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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人權日特刊
 

 

2015/11/25 vol.77
編輯手記  

 

 （電子報如無法正常顯示，請點此連結進入閱覽。）

      聯合國明訂每年的12月11日是世界人權日（Human Rights Day），希望藉此強調人類基本權利的重要性，以及
面對未來的挑戰，期許每個人都能不斷奮鬥。為了響應此一盛事，本期電子報特別發行「世界人權日特刊」，邀請
到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廖福特研究員替我們撰寫專文，帶領本報讀者一同來瞭解人權兩公約的後續追蹤。本期
內容也討論過勞現象、種族平權等，與諸位電子報友們共同深入瞭解這些人權議題。

為持續深耕校園以及貼近社會現況，人權電子報也常設「四方觀點」專欄，長期連載校園議題或社會關懷等相關文
章，提供給教學工作者、關心社會的人士做為參考。

此外，教育部人權教育諮詢暨資源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亦為各級學校教師或從事人權法治相關教育工作者，提
供人權教育問題之諮詢服務，相關辦法請參閱本中心網站：http://hre.pro.edu.tw/（首頁 → 諮詢服務辦法）。

 

      人權教育電子報將持續提供訂閱戶更好的服務，誠摯邀請大家閱畢電子報後，撥空填寫「人權教育電子報顧客滿
意度調查表」。您的寶貴意見，是我們進步的最大動力；對於電子報內容有任何想法，都歡迎您回饋給我們。

 

封面故事  

 

兩公約的後續追蹤程序 
 文／廖福特（英國牛津大學法學博士；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研究員）

  壹、前言「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與「經濟、社會及
文化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建立四種監督模式，包
括審查國家報告、審理國家訴訟、審理個人申訴、進行詢問程序。本文討論兩公約所建立之後續追蹤程序(follow-up
procedure)，先就此四種監督模式討論之，並進而論述台灣將兩公約國內法化之後，亦應思考是否建立後續追蹤程
序。...（繼續閱讀）

 

時 事 活動預告

 Currents 人權大小事
 國內新聞 Local News

  
 1. 台灣也能發展國際援助？非

政府組織和企業的參與工作

 

http://hre.pro.edu.tw/8-2-1.php?id=95
http://hre.pro.edu.tw/
http://hre.pro.edu.tw/8-3.php?newsid=45
http://hre.pro.edu.tw/article/3883
http://npost.tw/archives/21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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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同志遊行7.8萬人喊解放
 2015/11/01 蘋果日報

 

2. 台灣同志遊行：數萬人撐”青春自主”
 2015/10/31 法國國際廣播電台

 

3. 中台灣PM2.5連日紫爆 台電允諾調降發電量
 2015/11/09 大紀元

 

4. 空服員每月工時擬減為200小時
 2015/11/10 自由時報

5. 葉永鋕影片發酵 蔡依林籲悲劇莫發生
 2015/11/10 聯合報

 國際新聞 World News

  

1. 聯合國：10月跨越地中海抵歐移民破紀錄
 2015/11/02 BBC中文網 

2. 非洲最大風力發電場 帶光明到肯亞偏鄉
 2015/11/05 環境資訊協會 

3. 翁山蘇姬的政黨於緬甸大選中贏得勝利
 2015/11/09 華盛頓郵報

4. 漢莎航空持續罷工 週三930次航班被取消
 2015/11/11法國國際廣播電台 

5. 加泰羅尼亞誓言將繼續推進獨立進程 
 2015/11/12 BBC中文網

6. 炸彈客恐攻鬧區 黎巴嫩43死
 2015/11/14 蘋果日報

7. 南韓7年來最大示威 首爾13萬人抗議遭強力鎮壓 逾140傷1命危
 2015/11/16 風傳媒

8. 英國醫院過勞 醫師揚言要出走
 2015/11/18 台灣醒報

9. 巴黎恐怖襲擊案調查新進度
 2015/11/21 法國國際廣播電台

10. 馬利恐怖攻擊血腥落幕 豪華飯店21人死亡 全國進入緊急狀態
 2015/11/21 風傳媒

坊
 主辦單位：富邦文教基金

會、台灣海外援助發展聯盟
 日期：104/11/27。

 地點：松菸園區台北文創大
樓6樓（臺北市信義區菸廠路
88號）

2. 【核電影】2015南部巡迴
 主辦單位：地球公民基金會

 日期：12/9~12/20
 地點：台南社大、高雄美濃

文創中心、屏東彩虹餐廳、
高雄市電影館

四方觀點 知 識
 View

 

