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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會議緣起 

世界選舉機關協會（Association of World Election Bodies；簡稱 A-WEB）係我

國於 1998 年加入亞洲選舉官署協會（Association of Asian Election Authorities；簡

稱 AAEA）之後，第二個以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名稱參與的選舉國際組織。

該協會由韓國國家選舉委員會（National Election Commission，簡稱 NEC）倡議設

立，2013 年 10 月 14 日於韓國仁川正式成立，會員為世界各國的選舉機關，其成

立之目的在發展永續性的民主，實現自由、公平及民主的選舉制度及支持民主轉

型國家的政治發展，並致力於建構世界各國選舉機關間的交流網絡，以分享彼此

之選舉資訊、知識與經驗，及藉由舉辦教育訓練活動，強化選舉管理相關人員的

能力。我國在 A-WEB 成立大會時，即派員與會，並加入該協會，成為創始會員

之一。 

A-WEB 主要組織包括會員大會、執行委員會及秘書處。會員大會為 A-WEB

最高決策機關，由所有會員組成，並以共識決方式進行決議。執行委員會則由

A-WEB 主席、副主席、秘書長及由會員中選出 10 名以內的委員組成。至秘書處

則係 A-WEB 的幕僚機構，負責協會一般業務，常設於韓國。 

依據 A-WEB 會章規定，會員大會每 2 年舉行一次，由副主席所屬的選舉機

關負責舉辦下屆會員大會。2013 年 A-WEB 成立大會時，多明尼加共和國中央選

舉委員會（以下簡稱多明尼加中選會）主任委員當選為 A-WEB 副主席，2015 年

第 2 屆會員大會爰由多明尼加共和國舉辦。除會員大會外，多明尼加中選會與

A-WEB 秘書處並規劃延續 A-WEB 成立大會與第 6 屆全球選舉組織（Global 

Election Organizations；簡稱 GEO）會議前例，於辦理會員大會同時舉辦「選舉機

關在確保廉能選舉所扮演的角色與挑戰」（Role and Challenges of Election Bodies to 

Guarantee the Integrity of Elections）國際研討會，以促進會員間選務經驗與知識的

交流。 

A-WEB 秘書處於 2015 年 3 月來函邀請本會派員參加第 2 屆會員大會及國際

研討會。本會為 A-WEB 會員，為履行會員義務，積極參與會務運作，並藉由參

與會員大會，與各國選務機關進行交流，以拓展我國國際空間，爰由劉主任委員

義周親自率團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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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出席人員參觀多明尼加共和國總統府 

貳、出席會議人員 

A-WEB 第 2 屆會員大會及國際研討會，計有韓國、澳洲、多明尼加、東加、

加拿大、墨西哥、哥斯大黎加、厄瓜多、巴拿馬、薩爾瓦多、波士尼亞與赫塞哥

維納、俄羅斯、阿爾巴尼亞、羅馬尼亞、摩多瓦、蒙古、巴勒斯坦、印度、菲律

賓、吉爾吉斯、肯亞、布吉納法索、南非及我國等五大洲 60 餘國派員參加會議。 

我國係由本會劉主任委員率團，並由余副秘書長明賢、選務處謝副處長美玲、

陳專員宗蔚陪同出席。另外交部關心本會參與國際組織及交流現況，指派該部國

際組織司吳參事體金，以本會顧問名義陪同與會。 

叁、會議行程 

A-WEB 第 2 屆會員大會及國際研討會開會期間為 2015 年 8 月 17 日至 8 月

21日(當地時間)，由於開會地點位於多明尼加共和國，考量時差及行程安排因素，

本會出席人員於 104 年 8 月 15 日出發，於 8 月 24 日結束行程返抵國門，共計 10

日。有關行程概述如下： 

一、104 年 8 月 15 日（星期六）至 8 月 16 日（星期日） 

本日下午啟程，途經美國紐約甘迺迪國際機場轉機，於當地時間 8 月 16 日

上午抵達多明尼加共和國首都聖多明哥。多明尼加中選會指派專人接機，我國駐

多明尼加共和國大使館張參事正漢等人亦前往接機。是日駐多明尼加共和國大使

館侯大使平福晚宴，與本會劉主任委員就多明尼加共和國之國情現況、兩國之雙

邊關係及與多明尼加共和國進一步合作交流等交換意見。 

二、104 年 8 月 17 日（星期一） 

本日召開 A-WEB 臨時執行委

員會議，本會非執行委員會成員，

無須參加會議。承蒙駐多明尼加共

和國大使館費心安排，是日本會出

席人員前往多國總統府參觀，由專

人導覽解說，並前往聖多明哥舊城

區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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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EB第 2屆會員大會及國際研討會開幕式 

