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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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8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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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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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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起的「新

興民主網絡」（Rising Democracies Networ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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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2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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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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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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訪問學人獎助計畫 

計畫摘要：設立訪問學人獎助計畫(Fellowship Program)，支持民

主領域相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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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博士研究員、博士論文研究員，

以及民主與人權實踐工作者。預計提供訪問學人名額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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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與臺灣民主化相關之比較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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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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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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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8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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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國內推展業務－國內補助及實地訪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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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分為四波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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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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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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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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於未來成為合作夥

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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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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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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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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6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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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摘要：本會《臺灣民主期刊》計畫與東南歐和中東等高等院

校舉辦討論民主畫與社會運動之學術研討會，並邀請

國際學者參加重要國際學術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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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構的交流合作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每年皆與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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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學術機構合作，舉辦不同學術議題的國際會議，

以強化本會以及本刊物之宣傳。 

計畫重點：計畫就歐洲東南歐民主化 30周年、高加索與中東地區

社會運動以及臺灣轉型化等議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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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0千元。 

預期效益：透過學術會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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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交流之方式，達到學術外

交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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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4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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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國人權申訴研究及國際人權條約出版 

計畫摘要：本研究案就聯合國之「公民政治與國際權利公約」

(ICCPR)之個人申訴案，進行選擇編譯。研究案完成後

進行出版。 

計畫緣由：98年通過「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文

化權利國際公約」（以下簡稱「兩公約」）及「公民與

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

法」，確立「兩公約」之國內法律地位，但關於個人申

訴案件，仍欠缺完整的理解與認識，選擇個案摘譯，

可補助此方面之不足。 

計畫重點：該計畫與出版案，將邀請具法學專業背景之學者，就

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所受理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

公約個人申訴案件加以統整、摘譯及彙編。 

經費需求：新台幣 1,080千元。 

預期效益：此研究將有助國人對聯合國人權法理之通盤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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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可作為日後法院判決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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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上年度預算數 900 千元，減少 100

千元，約-11.11%，主要係本年度基金孳息利率下降所致。 

(三) 本年度管理費用 36,000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35,500千元，增加

500千元，約 1.41%，主要係本年度修繕維護費增加所致。 

(四) 本年度其他業務支出 137,000 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128,700 千

元，增加 8,300千元，約 6.45%，主要係本年度補助款支出增加所

致。 

(五) 以上總收支相抵後，計本期短絀 1,700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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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元，減少 8,900千元，約-123.61%，主要係上年度業務經費經立

法院減列所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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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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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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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千元，係期末現金 100,087千元，較期

初現金 99,287千元增加之數。 
 

三、淨值變動概況： 

    本年度期初淨值 217,644千元，減少本年度短絀-1,700千元，加計

本年度捐贈基金增加數 8,000千元，期末淨值 223,944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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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925千元，較預算數 142,000

元，減少 9,075千元，約-6.39%，主要係補助經費減少所致。 

2、財務收入決算數 638 千元，較預算數 1,500 千元，減少 862 千

元，約-57.46%，主要係基金孳息利率下降所致。 

3、其他收入決算數 2千元，較預算數 0千元，增加 2千元，約 0%，

主要係統一發票中獎所致。 

4、管理費用決算數 30,907千元，較預算數 35,500千元，減少 4,593

千元，約-12.94%，主要係折舊、人事費等科目經費減少所致。 

5、其他業務支出 104,436千元，較預算數 106,400千元，減少 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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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約-1.85%，主要係折舊、會議費等科目經費減少所致。所

致。 

6、以上總收支相抵後，計本期短絀 1,778千元，較預算數 1,600千

元，減少 3,378千元，約-211.12%，主要係資產折舊及攤提所致。 

(二)計畫執行成果概述： 

 
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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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助世界公民參與聯盟公民空間監督資料庫（Civicus Monitor）建立臺灣

資訊 
 辦理時間： 108.01.01～108.12.31 
 辦理地點： 本會會所 
 參 與 者： 本會人員與倡議保障言論集會結社自由國內 NGOs。 
 執行方式： 自 2018年起，本會成為世界公民參與聯盟（CIVICUS）會

員，也與其積極討論，使其公民空間監督資料庫（Civicus 
Monitor）能補足臺灣之資訊，目前已使其網頁補足臺灣之
介紹，今年也將延續此計畫，持續更新臺灣公民空間之發

展。 
 成果效益： 世界公民參與聯盟公民空間監督資料庫（Civicus Monitor）

為許多民主人權研究學者與非政府組織工作者使用具公信

力之研究指標，世界公民參與聯盟（CIVICUS）亦為 8,000
多位全球會員之國際民主人權網絡，在此網頁更新資訊，

有助於提升臺灣之國際能見度。 
  

2. 與東吳大學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中央研究院政治

學研究所與法律學研究所簽訂國際學人計畫合作備忘錄 
 辦理時間： 108.01.11、108.06.18、108.07.30 
 辦理地點： 東吳大學、國立政治大學、中央研究院 
 參 與 者： 本會廖福特執行長、盧業中副執行長、研究企劃組彭士宏

主任、張育瑄助理研究員、東吳大學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

陳瑤華主任、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王文杰院長、中央研究

院政治學研究所冷則剛所長、法律學研究所李建良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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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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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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進一步強化訪臺
學人與國內學術界連結，本會與東吳大學張佛泉人權研究

中心、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與

法律學研究所簽訂國際學人計畫合作備忘錄。 
 成果效益： 借重研究機構對社會發展議題的研究能量，以及民主、人

權、國際人權法與法學研究的專才，強化訪問學人之研究

成果，同時藉由共同舉辦訪問學人學術演講方式，深化雙

方交流與合作。 
  
3. 參與民主社群（Community of Democracies, CD）國際執行委員會會議暨

參訪夥伴組織 
 辦理時間： 108.01.25～108.01.30 
 辦理地點： 英國倫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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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應邀前往英國倫敦參與民主社群所召集之公民社會工

作會議；除參與此會議之外，亦藉此行安排拜會當地夥伴

組織，包括西敏寺民主基金會（Westminster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Hong Kong Watch、 Christian Solidarity 
Worldwide（CSW），以及 International Observatory Human 
Rights（IOHR），增進本會與全球民主網絡之合作結盟。 

 成果效益： 透過此行參與民主社群國際執行委員會會議，增進臺灣與

國際民主社群之連結，促進結盟合作，並發揮本會進行二

軌外交之功能。 
   
4. 辦理區域宗教自由論壇「印太地區保衛宗教自由公民社會對話」 

 辦理時間： 108.03.11～108.03.12 
 辦理地點： 臺北福華飯店 
 參 與 者： 本會人員、亞洲各國宗教和人權人士。 
 執行方式： 本對話由本會與美國在臺協會、國際宗教自由圓桌論壇與

國際宗教自由秘書處共同舉辦，亦由外交部與美國國務院

國際宗教自由辦公室支持。活動開幕典禮由蔡英文總統、

本會蘇嘉全董事長、外交部徐斯儉政務次長、以及美國在

臺協會酈英傑處長致開幕詞，並且由特別來賓美國國際宗



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 

預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110年度 

 

-  - 15 

教自由無任所大使山謬．布朗貝克先生進行主題演講。此

活動也舉辦兩天的閉門工作坊，邀請多位臺灣與各國專家

學者針對宗教自由在各國的困境、可能的應對方式做演講。 
 成果效益： 本活動開幕典禮邀請超過 200位國內外貴賓，其中包含來

自超過十個國家的 80 位國際來賓，國際來賓同時也是工
作坊的成員。參與者互相以及與講者交流互動熱烈。 

   
5. 出席「聯合國第 63屆婦女地位委員會（CSW 63）」暨非政府組織周邊會

議 
 辦理時間： 108.03.12～108.03.22 
 辦理地點： 美國紐約 
 參 與 者： 本會資深研究員楊黃美幸女士。 
 執行方式： 本會資深研究員楊黃美幸女士代表本會赴紐約出席「聯合

