 與 者： 本會陳婉宜副執行長 
 執行方式： 「亞洲自由民主聯盟」與美國「國家民主研究院」合作辦

理線上研討會，探討當今香港是否將成為亞洲的未來。此

活動邀請臺灣、香港、菲律賓及美國等地之民主運動人士，

包括本會陳婉宜副執行長，探討對此議題之看法。主要結

論為，全球民主力量應就此團結，提升對威權主義之警惕，

並擴大給予面臨嚴厲國家安全法侵擊之香港民眾之聲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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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與支持。 
 成果效益： 藉由此案之參與，本會加入對於香港國安法關注之國際陣

線，表達對於香港民主發展的關切與支持，並提醒全球對

於威權主義擴張之警訊，應更加團結合作捍衛區域民主之

發展。 

   
12. 參與「無代表國家及民族組織」（Unrepresented Nations and Peoples 

Organization, UNPO）執委會暨會員大會 
 辦理時間： 109.07.31～109.08.02 
 辦理地點： 網路線上參與 
 參 與 者： 本會國際合作組唐博偉主任 
 執行方式： 此會議由設在比利時布魯塞爾之「無代表國家及民族組織」

秘書處主辦。本會長期擔任「無代表國家及民族組織」之

國際執行委員會之執行委員，除定期出席執委會會外，每

三年出席其會員大會。此次受疫情影響，會員大會改為線

上進行。主要議程為會務治理項目，並討論多項大會決議。

另有一場公開直播之圓桌論壇，談討大會主題，「新冠肺炎

（COVID-19）大流行對無代表國家和民族的影響」。 
 成果效益： 將臺灣推展自由、民主、人權及防疫的成就與寶貴經驗，藉

由「無代表國家及民族組織」平臺與國際社會分享，促進

他國之人權發展與民主化進程。 
 

13. 辦理「2020 亞洲青年民主領袖營研討會」 
 辦理時間： 109.08.19 
 辦理地點： 網路線上舉辦 
 參 與 者： 亞洲青年民主領袖營校友、本會人員等。 
 執行方式： 本活動以線上研討會形式，邀請亞洲青年民主領袖營校友

與談。校友在會議中討論疫情對亞洲民主人權之挑戰，以

及分享公民社會如何持續努力在疫情中成為守護民主人權

的重要力量，支持弱勢度過難關等議題。例如，為捍衛新

聞自由的記者提供緊急支援基金；設立對抗假新聞的社群

網站平臺；女權倡議者在疫情中對抗家庭暴力的行動；監

督亞洲政府保障移工權益；更有校友分享公民社會與政府

合作成功遏止疫情擴散的案例。亞洲青年民主領袖營校友

強調，維持自由且活躍的公民社會，不僅是守護民主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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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鍵，也是支持人們度過疫情不可或缺的力量。 
 成果效益： 透過網路視訊研討會，使各界從青年的角度了解疫情對於

亞洲民主人權之挑戰，也讓亞洲青年民主領袖營的校友有

跨屆交流的機會，並形成一個更廣闊的互動網絡；本會亦

藉此活動將臺灣的抗疫經驗分享給亞洲青年。 
 

14. 參與參與「亞洲民主研究網絡」（Asia Democracy Research Network, 
ADRN）論壇：亞洲民主國家如何對抗疫情 

 辦理時間： 109.08.28 
 辦理地點： 網路線上參與 
 參 與 者： 本會陳婉宜副執行長 
 執行方式： 本會參與「亞洲民主研究網絡」舉辦之「民主合作」系列

線上研討會，本次會議探討的主題為「亞洲民主國家如何

對抗疫情」（Democratic Principles at Test: How Asian 
Democracies Are Combating the Pandemic），由 5 位專家學

者，主講疫情對當代民主的挑戰，並分享如何平衡公共安

全與民主原則。本會陳婉宜副執行長受邀向與會者分享臺

灣經驗。 
 成果效益： 本會長期參與「亞洲民主研究網絡」舉辦之活動，積極經

營與強化亞洲各國民主智庫及學者專家之合作關係，並促

進臺灣民主發展經驗更廣泛之應用。 
 

15. 參與貝里斯媒體識讀工作坊（Belize Media Literacy Workshop） 
 辦理時間： 109.09.16 
 辦理地點： 網路線上參與 
 參 與 者： 本會陳婉宜副執行長 
 執行方式： 貝里斯是位於中美洲的臺灣邦交國之一，而自 2019 年起，

貝里斯透過 Facebook 出現假訊息的情形日益嚴重，甚至有

媒體引用錯誤假消息做為報導。因此，貝國政府認為推動

媒體識讀有其必要性，除增進媒體工作人員的責任心外，

亦教育廣大民眾分辯資訊，並指導如何回應假訊息等。因

此，藉由媒體識讀工作坊（Media Literacy Workshop）之辦

理，邀請美國及臺灣的專家學者透過網路視訊進行講座，

本會陳婉宜副執行長受邀與貝國觀眾分享臺灣和其他國家

遭遇各種假訊息之情形，以及臺灣打擊不實資訊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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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果效益： 本會透過此網路線上工作坊與貝里斯建立交流網絡，不僅

了解貝國目前假訊息傳播的種類和途徑，也讓更多國際人

士認識臺灣打擊不實資訊的經驗和方法。 
 

16. 參與「民主社群」（Community of Democracies, CD）公民社會大會 
 辦理時間： 109.09.17～109.09.18 
 辦理地點： 網路線上參與 
 參 與 者： 本會資深研究員高英茂大使、國際合作組唐博偉主任、柯

王強助理研究員。 
 執行方式： 此次公民社會大會由設在智利聖地牙哥之「民主社群」公

民社會秘書處主辦，因受疫情影響改為線上進行，邀請全

球 26 個公民社會組織出席，本會由資深研究員高英茂大

使、國際合作組唐博偉主任及柯王強助理研究員代表。主

要議程為會務治理項目，包括改選國際執行委員會及公民

社會幹部，並探討「民主社群」未來工作方向。 
 成果效益： 本會順利連任「民主社群」國際執行委員會之執行委員，

並促進本會持續經營「民主社群」各項會議之參與，增進

國際連結，發揮非政府組織之二軌外交功能，促進臺灣與

全球民主、人權組織之夥伴關係。 
 

17. 參與菲律賓「馬尼拉雅典耀大學」（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網路會議：

外國影響戰對於菲律賓 2022 選舉的潛在影響 
 辦理時間： 109.09.29 
 辦理地點： 網路線上參與 
 參 與 者： 本會陳婉宜副執行長 
 執行方式： 菲律賓「馬尼拉雅典耀大學」（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藉由本網路研討會，探討「外國操作對於菲律賓 2022 選舉

的潛在影響」（Foreign Influence Operations: Potential Impact 
on the 2022 National Elections in the Philippines），由 4 位來

自臺灣、美國及澳洲之專家學者擔任引言人，分享各國選

舉受到外國操作之影響與困擾，本會陳婉宜副執行長受邀

介紹臺灣經驗與因應策略。 
 成果效益： 本會透過此會議，強化與菲律賓學術界之合作網絡，並提

供臺灣經驗予以借鏡，有助於預防其未來選舉遭遇國外操

作之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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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參與「第 24 屆公元兩千論壇」（Forum 2000）會議 