社會觀察 Observation about society
 普世人權論述的正反辯證|

 文／林柏儀（英國倫敦大學Goldsmiths學院社會學博士候選人）
 
    「人權」作為當代政治發展中，琅琅上口的一個名詞；打開報章雜
誌，也常能看到「普世人權」作為正向概念出現。「人權」可說已是
研究當代政治思想，最關鍵的一個詞彙。 然而，所謂的人權，又經常
和「西方世界」畫上緊密連結。歐美政治領袖譴責後進國家時，也經
常以關切其「人權問題」為之。以致於不少論者也會質疑：所謂的人
權其實是歐美國家的專利或特殊標準，而未必適合直接套用於「非西
方」社會？ 在二戰後由聯合國大會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自
1948年發佈以來至今，也經常面臨著類似的批評。《宣言》中宣稱：
「鑒於對人類家庭所有成員的固有尊嚴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權利的承

 

 Knowledge 人權小常識
  

 人權字典 Dictionary

  

 

聯合國難民人權高級專員

難民（Refugee）

國際人權法典
（International Bill of
Human Rights）

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
際公約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51101/36874949/%E5%90%8C%E5%BF%97%E9%81%8A%E8%A1%8C7.8%E8%90%AC%E4%BA%BA%E5%96%8A%E8%A7%A3%E6%94%BE
http://trad.cn.rfi.fr/%E7%A4%BE%E6%9C%83/20151031-%E5%8F%B0%E7%81%A3%E5%90%8C%E5%BF%97%E9%81%8A%E8%A1%8C%EF%BC%9A%E6%95%B8%E8%90%AC%E4%BA%BA%E6%92%90%E2%80%9C%E9%9D%92%E6%98%A5%E8%87%AA%E4%B8%BB%E2%80%9D
http://www.epochtimes.com/b5/15/11/9/n4569655.htm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930931
http://udn.com/news/story/8/1305327-%E8%91%89%E6%B0%B8%E9%8B%95%E5%BD%B1%E7%89%87%E7%99%BC%E9%85%B5--%E8%94%A1%E4%BE%9D%E6%9E%97%E7%B1%B2%E6%82%B2%E5%8A%87%E8%8E%AB%E7%99%BC%E7%94%9F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2015/11/151102_world_migrants_record
http://e-info.org.tw/node/111196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aung-san-suu-kyis-party-set-for-big-victory-in-burmese-election/2015/11/09/951f76b6-866f-11e5-bd91-d385b244482f_story.html
http://trad.cn.rfi.fr/%E6%94%BF%E6%B2%BB/20151110-%E6%BC%A2%E8%8E%8E%E8%88%AA%E7%A9%BA%E6%8C%81%E7%BA%8C%E7%BD%B7%E5%B7%A5-%E5%91%A8%E4%B8%89930%E6%AC%A1%E8%88%AA%E7%8F%AD%E8%A2%AB%E5%8F%96%E6%B6%88#./20151110-%25E6%25BC%25A2%25E8%258E%258E%25E8%2588%25AA%25E7%25A9%25BA%25E6%258C%2581%25E7%25BA%258C%25E7%25BD%25B7%25E5%25B7%25A5-%25E5%2591%25A8%25E4%25B8%2589930%25E6%25AC%25A1%25E8%2588%25AA%25E7%258F%25AD%25E8%25A2%25AB%25E5%258F%2596%25E6%25B6%2588?&_suid=1448244902284022524139236709928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2015/11/151112_spain_catalonia_independence_bid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international/20151114/36899161/%E7%82%B8%E5%BD%88%E5%AE%A2%E6%81%90%E6%94%BB%E9%AC%A7%E5%8D%80%E9%BB%8E%E5%B7%B4%E5%AB%A943%E6%AD%BB
http://www.storm.mg/article/73996
https://anntw.com/articles/20151118-lLis
http://trad.cn.rfi.fr/%E6%B3%95%E5%9C%8B/20151121-%E5%B7%B4%E9%BB%8E%E6%81%90%E6%80%96%E8%A5%B2%E6%93%8A%E6%A1%88%E8%AA%BF%E6%9F%A5%E6%96%B0%E9%80%B2%E5%B1%95
http://www.storm.mg/article/74349
http://npost.tw/archives/21855
http://www.cet-taiwan.org/node/2234
http://hre.pro.edu.tw/core/4566
http://hre.pro.edu.tw/core/4565
http://hre.pro.edu.tw/core/4549
http://hre.pro.edu.tw/core/4537
http://hre.pro.edu.tw/core/4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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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發佈這一《世界人權宣言》，作為所有人民和所有國家努力實
現的共同標準」然而，這所謂的「共同標準」或「普世人權」，會不
會只是世界上部分社會的特殊標準？特別是在國際上握有強勢權力的
歐美國家產物？我們應當毫不質疑地接受它嗎？...（繼續閱讀）
 
