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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緣立法院於民國（下同）105 年 7 月 25 日通過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

財產處理條例（下稱黨產條例），並經總統於 105 年 8 月 10 日公布，不當黨產

處理委員會（下稱本會）於 105 年 8 月 31 日依據黨產條例成立運作迄今。然由

於不當黨產之追討為我國近年來推動轉型正義之嘗試，實無前例可循，因此本

會乃規劃前往匈牙利及德國，考察其黨產處理及轉型正義相關法制與運作，作

為本會運作之參考。 

 

    匈牙利及德國之轉型正義經驗，主要係對二次世界大戰前後納粹統治與共

黨統治的反省與檢討，而西德社會在二戰之後，係較早開始檢討納粹統治的問

題，匈牙利對歷史進行的類似檢視工作則較晚展開。在 1990 年前後，兩國遂開

始推動轉型正義與黨產處理工作，且都累積了不少的處理經驗，因而兩國的轉

型正義及黨產處理之相關法制與運作經驗，值得本會參考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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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緣立法院於 105 年 7 月 25 日通過黨產條例，並經總統於 105 年 8 月 10 日

公布後，本會於 105 年 8 月 31 日依據黨產條例成立運作迄今。本會成立之後，

為期落實全民所託之轉型正義、政黨公平競爭之任務，本會即積極依黨產條例

進行各項調查工作、舉辦多場聽證，並作成行政處分。 

    本會成立運作迄今(113)年 1 月初，已陸續作成黨產處字第 105001 號至

105005 號處分；黨產處字第 106001 號處分；黨產處字第 107001 號至 107007

號處分；黨產處字第 108001 號至 108003 號處分；黨產處字第 109001 號處分；

黨產處字第 110001 號至 110002 號處分；黨產處字第 111001 號至 111002 號處

分；黨產處字第 112001 號處分，共計 22 號處分。 

    適逢本會運作迄今已七年有餘，本會就上述所累積之諸多行政及司法經

驗，規劃前往匈牙利及德國，就轉型正義及黨產處理的相關經驗進行國際交

流，並作為本會後續業務運作之參考，且期能藉此參訪行動，強化我國就轉型

正義及黨產處理議題與國際社會之互動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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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過程 

一、本會行程介紹及說明 

 

本會至匈牙利、德國參訪行程表 

日期 時間 行程 

10 月 1 日(週日) 23:30 從桃園機場搭機赴維也納。 

10 月 2 日(週一) 

07:15 抵達維也納機場。 

11:00 從維也納轉乘長途巴士至布達佩斯。 

16:30 
抵達布達佩斯，駐匈牙利代表處同仁於車站歡

迎訪團。 

17:00 
拜會駐匈牙利代表處，並與駐匈牙利代表處劉

世忠大使及同仁座談。 

18:30 與駐匈牙利代表處劉世忠大使及同仁餐敘。 

晚上 下榻 Hotel Oktogon Haggenmacher 飯店。 

10 月 3 日(週二) 上午 

拜會匈牙利政治史研究所(Politikatörténeti 

Intézet, PTI, Institute of Political History) ，並參

觀該研究所收藏之相關檔案文獻館藏。 

10 月 4 日(週三) 

上午 

拜會 Hortobágy 勞改營協會(Hortobágyi 

Kényszermunkatáborokba Elhurcoltak Egyesülete, 

Association of Hortobágy Forced Labour Camp 

Deportees)。 

下午 

參訪恐怖之屋博物館(Terror Haza Muzeum, 

House of Terror Museum)，並參觀收藏之相關

檔案文獻館藏。 

晚餐 
應駐匈牙利代表處劉世忠大使邀請，出席駐匈

牙利代表處國慶酒會。 

10 月 5 日(週四) 

上午 

拜會前匈牙利國安部檔案館（Állambiztonsági 

Szolgálatok Történeti Levéltárának, Historical 

Archives of the Hungarian State Security, 

ÁBTL）。 

下午 
拜會米什科爾茨大學(University of Miskolc) 

Ungvary Krisztian 教授（前歐洲網絡記憶與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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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研究中心(European Network Remembrance 

and Solidarity)專員）。 

10 月 6 日(週五) 

上午 
拜會匈牙利國家記憶委員會(Committee of 

National Remembrance)。 

下午 

拜會布達佩斯 Corvinus 大學(Corvinus 

University of Budapest) Laszlo Letenyei 教授、

政治學系主任(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for 

political science)Zoltán Balazs 教授、國際關係

學系 Tamás Matura 教授  

10 月 7 日(週六) 
上午 

參觀「多瑙河畔之鞋 Cipők a Duna-

parton(Shoes on the Danube Bank)」紀念展（紀

念二次大戰期間受害之猶太人）。 

下午 整理拜會、參訪行程相關資料、紀錄。 

10 月 8 日(週日) 

09:05 從布達佩斯機場搭機前往柏林機場。 

10:35 
抵達柏林機場，駐德國代表處同仁於機場歡迎

訪團。 

中午 
與駐德國代表處朱麗玲副代表、同仁、柏林僑

領餐敘。 

晚上 下榻 Nena Apartments Herrmannplatz 飯店。 

10 月 9 日(週一) 

上午 參訪東德博物館(DDR-Museum)。 

下午 
參訪柏林地下世界(Berliner Unterwelten) 紀念

館，參加「柏林圍牆之下」行程。 

晚餐 
應駐德國代表處謝志偉大使邀請，出席駐德國

代表處國慶酒會。 

10 月 10 日(週二) 

上午 
拜會德國東德民間反政府運動協會（Robert-

Havemann-Gesellschaft）。 

下午 

拜會與參觀馬林費爾德難民中轉營紀念館

(Erinnerungsstätte Notaufnahmelager 

Marienfelde, Marienfelde Refugee Center 

Museum)。 

10 月 11 日(週三) 
上午 

拜會德國抵抗運動紀念中心(Gedenkstätte 

Deutscher Widerstand)。 

晚餐 與駐德國代表處謝志偉大使及同仁餐敘。 

10 月 12 日(週四) 上午 
拜會德國聯邦檔案局東德檔案基金會(SAPMO- 

Stiftung Archiv der Parteien 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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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senorganisationen der DDR im 

Bundesarchiv)。 

10 月 13 日(週五) 

上午 
參訪柏林圍牆紀念館 Gedenkstätte Berliner 

Mauer，Berlin Wall Foundation) 。 

17:00 從柏林機場搭機赴維也納機場。 

18:15 抵達維也納機場。 

晚上 

下榻維也納機場 Moxy Vienna Airport 飯店。說

明：10 月 13 日原訂於柏林住宿，但因 14 日早

上返臺班機較早，怕行程急迫，故 13 日晚上

於維也納住宿。 

10 月 14 日(週六) 12:30 從維也納機場搭機返回桃園機場。 

10 月 15 日(週日) 06:30 返抵桃園機場。 

 

    就上開行程中，經本會整理行程及會談紀錄等成果，就轉型正義、黨產處理

機構、展覽館之參訪成果，將以文字搭配照片方式摘要敘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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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拜會匈牙利轉型正義、黨產處理機構、展覽館及相關人士，及相關會談 