國第 63屆婦女地位委員會（CSW 63）暨非政府組織周邊
會議。本年度優先主題為「社會保護網絡、公共服務及永

續性建設達致性別平等與女性賦權」（Social Protection 
Systems, Access to Public Services and Sustainable 
Infrastructure for Gender Equality and the Empowerment of 
Women and Girls）。 

 成果效益： 會中針對世界各國婦女人權落實狀況進行交流，並分享臺

灣經驗。 
  
6. 參與「西藏政策中心」舉辦「西藏抗暴紀念日活動」 

 辦理時間： 108.03.07～108.03.12 
 辦理地點： 印度達蘭薩拉 
 參 與 者： 本會陳牧民董事。 
 執行方式： 本會陳牧民董事應邀赴印度達蘭薩拉，參與藏人行政中央

舉辦之「西藏抗暴紀念日活動」，並受西藏政策中心之邀以

「民主臺灣如何面對崛起中國的挑戰（How Democratic 
Taiwan Faces the Challenges of Rising China）」為題發表演
講，會後並參訪相關夥伴團體。 

 成果效益： 為理解南亞所面臨之人權現況，透過此次「西藏抗暴紀念

日活動」暨參訪相關夥伴組織，以體認現今民主之價值，

亦加強本會與國際人權事務互動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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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辦理本會博士論文訪問學人吉田知史（Yoshida Tomofumi）先生研究成果

發表會 
 辦理時間： 108.03.29 
 辦理地點：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 
 參 與 者： 本會博士論文訪問學人吉田知史（Yoshida Tomofumi）先

生、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林超琦副教授、國立臺灣大學

政治學系左正東教授，以及報名與會者。 
 執行方式： 吉田知史（Yoshida Tomofumi）先生之演講主題為「陳水扁

政府時期，關於對外經貿政策之經濟界與政府的關係－工

商團體之政策要求與政府反應」。由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系林

超琦教授擔任主持人，評論人為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系左正

東教授。 
 成果效益： 研究臺灣政府對外經濟政策的決策過程，文獻整理相當細

緻，提供對企業及國內政治影響的獨到見解。 
  
8. 參與 2019年亞洲民主網絡暨亞洲民主研究網絡會議 

 辦理時間： 108.03.31～108.04.05 
 辦理地點： 馬來西亞吉隆坡 
 參 與 者： 本會廖福特執行長、周雅薇助理研究員。 
 執行方式： 本會長期參與亞洲民主網絡（Asia Democracy Network, 

ADN）與亞洲民主研究網絡會議（Asia Democracy Research 
Network, ADRN）。2019年會邀請本會廖福特執行長與周雅
薇助理研究員分別在大會中擔任主持人及與談人，就目前

全球民主遭受極端主義、仇恨言論、威權體制的挑戰，分

享臺灣公民社會守護民主的經驗。並持續於亞洲民主網絡

執委會積極爭取提升本會之參與。 
 成果效益： 強化本會與亞洲民主與公民社群結盟，分享臺灣的民主成

果，並幫助臺灣了解亞洲公民社會議題。此外藉實際參與

會議，與亞洲公民社會成員面對面互動，對本會亞洲民主

活動之推展與宣傳有明顯幫助。 
  
9. 辦理本會民主與人權實踐國際訪問學人 Enver Tohti Bughda（安華托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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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格達）醫師研究成果發表會 
 辦理時間： 108.03.28 
 辦理地點： 東吳大學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 
 參 與 者： 民主與人權實踐訪問學人 Enver Tohti Bughda（安華托帝‧

博格達）醫師（英國籍）、私立東吳大學張佛泉人權研究中

心暨人權學程陳瑤華主任、臺灣中亞學會秘書長侍建宇博

士，並開放公開報名。 
 執行方式： 本發表會由東吳大學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陳瑤華主任主

持，民主與人權實踐訪問學人 Enver Tohti Bughda（安華托
帝‧博格達）醫師以「在『中美反恐戰爭』夾縫中的維吾爾
族人」為主題進行成果報告，並由臺灣中亞學會秘書長侍

建宇博士進行評論。 
 成果效益： Enver Tohti Bughda（安華托帝‧博格達）醫師指出維吾爾族

被當作恐怖份子是 911 事件後才出現的宣稱，同時符合中
國對維吾爾族的打壓以及美國反恐利益。並且認為新疆地

區歷史上兩次試圖建國並非起源於維吾爾族民族主義，而

是俄羅斯、中國與美國在中亞地緣政治的產物。評論人侍

建宇博士對主講人之論證提出回應與提問。在場觀眾對於

安華托帝醫師提出的維吾爾族之歷史與未來發問熱烈。 
  
10. 辦理第十四屆「亞洲民主人權獎」專案 

 辦理時間： 108.04.15～108.12.10 
 辦理地點： 臺北賓館（頒獎典禮） 
 參 與 者： 得獎者、受邀來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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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由兩階段遴選選出得獎
主。第十四屆「亞洲民主人權獎」頒獎典禮將於 12 月 10
日（國際人權日）舉行，由總統和本會董事長擔任頒獎人，

頒發獎座乙座及十萬美元補助金。 
 成果效益： 期望透過一年一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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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亞洲民主人權的發展。頒獎典禮每年皆約有駐臺

使節代表、政府單位代表、國內學者和 NGO代表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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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參與 2019年日本公民社會 C20高峰會（2019 Civil 20 Summit） 

 辦理時間： 108.04.21～108.04.23 
 辦理地點： 日本東京 
 參 與 者： 本會陳婉宜副執行長、周雅薇助理研究員。 
 執行方式： 本會陳婉宜執行長受邀參加日本公民社會 C20 高峰會

（2019 Civil 20 Summit），並於 4月 22日大會之平行論壇
「建立包容的民主：性別、性傾向與平等的公共參與」

（ Inclusive Democracies: Gender, Sexuality and Equal 
Participation）會議擔任與談人，分享臺灣公民社會推動婚
姻平權，促進性別平等與保障女性工作與參與公共事務權

利之經驗。 
 成果效益： 日本公民社會 C20高峰會（2019 Civil 20 Summit）之參與

者包含世界各國關心民主人權之倡議者，藉由本會在大會

中的分享，能使國際社會認識臺灣民主，尤其是公民社會

如何推動同性婚姻合法化之經驗，更引起許多參與者的討

論與關心。 
   
12. 赴印尼拜訪選舉觀察組織 

 辦理時間： 108.04.14～108.04.21 
 辦理地點： 印尼雅加達 
 參 與 者： 本會陳建甫董事。 
 執行方式： 為深度瞭解印尼舉辦總統、國會與地方選舉的五合一選

舉，臺灣自由選舉觀察協會 TANFREL 派出觀察團前往印
尼雅加達觀選。由 TANFREL 榮譽理事長暨本會董事陳建
甫教授偕同 TANFREL 戴逸群常務理事及蕭督圜理事三人
與其他來自各國的選舉觀選員，見證全球單日最多選民投

票的選舉。 
 成果效益： 藉由參與印尼觀選活動，提供臺灣與亞洲各國選舉機構與

民間觀選組織之交流機會，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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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拜會華盛頓國務院全球作戰中心及夏威夷東西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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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時間： 108.05.04～108.05.11 
 辦理地點： 美國華盛頓、壇香山 
 參 與 者： 本會陳婉宜副執行長、楊斯茜專員。 
 執行方式： 為規劃本會與美國夏威夷東西中心合辦太平洋群島善治與

