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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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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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0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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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摘要 

1. 政黨國會外交及民主交流 

2. 國際合作業務 

3. 國內推展業務 

4. 研究企劃業務 

（二）計畫緣由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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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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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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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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為深化臺灣民主，本會透過資源的分配與運用，與國內民間團

體、學術研究單位進行補助與委（合）辦民主及人權各項活動。 

4. 出版中文《臺灣民主季刊》（Taiwan Democracy Quarterly）、英

文《臺灣民主期刊》（Taiwan Journal of Democracy）及中英文

版《中國人權觀察報告》（China Human Rights Report）。 

5. 本計畫符合設立目的及捐助章程。 

（三）計畫重點 

1. 供取得立法院百分之五以上席次之各政黨及黨團申請推動民

主人權相關活動之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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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推動民主人權發展，透過各種方式協助亞洲各國的民主轉

型與鞏固。定期舉辦「亞洲民主人權獎」、「東亞民主論壇」、「亞

洲青年領袖民主研習營」，並積極參與區域性的民主相關機制

與活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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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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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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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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每年定期出版四卷中文《臺灣民主季刊》（Taiwan Democracy 

Quarterly）、二卷英文《臺灣民主期刊》（Taiwan Journal of 

Democracy）及一期中英文版《中國人權觀察報告》（China 

Human Rights Report）。 

（四）經費需求 

1. 政黨補助費 30,000 千元，需按立法院政黨席次之比例分配使

用。 

2. 國際合作業務費 49,000 千元。 

3. 國內推展業務費 48,800 千元。 

4. 研究企劃業務費 7,200 千元。 

（五）預期效益 

1. 促進國內各政黨推展有關民主與人權之活動，及對民主與人權

理論與實務之研究與推動，以提升臺灣民主品質，並強化與國

際民主接軌。 

2. 連繫亞洲各民主推廣機構，作為亞洲民主運動之資訊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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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持續將國內的 NGOs 推向國際，成為國際相關組織或網絡的領

導者，並將國外先進的觀念及作法引進國內，促進臺灣民主深

化，擴大民主參與。 

4. 《臺灣民主季刊》是國內政治學領域重要的學術刊物，以探討

民主與人權理論以及臺灣民主政治議題為宗旨。榮獲國科會評

定為「臺灣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TSSCI）期刊收錄名單，

名列科技部「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評比暨核心期刊收錄」

評定之核心期刊名單之中。《臺灣民主期刊》為本會主要對外

之英文學術刊物，對於本會與國際著名研究民主領域學者專家

以及學術機構之交流合作，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中國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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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報告》為本會關懷中國人權發展所撰寫，自 2004 年起每

年定期出版，回顧前一年度的中國人權發展概況。包涵社會、

政治、司法、經濟與環境、教育與文化及臺商、宗教、少數民

族人權，以及性別人權等，觀察大陸地區中臺灣民眾人權狀

況。持續辦理刊物出版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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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上年度預算數

142,000 千元，增加 28,500 千元，約 20.07%，主要係本年度業務

經費增加所致。 

(二) 本年度財務收入 900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1,500 千元，減少 600

千元，約-40%，主要係本年度基金孳息利率下降所致。 

(三) 本年度管理費用 35,500千元，同上年度預算數。 

(四) 本年度其他業務支出 128,700 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106,400 千

元，增加 22,300千元，約 20.96%，主要係本年度業務經費增加所

致。 

(五) 以上總收支相抵後，計本期賸餘 7,200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1,600

千元，增加 5,600 千元，約 350%，主要係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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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6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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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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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60千元，係期末現金 99,287千元，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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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初現金 89,027千元增加之數。 

 

三、淨值變動概況： 

    本年度期初淨值 202,444千元，增加本年度賸餘 7,200千元，加計

本年度捐贈基金增加數 8,000千元，期末淨值 217,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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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976千元，較預算數 137,997

元，減少 5,021千元，約-3.64%，主要係補助經費減少所致。 

2、財務收入決算數 836 千元，較預算數 1,500 千元，減少 664 千

元，約-44.27%，主要係基金孳息利率下降所致。 

3、管理費用決算數 30,424 千元，較預算數 35,484 千元，減少 5,060

千元，約-14.26%，主要係折舊、人事費等科目經費減少所致。 

4、其他業務支出 105,292千元，較預算數 102,497 千元，增加 2,795

元，約 2.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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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4千元，較預算數 1,516千

元，減少 3,420千元，約-225.59%，主要係資產折舊及攤提所致。 

(二)計畫執行成果概述： 

 

107年1月1日至12月31日之業務執行情形如下： 
 
一、國際合作組 
 

1. 參與「亞洲民主研究網絡（Asia Democracy Research Network, ADRN）斯

里蘭卡工作坊」 

 辦理時間： 107.01.17~107.01.20 

 辦理地點： 斯里蘭卡 

 參 與 者： 亞洲民主研究網絡 10 國會員組織代表 12名，以及本會彭士

芬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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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方式： 派員出席參與工作坊，延續與韓國東亞中心（East Asia 

Institute, EAI）組成「亞洲民主研究網絡」，並合作辦理「亞

洲性別平等發展研究：臺灣計畫」（Gender Equality in Asia: 

The Case of Taiwan）之研究成果，將臺灣推動性別平等與聯

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第五項性別平等目標之指標達成狀況分享予國際社會，並討

論國家報告發表型式及未來工作方向。 

 成果效益： 檢視臺灣性別平等發展達成聯合國永續目標程度，向國際社

會行銷臺灣性別人權之倡議經驗，並推動本會持續參與此區

域性民主研究網絡平臺，與亞洲各國民主組織建立結盟關

係。 

 

2. 辦理「東亞民主論壇重組會議」（East Asia Democracy Forum 

Reorganization Meeting） 

 辦理時間： 107.01.28 

 辦理地點： 本會會所 

 參 與 者： 日本、韓國、蒙古、菲律賓等亞洲區域夥伴、台灣人權促進

會秘書長邱伊翎、本會徐斯儉執行長、陳婉宜副執行長、唐

博偉主任，以及俞振華主任，共 10名。 

 執行方式： 辦理重組會議，選出執行委員會 8名代表，討論新的東亞民

主論壇章程，並且決定「第五屆東亞民主論壇」日期訂於本

年 6月 26日至 6月 27日，於臺北舉辦。  

 成果效益： 本次會議順利通過「東亞民主論壇」重組章程以及強化體制

等事宜，並由菲律賓「國際對話倡議組織」執行長 Gus Miclat

出任論壇主席；本會徐斯儉執行長擔任論壇秘書長，提供會

員國家更健全的交流平臺，以回應全球民主衰退潮所帶來的

挑戰，以及鞏固亞洲民主。 

 

3. 辦理「世界民主運動大會（World Movement for Democracy, WMD）亞洲

區域會議」 

 辦理時間： 107.01.29~107.01.30 

 辦理地點： 本會會所 

 參 與 者： 亞洲各國（日本、韓國、印度、印尼、菲律賓、緬甸、巴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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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等）民主人權運動夥伴 23名，以及本會徐斯儉執行長、

高英茂資深研究員。 

 執行方式： 舉辦論壇，邀請來自亞洲 9個國家和城市的民主人權運動夥

伴，以「強化亞洲民主團結」為主題，討論亞洲公民社會組

織的發展困境與對策。 

 成果效益： 此「亞洲區域會議」會議為本年 5月將於塞內加爾首都達卡

舉行的「第九屆世界民主運動大會」揭開序幕，並為亞洲場

次討論內容做準備。 

 

4. 與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國際事務學院與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簽訂國際

學人計畫合作備忘錄 

 辦理時間： 107.03.02～107.03.13 

 辦理地點： 國立政治大學 

 參 與 者： 本會徐斯儉前執行長、盧業中副執行長。 

 執行方式： 為促進全球民主人權發展之研究、增進對民主發展理論與實

際之了解，本會自 2003 年起即設立國際學人獎助研究計畫

（International Fellowship Program），為更進一步強化訪臺學

人與國內學術界之連結，本會與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

院、國際事務學院，以及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簽訂國際學人計

畫合作備忘錄。 

 成果效益： 借重政大三個系所與研究機構對社會發展議題的研究能量，

以及在國際關係、區域研究的專才，擴大此計畫學術效益。 

 

5. 參與「聯合國第 62 屆婦女地位委員會（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 CSW）暨非政府組織周邊會議（NGO CSW Forum）」 