 

說明：關於匈牙利的政治史與民主化過程，扼要說明如下表。 

時間 事件 

1945 二次大戰結束後，匈牙利遭蘇聯佔領，並於 1949 年 8 月成立匈牙利

人民共和國（Hungarian People’s Republic）。 

1949 匈牙利勞動人民黨(Hungarian Working People's Party，1949年－

1956年的執政黨)掌握國會，制定憲法(1949 憲法)。 

1956 爆發十月革命，學生及民眾要求政府改革，蘇聯出兵鎮壓。3,000 人

死亡，300 多人遭處死，2 萬多人入獄。卡達爾(János Kádár)擔任匈

牙利勞動人民黨秘書長，後解散匈牙利勞動人民黨，成立匈牙利

社會主義工人黨(Hungarian Socialist Workers' Party, MSZMP，1956

年－1989 年的執政黨)。  

1988 卡達爾因改革壓力下臺。 

1989 執政黨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與民主人士( Opposition Round Table, 

EKA)舉行圓桌會議，排除制定新憲法，決定以修憲進行民主轉型。

國會稍後依據圓桌會議決議修改 1949 憲法。本次修憲結果被稱為

1989 憲法。匈牙利告別共產主義，10 月 23 日更改國號為「匈牙利

共和國」（The Republic of Hungary）。 

 

 

（一）拜會匈牙利政治史研究所(Politikatörténeti Intézet, PTI, Institute of 

Political History)，與該研究所資深研究員 Takacs Robert、圖書館館長

Julianna Horvath 座談 

 

    匈牙利政治史研究所(Politikatörténeti Intézet, PTI, Institute of Political 

History)是一個民間組織，在歷史脈絡上與匈牙利左派政黨較親近，因此收藏包

括共黨在內各左派政黨、人士的豐富檔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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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匈牙利政治史研究所資深研究員 Takacs Robert(右二)、圖書館館長 Julianna 

Horvath(左二)合影。匈牙利政治史研究所係一民間團體，藏有豐富的匈牙利各

政黨人士資料，且開放學者、研究人員前往查閱資料。] 

 

 

[匈牙利共黨統治時期，強行進行財產國有化，民主化後才發放補償券給財產被

強行徵收的民眾，但數量有限非每個人都可拿到。圖為匈牙利政治史研究所收

藏之補償券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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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政治史研究所(Politikatörténeti Intézet, PTI, Institute of Political History)] 

 

 

[圖書館館長 Julianna Horvath 說明所藏資料] 

 

以下是就匈牙利與臺灣轉型正義及黨產處理相關議題座談之紀錄整理： 

 

    匈牙利政治史研究所資深研究員 Takacs Robert 表示，該單位主要是研究匈

牙利的民主化歷史、國際關係與冷戰史。而在民主化的研究上，包括東方與西

方民主的對比，包括政治經濟制度的比較。匈牙利在經歷過 1956 年革命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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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代，民眾已經希望走向西方文化與經濟制度，而在政治上，民眾對於共

黨統治已無信任感。 

 

    經歷過 1956 年革命之後到 1970 年代，匈牙利已出現一些小的反對黨和政

治團體，反對人士彼此之間會進行合作。初期反對派人士雖然在社會中知名度

不高，但會跟一般民眾座談交流，立場上支持工人和中下階層。那時期因為反

對派在社會的知名度還不高，所以共黨政府有些忽略他們。而那時媒體則沒有

明確表達支持反對派人士。在國際合作方面，這些反對人士已和波蘭的反對人

士發展出友好關係。 

 

    在經濟政策方面，不像政治上依賴前蘇聯，匈牙利經濟上開始發展和西方

的關係，譬如 1982 年加入世界銀行(World Bank)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和西方的經貿關係對民主化有正面的影響。

因此到了 1987、1988 年時，政府開始推出關於財稅、市場經濟、經濟自由化的

政策。 

 

    在民主化的過程中，出現了「人民反對黨」，成員包括教師、文學家，他們

會舉辦論壇活動，也利用傳播媒體、出版報刊，對共黨統治進行批判，因為論

述內容反映了社會輿論，社會各界開始重視這些學者、文學家。他們討論的議

題也包括共黨統治使得匈牙利人口減少、共黨忽視境內少數民族的權益。 

 

    1985 年時，反對派試圖公開活動，但仍被共黨政府壓制，到 1988 年共黨

政府開始容許反對黨派人士公開活動。1988 年開始出現「社會主義多元化」的

概念，也就是政府容許組織反對黨，但須由共黨執政。 

 

    關於匈牙利的民主化過程，係反對黨派漸漸挑戰共黨統治，然後共黨漸漸

容許、退讓這樣的過程，匈牙利目前的執政黨（按：青年民主主義者聯盟－匈

牙利公民聯盟，Fidesz - Magyar Polgári Szövetség），也是在這時期開始活動和發

展。亦即目前的執政黨也經歷過過去共黨一黨執政的時期。 

 

    波蘭在民主化過程中，執政的共黨和反對力量舉行圓桌會議，討論未來政

治走向，匈牙利也舉行了類似的圓桌會議。在 1989 年舉行了三方會議，參與者

是執政的社會主義工人黨、工會成員，以及一些民主派人士，討論匈牙利未來

國會選舉的方法。匈牙利 1989 年舉行了選舉，共黨敗選失去政權下臺。1989

年 9 月 18 日完成修憲。 

 

    關於過去共黨執政的問題，許多民眾的財產被迫國有化，民主化後難以回

復原狀，因此民主化政府發放一些糧票、物資票，或稱為補償票。經費來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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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預算。補償的範圍在概念上包括：政府對民眾的財產、廠房的徵收，還有被

徵收的工廠的員工。 

 

    關於共黨執政時期情治安全單位責任的檢討問題，一方面涉及當時的國安

部門，另一方面，現在很難確認這些情治人員與協助人士，他們的身分如何確

認，以及報告內容真假與否的問題。在 1990 年代，匈牙利國會曾經舉行聽證討

論這些問題，但仍難以確認加害者的身分，譬如有些情治人員的報告真實性有

疑問，可能只是他們個人看法，因此很難找到方法，去證明檔案與資料的真

偽，因而處理的效果不好。而且檔案持有者也是另一個因素。有些檔案保存在

前情治安全部門的檔案庫，但有些檔案是在民眾或政治人士手中，而有些人確

實藉由檔案做政治上的使用。對於這些問題，匈牙利國會曾有許多討論與努

力。目前有一個檔案館（按：即前匈牙利國安部檔案館）存有這些檔案，受害

者的家人或學者可以去申請閱覽檔案。受害者家人可以申請閱覽檔案，如果是

歷史學者則要申請許可證，檔案資料內容告密者的名字會被遮蔽。 

 

    曾有一個案例，有一個人 1956 年被共黨政府抓了，後來 1985 年時擔任內

政部長和國安部長，但 20 幾年後他的資料遺失了。1990 年時關於他舉辦了聽

證會，他當場反對控訴，因為檔案遺失結果是難以處理。 

 