資訊透明化工作坊。因此，陳婉宜副執行長偕國際合作組

楊斯茜專員赴美拜會國務院全球作戰中心，另轉赴夏威夷

拜會東西中心，以進行工作坊前置作業相關事宜。 
 成果效益： 藉此行與美國務院全球作戰中心討論太平洋群島善治與資

訊透明化工作坊預算相關事宜。另外，於華盛頓之拜會行

程也包括拜訪美國國際民主研究院以及美國智庫戰略與

國際研究中心，由本會陳婉宜副執行長介紹中國滲透臺灣

社會之跡象及手法。轉赴夏威夷檀香山後，與美國東西中

心開會討論太平洋群島善治與資訊透明化工作坊當地住

宿、交通、會議場地安排相關事宜，並確認工作分配。 
  
14. 參加「第二屆臺歐盟人權諮商」 

 辦理時間： 108.05.11～108.05.21 
 辦理地點： 比利時布魯塞爾 
 參 與 者： 本會廖福特執行長及李慶瑤研究助理。 
 執行方式： 本會出席「第二屆臺歐盟人權諮商」，由行政院羅政務委員

秉成率團與會，與歐方就中國人權情況（包括李明哲案）、

臺灣人權現狀、歐洲人權現況（包括西班牙電詐案）、移工

權益、LGBTI權益及性別平權、原住民族權益及商業與人
權等議題交換意見並表達我方捍衛民主立場，亦會晤歐洲

國家人權機構網絡 ENNHRI等相關夥伴機構。 
 成果效益： 為增進本會與國際對外事務之連結，臺歐盟人權諮商是作

為穩健且多元民主政體的臺灣，宣揚與歐盟共享人權及法

治等普世價值之重要機制，會後並拜訪歐盟重要組織，以

達到促進與歐方未來針對國際上民主與人權相關議題合作

共識之目標。 
   
15. 參加「全球支援中國及亞洲民主化論壇」 

 辦理時間： 108.05.17～108.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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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地點： 德國科隆 
 參 與 者： 本會監察人魏千峯律師及本會董事黃嵩立教授。  
 執行方式： 本會監察人魏千峯律師及本會董事黃嵩立教授代表本會參

加「全球支援中國及亞洲民主化論壇」，黃嵩立董事分別擔

任致詞嘉賓及第三單元會議與談人；魏千峰監察人擔任第

二單元會議與談人。 
 成果效益： 本次國際研討會旨在喚醒社會對中國專制獨裁加劇、人權

狀況惡化與民族矛盾激化等認知，加強中國海外民主力量

的合作，以抗衡中共專制獨裁制度，並建立中國海內外、

臺灣和香港民主力量，以及合作平臺，面對複雜局面，冷

靜思考，開拓思路，尋找民主運動的新思維、新策略、新

方法。 
  
16. 參加「第六屆臺日戰略對話」  

 辦理時間： 108.05.20～108.05.23 
 辦理地點： 日本東京 
 參 與 者： 本會陳婉宜副執行長。 
 執行方式： 當代日本研究學會、國策研究院文教基金會、中山大學日

本研究中心、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假日本國際問題研究

所（東京）舉辦第六屆「臺日戰略對話（Taiwan-Japan 
Strategic Dialogue）」。本會陳婉宜副執行長應邀出席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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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與當地亞太戰略研究學者專家進行交流。 
 成果效益： 本大會參與者多為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代表及日本亞太戰

略研究之學者專家。透過本會分享，讓更多專家學者了解

臺灣於亞太戰略扮演重要角色。 
  
17. 參加「Conference of NGOs in Consultative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Nations（CoNGO）」會議暨參訪夥伴組織 
 辦理時間： 108.05.28～108.05.31 
 辦理地點： 泰國曼谷 
 參 與 者： 本會國際合作組唐博偉主任。 
 執行方式： 本會受邀前往泰國曼谷參與「Conference of NGO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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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ultative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CoNGO）」舉辦之「亞太區域行資訊會議」（Regional 
Consultative Meeting Asia Pacific, RCAP）於 5月 29日至 30
日，由國際合作組唐博偉主任代表本會出席，並於 RCAP
會議前後，進行拜會本會在泰國之受補助單位及夥伴組

織，以盼強化未來合作。 
 成果效益： 透過此行促進臺灣與亞洲民主社群網絡聯繫，並強化本會

對於區域民主與公民社會發展之角色。 
  
18. 辦理人權會議暨拜會人權機構 

 辦理時間： 108.06.02～108.06.09 
 辦理地點： 瑞士日內瓦、伯恩、費茲堡、蘇黎世 
 參 與 者： 本會廖福特執行長、國際合作組李盈萱助理研究員、臺灣

人權促進會邱伊翎秘書長、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黃怡碧

執行長、李明哲之妻李凈瑜女士、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

所陳玉潔博士後研究員。 
 執行方式： 本會與國際人權聯盟 （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ligues 

des droits Humains （FIDH） ）、臺灣人權促進會、人權公
約施行監督聯盟合作，於 6 月 3 日假瑞士日內瓦共同舉辦
「李明哲案與中國人權工作坊」，邀請臺灣與歐洲之人權工

作者共同探討臺灣與中國司法人權相關議題，並以李明哲

案為案例探討。6月 4日至 6月 7日分別拜訪瑞士日內瓦、
伯恩、費茲堡、蘇黎世之人權機構與團體、當地政府官員

及臺灣研究與人權領域學者。 
 成果效益： 透過辦理「李明哲案與中國人權工作坊」會議，喚起瑞士

社會對臺灣與中國人權議題之關注，並強化臺歐公民社會

之連結。此行並拜會多個人權團體、學術機構，促進本會

與瑞士之臺灣研究與人權研究領域之連結。 
   
19. 辦理本會民主人權實踐訪問學人 Veronica Mae Yan女士研究成果發表會 

 辦理時間： 108.06.13 
 辦理地點： 本會會所 
 參 與 者： 本會民主人權實踐訪問學人 Veronica Mae Yan女士、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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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葉大華秘書長、青平臺基金會蕭

伊真研究專員，以及報名參與者。 
 執行方式： 本會民主人權實踐訪問學人 Veronica Mae Yan女士以「The 

Role of the New Generation in Building a Democracy: Child 
and Youth Participation in Taiwan in light of its Commitment 
to uphold the Provisions of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為題發表研究成果，由臺灣少年權益與福利
促進聯盟葉大華秘書長擔任主持人；青平臺基金會蕭伊真

研究專員擔任評論人。 
 成果效益： 主要研究臺灣兒童公民參與的狀況，與當地非政府組織連

結，並增加會內與兒童青年公民參與發展之網絡。 
   
20. 辦理第六屆東亞民主論壇系列會議 

 辦理時間： 108.06.26～108.06.27 
 辦理地點： 臺北福華飯店、本會會所 
 參 與 者： 本會人員、東亞民主論壇執委會委員、國立臺灣大學新聞

研究所王泰俐教授、Taiwan Association for Democracy 
Advancement in China吾爾開希董事長、中央研究院社會學
研究所林宗弘研究員、開放文化基金會編輯張育軒先生，

以及報名參與之觀眾。 
 執行方式： 今年會議主軸為「如何對抗威權政府對區域民主之侵蝕」，

鞏固亞洲民主發展，活動包含公開論壇與執委會會議。公

開論壇開放大眾報名，開幕致詞貴賓為外交部次長徐斯

儉，並邀請國立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王泰俐教授、開放文

化基金會編輯張育軒先生探討假訊息如何危害民主，以及

威權政府如何將散布假訊息作為擴大影響力之工具；並邀

請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林宗弘研究員、 Taiwan 
Association for Democracy Advancement in China吾爾開希
董事長，分享威權政府以經濟誘因與干預宗教自由作為手