 
 
 
 
 
 
 

 

 人權小故事

  

歷史上的11月、12月

1872/11/05
 美國女權主義者蘇珊‧安東

尼帶領婦女參加總統選舉
的投票，事後因為婦女沒
有選舉權而被捕。

1948/12/09
 聯合國大會通過《防止及

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

1948/12/10
 聯合國大會通過並頒布了

《世界人權宣言》。

1959/11/20
 通過兒童權利宣言。

1959/12/01
 美國一名黑人婦女羅莎‧帕

克斯因拒絕在公共汽車上
向一名白人男子讓座而被
捕入獄，美國黑人民權運
動興起。

1979/12/10
 台灣《美麗島》雜誌社在

高雄市發起遊行集會，警
民發生衝突，警方鎮壓，
美麗島事件爆發。

1989/11/09
 柏林圍牆倒塌。

2003/11/01
 台北舉辦同性戀大遊行，

是華人世界中的第一次。

評 論  

 
Comment 人權藝文

人權書房 Book Review
 

  《過勞之島》全球的過勞現象：從歐亞職業病徵的不一樣談起 | 
 

文／許慈育（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班）
 

 

《書籍簡介》

婆娑之洋，美麗之島，島上的人民為生活辛勤奮鬥。然而，曾幾何時，勞動者的努力換不到應得的報酬，陷入窮

忙迴圈；憧憬的生活被高壓力、長時間的工作一口口吞吃殆盡；因公病倒甚至猝死的悲劇遍及各行各業。美麗之

島，成了過勞之島。《過勞之島》乃台灣首見，從本土的過勞死案例來揭露職場亂象，剖析背後層層制度問題，

並且提出具體對策。書中八個不同行業的故事，為過勞死傷勞工及其家屬留下了誠實而震撼的第一手紀錄。本書

亦從現行法令的漏洞盲點、企業營利手法、主政者思維與經濟發展模式、科技工具、傳統文化等多重面向，完整

深入地探討台灣竟形成「平均每十天就有一人過勞死」恐怖現象的結構面成因，提出改善制度的六大建言。此

外，還為勞工整理出自救救人的五招心法，並提供相關指引的詳盡附錄。  人，就是人。企業組織裡的職工，

並不是大機器裡的小螺絲釘，一旦螺紋磨盡耗損，就棄置一旁，換一顆新的來替代，只要機器繼續運轉就好。人

的價值應被尊重，人的尊嚴應被維護。紅色，是受害勞工的血汗、家屬的血淚，但也是日出彤霞的顏色——「過

勞之島」不只是一句沉重的控訴，沉重，是為了用更大的力道來喚醒這社會，攜手推動改革，讓勞工的黑暗時代

過去，看見天明的曙光。

 

http://hre.pro.edu.tw/society/3659
http://hre.pro.edu.tw/history/96
http://hre.pro.edu.tw/history/99
http://hre.pro.edu.tw/history/100
http://hre.pro.edu.tw/core/4561
http://hre.pro.edu.tw/history/98
http://hre.pro.edu.tw/zh.php?m=9&c=1261990911
http://hre.pro.edu.tw/history/134
http://hre.pro.edu.tw/history/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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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籍簡介和作者介紹請參考博客來網路書店 -

《書評》
 

近日，韓國「Hydis」勞工為了自身權益來台絕食

抗議，獲得台灣勞工團體及民眾聲援。但是，我們

的移民署和警政署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將他們遣

送回國。對於勞工們來說，抗爭同時也是一場奢侈

的行動。亞洲的現象告訴我們，東亞國家的勞工與

雇主協商的能量非常薄弱；在台灣，絕大多數的勞

工被迫單槍匹馬面對資方，議定工時，結果出現匪

夷所思的工時規定，淪為過勞死神獵捕的對象。勞

雇間權力不對稱的關係使得我國勞基法第八十四之

一條「勞雇雙方另議工時」的精神難以落實。......

