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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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計畫或方針 
    一、業務說明 

（一）政黨國會外交及民主交流 

本會年度預算得參照立法院通過之決議，配合在年度計畫中

編列預算經費，予取得立法院百分之五以上席次之各政黨及黨團

申請從事民主人權相關活動之用，最多以新臺幣三千萬元為限；

該預算需按立法院政黨席次之比例分配使用。 

（二）國際合作業務 

本會為堅守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與各國民主人權相關組

織，透過各種國際合作方式，強化夥伴關係共同努力推動全球民

主發展。因本會為亞洲第一個國家級的民主援助基金會，故國際

合作業務以亞洲為重點區域。 

 亞洲民主化推展活動 

  除國際補助業務（如下）外，本會透過各種方式協助亞洲各

國的民主轉型與鞏固。相關重點專案包括： 

1. 「亞洲民主人權獎」：本會為支持亞洲民主發展及提升人權水

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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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董事會決議特設置「亞洲民主人權獎」，

每年向國內外公開徵選提名，由本會董事長及執行長邀請國內

外公正人士參與審查，經過初審及決審後選出一名，提供獎金

及獎座乙座，於每年世界人權日 (12月 10日)公開頒獎。 

2. 「東亞民主論壇」：本會為強化東北亞及東南亞的民主力量，

2014 年開始每年舉辦「東亞民主論壇」大會，連繫亞洲各民

主推廣機構，作為亞洲民主運動之資訊平台。為與核心夥伴更

深化合作，於 2018 年通過組織章程，設立國際執委會，本會

擔任秘書處。 

3. 「亞洲青年領袖民主研習營」：為鼓勵推動民主與人權運動之

亞洲青年積極投入公共事務，本會於 2014 年成立「亞洲青年

領袖民主研習營」，為本會最具規模的研習活動。此研習營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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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亞洲推動民主運動之重要青年交流平台。為實踐臺灣鞏固

亞洲民主的責任，本會自 2014年 8月起，開辦亞洲民主青年

領袖營，邀請在亞洲各地推動民主人權的青年工作者參加。藉

由廣泛的課程與深度的討論，培力亞洲的民主青年領袖，也強

化亞洲公民社會的網絡與合作，團結面對民主面臨的挑戰。在

2017 年，參與本營隊的亞洲青年首度發表「亞洲青年民主宣

言」，宣示對抗民主倒退。 

4. 本會將持續積極參與區域性的民主相關機制與活動，包括：「亞

洲民主 研究 網絡 （ Asia Democracy Research Network, 

ADRN）」、「首爾民主論壇」（Seoul Democracy Forum）、「東協

公民社會大會」（ASEAN Civil Society Conference）等。 

 參與全球民主運動 

1. 「民主社群」(Community of Democracies, 簡稱 CD)：本會自

2006 年持續擔任 CD 非政府層次的國際執委會之委員，將持

續推動亞洲民主人士參與 CD 部長級大會與相關非政府層次

會議，並主辦 CD的「亞洲區域論壇」、「民主社群青年論壇」

等相關會議。 

2. 「世界民主運動」（World Movement for Democracy，簡稱

WMD）：本會亦將持續參與WMD每兩年舉辦之大會以及其他

WMD所辦理之活動，例如 2018年於台北主辦 WMD的「亞

洲區域論壇」等。 

3. 「民主復興聯盟」（Coalition for Democratic Renewal，簡稱

CDR）：該聯盟於 2017年由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捷克「公元

兩千論壇」等組織發起，為積極面對全球民主倒退的現象。除

出席聯盟大會等活動，本會擔任該聯盟所設「中國工作小組」

之執行委員。 

4. 本會將持續積極參與全球的民主相關機制與活動，包括：「亞

洲民主網絡」（Asia Democracy Network, ADN）、「世界公民參

與聯盟」（World Alliance for Citizen Participation, CIVI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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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代表國家及民族組織」（Unrepresented Nations and Peoples 

Organization, UNPO）、「公元兩千論壇」（Forum 2000）、美國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發起的「新興民主網絡」（Rising 

Democracies Network）等。 

 

 國際補助 

    本會透過國際補助計畫，協助各國或國際間非政府組織及非

營利組織，包含公民團體、智庫等，推動民主人權發展。 

國際補助計畫類型包括：  

1. 促進民主與人權之倡議活動。 

2. 民主與人權相關之培訓及研習活動。 

3. 針對民主與人權發展議題之研究及出版計畫。 

4. 推廣民主與人權之國際會議與工作坊。 

國際補助計畫之區域份配，因本會身為亞洲地區唯一民主援助機

構，故重點放在支持亞洲民主化，積極與亞洲民主團體建立夥伴

關係。 

 

 獎助學金 

為鼓勵與臺灣民主化有關之比較研究或對提升臺灣民主形

象及素質有所助益之活動，本會特別提供訪問學人獎助計畫

(Fellowship Program)，支持民主領域相關的專家學者在臺灣進行

田野調查或與其他國家的民主經驗進行比較研究。訪問學人分為

四類：民主與人權實踐工作者、國際訪問學者、博士後研究員及

博士論文研究員。受獎助訪問學人須在臺居住一段時間，從事其

所規劃之臺灣民主人權相關研究課題。透過這些計劃增進國內外

對民主發展理論與實際的了解，並深化外籍學者對臺灣民主人權

之認識，強化與國際民主人權等學術研究單位的交流與合作，並

建立活躍的國際學者網絡，以促進本會成為培養研究民主人權的

國際人才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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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內合作業務 

 

 補助業務 

為深化臺灣民主，本會透過資源的分配與運用，補助國內民

間團體（包含非營利組織、婦女團體、青年及兒少團體、原住民

團體、移民工團體、勞動團體、性平團體、公民科技團體、身障

弱勢團體、智庫等）與學術及研究單位辦理各項活動，主要包括：

研究出版、研習訓練、會議參訪、舉辦會議，以及其他擴展民主、

人權等活動，內容共涵蓋兩大方向與十二大子議題： 

1. 民主發展 

（1）民主鞏固與深化之研討：辦理與民主深化、民主鞏固、

國家發展等相關議題之學術研討會。 

（2）公民社會與校園參與：舉辦各類研習營如青年外交事務

研習營、民主人權研習營。 

（3）參與式民主及審議式民主之推動：辦理參與式民主及審

議式民主相關研討會，建構國內參與式民主及審議式民

主實務與學術經驗交流平臺。 

（4）憲政改革之研討：舉辦與憲政改造、憲法改革等相關議

題之學術研討會。 

（5）選舉活動之觀察：因應國內各項選舉活動，辦理選舉觀

察團。 

（6）媒體識讀與公民科技之推廣：舉辦媒體識讀研習活動，

並鼓勵媒體人參與相關國際組織；舉辦公民科技研討

會，提升政府與非政府組織之科技力，並促進網路治理

與公民參與。 

 