    關於民主化與轉型正義的教育，匈牙利努力進行推動，2010 年後教育政策

規定，各學校的歷史課本容許市場上不同的競爭，也就是各學校可以自己選擇

教材。然而教材都必須提到 1948、1956 年革命的歷史，過去共黨專政時期的歷

史，各教材都會介紹，教育部頒定的國家教材也已公開的反對共黨統治。不可

能出現有教材正面評論共黨統治，或公開支持共黨統治。 

 

    政治史研究所收藏著各政黨（包括左派政黨人士）的檔案，包括原本私人

持有的信件資料，時間範圍從共黨統治時期一直到民主化之後。大部分是受贈

取得，一部分資料是購得，也有一些是借放、儲放在研究所這裡。收藏的內容

主要是左派各政黨的人物資料，民眾可以申請來閱覽。 

 

 

（二）拜會 Hortobágy 勞改營協會(Hortobágyi Kényszermunkatáborokba 

Elhurcoltak Egyesülete, Association of Hortobágy Forced Labour Camp 

Deport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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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Hortobágy 勞改營協會主席 Mari Albertne 博士座談(圖中)。匈牙利共黨統治

時期，許多民眾無故被強行遷往勞改營。Mari Albertne 博士是在 6 歲時和父母

一起被帶入勞改營，在勞改營待了煎熬的 40 個月。Hortobágy 勞改營協會一直

尋求社會支持，努力促使匈牙利社會面對這段歷史。] 

 

 

[與 Hortobágy 勞改營協會主席 Mari Albertne 博士(左一)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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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就匈牙利與臺灣轉型正義及黨產處理相關議題座談之紀錄整理： 

 

    Hortobágy 勞改營協會主席 Mari Albertne 表示，協會成立的宗旨是希望保

留勞改營受害者們的回憶，讓匈牙利社會之後的世代可以知道歷史的真相。

1970 年代時勞改營已被關閉，但當時共黨政府雖然承認成立勞改營是錯誤的，

但卻要求受害者不要述說這段史實，要求受害者「妳們最好忘記」。 

 

    關於親身經歷，Mari Albertne 表示，她是在 6 歲時和家人一起被帶到勞改

營，那是在 1950 年 6 月的一個清晨，一群警察人員直接闖入，強行帶走她們全

家，沒有說原因，只說她們是制度的敵人，全家人只有一個小時可以收拾要帶

走的財物。一小時內她們就成了流離失所的人。她們被帶去坐火車，是用來載

運牛隻的車廂。在兩天的路程中她一直在看車外，因為怕被帶到國外，像是俄

國的西伯利亞。 

 

    Mari Albertne 表示，她在勞改營待了 40 個月，這段艱苦的生活她這輩子都

不會忘記。第一天到勞改營時，被迫在戶外露宿，第二天則是擠在農莊裡過

夜，有些人則是在羊舍裡過夜，生活環境非常糟。在勞改營小孩和健康情況好

的人，會被強迫勞動做苦工，晚上再走回來。雖然有支付薪水，但只夠吃很差

的食物。因為做苦工很消耗體力，再加上食物很差，所以很多人撐不住而去

世。如果不願意做苦工的人，就會被打，而且也得不到醫療照顧。她當時受到

了心靈上的創傷。而且也很害怕，不知道什麼可以做、什麼不可以做。 

 

    對她們這些小孩來說，勞改營裡只有提供相當於國小一到三年級的教育，

所以她後來離開勞改營回到一般學校就學時，課業很難跟上。 

 

    1953 年 10 月 31 日她們從勞改營被釋放出來，但政府沒有提供經費，也早

已無家可歸。走出勞改營之後，不容易找到工作，因為會被社會歧視。她們原

先的房產，後來是共黨人士自己搬進去住。其他勞改營受害者的房產，則是被

共黨或共產的協會拿來作辦公室使用。 

 

    關於被帶到勞改營的原因，Mari Albertne 表示，從她進去到出來，共黨政

府都沒有人跟她們說清楚。就她所知，在勞改營的受害者之中，有人只因為從

事殺豬行業就被帶走，一些經濟情況比較好的人也被帶走。不只是反對共黨的

人，共黨內的批評者也被帶走。關於她和她的家人為何被帶走，她推測可能因

為父母是經濟條件好的農民，當時種蘋果有好的收成，家中的財產招來忌妒。 

 

    關於勞改營協會，協會對於勞改營受害者當中經濟狀況較不好的人，希望

盡力予以協助。協會所收到的會員費，也會捐贈給需要幫助的人。協會的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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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除了會員所繳的會員費，有時教會也會支持協會經費。 

 

    在匈牙利開始進行民主化之前，共黨開始私有化，也就是把贓物分配給自

己人，沒有歸還給受害者，也沒有移轉國有。Mari Albertne 表示就她所知，進

行民主化的人士當中，有些人其實以前也是共黨的人，一直到 1992、1993 年

時，一些前共黨人士在政府還有影響力。 

 

    關於勞改營的賠償問題，Mari Albertne 表示，2000 年以前社會上很少有人

提到勞改營的事，在 2000 年時受害者自己成立了這個協會。民主化之後，政府

有進行一點賠償的動作，但最多一個月只有約 100 歐元。受害者可以試著去政

府的賠償局申請賠償票，如果有拿到票，可以用來購買生活物資，但事實上賠

償票的數量不夠發給全部的受害者。如果受害者後來過世，可以拿到約等於

13,000 元新臺幣的賠償，但一般喪葬費用至少需要 45,000 元臺幣，賠償金額太

少。 

 

    關於這段歷史的調查，很多受害者的身分證件都已遺失，證件在勞改營時

就已被強行拿走。但共黨政府當時還是有作一些紀錄，所以受害者是去政府的

賠償局申請身分與勞改營證明。如果從有限的政府紀錄中找不到受害者的資

料，政府是如何確知受害者身分就不清楚。協會在 Hortobágy 勞改營 60 週年

時，有製作一本紀念冊，列出我們知道的受害者名冊。但沒有政府單位去對這

段歷史進行完整的調查。 

 

    Mari Albertne 表示，除了 Hortobágy 勞改營，在共黨統治時期，全匈牙利

就她所知就有 12 個勞改營，受害者總數約有 8,000 到 10,000 人。到了 2017 年

國會通過法案，希望保留勞改營的歷史，計畫要蓋紀念勞改營的遊客中心。但

後來因為新冠肺炎和俄烏戰爭，到現在都還沒蓋。即使到現在，各政黨都不太

重視勞改營的議題。Hortobágy 勞改營協會有試圖讓年輕人認識這段勞改營的歷

史，但認為很難去影響政府，而且政府行動拖拖拉拉。現在勞改營的原址，已

經看不到遺跡，看不出來以前曾是勞改營，因此協會希望豎立一個紀念碑。協

會自己捐款希望蓋紀念碑，原本希望放在火車站，但行政程序繁雜難以進行。 

 

    Mari Albertne 表示，她有認識其他的受害者，將這段勞改營的歷史，告訴

自己的孫兒，但孫兒不相信這些事情真的發生過，不願相信自己的奶奶以前曾

被強行關至勞改營，直到在學校的歷史教材中看到這段史實，才終於相信。 

 