 辦理時間： 107. 03.15～107.03.23 

 辦理地點： 美國紐約 

 參 與 者： 無任所大使暨本會楊黃美幸資深研究員。 

 執行方式 無任所大使暨本會楊黃美幸資深研究員現任「國際自由婦女

聯盟」（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Liberal Women, INLW）副主

席（代表亞洲），以及「國際職業婦女協會」（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Business Professional Worldwide, BPW）臺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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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始會員，此次 INLW 和 NDI 合作座談會，應邀代表本會參

與會議。 

 成果效益： 本年度優先主題為「實現兩性平等和賦予農村婦女和女孩權

力方面的挑戰與機會」（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 

achieving gender equality and the empowerment of rural women 

and girls），探討在實施與實現性別平等和婦女賦權當前的挑

戰與展望。 

 

6. 參與 National Committee o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舉辦 Forum on 

Asia-Pacific Security （FAPS），發表臺灣青年態度民調，以及拜訪智庫 

 辦理時間： 107.03.26～107.04.04 

 辦理地點： 美國華盛頓、紐約 

 參 與 者： 本會徐斯儉前執行長、蕭伃君副研究員。 

 執行方式： 本會執行長受邀參加於美國紐約舉辦之兩岸三邊會議、美中

關係全國委員會及於華盛頓全球臺灣智庫發表臺灣青年態度

之民調，並於兩地拜訪智庫。 

 成果效益： 三邊會談由美方、中方、我方各派專家學者參加，本次參加

會議臺灣方除了本會執行長，另有遠景基金會執行長賴怡

忠、貿協副董事長劉世忠、學者宋承恩、臺北論壇董事長蘇

起等，達到充分讓美方與中方理解我方立場的目標。民調的

發表也充分地向外界以及美方表達臺灣人以及臺灣年輕人對

保衛民主以及國防的承諾與決心。 

 

7.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何明修教授代表本會參與 New Trends in Civil 

Society: Comparing MENA States with Other Regions 國際工作坊 

 辦理時間： 107.04.16～107.04.19 

 辦理地點： 突尼西亞突尼斯 

 參 與 者：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何明修教授。 

 執行方式：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系何明修教授代表本會赴突尼西亞，參與

由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CEIP） 主辦

的「New Trends in Civil Society: Comparing MENA States with 

Other Regions」國際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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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果效益： 藉由參與該工作坊，與其他參與者討論交流不同形式的公民

參與，分享臺灣經驗，強化本會與主辦單位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之合作關係。 

 

8. 參與「第 9屆世界民主運動大會」 

 辦理時間： 107.05.06～107.05.09 

 辦理地點： 塞內加爾達卡 

 參 與 者： 本會徐斯儉前執行長、唐博偉主任、俞詠文專員。 

 執行方式： 本會徐斯儉前執行長率團參加「民主運動大會（World 

Movement for Democracy）」在塞內加爾達卡舉辦之「第 9屆

全球大會（Ninth Global Assembly）」，大會主題為「建立振興

民主策略夥伴（Building Strategic Partnerships for Democratic 

Renewal）」。為防止極權主義抬頭，全球公民社會應建構更強

的夥伴關係以鞏固民主價值。本次會議集結全球 100 多個國

家超過 350 名社運者與專家學者齊聚一堂，透過工作坊共同

分享商討對策。其中主題包含：捍衛網路資訊自由、推廣民

主規範與傳統價值共存、建立跨領域與跨世代的夥伴關係以

鞏固民主核心價值，與強化並推廣民主國家之區域與國際網

絡。同時也分析民主所面臨的挑戰，如：全球性的貪腐、散

播不實資訊與極端主義的暴力威脅等等。除參加會議外，徐

執行長並於大會之「Strengthening a Coalition for Democratic 

Renewal」工作坊與「Strengthening Democratic Unity in Asia」

周邊會議擔任與談人。 

 成果效益： 藉由參與本次大會，本會與世界各地官方、產業、學術、勞

工團體、智庫，以及公民社會組織等多元代表交流，建立合

作結盟，以鞏固全球民主社會價值。 

   

9. 參加「北美臺灣研究學會 2018德州奧斯丁年會」 

 辦理時間： 107.05.23～107.05.28 

 辦理地點： 美國奧斯丁 

 參 與 者： 本會盧業中副執行長。 

 執行方式： 應北美臺灣研究協會（North American Taiwan Studies 

https://www.na-ts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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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ion）邀請，本會盧業中副執行長出席「北美臺灣研

究學會 2018德州奧斯丁年會」，並且擔任「學術外交：北美

臺灣研究的現實與契機」（Academic Diplomacy: The Realities 

and the Opportunities of Taiwan Studies in North America）場次

與談人。 

 成果效益： 藉由與會，深化本會與受補助單位之關係，並藉由發表與臺

灣外交相關之觀察，深化北美之臺灣研究。 

 

10. 舉辦「捍衛民主：對抗威權之侵蝕」會議及工作坊 

 辦理時間： 107.05.28～107.05.29 

 辦理地點： 臺北福華文教中心 

 參 與 者： 本會徐斯儉前執行長、外交部吳志中次長、將近 20國內外學

者專家，包括美國 Prof. Aaron Friedberg、紐西蘭 Dr. Anne 

Marie、菲律賓 Dr. Aries Arugay、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吳

介民副研究員等。 

 執行方式： 以公開會議及座談會方式，邀請 Dr. Friedberg 發表主題演說

以及外交部長（次長代理）發表演說。座談會由 Dr. Marie、

澳洲 John Garnaut、出版「銳實力」的美國 NED 的 Shanthi 

Kalathil、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吳介民副研究員分別講述

中國在各國的銳實力影響，本座談由寇謐將（J. Michael Cole）

先生主持，另辦理討論各國因應中國影響力為題之閉門研討

會。 

 成果效益： 本次會議邀請到國際國關以及中國學者專家與會，媒體多有

報導讓社會更加了解中國銳實力不只在臺灣，而是在各國皆

引起警惕，以及民主國家如何在民主衰退的時代串聯合作、

捍衛民主。 

 

11. 辦理「中國工作小組」會議 

 辦理時間： 107.05.30 

 辦理地點： 本會會所 

 參 與 者： 本會徐斯儉前執行長、時任董事廖福特博士等中國領域相關

國內外專家學者等共 10人。 

https://www.na-ts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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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方式： 本會議首次開會於 2017 年布拉格，中國小組會議為公元兩千

論壇所發起的國際民主更新聯盟（International Coalition for 

Democratic Renewal）下的計畫。此次為小組第二次開會，與

「捍衛民主：對抗威權之侵蝕」會議接連於臺北舉辦，期達

最大效益。 

 成果效益： 確認本小組之宗旨：讓社會大眾了解中國影響的認識以強調

民主價值，並以此小組為公民社會平臺保障言論以及學術自

由並防止中國金錢攻勢。本小組於此會議決議將朝每年在公

元兩千論壇（每年於捷克舉行）之外開兩次會的方向前進。 

 

12. 辦理本會民主與人權實踐訪問學人 Afsaneh Seifinaji 女士研究成果發表會 

 辦理時間： 107.05.31 

 辦理地點： 國立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 

 參 與 者： 民主與人權實踐訪問學人 Afsaneh Seifinaji 女士（伊朗籍）、

國立政治大學中東與中亞研究碩士學位學程魏百谷主任、阿

拉伯語文學系劉長政助理教授，並開放報名參加。 

 執行方式： 本成果發表會由國立政治大學中東與中亞研究碩士學位學程

魏百谷主任擔任主持人，民主與人權實踐訪問學人 Afsaneh 

Seifinaji 女士以「A Comparative Study of Youth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Socialization in Taiwan and Iran」為主題進行

成果報告，並由國立政治大學阿拉伯語文學系劉長政助理教

授進行評論。 

 成果效益： 透過觀察與比較伊朗與臺灣兩地青年政治參與與社會運動，

為伊朗的青年參政提供一個參考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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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ganization, UNPO）」執委會暨「國際自由婦女聯盟（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Liberal Women, INLW）」大會 

 辦理時間： 107.06.22～107.06.24 

 辦理地點： 西班牙巴塞隆納、德國柏林 

 參 與 者： 無任所大使暨本會楊黃美幸資深研究員。 

 執行方式： 無任所大使暨本會楊黃美幸資深研究員現任「國際自由婦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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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盟」五位副主席之一（代表亞洲），按往例受邀出席 INLW

理事會與「國際自由聯盟」（Liberal International, LI）第 200

屆執委會議。 

 成果效益： 特別在理事會中提出 INLW 亞洲及太平洋分會在臺灣成立事

宜。 

  