2. 人權推廣 

（1）整體公民權：辦理促進轉型正義研討會及相關活動、自

由人權教育推廣計畫、人權之路青年體驗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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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婦女人權：辦理女性影展、「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

約」(CEDAW)相關研討會、參與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

相關會議。 

（3）兒童人權：舉辦國際兒童人權高峰會、少年人權夏令營、

兒少上網安全國際研討會。 

（4）原住民權益：辦理原住民議題國際研討會、民族誌影展

巡演暨研習營。 

（5）性別人權：辦理國際性別人權交流考察計畫、婚姻平權

修法國際論壇及交流計畫。 

（6）移民工人權：辦理外籍配偶交流活動及研習成長營、移

民工文學獎、移民工影像工作坊計畫。 

 

 辦理民主人權相關活動 

    為深化臺灣民主與人權，本會與國內相關非政府組織合作，

共同辦理促進民主人權之活動，如：學術研討會及論壇、研習營、

演講會、座談會、觀選活動等，以擴大社會參與，喚起一般社會

大眾對於民主人權發展的關心，共同創造優質的公民社會。 

 

  (四) 亞太民主資訊中心 

1. 管理基金會網站並更新網站資訊。 

2. 管理網路設備與資訊系統。 

3. 持續提供 Anti-Spam/Anti-Virus防禦與過濾機制 Email服務。 

4. 管理數位內容管理系統與電子報系統，提供外界掌握並參與本

會最新業務動態，以提升本會舉辦活動之媒體能見度。 

5. 維護電腦實體隔離機制，以加強機密業務防護能力。 

6. 參酌政府機關組織相關辦法，檢討本會「資訊安全政策」。 

7. 持續維護並整合年度活動數位照片資料庫。 

8. 處理同仁電腦軟硬體及周邊設備之安裝設定、操作指導及故障

排除維修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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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持續辦理系統安全弱點掃瞄，並針對掃瞄結果評估其相關風

險，進行更新修補作業，以降低危害風險。 

10.檢討老舊資訊設備並提出汰舊換新之需求。 

 

 (五) 研究企劃組 

1. 為鼓勵全球民主與人權之學術研究，除持續辦理中文「臺灣民

主季刊」（Taiwan Democracy Quarterly）及英文「臺灣民主期刊」

（Taiwan Journal of Democracy）出版業務，並提供刊物全文下

載服務，本會業已與國家圖書館及華藝公司分別進行電子期刊

服務系統合作計畫，可將民主刊物各期全文電子系統化；本會

並已定期將刊物寄贈全球主要學術機構供參。 

2. 持續推動兩岸年度人權觀察報告計畫：出版中英文版「中國大

陸人權觀察」（China Human Rights Report），除提供刊物全文下

載服務，並將刊物寄贈全球主要學術機構供參，以關懷並促進

中國大陸民主化與人權狀況之改善。 

3. 依據董事會決議持續舉辦「兩岸交流」活動：邀請熟悉兩岸現

勢發展之兩岸學者專家，與對岸智庫相互進行交流參訪，以促

進各界對於兩岸變遷情勢之了解，並增進本會與國內外夥伴間

對於推動中國大陸民主化各項計畫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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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000 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137,997千元，增加 4,003千元，約 2.9%，主要係本年度資本門減

少 4,003千元所致。 

(二) 本年度財務收入 1,500千元，同上年度預算數。 

(三) 本年度管理費用 35,500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35,484千元，增

加 16千元，約 0.045%，主要係上年度經立法院減列經費所致。 

(四) 本年度其他業務支出 106,400 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102,497 千



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 

預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108年度 

 

-  - 9 

元，增加 3,903 千元，約 3.81%，主要係本年度資本門減少 3,903

千元所致。 

(五) 以上總收支相抵後，計本期賸餘 1,500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1,516

千元，減少 16千元，約 1.06%，主要係上年度經立法院減列經費

所致。 
 

二、現金流量概況： 

(一) 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5,825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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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包括增加捐贈基金 5,000千元，增加固定資產 3,000千元。 

(三)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8,000 千元。其中現金流入合計 8,000 千

元，包括增加基金及公積 8,000千元。 

(四) 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 5,825 千元，係期末現金 89,027 千元，較

期初現金 83,202千元增加之數。 
 

三、淨值變動概況： 

    本年度期初淨值 1億 9,294萬 4千元，增加本年度賸餘 1,500千元，

加計本年度捐贈基金增加數 8,000千元，期末淨值 2億 244萬 4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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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468千元，較預算數 137,239

元，減少 7,771千元，約 5.66%，主要係補助經費減少所致。 

2、財務收入決算數 712 千元，較預算數 1,000 千元，減少 288 千

元，約 28.8%，主要係基金孳息利率下降所致。 

3、管理費用決算數 30,059千元，較預算數 34,500千元，減少 4,441

千元，約 12.87%，主要係折舊、人事費等科目經費減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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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業務支出 103,346千元，較預算數 102,739千元，增加 607

元，約 0.59%，主要係補助款支出科目增加所致。 

5、以上總收支相抵後，計本期短絀 3,225千元，較預算數 1,000千

元，減少 4,225千元，約 422.5%，主要係資產折舊及攤提所致。 

(二)計畫執行成果概述： 

 
106年1月1日至12月31日之業務執行情形如下： 
 
 國際合作組 
 
1.  2017年國際訪問學者Matteo Fumagalli教授研究成果發表會 

 辦理時間： 106.01.03 

 辦理地點：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參 與 者： 國際訪問學者Matteo Fumagalli教授（義大利籍）、政治大學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丁樹範主任、淡江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學

系林若雩副教授、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孫采薇助理教授，並

開放報名參加。 

 執行方式： 本成果發表會由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丁樹範主任擔任

主持人，國際訪問學者Matteo Fumagalli教授進行成果報告，

並由淡江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林若雩副教授以及政治大

學東亞研究所孫采薇助理教授進行評論。 

 成果效益： 透過觀察臺灣與緬甸之間的互動關係，以瞭解我國政府推動

「新南向政策」的未來走向。 

 

2. 2017年博士論文研究員 Anna Matevosyan女士研究成果發表會 

 辦理時間： 106.02.22 

 辦理地點： 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參 與 者： 博士論文研究員 Anna Matevosyan女士（亞美尼亞籍）、臺灣