A-WEB會員大會進行主席交接儀式 

三、104 年 8 月 18 日（星期二） 

本日上午 10 時 A-WEB 第 2

屆會員大會及國際研討會開幕

式，由 A-WEB 主席、韓國國家

選舉委員會主任委員李仁馥先

生主持，儀式盛大隆重。主辦國

多 明 尼 加 共 和 國 總 統 Danilo 

Medina 先生親臨致詞，國際民

主及選舉協助機構（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mocracy and 

Electoral Assistance，簡稱 International IDEA）秘書長、前比利時總理 Yves Leterme

先生則應邀進行專題演講。 

各國出席代表團人員於本日下午驅車前往位於多明尼加東方聖母省（La 

Altagracia Province）迦納角（Punta Cana），其後第 2 屆會員大會及國際研討會均

於該地舉行。 

四、104 年 8 月 19 日（星期三） 

    本 日 上 午 9 時 舉 行

A-WEB 第 2 屆會員大會。首先

進行 A-WEB 主席交接儀式，由

A-WEB 創會主席、韓國國家選

舉委員會主任委員李仁馥先生

將 A-WEB 會旗交予新任主席多

明尼加中選會主任委員 Roberto 

Rosario     Márquez 先生。其後

依序進行工作報告、新會員入會、

會章修正、會費、副主席、執行委員選舉等事項。 

本日下午舉行「選舉機關在確保廉能選舉所扮演的角色與挑戰」國際研討會，

第一場次主題為「選舉架構：確保選舉誠信必要的制度化」，分組議題為「選舉

組織：選舉機關的組成與統合機制。財政及預算獨立的重要性」及「選舉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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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劉主任委員義周擔任國際研討會特別

論壇評論人 

的司法審查」。 

五、104 年 8 月 20 日（星期四） 

本日上午繼續進行國際研

討會第二場次，主題為「提供政

治、政黨及政治參與的資助」，

分組議題則為「公共與私人資助

的影響與成效」及「透明化與可

課責性。控制的機關與裁罰的架

構」。會議期間，基於主辦國多

明尼加中選會主任委員已接任

A-WEB 主席，為拓展本會與該

會之友好關係，溝通兩國中選會進一步合作之可能性，本會劉主任委員與該會主

任委員 Roberto Rosario Márquez 先生進行雙邊會談，氣氛融洽，為未來進一步合

作達成共識。 

    本日中午進行國際研討會特別論壇，主題為「社群媒體：選舉過程中的責任

及參與」。本會劉主任委員於本場次擔任評論人。 

本日下午 5 時，於我國駐歐盟兼駐比利時代表處安排下，本會劉主任委員與

International IDEA 秘書長 Yves Leterme 先生進行會談，就 International IDEA 運作

現況、我國 105 年總統大選籌辦情形、政黨及候選人政治獻金募集及規範，以及

我國加入 International IDEA 會員可能性等交換意見。 

六、104 年 8 月 21 日（星期五）至 8 月 24 日（星期一） 

本日上午進行國際研討會第三場次及第四場次，主題分別為「科技革命及其

對選舉程序的影響」及「選舉程序的觀點分析：挑戰、趨勢、前景」，下午 1 時

舉行國際研討會閉幕式。閉幕式後，本會出席人員於 8 月 22 日下午搭機，經美

國紐約甘迺迪國際機場轉機，於 8 月 24 日上午 5 時返抵國門，完成本次行程。 

肆、A-WEB 第 2 屆會員大會會議情形及重要決議事項 

A-WEB 第 2 屆會員大會於 2015 年 8 月 19 日及 8 月 20 日舉行。8 月 19 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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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式，多明尼加共和國極為重視本項國際盛事，由總統 Danilo Medina 先生親

臨致詞，該國外交部部長 Architect Andrés Navarro 先生、美洲國家組織（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簡稱 OAS）秘書長 Luis Almagro 先生及多明尼加中選會主任

委員 Roberto Rosario Márquez 先生等人亦相繼發表賀詞。 

其後由 International IDEA 秘書長 Yves Leterme 先生以「選舉機關對強化民主

品質之責任」（Responsibility of the Election Bodies in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Quality of 

Democracy）為題發表專題演講。Leterme 先生指出，當前選舉誠信面臨了建構法

律規範、建立專業獨立選舉機關、建立共同安全機制、移除參政障礙及政治財務

等五個方面的挑戰。而選舉機關的任務，則在於法律架構、計畫與執行、訓練與

教育、選舉人登記、競選活動、投票作業與投票日、確認投票結果、選後後續處

理等，進行完善之規劃與執行。Leterme 先生並建議，選舉機關於踐行其任務之

過程中，應遵循獨立、公正、誠信、透明、專業及用心服務等 6 項指導原則，與

各國選舉機關代表共勉。 

開幕式後，A-WEB 第 2 屆會員大會各項議程於 8 月 20 日上午依序進行。依

據 A-WEB 會章規定，A-WEB 主席由主辦會員大會的選舉機關首長擔任。依據上

開規定，會議伊始，A-WEB 創會主席、韓國國家選舉委員會主任委員李仁馥先

生旋即宣布由多明尼加中選會主任委員 Roberto Rosario Márquez 先生接任 A-WEB

主席，並將 A-WEB 會旗交接予新任主席，完成主席交接儀式，會議隨即改由

Roberto Rosario Márquez 先生主持。其後會員就新會員入會、2015 年至 2017 年計

畫、會章修正、會費等重要事項達成共識，並通過重要決議事項，為強化 A-WEB

運作之基礎及重申 A-WEB 願景，奠定重要基石。有關會議情形及重要決議事項，

謹摘述如下：  

一、A-WEB 秘書處工作報告： 

(一) A-WEB 自 2013 年舉行成立大會後，共舉行 3 次執行委員會議： 

1. 第 1 次： 2013 年 10 月 14 日於 A-WEB 成立大會後舉行。 

2. 第 2 次：2014 年 4 月 2 日於 A-WEB 辦公室舉行。 

3. 第 3 次：2015 年 3 月 25 日於羅馬尼亞舉行。 

(二) 秘書處成立及工作人員現況： 

1. A-WEB 秘書處於 2014 年 4 月正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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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秘書處目前有 24 名工作人員，除了部分人員由秘書處直接聘用外，還包