段，輸出威權模式，衝擊區域民主發展。東亞民主論壇執

委會於本會會所舉行，討論如何促進東亞民主論壇網絡更

緊密。 
 成果效益： 本活動除邀請執委會成員就該網絡之維繫進行討論，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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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與東亞民主網絡之維繫，也在公開論壇開放民眾報

名，促進社會大眾對民主之重視與關心，會中開放觀眾提

問，鼓勵社會大眾就民主人權議題與講者進行交流，深化

國內民主人權教育。 
   
21. 辦理「捍衛民主：威權影響力比較座談會」 

 辦理時間： 108.06.27 
 辦理地點： 本會會所 
 參 與 者： 本會人員、捷克 AcaMedia智庫以及中國觀察網 Sinopsis.cz

負責人馬定和（Martin Hála）、中國數字時代（China Digital 
Times）創辦人暨總編輯蕭強、使館及代表處人員參加。 

 執行方式： 本會舉辦「捍衛民主：威權影響力比較座談會」，由本會廖

福特執行長致開幕詞，座談會講者為捷克 AcaMedia智庫及
中國觀察網 Sinopsis.cz 負責人馬定和（Martin Hála）以及
中國數字時代（China Digital Times）創辦人暨總編輯蕭強。 

 成果效益： 兩位講者熟知俄羅斯與中國影響民主體制之手法，於會上

分享其發現與經驗，期研究成果能讓民主國家更加警覺，

激勵民主國家及相同價值盟友間之合作，更有效改善對抗

威權影響力的能力、保護民主與自由。 
   
22. 辦理「亞洲民主研究網絡系列活動與研究案」 

 辦理時間： 108.07.01～108.12.31 
 辦理地點： 本會會所 
 參 與 者： 本會人員、長期投入假訊息與媒體識讀之 NGO與學者。 
 執行方式： 亞洲民主研究網絡（Asia Democracy Research Network, 

ADRN）決議今年之研究主題為「社群網站、民主、假訊
息：亞洲之現況研究」（Social Media, Democracy, and 
Disinformation in Asia），該網路之會員皆需執行該項研究，
分析假訊息在本國對民主產生之衝擊，已履行會員義務。

為使臺灣之研究更具整體性，今年亞洲民主研究網絡建議

來自臺灣之會員能整合其研究成果，共同繳交一份研究報

告，因此本會將與代表亞洲民主動態調查（ Asian 
Barometer）與中央研究院政治所執行研究之吳親恩教授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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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執行研究。亞洲民主研究網絡亦建議會員在國內舉辦專

家工作坊，收集專業意見，作為研究參考。會員需出席今

年 12月亞洲民主研究網絡會議發表研究初稿，及明年 4月
之亞洲民主研究網絡年度會議發表與繳交研究報告。為完

成研究，本會已於 7 月 2 日執行專家會議工作坊，邀請臺
灣事實查核中心委員胡元輝、青年抵制假新聞陣線成員許

人友、開放文化基金會國際交流專案經理張書豪、台灣少

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組長劉志揚、文宣員蔡欣樺、中央

研究院專案經理林愔予、報導者文化基金會主筆劉致昕貢

獻其專業意見。 
 成果效益： 藉由舉辦工作坊，與會之 NGO工作者提供在第一線促進媒

體識讀與對抗假訊息之寶貴經驗，會議中來自不同領域的

與會者，也討論出可以一起合作對抗假新聞與促進媒體識

讀之實際方案。研究產出後，亦能與國際社會分享臺灣經

驗，共同打擊假訊息。 
  
23. 出席「對映中國於世界上的腳印 II」研究工作坊 

 辦理時間： 108.07.10～108.07.15 
 辦理地點： 捷克布拉格 
 參 與 者： 本會陳婉宜副執行長。 
 執行方式： 本會陳婉宜副執行長應邀出席捷克布拉格查理大學東亞研

究中心（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at Charles University）
舉辦之「對映中國於世界上的腳印 II (Mapping China’s 
Footprint in the World II)」研究工作坊，並與相關學者專家
共同進行交流。 

 成果效益： 「對映中國於世界上的腳印 II (Mapping China’s Footprint in 
the World II)」研究工作坊參與者包含來自美國、歐洲、亞
太地區研究中國影響力之專家學者，藉本會在工作坊的分

享，能使他國參與者更認識中國如何影響臺灣民主，並透

過經驗比較，討論捍衛各國民主的方針。 
  
24. 與夏威夷東西中心合辦太平洋群島善治與資訊透明化工作坊 

 辦理時間： 108.07.25～108.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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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地點： 美國壇香山 
 參 與 者： 本會廖福特執行長、陳婉宜副執行長、蕭伃君專員、楊斯

茜專員。 
 執行方式： 本會與美國東西中心合辦的「太平洋群島善治與資訊透明

化」閉門工作坊於夏威夷檀香山開幕，並在美國東西中心

舉辦兩日的閉門工作坊。東西中心 Richard Vuylsteke 院

長、美國國務院全球參與中心 Daniel Kimmage副主任、外
交部北美司姚金祥司長及本會廖福特執行長皆出席開幕典

禮並致開幕詞，同時也邀請加拿大麥當諾‧勞雷爾研究院
Charles Burton資深研究員進行專題演講。此工作坊邀請 15 
位來自八個太平洋島國代表與會，由來自美國、臺灣及加

拿大學者專家擔任講者。 
 成果效益： 此工作坊透過講者及與會者討論互動，探討公民社會及媒

體記者於保障善治扮演之角色、如何打擊外國勢力和缺乏

善治所帶來的威脅，以及媒體記者、公民社會與非政府組

織工作者如何更加監督政府透明化，並提升社會意識。本

會也藉此與美國東西中心及太平洋島國與會者建立關係，

開啟更多未來合作可能性。 
  
25. 辦理本會博士後訪問學人 Pavel Doubek博士研究成果發表會 

 辦理時間： 108.07.29 
 辦理地點： 本會會所 
 參 與 者： 本會黃嵩立董事、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翁燕菁副教授等

15名人士與會。 
 執行方式： 本會於 2019年 7月 29日，假本會會址舉行博士後研究訪

問學者 Pavel Doubek 博士研究成果發表會，講題為
「 Establishing the National Preventive Mechanism in 
Taiwan」，並由本會董事（國立陽明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
黃嵩立教授擔任主持人，以及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翁燕

菁副教授擔任評論人。 
 成果效益： 透過此活動，借鏡歐洲經驗，回應臺灣當前人權發展之需

求，針對國內建立國家防範機制議題，進行各層面之研究

與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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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辦理「第六屆亞洲民主青年領袖營」 

 辦理時間： 108.08.20～108.08.26 
 辦理地點： 本會會所 
 參 與 者： 本會人員、16 位亞洲各國學員、陳思豪牧師、LIMA 原住

民青年團創辦人 Tuhi Martukaw、青年抵制假新聞陣線發起
人吳亦柔、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傅凱若教授、印尼

古斯都爾網絡媒體經理Muhamad Savic Ali、GMA記者暨
2017 AYLD學員 Anthony Q. Esguerra等。 

 執行方式： 本活動今年主軸為強化民主韌性，希望藉由課程與討論，

促進亞洲年輕的民主倡議者交流，使民主有新能量，克服

假訊息、極端主義與仇恨言論、威權體制強化等挑戰。本

次課程包含如何促進宗教寬容，避免宗教被誤用來激化極

端主義壓迫人權、臺灣原住民運動歷程、倡議者資訊安全

訓練、如何以面對面的草根運動提升青年與年長一輩媒體

識讀、面對散布仇恨與極端言論的假新聞，運用創意主動

出擊，以更多正面且理性的訊息將其遏止、消費者如何促

進媒體生產新聞的責任，以及以審議民主建立理性的公共

政策討論。參訪行程包括景美人權園區（由政治受難者陳

欽生前輩導覽）；鄭南榕基金會，了解臺灣爭取言論自由的

過程；燦爛時光東南亞主題書店與緬甸街，了解臺灣建立

對移工友善環境的努；也拜訪臺灣同志諮詢熱線，體驗同

志權益保障的工作現場，以及臺灣如何推動婚姻平權。 
 成果效益： 今年本活動報名人數較去年成長接近三倍，反映本活動之

品質，與已累積區域能見度。藉由 6天課程的激盪與交流，
學員們討論出建立青年的民主教育資源分享聯盟、亞洲移

工權益促進的平臺、對緬甸選舉與民主人權狀況研究三大

行動方案，更能夠與營隊的臺灣公民社會成員建立聯繫網

絡。 
  
27. 應邀出席美國「北美洲臺灣人教授協會」（NAPTA）年會座談 

 辦理時間： 108.08.08～108.08.17 
 辦理地點： 美國休士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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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 與 者： 本會陳婉宜副執行長。 
 執行方式： 北美洲臺灣人教授協會（ North America Taiwanese 