14. 參加「民主社群（Community of Democracies）」舉辦之「公民社會大會（Civil 

Society Assembly）」 

 辦理時間： 107.06.24～107.06.25 

 辦理地點： 智利聖地牙哥 

 參 與 者： 高英茂資深研究員及國際合作組唐博偉主任。 

 執行方式： 前往參與大會，並與來自世界各地 26 個公民社會組織之代

表，探討全球公民社會如何因應「民主社群」新發佈之

2018-2023策略計劃。 

 成果效益： 參與此全球性會議在推進民主與人權方面取得豐碩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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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揮國內非政府組織之二軌外交功能，促進臺灣與全

球民主發展暨民主社群之聯繫。 

 

15. 辦理本會 15 週年紀念活動 

 辦理時間： 107.06.25 

 辦理地點： 臺北君悅酒店 

 參 與 者： 本會邀請全球民主倡議夥伴共同參與，參與貴賓包括來自公

元兩千論壇基金會、日本非政府組織國際合作中心、印度志

願行動網絡、印度基金會、自由之家、西敏寺民主基金會、

亞洲民主網絡、突尼西亞人權聯盟、美國國家民主研究院、

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無國界記者組織、開放社會基金會東

亞辦公室、德國康拉德‧艾德諾基金會、德國腓特烈‧瑙曼

基金會、韓國民主基金會等代表，以及雪梨大學政治學 John 

Keane教授與美國威廉‧瑪麗學院教授鄭敦仁教授等。 

 執行方式： 由蔡英文總統進行開幕演說，介紹臺灣民主奮鬥的發展歷

程，並強調為對抗反民主的力量，與國際志同道合的國家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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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結合作，才能避免不必要的經濟、政治或軍事脅迫，並捍

衛我們珍視的價值；美國民主基金會執行長卡爾．葛胥曼發

表專題演說表示當世界民主正在衰退、許多傳統民主的領導

者也開始對民主價值提出質疑的時候，臺灣可以為全球民主

國家提供啓發，也可成為全球民主倡議者和實踐者的最佳夥

伴。大會並且以「全球脈絡下的民主與自由倡議」、「亞洲

脈絡下民主與自由面臨的威脅」、「民主 vs. 價值與意識形

態的競爭」，以及「從歐洲觀點談全球民主展望」等主題進

行討論。 

 成果效益： 藉由此活動慶祝本會成立 15 週年，展現致力深化臺灣民主、

推廣亞洲民主，並積極參與國際民主網絡之成果，並共同探

討現今民主的挑戰以及對策，將全球民主團結在臺灣。 

  

16. 辦理「第 5屆東亞民主論壇」 

 辦理時間： 107.06.26～107.06.28 

 辦理地點： 臺北君悅酒店、集思交通部國際會議中心 

 參 與 者： 菲律賓 INQUIRER.net 多媒體記者 Anthony Q. Esguerra、

「印尼古斯都爾網絡」執行長 Alissa Wahid、臺灣開放文化

基金會副執行長吳銘軒、臺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資深研究員

呂欣潔、馬來西亞淨選盟 2.0 主任 Mandeep Singh，並且開

方報名參加。  

 執行方式： 本論壇以「對抗民主衰退」 為題，由本會徐斯儉前執行長以

及 本 會 陳 婉 宜 副 執 行 長 擔 任 主 持 人 ， 由 菲 律 賓 

INQUIRER.net 多媒體記者 Anthony Q. Esguerra、「印尼古

斯都爾網絡」執行長 Alissa Wahid、臺灣開放文化基金會副

執行長吳銘軒、臺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資深研究員呂欣潔、

馬來西亞淨選盟 2.0 主任Mandeep Singh 與觀眾交流分享。

之後，則與開放文化基金會就「打擊假訊息」之議題，對亞

洲相關 NGO工作者辦理培訓工作坊。 

 成果效益： 透過該論壇共同分享對抗民主衰退的經驗，並且探討保障言

論自由、打擊假新聞、發展民主規範與傳統價值共存之空間

以及防止利用民主法規打壓民主規範等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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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與陸委會合辦參訪智庫以及與美國智庫合作舉辦研討會案 

 辦理時間： 107.07.17～107.07.23 

 辦理地點： 美國紐約、華盛頓 

 參 與 者： 本會陳婉宜副執行長、盧業中副執行長、國防安全研究院林

正義執行長、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東亞研究所丁樹範名譽

教授、國立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洪敬富教授、中央研究院歐美

研究所黃偉峰副研究員、遠景基金會賴怡忠執行長、陸委會

黃彥穎專員及本會蕭伃君專員。 

 執行方式： 陸委會委託本會辦理與美智庫傳統基金會合作之「兩岸的機

遇與挑戰」國際研討會，本代表團赴美辦理研討會，此外亦

拜會當地夥伴智庫，包括美國外交政策全國委員會

（NCAFP）、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史汀生中心

（Stimson Institute）、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USCC）、

Wilson Center、Brookings Institution 等。 

 成果效益： 「兩岸的機遇與挑戰」國際研討會於傳統基金會舉辦，參與

者眾、傳統基金會並將影片至於其網頁，陸委會陳明通主委

致詞表達臺灣立場，多場討論有美臺雙方學者專家發表。另

外智庫訪問時，訪團充分討論美中貿易戰之可能影響、臺灣

在其中、以及在美國的印太戰略中的角色、美中臺關係等。 

 

18. 辦理本會博士論文研究學人柯瑞楷先生（Christopher Carothers）研究成果

發表會 

 辦理時間： 107.07.25 

 辦理地點：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 

 參 與 者： 博士論文研究學人柯瑞楷先生（美國籍）、世新大學行政管理

學系廖興中副教授、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童涵浦助理教授

及國家發展研究所周嘉辰助理教授。 

 執行方式： 本會博士論文研究學人柯瑞楷先生（Christopher Carothers）

之成果發表會，演講主題為「民主化前後的貪腐控制：臺灣

與南韓的比較研究」（Corruption Control Before and After 

Democratiza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aiwan and So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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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rea），由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廖興中副教授、國立臺灣

大學政治學系童涵浦助理教授及國家發展研究所周嘉辰助理

教授擔任主持人與評論人。 

 成果效益： 柯先生以探討威權政體採納民主體制後在貪腐水平上的變

化、反貪政策及成效為研究主題，並以 1965 年後至今的臺灣

與南韓為例，指出成功的貪腐控制賴於強大的國家職能（state 

capacity），且民主制度（democratic institutions）雖然並非萬

靈藥，但其諸多機制如法治、監督、司法獨立以及透明政府

確實能有效協助管控貪腐問題。會中與會人士討論熱烈。 

  

19. 辦理本會博士論文訪問學人 Andrew Greve先生研究成果發表會 

 辦理時間： 107.08.09 

 辦理地點：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 

 參 與 者： 本會盧業中副執行長、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連弘宜系主任

及東亞研究所丁樹範名譽教授、博士論文研究學人 Andrew 

Greve先生（美國籍）。 

 執行方式： Andrew Greve學人研究成果發表會，講題為「社會比較與緩

和的地位要求：以中國為例」，並由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連

弘宜系主任及東亞研究所丁樹範名譽教授分別擔任主持人與

評論人。 

 成果效益： 發表人認為國家如何形塑以及爭取它們在國際上地位，是建

立在「社會比較（social comparison）」上。此社會比較發展

自心理學以及社會心理學中，探討「自我」如何建立在社會

認同上之研究，近來社會心理學領域也開始強調社會比較的

「社群功能（communal function）」以及社會地位的追求。

Greve 指出國關理論向來不重視這一面向且也未有深入的研

究。他將此理論用於國關，認為傳統理論假設崛起國家追求

地位極大化不盡正確，並以中國為例，他認為中國在毛澤東

時代雖然並未在經濟上崛起，但對地位要求反而激烈，然後

中國在崛起後卻因與比較對象的距離縮小，反而緩和了對地

位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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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辦理本會博士論文訪問學人 Tommy Chung Yin Kwan 先生研究成果發表會 

 辦理時間： 107.08.13 

 辦理地點： 本會會所 

 參 與 者： 本會盧業中副執行長、Taiwan Sentinel 主編 J. Michael Cole、

博士論文研究學人 Tommy Chung Yin Kwan 先生（香港籍）。 

 執行方式： Tommy Chung Yin Kwan 學人研究成果發表會，講題為「政黨

與社會運動的互動機制：以臺灣的民進黨與太陽花運動為

例」，並由本會盧業中副執行長及 Taiwan Sentinel 主編 J. 