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盧道杰副教授、世新大學行政管理

學系方凱弘助理教授，並開放報名參加。 

 執行方式： 本成果發表會由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盧道杰副教授

擔任主持人，博士論文研究員 Anna Matevosyan 女士進行成

果報告，並由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方凱弘助理教授進行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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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成果效益： 透過臺灣野生動物保護區的案例分析，瞭解民主決策與環境

保護之間的權衡關係，以及地方政府環境政策治理與自然資

源管理之現行狀況。 

 

3. 參加「聯合國第 61 屆婦女地位委員會（CSW 61）暨非政府組織周邊會議

（NGO CSW Forum）」 

 辦理時間： 106.03.11~106.03.24 

 辦理地點： 美國紐約聯合國大廈 

 參 與 者： 本會楊黃美幸副執行長 

 執行方式： 本次大會主題為「職場變遷下的女性經濟賦權」（Women’s 
Economic Empowerment in the Changing World of Work），楊黃

副執行長並受邀於「Overcoming Challenges Facing Women in 

Business in this Changing World」研討會擔任與談人。 

 成果效益： 本次會議聚焦於婦女的社經參與及權益發展等議題，與會者

藉此機會進行意見交換，並分享彼此經驗。 

 

4. 赴美國紐約、華府參訪及出席「美國外交政策全國委員會」會議 

 辦理時間： 106.03.27~106.04.07 

 辦理地點： 美國紐約、華府 

 參 與 者： 本會徐斯儉執行長、陳婉宜副執行長、國內推展組周雅薇助

理研究員。 

 執行方式： 應財團法人兩岸交流遠景基金會之邀，赴美參訪及出席「美

國外交政策全國委員會」（National Committee o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CAFP）會議。訪團並拜會美國與民主人權、

國際關係相關之非政府組織與智庫，包括「自由之家」

（Freedom House）、「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國家亞洲研究局」（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美國進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美中經濟與安全審議委

員會」（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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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CC）、「國際私人企業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Private 

Enterprise, CIPE）等，就全球民主人權所面臨之挑戰及現今

國際局勢等議題進行意見交換，並對未來合作機會進行討論。 

 成果效益： 鞏固與擴展本會與國際智庫及非政府組織之網絡，使國際社

會瞭解臺灣民主與公民社會發展現況及成果，並將臺灣民主

經驗貢獻於國際社會。 

 

5. 辦理第十二屆「亞洲民主人權獎」專案 

 辦理時間： 106.04.15~106.12.10 

 辦理地點： 臺灣臺北 

 參 與 者： 擬邀請蔡總統英文、本會蘇董事長嘉全、亞洲民主人權獎得

主、本會董事及監察人、本會全體同仁、亞洲民主人權獎審

查委員、駐臺使節、外交部及非政府組織團體等代表約 100

人參加頒獎典禮。 

 執行方式： 第十二屆「亞洲民主人權獎」之徵選提名作業，已於 4月 15

日展開，透過電子報、書面、會議、網站與臉書粉絲頁公告

等宣傳方式，鼓勵世界各地民主與人權相關組織與專家，提

名對亞洲民主與人權發展有卓越貢獻之個人或團體。「亞洲民

主人權獎」已於 7月 15日截止提名，並於 8月 24日舉行初

審會議，9月進行決審。初審審查委員包括財團法人二十一世

紀基金會高育仁董事長、本會蔡政文董事、中央研究院社會

學研究所蕭新煌特聘研究員、外交部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陶

儀芬主任委員、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紀惠容執

行長及臺灣海外援助發展聯盟王金英理事長。決審審查委員

擬邀請美國「世界民主運動」主席加拿大籍的金．坎培爾女

士（Ms. Kim Campbell）、第三屆「亞洲民主人權獎」得主暨

阿富汗獨立人權委員會主席西瑪．薩瑪爾醫師（Dr. Sima 

Samar）、美國「自由之家」研究事務資深副主席阿奇．帕丁

頓先生（Mr. Arch Puddington）、「國際特赦組織」東亞區主任

軻林先生（Mr. Nicholas Bequelin）以及「國際反死刑委員會」

委員奈薇．皮萊女士（Ms. Navi Pillay）。11月召開遴選結果

記者會，並於 12 月 10 日舉行頒獎典禮，邀請蔡總統英文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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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頒獎人。 

 成果效益： 藉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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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亞洲民主發展及人權水準，同時藉

由深化本會和得獎者及其夥伴之間的關係，進一步擴大他們

工作的影響力。 

6. 辦理「民主社群青年領袖論壇」 

 辦理時間： 106.04.19~106.04.22 

 辦理地點： 本會會所 

 參 與 者： 招募對象依洲別與地區分為臺灣、亞洲、美洲、歐洲、非洲

等五個區域，共計 28位參與公民社會、民主運動的青年領袖

參加。 

 執行方式： 由「民主社群」與本會合作辦理，舉行共計四天的工作坊，

包含三天的課程訓練以及一天的參訪活動。論壇中並針對全

球民主發展、民主危機、青年參與等議題進行討論。 

 成果效益： 加強國際對話，以及為往後深化民主與公民社會發展建立合

作架構，並且針對九月於美國華府舉辦之「民主社群」第九

屆部長級會議提供建議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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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ganization, UNPO)執行委員會會議 

 辦理時間： 106.05.12~106.05.13 

 辦理地點： 比利時布魯塞爾 

 參 與 者： 本會楊黃美幸副執行長 

 執行方式： 赴比利時布魯塞爾出席「無代表國家及民族組織」

(Unrepresented Nations and Peoples Organization, UNPO)執行

委員會會議。 

 成果效益： 將臺灣推展自由、民主、人權的成就與寶貴經驗，藉由 UNPO

平臺與國際社會分享，促進他國之人權發展與民主化進程。 

 

8. 參加「國際自由婦女聯盟」(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Liberal Women, INLW)

會議與「國際自由聯盟」(Liberal International, LI) 70週年大會 

 辦理時間： 106.05.16~106.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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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地點： 安道爾 

 參 與 者： 本會楊黃美幸副執行長 

 執行方式： 赴安道爾出席「國際自由婦女聯盟」(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Liberal Women, INLW)會議與「國際自由聯盟」 (Liberal 

International, LI) 70週年大會。 

 成果效益： 本次「國際自由聯盟」大會主題為「2017年自由宣言」（Liberal 

Manifesto 2017），會議討論議題包括婦女與兩性平等。楊黃

副執行長並以亞洲代表的身份對於婦女賦權的發展提出報

告，並進行相關經驗的交流。 

 