Professors’ Association, NAPTA）於美國休士頓舉行年會，
本會陳婉宜副執行長受邀出席座談。 

 成果效益： 今年年會主題為「開展臺灣政治與國際地位新局」(Explore 
Taiwan’s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透過本會的分
享，讓位於北美洲的臺灣教授了解當前臺灣政治局勢，並

且使更多北美洲專家學者認識本會。 
  

28. 本會組團參與「2018東協公民社會（ASEAN Civil Society Conference）
大會」 

 辦理時間： 108.09.09～108.09.14 
 辦理地點： 泰國曼谷 
 參 與 者： 本會周雅薇助理研究員、預計邀請與本次會議主題相關之

NGO工作者 1名。 
 執行方式： 今年該會議之主題包含民主與人權、社會正義、和平與安

全、移工權益、勞工權益與尊嚴保障、生態永續發展，也

鼓勵參與者提案組成上述主題之工作坊分享經驗，本會正

積極邀請國內相關領域之非政府組織工作者，爭取組成工

作坊，分享臺灣民主經驗。 
 成果效益： 去年本會亦參與該組織於新加坡舉行之會議，也邀請臺灣

對會議主題長期投入之非政府組織工作者隨團，並對分享

移工經驗之工作坊給予支持，使臺灣經驗得以被認識，隨

團之非政府組織工作者也與參與該會的東協民主人權倡議

者建立起連結，深化臺灣與東協公民社會之關係。 
  
29. 參與民主社群（Community of Democracies, CD）公民社會國際執委會會

議 
 辦理時間： 108.09.21～108.09.28 
 辦理地點： 美國紐約 
 參 與 者： 本會廖福特執行長、國際合作組唐博偉主任。 
 執行方式： 此案為延續性辦理，本會長期擔任「民主社群」（Community 

of Democracies, CD）國際執行委員會執行委員，致力於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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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會議之參與。此行將參與 9 月 23 日國際執委會籌備會
議、9月 25日國際執委會年會，期藉此行參與觀察 9月 26
日民主社群之政府層級理事會（Governing Council）會議、
聯合國大會周邊活動，以及安排拜會當地夥伴組織。 

 成果效益： 增進臺灣與國際民主社群之連結，發揮本會進行二軌外交

之功能，並增進本會與全球民主網絡之聯繫。 
  
30. 參加「Forum 2000」論壇暨臺灣相關活動 

 辦理時間： 108.10.12～108.10.17 
 辦理地點： 捷克布拉格 
 參 與 者： 本會廖福特執行長、本會人員。 
 執行方式： 本會執行長受邀參與公元兩千論壇，本論壇為前捷克總統

哈維爾所號召舉辦，已有多年歷史，本次會議將同去年針

對民主衰退等議題進行各國分享。本次本團也將於捷克辦

理臺灣之夜，會上將有不同講者針對臺灣以及臺灣民主經

驗進行短講，邀請捷克當地民眾參與、認識臺灣。 
 成果效益： 執行長參與論壇將代表臺灣持續積極參與國際活動以及對

民主的承諾。有鑑於臺灣在歐洲的官方活動受阻、導致能

見度不高，在捷克舉辦的臺灣之夜預期將為布拉格民眾帶

來對臺灣的新認識。 
 
 國內推展組 
 
1. 辦理「世界人權宣言七十周年－互動裝置巡迴展」 

 辦理時間： 108.02.25～108.03.23 
 辦理地點： 中正紀念堂、捷運淡水站、捷運士林站、臺北車站地下街、

捷運新店站 
 參 與 者： 大臺北地區一般社會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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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方式： 本會與文化部國家人權博物館共同辦理「世界人權宣言七十

周年－互動裝置巡迴展」，將國家人權博物館所建置之「人權

七十讚出來」主題網站暨互動裝置，善用互動裝置可移動之

特點，在大臺北地區人潮眾多之處進行巡迴展覽，每巡迴地

點展示二至三日，使民眾在通勤或出遊途中即可接觸世界人

權宣言理念，並結合有獎徵答、擲骰子、文宣品等活潑互動

方式，鼓勵民眾錄製影片上傳至主題網站，響應人權價值。 

 

成果效益： 本活動於中正紀念堂大孝門廳舉辦起跑儀式記者會暨首場巡

迴，有來自政府各機關之代表、政治受難者前輩、民間團體

等近 30 位嘉賓到場共襄盛舉，並當場錄製影片上傳主題網
站。記者會有中央社、中央廣播電臺、聯合、三立等多家媒

體報導。3月期間在大臺北地區巡迴 5場次，共 11日，計有
709 人次參與活動，其中超過 100 人為兒童。參與活動者亦
包括新移民及來自美國、韓國、日本、法國、澳洲及中國的

旅客。有超過 500 位民眾寫下留言表達對人權的關注，並募
集到 203 支宣讀人權宣言條文之影片。此巡迴展走進人群與
社會大眾面對面介紹人權，增進民眾對人權的關注。 

 
2. 與華人民主書院共同辦理「六四 30週年談中國對民主人權之威脅」座談會 

 辦理時間： 108.05.20 

 辦理地點： 本會會所 

 

參 與 者： 本會陳儀深董事、華人民主書院鄭宇碩榮譽校長、華人民主

書院王丹董事、王軍濤董事、陶君行董事兼校長、人道中國

周鋒鎖主席、中國民主轉型研究所滕彪理事、越南公民社會

論壇阮光阿先生、十餘家國內外媒體記者、本會國內推展組

黃美惠主任、吳品璁副主任、張育瑄助理研究員等人。 
 執行方式： 座談會由本會陳儀深董事主持，同時邀請華人民主書院鄭宇

碩榮譽校長進行開幕致詞，並安排華人民主書院王丹董事、

王軍濤董事、陶君行董事兼校長、人道中國周鋒鎖主席、中

國民主轉型研究所滕彪理事，以及越南公民社會論壇阮光阿

先生以六四 30週年為主題，就中國對民主自由人權之威脅進
行對談，並開放媒體記者提問及參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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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效益： 透過此次對談，瞭解當前中國政府自 1989年六四後，在對外
關係、國內社會發展以及對人民各方面權利的威脅仍然持續