括向韓國、肯亞、多明尼加共和國及南非選舉委員會借調的人員。 

二、新會員入會申請案：  

(一) 第 2 屆會員大會共有 9 個選舉機關及 1 個國際組織提出入會申請： 

1. 申請成為會員：巴拉圭最高選舉法院、阿根廷內政部選舉處、秘魯國家

選舉法院、尼加拉瓜最高選舉法院、甘比亞獨立選舉委員會、突尼西亞

獨立高等選舉部、厄瓜多選舉法院、巴西高等選舉法院、斐濟選舉局。 

2. 申請成為合作夥伴：法語系國家選舉技術網絡（Network of Francophone 

Electoral Management Bodies，簡稱 RECEF）。 

(二) 討論結果：新會員入會申請案，照案通過。新加入之會員代表逐一發表感

言，並表示未來將遵守 A-WEB 會章規定，履行會員權利及善盡會員義務。 

(三) A-WEB 會員概況更新：新會員入會申請案經會員大會決議通過後，會員

數由原本 94 個國家 97 個會員，增加至 102 個國家 106 個會員1；合作夥伴

由 6 個增加至 7 個。 

三、2014 年計畫執行成果報告及 2015 年至 2017 年計畫：  

(一) 2014 年計畫執行成果： 

1. 能力建構計畫：2014 年共辦理 9 場次訓練，共計 124 名專家參與。其中

有 8 次係針對選舉管理，1 次針對選舉法律。 

2. 舉辦觀選活動：2014 年辦理韓國地方公職人員選舉觀選活動，共計 111

人參與。 

3. 成立 A-WEB 顧問委員會：由 21 名專家組成，3 名來自國際選舉專家，

另 18 名於韓國召募相關專業人士。 

4. 製作 3,000 份選舉日曆，分送會員、國際組織、顧問委員會及其他相關

機構。 

5. 設置 A-WEB 網站，提供 A-WEB 相關活動資訊。 

6. 其他資訊分享、參與國際會議、觀選等活動。 

(二) 2014 年財務收支情形： 

                                                 
1
 A-WEB 允許一個國家有 2 個以上選舉機關同時成為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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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收入：1,094,984 美元。包括韓國捐贈 994,984 美元，我國捐贈 10 萬美元。

其中有關我國捐贈經費部分，我國於 A-WEB 成立之初，考量該協會尚

在草創階段，亟須各界提供資源，以利後續會務之推動，爰於 2014 年經

由駐韓國代表處捐贈 10 萬美元予 A-WEB 秘書處。此筆捐贈於 A-WEB

第 2 屆會員大會提出報告，彰顯我國對 A-WEB 的參與及支持。 

2. 支出：1,007,204 美元。用以支應選務官員訓練計畫、觀選、選舉知識展、

A-WEB 秘書處開幕儀式、第 2 次執行委員會議、A-WEB 網站建置、A-WEB

顧問費、國際選舉日曆、推廣及募款活動、營運支出、補助借調人員的

補助等。 

3. 節餘：87,780 美元。 

(三) 2015 年至 2017 年策略計畫： 

1. 國家協助計畫：協助及支援會員組織，確保其選舉的自由、公平及透明。

國家協助計畫的模式有四：選舉資通訊科技能力、選舉法律系統、公民

教育及能力建構。 

2. A-WEB 秘書處能力建構：包括研究能力的強化、建立國際選舉資料庫及

建置廣泛的國際專家網絡。 

3. 舉辦國際研討會。 

4. 建立選舉機關網絡：促進會員間相互分享選舉經驗與知識，提升選舉管

理能力。 

5. 確保人力及財務資源：A-WEB 秘書處人力預計增加 1 倍，並提高非韓國

籍人士之比例；財務部分，A-WEB 預估每年須花費 8 百至 1 千萬美元，

未來將持續進行募款以推動各項活動。 

(四) 2015 年財務收支情形： 

1. 收入：8,266,796 美元。包括韓國捐贈 2,336,757 美元，韓國國際合作機構

（Korea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簡稱 KOICA）捐贈 5,842,259 美

元，以及 2014 年度結餘 87,780 美元。 

2. 預估支出：8,266,796 美元。用以支應國家協助計畫、選舉管理能力建構

計畫、國際選舉論壇、吉爾吉斯觀選、建立全球選舉機關網絡、管理及

營運成本等。 

(五) 2015 年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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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家協助計畫：辦理吉爾吉斯中央選舉委員會及肯亞獨立選舉與選區委