    林峯正主委向 Mari Albertne 表示，之所以希望能來拜會 Hortobágy 勞改營

協會，是因為臺灣以前在威權統治時期，也有類似政治犯的問題，這些政治犯

被關押、被判刑，財產也被拿走，後來政府開始對這些問題進行調查，希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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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財產歸還給他們。目前臺灣政府與民間社會已在一起處理這個問題，實際的

做法包括註銷罪名、賠償財產等。關押政治犯的監獄，也被保存下來變成人權

紀念園區。而且臺灣政府和社會也希望將這些歷史，放到學生的歷史教材中，

希望未來不會再發生類似的問題。 

 

 

（三）參訪恐怖之屋博物館(Terror Haza Muzeum, House of Terror Museum) 

 

    中東歐歷史與社會公共研究基金會(Public Foundation for Research o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History And Society)在 2000 年 12 月買下建物，恐怖之屋博

物館之後在 2002 年 2 月 20 日開幕，成立的宗旨是希望可以藉此記憶在納粹與

共黨統治時期，那些曾經被俘虜、被刑求以及被殺害的受害者。 

 

 

[恐怖之屋博物館原係二戰時期匈牙利親納粹之箭十字黨(Nyilaskeresztes Párt – 

Hungarista Mozgalom, Arrow Cross Party)，及匈牙利共黨統治時期安全部門使用

之建物。於民主化後多年，於 2002 年創建此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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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之屋博物館入口處之匈牙利共黨統治時期受難者遺照牆。] 

 

 

[恐怖之屋博物館收藏有許多匈牙利納粹以及共黨統治時期的文宣、照片、警察

與情治人員所用器具，及部分受害者訪談影片，館藏相當豐富，藉此讓民眾了

解過去極權統治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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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拜會前匈牙利安全局檔案館（Á llambiztonsági Szolgálatok Történeti 

Levéltárának, Historical Archives of the Hungarian State Security, Á BTL） 

 

 

[拜會前匈牙利國安部檔案館，與館長 Gergo Bendeguz Cseh(圖中)座談。圖左二

為駐匈牙利代表處劉世忠大使。前匈牙利國安部檔案館係 1997 年成立，收藏有

許多匈牙利共黨統治時期安全部門之檔案資料(1944-1990)。估計之前有約 97 萬

人被共黨監視(總人口的 10%)。在 2007 年後，除了原本安全部門的檔案外，也

保存各政黨的檔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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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館長 Gergo Bendeguz Cseh(右一)座談] 

 

 

[館長 Gergo Bendeguz Cseh(右二)說明所藏檔案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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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館所藏共黨統治時期用來打開信件之器具用品] 

 

以下是就匈牙利與臺灣轉型正義及黨產處理相關議題座談之紀錄整理： 

 

    Gergo Bendeguz Cseh 館長表示，雖然匈牙利是在 1990 年左右開始民主

化，但這個檔案館是一直到 1997 年才成立，他也覺得有些可惜不能早些成立。

1997 年安全局檔案館剛成立時，暫時使用一間銀行的建物，後來在 1999 年搬

到了目前的建物，2003 年時改為現在的名字，2017 年時國會又通過新的法案，

以前檔案館主要是收藏共黨統治時期的檔案文件，現在則是包括從 1990 年到

2017 年安全局運作的相關檔案都有收藏。關於安全局檔案館的成立，館長表

示，是依法成立的，法律除了規定檔案館的運作，也規定哪些人可以來閱覽檔

案。 

 

    安全局檔案館的任務之一是，受理共黨統治時期受害者來申請閱覽檔案的

案件。這些受害者有權可以來申請閱覽檔案，學者、研究人員也可以來申請。

目前匈牙利有一個檔案館基本法，規定如何保存和運用這些檔案。檔案之中最

重要的，當然就是 1944 年到 1990 年共黨統治期間，安全局原本所收藏的檔案

文件。而或許 10 至 15 年後，現在安全局的檔案也會移轉過來。 

 

    安全局檔案館收藏的各類檔案中，其中一類，同時也是數量最多的，就是

情治人員所撰寫的報告、書信。數量上如果直立排列，可以長達 2.6 公里。第

二多的檔案，是關於安全局運作的文件，其中包括命令與信件。檔案館也收藏

720 萬份的微縮紀錄膠捲。收藏的檔案文件總數，約達 97 萬件，共使用了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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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份的文件夾，總頁數達 500 萬頁，共黨統治時期被監視的人數達 97 萬人，約

佔當時匈牙利總人口的十分之一。但是因為有些檔案原件保存狀況不好，因此

2009 年以後開始進行保護文件的計畫，而且將部分檔案數位化。 

 

    在檔案之中，也有內容是個人隱私資料，譬如以前安全人員紀錄了個人的

醫療和家庭情況的內容。而依照目前法律的規定，這類資料不能洩露。一個案

例是，曾經有一個人被監聽，報告中提到他是同性戀。另一個疑慮是，有些報

告內容似乎是情治人員自己編造出來的，所以報告內容很難確認真假。因此，

基於保護個人隱私資料的立場，報告中的一些內容和人名會予以遮蔽。 

 

    關於申請閱覽檔案的規定，依規定當事人自己可以來看，過世後家人也可

以來看，但其他人就不能查閱。研究人員在得到學校等學術機關的許可後，可

以來申請閱覽。但涉及敏感的資訊會進行遮蔽，這些資料遮蔽的原因不是因為

涉及國家安全，而是因為涉及個人的敏感資訊。閱覽時，是看數位化的資料而

非閱覽原件。 

 

    安全局檔案館在處理檔案閱覽申請案時，會平衡考量保護文本資料和開放

檔案讓社會了解兩個目標。關於如何讓公眾閱覽檔案文件，安全局檔案館有建

立公開的數據庫，一些公職人員的履歷是公開的，也有一些歷史性的照片資

料，譬如 1956 年革命時的照片，還有當時政府法令、報告、命令的文件。 

 

    關於閱覽檔案的時間限制部分，當事人過世 30 年後可以公開檔案，或當事

人出生 90 年後才可公開。若當事人出生與過世日期不確定，則視檔案製作日期

而定，檔案製作 60 年後才可公開。上述 60 年的規定是關於一般民眾，若是公

職人員，則是公布他以前工作的起訖日期。 

 

    關於研究人員閱覽檔案，有些資料已經數位化，研究人員可以在 PDF 檔案

中直接檢索文字。研究人員也可以來檔案館申請查看機密文件。關於研究人員

申請閱覽檔案的程序，匈牙利的情況是，研究人員要先拿到學校等學術機關的

許可，敘明研究的主題與範圍，然後來跟安全局檔案館申請，很少發生申請被

拒的情況。另外如果研究人員希望閱覽較敏感的文件，因為匿名化的政策，需

要得到當事人本人的同意，希望保護這些當事人的敏感資訊。除此之外沒有別

的檔案閱覽爭執處理的程序。 

 