Michael Cole分別擔任主持人與評論人。 

 成果效益： 發表人表示政黨與公民社會的裂痕日漸巨大，但政黨與社會

運動的研究卻不多，他因此希望以臺灣的民進黨與太陽花運

動為例探討政黨與運動的關係。他指出太陽花運動者在運動

期間疏離民進黨，為何政黨無法再與運動連結?發表人認為此

研究不僅可增加對臺灣政治的理解，也可能給予許多正面臨

與公民社會脫節的民主國家政黨政治，如英國和美國，一些

啟發。發表會中評論人給予發表人許多問題以及意見，討論

熱烈。 

  

21. 參與「東亞情勢與兩岸關係」國際研討會並拜會日韓重要官員與智庫學者專

家  

 辦理時間： 107.08.20～107.08.26 

 辦理地點： 韓國首爾、日本東京 

 參 與 者： 本會顏建發副執行長。 

 執行方式： 應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與中華亞太菁英交流協會之邀，本會顏

建發副執行長出席韓國首爾「東亞情勢與兩岸關係」國際研

討會，並發表「美中在東亞的對抗」專題演講，會後順道往

返日本，拜會日韓重要官員與智庫學者專家。 

 成果效益： 提升兩岸政策之國際能見度及提高臺灣在國家安全、兩岸與

外交戰略、美中臺三邊議題上的政策強度與動能，並有效增

進日韓各界我之認同與支持。 

  

22. 辦理本會博士後研究訪問學人 Vladimir Stolojan-Filipesco 先生研究成果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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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會 

 辦理時間： 107.08.24 

 辦理地點： 本會會所 

 參 與 者：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張茂桂研究員、國立政治大學政治

學系翁燕菁副教授、博士後研究訪問學人 Vladimir 

Stolojan-Filipesco 先生（法國籍）。 

 執行方式： Vladimir Stolojan-Filipesco 先生研究成果發表會，講題為「與

威權歷史和解：臺灣的兩階段白色恐怖轉型正義」，由中央研

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張茂桂研究員及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翁

燕菁副教授擔任主持人與評論人。 

 成果效益： 發表人爬梳臺灣轉型正義的過程，表示臺灣的民主化過程經

常被稱讚為非暴力的，並得以在短時間內進行相對穩定且高

度的民主化，原因在於臺灣的民主化為協商的結果，而國民

黨在這其中維持優勢，轉型正義因此在此情況下無法得以發

展。1990 年代國民黨政府開始有些補償，此階段一直要到

2016年是發表人認為的轉型正義第一階段；2016年民進黨上

臺則開始了第二階段。兩階段各有不同的特徵，也有共通的

特性。發表會中主持人與評論人皆給予發表人許多問題以及

意見，討論熱烈。 

 

23. 參與「第 4 屆亞洲選舉機構與觀選組織論壇（Asian Electoral Stakeholders 

Forum IV）」及「亞洲民主會議」 

 辦理時間： 107.08.24～107.08.28 

 辦理地點： 斯里蘭卡可倫坡 

 參 與 者： 本會陳牧民董事、國際合作組唐博偉主任、東吳大學政治學

系林瓊珠副教授、公民監督國會聯盟黃秀端理事長、臺灣自

由選舉觀察協會陳建甫榮譽理事長。 

 執行方式： 參與此由斯里蘭卡選舉委員會，以及區域組織「亞洲自由選

舉網絡（ANFREL）」合作辦理之會議，談討「提升選舉透

明度和誠信：共同促進與捍衛民主（Advancing Election 

Transparency and Integrity: Promoting and Defending 

Democracy Together）」主題；並與 250位來自 45國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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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重要選舉問題，例如亞洲目前的民主狀況，共同面臨的

選舉挑戰，以及改善選舉的有效方法。 

 成果效益： 提供臺灣與亞洲各國之選舉機構與民間觀選組織之交流機

會，亦將臺灣民主化以來之選舉制度沿革暨實務經驗分享予

國際社會。此外，本會唐博偉主任亦藉此行，於 8月 24日至

25日參與「亞洲民主聯盟（Asia Development Alliance, ADA）」

於同一城市舉辦之「亞洲民主會議」，深化本會長期經營之區

域民主網路，促進臺灣民主制度發展經驗之推廣。 

 

24. 參與「人權研究機構協會（Association of Human Rights Institutes, AHRI）」

年會暨參訪夥伴組織 

 辦理時間： 107.09.06～107.09.12 

 辦理地點： 英國愛丁堡及倫敦 

 參 與 者： 本會廖福特執行長及國際合作組唐博偉主任。 

 執行方式： 出席「人權研究機構協會組織」舉辦之年度研討會，會議以

「轉型時代的革新：世界人權宣言 70週年（Renewing Rights 

in Times of Transition: 70 Years of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為主題，並於會後參訪相關夥伴組織，討

論包括當前人權面臨的挑戰、轉型正義以及評估國家人權機

構的有效性等議題。 

 成果效益： 透過本會偕同東吳大學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陳瑤華主任出席

此次跨國性研討會，東吳大學「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正式

加入人權研究機構協會組織，成為臺灣第一個 AHRI 成員，

本會並於研討會後參訪蘇格蘭人權委員會（Scottish Human 

Rights Commission）、西敏寺民主基金會（Westminster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等夥伴組織，增進民主交流與進

行人權倡議，達到深化人權教育並與國際人權網絡連結之目

的。 

 

25. 參與「臺灣三邊論壇」會議 

 辦理時間： 107.09.11～107.09.16 

 辦理地點： 波蘭華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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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 與 者： 本會陳婉宜副執行長。 

 執行方式： 應邀出席美國「德國馬歇爾基金」 (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 GMF）舉辦「臺灣三邊論壇」擔任與談人。 

 成果效益： 會議針對現今全球民主面臨的挑戰與對策進行討論，並就未

來合作事宜進行商討。 

 

26. 參與「公元 2000論壇（Forum 2000）」年會並拜訪奧地利及波蘭重要民主

人權機構 

 辦理時間： 107.10.03～107.10.13 

 辦理地點： 捷克布拉格、奧地利維也納、波蘭華沙 

 參 與 者： 本會廖福特執行長、Michael Cole先生。 

 執行方式： 奉蔡英文總統指派，本會廖福特執行長代表出席第 22屆「公

元兩千論壇」年會，同時拜訪奧地利及波蘭相關民主人權機

構。 

 成果效益： 建立並擴大本會與歐洲民主及人權機構的聯繫，尋求未來進

行合作之可能性。 

 

27. 參加「全美中國研究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年

會 

 辦理時間： 107.10.05～107.10.07 

 辦理地點： 美國巴爾的摩 

 參 與 者： 本會盧業中副執行長。 

 執行方式： 本會盧業中副執行長代表本會參與「全美中國研究協會」年

會，並於會中展示本會研究出版品－臺灣民主季刊、Taiwan 

Journal for Democracy及中國人權觀察報告。 

 成果效益： 強化本會與該協會民主與人權相關領域學者之連結，擴大學

術刊物之徵稿。 

 

28. 辦理南非前總統 De Klerk 先生「民主鞏固：相關議題以及挑戰」座談會 

 辦理時間： 107.10.12 

 辦理地點： 本會會所 

 參 與 者： 本會陳婉宜副執行長、高英茂資深研究員、尤美女委員、

De Klerk先生與其一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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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方式： 本會舉辦「民主鞏固的挑戰與議題：與南非前總統戴克拉克

先生對話（The Consolidation of Democracy: Issues and 

Challenges. A Conversation with H.E. Frederik Willem de 

Klerk, Former President of South Africa）」座談會，邀請南非

前總統、1993 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戴克拉克先生出席並專

題演講，會中也同時邀請到尤美女委員以及本會高英茂資深

研究員，分享臺灣民主化經驗以及針對現今民主鞏固的挑戰

與戴克拉克先生對談。 

 成果效益： 戴克拉克先生在他的專題演講中，敘述了南非在 1990 年代

如何經過艱難的努力結束了當初很有可能使國家走向毀滅

的政治對立和不義。尤美女委員在對談中也描述了臺灣的民

主化進程，從二戰結束、經由戒嚴、白色恐怖到解嚴、各種

社會力量投入的民主化運動，以及今年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

的成立。本會高英茂資深研究員表示南非的民主化當中有許

多要素值得臺灣借鏡。座談會聽眾有 20餘人，會後也對 De 

Klerk先生提問，比較臺灣與南非的情況。 

29. 辦理本會民主人權實踐訪問學者 Klaikong Vaidhyakarn 先生研究成果發表

會 

 辦理時間： 107.10.16 

 辦理地點： 本會會所 

 參 與 者： 民主人權實踐訪問學者 Klaikong Vaidhyakarn 先生擔任發表

人、本會盧業中副執行長擔任主持人、g0v.tw 吳柏旻先生擔

任評論人，並開放報名參加。 

 執行方式： 民主人權實踐訪問學者 Klaikong Vaidhyakarn 先生以「Civic 

Tech and Digital Civic Participation: Taiwan’s Experiences and 

How to Replicate to Thailand」為講題，分享在臺期間所觀察

到的開放資料社群，及其所組織的「黑客松（Hackathon）」

訓練，吸引了更多人加入，透過政府的開放資訊，使得開放

政府在臺灣政治運動中成為重要訴求。目前，開放社群也開

始在泰國出現，然而，由於政治局勢受阻，泰國對於科技創

造「公共利益」之概念仍停留在初起階段，導致開放社群對

社會運動的發揮有限，並且僅限於某些與民間社會直接相關

的議題，例如環境與都市發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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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果效益： 在場與會人士對於 Klaikong Vaidhyakarn 先生介紹的臺灣公