員會協助計畫。 

2. 選舉管理能力建構計畫：共提供 4 種不同訓練課程。 

3. A-WEB 秘書處能力建構計畫：建置選舉系統資料庫、開放更多機會給各

國選務官員調派 A-WEB 秘書處、出版選舉日曆。 

4. 國際選舉論壇：即與會員大會同時舉辦之國際研討會，目標在成為為會

員彼此分享、討論與交流選務經驗的平臺。 

5. 舉辦觀選活動：2015 年 10 月辦理吉爾吉斯大選觀選活動。 

6. 強化 A-WEB 基礎：包括促進與國際選舉組織的合作關係、拓展募款來

源並推廣各項活動。 

四、會章修正案：  

(一) 依據 A-WEB 會章第 29 條規定，會章修正案須由 10 名以上之會員提出，

並經執行委員會簽署。本次會章修正草案係由韓國國家選舉委員會、多明

尼加中選會、南非選舉委員會、羅馬尼亞常設選舉機關、加拿大選舉委員

會、印度選舉委員會、吉爾吉斯中央選舉委員會、肯亞獨立選舉暨選區委

員會、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中央選舉委員會、摩多瓦中央選舉委員會等

提案，於 2015 年 4 月 15 日遞交 A-WEB 秘書長，並於 2015 年 5 月 15 日

提報執行委員會討論通過。另依據 A-WEB 會章第 28 條規定，會章修正案

須經全體會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以秘密投票方式表決。 

(二) A-WEB 會章修正重點如下： 

1. 第 6 條增列第 3 款，明定新會員申請入會案於會員大會審議通過前，得

授予臨時會員資格之規定。 

2. 第 9 條第 2 款關於暫停會員資格之程序，增列須經會員大會決議之規定，

並修正暫停會員資格之事由。 

3. 第 14 條關於會員大會功能之規定，修正第 1 款第 2 目、第 6 目及第 8 目，

將會員大會對於 A-WEB 政策及相關計畫、預算、審計及財務報告具有

「接受、討論及批准權」，修正為具有「最終核准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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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章修正案以我國政府

捐贈的觸控式投票系統

進行投票 

4. 第 15 條第 2 款增訂現任執行委員接任主席

或副主席職務，仍保有其執行委員資格之

但書規定；同條第 3 款增列執行委員會對

於 A-WEB 政策及相關計畫、預算、審計及

財務報告具有接受、討論及提供初步批准

權之規定。 

5. 修正第 18 條關於秘書長任命程序及秘書

長候選人之否決程序。 

6. 第 28 條關於會章修正之決議人數規定，由

「全體會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表決通過」，

修正為「出席會員大會之會員三分之二以

上表決通過」。 

7. 第 29 條關於會章修正之提案，由「須由 10 名以上之會員提出，並經執

行委員會簽署」，修正為「須由秘書處或 10 名以上之執行委員提出，並

經執行委員會簽署」。 

(三) 討論：部分會員對於會章修正案應採包裹表決或逐點表決持有疑義，經討

論後，主席裁示仍採包裹表決。 

(四) 表決方式：本次會員大會，主辦單位已預先安排各會員代表座位桌上備有

一觸控式投票系統，該套投票系統硬體設備，係來自我國政府所捐贈。

A-WEB 會章修正案表決，即使用該觸控系統進行投票。在多明尼加中選

會解釋投票程序後，即由會員代表以該套系統進行投票。 

(五) 結果：A-WEB 會章修正案由會員投票表決，65 名出席會員中，有 3 名棄

權。62 名投票會員，贊成 61 票，反對 1 票，會章修正案照案通過。 

五、會費：  

(一) 委員會建議方案：會費建議數額為 1 萬美元，僅用以支付各會員參加

A-WEB 正式活動的旅費。執行委員會得在特殊情況下，應會員個別請求，

經執行委員會同意，允許該會員免繳納會費。本案自 2017 年起生效。 

(二) 討論：會費不得用以支付秘書處及專案計畫的運作，僅用以支付會員參加

A-WEB 正式活動的旅費，目的在於強化會員間的關係、促進 A-WEB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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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尼亞常設選舉機關主席 Ana Maria 

Patru女士當選為 A-WEB副主席 

的參與，並增加獲取政府經費的可能性。因考慮各國的會計年度有所不同，

選定 2017 年為繳納會費的起始年度。執行委員會給予會費免除者除外。 

(三) 結果：照案通過。 

六、副主席選舉：  

(一) 候選會員：羅馬尼亞常設

選 舉 機 關 （ Permanent 

Electoral Authority，簡稱

PEA），為唯一提出申請

擔任副主席及舉辦下屆

會員大會的選舉機關。 

(二) 羅馬尼亞及羅馬尼亞常

設選舉機關簡介：羅馬尼

亞位處東南歐，西鄰匈牙

利，塞爾維亞，北接烏克蘭與摩爾多瓦，南鄰保加利亞，東濱黑海，人

口約 1,994 萬人，首都為布加勒斯特。羅馬尼亞常設選舉機關係依據該國

憲法及組織法設立，首長為主席（president），層級相當於部會首長，由

國會兩院任命，其下有兩名副主席，分別由總統及總理任命。羅馬尼亞

常設選舉機關前於 A-WEB 成立大會時即積極爭取擔任副主席，惟未能成

功，第 2 屆會員大會亦為唯一申請擔任副主席的選舉機關。 

(三) 結果：羅馬尼亞常設選舉機關主席 Ana Maria Patru 女士當選為 A-WEB 副

主席。依 A-WEB 會章規定，下屆 A-WEB 會員大會將於羅馬尼亞舉辦。

Ana Maria Patru 女士於當選後致詞感謝各國與會代表的支持，會場並播放

羅馬尼亞宣傳短片介紹該國風光，歡迎各國會員屆時派員參加 2017 年於

羅馬尼亞舉辦的第 3 屆會員大會。 

七、執行委員會委員選舉：  

(一) 依據 A-WEB 會章規定，執行委員會由 10 個以內選舉機關的首長擔任，其

組成須考量各洲之代表性，以各洲會員數決定該洲可分配之執行委員名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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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選舉結果： 