（繼續閱讀）

 人權電影院 Film Review  

  《逐夢大道》真理正在前進  | 
 

文／朱浩一（文字工作者）

 

 

 

 

 

 

 

《影片資料》

 

 

 

 

 

 

 

《影片資料》

片名：《逐夢大道》
 

影片年份：2015
 

導演：艾娃‧杜弗納
 

片長：128分鐘
 

類型：劇情片
 

出品國：美國
 

發行商：美昇國際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674211
http://hre.pro.edu.tw/bedu/4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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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情介紹》
 

由於透過非暴力的手段積極爭取種族平權，年僅35歲的金獲

頒諾貝爾和平獎。回國以後，他與總統詹森會面，希望對方

能協助立法保障黑人的選舉權。在許多南方的州，謀殺黑人

並不會被定罪，因為為官的白人會袒護這些犯罪的白人。就

算真的上了法庭，黑人也會因為沒有選舉權而無法註冊為陪

審團團員，使得犯罪的白人仍會被判無罪。而雖然法律上黑

人有選舉權，但州政府依然會透過各種手段讓黑人無法順利

獲得此項權利。詹森以消滅貧窮為首要之務及政務繁忙的理

由婉轉地要他靜候一些時日。然而，受壓迫的黑人隨時都在

死去。金跟夥伴們一起來到了位於被稱為「南部心臟」的阿

拉巴馬州內的城市塞爾瑪，準備在這裡以非暴力的手段爭取

選舉權。金率眾聚集到塞爾瑪法院大樓的外面，然後指示民

眾跪下，並對警察克拉克表明眾人只是想進去登記為選民。

個性粗暴的克拉克因故與民眾發生衝突，一名婦人攻擊恃強

凌弱的克拉克，他旗下的警員抓住婦人，並將她壓制在地，

記者見狀拍下了照片，隔天該照片即刊登於報紙的頭版上，

引起無數讀者嘩然。不久後，金與其他領導者被捕入獄。幾

星期過後，在一場夜間的和平遊行中，一名為吉米的年輕人遭有備而來的警方開槍射成重傷，不久死亡。為此，

在經過一番討論後，金的團隊決定舉辦一場大遊行，從塞爾瑪一路走到阿拉巴馬的首府蒙哥馬利，要求州長華勒

士出來面對黑人的處境。第一次的遊行是在星期天。約五百多名民眾成列走上國道，卻在艾德蒙佩德斯橋前被奉

州長之命前來阻止遊行隊伍的克拉克、州警、騎警，以及一群克拉克當天早上徵召來的白人所阻擋。現場負責指

揮的克勞德少校要民眾離開。領頭的路易斯表達對談的意願，但克勞德表示兩人之間沒甚麼好說的。不久之後，

警方即以警棍、皮鞭、催淚瓦斯等武器攻擊手無寸鐵的民眾。四處竄逃的民眾傷亡慘重，現場處處可見血跡。這

天後來被稱為「血色星期日」，許多在電視上看到轉播的民眾不分膚色均對警方的處理態度相當不滿，因此陸續

趕抵塞爾瑪表達他們的支持。兩天以後的星期二，包含金在內的民權人士以及民眾再次來到艾德蒙佩德斯橋。出

乎意料的，原本領導手下擋在橋頭的克勞德命州警把路讓開。猶豫片刻後，金跪了下去，眾人見狀也跟著下跪。

靜禱片刻後，在一片疑惑中，金轉身，帶領民眾往後退。事後，金說：「我寧可人們討厭我或痛恨我，也不希望

看到有人因此流血或犧牲。」然而當天晚上，卻有三位支持黑人民權運動的白人遭到四名三K黨的襲擊，其中一

人更因此而喪失了性命。詹森會見了州長華勒士，明確告知抗議者已隨處可見，希望他能妥協，但華勒士拒絕讓

步。不久後，迫於局勢的緊張，詹森提出了新版的「選舉權法案」，並發表了演說，讚揚塞爾瑪遊行的正當性，

並說這不單是黑人的問題，更是全體美國人的問題，因此他們必須這麼做。兩天以後，聯邦法官引用了第一憲法

修正案裡的條文，認為民眾的確有權透過遊行的方式去請願。又過了四天，遊行隊伍正式出發，許多人從全國各

地來到塞爾瑪與金一同前行。經歷長途跋涉後，金總算來到了阿拉巴馬州的議會大廈前，在兩萬五千人面前發表

演說：「…我們甚麼時候能夠獲得自由呢？很快，很快就要實現了…」

 

《影評》
 

1861年，美國爆發南北戰爭。據說於戰爭初期，時任總統林肯接見了一名女性作家，並稱她為「引發戰爭的小

婦人」。這名作家是斯托夫人，她寫過一本名為《湯姆叔叔的小屋》的書，內容述及一位善良的黑人奴隸「湯姆

叔叔」雖一心為他人著想，最終卻仍被白人雇主命人打死的不幸遭遇。此書是19世紀最為暢銷的書籍，影響了

許多美國人對黑人的看法，也催化了奴隸制度的廢除，而奴隸制度的存廢歧見即是南北戰爭的主因之一。1865

年，南方軍隊宣布投降，南北戰爭到此結束。同年十二月，廢除奴隸制度與強制勞役的「憲法第十三條修正案」

正式通過。...（繼續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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