 辦理時間： 109.10.12～109.10.14 
 辦理地點： 網路線上參與 
 參 與 者： 本會陳婉宜副執行長 
 執行方式： 「第 24 屆公元兩千論壇」（Forum 2000）會議以「新世界

嶄現？恢復責任與團結」（A New World Emerging？
Restoring Responsibility and Solidarity）為題，探討在迅速

變化的世界中，恢復責任與團結的必要性。我國蔡英文總

統及外交部長吳釗燮分別受邀於該大會視訊致開幕詞及演

說。其他發表演說人士包括捷克參議長韋德齊（Miloš 
Vystrčil）、歐盟執委會副主席喬洛瓦（Věra Jourová）、歐盟

人權特別代表季爾莫（Eamon Gilmore）、美國「國家民主

研究院」（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 NDI）執行長米德偉

（Derek Mitchell）、民主社群（Community of Democracies）
秘書長蓋瑞特（Thomas E. Garrett）等。會議影音亦於公開

於該會之 Youtube 頻道及 Spotify podcast 頻道。 
 成果效益： 「公元兩千論壇基金會」為捷克前總統哈威爾發起的全球

民主論壇。本會是該會之「民主更新聯盟」（Coalition for 
Democratic Renewal）一員，也擔任「中國全球影響力以及

對民主之衝擊工作小組」（Working Group on the Global 
Influence of China and its Impact on Democracy）召集人。公

元兩千論壇為全球年度民主盛事，本會參與為臺灣發聲，

彰顯臺灣民主經驗的重要性。 
 

19. 辦理「2020 臺灣民主價值與治理」民意調查記者會 
 辦理時間： 109.10.16 
 辦理地點： 本會會所 
 參 與 者： 本會陳婉宜副執行長、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蔡佳泓

主任、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陳志柔副所長。 
 執行方式： 本「2020 臺灣民主價值與治理」民意調查記者會，由陳婉

宜副執行長主持及報告民調結果，並邀請國立政治大學選

研中心蔡佳泓主任，以及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陳志柔

副所長共同分析討論。 
 成果效益： 透過記者會之形式，使得本會調查資料能獲得更多公開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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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之機會，有助於提升對臺灣民主發展之瞭解。 
 

20. 參與比利時「歐洲東亞研究中心」（European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 
EIAS）研討會：港版國安法之後臺灣海峽和南海的安全情況 

 辦理時間： 109.10.28 
 辦理地點： 網路線上參與 
 參 與 者： 本會陳婉宜副執行長 
 執行方式： 比利時智庫「歐洲東亞研究中心」就「香港實施國安法後

對於臺海及南海安全情勢之影響」（Bridges over Troubled 
Water: Security Situations in the Taiwan Strait and South 
China Sea after the Hong Kong National Security Law）舉辦

視訊研討會，並邀請本會陳婉宜副執行長擔任與談人。陳

婉宜副執行長參與以「臺灣海峽安全情況」為主題的場次，

討論港版國安法之後臺灣海峽面臨的安全挑戰，以及歐盟

是否能扮演調解危機的角色。 
 成果效益： 本會透過此網路研討會讓歐洲專家學者了解港版國安法對

於臺灣的影響，以及對於臺灣海峽安全的潛在威脅。此會

議同時探討歐盟在維護臺海安全方面能提供的協助，並增

進臺灣和歐盟的交流機會。 
 

21. 參與遠景基金會與美國「東西中心」（East-West Center）合辦之研討會：

臺灣對美國總統大選期間之印太政策辯論看法 
 辦理時間： 109.10.30 
 辦理地點： 網路線上參與 
 參 與 者： 本會陳婉宜副執行長 
 執行方式： 遠景基金會與美國智庫「東西中心」合作辦理視訊研討會，

諮詢臺灣專家學者對美國總統大選期間之印太政策辯論看

法和意見，並作為研究報告之參考。本會陳婉宜副執行長

受邀針對美國之印太政策辯論進行簡短提報，分析美中關

係變化以及國際如何因應中國挑戰。 
 成果效益： 本會透過此研討會與美國專家學者交換意見，提供分析給

「東西中心」參考，也提升本會在美國智庫界的能見度，

進而增加未來合作的機會。 
 

22. 辦理本會博士論文研究訪問學人 Feeza Vasudeva 研究成果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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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時間： 109.10.30 
 辦理地點： 本會會所 
 參 與 者： 本會博士論文研究訪問學人 Feeza Vasudeva（印度籍）、本

會盧業中副執行長，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Alain 
Brossat 教授、本會人員，以及報名與會者。 

 執行方式： 本會博士論文研究訪問學人 Feeza Vasudeva 以「The 
Epidemic of Lynching and the Crisis of Democracy in India」
為題發表研究成果。由本會盧業中副執行長擔任主持人，

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Alain Brossat 教授擔任評

論人。 
 成果效益： 發表人對於印度私刑的社會及文化起源提供了深入的分

析，並介紹私刑氾濫導致對於民主體制之威脅。 
 

23. 辦理「美國大選後的臺美中關係」座談會 
 辦理時間： 109.11.06 
 辦理地點： 外交部外交及國際事務學院 
 參 與 者： 本會陳婉宜副執行長、盧業中副執行長、國立政治大學選

舉研究中心俞振華副研究員、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董立文

執行長、國防安全研究院國防戰略與資源研究所蘇紫雲所

長。 
 執行方式： 本會與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合辦「美國大選後的美中臺關

係」座談會，邀請專家學者針對美國總統大選後的臺美中

關係、兩岸議題、以及區域安全進行深入討論，並邀請媒

體及外交人士與會。 
 成果效益： 透過專家學者對於美國大選過程之現象分析，探討選舉結

果及新任美國政府對亞洲區域政策方向之影響。學者強調

此次大選凸顯了美國民主制度的堅強韌性，且臺灣應持續

維繫臺美合作，捍衛民主價值。 
 

24. 與財團法人臺灣亞洲交流基金會合辦「新南向政策工作圈共識營」 
 辦理時間： 109.11.12～109.11.13 
 辦理地點： 宜蘭礁溪老爺酒店 
 參 與 者： 本會國際合作組唐博偉主任、本會人員，以及政府單位、「亞

洲深耕聯盟」（Asian Engagement Consortium, AEC）夥伴機

構、醫療院所、大專院校、非政府組織、行政法人，共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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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執行方式： 本會與臺灣亞洲交流基金會舉辦「新南向政策工作圈共識

營－後疫情時代新南向政策的挑戰與轉型」。鑑於新南向政

策已進入第四年，本活動邀請新南向政策旗下相關計畫之

執行單位、幕僚與團隊共同盤點執行成果及所面臨的機遇

與挑戰，促進橫向溝通協調合作。活動包括專題報告、主

題座談，以及在地主題沙龍活動「宜蘭沙龍－宜蘭梅洲社

區之國際連結與國內夥伴關係經驗分享」。 
 成果效益： 共識營提出三項政策建議：（一）制度化新南向工作團隊的

資訊交流平臺與協力機制，推動加強版的亞洲深耕聯盟

（AEC plus）；（二）建立新南向政策海外工作團隊的雙軌

溝通及協力平臺，強化在夥伴國推動的大型宣傳活動或政

策倡議；（三）臺灣亞洲交流基金會將建立資訊傳遞與政策

建議之機制，透過定期向各夥伴機構蒐集訊息與徵詢意

見，提出政策方針，提供政府相關部門參考。 
 

25. 辦理本會博士後訪問學人 Yasmi Adriansyah 博士研究成果發表會 
 辦理時間： 109.11.26 
 辦理地點： 本會會所 
 參 與 者： 本會博士後研究訪問學者 Yasmi Adriansyah 博士（印尼