9. 出席「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第四屆「臺日戰略對話」座談會 

 辦理時間： 106.05.17~106.05.20 

 辦理地點： 日本東京 

 參 與 者： 本會徐斯儉執行長 

 執行方式： 赴日本東京出席「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第四屆「臺日戰略

對話」座談會，會中與「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代表共同討

論臺日安全與外交相關議題。 

 成果效益： 雙方對亞太戰略問題有更深入的探討與交流。 

 

10. 參加「奧斯陸自由論壇」(Oslo Freedom Forum, OFF)第九屆年會 

 辦理時間： 106.05.21~106.05.25 

 辦理地點： 挪威奧斯陸 

 參 與 者： 本會廖福特董事 

 執行方式： 本會廖福特董事代表本會赴挪威奧斯陸參加「奧斯陸自由論

壇」(Oslo Freedom Forum, OFF)第九屆年會。 

 成果效益： 廖董事於論壇中和與會代表針對全球民主發展、挑戰與希望

以及言論自由等議題進行意見交換，對於相關議題均有更深

入的瞭解。 

 

11. 2017年國際訪問學者 Thomas B. Gold教授研究成果發表會 

 辦理時間： 106.06.02 

 辦理地點：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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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 與 者： 國際訪問學者 Thomas B. Gold 教授（美國籍）、中央研究院

社會學研究所陳志柔副所長、政治大學社會學系關秉寅教

授、本會徐斯儉執行長，並開放報名參加。 

 執行方式： 本成果發表會由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陳志柔副所長擔任

主持人，國際訪問學者 Thomas B. Gold教授進行研究成果報

告，並由政治大學社會學系關秉寅教授進行評論。 

 成果效益： 藉由 Pierre Bourdieu的資本理論與 Neil Fligstein的市場社會

學理論，分析臺灣於國民政府執政時期的民主制度以及後續

臺灣民主化的過程。 

 

12. 赴英國倫敦、諾丁漢與愛丁堡參加會議及拜會重要智庫 

 辦理時間： 106.06.18~106.06.30 

 辦理地點： 英國倫敦、諾丁漢、愛丁堡 

 參 與 者：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林正義副主任委員、本會徐斯儉執行長、

財團法人兩岸交流遠景基金會賴怡忠執行長、本會《臺灣民

主通訊》主編寇謐將(Michael Cole)、本會媒體公關專員徐薇

婷以及行政院大陸委員會黃彥穎副研究員。 

 執行方式： 本會組團赴英國倫敦拜會多個當地重要智庫，並應諾丁漢大

學「臺灣研究計畫」之邀參加其年度圓桌會議，另應「無代

表國家及民族組織」 (Unrepresented Nations and Peoples 

Organization, UNPO)之邀，前往愛丁堡參加其第十三屆會員大

會及理事會會議。 

 成果效益： 本次組團目的在於與英國倫敦當地智庫針對臺灣重要議題進

行交流，並討論未來合作之可能性。另，英國諾丁漢大學「臺

灣研究計畫」本年度之圓桌會議旨在從不同面向檢視臺灣的

民主化程度及政制發展。今年 UNPO第十三屆會員大會及理

事會會議重點為討論重要決議案，並舉行一系列組織要職選

舉，本會所提出的決議案獲得全數會員支持通過，並再次當

選理事會成員之一。 

 

13. 2017年民主人權實踐訪問學者貝嶺先生研究成果發表會 

 辦理時間： 106.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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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地點： 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參 與 者： 民主人權實踐訪問學者貝嶺先生（美國籍）、政治大學國家發

展研究所李酉潭所長、詩人及獨立出版人孟浪先生、本會盧

業中副執行長，並開放報名參加。 

 執行方式： 本成果發表會由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李酉潭所長擔任主

持人，民主人權實踐訪問學者貝嶺先生進行研究成果報告，

並由詩人及獨立出版人孟浪先生進行評論。 

 成果效益： 對於在中國的政治及經濟壓力下，香港和臺灣出版業、書店

業、印刷業所受的影響及其所產生的自我審查現象有更進一

步的瞭解。 

 

14. 參與科技部舉辦之「2017科技臺灣探索」計畫（候鳥計畫） 

 辦理時間： 106.06.26~106.08.14 

 辦理地點： 本會會所 

 參 與 者： 候鳥計畫實習學員 2名。 

 執行方式： 學員至本會報到後，本會先安排相關講座，讓學員認識臺灣

的民主、外交現況及兩岸關係發展並瞭解臺灣在人權努力的

成果，並讓學員協助本會相關業務，使他們瞭解國內非政府

組織之運作。 

 成果效益： 透過講座課程讓學員瞭解臺灣，並藉由安排學員協助本會相

關業務，讓學員可以瞭解國內非政府組織之運作。 

 

15. 第四屆「亞洲青年領袖民主研習營」 

 辦理時間： 106.07.31~106.08.08 

 辦理地點： 本會會所 

 參 與 者： 招募對象以 25歲到 35 歲、具有 3年以上參與社會運動或相

關經驗的青年為主，共計招募20位來自亞洲各地的學員參加。 

 執行方式： 舉辦為期 9 天的研習營，邀請國內外學者專家講授民主人權

相關課程。除相關研習課程外，亦安排學員拜會政府機關、

民主景點以及國內非政府組織，從多元面向讓各國學員進一

步認識臺灣。 

 成果效益： 透過此一研習營，鼓勵國內青年與亞洲國家之青年領袖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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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為他們建立一個討論與對話的平臺及網絡，並將臺灣

成功的民主經驗傳遞至世界其他角落。 

   

16. 赴美國華府參加「民主社群」第九屆部長級會議 

 辦理時間： 106.09.11~106.09.15 

 辦理地點： 美國華府 

 參 與 者： 本會徐斯儉執行長、高英茂資深研究員、國際合作組蕭伃君

副研究員。 

 執行方式： 參加兩年一度之「民主社群」部長級會議及 Civil Society Pillar

會議。 

 成果效益： 促進國際交流合作，並加強國內非政府組織在國際場域進行

第二軌外交。 

   

17. 辦理「中國在全球的影響力對民主的傷害」工作坊 

 辦理時間： 106.09.16~106.09.17 

 辦理地點： 美國華府 

 參 與 者： 本會徐斯儉執行長、《臺灣民主通訊》主編寇謐將(Michael 

Cole)、國際合作組蕭伃君副研究員以及來自美、歐、亞洲等

地 20名學者。 

 執行方式： 舉辦為期兩天的工作坊，邀請美、歐、亞洲等地學者發表文

章，描述並分析中國全球影響力的提高對各國內部及全球民

主所產生之作用。 
 成果效益： 2018年將在臺灣舉辦第二次之工作坊，相關學者將再度共同

討論文章內容，相關文章並將集結成書。 
 
● 國內推展組 
 
1. 《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對臺灣公民社會之影

響座談會 

 辦理時間：106.01.24、106.02.09 

 辦理地點： 本會會所 

 參 與 者： 本會、陸委會、移民署、國家安全會議人員及國內 NGO團體。 

 執行方式： 本會邀請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國家安全會議及移民署官員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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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與國內 NGO團體閉門座談。 

