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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人權日（Human Rights Day）特刊
2013/11/29 vol. 61

編輯手記  

 

  

  2013年世界人權日為世界人權宣言發表20周年，聯合國將今年的主題訂為：20 YEARS: WORKING FOR
YOUR RIGHTS（為你的權力奮戰），希望藉此強調人權的未來，以及可能遭遇的挑戰，並期許大家能持續奮
鬥。響應此盛事，本期電子報特別發行「世界人權日（Human Rights Day）特刊」，內容涵蓋多元成家、反核
等年度重大人權議題，希望可以與諸位電子報友一同更加深入瞭解人權理念的實踐與未來方向。

 而為推廣正在進行架設的「學生自治與公民教育專區」，人權電子報也增設「學生自治」專欄，長期連載學生
自治相關文章，提供給學務工作者以及莘莘學子們做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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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元成家，我支持！你呢？ 
 文／簡至潔（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秘書長、台灣守護民主平台成員）

當台灣的主流媒體反覆播送著保釣、電價上漲、倒閣等新聞，一場挑戰傳統親密關係的革命行動正在台灣社會如火如荼

的展開。
 

今年9月8日，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伴侶盟）發動了一項「多元成家，我支持！」連署行動，預計以百萬人連署之

姿，將台灣第一部由民間自主起草的多元家庭民法修正草案於明年九月送進立法院。連署起跑十天，已經有超過100個
團體、15000人進行連署聲援，其中知名歌手張惠妹、資深媒體人馮光遠、知名作家陳雪都在第一時間公開表達支

持。...（繼續閱讀）

 

時 事 活動預告

 Currents 人權大小事    

http://hre.pro.edu.tw/
http://hre.pro.edu.tw/8-3.php?newsid=45
http://hre.pro.edu.tw/article/3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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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新聞 Local News

  

1. 監獄嚴重超收 羅瑩雪：人權不及格
 2013/10/31 中時電子報

2. 兒童人權日 展望會：尊重孩子的「表意權」
 2013/11/20 中時電子報

3. 兒童權利公約 民團促國內法化
 2013/11/21 國語日報

4. 要人權！ 身心障礙者籲簽署國際公約
 2013/11/22 健康醫療網

5. 童工週工時超過40小時 有法可罰了
 2013/11/26 自立晚報

6. 立院三讀 女性勞工 年增3日生理假
 2013/11/27 中時電子報

 國際新聞 World News

  

1. 德國新生兒可登記中性 人權團體：或導致更大歧視
 2013/10/08 關鍵評論網

2. 印尼9警涉姦少女 人權團體促判死
 2013/11/11 中央廣播電臺

3. UN特使：伊拉克部隊需人權再教育
 2013/11/15 中央廣播電臺

4. 人權團體：墨監獄多被囚犯控制
 2013/11/20 中央廣播電臺

5. UN：抗議事前報備制 違反基本人權
 2013/11/27 新頭殼

 ● 活動日期：2013/11/22-12/1

1. 2013零核時代：不核作運
動！《脫原發 X 小路映画：
台日反核插畫海報展》

 ● 主辦單位：綠色公民行動聯
盟

 ● 地點：松山文創園區製菸工
廠

2. 同志健康促進工作坊
 ● 主辦單位：台灣伴侶權益推

動聯盟
 ● 地點：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

路二段70號12F之2
 ● 活動日期：2013/12/9、

12/27

四方觀點 知 識

 

View

學生自治 Student Government

 

成大學生論壇 - 改變＆實踐 |  
 文／洪彥安（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四年級）

 上了大學，我和大多數人一樣，不斷的充實自我，熱衷于社團活動，
但我真的改變了什麼嗎？直到某一天的一門課，而那位老師的那句
話，我想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吧！

 「當我們覺得這個體制、社會很爛很黑，我們選擇逃避、忽視。試
問，我們逃避、忽視究竟改變了什麼？我們的體制、社會變得更好
了？也許我們要做的事情是，跳進去這個很爛很黑的體制、社會，進
入它的中心，最後改變它」

 那一刻開始，我便開始重新審視我周遭的世界。
 其實在成大，早已有很多人，跳進去這個很爛很黑的體制、社會，進

入它的中心，希望最後能改變它，像是成大零貳社以及洪仲丘事件的
相關活動，這一切，都在悄悄地改變我們的生活、我們的社會。

 ...（繼續閱讀）

 

Knowledge 人權小常識
 人權字典 Dictionary

  

愛滋紀念被單 AIDS quilt

性少數 Sexual minorities

跨性別 Transgender

  

 