籍）、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主任暨東南亞研究

中心執行長楊昊博士、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陳秉逵副教

授、本會人員，以及報名參與者。 
 執行方式： 本會博士後研究訪問學者 Yasmi Adriansyah 博士以「Policy 

Entrepreneurship in Taiwan’s Foreign Policy（A Case Study in 
the Making of New Southbound Policy）」為題發表研究成

果，另由本會邀請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主任

暨東南亞研究中心執行長楊昊博士擔任主持人，以及國立

政治大學外交學系陳秉逵副教授擔任評論人。 
 成果效益： 透過此研究探討，臺灣政策企業倡導在外交策略中的應

用，並且對「新南向政策」進行個案研究。 
 
 

26. 辦理本會博士論文研究訪問學人 Dolma Tsering 研究成果發表會 
 辦理時間： 109.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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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地點： 本會會所 
 參 與 者： 本會博士論文研究訪問學人 Dolma Tsering（西藏籍）、國立

陽明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暨族群與文化研究所潘美玲教

授、國立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暨印度中心副主任

方天賜博士、本會人員，以及報名參與者。 
 執行方式： 本會舉辦博士論文研究訪問學人Dolma Tsering研究成果發

表會，講題為「Democratic Transition in Taiwan: Implications 
on Taiwan-Tibet Relations」，並由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人文社

會學系暨族群與文化研究所潘美玲教授擔任主持人，國立

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暨印度中心副主任方天賜博

士擔任評論人。 
 成果效益： 此案研究臺灣民主轉型歷史對中華民國與西藏關係的影

響。研究發現臺灣之民主轉型為臺藏關係開啟新篇章，然

中國因素依然具相當之影響力。 
 

27. 辦理本會國際訪問學人 Clara Gillispie 研究成果發表會 
 辦理時間： 109.11.27 
 辦理地點： 本會會所 
 參 與 者： 本會國際訪問學人 Clara Gillispie（美國籍）、國家安全研究

院國家安全研究所李哲全所長、本會盧業中副執行長、本

會人員，以及報名參與者。 
 執行方式： 本會舉辦國際訪問學人 Clara Gillispie 研究成果發表會，其

講 題 為 「 Combatting Online Misinformation Amidst 
COVID-19: Insights from Taiwan’s Experiences」，並由本會

盧業中副執行長擔任主持人，國家安全研究院國家安全研

究所李哲全所長擔任評論人。 
 成果效益： 此案研究臺灣如何在疫情情況下對抗網路假訊息。研究發

現，臺灣政府在面對假訊息時，並不只是調查並遏止假訊

息的傳播方，同時也注意保持民主社會言論自由的空間，

而不會因此而壓縮公民社會與異議者的表達，其中一個重

點是透過不同管道提供正確訊息並且培力民眾辨識假訊

息。臺灣經驗可作為世界衛生組織與全球各國之政策參考。 
 

28. 與「民主聯盟基金會」（Alliance of Democracies）合辦網路論壇：臺灣、喬

治亞、以及美國選舉中的不實資訊及其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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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時間： 109.11.30 
 辦理地點： 網路線上辦理 
 參 與 者： 本會陳婉宜副執行長 
 執行方式： 本會藉由與「民主聯盟基金會」（Alliance of Democracies 

Foundation）、臺灣民間智庫 DoublethinkLab 及美國駐丹麥

大 使 館 共 同 舉 辦 「 捍 衛 民 主 」 系 列 網 路 論 壇

（#DefendDemocracy Virtual Series）之其中一場活動，邀請

臺灣、喬治亞，以及美國共 5 位專家學者，分析各國分別

在 2020 年選舉時遭遇不實資訊之干擾與因應之道。本會陳

婉宜副執行長於會議中分享臺灣經驗。 
 成果效益： 本次會議從亞洲、歐洲及北美各個區域角度探討民主發展

遭遇之相關問題，有助於凸顯臺灣經驗之可供借鏡，並讓

國際社會更了解臺灣民主發展之當代挑戰，期擴大各國合

作，正視選舉過程遭受假訊息干擾對於全球民主發展所造

成之負面效應。 
 

29. 參與紐西蘭「坎特伯雷大學」媒體民主工作坊演講：印太地區的挑戰 
 辦理時間： 109.12.04 
 辦理地點： 網路線上參與 
 參 與 者： 本會陳婉宜副執行長 
 執行方式： 紐西蘭「坎特伯雷大學」藉由此次媒體民主工作坊之辦理，

邀請亞太地區專家學者、媒體工作者，以及政府代表，針

對當今媒體和民主國家面對的挑戰進行分享和討論。本會

陳婉宜副執行長受邀擔任此工作坊的主題演講者，以「保

衛民主：臺灣打擊資訊戰的經驗」（Securing Democracy: 
Taiwan’s Experience Combating Information Manipulation 
Campaign）為題分享臺灣遭受資訊戰的攻擊案例，以及公

民社會和政府如何合作對抗此類威脅。 
 成果效益： 本會透過此工作坊不僅協助亞太地區的觀眾認識臺灣所面

對的資訊戰威脅以及因應方式，也與觀眾交流討論能如何

合作對抗這些挑戰，提升本會與亞太區價值同盟夥伴的合

作契機。 
 

30. 與無國界記者組織臺灣分會合辦「2020 臺灣新聞界國際會議暨無國界記者

新聞自由獎頒獎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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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時間： 109.12.08 
 辦理地點： 國家圖書館國際會議廳 
 參 與 者： 無國界記者組織（Reporters sans frontières, RSF）東亞辦事

處艾瑋昂（Cédric Alviani）代表、吾爾開希榮譽董事、臺

灣分會郭方照賢理事、監察院賴鼎銘監察委員、臺灣新聞

記者協會李志德常務委員、媒體觀察基金會滕西華執行

長、特別獎得獎人香港《蘋果日報》創辦人黎智英之子黎

崇恩、本會國際合作組唐博偉主任、本會國際合作組李盈

萱助理研究員。 
 執行方式： 本屆臺灣新聞界國際會議暨無國界記者新聞自由獎頒獎典

禮，會議主題聚焦後疫情時代媒體環境的變化；無國界記

者新聞自由獎頒獎典禮則由於全球疫情嚴峻，採視訊及影

片方式，頒獎予位於俄羅斯、阿富汗及埃及的得獎者；另，

特別獎頒發給香港《蘋果日報》創辦人黎智英，其子黎崇

恩代表來臺受獎。 
 成果效益： 本活動為無國界記者新聞自由獎自 1992年設置至今首度於

亞洲辦理，象徵臺灣為亞洲新聞媒體自由之燈塔。會議及

頒獎典禮之現場出席人員包括媒體從業人員、合作夥伴、

各國駐臺代表處、政府與政黨單位共 102 人，線上中、英

語平臺觀賞人數總計 16,625 人，另有包含臺灣在內之 14
國媒體報導共計 39 篇。 
 

31. 辦理本會民主人權實踐訪問學人 Kristina Kironska 博士研究成果發表會 
 辦理時間： 109.12.08 
 辦理地點： 本會會所 
 參 與 者： 本會民主人權實踐訪問學人 Kristina Kironska 博士（斯洛伐