 成果效益： 探討此法案，對國內 NGO在從事兩岸交流或相關工作，以及

其對臺灣公民社會之影響，並強化本會做為國內 NGO與政府

政策於此議題溝通之橋樑角色。 

 成果效益： 瞭解臺灣民眾的民主參與經驗與看法，研究臺灣民主參與典

範之轉移與變遷，提供學術和政府有關單位擬定政策參考。 

   

2. 「參與式預算在臺灣：國內與國際的對話」國際研討會 

 辦理時間：106.02.17~106.02.19 

 辦理地點： 臺灣 

 參 與 者： 本會全體工作同仁，參與者還包括相關政府部門代表、國內

外專家學者及實務工作者，開放報名參加。 

 執行方式： 與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合作舉辦 1 日實地參訪行程以

及 2日研討會。 

 成果效益： 邀請國內外學者專家探討目前在全臺各地施行的參與式預算

計畫案，並借鏡國外之經驗，以提高公民參與之意願，並作

為地方政府改進之依據。 

 成果效益： 發表各國國家食品安全法案政策及管理經驗報告，建立國內

外食品安全產官學交流平臺。 

  

3. 赴史丹福大學參加「2016-17 臺灣民主年會：臺灣民主發展－馬英九時代的

反省與回顧」會議 

 辦理時間：106.03.08~106.03.12 

 辦理地點： 美國舊金山 

 參 與 者： 本會國內組俞振華主任。 

 執行方式： 美國史丹福大學民主發展與法治研究中心為探討臺灣近年民

主發展，邀請本會俞振華主任，於 106年 3月 9日至 10日參

與「2016-17臺灣民主年會：臺灣民主發展－馬英九時代的反

省與回顧」會議，並以「The Changing Media Environment and 

Public Opinion」為題發表論文，未來該文也將收錄於由史丹

福大學 Larry Diamond教授所編輯的專書當中。 

 成果效益： 與臺美當代重要政治學家交流，從國內社會結構變遷、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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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與分配，以及國際安全戰略角度，檢視臺灣民主政治發

展，展望未來臺灣在民主深化期所面臨的挑戰與契機。 

   

4. 「2017臺灣社會公平正義」民意調查計畫 

 辦理時間：106.04.01~106.05.31 

 辦理地點：臺灣 

 參 與 者： 以臺灣地區（不含金門、馬祖）年滿二十歲以上的成年人為

訪問對象，達成 1,067份樣本。 

 執行方式： 由本會徐斯儉執行長、國內組俞振華主任及王宏忠研究員，

召集此領域學者專家組成研究小組，並委託民意調查單位，

執行電訪調查，並將撰寫學術論文發表於今年度臺灣政治學

會年會。 

 成果效益： 瞭解臺灣民眾對於社會公平、世代正義等議題的看法，提供

學術和政府有關單位擬定政策參考。 

   

5. 與韓國東亞中心(EAI)合辦 Gender Equality in Asia: The Case of Taiwan 

 辦理時間：106.06.01~106.08.31  

 辦理地點：本會、韓國首爾 

 參 與 者： 本會徐斯儉執行長、陳婉宜副執行長、國內組俞振華主任。 

 執行方式： 本會受邀與韓國東亞中心（East Asia Institute, EAI）組成「亞

洲民主研究網絡（ Asia Democracy Research Network, 

ADRN）」，今年度研究臺灣推動性別平等的成果，並且與國

際分享，具體規劃包括三部份：第一，撰寫報告關於臺灣推

動性別平等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第五項性別平等目標之指標達成狀況；第二項為辦理

全國性工作坊，探討臺灣性別平等發展之現況與展望；第三

項為拍攝專家訪問短片，上傳網路，與東亞各國共同發表。 

 成果效益： 此案關懷臺灣性別人權發展狀況，並推動本會加入國際研究

網絡平臺。 

   

6. 辦理「2017東亞民主論壇（EADF）大會」 

 辦理時間：106.05.22~106.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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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地點：臺灣 

 參 與 者： 本會、國內 NGO 團體，及 EADF 網絡成員、民主社群

(Community of Democracies)成員。 

 執行方式： 從網絡安全、婦女賦權，以及維持有利市民社會發展環境等

角度。邀請相關領域專家，進行演講、圓桌討論及培訓活動。

邀請國內外講師共八位就上述議題進行專題演講，包含：美

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副執行長 Louisa Greve、美國全國民主研

究所治理計畫主任 K. Scott Hubli、台灣人權促進會秘書長邱

伊翎、沃草專案經理與國會調查兵團發起人王希、美國全國

民主研究所性別議題專家 Crystal Rosario、One-Forty共同創

辦人吳致寧、公民社會組織發展有效性夥伴平臺共同主席

Tetet Lauron、Women's Group Gabriela秘書長 Joms Salvador。

此外，也邀請 EADF 網絡成員、民主社群(Community of 

Democracies)成員進行圓桌論壇。之後，則與開放文化基金

會、勵馨基金會、臺灣海外援助發展聯盟合作，就三個會議

主題，對亞洲 NGO工作者辦理培訓工作坊。 

 成果效益： 邀請國內外學者專家與 NGO工作者分享經驗與交流，增進臺

灣 NGO與國際公民社會之連結。串聯亞洲各國相關組織，因

應當代民主之挑戰，也運用臺灣 NGO 在網絡安全、婦女賦

權，以及維持有利市民社會發展環境上的專長與國際連結，

提供亞洲 NGO工作者實質的培力與訓練，使國際社會認識臺

灣對鞏固全球民主發展之實力，也推動臺灣民主基金會成為

亞洲民主鞏固最有力的平臺。 

  

7. 規劃辦理 2017國內補助業務實地訪查 

 辦理時間： 106.10.01~106.10.31 

 辦理地點：臺灣 

 參 與 者：國內組人員 

 執行方式： 派員前往受補助單位，以訪談方式瞭解該單位組織、人事、

行政業務及活動辦理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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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果效益： 此案為延續性援例辦理，實地瞭解受補助單位及補助案辦理

績效，亦藉此機會推廣本會業務宗旨。 

  