1. A-WEB 執行委員得連任一次，經 A-WEB 秘書處徵詢結果，現任執行委

員中，南非選舉委員會及印度選舉委員會表達續任之意願，加拿大選舉

委員會則無意願，故由南非選舉委員會及印度選舉委員會續任為 A-WEB

執行委員。 

2. 其餘新選任執行委員如下： 

非洲：肯亞獨立選舉暨選區委員會、布吉納法索獨立國家選舉委員會。 

亞洲：吉爾吉斯共和國中央選舉委員會。 

歐洲：阿爾巴尼亞中央選舉委員會、摩爾多瓦中央選舉委員會。 

美洲：巴西高等選舉法院、阿根廷國家選舉委員會。 

伍、「選舉機關在確保廉能選舉所扮演的角色與挑戰」國際

研討會會議情形及摘要 

    A-WEB 會員大會的舉辦，各會員組織難得齊聚一堂，除就 A-WEB 會務相關

事宜進行討論決定，並提供各國選舉機關進行交流的機會。2013 年 A-WEB 成立

大會時，主辦會議的韓國國家選舉委員會，並與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共同合作舉行

第 6 屆全球選舉組織（Global Election Organizations；簡稱 GEO）會議，以「永續

的選舉程序及民主強化」為主題，邀請各國選舉機關、區域性選舉協會代表、國

際選舉專家及學術界人士共同參與討論。2015 年第 2 屆會員大會延續成立大會的

模式，除辦理會員大會外，亦同時舉辦以「選舉管理機關在確保廉能選舉所扮演

的角色與挑戰」為主題，為期 3 天的國際研討會。 

    本次國際研討會關注於選舉過程的管理和選舉的完整性，由各會員組織分享

各國面對不同情況所得之經驗與知識。研討會以全體會議及分組會議的方式進行，

即針對討論主題，由報告人於全體會議中進行報告，並開放問答及討論。第一場

次及第二場次各有 2 場分組會議，於全體會議後同時進行，與會代表可自由選擇

參加有興趣的分組會議。 

一、四場次研討會及分組會議 

    研討會第一場次，以「選舉架構：確保選舉誠信的必要制度化」為主題，主

持人為選舉推廣及諮詢中心執行主任 Salvador Romero 先生，報告人為德國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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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ter Nohlen 先生、科索沃中央選舉委員會主任委員 Valdete Daka 女士、印度國

家選舉委員會主任委員 Nasim Zaidi 先生。本場次分組會議主題分別為「選舉組

織：選舉機關的組成與統合機制。財政及預算獨立的重要性」及「選舉過程中的

司法審查」。 

    在「選舉組織：選舉機關的組成與統合機制。財政及預算獨立的重要性」分

組會議中，主要關注選舉機關的組成及預算自主。與會者提供之觀點，包括選舉

機關是對民主制度具有重要象徵性責任的一種實體。面對公民時，選舉機關的形

象及行為是建構及保存公信力的基礎。就此，選舉機關成立的合法性深受其成員

選任及成員背景的影響，而實務上其合法性須視其預算執行、處理、制定以及後

續的報告責任所定。因此，從司法及行政的觀點，在思考其自主程度為何時，結

合上述條件，選務機關的經驗將是唯一確定的根源。 

    至於「選舉過程中的司法審查」分組會議，則關注選舉過程所生爭議之處理。

與會者提出之看法，包括在整個選舉過程中，衝突的解決以及其資格的衡量，為

選舉法的基本要素；其程序、主體，調查及判決的條件，在社會及政治動盪不安

的時候，構成選舉程序中重要的工具。及時且公平的選舉正義，可強化並合法化

選舉結果，提供當選人一個強而有力的根源。 

    研討會第二場次，以「提供政治、政黨及政治參與的資助」為主題，主持人

為 International IDEA 加勒比海地區主任 Daniel Zovatto 先生，報告人為前智利國際

關係部長及法官 Soledad Alvear 女士及前巴拿馬總統 Martín Torrijos 先生。本場次

分組會議主題分別為「公共與私人資助的影響與成效」及「透明化與可課責性。

控制的機關與裁罰的架構」。 

    在「公共與私人資助的影響與成效」分組會議，主要關注競選經費的影響。

與會者提供之觀點，包括競選活動的籌資，以及其對活動本身及當選人所衍生的

影響，近來構成了選舉程序的主要挑戰之一。這些情況必須從性別及社會的角度，

尋求社會代表的一種合理的平衡。同時必須避免私人利益對當選人行使其公權力

時，有不當的影響。 

    至於「透明化與可課責性。控制的機關與裁罰的架構」分組會議，則關注選

舉過程的透明化及控制機制的問題。與會者所提看法，認為在選舉程序及其管理

制度方面，公眾的信賴有 2 個要素。首先是行為必須遵守相關規範，其次是國家

能透過選舉機關，確保相關規定獲得遵守，並對不法行為行使制裁。針對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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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性的相關規定是必要的工具，因為透明性將候選人及政黨不得從事的行為展

