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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景論壇 

 

 

 
2023年 12月 10日為《世界人權宣言》通過的 75 週年。（圖片來源：https://www.un.org/

en/observances/human-rights-day） 

 

 

民主與人權的多元價值與挑戰 

 

謝若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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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安保協會理事長 

 

12月 10日是「世界人權日」(Human Rights Day)，近日國內各機

關單位辦理的相關系列活動，包含了行政院以「人權影響評估的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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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野與在地實踐」辦理的人權日學術研討會、國家人權委員會為紀念

世界人權宣言 75週年舉辦的「人權 75設計起舞 Color Our Rights」海

報特展、原住民族委員會藉由 27週年會慶所舉辦的「人權與原權‧和

解與共生」國際研討會、賽德克民族議會與靜宜大學等單位主辦的「知

識建構・數位博物館歐盟守護計畫的國內反思暨林淑雅老師紀念音樂

會」，以及台灣安保協會所舉辦的「對抗中國經濟脅迫的台灣韌性」

論壇等等，顯現了台灣從民主轉型時期的「人權立國」訴求，至今走

到了「人權主流化」的世代。 

價值與討論面向之多元必要性 

從上述隨手舉出近期之人權相關活動中，即可看出台灣從國家層

級、中央部會層級、大專院校、民族議會、民間團體等均重視民主與

人權多元議題的討論，希望透過更多的公共討論理解其所面對的挑

戰，深化民主與人權在台灣社會的根基與韌性。舉例而言，從檢視國

際人權的推動，進而評估引進國內之「實作」，探討具有解殖民反省

的國際計劃與台灣之連結、再探討國際人權與原住民族權利的發展及

各國原住民族與國家和解的進程，並理解憲法中原住民族賦權之路及

社會的和解與共生，以及全球均已注意到的各層面之「中國」脅迫與

影響，在在顯示推動與擁抱民主人權多元的同時，經由更多的公共討

論來深耕並落實真正的民主與人權教育的重要。 

民主人權的韌性需防止可能的破口 

台灣的民主人權發展看似蓬勃，但我們也必須更加小心面對可能

的破口，並建構更具韌性的機制。具體而言，本月初本人受邀前往紐

西蘭，代表台灣在紐西蘭亞洲研究學會年會以「原住民族權利：台灣

轉型正義的歷史意義與創傷療癒」為題，進行專題演講。專講中除有

人問到台灣如何跨越非聯合國會員國的障礙以提升國際參與之外，在

研討會中從教育經費與政策、文學視野、政治經濟、數位科技、性別

族群等各面向，許多的研究話題亦或多或少指向中國的影響因素，無

論是歷史上的延續或是在當代社會的介入。 

位於印太地區島鏈的台灣人，必須深刻的理解民主與人權是一體

兩面，但絕對不會是天上掉下來的免費禮物，因為這是透過一代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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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民主人權捍衛者付出行動與代價換取的。也因此，我們必須避免

表面上的民主人權進展，包含更具批判視野的監督力道，遏止公私部

門為交差了事所給出的表面成績，以此癱瘓我們對民主與人權的標

準，卻讓無所不入的反民主、反人權言論與行動滲透了台灣好不容易

走到現在的進程。 

 

 

編按：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遠景基金會之政策與立場。 

 
 

 

 

  

財團法人兩岸交流遠景基金會 

本基金會為研究國際政經情勢之民間學術智庫，旨在針

對國際政經情勢及戰略與安全等領域，將學術研究成果具體

轉化為政策研析，作為我政府參考，深化學術研究能量，並

增進與國際重要智庫交流與互訪。 

臺北市汀州路三段 60巷 1號 

Tel: 886-2-23654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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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pf.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