    安全局檔案館會舉辦傳統的展覽，也會至各中學舉辦演講、至大學校園出

展，讓中學生、大學生更了解匈牙利過去的歷史與民主化的過程。至於出版，

每年大約會出版 4 至 5 本關於匈牙利政治與歷史的書刊，截至目前為止已出版

超過 100 本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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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局檔案館除了歡迎大眾媒體、報刊報導業務與活動之外，也重視網路

與社群平臺，除了使網站內容更豐富外，會將一些出版品、期刊的內容放到網

路上，也經營臉書和 Instagram。 

 

    林峯正主委表示，關於安全局檔案館的創設，黨產會曾訪問過德國，也了

解東德民眾曾占據前東德安全局(史塔西, Stasi)，試圖保護史塔西所藏的機密檔

案，因此關心匈牙利保存類似檔案的情況，政府是否有完整保存檔案抑或部分

檔案被損毀。對此，Gergo Bendeguz Cseh 館長表示，在清查之後，有證據顯示

1990 年前有些文件確實已滅失，而且 1990 年後仍有檔案遺失的問題。 

 

    而關於檔案內容公開後的問題，從 1990 年到 1997 年匈牙利的右派和左派

政黨都曾經在贏得國會選舉後執政。有些政治人物有去看過去的檔案，但發現

有些檔案已經遺失或已損毀。也有些檔案文件被公開，但問題是難以確認真

假。關於檔案的內容，在 2002 年時曾發生爭議，因為在 1990 年時擔任總理的

人士，從檔案當中發現，之前竟然當過共黨政府的情治人員，因此引起社會軒

然大波。 

 

 

（五）拜會米什科爾茨大學(University of Miskolc) Ungvary Krisztian 教授（前

歐洲網絡記憶與團結研究中心(European Network Remembrance and 

Solidarity)專員） 

 

    Ungvary Krisztian 教授曾任「匈牙利 1956 年革命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the 1956 Hungarian Revolution)，現擔任米什科爾茨大

學(University of Miskolc)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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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Ungvary Krisztian 教授座談。Ungvary Krisztian 教授前曾於 2007 年時至臺灣

訪問，發表關於匈牙利共黨不當取得財產及財產國有化政策議題之意見。

Ungvary Krisztian 教授表示，匈牙利共黨統治時期遺留下來的大問題是，政府

強行將許多民眾的財產國有化，也有發生在徵收的過程中被官員中飽私囊的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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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就匈牙利與臺灣轉型正義及黨產處理相關議題座談之紀錄整理： 

 

    Ungvary Krisztian 教授表示，他的研究領域包括納粹統治及之後共黨統治

時期，猶太人財產的受害情形、匈牙利國內德裔民眾財產問題，以及相關的匈

牙利共黨統治與民主化等議題。他表示，他研究的領域是歷史學，且曾接受匈

牙利國家銀行的委託，去研究過去共黨統治時期的財務機關。 

 

    他表示，匈牙利共黨統治時期曾以暴力方式奪取民眾財產，然後共黨或相

關組織、人員，將較大、較好的房產拿去自己使用。民主化之後大部分的房產

都沒有辦法還給受害民眾，只能依法律規定給賠償票，但這些票的發放數量很

有限。賠償金額上限是 45 萬臺幣，不夠賠償財產的價值，而且民眾要自己找資

料再去申請賠償票。至於賠償票的支付經費來源，是由國家政府負擔。 

 

    他表示，共黨人士在財產國有化的過程中，其中有些人藉機拿走民眾的財

產去使用，但所有權還是屬於國有，沒有登記給共黨的情形。 

 

    另外關於猶太人的歷史議題，除了在納粹統治時期一些猶太人被強行送至

集中營，因而之後產生賠償的問題，他們原有財產如何處理、如何賠償。目前

仍有一些原本是猶太人持有的藝術品，被收藏在匈牙利的國家美術館中，政府

其實須認真面對。相對的，匈牙利政府以前比較關注德國政府如何進行賠償的

問題。因為在納粹德國統治匈牙利期間，有些民眾和猶太人被強行送至集中

營，然後受害，所以就有受害者的賠償與財產賠償的問題。在民主化之前，匈

牙利共黨政府的作法是，先將民眾的財產國有化，之後政府又去跟德國政府要

求賠償，但匈牙利共黨政府在拿到德國的賠償之後再轉給民眾時，有先扣除一

些金額。 

 

    在民主化之後，對於涉及猶太人失去自由（譬如勞改營），與被迫害死亡的

問題，有進行賠償，但是就財產部分幾乎沒有賠償，賠償上限只有 45 萬臺幣。

也就是說，不管是匈牙利人或猶太人財產的賠償，上限都是 45 萬臺幣。而且並

沒有政黨關注猶太人賠償問題，匈牙利社會也不太重視。 

 

    匈牙利後來在私有化時，曾出現有些案例，有特別關係的人士買下了原屬

公有的資產設備，因而獲利，而估算之後國有資產約有 50%被以廉價的方式，

讓售給一些當時有權勢的人士。所以匈牙利社會比較關注貪汙的問題。 

 

    林峯正主委則表示，臺灣的情況是，國民黨在過去威權統治時期，有從國

家和人民不當取得財產的問題，所以目前黨產會努力進行調查，要將財產歸還

給國家或受害民眾。林主委也提到，黨產會處理的一個案例：國民黨國家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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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革命實踐研究院）案，國民黨如何不當的從民眾手中以較低價格強買

土地。除了這個案子以外，國民黨在威權統治時期，也將原本的日產佔為黨

產。另外關於政治犯失去自由的相關賠償，與財產損失的賠償，臺灣政府都有

在持續處理，今年「威權統治時期國家不法行為被害者權利回復基金會」就已

經編列 100 億元臺幣的賠償經費。 

     

 

（六）拜會匈牙利國家記憶委員會(Committee of National Remembrance) 

 

 

[與匈牙利國家記憶委員會副會長 Adam Dergan(左二)、科學事務副會長 Zsolt 

Horvath (左一)座談。匈牙利國家記憶委員會係依據國會立法成立之機構。其中

一位委員係國家科學院提名，另一位委員係司法部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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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匈牙利國家記憶委員會副會長 Adam Dergan(左二)、 科學事務副會長 Zsolt 

Horvath (左一)座談。] 

 

 

[匈牙利國家記憶委員會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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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就匈牙利與臺灣轉型正義及黨產處理相關議題座談之紀錄整理： 

 

    Adam Dergan 副主委表示，該委員會共有 5 名委員（其中一位由匈牙利國

家科學院提名，一位由司法部長提名，最後由國會通過），委員任期是 9 年，不

需要總理或總統的認命，是由國會同意。工作同仁共有 60 位。該委員會係依據

法律所成立，必須每年向國會提交工作報告。主要的任務是保存共黨執政時期

的歷史與記憶，並研究 1944 年到 1990 年共黨執政，對匈牙利社會各方面的影

響。委員會成員有權去查閱政府各機關的各類檔案，包括機密檔案，去了解共

黨政府人士的業務內容。但是有些因為國家安全的關係不能公開。另外一個任

務是要就專業研究的結果，以教育和傳播的方式給匈牙利社會知道。 

 