現於公眾；關於後者，主管當局監督及制裁能力的相關法律架構。 

    研討會第三場次，以「科技革命及其對選舉程序的影響」為主題，主持人為

南非選舉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Terry Tselane 先生，與談人為巴西高等選舉法院主任

委員 Jose A. Dias Toffoli 先生、烏干達選舉委員會主任委員 Badru M. Kiggundu 先

生、突尼西亞選舉委員會委員 Riadh Bouhouchi 先生、韓國國家選舉委員會 Soyoung 

Yoo 女士、厄瓜多國家選舉委員會主任委員 Juan Pablo Pozo 先生。 

    本場次主題係有關科技革命對於選舉程序的影響。與會者提出之意見，包括

在每個國家及每次選舉中，選舉程序及政治行動者的行為不斷地變化，因此，提

高選舉機關能力的手段或方法，確有其必要性。透過新科技的使用，不但可以持

續改進選舉制度，達成選舉機關的任務，並且可提供公民直接使用，藉此產生監

督的力量及提升公民知識的程度。選舉的正確性、複雜性及立即性構成選舉制度

的基石。「正確性」係指投票結果與投票偏好間的關係；「複雜性」係指選舉程序

本質上有多重且多樣的選擇，例如政黨初選制的產生；「立即性」則如國外投票

結果的傳送等。以上因素驅使選舉機關必須尋求可行且適合該國的新科技。 

    研討會第四場次，以「選舉程序的觀點分析：挑戰、趨勢、前景」為主題，

本場次與談人為德國學者 Dieter Nohlen 先生、墨西哥國家自治大學法律研究中心

Flavia Freidenberg 女士及多明尼加中選會主任委員 Roberto Rosario Márquez 先生。

本場次為國際研討會最後一場全體會議，採開放討論。 

二、「社群媒體：選舉過程中的責任及參與」特別論壇 

    另外，在本次研討會，於 2015 年 8 月 20 日舉行以「社群媒體：選舉過程中

的責任及參與」為主題的特別論壇，為整個研討會最重要，也最熱烈的一場討論。

主持人為 International IDEA 秘書長、前比利時總理 Yves Leterme，報告人則為各

國政要，包括前西班牙總理 Jose Luis Rodrigues Zapatero 先生、前哥斯大黎加總統

Laura Chinchilla Miranda 女士及前多明尼加共和國總統 Leonel Fernandez 先生。 

    本會於獲知 A-WEB 召開第 2 屆會員大會，將同時舉辦國際研討會，經與外

交部討論後，以本會劉主任委員長期在國立政治大學教授政治學，專精選舉行為、

民意調查研究，如擔任研討會評論人，可充分增加我國之國際能見度，爰主動致

函 A-WEB 秘書處及多明尼加中選會，本會主任委員樂於擔任評論人，為本次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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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會貢獻專業與心力，外交部亦居中協調促成。A-WEB 主席、韓國國家選舉委