民科技社群成功因素如何引導泰國公民科技社群之發展，以

及如何建立兩國合作提出了熱烈的回應與討論，藉由此案之

辦理，促進臺灣開放政府領域之發展在國際間的能見度。 

 

30. 辦理「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Global Cooperation and Training Framework, 

GCTF）: 培養媒體識讀以捍衛民主  （Defending Democracy Through 

Media Literacy）」工作坊 

 辦理時間： 107.10.18～107.10.19 

 辦理地點： 本會會所 

 參 與 者： 邀請來自 12國的 17 位代表參與。 

 執行方式： 此為「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Global Cooperation and Training 

Framework, GCTF）」自 2015 年成立後所舉辦的第 13 場活

動，是由美國在臺協會和本會合作舉辦，主題擬定為「培養

媒體識讀以捍衛民主（Defending Democracy Through Media 

Literacy）」，邀請來自 12 國的 17 位代表參與。本會蘇嘉全

董事長、外交部吳釗燮部長、美國在臺協會酈英傑處長、以

及美國國務院斯科特•巴斯比副助理國務卿（Scott Busby）

皆出席開幕典禮並致開幕詞，行政院唐鳳數位政務委員則以

「全球合作：媒體識讀」為題進行了專題演講，並與在座觀

眾進行線上問答。 

 成果效益： 閉門工作坊的與會者分享推廣媒體識讀的經驗、如何強化這

些方針及其面臨的困境、並且討論未來共同推廣媒體素養的

國際合作機會。同時也透過這場活動更展現臺灣與美國攜手

保障言論自由及民主體制的決心。 

 

31. 參與「2018人權護衛者世界高峰論壇」暨參訪夥伴組織 

 辦理時間： 107.10.27～107.11.02 

 辦理地點： 法國巴黎 

 參 與 者： 本會廖福特執行長及李慶瑤研究助理。 

 執行方式： 出席「2018 人權護衛者國際高峰論壇（Human Rights 

Defenders World Summit 2018）」，參訪捍衛國際人權重要組

織夥伴，包括無國界記者組織（Reporters sans frontiè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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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F）以及國際人權聯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or Human 

Rights, FIDH）等相關機構。 

 成果效益： 藉參與此次會議了解各國人權實踐進程並進行跨國交流，並

透過拜會相關夥伴組織，增進本會與夥伴組織未來合作機

會，盼能開拓歐洲國際網絡並提升本會國際上能見度，協同

達成捍衛人權與民主之目標。 

 

32. 辦理本會博士論文訪問學人 Dharndhanate Punndhanamahakarune 先生舉

辦研究成果發表會 

 辦理時間： 107.10.31 

 辦理地點： 本會會所 

 參 與 者： 博士論文訪問學人Dharndhanate Punndhanamahakarune先生

（泰國籍）、淡江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林若雩教授、國

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曾煥凱助理教授，並開放報名參加。 

 執行方式： 本成果發表會由淡江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林若雩教授

擔 任 主 持 人 ， 博 士 論 文 訪 問 學 人 Dharndhanate 

Punndhanamahakarune 先生以「State, Student Revolutions and 

the Battle of Hegemony: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Democratization in Taiwan and Thailand」為題，進行成果報

告，並由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曾煥凱助理教授進行評論。 

 成果效益： 透過觀察臺灣與泰國的學生運動，以瞭解我國的民主化過

程，以及臺灣民族主義建立的可能。 

  

33. 本會代表組團參與東協公民社會大會（ASEAN Civil Society Conference, 

ACSC） 

 辦理時間： 107.11.01～107.11.04 

 辦理地點： 新加坡 

 參 與 者： 本會周雅薇助理研究員、臺灣人權促進會余宜家專員、桃園

市群眾服務協會移工服務暨庇護中心汪英達主任，以及壹零

玖伍文史工作室官安妮理事長。 

 執行方式： 東協公民社會大會（ASEAN Civil Society Conference, ACSC）年度大

會隨東協官方高峰會（ASEAN Summit）於不同會員國首都

舉行，目的是為了有效地將公民社會的建言與訴求傳達給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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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政府。本屆東協主席國為新加坡，主題為「團結賦權對抗

一切形式歧視（Empowering Peoples’ Solidarity Against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共有超過 200位各國公民團體代

表與會。 

 成果效益： 東協公民社會大會（ASEAN Civil Society Conference, ACSC）為東南

亞最大規模國際 NGO 平臺，涵蓋所有公民社會關心的議

題，藉由此案之參與，深化臺灣與東南亞公民社會層次之交

流。同時，亦有助於本會國際補助業務之拓展。 

 

34. 出席「亞洲自由民主聯盟（Council of Asian Liberals and Democrats, 

CALD）」25週年大會  

 辦理時間： 107.11.17～107.11.21 

 辦理地點： 泰國曼谷 

 參 與 者： 無任所大使暨本會楊黃美幸資深研究員。 

 執行方式： 無任所大使暨本會楊黃美幸資深研究員代表本會參與亞洲

自由民主聯盟 25週年大會。  

 成果效益： 此次大會主題為「 Reclaiming Democracy, Rebuilding 

Society」。楊黃大使以「Taiwan’s Journey」為題，分享臺灣

民主進程發展。 

 

35. 與陸委會合辦「捍衛民主：探討中國影響下的香港經驗並思考臺灣反制之

道」座談會 

 辦理時間： 107.11.21 

 辦理地點： 本會會所 

 參 與 者： 本會廖福特執行長、香港社會運動者、前香港立法會議員梁

國雄、香港真普選聯盟召集人鄭宇碩、香港學運領袖、前立

法會議員羅冠聰、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吳叡人副研究

員、國立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梁文韜教授、華人民主書院曾建

元董事。 

 執行方式： 舉辦「捍衛民主：探討中國影響下的香港經驗並思考臺灣反

制之道」座談會，邀集臺、港重要學者及民主倡議人士共同

討論香港所遭遇之困境以及臺灣可能的反制以及與共同價

值盟友的合作。  



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 

預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109年度 

 

-  - 26 

 成果效益： 多家媒體給予報導，廣讓各界瞭解中國對香港民主和制度的

介入，共同思考針對中國政府對他國干預作為的因應之道。 

 

36. 參與「國際自由聯盟（Liberal International，LI）」第 62屆大會  

 辦理時間： 107.11.27～107.12.01 

 辦理地點： 塞內加爾達卡 

 參 與 者： 無任所大使暨本會楊黃美幸資深研究員 

 執行方式： 以「國際自由聯盟」為平臺，藉此會議與各國代表交流，並

分享彼此經驗。 

 成果效益： 藉由參與世界自由政黨代表之會議，將臺灣成功的民主經驗

傳遞世界，提升臺灣國際能見度並確保臺灣自由民主之發

展。 

 

37. 辦理「第 13 屆亞洲民主人權獎」頒獎典禮 

 辦理時間： 107.12.10 

 辦理地點： 臺北賓館 

 參 與 者： 約 100 位駐臺使節代表、政府單位代表、國內學者和 NGO

代表與會。 

 執行方式： 第 13 屆「亞洲民主人權獎」頒獎典禮，由總統和本會董事

長擔任頒獎人，頒發給得獎者「印尼古斯都爾網絡」獎座及

獎金美金 10萬元。 

 成果效益： 本會自 2006 年開始設置「亞洲民主人權獎」之獎項，目的

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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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促進亞洲民主發展並提升亞洲

人權水準，同時也希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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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亞洲民主人權

獎頒發給「印尼古斯都爾網絡」以鼓勵該組織以寬容、對話

為其價值核心，透過參與和培力來強化公民社會，也幫助受

壓迫的少數族群，在印尼社會出現宗教或族群的緊張關係

時，扮演重要的協調角色。  

 

38. 辦理本會民主人權實踐訪問學者 Yen Hua Wu先生研究成果發表會 

 辦理時間： 107.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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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地點： 本會會所 