克籍）、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魏玫娟所長、國立政

治大學東亞所王韻副教授、本會人員，以及報名與會者。 
 執行方式： 本會民主人權實踐訪問學人 Kristina Kironska 博士之成果

發表演講主題為「Taiwan’s Bumpy Road to an Asylum Law: 
Who Needs It?」；本會邀請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魏

玫娟所長擔任主持人，為國立政治大學東亞所王韻副教授

擔任評論人。 
 成果效益： 發表人對於臺灣通過難民法的可能適用對象及可能立法問

題，提供了初步的研究結論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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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辦理本會國際訪問學者 Janjira Sombatpoonsiri 博士舉行研究成果發表會 

 辦理時間： 109.12.15 
 辦理地點： 本會會所 
 參 與 者： 本會國際訪問學者 Janjira Sombatpoonsiri 博士（泰國籍）、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何明修教授、密西根大學社會學系

博士候選人施懿倫先生、本會人員，以及報名與會者。 
 執行方式： 本會國際訪問學者 Janjira Sombatpoonsiri 博士成果發表會

演講主題為「 How Civil Society Activism Challenges 
Autocratic Persistence: A Theoretical Sketch」，由國立臺灣大

學社會學系何明修教授及密西根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候選人

施懿倫先生分別擔任主持人與評論人。 
 成果效益： 本研究比較菲律賓、韓國、泰國與臺灣之公民社會行動主

義，指出臺灣公民社會在民主化後，透過社會運動有效地

牽制威權遺緒的力量，是為第三波民主化國家轉型民主鞏

固之重要案例。 
 

33. 參與「日本經濟新聞社」論壇：亞洲共同價值與民主 
 辦理時間： 109.12.21 
 辦理地點： 網路線上參與 
 參 與 者： 本會陳婉宜副執行長 
 執行方式： 本活動為由日經新聞社組織與新德里智庫維韋卡南達國際

基金會共同辦理之第六屆「亞洲共同價值觀與民主」研討

會。日本首相吉秀芳彥親自至東京日經會廳致辭，印度總

理莫迪及斯里蘭卡前總統 Sirisena 以視頻致辭。本會陳婉宜

副執行長受邀擔任會議引言人。 
 成果效益： 透過此論壇活動之分享，讓更多日本及亞洲各國專家學者

了解臺灣於區域民主發展扮演之重要角色。 
 

34. 辦理本會民主與人權實踐學人 Shima Esmailian 研究成果發表會 
 辦理時間： 109.12.22 
 辦理地點： 本會會所 
 參 與 者： 本會民主與實踐學人 Shima Esmailian（伊朗籍）、國立政治

大學政治學系翁燕菁副教授、國立政治大學阿拉伯語文學

系張景安助理教授、本會人員，以及報名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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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方式： 本會民主與實踐學人 Shima Esmailian 研究成果發表會講題

為「Comparative Study of Woma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aiwan and Iran: Challenges and Accomplishments」，由國立

政治大學政治學系翁燕菁副教授擔任主持人，國立政治大

學阿拉伯語文學系張景安助理教授擔任評論人。 
 成果效益： 此研究發現雖伊朗與臺灣皆為父權社會，但臺灣女性權利

有快速進步，主要原因為女性保障名額及性別平等法等法

制環境的落實；伊朗方面雖然也有促進女性政治參與的法

律制度，但同時深受伊斯蘭法牽制，此研究針對兩國女性

政治參與之現況及歷史發展進行比較。 
 

 
 國內推展組 
 
1. 辦理「國內受補助單位訪視暨交流計畫」 
 辦理時間： 109.10.01~109.12.31 
 辦理地點： 本會會所、受補助單位辦公室、受補助單位辦理活動會場 

 

參 與 者： 本計畫分為三種形式執行，分別為訪視受補助單位、參與受

補助單位舉辦之活動、邀請受補助單位代表人與執行長面

會。訪視受補助單位共計三個，由本會國內推展組張敬華主

任、李牧蒓助理研究員於 12 月下旬赴台灣展翅協會、臺灣

青年民主協會、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之辦公室進行實地訪

談；獲邀參與受補助單位舉辦之活動共計五場，由本會顏建

發副執行長、秘書組劉燕秋主任、國內推展組張敬華主任代

表出席現代文化基金會、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台灣展

翅協會、國家人權博物館、華人民主書院舉辦之研討會、開

幕記者會、座談會等；邀請受補助單位代表人與執行長面會

共計 11 個，由本會黃玉霖執行長、國內推展組張敬華主任、

吳品璁副主任接待。 

 

執行方式： 本計畫分為三種形式執行，分別為訪視受補助單位、參與受

補助單位舉辦之活動、邀請受補助單位代表人與執行長面

會。訪視受補助單位共計三個，由本會國內推展組張敬華主

任、李牧蒓助理研究員於 12 月下旬赴台灣展翅協會、臺灣

青年民主協會、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之辦公室進行實地訪

談；獲邀參與受補助單位舉辦之活動共計六場，由本會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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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副執行長、秘書組劉燕秋主任、國內推展組張敬華主任代

表出席台灣國際研究學會、現代文化基金會、勵馨社會福利

事業基金會、台灣展翅協會、國家人權博物館、台灣獨立建

國聯盟、華人民主書院舉辦之學術研討會、開幕記者會、座

談會等；邀請受補助單位代表人與執行長面會共計 11 個，

由本會黃玉霖執行長、國內推展組張敬華主任、吳品璁副主

任接待。 

 

成果效益： 透過訪談受補助單位，深入瞭解其成立宗旨、業務推動情

形、組織架構及計畫執行狀況，亦針對該單位及本會國內補

助業務具體交換意見。109 年訪視的三個受補助單位，皆在

其領域有豐富的議題倡議、國際交流等經驗，有許多值得參

考借鏡的地方，若未來本會辦理相關活動，建議可與其洽商

合作之可能性；本會也派員參與受補助單位舉辦之活動，以

實地瞭解活動辦理成效，並增加本會之社會能見度。此外，

邀請受補助單位代表人與執行長面會，以多元形式與受補助

單位互動，增加本會與受補助單位的夥伴關係。 
 
2. 辦理出版「臺灣 NGO 圖像專書」案 
辦理時間： 109.11.18~110.06.30 
辦理地點： 本會會所及受訪 NGO 辦公室 
參 與 者： 本會黃玉霖執行長、陳婉宜副執行長、盧業中副執行長、顏建發

副執行長、秘書組劉燕秋主任、國內推展組張敬華主任、王敬智

副研究員及 NGO 單位受訪者。 
執行方式： 為展現蓬勃發展之臺灣公民社會活力與多樣性，並讓社會各界更

進一步瞭解本會與臺灣 NGOs 守護民主與保障人權的歷程與成

果，本會辦理出版「臺灣 NGO 圖像專書」。為求本書能有更高的

可讀性及更廣泛的流通性，本會經由招標程序，委由在出版界卓

有聲譽的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負責執行本案。本案預計訪談與

本會有合作經驗且在各領域具重要地位之 NGOs，以生動活潑的

故事性內容，呈現臺灣公民社會發展、民主深化及人權保障之間

相互促進的成果。本書出版後，將於實體及網路書店同時上架，

並舉辦新書發表會，結合線上線下的行銷宣傳活動、公共鋪點、

贈書予政府部會、民間團體及圖書館等方式，力求本書的流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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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影響力最大化。  
成果效益： 本書以本會 NGO 夥伴的訪談作為主要內容，以其作為代表案例，