員會主任委員李仁馥先生及多明尼加中選會主任委員 Roberto Rosario Márquez 先

生旋即於 2015 年 6 月 22 日聯名致函邀請劉主任委員於 2015 年 8 月 20 日特別論

壇擔任評論人。 

    本項特別論壇係因應社群媒體發展趨勢，關注社群媒體於選舉過程中之參與

問題。近年隨著科技革新與社會變遷，傳播媒體不但是一個有力的因素，更是社

會現實的建構者，政治行動者對於傳播媒體取得上的差異，促使選舉機關必須思

考，如何透過制定規則及條件，促成機會的平等。考量選舉的特殊性質，選舉機

關亦須促進媒體對其所傳播的訊息採取負責的態度。另一方面，社交網絡構成公

民之間溝通的新方法，在許多國家，社交網絡成為社會動員的工具；在其他國家，

社交網絡是社會面臨風險或危急時，警示公民的手段。 

    在論壇中，前多明尼加共和國總統 Fernandez 先生強調有關制定法律框架，

以規範社群媒體的需要；前西班牙總理 Zapatero 先生認為目前適用於傳統媒體的

法規，也應適用於社群媒體；前哥斯大黎加總統 Laura Chinchilla Miranda 女士闡

述有關媒體，如網絡，可以用來推展持續的選舉進程。 

    本會劉主任委員於評論時全程以英文就前開報告人提出觀點進行回應，並提

出有關看法。劉主任委員指出對於制定法律框架，以規範社群媒體的需要，我們

正在尋求解決方案，但個人並不指望一個簡單的解決方法，即可解決所有的問題。

對於目前適用於傳統媒體的法規，也應適用於社群媒體的看法，劉主任委員表示

同意，並表示目前臺灣也採取相同的做法，這個方法具有成本低、成效穩定的優

點，在目前是一個很好的策略。對於媒體可以用來推展持續的選舉進程的看法，

則認為選舉管理機關（EMBs）應主動扮演媒體的角色，在傳統及社群媒體釋出

報導前，率先提供所有選舉相關資訊給大眾。 

    劉主任委員進一步指出，選舉管理機關應在某種程度上，扮演媒體的角色。

雖然近年「透明度」已受到高度的重視，但這個進程是脆弱、易受侵害的。透明

度對所有 EMBs 的工作極為重要，EMBs 不僅應扮演如同媒體般的角色，亦須提

供各種與選舉有關的訊息，而不僅僅是數據資料。關於報告人提到由政府提供開

放資料的觀點，我國目前也在實施相關計畫。將選舉相關資訊提供給所有人，是

一項艱鉅的任務。但這意味著所有人均擁有相同的機會取得相同的資訊，而不僅

是將此資訊提供給政黨及候選人。 



 15 

本會劉主任委員義周與多明尼加中選會主

任委員 Roberto Rosario Márquez先生進行

會談 

    劉主任委員認為，並非所有社群媒體皆對選舉機關抱持敵意，社群媒體中有

許多是我們的朋友，可以為 EMBs 的工作提供協助。如果 EMBs 能成功的扮演媒

體的角色，使民眾能夠理解這些資訊是完全公開的，相信 EMBs 就可以獲得成

功。 

    劉主任委員於本項研討會擔任評論人，其所作評論，深獲與會者認同，隨後

劉主任委員也參與討論，和與會者進行互動與對話，提高我國國際能見度。 

陸、心得與建議 

一、深化與邦交國多明尼加共和國之合作關係 

     多明尼加共和國為我國邦

交國，向與我國維持良好之友邦

關係，駐多明尼加共和國大使館

侯大使平福為極為專業的外交

官，在侯大使做得深、做得廣的

外交工作努力下，此行可深刻感

受多國與我國穩固的邦誼。又此

行外交部陪同人員吳參事體金

於引介重要國際友人及雙邊會

談時，也提供極大之協助，展現

專業外交官風範。A-WEB 第 2

屆會員大會及國際研討會，本會由劉主任委員親自率團，代表團共計 5 人，可見

本會對該國舉辦本項會議的重視。 

    對於本會之與會，多明尼加中選會也給予本會劉主任委員特別禮遇，並特別

指派 1 名專責人員全程陪同本會人員，提供必要之協助，並作為本會與該會之溝

通橋樑，顯見該會對於本會出席與會之重視及尊重。多明尼加共和國為我國在中

美洲重要友邦，該會主任委員 Roberto Rosario Márquez 先生於 2015 年 8 月起至 2017

年間擔任 A-WEB 主席，對於 A-WEB 發展，具有相當影響力。會議期間本會劉

主任委員於 2015 年 8 月 20 日特別安排與該會主任委員 Roberto Rosario Márquez

先生進行會談。於會談中，劉主任委員祝賀 Roberto Rosario Márquez 先生接任

A-WEB 主席，未來 A-WEB 在其帶領下，相信會持續發展茁壯。劉主任委員並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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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多明尼加中選會費心規劃辦理 A-WEB 第 2 屆會員大會及研討會，以及該會於

會議期間對本會出席人員所提供的細心接待。鑑於我國與多明尼加共和國向來有

著深厚的邦誼，希望未來兩會可以在此友好基礎上，持續發展合作關係，共同促

進選務經驗交流與分享，提升雙方對於管理選舉的能力。 

    多明尼加中選會主任委員 Roberto Rosario Márquez 先生則感謝劉主任委員親

自率團與會，參與並且支持此項活動，並感謝本會對於該會擔任 A-WEB 主席國

的支持。Roberto Rosario Márquez 先生表示，多明尼加共和國與我國長期保有友好

的兄弟關係，長久以來，該會也深獲我國之支持，以此次活動所使用之投票機為

例，硬體機器及設備即來自我國之捐贈，未來希望能持續發展友好關係，並進一

步進行選舉方面有關的訓練與合作。又多明尼加中選會與該國經濟計劃部、外交

部向來密切合作，在未來 2 年擔任 A-WEB 主席期間，將與國內相關部門合作。

此外，也將與我國全面增強持續進行合作，超越個人間的關係，建立機關與機關、

國與國之間的合作，希望未來能持續維持並發展信賴與良好的友好關係。 

    由於本會與該會對於加強雙方合作關係已取得共識，鑒於 Roberto Rosario 

Márquez 主任委員地位崇高，甚具人望，邀請訪臺有助於促進雙邊關係，並強化

我參與 A-WEB，本會於結束出國行程返國後，即積極辦理邀請來臺訪問事宜，

俾作進一步的經驗交流，提升雙方之合作關係。Roberto Rosario Márquez 先生業已

於 104 年 11 月表示將接受邀請，預定 104 年 12 月中旬來臺訪問，除拜會本會，

將就加強兩國選務交流及合作事宜進一步討論外，並將近身觀察第 14 任總統副

總統及第 9 屆立法委員選舉候選人競選活動及相關選務作業流程。 

二、加強與國際友人之互動 

    A-WEB 為本會所參與的第二個選舉國際組織，會員組織區域及會員數較亞

洲選舉官署協會(AAEA)更為廣泛。第 2 屆會員大會及國際研討會共有 67 個會員

組織，約 200 人出席，實屬難得之國際盛會。為加強本會與各國選舉機關、國際

組織之聯繫，會議期間，在我國駐歐盟兼駐比利時代表處之安排下，本會劉主任

委員並與 International IDEA 秘書長 Yves Leterme 先生進行會談。 

   International IDEA 係於 1995 年，依據聯合國的協議，在瑞典斯德哥爾摩成立

的政府間國際組織，總部設於斯德哥爾摩，成立之目的在維持世界的民主，目標

則包括：協助國家建構發展民主制度的能力、整合研究與實務經驗，發展促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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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劉主任委員義周與 International IDEA