 參 與 者： 民主與人權實踐訪問學人Yen Hua Wu先生（美國籍）、本

會顏建發副執行長、東吳大學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陳瑤華主

任及王興中助理教授、遠景基金會賴怡忠執行長、民主進步

黨中國事務部林琮盛副主任等人。 

 執行方式： 本成果發表會由本會顏建發副執行長擔任主持人，民主與人

權實踐訪問學人Yen Hua Wu先生以「Tian'anmen Movement 

Studies」為主題進行成果報告，並由東吳大學張佛泉人權研

究中心王興中助理教授進行評論。 

 成果效益： 透過在臺的資料蒐集與研究，了解天安門事件中六四屠殺的

部分，為其未來的出版與發表奠基。 

  

39. 辦理本會民主人權實踐訪問學者 Patrick Connolly 先生研究成果發表會 

 辦理時間： 107.12.14 

 辦理地點： 本會會所 

 參 與 者： 民主人權實踐訪問學者Patrick Connolly先生擔任發表人、本

會研究企劃組彭士宏主任擔任主持人、g0v社群瞿筱葳女士

擔任評論人，並開放報名參加。 

 執行方式： 民主人權實踐訪問學者Patrick Connolly先生以「Mapping the 

Taiwanese g0v Movement: A Canadian Civic Tech 

Perspective」為題，分析了開放政府維繫社群的社會行為模

式與文化價值觀，並且將g0v.tw與加拿大Civic Tech Toronto

社群模式進行比較。 

 成果效益： 在場與會人士對於 Patrick Connolly 先生介紹社群互動行為

模式如何引導公民科技社群之未來發展，以及如何建立社群

間互動與合作提出熱烈回應，藉由此案之辦理，促進臺灣開

放政府領域之發展在國際間的能見度。 

 

40. 出席「東亞地緣政治與安全情勢」研討會議暨拜會歐盟民主人權相關機構 

 辦理時間： 107.12.16～107.12.21 

 辦理地點： 比利時布魯塞爾 

 參 與 者： 本會顏建發副執行長、本會國際合作組李盈萱專員。 

 執行方式： 「European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簡稱 EIAS（歐盟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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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庫）」與中華民國外交部駐歐盟兼駐比利時代表處合作舉

辦「東亞地緣政治與安全情勢（Conference on East Asia 

Geopolitics and Security）」研討會，邀請本會顏建發副執行

長擔任與談人，與歐洲、中國三方專家，探討兩岸關係現狀

與展望，以及東亞地緣政治與安全情勢。又因布魯塞爾亦為

歐洲聯盟總部設立處，本會人員於會議前後拜會民主人權機

構以強化聯繫。 

 成果效益： 「東亞地緣政治與安全情勢」研討會會議由 200多位關注中

臺議題之歐洲學術界、媒體與學生參與。亦有臺灣媒體中央

社報導。會議後本會拜會歐洲民主基金會（European 

Endowment for Democracy）、人權無疆界（Human Rights 

without Frontiers）等民主人權機構，以強化與相關單位之交

流與合作。 

 

41. 辦理本會民主與人權實踐訪問學人金昌浩 Changho Kim先生舉辦研究成果

發表會 

 辦理時間： 107.12.19 

 辦理地點： 臺北律師公會 

 參 與 者： 民主與人權實踐訪問學人 Changho Kim 金昌浩先生（韓國

籍）、東吳大學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陳瑤華主任、臺北律師

公會周宇修理事，並開放報名參加。 

 執行方式： 本成果發表會由東吳大學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陳瑤華主任

擔任主持人，民主與人權實踐訪問學人 Changho Kim 金昌

浩先生進行成果報告，並由臺北律師公會周宇修理事進行評

論。 

 成果效益： 透過比較臺灣、日本與韓國三地的商業人權發展與面臨的挑

戰，提出臺灣在商業人權上的不足與優勢，作為未來發展的

參考。 
 
二、國內推展組 
 

1. 參與式民主與審議系列活動 

 辦理時間： 106.10.01~107.12.31 

 辦理地點： 臺灣、美國、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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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 與 者： 
本會人員、國內參與式民主領域之學者專家以及 NGO工作

者。 

 

執行方式： 與國內研究參與式民主學界及具備豐富實務經驗之 NGO工

作者一同參與美國舉行之「2018 年參與式民主創新大會」

（ Innovations in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Conference 

2018），並向主辦單位爭取到舉辦「亞洲的參與式預算創新：

臺灣經驗」（Innovative Participatory Budgeting in An Asian 

Way: The Case of Taiwan）研討會；以及參加在瑞典舉行之

「以對話和參與促進民主國際研討會」（ Improving 

Democracy through Dialogue and Participation Conference）等

國際會議，並於會中發表臺灣經驗。 

 

成果效益： 提昇臺灣民主經驗之國際能見度，尤其我國在推動移工參與

式預算之案例，更獲得國際社群豐富的回響，同時也藉由國

際會議的參與，拓展我國參與式民主網絡和國際網絡之連

結。 

 

 

 

2. 辦理 2018「世界公民參與聯盟」公民空間監督資料庫（CIVICUS Monitor）

之臺灣資訊案 

 辦理時間： 107.05.23~107.12.31 

 辦理地點： 臺灣 

 參 與 者： 本會人員、國內長期投入公民空間自由爭取之 NGOs。 

 

執行方式： 邀集國內長期投入公民空間自由爭取之 NGOs，組成「世界

公民參與聯盟」公民空間監督資料庫（CIVICUS Monitor）

資訊更新委員會，共同討論並撰寫我國關於言論自由、結社

自由、和平集會自由之概況與最新資料，使資料庫內容真實

反映臺灣公民社會現況。 

 

成果效益： 使「世界公民參與聯盟」公民空間監督資料庫（CIVICUS 

Monitor）對於臺灣頁面之簡介（Overview）不再空白。在

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和平集會自由等項目也有來自臺灣公

民社會最新的資訊更新，大幅增進臺灣國際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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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參加「2018開放政府夥伴全球高峰會」 

 辦理時間： 107.07.17~107.07.19 

 辦理地點： 喬治亞共和國首府提比里斯 

 參 與 者： 本會國內推展組俞振華主任 

 

執行方式： 「2018 開放政府夥伴全球高峰會」（Open Government 

Partnership Global Summit 2018）於 107年 7 月 17日至 7月

19日假喬治亞共和國首府提比里斯舉行，共有來自 96個國

家之政府代表及公民社會團體代表共同與會。本會由時任國

內推展組俞振華主任與會，並與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行

政院唐鳳政務委員辦公室人員和 OGP 執委會及秘書處人員

共同商討臺灣在非屬聯合國成員國的情況下，如何實質參與

OGP。 

 

成果效益： 臺灣在公民科技及政府開放資料進程於國際間具有領先地

位，參與此會議，能讓國際社群瞭解臺灣經驗，提升臺灣在

此領域之發言權。 

4. 辦理第五屆「亞洲青年領袖民主研習營」 

 辦理時間： 107.08.14~107.08.22 

 辦理地點： 本會會所 

 

參 與 者： 本會人員、17 位來自泰國、緬甸、菲律賓、印度、尼泊爾、

馬來西亞、斯里蘭卡、巴基斯坦、香港、日本、越南、印尼、

臺灣的青年民主人權工作者。 

 

執行方式： 本屆研習營為期 9天，課程內容包括具實用性及互動之討論

與工作坊，例如審議式民主與打破同溫層之討論實作，同時

學員也討論對抗民主衰退的行動方案，作為他們往後努力的

目標。其他課程授課主題包括：邀請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

究所戴雅門（Larry Diamond）資深研究員分析亞洲民主現

況、婦女新知基金會林實芳董事講述臺灣#MeToo 運動的經

驗、臺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政策倡議部曾嬿融主任講授如何

推動包容性的性別平等教育、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林宗

弘副研究員講授如何使民主更具有韌性。另外，也邀請

Cofacts、g0v.tw零時政府等國內非政府組織分享它們在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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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資訊散播、建立公民科技社群之經驗。同時也安排學員參

訪具有豐厚民主歷史的大稻埕、國家人權博物館-白色恐怖

景美紀念園區、鄭南榕紀念館等，並與國內年輕的 NGO工

作者討論未來合作之可能性。 

 

成果效益： 鞏固亞洲青年守護民主之網絡，使亞洲青年持續思考對抗民

主衰退之解方，並彼此交流經驗。研習營課程亦邀請臺灣

NGO 工作者擔任講師，另外，也安排學員參訪國內著名民

主景點，學員均對臺灣民主經驗表示肯定。另，本屆報名人

數較去年大幅成長，亦顯示本活動在亞洲已逐漸累積一定的

品質與能見度。 

 