    研究的其中一個主題，是 1956 年革命之後共黨政府進行的報復行為，以及

宗教迫害，去了解政府有哪些單位參與了上面所說的這些報復和迫害活動。 

 

    關於和檢察機關合作的部分，概念上主要是關於過去共黨政府所犯下的罪

行的案件，但是到目前為止，並沒有和檢察部門合作的經驗。這類的案件應該

會是由檢察官來尋求協助，而不是國家記憶委員會自己主動去接洽檢察官。關

於檢察官的辦案，可以提供關於歷史的意見，但是這樣的情形並沒有發生過。

而如果委員會在檔案當中發現有前共黨成員犯罪的情形，會將案件交給檢察官

去調查。 

 

    關於共黨統治時期犯行追訴時效的問題，匈牙利法律有些有規定可以排除

時效限制，但是憲法法院表示排除時效有限制，譬如是針對國際法上的重大犯

行。至於其他的犯罪，仍然有追訴時效的限制。在共產黨獨裁統治部分，沒有

這種時效限制，而且像是種族滅絕罪這種國際法案件仍然可以追訴。共黨統治

時期犯行的案件大多是在 70 或 80 年前發生，大多數的加害者都已過世。 

 

    委員會曾經碰過一個案件，有一個記者想要了解 1956 年革命期間，前蘇聯

軍隊殺害了 10 多位的匈牙利民眾的案件，檢察官後來有去進行調查，也有來問

委員會的意見，我們同仁因此去查閱檔案，發現確實有民眾被蘇聯軍隊所殺。

但是這個案件後來沒有進行追究，原因是俄羅斯將此案視為戰爭行為，所以匈

牙利沒有再追究蘇聯軍隊的責任，而且我們也沒有關於這些俄羅斯軍人的資

料，檢察官不知道他們的身分，所以我們沒有再進一步追究。 

 

    前共黨政府公職人員的資料不算是機密文件，在我們的網站上可以找到

1956 年時檢察官和法官他們的照片以及姓名，還有大致的案情說明。 

 

    關於 1950 年代勞改營的問題，曾經有民眾來尋求協助，但是因為當時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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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料很少，無法進行後續的司法程序，且有些受害者已經過世，不過這類案

件的釐清確實會對他們的家人有幫助，讓他們知道過去的歷史以及真相。也希

望可以讓他們的家人可以知道，他們被帶去哪裡，或在哪裡過世。 

 

    在 1956 年革命之後確實有一些民眾失蹤，委員會也會去了解匈牙利共產黨

審理這些受害者的案件。但因為主要的工作不是進行司法程序，而是描述歷

史，陸陸續續公布了一些調查報告。 

 

    在教育方面，會跟學校老師以及學生互動，並舉辦各類的歷史有關的課

程。在我們出版的書籍當中，也有提到匈牙利歷史上有哪些過去反抗共黨統治

的英雄。也會舉行座談讓受害者可以和民眾對談，我們也會舉行展覽，展示歷

史文獻讓民眾知道真相。會提供老師歷史教材，甚至也設計了桌遊遊戲。 

 

    關於臺灣，林峯正主委提到黨產會也有調閱檔案的權力。在調查案件後，

會跟大眾說明調查的案情，以及相關的資料來源。Adam Dergan 副主委也關心

黨產會的任務與成果，林主委表示臺灣過去也有威權政府，也有政治犯的問

題，並簡介了政黨不當財產調查以及後續處理的程序以及成果。國民黨過去有

從政府非法或不當取得財產的問題，因此黨產會主要的任務是調查以及追討，

在 2016 年成立至今已經調查了許多案件，調查的結果一共處分了大約相當於

30 億歐元的財產，而大部分的案件都在訴訟中。Adam Dergan 副主委也表示，

看來臺灣和匈牙利最大的差別，在臺灣，中國國民黨仍然存活著，在匈牙利共

產黨則已經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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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拜會布達佩斯 Corvinus 大學(Corvinus University of Budapest) Laszlo 

Letenyei 教授、政治學系主任(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for political science) 

Zoltán Balazs 教授、國際關係學系 Tamás Matura 教授 

 

 

[與布達佩斯 Corvinus 大學 Laszlo Letenyei 教授(左一)、政治學系主任 Zoltán 

Balazs 教授(左三)、國際關係學系 Tamás Matura 教授(左二)座談。教授們在座談

中協助釐清關於匈牙利民主化的過程，以及匈牙利如何處理過去共黨統治時期

遺留下來的財產國有化問題。並表示在民主化推動的時候，社會各界和反對陣

營就已檢討過共黨的財產。] 

 

以下是就匈牙利與臺灣轉型正義及黨產處理相關議題座談之紀錄整理： 

 

    教授們表示，臺灣和匈牙利共享民主的價值，關於民主化與民主鞏固應該

互相學習，並討論了關於財產的議題。教授們並表達對黨產會業務推展的關

心，林峯正主委則向教授們簡介了黨產會的業務進展，說明黨產會是臺灣政府

設立的獨立機關，調查並處理政黨的不當財產，也一併說明了之前促轉會的業

務，以及近期關於政治犯受迫害的調查與賠償。林主委也提及黨產會依據調查

的結果，迄今已追討、處分了大約相當於 30 億歐元的財產，而大部分的案件目

前都在司法訴訟程序中。 

 

    關於臺灣處理政黨不當取得財產的作法，林主委向教授們說明，黨產會如

何對國民黨的投資公司進行調查，對這些公司的財產以及不動產價值如何進行

估算。在對談中教授們也對於國民黨龐大的公司體系表示訝異。林主委和教授

們都認為，臺灣和匈牙利在處理黨產問題與轉型正義的作法與進程有一些不

同，在臺灣因為國民黨仍存在，且對於過去的歷史尚未妥善面對與處理，不像

匈牙利共黨在民主化後就已結束、不復存在，所以臺灣尚面臨一些阻力。 

 

    雙方討論到在目前匈牙利的政治當中，前共黨或其成員是否仍然尚存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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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力的問題，以及匈牙利共產黨過去在統治時，有沒有將國產、公產移轉為

政黨財產的問題。還有匈牙利共產黨貪污的問題，以及共產黨執政時期人民的

土地被國有化後續如何處理。教授們表示，以上這些議題中，人民財產被強迫

國有化是匈牙利社會面對的主要問題。 

 

    教授們表示，1945 年匈牙利共黨開始統治之後，很多人民的財產、土地和

企業的工廠被國有化，但是在這個過程中有些是被共黨人士藉機占用或拿走，

並沒有移轉給國家。到了 1990 年民主化、國會選舉之後，法律規定要將共產黨

的財產還給人民。 

 