向臺灣的社會大眾進一步推廣 NGOs 的意義及重要性，是進行廣

泛公民教育的重要面向之一；尤其，加上委託執行之廠商，不僅

掌握實體及線上通路，更具備廣告行銷的專業，預期將能向臺灣

社會介紹 NGOs 對民主及人權的實質貢獻，並同時進一步提升本

會的影響力及社會能見度。 
 
  研究企劃組 
 
1. 《臺灣民主季刊》出版案 

 辦理時間： 109.01.01~109.12.31（每年 3、6、9、12 月出刊） 
 
 

辦理地點： 本會會所 

 
參 與 者： 本會黃玉霖執行長、黃東益主編、陳俊明執行編輯、彭士宏

主任、陳瀅斐副研究員、編輯委員、投稿者約 40 人次、審

稿者約 90 人次。 

 

執行方式： 編輯部收到投稿後，先請編委會依學術專業領域推薦審查

人選，之後編輯部將投稿論文送交學者，進行雙向匿名審

查，並由編輯委員會參酌評審意見，議決是否刊登來稿。

編輯部依編輯委員會決議函覆作者，並進行刊物編校排版

作業。 

 

成果效益： 本刊以探討民主與人權理論以及臺灣民主政治等議題為宗

旨。由於投稿審查與稿務編排工作嚴謹，自 2008 年起榮獲

國科會人文及社會科學發展處（今為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

研究中心）評定為「臺灣社會科學引文索引核心期刊」

（TSSCI）收錄名單，之後持續保持在 TSSCI 期刊收錄名單

中。2019 年再度榮獲科技部「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評

比暨核心期刊收錄」，並被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將

本刊評為政治學第一級期刊。109 年並榮獲國圖所公布之期

刊長期傳播獎政治學門第 5 名。 
109 年 3 月至 12 月分別出版第 17 卷第 1 期至第 3 期。 
每期均印製 2,400 本郵寄至國內外各單位（包括學術研究機

構、圖書館、學者專家、立法委員、政府部會等），並供本

會訪賓來訪交流時贈送之用。 
 



- 35  -

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 

預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111 年度 

 

-  - 35 

2. 《臺灣民主期刊》（Taiwan Journal of Democracy, TJD）出版案 
 辦理時間： 109.01.01~109.12.31（每年 7、12 月出刊） 

  辦理地點： 本會會所、美國編輯部 
 參 與 者： 本會主編鄭敦仁教授、執行編輯 Deborah Brown、彭士宏主

任、陳瀅斐副研究員、編輯委員、投稿者約 30 人次、審稿

者約 50 人次。 

 
執行方式： 主編鄭敦仁教授於收稿後，送交雙向匿名外審，並根據外

審委員意見，諮詢編輯委員決定是否刊登來稿。之後由美

國編輯部進行稿務編輯校對，並於臺灣進行排版與印刷。 

 

成果效益： 本期刊為本會主要對外之英文學術刊物，在本會和國際著

名研究民主領域之學者專家以及學術機構的交流合作上，

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每年並與世界著名學術機構合作，舉

辦不同學術議題的國際會議，更強化了宣傳本會以及本刊

物之角色。 
109 年 7 月與 12 月分別出版第 16 卷第 1 期與第 2 期。 
每期均印製 2,600 本郵寄至國內外各單位（包括學術研究機

構、圖書館、學者專家、立法委員、政府部會等），並贈送

國際訪賓。 
 
3. 中英文版《2020 中國人權觀察報告》出版案 

 辦理時間： 109.01.01~109.12.31 
 辦理地點： 本會會所 

 

 

參 與 者： 本會黃玉霖執行長、盧業中副執行長、彭士宏主任、王敬

智副研究員、張育瑄副研究員、董立文教授、王占璽博士

後研究員、王嘉州教授、陳玉潔研究員、李有容副教授、

張家麟教授、蔡秀菁助理教授、張弘遠副教授、伍維婷副

教授、翁逸泓副教授，以及王興中助理教授。 

 

執行方式： 專案共分社會人權、政治人權、司法人權、經濟與環境人

權、宗教與少數民族人權、涉臺人權益、性別人權、科技

人權、港澳人權與總論等子題。專案研究學者於每月蒐集

具有指標性之新聞事件、政策或法令，彙編成週誌並撰寫

月報。以此相關資料做為年度中國人權發展的觀察與評論

基礎，於年末撰寫研究總結報告。並於 12 月 21 日辦理例

行期末報告發表會議。 
 成果效益： 本計畫的寫作架構採用聯合國頒佈的兩公約並以中國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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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為標準，對該年度中國人權發展狀況進行評論與分析，

並歡迎中國當局與本報告所呈現之觀點與內容進行對話。

希望透過上述方式，使國內政府部門、國內與國際學者專

家與民間團體對於中國大陸人權與民主現況有更完善之瞭

解。此報告受到訪問本會之國際訪賓的重視。 

 
4. 臺灣民主通訊案 
 辦理時間： 109.01.01~109.12.31 

 辦理地點： 本會會所 

 
參 與 者： 本會黃玉霖執行長、盧業中副執行長、彭士宏主任、陳瀅

斐副研究員、蕭伃君副研究員、楊斯茜副研究員等。 

 
執行方式： 以通訊報導之方式，針對臺灣時下之人權、土地、環境、

勞工與社會改革等相關議題，撰寫英文報導。 

 
成果效益： 對於關心臺灣民主人權發展等議題之國際人士，可以透過

通訊報導，定期瞭解臺灣時下重要之政治與社會議題之發

展。對於臺灣的國際宣傳，具有重要的意義。 
  

5. 舉辦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等國際研究院（SAIS）觀選團 

 辦理時間： 109.01.06~109.01.12 

 辦理地點： 臺北、臺中 

 
參 與 者： 本會盧業中副執行長、王敬智副研究員、約翰霍普金斯大

學高等國際研究院中國研究系客座教授葛天豪（David 
Keegan）、副主任饒玫（Madelyn Ross）以及 13 位研院生。 

 

執行方式： 該觀察團此次拜訪了朝野重要政黨、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

究中心、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台灣日本關係協會、

大陸委員會、遠景基金會以及本會等多個學術機構、政府

機構與民間智庫等。該團並參加主要政黨的選前之夜，以

及參觀投開票所等。 

 

成果效益：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等國際研究院為美國主要外交人才的

搖籃，該院研究生皆為一時之選。藉由觀察臺灣重要選舉

的機會，讓美國菁英人士得以更加了解臺灣之民主之成

就，有助於促進臺美民間關係之實質進展。 
6. 舉辦 2020 總統暨立委選舉觀選團 

 辦理時間： 109.01.08~109.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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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地點： 高雄、臺北 