8. 規劃辦理「2017 臺灣民主發展」民意調查計畫 

 辦理時間： 106.10.01~106.11.30 

 辦理地點： 臺灣 

 參 與 者： 以臺灣地區（不含金門、馬祖）年滿二十歲以上的成年人為

訪問對象，達成 1,067份樣本。 

 執行方式： 由本會徐斯儉執行長、國內組俞振華主任及王宏忠研究員，

召集此領域學者專家組成研究小組，並委託民意調查單位，

執行電訪調查。 

 成果效益： 瞭解臺灣民眾對於民主政治之信念、當前民主發展之滿意度

及相應之政治行為，提供學術和政府有關單位擬定政策參考。 
 
● 研究企劃組 
 
1. 《臺灣民主季刊》出版案 

 辦理時間： 106.01.01~106.12.31（每年 3、6、9、12月出刊） 

 辦理地點： 本會會所 

 參 與 者： 高英茂資深研究員、周育仁主編、陳俊明執行編輯、彭士

宏主任、陳瀅斐助理研究員、編輯委員、投稿者約 40-50

人次、審稿者 90-100人次。 

 執行方式： 根據編委會依學術專業所建議之審查人，編輯部將投稿送

交雙向匿名審查，並由編輯委員會參酌評審意見，議決是

否刊登來稿。編輯部並依編輯委員會決議函覆作者，並進

行刊物編排作業。 

 成果效益： 本刊以探討民主與人權理論及臺灣民主政治等議題為宗

旨，由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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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 8 年持續獲得肯定，維持收錄於核心期刊

名單中。今年 3 月已經申請「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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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暨核心期刊收錄實施方案」。 

106年 3月及 6月分別出版第 14卷第 1期及 2期；第 14卷

第 3期 106年 9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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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臺灣民主期刊》（Taiwan Journal of Democracy, TJD）出版案 

 辦理時間：106.01.01~106.12.31（每年 7、12月出刊） 

 辦理地點： 本會會所、美國編輯部 

 參 與 者： 高英茂資深研究員、主編鄭敦仁教授、執行編輯 Deborah 

Brown、外部執行編輯 Andrew Marble、彭士宏主任、陳瀅

斐助理研究員、編輯委員、投稿者約 30人次、審稿者約 50

人次。 

 執行方式： 主編鄭敦仁教授收稿後，送交匿名外審，並根據外審意見，

諮詢編輯委員決定是否刊登來稿。之後由美國編輯部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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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本會和國際

著名研究民主領域之學者專家以及學術機構之交流合作，

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每年並透過不同學術議題所舉辦的國

際會議，強化本會以及本刊之宣傳。 

106年 7月出版第 13卷第 1期；第 13卷第 2期於 106年

1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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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研究案 

 辦理時間：105.12.01~106.12.31 

 辦理地點：本會會所 

 參 與 者： 徐斯儉執行長、俞振華主任、彭士宏主任、彭士芬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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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政府相關主管部門、中國相關領域之學者專家以及國

內重要 NGO負責人等。 

 執行方式： 除了訪談國內從事兩岸交流之 NGO人士外，同時透過與政

府部門之座談會，進一步瞭解中國新頒布的境外非政府組

織境內活動管理法之實施情形以及影響。 

 成果效益： 中國當局於 105 年通過《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

法》，主管機關也由原先之民政部改為公安部，對於海外

NGO在中國設立辦公室之註冊與管理方式，產生相當大的

影響。透過本計畫所舉辦的座談會與相關訪談，可以瞭解

該法對於從事兩岸活動之民間組織與臺灣公民社會所產生

之影響和衝擊。 

  

4. 中英文版《2017中國人權觀察報告》出版案 

 辦理時間：106.01.01~106.12.31 

 辦理地點：本會會所 

 參 與 者： 徐斯儉執行長、盧業中副執行長、彭士宏主任、張育瑄助

理研究員、董立文教授、王占璽博士後研究員、王嘉州教

授、廖福特研究員、吳瑟致助理研究員、張家麟教授、蔡

秀菁助理教授、張弘遠副教授、伍維婷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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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商人權、性別人權與總論八

個子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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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編成週誌與月報。並以相關資料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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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於 12月辦理例行期末報告發表會議之外，政治

大學與臺灣政治學會合作舉辦年會期間，本會於 11 月 12

日舉辦「中國人權」專題研討會。 

本會日後將就各篇章研究學者所蒐集之媒體報導彙整成資

料庫，力求中國人權觀察報告除了質化的研究外，也能增

加量化的分析。 

 成果效益： 本計畫的寫作架構採用聯合國頒佈的兩公約以及中國憲法

做為標準，對該年度中國人權發展狀況進行評論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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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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學者專家與

民間團體對於中國大陸人權與民主現況有更完善之瞭解。 

5. 臺灣民主通訊案 

 辦理時間： 106.01.01~106.12.31 

 辦理地點： 本會會所 

 參 與 者： 徐斯儉執行長、彭士宏主任、張育瑄助理研究員、寇謐將

（Michael Cole）先生、徐薇婷副研究員、蕭伃君副研究員

以及國內 NGO人士等。 

 執行方式： 計畫邀請對於臺灣政情發展瞭解之著名國際專欄作家，以

通訊報導之方式，針對臺灣時下的人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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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並於 106年 2月 23日舉辦創

刊號發表茶會。 

  

6. 參加斯洛維尼亞座談會與歐洲臺灣研究學會第 14屆年會 

 辦理時間： 106.02.28~106.03.04 

 辦理地點： 斯洛維尼亞盧比安那與義大利威尼斯 

 參 與 者： 廖福特董事、徐斯儉執行長、鄭敦仁教授、廖達琪教授、

Dr. Shelly Rigger、Dr. Erik Kuhonta、Dr. Ian Chong、彭士宏

主任、蕭嘉倫助理研究員等。 

 執行方式： 本會代表前往斯洛維尼亞盧比安那，參加由斯洛維尼亞盧

比安那大學（University of Ljubljana）亞非研究學系

（Department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臺灣研究中心主

辦之「東亞地區的民主與穩定」（Stability and Democracy in 

East Asia）座談會。該座談會於 2月 28日舉行，徐執行長

除致開幕詞外，同時接受當地廣播電視臺記者專訪，暢談

臺灣民主經驗。 

歐洲臺灣研究學會（European Association of Taiwan Studies）

第 14屆年會於 3月 2日至 4日，假義大利威尼斯召開，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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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長受邀於開幕式中致詞。本會今年贊助「解釋東亞民

主化：處於歷史與比較視野中的臺灣」（Interpreting East 

Asian Democratization: Taiwan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為主題之研討會，並由廖達琪教授、Dr. Shelly 