    由於要處理將上述被奪取的財產還給人民的問題，因而涉及財產價值如何

估算。被國有化或被奪走的時間點，到 1990 年代，已經過了 40 多年，那麼財

產的估價該用哪一年的價值作為標準？匈牙利的做法是指定 1945 年作為標準。

不過，人民的財產在經歷過集體化之後，已經難以完全恢復。關於企業的經營

與價值估算問題，在經歷集體化過程後，儘管企業體看似仍存在，但除了經營

不善的問題外，工廠或企業的資本、機器設備，生產出來的貨品的品質也降低

了，所以獲利降低。另外關於土地價值的計算，教授們表示，匈牙利是使用黃

金來計算土地的價值。然而，賠償卷的發放仍有金額的最高限制，而且發放數

量不夠。因此仍有民眾的財產沒有得到適當的補償。 

 

    匈牙利政府過去有做估算，譬如說計算完之後，會在票上面註明賠償金額

是 10 萬福林（匈牙利貨幣單位），但是對民眾來說，就估算之後的數字也不確

定是否真的合理，民眾也不知道是不是應該信任這張票的價值，以及未來如何

使用這些賠償票。後來的情況是，民眾也沒有去對票的價值進行爭辯或進行訴

訟。 

 

    關於這些賠償票的實際使用情況，教授們提到一個例子，匈牙利國家儲蓄

銀行（Nationwide Savings Bank, OTP）是匈牙利最大的銀行，原本是國有銀

行，到了 1996 年進行私有化，當時依規定政府所發放的賠償票，民眾可以用來

購買這間銀行的股份，也就是說這些賠償票在市場上仍有一定的價值，但事實

上要購得銀行的股份，需要籌集較多的賠償票才有可能。那也因為這些賠償票

仍有一點使用價值，所以在市場上的價值後來確實有上漲。 

 

    林主委並問及賠償票經費的來源，教授們表示依法是國家的經費，法律上

雖然沒有設置發放的數量上限或金額的上限，但是實際上發放數量和金額確實

不足。而且在申請的程序上，匈牙利民眾實際上要自己去尋找財產被取走的證

明，然後才能去跟政府申請賠償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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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們也關心國民黨財產的來源，林主委表示，國民黨持有許多不動產、

股票，過去長期從國家政府取得經費，黨營事業規模很大。臺灣因為是資本主

義制度，所以和匈牙利的歷史不同。教授們表示，匈牙利共產黨不像國民黨，

並沒有經營投資公司，所以從匈牙利的歷史來看和臺灣有所不同。匈牙利共產

黨的財產來源，民主化之後雖然規定共黨的財產要歸還，但一般民眾也很難去

爭論和進行訴訟。 

 

    林主委也提到國民黨國家發展研究院（原革命實踐研究院）的案子，國民

黨在這個案件中，涉及以不當方式取得民眾財產的問題，黨產會在進行調查之

後，就進行追討、追徵，希望能盡快將財產回復給受害民眾。 

 

    林主委也表示，黨產會依照黨產條例，對政黨的不當財產進行調查與處

理，但是各政黨仍然可以合法地收受黨費和政治獻金等經費，而且依照參與選

舉的結果，也可以得到政府發放的補助，財務上能夠維持運作。 

     

 

（八）參觀多瑙河畔之鞋 Cipők a Duna-parton(Shoes on the Danube Bank)戶外

展 

 

 
[在二戰後期 1944 到 1945 年，親納粹的匈牙利箭十字黨，在多瑙河畔殺害猶太

人並將猶太人推入河中。設計者是電影導演 Can Togay，由雕塑家 Gyula Pauer

完成（鐵製）。完成時間是 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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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拜會德國轉型正義、黨產處理機構、展覽館及相關人士，及相關會談 

（一）參訪東德博物館(DDR-Museum)  

 

 

[參觀東德博物館，館長 Gordon Freiherr von Godwin(左二)說明館內收藏。東德

博物館係一民間展覽館，藏有相當豐富的東德共黨統治時期的物件，包括當時

之報紙、新聞播報影片，東德民眾各類生活起居物品，重現當時東德人民生活

的處境。 

該館善用各種展示方式，譬如將舊報紙電子化後，參觀民眾可以自行點選文

章，詳細閱覽當時報紙內容。該館大量使用互動式器材，強化民眾參與式看展

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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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德博物館所藏東德舊報紙，並將報紙內容進行數位化，方便看展民眾閱

覽。] 

 

 

[與東德博物館館長 Gordon Freiherr von Godwin(右一)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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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訪柏林地下世界(Berliner Unterwelten) 紀念館 

參訪路徑 M--柏林圍牆之下(Tour M-Under the Berlin Wall) 

 

 

 

 

[柏林地下世界紀念館係一民間單位。在冷戰時期，由於柏林圍牆將柏林一分為

二，許多東德人民希望遷入西柏林以投奔自由，但柏林圍牆使民眾難以跨越，

因此，部分民眾決定自行挖掘地道穿越進入西柏林。此紀念館即保存部分地道

空間以及相關文物。因柏林地道路線複雜，基於安全考量一般民眾不能自行行

走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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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地下世界紀念館致力於保存地道、相關遺址與文物] 

 

 

 

 

 

 



37 
 

（三）拜會德國東德民間反政府運動協會（Robert-Havemann-Gesellschaft） 

 

 

[拜會德國東德民間反政府運動協會，與會長 Olaf Weißbach(左一)座談。德國東

德民間反政府運動協會主要係保存東德社會人士反抗共黨政府的相關文物。座

落地點鄰近前東德國家安全部(史塔西，Stasi)的大樓。此協會的運作彰顯出，

民間社會反抗暴政的歷史，需要被好好保存。圖中的海報，係籌畫中的人權園

區。] 

 

 

[德國東德民間反政府運動協會亦收藏中國 1989 年六四民運事件相關報導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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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德國東德民間反政府運動協會會長 Olaf Weißbach(站立者)座談。] 

 

 

[東德民間反政府運動協會工作人員說明所藏檔案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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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就德國與臺灣轉型正義及黨產處理相關議題座談之紀錄整理： 

 

    Olaf Weißbach 會長表示，德國東德民間反政府運動協會這個單位是 1989

年東德和平革命運動的產物，成立的宗旨是希望能夠保存這些民主運動的相關

史料。協會成立後的第一個工作是先成立檔案庫，進行檔案文件的保存，因為

當時德國的政府，其實對於保存反抗運動的資料尚未關注，而對社會中各個反

抗運動的人士、團體來說，她們對於將檔案資料全交給政府保管也不太有信

心，因此民間自己先投入去做。這項工作德國政府後來才開始加入一同進行。 

 

    Olaf Weißbach 會長表示，這些反抗共產黨統治的人，在二戰期間其實也反

對納粹統治。協會用以命名的 Robert Havemann 這個人，在共產黨統治期間從

事反抗活動，後來曾躲避在教會裡面，共黨政府的安全人員在 1978 年闖入教會

強行把他帶走，1982 年被迫害而死。因此以他的名字命名來紀念他。 

 

    這個協會藏有德國最大的關於反抗運動的檔案庫，而且其中有一個檔案庫

收藏獨立的婦女團體的檔案文物。協會持續接受各界捐贈資料，目前是由四位

同仁處理檔案，如果檔案受損，會外送其他專業單位進行檔案修復。館藏大部

分的檔案都已經數位化，民眾和學者可以申請來閱覽。協會也會參與政府舉辦

的展覽。協會也有收藏 1989 年中國六四天安門事件的資料，當時德國社會反對

運動的人士，也連署聲援中國六四民運人士，當時也試圖跟六四的反抗人士聯

繫。 

 