 
參 與 者： 本會廖福特前執行長、陳婉宜副執行長、研究企劃組彭士

宏主任、蕭伃君副研究員、周雅薇專員，以及國際重要智

庫與學者共 9 人。 

 

執行方式： 本觀選團除了拜會三位總統候選人位於高雄與臺北之競選

總部外，也透過拜訪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與國內

學者進行互動交流。同時，帶領學者參觀開票作業，參加

主要政黨總統候選人的選前之夜造勢活動及勝選晚會，體

驗了臺灣人民參與民主的積極與熱情以及臺灣民主的成

熟。 

 

成果效益： 本會此次所邀請的觀選人士，來自美加、歐洲與澳洲等地

區，都是對國際民主與人權領域有長期研究之國際專家學

者。他們於選舉當周來臺參訪觀察臺灣總統與立委選舉，

藉走訪主要政黨與拜訪各競選總部之機會，對臺灣的民主

發展有更多認識，有助於在國際社會宣傳臺灣民主之成

就，增加國際友臺之聲音。 
 

7. 與韓國延世大學中國研究院辦理美中臺與韓半島議題座談會 
 
 
與韓國延世大學中國研究院辦理美中臺與韓半島議題座談會 

 辦理時間： 109.01.10 
 辦理地點： 本會會所 

 

參 與 者： 盧業中副執行長、顏建發副執行長、研究企劃組彭士宏主

任、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唐欣偉教授、國立師範大學公

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黃信豪教授、延世大學中國研究院

韓碩熙院長及訪團等 4 位韓國學者。 

 

執行方式： 座談會由本會盧業中副執行長主持，臺韓學者就當前美中

臺關係、中美貿易戰的可能發展、從六方會談到美朝中三

國之互動、臺灣總統大選以及選後的兩岸關係等重要議題

進行討論。雙方也希望日後能夠就上述議題，進行後續的

追蹤。 

 

成果效益： 從臺灣與韓國各自視角來理解美中臺關係與韓半島發展態

勢等重要東亞議題，除了對於提供國家因應策略與建言有

所助益之外，本會與延世大學中國研究院也得以藉此次活

動建構未來學術合作關係。 
8. 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個人申訴案件選輯研究案 
 辦理時間： 109.03.01~109.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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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地點： 本會會所 

 

參 與 者： 本會陳婉宜副執行長、國立清華大學李怡俐助理教授、國

立臺灣大學孫迺翊教授、國立臺北大學官曉薇副教授、東

吳大學林沛君助理教授、國立政治大學翁燕菁副教授、彭

士宏主任、王敬智副研究員、張育瑄副研究員等。 

 

執行方式： 本委託研究案就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受理之「公民與政

治權利國際公約」（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個人申訴案件加以統整、摘譯及彙編，以

累積國內人權法制研究之底蘊。所選擇的個案中，特別注

重於政治、宗教、人身自由，以及少數族群及兒少保障等

類型申訴案件。 

 
成果效益： 研究案的目的在於累積國內人權法制研究之底蘊，以及協

助政府部門及民間團體正確認知公約所保障之人權內涵與

規範精神。 

 
  

 
9. 2020「臺灣民主價值與治理」與「臺灣社會公平正義」民意調查 
 辦理時間： 109.04.01~109.07.31 

  辦理地點： 國立政治大學、國立中正大學 

 

參 與 者： 本會陳婉宜副執行長、彭士宏主任、王敬智副研究員、國

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蔡佳泓主任、游清鑫研究員、楊

婉瑩教授、國立中正大學政治學系劉從葦副教授、中央研

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陳嘉銘副研究員等。 

 

執行方式： 為探索臺灣民眾對於民主政治之態度及社會公平正義之認

知，本會自 2012 年起持續委託專業民調單位進行民意調

查。本計畫以隨機撥號抽樣之訪問方式，調查臺灣民眾對

於民主價值及公平正義之觀感，並進行後續資料處理、分

析及撰寫報告等工作，以提供學術單位、政府部門及社會

各界參考。 

 
成果效益： 每年民調資料都會提供給從事研究之學者專家，希望透過

學者撰寫論文之方式，讓本會民調資料能獲得更多公開討

論之機會。 
   

10. 「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下之個人申訴案件選輯」研究案 
 辦理時間： 109.05.01~109.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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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地點： 本會會所 

 
參 與 者： 本會黃玉霖執行長、彭士宏主任、陳瀅斐副研究員、東吳大

學鄧衍森教授、輔仁大學姚孟昌教授。 

 

執行方式： 本委託研究案之範圍為檢視《禁止酷刑公約》處理個人申訴

案所做成之決議，從中選輯具有代表性與相關性之案例約

60 則進行編譯。編譯內容包括案名、案件編號、意見通過

日期、事由（相關爭點）、實體問題、主要審議之法條、關

鍵詞、事實摘要、申訴人之主張、締約國的意見、委員會決

定內容等。 

 
成果效益： 此研究將有助國人對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相關法理之通

盤理解，其內容更有助政府落實尊重、保障與促進人權公約

之國家義務。 
   
11. 「疫情對亞洲民主與治理的影響」視訊會議 

 辦理時間： 109.10.07 
 辦理地點： 本會會所 

 

 

參 與 者： 卡內基基金會 Thomas Carothers 資深副執行長、本會陳婉宜

副執行長、盧業中副執行長、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何明修

教授、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蔡佳泓主任，以及泰國學

者 Janjira Sombatpoonsiri 等。 

 

執行方式： 本會與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合作舉辦「疫情對亞洲民主與治理的影

響」（The Impact of COVID-19 on Governance and Democracy 
in Asia）線上會議。由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 Thomas 
Carothers 資深副執行長進行主題演講，並邀請何明修教授、

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蔡佳泓主任，以及泰國朱拉隆功大學

助理教授 Janjira Sombatpoonsiri 進行與談。 

 

成果效益：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創立於 1910 年，為美國最悠久的智

庫，擁有獨一無二的全球政策研究網路，在俄羅斯、中國、

歐洲、中東以及美國等地都設有研究中心，對於全情政策制

訂具有相當之影響力。主講者與與談人在會議中討論嚴重特

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對亞洲民主與治理之挑戰，以

及分享各國公民社會如何持續在疫情中發揮動能守護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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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邀請學者擔任札格雷布大學臺灣講座網路授課 

 辦理時間： 109.10.26～109.10.30 

 辦理地點： 英國諾丁漢大學（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參 與 者： 英國諾丁漢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系李駿怡副教授 

副 

 

執行方式： 我國駐奧地利代表處自 103 年起，與克羅埃西亞札格雷布大

學（University of Zagreb）政治學院簽署學術備忘錄，以「臺

灣與東亞之政治經濟發展」為主題開授中華民國臺灣講座，

邀請臺灣學者前往札大擔任講師。今年因疫情之故，乃邀請

英國諾丁漢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系李駿怡（Chun-Yi Lee）
副教授於 10 月 26 日至 30 日在英國當地以線上教學方式，

講授共 20 小時的臺灣政治經濟課程。 

 