5. 辦理「107 年度國內補助業務實地訪查」 

 辦理時間： 107.10.11~107.12.20 

 辦理地點： 臺灣 

 參 與 者： 本會人員。 

 

執行方式： 為落實並提升本會國內受補助單位之業務執行，本會援例辦

理國內受補助單位訪查，以訪談方式瞭解其業務推動、組織

架構及計畫執行，作為日後合作及補助之參考，受訪單位亦

針對本會國內補助業務提出建議；另外，也拜訪曾與本會進

行業務合作之公民社會夥伴。107年度訪查單位為「社團法

人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社團法人台灣同志家庭

權益促進會」及「社團法人台灣同志運動發展協會」。 

 

成果效益： 實地瞭解受補助單位組織及業務推動，同時也向表現優良之

組織請益相關經驗，提升本會同仁對於相關議題之知識，也

增進本會與國內公民社會的夥伴關係。 

 

6. 世界人權宣言 70周年研討會 

 辦理時間： 107.12.11 

 辦理地點： 臺灣 

 

參 與 者： 第十三屆亞洲民主人權獎得主「印尼古斯都爾網絡」主席艾

莉莎．瓦希德（Alissa Wahid）女士、阿富汗獨立人權委員

會主席暨第三屆亞洲民主人權獎得主西瑪．薩瑪爾（Sima 



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 

預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109年度 

 

-  - 32 

Samar）醫師、東吳大學政治學系黃默講座教授、東吳大學

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陳瑤華 主任、日本人權非政府組織

Human Rights Now 執行長申惠丰（Shin Hae Bong）博士、

監察委員高涌誠、臺灣人權促進會翁國彥會長、邱伊翎秘書

長、國際特赦組織臺灣分會林淑雅理事長、人權公約施行監

督聯盟黃嵩立召集人、本會監察人魏千峯律師、本會人員等。 

 

執行方式： 2018 年是《世界人權宣言》邁入第 70 周年、《巴黎原則》

生效屆滿 25周年、聯合國《人權捍衛者宣言》發佈屆滿 20

周年的重要時刻，本會藉由舉辦本研討會，邀請學者專家共

同探討上述三項國際人權與民主規範之實踐與進展，以及臺

灣如何貢獻自身經驗。 

 
成果效益： 促進我國人權之進步並與國際標準接軌。本研討會開放民眾

報名參加，對於提升大眾關心國內人權現況有所助益。 
 
三、研究企劃組 
 

1. 《臺灣民主季刊》出版案 

 辦理時間： 107.01.01~107.12.31（每年 3、6、9、12月出刊） 

 

 

辦理地點： 本會會所 

 

參 與 者： 本會廖福特執行長、黃東益主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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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次、

審稿者約 90人次。 

 

執行方式： 根據編委會依學術專業所推薦之審查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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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部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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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 8年持續獲得肯定，維持收錄於核心期刊名

單中。目前在「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評比暨核心期刊收

錄」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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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錄為社會科學核心期刊（簡稱 T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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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 3月至 12月分別出版第 15卷第 1期至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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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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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時間： 107.01.01~107.12.31（每年 7、12月出刊） 

 

 

參 與 者： 本會主編鄭敦仁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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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強化了本會以及本刊物之宣傳。 

107年 7月與 12月分別出版第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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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中國人權觀察報告》出版案 

 辦理時間： 107.01.01~107.12.31 

 辦理地點： 本會會所 

 

 

參 與 者： 本會廖福特執行長、盧業中副執行長、彭士宏主任、王敬智

研究員、董立文教授、王占璽博士後研究員、王嘉州教授、

陳玉潔博士後研究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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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維婷助理教授以及翁逸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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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陸臺人權益、性別人權、科技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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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總論九個子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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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 12月 12日辦理例行期末報告發表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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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資料的目的在於除了維持中國人權觀察報告的質

化研究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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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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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重視。 

  

4. 臺灣民主通訊案 

 辦理時間： 107.01.01~107.12.31 

 辦理地點： 本會會所 

 

參 與 者： 本會廖福特執行長、盧業中副執行長、彭士宏主任、張育瑄

助理研究員、陳瀅斐助理研究員、寇謐將（Michael Cole）

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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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關心臺灣民主人權發展之國際人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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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 2018臺灣「民主價值與治理」與「公平正義」民意調查 

 

查 

 

 

 辦理時間： 107.01.01~107.05.31 

 辦理地點： 政治大學、中正大學 

 

參 與 者： 本會廖福特執行長、俞振華主任、王敬智研究員、國立政治

大學選舉研究中心蔡佳泓主任、中央研究院陳嘉銘副研究

員、淡江大學周應龍助理教授、國立中正大學政治學系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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輝副教授與劉從葦副教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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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充分利用這些民意調查資料，本會邀請學者專家利用

「2018臺灣民主價值與治理」及「2018臺灣社會公平正義」

兩筆資料進行論文寫作，並發表於 2018 年臺灣政治學會年

會暨學術研討會之「民主參與與社會公平正義」場次中。 

 

成果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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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更多人瞭解本會之民調資料。 

 

6. 中國非政府組織之制度變遷及對臺影響研究案 

 辦理時間： 107.03.01~107.11.30 

 辦理地點： 本會會所 

 

參 與 者： 廖福特執行長、沈秀華副教授、彭士宏主任、陳瀅斐助理研

究員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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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整理及訪談中國民間團體的經驗，來對中國政府自 

2017年 1月開始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外非政府組織管

理法》進行初步探討及了解。本研究共訪談了 16 個臺灣民

間組織及個人，也初步整理分析截至 2018 年 11 月 30 日由

中國政府所公布，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外非政府組織管

理法》規定已成功合法在中國註冊登記的境外組織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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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取得的一手資料，可

以瞭解該法對於從事兩岸活動之臺灣民間組織、境外民間組

織與臺灣公民社會在中國活動所產生之影響和衝擊。並評估

臺灣如何扮演支持中國民間社會的空間。 

 

7. 英文期刊牛津國際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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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時間： 107.03.05~107.03.06 

 辦理地點： 英國牛津 

 
參 與 者： 鄭敦仁教授、彭士宏主任、以及 Professor Laurence Whitehead

等歐美知名學者。 

 

執行方式： 英文期刊今年特別與英國牛津大學納菲爾德學院 （Nuffield 

College, Oxford University）合作，於 3月 5 日舉辦「重新思

考政體動能，重新思考政體類型」（Re-visiting Regime 

Dynamics, Re-thinking Regime Type）學術研討會。邀請包括

Emanuela Dalmasso、Bert Hoffmann、Desmond King、Adele 

Del Sordi、 Sean Yom、Michael Bratton 以及 Laurence 

Whitehead 等歐美知名學者，將發表 7 篇論文，以討論威權

政體之外交結盟與政策。 

 

成果效益： 舉辦英文期刊年度學術會議，可以強化本會與國際重要學術

機構之交流，對於國際學者瞭解臺灣民主成就以及本會主要

工作也會有相當大的助益。更重要的是，這次本會能和著名

的牛津大學合作舉辦會議，更能藉著接觸國際研究民主之頂

尖學者之機會，提升英文期刊的文章品質。 

 

8. 赴瑞士蘇黎世參加「第 15屆歐洲研究臺灣協會年會」 

 辦理時間： 107.04.03~107.04.05 

 辦理地點： 瑞士蘇黎世 

 

參 與 者： 彭士宏主任、臺灣大學黃長玲教授、加拿大多倫多大學

（University of Toronto）的 Yoonkyung Lee 教授以及南丹麥

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ern Denmark）Michael Aagaard 

Seeberg教授。 

 

執行方式： 本會英文期刊今年與歐洲研究臺灣協會（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Taiwan Studies）合作，舉辦「永續民主臺灣與

亞洲」（Sustaining Democratic Taiwan and Asia）的研討會。

由於本會邀請學者在專業領富有盛名，故受到與會學者之矚

目。學者發表之文章，也在審查通過後，刊登於英文期刊。 

 
成果效益： 該學會的年會是歐洲當地最重要的臺灣學術活動，本會持續

保持與該學會合作的關係下，對於促進臺灣與歐洲的學術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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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一定會有所助益。透過與歐洲學術精英的交流，將臺灣民

主成就訊息散布於歐洲社會之中，當可進一步培養歐洲社會

友臺的力量。 

 

    二、上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截至 108年 6月 30日止執行情形） 

(一) 政府補助基本營運收入執行數 31,278 千元，較預計數 61,800 千

元，減少 30,522千元，約-49.39%，主要係自辦案及補助案尚未核

結所致。 

(二) 財務收入執行數 340 千元，較預計數 600 千元，減少 260 千元，

約-43.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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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75千元，較預計數 14,200千元，增加 275千

