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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取得胜利的同盟国同意让蒋介石的中国政府从日本手中收回台湾，此后

四十多年，蒋氏国民党在岛上维持了列宁式的独裁高压统治。但是国民党的政治宣传成功地蒙蔽

了许多国外人士，使他们误以为国民党是中国人民民主、法治及人权的扞卫者，与一九四九年将

其逐出中国大陆的毛泽东政权截然不同。 

一九八七年解严后至今，台湾历经了渐进和平的政治革命，这个转变使台湾得以建立真正的民主

体制、法治政府，并实现对诸多国际人权的尊重。这个巨大的成就，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见，可

归因于国民党从威权统治逐渐转型的调整能力，以及其主要政治竞争对手民进党的日益成熟。然，

自一九七一年在联合国失去中国代表权后，台湾持续被国际孤立，而且直到最近，民进党和国民

党政府也不如蒋介石那般擅长国际宣传，因此台湾的成就鲜为外界所知，缺乏国际社会的支持。 

但就在四年前，马英九总统的国民党新政府，在民进党的配合下，终于批准了联合国两个最核心

的人权公约─《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下称两公约）。

蒋介石政权虽签署两公约，但从未完成批准。 

虽然联合国秘书长拒绝了台湾向联合国存放两公约批准书的请求，但台湾仍然愿意落实两公约，

不仅将公约内容纳入国内法体系，而且还赋予两公约高于一般法律、仅次于宪法的法律位阶。 

此外，政府依法应在二○一一年十二月以前，修改抵触两公约的法令及行政措施，使国内法规可

以完全符合两公约标准。不仅如此，在两公约施行法规定下，人民可以立即主张公约所保障的权

利，要求法院和行政机关优先适用公约规定，而无需等待抵触两公约的现行法规修正。 

政府依法也有义务建立人权报告制度，监督两公约的实施成效。与联合国会员国不同，台湾无法

将国家报告提交给联合国人权条约机构审阅，因此，在咨询国内非政府组织后，台湾政府设计出

一套创新的独立审查程序，某些方面与联合国人权公约的审查程序类似，但与联合国程序相比，

又有一些突破之处。 

马政府邀请了十位国际人权专家担任审查委员（见图，本报资料照片），其中许多委员就联合国

人权公约审查具有丰富的经验。这些审查委员以独立专家身分，上个月底来台审查政府就两公约

实施进度提出的国家人权报告。专家们组成两个委员会，各有五位专家分别审查《公民与政治权

利国际公约》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报告。审查程序大致遵循联合国相关规范。 

大量的官方报告及非政府组织准备的平行报告，事先提交给委员们审阅。审查会议召开前，针对

委员们提出的问题清单，政府机关也提出书面答复。审查会议在台北举行，为期三天，委员们不

但和政府代表针对许多问题交换意见，也在其它会议中听取非政府组织的简报。第四天，审查委

员进行不公开评议，最后在三月一日发布了一份详尽的「结论性意见及建议」。 

http://usali.org/wp-content/uploads/2013/03/2013.03.29.pdf


这个过程特别之处在于审查会议在台北举行，而非联合国人权机构所在地的日内瓦。与联合国审

查相比，在地审查提高了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度，大批台湾政府官员出席了审查会议；不仅

如此，许多原本可能因资源不足无法前往日内瓦的民间团体，也因此能够与会。 

整个过程中，审查委员们一再强调坦诚和建设性对话的重要性。虽然如一位委员指出，政府在审

查过程中仍有一些抗拒和自我否认的态度，但政府代表们确实认真地进行讨论，这点值得肯定。 

然而，过程中还是可见一些问题。例如在一些重要议题上，政府缺乏用于了解和监督人权实践的

数据资料。而且与许多国家一样，政府针对委员问题的答复，倾向于引用法条规定，而未能针对

实际施政的影响进行有意义的评估。 

有些人或许会预期，跟远在日内瓦的审查比较起来，在地审查应该会吸引更多当地媒体关注。可

惜的是，即便在审查会议和结论性意见中讨论的一些议题曾在台湾引发舆论哗然，例如死刑、媒

体柯断和转型正义，但媒体却极少关注这次审查会议，新闻报导显得不足，未能发挥应有的教育

意义。 

专家的「结论性意见及建议」长达十七页，涵盖许多议题，迫切需要独立的监督和评估，包括人

权制度建设、人权教育训练、政府决策透明度以及弱势族群的权利保障。政府接下来应尽快建立

确实有效的追踪制度，将「结论性意见及建议」付诸实施，并定期举办独立的人权审查。 

结论性意见中非常关键的一点是，审查委员敦促台湾政府按照国际「巴黎原则」设置独立的「国

家人权委员会」，职掌人权咨询、监督、调查及报告工作。非政府组织长久以来即不断呼吁台湾

政府建立国家人权委员会。台湾目前也有不少研究调查，针对国家人权委员会的制度设计和宪法

问题提出完善的建议，其中包括法务部的一项研究。马英九总统若能推动成立符合国际标准的国

家人权委员会，将会是他任内一大人权成就。 

台湾这一次非比寻常的审查，使政府和公民社会有机会使用一个过去他们所缺乏的工具，进一步

推动台湾人权。另一方面，这个过程也使国际社会更加了解台湾在人权上所取得的大幅进展。 

台湾愿意遵守国际人权法，对国际社会来说不仅是一件好事，事实上，这次台湾创新的实验对国

际也有一些启发意义。目前国际上要求改进联合国人权公约审查制度的呼声不断，台湾模式所具

备的一些特点，或许值得联合国改革人士采纳，例如更广泛的政府及民间参与，以及高度咨询的

审查过程。说来讽刺，这些创新其实是考虑到台湾始终被联合国拒于门外；但是，台湾人跟世界

其它地方的人一样，不难体会「转祸为福」的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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