成果效益： 札大為克國歷史最久與排名最佳之高等院校。克國主要政治

人物，如現任總統 Zoran Milanović 與前任總統 Kolinda 
Grabar-Kitarović 皆出身該校。透過臺灣講座不只可以促進學

術交流，更可以增加該國未來菁英對臺灣民主發展成就之了

解，有助於強化克國友臺之聲音。 

 
    二、上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截至110年6月30日止執行情形） 

(一) 政府補助基本營運收入執行數 73,200 千元，同預算數。 

(二) 財務收入執行數 143 千元，較預計數 400 千元，減少 257 千元，

約-64.25%，主要係基金定存孳息多集中於下半年度所致。 

(三) 管理費用執行數 16,758 千元，較預計數 18,000 千元，減少 1,242

千元，約-6.9%，主要係折舊尚未提列所致。 

(四) 其他業務支出執行數6,160千元，較預計數68,500千元，減少62,340

千元，約-91.01%，主要係自辦案及補助案尚未核結所致。 

(五) 以上總收支相抵後，計賸餘 50,425 千元，較預計數-12,900 千元，

增加 63,325 千元，約 490.89%，主要係自辦案及補助案尚未核結

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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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金額  %  金額 %  金額 %  金額 %

  112,568 100.00% 收入   171,300 100.00%   171,300 100.00% -            0.00%

  業務收入

111,650 99.18%      政府補助基本營

     運收入
170,500 99.53% 170,500 99.53% -            0.00%

預算178,500千
元，減除挹注

基金5,000千
元、資本門

3,000千元。

  業務外收入

918        0.82%      財務收入 800        0.47% 800        0.47% -            0.00% 基金孳息。

-             0.00%      其他收入 -             0.00% -             0.00% -            0.00%

  114,885 102.06% 支出   173,000 100.99%   173,000 100.99% -            0.00%

預算178,500千
元，減除挹注

基金5,000千
元、資本門

3,000千元，加

折舊及攤銷費

用2,500千元。

  業務支出

32,342   28.73%      管理費用 36,000   21.01% 36,000   21.02% -            0.00%

減除折舊及攤

銷費用2,500千
元，管理費用

預算為33,500千
元。

82,543   73.33%      其他業務支出 137,000 79.98% 137,000 79.98% -            0.00%

-             -                所得稅費用

     (利益)
-             -            -             -           -            -               

2,317)(    -2.06% 本期賸餘(短絀) 1,700)(    -0.99% 1,700)(    -0.99% -            0.00%

扣除折舊及攤

銷費用2,500千
元實際並無短

絀。

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金會

收支營運預計表
中華民國111年度

單位：新臺幣千元

說 明
前 年 度決 算數

科     目
比較增(減－)數本 年 度 預 算 數 上 年 度 預 算 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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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預 算 數 說 明

業務活動之現金流量

    稅前賸餘(短絀) 1,700)(                              

    利息股利之調整 800)(                                 

    未計利息股利之稅前賸餘（短絀） 2,500)(                              

    調整非現金項目

    折舊及攤銷 2,500                                

    應收款項 -                                       

    預付款項 -                                       

    應付款項 -                                       

    遞延收入 3,000                                資本門

    未計利息股利之現金流入（流出） 3,000                                
    收取利息 800                                   
        業務活動之淨現金流入(流出) 3,800                                

投資活動之現金流量

    增加捐贈基金 5,000)(                              挹注基金

    增加不動產、廠房及設備 3,000)(                              資本門

        投資活動之淨現金流入(流出) ( 8,000)

籌資活動之現金流量

    增加基金及公積 5,000                                挹注基金

        籌資活動之淨現金流入(流出) 5,000                                

現金及約當現金之淨增(淨減) 800                                   

期初現金及約當現金 100,087                            

期末現金及約當現金 100,887                            

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金會

現金流量預計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中華民國111年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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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上 年 度 餘 額 本年度增 (減－ )數 截至本年度餘額 說 明

基金

  創立基金                30,000                                 -                  30,000

  捐贈基金              129,114                         5,000                134,114 挹注基金5,000千
元

累積餘絀

  累積賸餘                64,830 1,700)(                                       63,130

淨值其他項目

  累積其他綜合餘絀                          -                                 -                           -

  未認列為退休金

  成本之淨短絀
                         -                                 -                           -

合 計              223,944                         3,300                227,244

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金會

淨值變動預計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中華民國111年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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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年度決算數 科 目 名 稱 本年度預算數 上年度預算數 說 明

業務收入

111,650               政府補助基本營

運收入
170,500               170,500               

預算178,500千元

，減除挹注基金

5,000千元、資本

門3,000千元。

業務外收入

918                      利息收入 800                      800                      基金孳息。

-                           其他收入 -                           -                           

112,568               總 計 171,300               171,300               

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金會

收入明細表
中華民國111年度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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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年度決算數 科 目 名 稱 本年度預算數 上年度預算數 說 明

32,342              管理費用 36,000                 36,000                 

16,270                薪資支出 19,086                 19,374                 28名員額

84                       加班費 304                      304                       依人事作業要點核實計算25.33千元*12月
1,905                  年終獎金 2,087                   1,978                    年終16,696千元/12*1.5月
1,079                  考核獎金 1,225                   1,122                    依人事作業要點考核獎金

803                     退休金準備金 1,217                   1,251                    以勞工局薪資投保級距7%計算104.25千元*12月
1,307                  保險費 2,081                   1,971                    雇主負擔之員工勞健保費164.25千元*12月

53                       職工福利 70                        56                         文康活動費35人(含正職及兼職)
18                       健康檢查費 84                        84                         勞工之健康檢查補助費，符合資格18人(正職)
71                       文具用品 160                      160                       紙張文具、印刷、印表機用碳粉及墨水匣等
47                       旅費 50                        50                         國內公務出差之差旅費

735                     郵電費 800                      800                       電話、傳真、簡訊通信及無線網路費
3,222                  修繕維護費 2,500                   2,500                    房屋、設備、車輛修繕及植栽等維護費
1,211                  水電費 1,300                   1,300                    水費及電費
3,214                  折舊及攤銷 2,500                   2,500                    行政設備之折舊及攤銷費用

185                     會議費 120                      120                       舉辦董、監事會議等費用
22                       燃料費 50                        50                         公務車用油

190                     勞務費 200                      200                       會計師、代書及各項委託公費
862                     清潔費 900                      900                       會所環境清潔每月75千元*12月
293                     印刷費 400                      400                       簡介、年報等相關出版物印刷
771                     其他費用 866                      880                       訓練費、書報雜誌訂閱等及非屬上列之行政費用

82,543              其他業務支出 137,000               137,000               

              58,593   補助款支出 89,000                 89,000                 國內外及政黨補助

1,400                  委辦業務 1,800                   1,800                    委託研究調查、案件辦理之事項等

2,037                  兼職費 3,000                   3,000                    一般公務所需兼職人員之費用

1,588                  保險費 1,650                   1,650                    財產保險及保全費

1,798                  臨時人員酬金 2,600                   2,600                    短期或特定工作計畫所需遴用之臨時人員

2,387                  租金支出 3,200                   3,200                    網站異地備援、資安及網路設備、影印機租用等

731                     旅費 6,000                   6,000                    因公出差至國外之差旅費

1,422                  郵電費 2,000                   2,000                    郵寄費、網路服務費

1,471                  修繕維護費 1,300                   1,300                    軟硬體設施及網域維護費

9                         廣告費 100                      100                       業務推廣之廣告支出

21                       折舊 -                           -                           資訊中心設備之折舊費用

2,397                  會議費 15,400                 15,400                 會議之場地、佈置、餐費及邀請外賓之機票、食