擴大。強化臺灣、香港以及西方民主國家對中國共產黨暴政

本質及其精密滲透手法的認知，體認到須以共同行動在全球

經貿、政治與各國社會中貫徹民主制度、法治原則、自由信

念與人權價值。 
 
3. 辦理「重返廣場：中國六四事件 30週年攝影展」 

 辦理時間： 108.05.24～108.06.05 
 辦理地點： 中正紀念堂 

 參 與 者： 一般社會大眾。 
 執行方式： 本會委託「臺灣發展與文化交流協會」辦理「重返廣場：中

國六四事件 30週年攝影展」，於 5月 24日在中正紀念堂一樓
中央通廊舉辦開幕記者會，由本會廖福特執行長代表本會致

詞。展出內容包括謝三泰攝影家於八九學運現場之拍攝作

品，並搭配文字及相關影像和影音裝置做為輔助，引導觀眾

重回三十年前的天安門廣場，同時設置講座、軟性藝文表演

與音樂表演區。 

 
成果效益： 透過互動，加深民眾對六四事件及該展覽的印象，同時也瞭

解六四事件始末，並體會攝影家的創作理念及其作品中所蘊

含之社會意義。 
 
4. 與中華港澳之友協會共同辦理「六四 30週年－中國民主人權之分析與前瞻」

座談會 

 辦理時間： 108.05.31 
會所  辦理地點： 本會會所 
會所  參 與 者： 本會顏建發副執行長、吳瑟致博士、廖雨詩博士與訪團學者。 

 
執行方式： 座談會由本會顏建發副執行長主持，並邀請吳瑟致博士、廖

雨詩博士與訪團學者就當前兩岸關係與中國民主未來發展情

勢進行討論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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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效益： 六四事件距今三十載，當時天安門廣場的學生以和平方式呼

籲中國政府民主化，卻換來慘痛的屠殺，中國民主化也因六

四事件而停滯、倒退，臺灣作為華人社會的民主燈塔，應照

亮中國民主化的道路，共同為促進中國民主化而努力，透過

此座談會，與會人士均對相關議題進行討論與交流，並分享

臺灣民主化經驗。 
 
5. 辦理模擬亞洲人權法院國際記者會、準備程序庭、言詞辯論庭、大法官會議

及工作會議 
 辦理時間： 108.07.25～108.07.28 
 辦理地點： 本會會所及臺灣大學法律學系霖澤館國際會議廳 
 參 與 者： 本會廖福特執行長、盧業中副執行長、許玉秀前大法官、臺

大法律學院張文貞教授、馬來西亞馬永貴法官、新加坡陳有

利法官、韓國白泰雄法官、香港傅華伶法官、匈牙利安德拉

斯・薩佑法官等。 
 執行方式： 本會舉辦模擬亞洲人權法院國際記者會，由盧業中副執行長

致詞；活動由本會與公益信託春風煦日學術基金會、財團法

人臺中市林李娥教育基金會、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國立

臺灣大學法律學院公法學中心、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環境

永續政策與法律中心及國立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共同辦理

模擬亞洲人權法院準備程序庭、言詞辯論庭、大法官會議及

工作會議。 

 

成果效益： 模擬亞洲人權法院在臺灣成立，是國際人權法在亞洲及國際

社會的實踐上深具象徵性的一步，為亞洲社會打開視野，認

識區域人權法院如何運作，並且彰顯臺灣在亞洲區域司法體

系上扮演關鍵角色。 
 
6. 辦理「臺灣人權世代之夜」 

 辦理時間： 108.10.22 
 辦理地點： 松山文創園區 
 參 與 者： 參與國際人權聯盟 2019年會之與會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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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方式： 本會將於 10月 22日晚間舉辦「臺灣人權世代之夜」，邀請國
際人權聯盟 112個人權團體會員代表，以及來自 184個國家，
計 350 名人權團體代表參加，活動規劃包括安排臺灣三位不
同世代之人權工作者進行短講，分享臺灣人權發展歷程，同

時各國與會貴賓亦將進行茶敘及交流。 

 成果效益： 透過臺灣講者精要短講，提升臺灣人權議題國際能見度，並

促進本會與世界各國人權團體代表交流。 
 
  研究企劃組 
 
1. 《臺灣民主季刊》出版案 

 辦理時間： 108.01.01~108.12.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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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仍維持收錄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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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 3月至 12月分別出版第 16卷第 1期至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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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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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時間： 108.01.01~108.12.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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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執行
編輯 Andrew Marbl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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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 7月與 12月分別出版第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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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中國人權觀察報告》出版案 
 辦理時間： 108.01.01~108.12.31 

 辦理地點： 本會會所 
 

 

參 與 者： 廖福特執行長、盧業中副執行長、彭士宏主任、王敬智副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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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維婷助理教授、翁逸泓助理教授以及王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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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將於 12月 12日辦理例行期末報告發
表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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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日後將就各篇章研究學者所蒐集之媒體報導彙整成日

誌月報資料庫。同時，本計畫於今年和北中南東以及金門等

大學合作，邀請篇章撰稿學者，舉辦巡迴座談，以加強大學

生對中國人權現況之了解。本會已於上半年在義守大學和中

興大學舉辦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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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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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1.01~108.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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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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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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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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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世民副教授、國立臺灣大學政

治學系唐欣偉副教授、淡江大學大陸研究所呂冠頤助理教

授、延世大學中國研究院韓碩熙常務副院長及訪團 4位韓國
學者。 

 
執行方式：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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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貿易戰之可能發展、從六方會談到美朝中三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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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互動與朝鮮半島發展態勢等時下重要議題進行討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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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與延大中國研究院也得以藉此次活動建構未來

學術合作關係。 
 
6. 「中國的域外管轄擴張分析與臺灣之因應政策」研究案 

  辦理時間： 108.02.01~108.06.30 

 辦理地點： 本會會所 

 
參 與 者： 廖福特執行長、中研院吳建輝副研究員、彭士宏主任、陳瀅

斐副研究員等。 

 
執行方式： 蒐集臺籍人士在第三國犯罪的案例，就各國政策與實踐加以

研析，並藉由管轄權理論與國際規範之研究，提出具體法理

基礎之報告。 

 
成果效益： 希望藉由研究報告，提供對外交涉與談判之參考。以期在國

際合作中，能在追訴跨國犯罪與維護我國主權之完整的兩項

目標上取得平衡。 
  
7. 「國際人權公約國內法化」研究案 

 辦理時間： 108.02.01~108.08.31 
 辦理地點： 本會會所 

 

參 與 者： 廖福特執行長、國立清華大學李怡俐助理教授、國立東華大

學徐揮彥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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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玉潔研究員、

彭士宏主任、陳瀅斐副研究員等。 

 

執行方式： 由於「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CCPR）、「經濟社會文
化權利國際公約」（ICESCR）、「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
約」（CEDAW）、「兒童權利公約」（CRC）與「身心障礙者
權利公約」（CRPD）等公約陸續國內法化，上述學者將以
英文撰寫五大國際人權公約國內法化的過程，以及條約實踐

的經驗。 
 成果效益： 由於此計畫內容是以英文撰寫，可以讓國際人權學者更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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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五大人權公約內國法化之過程，對於臺灣在這方面的努

力，有更進一步的認識。亦有利於國際宣傳。 
 
8. 四大聯合國公約監督機制重要案例研究案 
 辦理時間： 108.03.01~108.11.30 

 辦理地點： 本會會所 

 
參 與 者： 廖福特執行長、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孫迺翊教授、彭士宏

主任、陳瀅斐副研究員等。 

 

執行方式： 我國先後將聯合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ICESCR）
內國法化、並制定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
施行法、兒童權利公約（CRC）施行法及身心障礙者權利公
約（CRPD）施行法，因此研究案擬將公約監督機制加以彙
整，並就委員會於個案中針對公約個別條文所作之詮釋與闡

述進行摘譯。 

 
成果效益： 希望藉由研究案的報告內容，提供未來政府各相關部門以及

民間組織適用公約時之參考。 
  
9. 《臺灣民主期刊》（Taiwan Journal of Democracy）蒙特維多國際會議 
 辦理時間： 108.03.03~108.03.04 

107.10.05~107.10.07  辦理地點： 烏拉圭蒙特維多 
 
 

參 與 者： 廖福特執行長、鄭敦仁教授、彭士宏主任以及 Laurence 
Whitehead教授等歐洲、美國與拉美知名學者。 
 
。 

  

 