Rigger、Dr. Erik Kuhonta、Dr. Ian Chong就相關主題發表論

文。本次會議共進行 18 場研討會，超過 60 餘位來自臺灣

與歐美的學者發表論文。 

 成果效益： 兩個會議的主辦單位分別為斯洛維尼亞的臺灣研究中心與

歐洲臺灣研究學會，都是與本會長期合作，位於歐洲地區

的學術夥伴。在歐洲大部分國家沒有與臺灣建立正式外交

關係的情形下，透過這兩個會議，可以增加與歐洲學者之

接觸，強化本會與歐洲地區的學術合作，培養歐洲學術圈

友臺之力量，藉以將臺灣的民主形象傳播於歐洲大陸之上。 

  

7. 紀念臺灣解嚴 30周年學術活動 

 辦理時間： 106.06.16~106.11.22 

 辦理地點： 本會會所、中央研究院 

 參 與 者： 徐斯儉執行長、陳婉宜副執行長、鄭敦仁教授、Laurence 

Whitehead、Dirk Berg-Schlosser、Mina Sumaadii、Marco 

Bünte、Eve Warburton、Erik Kuhonta等學者，以及彭士宏

主任、陳瀅斐助理研究員、張育瑄助理研究員。 

 執行方式： 為紀念臺灣解嚴 30周年，並探討東亞各國民主發展歷程，

特別由本會英文期刊主編鄭敦仁教授主持「民主堅持：觀

念與現象」 (Democratic Persistence: A Concept and a 

Phenomenon)研究案。邀請相關領域之學者，針對臺灣、蒙

古、南韓、印尼、菲律賓、泰國、柬埔寨與緬甸等東亞國

家之民主發展進行研究，除於 6 月 16 日至 17 日辦理「民

主堅持：觀念與現象」工作坊外，在 11月 21日至 22日舉

辦研討會。所有發表的論文將集結成專書，並規劃由國際

知名出版社出版。同時，本會更與中研院合作，邀請到英

國牛津大學政治學系資深教授 Laurence Whitehead，於 11

月 20 日就「重新評估民主」（Democracy Reassessed: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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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enty-First Century Project Under Pressure）進行專題演講。 

 成果效益： 此工作坊的辦理，目的為探討東亞各國民主發展歷程，並

闡明為什麼民主國家是可持續發展的，東亞各國目前的民

主發展歷程面臨到何種狀況，是持續民主發展或是停擺，

背後的因素又是哪些？特別在今天民主政體正受到威權體

制挑戰，面臨衰退的危機下，本會邀請研究亞洲各國民主

發展之學者，以亞洲各國不同發展民主的歷程以及所遭遇

到的問題，來探究民主持續的重要特徵，並探討形成東亞

民主改變的主要因素。在臺灣解嚴 30周年，且成功經歷三

次政黨輪替，已達民主鞏固，對照全球民主正面臨衰退危

機與威權體制挑戰之際，此一研究案所提出之觀點與臺灣

的民主發展個案，特別有振聾發聵之效。 
 

 

    二、上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截至 107年 6月 30日止執行情形） 

(一) 政府補助基本營運收入執行數 64,203千元，與預計數同。 

(二) 財務收入執行數 279 千元，較預計數 600 千元，減少 321 千元，

約 5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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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14 千元，較預計數 17,742 千元，減少 3,228

千元，約 18.19%，主要係折舊尚未提列所致。 

(四) 其他業務支出執行數 12,161 千元，較預計數 37,450 千元，減少

39,088千元，約 76.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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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807千元，較預計數 9,611千元，增

加 28,196 千元，約 293.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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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30,180 100.00% 收入   143,500 100.00%   139,497 100.00% 4,003    2.87%

  業務收入

129,468 99.45%      政府補助基本營

     運收入
142,000 98.95% 137,997 98.92% 4,003    2.90%

預算1.5億元，減

除挹注基金5,000
千元、資本門

3,000千元。

  業務外收入

712        0.55%      財務收入 1,500     1.05% 1,500     1.08% -            0.00% 基金孳息。

  133,405 102.48% 支出   141,900 98.89%   137,981 98.91% 3,919    2.84%

預算1.5億元，減

除挹注基金5,000
千元、資本門

3,000千元及立法

院減列100千元。

  業務支出

30,059   23.09%      管理費用 35,500   24.74% 35,484   25.44% 16         0.05%

103,346 79.39%      其他業務支出 106,400 74.15% 102,497 73.48% 3,903    3.81%

-             -                所得稅費用

     (利益)
-             -            -             -           -            -           

3,225)(    -2.48% 本期賸餘(短絀) 1,600     1.11% 1,516     1.09% 84         5.54%

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金會

收支營運預計表
中華民國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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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0                                

    利息股利之調整 1,500)(                              

    未計利息股利之稅前賸餘（短絀） 100                                   

    調整非現金項目

    折舊費用 4,325                                

    應收款項 -                                       

    預付款項 -                                       

    應付款項 -                                       

    未計利息股利之現金流入（流出） -                                       

    收取利息 1,500                                

        業務活動之淨現金流入(流出) 5,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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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0                                

        籌資活動之淨現金流入(流出) 8,000                                

現金及約當現金之淨增(淨減) 5,925                                

期初現金及約當現金 83,202                              

期末現金及約當現金 89,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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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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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114                         8,000                113,114
挹注基金5,000千
元、資本門3,000
千元

累積餘絀

  累積賸餘                57,830                         1,600                  59,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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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944                         9,600                202,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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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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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468               政府補助基本營

運收入
142,000               137,997               

預算1.5億元，減

除挹注基金5,000
千元、資本門

3,000千元。

業務外收入

712                      利息收入 1,500                   1,500                   基金孳息。

130,180               總 計 143,500               139,497               

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金會

收入明細表
中華民國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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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59           管理費用 35,500                 35,484                 

14,756             薪資支出 17,792                 17,792                 25名員額

284                  加班費 140                      140                       依人事作業要點核實計算11.7千元*12月
1,468               年終獎金 1,860                   1,860                    年終14,880千元/12*1.5月

684                  考核獎金 1,170                   1,170                    依人事作業要點考核獎金

1,054               退休金準備金 1,275                   1,275                    以勞工局薪資投保級距7%計算106.3千元*12月
1,563               保險費 1,763                   1,763                    雇主負擔之員工勞健保費146.9千元*12月

81                    職工福利 50                        62                         文康活動費25人(正職)
-                       租金支出 -                           -                           倉庫租金每月42,500元，103年起已無租用

129                  文具用品 150                      150                       紙張文具、印刷、印表機用碳粉及墨水匣等
27                    旅費 150                      150                       派赴國內公務出差之差旅費