元，約 1.94%，主要係地震造成外牆及招牌損壞修繕所致。 

(四) 其他業務支出執行數 16,803 千元，較預計數 42,600 千元，減少

25,797千元，約-60.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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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千元，較預計數 5,600千元，減少

5,260 千元，約-93.93%，主要係自辦案及補助案尚未核結所致。 



 金額  %  金額 %  金額 %  金額 %

  133,812 100.00% 收入   171,400 100.00%   143,500 100.00% 27,900  19.44%

  業務收入

132,976 99.38%
     政府補助基本營

     運收入
170,500 99.47% 142,000 98.95% 28,500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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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6        0.62%      財務收入 900        0.53% 1,500     1.05% 600)(      -40.00% 基金孳息。

  135,716 101.42% 支出   164,200 95.80%   141,900 98.89% 22,300  15.72%

預算178,500千元

，減除挹注基金

5,000千元、資本

門3,000千元及立

法院減列6,300千
元。

  業務支出

30,424   22.74%      管理費用 35,500   20.71% 35,500   24.74% -            0.00%

105,292 78.69%      其他業務支出 128,700 75.09% 106,400 74.15% 22,300  20.96%

-             -           
     所得稅費用

     (利益)
-             -            -             -           -            -           

1,904)(    -1.42% 本期賸餘(短絀) 7,200     4.20% 1,600     1.11% 5,600    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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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支營運預計表
中華民國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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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00 

利息股利之調整 900)(

未計利息股利之稅前賸餘（短絀） 6,300 

調整非現金項目

折舊費用 3,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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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 

        業務活動之淨現金流入(流出) 10,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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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60 

期初現金及約當現金 89,027 

期末現金及約當現金 99,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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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年度

- 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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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114                         8,000                121,114
挹注基金5,000千
元、資本門3,000
千元

累積餘絀

  累積賸餘                59,330                         7,200                  66,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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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44                       15,200                217,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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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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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976               
政府補助基本營

運收入
170,500               14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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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6                      利息收入 900                      1,500                   基金孳息。

133,812               總 計 171,400               143,500               

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金會

收入明細表
中華民國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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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24              管理費用 35,500                 35,500                 

16,032                薪資支出 19,362                 17,792                 28名員額

193                     加班費 254                      140                       依人事作業要點核實計算21.17千元*12月

1,711                  年終獎金 1,933                   1,860                    年終15,464千元/12*1.5月

942                     考核獎金 1,116                   1,170                    依人事作業要點考核獎金

1,058                  退休金準備金 1,265                   1,275                    以勞工局薪資投保級距7%計算105.42千元*12月

1,644                  保險費 2,070                   1,763                    雇主負擔之員工勞健保費172.5千元*12月

48                       職工福利 56                        50                         文康活動費28人(正職)

-                          健康檢查費 84                        -                           勞工之健康檢查補助費，符合資格18人(正職)

154                     文具用品 160                      150                       紙張文具、印刷、印表機用碳粉及墨水匣等
16                       旅費 20                        150                       派赴國內公務出差之差旅費

758                     郵電費 800                      400                       電話、傳真、簡訊通信及無線網路費
1,628                  修繕維護費 1,700                   2,100                    房屋、設備、車輛修繕及植栽等維護費
1,220                  水電費 1,300                   1,500                    水費及電費
2,505                  折舊 2,710                   3,975                    行政設備之折舊費用

119                     會議費 120                      250                       舉辦董、監事會議等費用
41                       燃料費 50                        50                         公務車用油

193                     勞務費 200                      300                       會計師、代書及各項委託公費
854                     清潔費 900                      900                       會所環境清潔每月75千元*12月
369                     印刷費 400                      400                       簡介、年報等相關出版物印刷
939                     其他費用 1,000                   1,275                    書報雜誌及非屬上列之行政費用

105,292            其他業務支出 128,700               106,400               

              67,597   補助款支出 79,050                 64,050                 國內外及政黨補助

1,868                  委辦業務 1,800                   1,800                    委託研究調查、案件辦理之事項等

2,635                  兼職費 3,000                   3,000                    一般公務所需兼職人員之費用

1,524                  保險費 1,650                   1,650                    財產保險及保全費

1,690                  臨時人員酬金 1,800                   1,600                    短期或特定工作計畫所需遴用之臨時人員

3,092                  租金支出 3,200                   2,000                    網站異地備援、資安及網路設備、影印機租用等

8,980                  旅費 12,000                 11,000                 邀請國內、外學者及外賓之機票、食宿等差旅費

1,970                  郵電費 2,500                   1,400                    郵寄費、網路服務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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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廣告費 100                      450                       業務推廣之廣告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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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05                  會議費 12,000                 8,000                    各項會議之場地、佈置、餐費等

2,884                  勞務費 4,000                   3,500                    業務委託專業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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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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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活動費 1,000                   1,500                    舉辦活動之相關佈置、攝影等活動費

136                     禮品費 300                      450                       贈訪賓禮品

1,350                  其他費用 1,650                   1,350                    會員費及非屬上列之業務費用

135,716            總 計 164,200              141,900               

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金會

支出明細表

中華民國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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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 郵 件 系 統 及 電 腦

  什項設備                                         1,000 會 議 室 設 備

  無形資產                                            900
人力資源管理系統及文書軟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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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年度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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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年 ( 前 年 )
12月31日實際數

科 目
109年12月31日
預 計 數

108年(上年)12月31日
預 計 數

比較增(減－)數

資　　　產

流動資產
                 40,743   現金及銀行存款                 99,287                          89,027 10,260               
                      264   應收款項                      400                               400 -                         
                   1,258   預付款項                   1,500                            1,500 -                         
                 42,265 流動資產小計               101,187                          90,927 10,260               

                 90,000 基金               100,000                          9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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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54                  機械及設備                 23,178                          22,078 1,100                 
23,742                  什項設備 30,875               29,875                        1,000                 

                 58,410 不動產、廠房及設備小計                 70,319                          68,219 2,100                 
40,484)(               減：累計折舊 61,106)(              58,046)(                       3,060)(                

                 17,926 不動產、廠房及設備淨額                   9,213                          10,173 960)(                   
無形資產

2,781                    無形資產 5,318                                            4,418 900                    
1,510)(                   減：累計攤銷 -                         -                                  -                         

                   1,271 無形資產淨額 5,318                 4,418                          900                    
其他資產

2,799                    什項資產(陳飾品)                   2,542                            2,542 -                         
               154,261 資 產 合 計               218,260                        203,060 15,200               

負　　　債

流動負債

9,606                    應付款項                      616                               616 -                         
22,024                  預(代)收款項                           -                                   - -                         
31,630                  負 債 合 計                      616                               616 -                         

淨　　　值

基金
                 30,000   創立基金                 30,000                          30,000 -                         
               108,197   捐贈基金               121,114                        113,114 8,000                 

累積餘絀
15,566)(                 累積賸餘                 66,530                          59,330 7,200                 

               122,631   淨 值 合 計               217,644                        202,444 15,200               

               154,261 負債及淨值合計               218,260                        203,060 15,200               

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金會

資產負債預計表
中華民國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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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研究員                                                 -

副研究員                                                9

助理研究員                                                5

專員                                                4

組員                                                2

辦事員                                                1

總　　　計                                              28

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金會

員工人數彙計表
中華民國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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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6                              -                              -                         288                              -                         155                              -                              -                      2,159

副執行長                      1,205                              -                              -                         209                           85                           97                              -                              -                      1,596

主任                      3,943                              -                              -                         636                         282                         352                              -                              -                      5,213

副主任                         885                           15                              -                         162                           64                           84                              -                              -                      1,210

研究員                              -                              -                              -                              -                              -                              -                              -                              -                              -

副研究員                      5,265                           88                              -                         560                         381                         626                              -                              -                      6,920

助理研究員                      2,288                           38                              -                         441                         164                         286                              -                              -                      3,217

專員                      2,627                           89                              -                         536                         187                         290                              -                              -                      3,729

組員                         950                           16                              -                         130                           67                         118                              -                              -                      1,281

辦事員                         483                             8                              -                           87                           35                           62                              -                              -                         675

總計                    19,362                         254                              -                      3,049                      1,265                      2,070                              -                              -                    26,000

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金會

用人費用彙計表
中華民國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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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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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430 125,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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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937 11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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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85,000 無 無 無 無

國內

推展組
主任 黃美惠 108.2.15 國內推展組業務執行工作 日本神戶大學人文學博士 國內推展組主任

中國文化大學日本語文學

系專任助理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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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404 114,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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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235 96,933 無 無

個人簡歷資料 經營投

資事業

情形

 兼職費
 108年度

每月薪金

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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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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