執行方式： 英文期刊今年與烏拉圭天主教大學合作（Catholic University 
of Uruguay）假蒙特維多（Montevideo）共同舉辦國際學術
研討會，邀請國際學者針對「貪腐、反貪腐與善治」

（Corruption, Anti-corruption and Good Governance）議題發
表學術論文，出席學者包括 Gergana Dimova、Ezequiel 
Gonzalez Ocantos、Rafael Piñeiro、Mathew Taylor、Meredith 
Weiss以及 Laurence Whitehead等。研討會共發表 5篇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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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會議特別與烏拉圭著名大學

合作，有助於期刊在拉美地區之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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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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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4.01~108.07. 31 

  辦理地點： 國立政治大學、國立中正大學 

 

參 與 者： 廖福特執行長、俞振華副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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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

選舉研究中心游清鑫研究員、臺北大學劉嘉薇副教授、國立

中正大學政治學系陳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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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臺灣民主價值與治理」及「2019臺灣社會公平正義」
兩筆資料進行論文寫作，並將於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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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中進行發

表。 

 
成果效益： 透過研討會發表論文之形式，使得依據本會調查資料所撰寫

之學術論文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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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赴英國諾丁漢參加「第 16屆歐洲研究臺灣協會年會」 
 辦理時間： 108.04.10~108.04.12 
 辦理地點： 英國諾丁漢 
 參 與 者： 廖福特執行長、彭士宏主任、俞振華副教授、Dali L. Yang、 

Sandeep Shastri以及William Case等國際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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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舉辦「民主亞洲存在
威權主義的誘惑嗎？」（ Is There Authoritarian Allure in 
Democratic Asia?）為主題的研討會。由於本會邀請之國際學
者在專業領域富有盛名，往往受到與會學者之矚目。受邀學

者發表之文章，也將在審查通過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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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在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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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流一定會有所助益。透過與歐洲學術精英的交流，將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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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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赴中國廈門與上海拜訪重要智庫 
 辦理時間： 108.04.24~108.04.28 

 辦理地點： 中國廈門、上海 
 參 與 者： 盧業中副執行長、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柯玉枝副

研究員、廈門大學民進黨研究中心、華僑大學（廈門校區）

臺灣經濟研究所、上海社會科學院、上海東亞研究所、浦東

經濟研究中心、華東師範大學兩岸所與上海國際問題研究

院。 

  

  

  

  

 

執行方式： 應上海東亞研究所與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之邀，本會盧業中

副執行長代表本會前往拜訪，並邀請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

研究中心柯玉枝副研究員陪同參與。拜會行程包含廈門大學

民進黨研究中心、華僑大學（廈門校區）臺灣經濟研究所、

上海社會科學院、上海東亞研究所、浦東經濟研究中心、華

東師範大學兩岸所與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 

 
成果效益： 藉此拜會行程，維持本會與中國社會科學、兩岸關係與國際

關係相關之重要研究智庫的合作關係，並藉由交流來增進對

彼此政策之了解。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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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5.01~108.12.31 

 辦理地點： 本會會所 

 
參 與 者： 廖福特執行長、東吳大學鄧衍森教授、輔仁大學姚孟昌教授、

彭士宏主任、陳瀅斐副研究員。 

 

執行方式： 聯合國九大公約為公認之普世人權規範。我國於 2009 年正
式實施「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CCPR）及「經濟社會
文化權利國際公約」（ICESCR）。之後並陸續將 CEDAW 等

主要公約國內法化。此一研究案將檢視「公民與政治權利國

際公約」之個人申訴案，並從中擇要選輯編譯約 250則。 

 
成果效益： 本研究擬檢視「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之個人申訴案。

將有助於國人對聯合國法理人權之通盤理解。研究內容亦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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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協助政府落實尊重、保障與促進人權公約之國家義務。 
   
14. 前往立陶宛維爾紐斯參加會議與拜訪當地重要民間組織與學者 

 辦理時間： 108.05.02~108.05.04 
 

 

辦理地點： 
參 與 者： 

立陶宛維爾紐斯 
廖福特執行長、顏建發副執行長、國立政治大學楊婉瑩教授、

世新大學翁逸泓助理教授、彭士宏主任、立陶宛國會議員

Mantas Adomenas、我駐拉脫維亞代表處金星大使、立陶宛國
會議員以及學者等。 

 

執行方式： 本會於 5月 2日假維爾紐斯大學（Vilnius University）與立陶
宛民主政治機構（Institute of Democratic Politics）、馬丁中心
（Wilfried Marten Centre for European Studies）共同舉辦國際
研討會，主題為「民主危機：波海國家、歐洲與臺灣的經驗，

對未來之展望」（Crisis of Democracy: Experience in the Baltic 
States, Europe and Taiwan, Prospect for the Future）。我國駐拉
脫維亞代表處金星大使、立陶宛友臺小組主席史德波納維西

亞斯（Gintaras Steponavicius）、副主席阿頓梅納斯（Mantas 
Adomenas）以及廖執行長皆於開幕儀式中致詞。本會代表團
並於會議後，於 5月 3日拜訪自由之家維爾紐斯辦公室以及
東歐研究中心(Eastern European Studies Center)，並在立陶宛
友人民的聯絡下，拜訪立陶宛從蘇聯獨立後之首任國家元首

維陶塔斯·蘭茨貝吉斯（Vytautas Landsbergis），就兩岸關係與
臺灣國際空間交換意見。 

 

成果效益： 立陶宛與臺灣皆為 90年代新興之民主國家，且都受到俄羅斯
與中國等強鄰之威脅。諸多相似之處，有利於雙方學術與民

間之交流。在立陶宛人對臺灣處境陌生情形下，本會此次組

團前往立國參加會議並進行拜訪，有助於和立國人民對臺灣

之了解。 
  

15. 赴美國西雅圖參加「北美臺灣研究學會」年會 
 辦理時間： 108.05.16~108.05.18 
 辦理地點： 美國西雅圖 

  參 與 者： 廖福特執行長、王敬智副研究員。 
 執行方式： 本會廖福特執行長於 5 月 16-18 日受邀參加於美國西雅圖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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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之第 25屆「北美臺灣研究學會」（North American Taiwan 

Studies Association, NATSA）年會。廖執行長代表本會在年會

開幕式上致辭，並擔任「從邊陲出發的公共政策：支出、參

與和回應」場次發表會主持人。在開會期間，廖執行長也與

NATSA 主要成員討論未來雙方在各方面展開合作之可行方

案。 

 

成果效益： 該學會為臺灣留美研究生最重要的學術交流平台，參與年會

可增進本會對臺灣學術研究社群之理解，進一步促進臺灣研

究在北美之宣傳。 

   

16. 與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共同舉辦國際會議工作坊 

 辦理時間： 108.11.14~108.11.15 

 辦理地點： 本會會所 

 

參 與 者： 廖福特執行長、Thomas Carothers 副執行長、陳婉宜副執行

長、盧業中副執行長、香港、菲律賓、緬甸等亞洲地區與臺

灣之公民活躍人士等。 

 

執行方式： 本會將與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合作，舉辦「回應新壓力：亞洲公民行

為主義的生存與更新」（Responding to New Pressures: Survival 

and Renewal of Civic Activism in Asia）國際會議。此次會議將

就亞洲公民行動的概況、目前臺灣的情勢、數位工具的使用、

在亞洲地緣政治的因素以及臺灣民主基金會在亞洲的角色等

議題，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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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可藉由雙方

合作之機會，強化與東亞提倡民主之社運人士之連結。 
 
 
    二、上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截至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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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千元，較預計數 360 千元，減少 194 千元，

約-53.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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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46千元，較預計數 14,200千元，減少 354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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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約-2.49%，主要係折舊尚未提列所致。 