評 論  

 
Comment 人權藝文

人權書房 Book Review
 

  如何作出更好的醫療決定 | 文／廖偉翔（國立成功大學醫學系七年級）
 

書籍簡介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E7%9B%A3%E7%8D%84%E5%9A%B4%E9%87%8D%E8%B6%85%E6%94%B6-%E7%BE%85%E7%91%A9%E9%9B%AA%EF%BC%9A%E4%BA%BA%E6%AC%8A%E4%B8%8D%E5%8F%8A%E6%A0%BC-20131031000902-260106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31120004069-260405
http://www.mdnkids.com/info/news/content.asp?Serial_NO=86417
http://news.sina.com.tw/article/20131122/11182541.html
http://tw.news.yahoo.com/%E7%AB%A5%E5%B7%A5%E9%80%B1%E5%B7%A5%E6%99%82%E8%B6%85%E9%81%8E40%E5%B0%8F%E6%99%82-%E6%9C%89%E6%B3%95%E5%8F%AF%E7%BD%B0%E4%BA%86-123823777.html
http://tw.news.yahoo.com/%E7%AB%8B%E9%99%A2%E4%B8%89%E8%AE%80-%E5%A5%B3%E6%80%A7%E5%8B%9E%E5%B7%A5-%E5%B9%B4%E5%A2%9E3%E6%97%A5%E7%94%9F%E7%90%86%E5%81%87-213000990.html
http://www.thenewslens.com/post/12523/
http://news.rti.org.tw/index_newsContent.aspx?nid=463509
http://news.rti.org.tw/index_newsContent.aspx?nid=464590
http://news.rti.org.tw/index_newsContent.aspx?nid=465695
http://newtalk.tw/news/2013/11/27/42281.html
http://zeronuke.gcaa.org.tw/gallery.php
http://tapcpr.wordpress.com/2013/11/11/%E4%BC%B4%E4%BE%B6%E7%9B%9F%E3%80%8C%E5%A5%BD%E5%A5%BD%E5%95%8F%EF%BC%8C%E6%85%A2%E6%85%A2%E8%81%8A%E3%80%8D%E5%85%AC%E6%B0%91%E8%A8%8E%E8%AB%96%E6%9C%83%EF%BC%88%E7%AC%AC%E4%B8%80%E5%9B%9E%EF%BC%89/
http://hre.pro.edu.tw/campus/4901
http://hre.pro.edu.tw/core/5160
http://hre.pro.edu.tw/core/4551
http://hre.pro.edu.tw/core/4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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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人的生命中，都免不了遭遇生老病死，然而隨著醫學的進展，

我們似乎有了和上帝抗衡的能力。但是取得了生命主導權的人們，下一

步要怎麼做？這個決定該由誰來負責？是醫生說了算，還是全權交由病

人決定？《生命的關鍵決定》一書，隨著歷史時間軸的推演，分別討論

了病人賦權（empowerment）運動的興起、賦權革命的失敗、從賦權者

變成合作夥伴，最後到當前學習分享的過程。
 

 

書評
 

這是一本討論如何作出更好的醫療決定的書。但要放到台灣的脈絡來

看，我決定先從這本書的譯名談起。翻譯的中文書名「生命的關鍵決

定：從醫生決定到病人決定的時代」和英文「Critical Decisions：How

You and Your Doctor Can Make the Right Medical Choices

Together」，從兩者間的差異，是否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呢？本書的核心論

點在於：醫療決定是醫病雙方共同的決定，因此原書名也才強調要一起做決定（make choices together）。

但不知何故，中文譯名卻成了「從醫生決定到病人決定」，這大概某種程度說明了我們對於醫療決定的認

知，應該要有根本的改變。
 

一世紀以來，女性藉由書寫沉澱、釋放每一個體驗思想，這些積極勇敢、不畏眼光與權力架構的優秀女性透

過論述、宣言、文學小說、人權運動替弱勢族群、反戰做出非暴力式的發表聲明。 ...（繼續閱讀）

 人權電影院 Film Review  

  

日本核電危害中被隱匿的勞權議題 | 文／宋竑廣（公民記者）
 

影片簡介

片名：被隱藏的被曝勞動～日本的核電底層工～（隠された被爆労

働）

製播單位：英國BBC第4頻道

影片年份：1995年

劇情介紹
 

攝影師樋口健二在20年遇到關於核電底層工的故事，因此改變了他的人

生，他第一次聽到的時候感到不可置信，勞工進入到原子爐心遭到輻射

被曝，有人因此生病，有人甚至死亡，他們都是農漁民或臨時工，經過

調查，大部份人都不清楚自己身上發生了什麼事，即便知道了，也可能

因為恐怖而說不上來吧。讓人驚訝的是，大家說的都是一樣的遭遇。
 

影評
 

這20年來，樋口健二一直在揭露一般人不會注意到的、隱藏在日本社會背後的真實狀況，即有這樣的事情發

生在日本企業裡發生什麼的，世上的人們也不會注意。從大阪車程三小時的地方有個「核電銀座」（興盛處

的意思），在狹窄的海灣邊接連矗立15座核電機組，還有高速增殖爐「文殊」正在興建。（本段譯自片中樋

口健二的自敘）
 

311福島核災以來，因為在台灣立報撰寫日本教育教育專欄，寫過很多相關報導，當然也有其他人寫，或者

相關新聞等等，但或許因為台灣關心的焦點不同的關係，居民或兒童健康報導有之，被拋棄的動物有之，輻

射污染（食物）有之，但關於勞工的部份似乎很少看到，在青年貧窮化議題、關廠工人抗議蔚為人知的現

在，相信許多人和我一樣，也有興趣認識核電產業中勞工的處境，因此我想介紹這部核電底層工名作，帶大

家一窺日本核電產業背後，以人命為犧牲品的月之黑暗面。
 

如同內容大要所說的，本片是攝影師樋口健二採訪多位底層核電工的記實影片，而因為本片沒有進到台灣，

甚至在日本也沒有DVD或上映，...（繼續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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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無法正常顯示電子報，請按此開啟線上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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