宿等

3,438                  勞務費 4,000                   4,000                    業務委託專業費用

1,209                  印刷費 1,500                   1,500                    業務出版品印刷費用

2,010                  稿費 1,500                   1,500                    業務撰稿費用

919                     活動費 2,000                   2,000                    非會議型活動之相關佈置、攝影等活動費

80                       禮品費 300                      300                       贈訪賓禮品

1,033                  其他費用 1,650                   1,650                    會員費及非屬上列之業務費用

114,885            總 計 173,000              173,000               

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金會

支出明細表

中華民國111年度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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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本 年 度 預 算 數 說 明

不動產、廠房及設備

  租賃權益改良                                                 -

  交通及運輸設備                                                 -

  機械及設備                                         2,605 交 換 器 設 備

  什項設備                                            395 會 議 室 設 備

  無形資產

總　　　計                                         3,000

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金會

固定資產投資明細表
中華民國111年度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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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年 ( 前 年 )
12月31日實際數

科 目
111年12月31日
預 計 數

110年(上年)12月31日
預 計 數

比較增(減－)數

資　　　產

流動資產
                 89,204   現金及銀行存款               100,887                        100,087 800                    
                      156   應收款項                      400                               400 -                         
                   1,172   預付款項                   1,500                            1,500 -                         
                 90,532 流動資產小計               102,787                        101,987 800                    

               100,000 基金               110,000                        105,000 5,000                 

不動產、廠房及設備
13,659                  租賃權益改良                 15,367                          15,367 -                         

855                       交通及運輸設備                      899                               899 -                         
21,495                  機械及設備                 27,783                          25,178 2,605                 
24,309                  什項設備 31,570               31,175                        395                    

                 60,318 不動產、廠房及設備小計                 75,619                          72,619 3,000                 
43,558)(               減：累計折舊 65,239)(              62,739)(                       2,500)(                

                 16,760 不動產、廠房及設備淨額                 10,380                            9,880 500                    
無形資產

3,751                    無形資產 6,018                                            6,018 -                         
2,068)(                   減：累計攤銷 867)(                   867)(                            -                         

                   1,683 無形資產淨額 5,151                 5,151                          -                         
其他資產

2,799                    什項資產(陳飾品)                   2,542                            2,542 -                         
               211,774 資 產 合 計               230,860                        224,560 6,300                 

負　　　債

流動負債
50,652                  應付款項                      616                               616 -                         
27,688                  預(代)收款項                           -                                   - -                         

其他負債
-                            遞延收入                   3,000                                   - 3,000                 

78,340                  負 債 合 計                   3,616                               616 3,000                 
淨　　　值

基金

                 30,000   創立基金                 30,000                          30,000 -                         
               123,095   捐贈基金               134,114                        129,114 5,000                 

累積餘絀
19,661)(                 累積賸餘                 63,130                          64,830 1,700)(                

               133,434   淨 值 合 計               227,244                        223,944 3,300                 
               211,774 負債及淨值合計               230,860                        224,560 6,300                 

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金會

資產負債預計表
中華民國111年12月31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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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類 （ 稱 ） 本 年 度 員 額 預 計 數 說 明

執行長                                                1

副執行長                                                1

主任                                                4

副主任  

研究員                                                 -

副研究員                                                6

助理研究員                                                4

專員                                                5

組員                                                3

總　　　計                                              24

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金會

員工人數彙計表
中華民國111年度

單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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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稱 科 目 薪資 超時工作報酬 津貼 獎金
退休及、卹償金

及資遣費
分攤保險費 福利費 其他 總計

執行長                      2,040                              -                              -                         363                              -                         103                              -                              -                      2,506

副執行長                      1,326                              -                              -                         214                           98                         113                              -                              -                      1,751

主任                      3,936                              -                              -                         618                         282                         412                              -                              -                      5,248

副主任                      3,109                           80                              -                         564                         224                         353                              -                              -                      4,330

研究員                              -                              -                              -                              -                              -                              -                              -                              -                              -

副研究員                      2,181                           56                              -                         412                         150                         276                              -                              -                      3,075

助理研究員                      1,870                           48                              -                         297                         135                         249                              -                              -                      2,599

專員                      3,167                           82                              -                         569                         225                         389                              -                              -                      4,432

組員                      1,457                           38                              -                         275                         103                         186                              -                              -                      2,059

總計                    19,086                         304                              -                      3,312                      1,217                      2,081                              -                              -                    26,000

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金會

用人費用彙計表
中華民國111年度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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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元

學歷 內部經歷 外部經歷 考核獎金 年終獎金 其他

董事長 游錫堃 109.03.05 對外代表本會並對董事會負責 東海大學政治系畢業 董事長 立法院院長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執行長 黃玉霖 109.10.05 綜理本會所屬會務並對董事會

負責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

土木所博士
執行長

國立交通大學教授、台灣

智庫董事、交通部政務次

長、台灣港務公司董事長

及台中市政府建設局長

無 無 170,000 無 無 無 無

副執行長 陳婉宜 105.06.17 協助執行長襄理會務、督導國

際合作組及行政業務

美國奧克拉荷馬大學政治

學博士
副執行長

前民進黨國際事務部副主

任及國立台灣大學、東華

大學客座研究員

無 無 110,430 85,430 128,145 無 無

副執行長 顏建發 107.01.02 協助執行長襄理會務、督導國

內推展組業務與NGOs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博士 副執行長

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博士後

研究、民進黨中央黨部政策

會執行長、民進黨中國事務

部主任、外交部研究設計委

員會主任委員、健行科技大

學企業管理系教授兼國際合

作處處長

無
40,000
(兼職費) 無 無 無 無 無

秘書組 主任 劉燕秋 96.04.16 秘書組業務執行工作
國立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

畢業

國內推展組主任、研

究員

弋果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副總經理、新竹市政府

英語教育委員會委員

無 無 84,671 59,737 112,007 無 無

國際

合作組
主任 唐博偉 105.06.17 國際合作組業務執行工作

塔夫斯大學佛萊契法律與

外交學院碩士
國際合作組主任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秘

書長、外交部研究設計委

員會顧問

無 無 86,000 60,800 114,000 無 無

國內

推展組
主任 張敬華 109.09.01 國內推展組業務執行工作 南華大學傳播管理系碩士 國內推展組主任

總統府專門委員、國軍退

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簡任

視察、原住民族委員會簡

任視察

無 無 70,000 0 30,000 無 無

研究

企劃組
主任 彭士宏 99.05.19 研究企劃組業務執行工作

美國南卡羅來納州立大學

政治學博士
國際合作組主任

臺灣藝術大學通識中心兼

任助理教授
無 無 87,292 77,292 115,938 無 無

亞太民主

資訊中心
代理主任 蔡秀勤 94.03.01 資訊中心業務執行與專案規劃

國立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碩

士、美國密西根州立大學

薩隆納分校大眾傳播與多

媒體所碩士

研究員兼亞太民主資

訊中心副主任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資策會)講師、工程師
無 無 70,622 45,935 98,433 無 無

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金會

主管人員簡歷及各項給與資料表

單位

（處室）
職稱 姓名 到職日 職掌

個人簡歷資料 經營投

資事業

情形

 兼職費
 110年度

每月薪金

109年度獎金
其他

福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