(四) 其他業務支出執行數 10,832 千元，較預計數 54,000 千元，減少

43,168 千元，約-79.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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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688 千元，較預計數 5,360 千元，

增加 43,328 千元，約 808.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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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33,565 100.00% 收入   171,300 100.00%   171,400 100.00% 100)(      -0.06%

  業務收入

132,925 99.52%      政府補助基本營

     運收入
170,500 99.53% 170,500 99.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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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8        0.48%      財務收入 800        0.47% 900        0.53% 100)(      -11.11% 基金孳息。

2            0.00%      其他收入 -             0.00% -             0.00% -            0.00%

  135,343 101.33% 支出   173,000 100.99%   164,200 95.80% 8,800    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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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07   23.14%      管理費用 36,000   21.01% 35,500   20.71% 500       1.41%

減除折舊及攤

銷費用2,500千
元，管理費用

預算為33,500千
元。

104,436 78.19%      其他業務支出 137,000 79.98% 128,700 75.09% 8,300    6.45% 補助款支出增

加

-             -                所得稅費用

     (利益)
-             -            -             -           -            -               

1,778)(    -1.33% 本期賸餘(短絀) 1,700)(    -0.99% 7,200     4.20% 8,900)(   -12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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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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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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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取利息 800                                   

        業務活動之淨現金流入(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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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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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                                   

期初現金及約當現金 99,287                              

期末現金及約當現金 100,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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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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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114                         8,000                129,114
挹注基金5,000千
元、資本門3,000
千元

累積餘絀

  累積賸餘                66,530 -                       1,700                  64,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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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644                         6,300                223,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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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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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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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8                      利息收入 800                      900                      基金孳息。

2                          其他收入 -                           -                           

133,565               總 計 171,300               171,400               

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金會

收入明細表
中華民國110年度

單位：新臺幣千元



前年度決算數 科 目 名 稱 本年度預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說 明

30,907              管理費用 36,000                 35,500                  

16,131                薪資支出 19,374                 19,362                  28名員額

115                     加班費 304                      254                       依人事作業要點核實計算25.33千元*12月

1,722                  年終獎金 1,978                   1,933                    年終15,824千元/12*1.5月

876                     考核獎金 1,122                   1,116                    依人事作業要點考核獎金

1,029                  退休金準備金 1,251                   1,265                    以勞工局薪資投保級距7%計算104.25千元*12月

1,656                  保險費 1,971                   2,070                    雇主負擔之員工勞健保費164.25千元*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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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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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文具用品 160                      160                       紙張文具、印刷、印表機用碳粉及墨水匣等
46                       旅費 50                        20                         國內公務出差之差旅費

754                     郵電費 800                      800                       電話、傳真、簡訊通信及無線網路費
2,206                  修繕維護費 2,500                   1,700                    房屋、設備、車輛修繕及植栽等維護費
1,233                  水電費 1,300                   1,300                    水費及電費
2,418                  折舊及攤銷 2,500                   2,710                    行政設備之折舊及攤銷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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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勞務費 200                      200                       會計師、代書及各項委託公費
861                     清潔費 900                      900                       會所環境清潔每月75千元*12月
267                     印刷費 400                      400                       簡介、年報等相關出版物印刷

1,056                  其他費用 880                      1,000                    訓練費、書報雜誌訂閱等及非屬上列之行政費用

104,436            其他業務支出 137,000               128,700                

               69,564   補助款支出 89,000                 79,050                  國內外及政黨補助

1,810                  委辦業務 1,800                   1,800                    委託研究調查、案件辦理之事項等

2,044                  兼職費 3,000                   3,000                    一般公務所需兼職人員之費用

1,474                  保險費 1,650                   1,650                    財產保險及保全費

1,996                  臨時人員酬金 2,600                   1,800                    短期或特定工作計畫所需遴用之臨時人員

3,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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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44                  旅費 6,000                   12,000                  
因公出差至國外之差旅費(前年度決算含邀請國

外外賓之機票、食宿等旅費)

1,776                  郵電費 2,000                   2,500                    郵寄費、網路服務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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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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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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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07                  會議費 15,400                 12,000                  

會議之場地、佈置、餐費及邀請外賓之機票、食

宿等(前年度決算未含邀請國外外賓之機票、食

宿等旅費)

3,507                  勞務費 4,000                   4,000                    業務委託專業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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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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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2                  活動費 2,000                   1,000                    非會議型活動之相關佈置、攝影等活動費

177                     禮品費 300                      300                       贈訪賓禮品

1,146                  其他費用 1,650                   1,650                    會員費及非屬上列之業務費用

135,343            總 計 173,000               164,200               

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

支出明細表

中華民國110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 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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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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儲 存 設 備 伺 服 器

  什項設備                                            300 會 議 室 設 備

  無形資產                                            700 新 增 網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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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年度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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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年 ( 前 年 )
12月31日實際數

科 目
110年12月31日
預 計 數

109年(上年)12月31日
預 計 數

比較增(減－)數

資　　　產

流動資產
                 47,841   現金及銀行存款               100,087                          99,287 800                    
                      264   應收款項                      400                               400 -                         
                      442   預付款項                   1,500                            1,500 -                         
                 48,547 流動資產小計               101,987                        101,187 800                    

                 95,000 基金               105,000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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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2,969                  機械及設備                 25,178                          23,178 2,000                 
23,926                  什項設備 31,175               30,875                        300                    

                 61,409 不動產、廠房及設備小計                 72,619                          70,319 2,300                 
42,630)(               減：累計折舊 62,739)(              61,106)(                       1,633)(                

                 18,779 不動產、廠房及設備淨額                   9,880                            9,213 667                    
無形資產

2,781                    無形資產 6,018                                            5,318 700                    
1,781)(                   減：累計攤銷 867)(                   -                                  867)(                   

                   1,000 無形資產淨額 5,151                 5,318                          167)(                   
其他資產

2,799                    什項資產(陳飾品)                   2,542                            2,542 -                         
               166,125 資 產 合 計               224,560                        218,260 6,300                 

負　　　債

流動負債
17,774                  應付款項                      616                               616 -                         
19,498                  預(代)收款項                           -                                   - -                         
37,272                  負 債 合 計                      616                               616 -                         

淨　　　值

基金
                 30,000   創立基金                 30,000                          30,000 -                         
               116,197   捐贈基金               129,114                        121,114 8,000                 

累積餘絀

17,344)(                 累積賸餘                 64,830                          66,530 1,700)(                
               128,853   淨 值 合 計               223,944                        217,644 6,300                 
               166,125 負債及淨值合計               224,560                        218,260 6,300                 

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金會

資產負債預計表
中華民國110年12月31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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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副研究員                                                7

助理研究員                                                6

專員                                                5

組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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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

單位：人

- 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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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                              -                              -                         141                              -                           87                              -                              -                      2,148

副執行長                      1,326                              -                              -                         214                           98                         104                              -                              -                      1,742

主任                      3,096                              -                              -                         502                         221                         268                              -                              -                      4,087

副主任                      1,733                           40                              -                         310                         126                         165                              -                              -                      2,374

研究員                              -                              -                              -                              -                              -                              -                              -                              -                              -

副研究員                      3,845                           90                              -                         610                         275                         462                              -                              -                      5,282

助理研究員                      2,847                           66                              -                         476                         203                         352                              -                              -                      3,944

專員                      3,166                           74                              -                         583                         225                         355                              -                              -                      4,403

組員                      1,441                           34                              -                         264                         103                         178                              -                              -                      2,020

總計                    19,374                         304                              -                      3,100                      1,251                      1,971                              -                              -                    26,000

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

用人費用彙計表
中華民國110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 50 -



- 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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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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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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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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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000 37,500 93,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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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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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622 45,235 96,933 無 無

 109年度

每月薪金

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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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簡歷資料 經營投

資事業

情形

 兼職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