秘書長 Yves Leterme先生進行會談 

主程序的能力、提倡選舉管理的

可課責性、透明化與高效率，以

及促進公民發起地方民主評定、

監 督 與 推 廣 等 。 International 

IDEA 目前共有澳洲、比利時、

加拿大、瑞典等 28 個會員國。 

    International IDEA 現任秘書

長 Yves Leterme 先生從政經歷豐

富，曾任比利時國會議員、外交

部長、總理、歐盟理事主席、經

濟發展與合作組織（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

簡稱 OECD）副秘書長，於 2014 年 6 月出任 Internaional IDEA 秘書長迄今。2015

年 8 月 20 日本會劉主任委員與 Leterme 先生的會談中，Leterme 先生對於我國即

將舉行的第 14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9 屆立法委員選舉表達關心，並對於我國政黨

及候選人政治獻金捐贈、流向以及規制情形有所詢問。本會劉主任委員則向

Leterme 先生敘及我國民主發展與選舉制度現況、第 14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9 屆立

法委員選舉籌辦情形，以及我國政治獻金現況及法律規制，並交換意見。另基於

International IDEA 成立之目的與我國所珍視之民主價值相契合，劉主任委員亦表

達本會樂意對於該組織推動之業務提供協助，並探詢未來進一步加入該組織之可

能性。Leterme 先生則表達未來如有適當時機，可就進一步合作再作洽談。 

    在此次會議期間，本會劉主任委員並與各國選舉委員會出席代表，包括選舉

制度國際基金會(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for Electoral Systems,簡稱 IFES)主席 Bill 

Sweeney 先生、韓國國家選舉委員會主任委員李仁馥先生、A-WEB 秘書長金容熙

先生、印度選舉委員會主任委員、現任 AAEA 主席 Nasim Zaidi 先生、菲律賓選

舉委員會委員 Ma. Rowena Amelia V. Guanzon 女士等人晤談，進行選務經驗交流，

並交換意見。未來本會仍將持續於各種國際場合，與國際友人保持聯繫，增進本

會對於各國選舉制度及選務發展現況的瞭解，作為本會選務革新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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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主任委員、吳參事體金與印度選舉

委員會主任委員 Nasim Zaidi先生、

菲律賓選舉委員會委員 Ma. Rowena 

Amelia V. Guanzon 女士討論電子投

票之應用現況與瓶頸 

劉主任委員、余副秘書長與選舉制度

國 際 基 金 會 (IFES) 主 席 Bill 

Sweeney先生晤談 

三、本會參與 A-WEB 之未來展望 

    A-WEB 係以世界各國選舉機關為主體組成之選舉國際組織。該會於韓國仁

川設有常設秘書處，專責推動辦理各項 A-WEB 之計畫及執行委員會交辦事項，

從 A-WEB 第 2 屆會員大會工作報告所展現之各項活動成果，可瞭解 A-WEB 雖

為一新成立之組織，但創會主席國韓國對於 A-WEB 會務之推動極具積極性及前

瞻性。另 A-WEB 資金之籌措及來源，預料將影響 A-WEB 會務發展，2014 年度

A-WEB 支出達 109 萬美元，2015 年度預估支出將高達 826 萬美元。而 A-WEB 收

入來源，主要為韓國政府及韓國國際合作機構，另有部分來自我國之捐款，至於

會員費則僅供會員出席相關活動之用。是以，如 A-WEB 欲持續推動廣泛之發展

及合作計畫，勢須確保資金來源之穩定性。又 A-WEB 主席國交接予多明尼加共

和國後，韓國政府是否持續給予資金之挹注，以及多明尼加共和國對 A-WEB 資

金之籌措及會務發展的推動情形，有待持續關注。 

    就本會參與之角度言，A-WEB 係目前本會所參與最具規模之國際組織，對

於本會推動國際選務合作具有重要意義。鑒於我國選舉制度及辦理選務之經驗已

臻成熟，歷次公職人員選舉結果，均深獲國內外輿論之肯定。未來如有機會，本

會將進一步與 A-WEB 合作，積極參與協助發展中國家之選舉，包括參加觀選活

動、選務經驗及資源之提供等，俾協助促進全球選舉民主之普及化，提升我國與

各國之實質友好關係，並宣揚我國之民主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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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一、A-WEB 會員名單 

 



 20 

 

 

 



 21 

 

 

 



 22 

 
 

 

 

 

 

 

 

 

 

 

 

 

 



 23 

二、多明尼加共和國當地有關 A-WEB 第 2 屆會員大會及國際研討會

之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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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A-WEB 第 2 屆會員大會及國際研討會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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