805                  郵電費 400                      400                       電話、傳真、簡訊通信及無線網路費
1,528               修繕維護費 2,100                   2,100                    房屋、設備、車輛修繕及植栽等維護費
1,204               水電費 1,500                   1,500                    水費及電費
3,938               折舊 3,975                   3,975                    行政設備之折舊費用

131                  會議費 250                      250                       舉辦董、監事會議等費用
35                    燃料費 50                        50                         公務車用油

181                  勞務費 300                      300                       會計師、代書及各項委託公費
851                  清潔費 900                      900                       會所環境清潔每月75千元*12月
346                  印刷費 400                      400                       簡介、年報等相關出版物印刷
994                  其他費用 1,275                   1,247                    書報雜誌及非屬上列之行政費用

103,346         其他業務支出 106,400               102,497               

           69,260   補助款支出 64,050                 62,597                 國內外及政黨補助

711                  委辦業務 1,800                   1,800                    
3,120               兼職費 3,000                   3,000                    一般公務所需兼職人員之費用

1,566               保險費 1,650                   1,400                    財產保險及保全費

1,540               臨時人員酬金 1,600                   700                       短期或特定工作計畫所需遴用之臨時人員

1,994               租金支出 2,000                   1,900                    網站異地備援、資安及網路設備、影印機租用等

10,654             旅費 11,000                 9,800                    邀請國內、外學者及外賓之機票、食宿等差旅費

1,371               郵電費 1,400                   2,000                    郵寄費、網路服務費

1,228               修繕維護費 1,300                   600                       軟硬體設施及、網域維護費

13                    廣告費 450                      500                       業務推廣之廣告支出

-                       折舊 350                      350                       資訊中心設備之折舊費用

4,964               會議費 8,000                   8,000                    各項會議之場地、佈置、餐費等

2,105               勞務費 3,500                   3,500                    業務委託專業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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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0               稿費 1,500                   1,500                    業務撰稿費用

1,398               活動費 1,500                   1,500                    舉辦活動之相關佈置、攝影等活動費

44                    禮品費 450                      500                       贈訪賓禮品

1,226               其他費用 1,350                   1,350                    會員費及非屬上列之業務費用

133,405         總 計 141,900              137,981               

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金會

支出明細表

中華民國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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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9 無 線 網 路 整 合 優 化

  什項設備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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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年度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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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年 ( 前 年 )
12月31日實際數

科 目
108年12月31日
預 計 數

107年(上年)12月31日
預 計 數

比較增(減－)數

資　　　產

流動資產
                 42,201   現金及銀行存款                 89,027                          83,202 5,825                 
                      225   應收款項                      400                               400 -                         
                   3,001   預付款項                   1,500                            1,500 -                         
                 45,427 流動資產小計                 90,927                          85,102 5,825                 

                 85,000 基金                 95,000                          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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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8,526                  機械及設備                 22,078                          19,259 2,819                 
20,935                  什項設備 29,875               29,694                        181                    

                 53,975 不動產、廠房及設備小計                 68,219                          65,219 3,000                 
39,170)(               減：累計折舊 58,046)(              53,721)(                       4,325)(                

                 14,805 不動產、廠房及設備淨額                 10,173                          11,498 1,325)(                
無形資產

1,658                    無形資產                   4,418                            4,418 -                         
1,394)(                   減：累計攤銷 -                         -                                  -                         

                      264 無形資產淨額 4,418                 4,418                          -                         
其他資產

2,799                    什項資產(陳飾品)                   2,542                            2,542 -                         
               148,295 資 產 合 計               203,060                        193,560 9,500                 

負　　　債

流動負債
14,526                  應付款項                      616                               616 -                         
21,102                  預(代)收款項                           -                                   - -                         
35,628                  負 債 合 計                      616                               616 -                         

淨　　　值

基金
                 30,000   創立基金                 30,000                          30,000 -                         
                 96,330   捐贈基金               113,114                        105,114 8,000                 

累積餘絀
13,663)(                 累積賸餘                 59,430                          57,830 1,600                 

               112,667   淨 值 合 計               202,544                        192,944 9,600                 
               148,295 負債及淨值合計               203,160                        193,560 9,600                 

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金會

資產負債預計表
中華民國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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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副主任                                                2

研究員                                                1

副研究員                                                6

助理研究員                                                5

專員                                                3

組員                                                2

辦事員                                                1

總　　　計                                              25

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金會

員工人數彙計表
中華民國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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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0                              -                              -                         350                         124                         151                              -                              -                      2,355

副執行長                      1,210                              -                              -                         240                           85                         106                              -                              -                      1,641

資深研究員                              -                              -                              -                              -                              -                              -                              -                              -                              -

主任                      2,971                              -                              -                         501                         227                         279                              -                              -                      3,978

副主任                      1,786                              -                              -                         285                         145                         171                              -                              -                      2,387

研究員                         858                              -                              -                         135                           67                           86                              -                              -                      1,146

副研究員                      3,528                              -                              -                         554                         120                         141                              -                              -                      4,343

助理研究員                      2,319                              -                              -                         364                         257                         418                              -                              -                      3,358

專員                      1,890                         140                              -                         359                         138                         222                              -                              -                      2,749

組員                      1,023                              -                              -                         165                           77                         128                              -                              -                      1,393

辦事員                         477                              -                              -                           77                           36                           60                              -                              -                         650

總計                    17,792                         140                              -                      3,030                      1,276                      1,762                              -                              -                    24,000

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金會

用人費用彙計表
中華民國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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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嘉全 105.03.23對外代表本會並對董事會負責
國立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

理碩士
董事長 立法院院長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執行長 廖福特 107.07.16綜理本會所屬會務並對董事會

負責
牛津大學法學博士 執行長

中央研究院法律學研究所

研究員、台灣國際法學會

秘書長及常務理事、台灣

人權促進會執行委員及副

會長及總統府人權諮詢委

員會副主任委員

無 無 140,000 無 無 無 無

副執行長 陳婉宜 105.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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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430 81,000 121,500 無 無

副執行長 盧業中 104.10.01督導研究企劃組、協助執行長

襄理會務

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政治

學博士
副執行長

政治大學外交系副教授、

國際研究英語碩士學位學

程主任

無
40,000
(兼職費) 無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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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671 71,525 107,288 無 無

國際

合作組
主任 唐博偉 105.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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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
(兼職費) 無 無 無 無 無

國內

推展組
主任 俞振華 105.6.17 國內推展組業務執行工作

美國哥倫比亞大學政治學

博士
國內推展組主任

國立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

心副研究員
無

25,000
(兼職費) 無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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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292 74,070 11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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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622 50,192 94,110 無 無

個人簡歷資料 經營投

資事業

情形

 兼職費
 107年度

每月薪金

106年度獎金
其他

福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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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