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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民主峰會-書面承諾清單 

峰會主題：打擊貪腐   

關於反貪腐及財政透明 

國內承諾 

● 在 2022年出版有關「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的第 2次國家報告。 

● 積極支持立法院通過「揭弊者保護法」。 

● 推廣「政府機關採購廉政平臺」的使用及認識，以管理大型公共採購。 

區域及國際承諾 

● 積極主辦或參加「亞太經濟合作」的「反貪腐暨透明化專家工作小組」工作坊及會

議。 

● 實踐 2021 年 5 月的承諾，資助「國際透明組織」40 萬美元以支持「全球反貪集

團」（GACC）之全球倡議工作。 

● 在 2021年與歐洲國家及美國進行投資審查之最佳實踐交流。. 

● 與台灣的邦交國及其他理念相近國家持續探討簽署雙邊反貪腐協議的可能性。 

關於開放政府 

國內承諾 

● 實施台灣首個「開放政府國家行動方案」及「開放國會行動方案」。 

● 將開放政府的概念納入公立學校的公民教育課程。 

● 制定私人慈善基金會及信託之受託人資訊揭露規範。 

區域及國際承諾 

● 與美國「國際民主協會」（NDI）合作在 2021 年 12 月辦理「2021 年開放國會論

壇」。 

● 辦理台灣開放政府行動計畫的國際專家審查會議。 

● 持續參加「開放政府夥伴關係聯盟」的活動與對話，並同時尋求正式參與。 

● 台美在「印太民主治理諮商」架構下，將持續在印太地區合作應處反貪腐、促進良

善治理及透明、反制假訊息、對抗威權主義及促進性別平等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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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會主題：防範威權主義 

關於公民參與及民主機構 

國內承諾 

● 實施《國民法官法》以促進公民參與及提升大眾對司法體系之信心。 

● 建立公民投票電子連署系統以促進公眾參與。 

● 擴大政治獻金之揭露規定，以納入相關團體的相關交易。 

區域及國際承諾 

● 台灣持續為國際公民社會團體打造更加開放及有利運作的環境，使台灣成為國際公

民社會的區域中心。 

● TFD持續辦理年度「東亞民主論壇」，以展現台灣作為國際公民社會區域中心的角

色，協助相關團體及人士能力建構、打造支持網絡，以ㄉ及提供暫時庇護及休養。 

● 台灣持續參加「民主社群」之「公民社會支柱」，並期獲更廣泛的參與。 

● 臺灣民主基金會持續辦理年度亞洲民主人權獎，支持和鼓勵印太地區的民主及人權

工作者。 

● 2022年在台北辦理「世界民主運動大會」。 

● 臺灣民主基金會持續在「公元兩千論壇」下「民主更新聯盟」之「中國全球影響力

以及對民主之衝擊」工作小組擔任召集人。 

關於反制假訊息 

國內承諾 

● 公立學校之課程實施媒體識讀教育年度國家行動計畫。 

● 持續施行《反滲透法》。 

● 持續施行行政院在 2018年 12月公布之防制假訊息策略。 

● 避免使用刑事誹謗條款威脅或報復記者。 

區域及國際承諾 

● 支持制訂區域指導原則，以強化公民社會對抗假訊息之韌性。 

● 為印太地區舉辦反制政治宣傳及假訊息相關論壇。 

● 持續和美國、日本及其他理念相近國家舉辦「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GCTF）工

作坊，協助區域國家在反貪腐、打擊假訊息及婦女賦權等議題領域上進行能力建

構。 

● 支持「自由線上聯盟」之網路自由表意聯合行動創立宣言。 



3 

 

● 努力吸引更多外國媒體派員駐台，並提供相關協助。 

● 透過理念相近國家集體行動，支持改革聯合國經社理事會非政府組織委員會有關

NGO 認證制度，以捍衛公民社會團體的價值及參與，可在聯合國會議中提倡自由

及人權保障。 

● 針對立陶宛決定同意台灣在維爾紐斯開設代表處事，支持立陶宛對抗經濟脅迫、假

訊息及精心策劃的第三國移民湧入等複合式威脅，包括組成民主供應鏈。 

● 承諾資助「國際媒體公益基金」。 

關於國際宗教自由 

國內承諾 

● 增進雇主瞭解及使用補貼喘息服務，使外國籍居家看護人員可休假，包括參加宗教

儀式。 

● 針對為防範外國惡意影響力所新設之宗教團體財務揭露規範，應確保不會妨礙結社

或信仰自由。 

區域及國際承諾 

● 辦理第二屆「印太地區保衛宗教自由公民社會對話」。 

● 透過文化部進行藏傳佛教宗教活動的文化交流。 

● 持續支持台灣首任宗教自由無任所大使布興・大立，包括參加促進宗教自由部長級

會議。 

● 實現台灣在2019年宣布在五年內捐贈100萬美元予美國務院「國際宗教自由基金」

之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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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會主題:促進人權 

關於提升整體人權 

國內承諾 

● 2021年邀請並籌辦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CCPR）和「經濟社會文

化權利國際公約」（ICESCR）第三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 

● 完成台灣首個「國家人權行動計畫」。 

● 通過立法授予新成立的「國家人權委員會」執行權力。 

區域及國際承諾 

● 支持和鼓勵印太地區的民主社會依據《巴黎原則》建立國家人權機構。 

● 致力將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條款國內法化。 

● 邀請並籌辦「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第四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 

關於性別、身心障礙及種族 

國內承諾 

● 2021年邀請國際專家審查「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二次國家報告 

● 依據《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為 2020 年 2 月新成立之「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

中心」提供更多經費，以促進原住民族語言的永續發展。 

● 推動相關修法以解決 LGBTQI+ 族群在婚姻、收養和醫療服務遭遇的障礙。 

● 要求行政院所屬各部會、國營事業、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公開決策階層人員之性

別比例 

● 擴大移民可直接參與「新住民發展基金」撥款及治理。 

區域及國際承諾 

● 透過「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GCTF）以及「台歐盟性別平權合作暨訓練架

構」，為印太地區 LGBTQI+族群及婦女進行能力建構並促進聯繫網絡。 

● 承諾為「南島民族論壇」六年計畫（2020-2025）挹注 2600 萬美元，建立原住民族

間的網絡並強化能力建構。 

● 政府資助婦權相關基金會協助發展婦女領袖和婦權工作者的區域網絡。 

● 2020年 8月承諾挹資 35萬美元，與美國「國際金融開發公司」（DFC）共同提供

資金，以支持開發中國家女性創業及促進性平意識的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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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企業與人權及勞工權 

國內承諾 

● 實施在 2020年 12月宣布的「台灣企業與人權國家行動計畫」。 

● 減少漁業部門之強迫勞動事件，包括台灣之遠洋船隊。 

● 簡化工會註冊程序，並鼓勵上市公司之職員組織工會。 

● 就是否禁止進口或政府採購由童工或強迫勞動生產之產品，進行可行性研究。 

區域及國際承諾 

● 研議將人權原則納入對台灣企業對外投資審查標準。 

● 承諾在未來的貿易協定納入勞工、人權及環境標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