    有些檔案的捐贈人和協會聯繫討論捐贈議題時，有些人提出希望當事人或

家人過世後幾年再公開檔案的要求；但是如果有人雖然捐贈檔案，但完全不想

公開，那麼我們協會就會拒絕接受檔案，因為這個要求和我們成立的宗旨不符

合。而且因為我們協會的預算來自德國聯邦及邦政府，德國的法律有規定，如

果我們協會接受檔案文物就要公開。另外我們協會不會去購買檔案。 

 

    關於協會的預算，2018 年之後是以專案的方式每年向政府申請，聯邦政府

有一個關於文化和傳播媒體的專員在處理我們的預算。而 2018 年之前的情形，

也是跟政府申請預算，每年的預算大約 40 萬到 60 萬歐元，2018 年之後則是每

年 120 萬歐元左右（約合近 4,000 萬新臺幣）。 

 

    協會原本座落在一般的住宅區，2007 年才搬到現在的地方，目前的地方是

跟民間承租的。搬遷過程中先使用聯邦政府的辦公空間，那時聯邦檔案局有協

助。搬到現在的位置，也是因為鄰近國安部檔案館，讓這附近可以成為一個園

區。而且協會希望，關於民主化與反抗運動的歷史，讓民眾可以了解不只是國

安部門的觀點，也有反抗者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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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laf Weißbach 會長也表示，明年(2024)是德國和平革命 35 週年，而今年

(2023)德國國會已經通過可行性計劃，預計 2024 年會在協會所在的這個區域，

包括前東德國家安全部大樓附近區域，規劃興建新的反對運動博物館園區。未

來這個園區預計命名為「民主園區」(Campus for Democracy)。在未來的園區之

中，聯邦政府預計會成立一個新的檔案中心，關於東德相關的政府檔案，會被

放到這個新的檔案中心，希望 10 年內可以完成。 

 

    關於德國目前的政治情勢，Olaf Weißbach 會長表示，最近在地方大選當中

有右翼政黨的勢力興起，有些政治人物主張現在的德國政府和以前東德共黨政

府一樣獨裁，對此，協會希望加以反駁，他們的工作就是希望讓德國民眾更理

解歷史，知道過去納粹與共黨極權統治的實際情形，以及民主與極權的差異。

Olaf Weißbach 會長表示自己來自東德，所以希望民主化、反抗運動與轉型正義

這些議題可以在德國社會傳承下去。 

 

 

（四）拜會與參觀馬林費爾德難民中轉營紀念館（Erinnerungsstätte 

Notaufnahmelager Marienfelde, Marienfelde Refugee Center Museum） 

 

 

[由於冷戰時期東西德分治，許多東德人湧入西德，西德政府因而成立此中轉營

處理。依據馬林費爾德難民中轉營館長 Bettina Effner(左一)表示，須處理的人數

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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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中收藏許多中轉營的文件，並保留當時難民起居空間。] 

 

 

[與馬林費爾德難民中轉營館長 Bettina Effner(右一)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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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林費爾德難民中轉營館長 Bettina Effner(左一)解說館藏文物] 

 

 

[馬林費爾德難民中轉營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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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就德國與臺灣轉型正義及黨產處理相關議題座談之紀錄整理： 

 

    Bettina Effner 館長表示，1952 年後東德的難民已經不能跨越東西德邊界，

難民營是在 1952 年成立，冷戰時期有許多東德民眾湧入西德，西德政府處理東

德難民的作法，會去審核他們是不是有充足的政治理由離開東德。這些從東德

逃來的難民，西德政府會給他們居住及工作許可。如果是最後沒有得到許可的

東德民眾，只能在西德居留，但就不容易得到政府的其他協助。在 1953 年之

後，司法部門主張不應該拒絕接受難民，所以沒得到許可的比率就大幅下降。

而在柏林圍牆蓋好之後，未許可率大幅下降，因為這些難民跨越圍牆要付出生

命危險的代價。 

 

    Bettina Effner 館長表示，冷戰時期西德政府難民園區總共約有 90 個，柏林

紀念館這邊那時候是行政總部，難民總數估計約有 400 萬人，這邊的園區數量

最多的時候曾同時收容 3500 人，其中光是西柏林就容納了 140 萬人。 

    關於被拒絕許可的東德難民，少部分可能回去東德，但是他們這樣就會有

被捕的風險，因此大多數居留在西柏林。而西德民眾也無法接受將東德難民遣

返回去。在德國統一之後，如果有些難民想要回去東德，他們就會自己回去，

不過大部分已經融入西德的社會，因為西德的社會保險體系比較完善。紀念館

在 1990 年開始，有去訪談過去的難民，希望可以把他們的記憶保存下來，有助

於德國社會對這段歷史的理解。 

 

    Bettina Effner 館長表示，關於難民營的安全問題，曾經有東德的國安部相

關人員滲透進來，這個人原本是被關在東德的監獄，後來同意做東德國安部的

線民滲透進來難民營，藉此接近反東德的組織。在統一之後發現相關的檔案，

才知道這個人曾經是線民，滲透進來難民營。 

 

    關於東德國安部門線民的問題，Bettina Effner 館長表示沒有掌握明確的數

字，但是猜測應該不少，英國和美國這些西方盟國也知道這類的案件，當時如

果發現會進行逮捕，不會遣返回去東德。對於被滲透的問題，過去主要是交給

英美法等國其他安全部門去處理，看起來當時東德安全部門是想要藉由線民來

取得難民的資訊，再回過頭去阻擋難民逃走的管道。 

 

    林主委也提到中華救助總會（救總）的案件，黨產會在調查救總的過程中

發現，救總與國民黨有密切的關係，長期從國家取得財產資源，黨產會除了已

認定救總是國民黨的附隨組織，並認定部分財產需收回給國家，也發現救總過

去長期處理難民來臺灣的問題，那時的國民黨政府也擔心難民當中，有些人可

能是中共的間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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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紀念館目前的業務，Bettina Effner 館長表示，目前除了收存與展示相

關的檔案文物之外，館舍也有收容來自中東的難民，目前大約有 700 人，館長

坦言德國社會目前對於難民政策有很大的爭論。 

 

 

（五）拜會德國抵抗運動紀念中心(Gedenkstätte Deutscher Widerstand) 

 

 

[此中心之建物，原係納粹統治時期軍方人士使用。此中心係關注納粹統治時

期，抵抗運動的文物。特別是 1944 年 7 月 20 日刺殺希特勒的事件。與

Johannes Tuchel 館長(中)合影] 

 

 
[1944 年 7 月 20 日刺殺希特勒事件的歷史照片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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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annes Tuchel 館長(左一)解說展覽文物] 

 

 
[Johannes Tuchel 館長(左二)解說展覽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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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就德國與臺灣轉型正義及黨產處理相關議題座談之紀錄整理： 

 

    Johannes Tuchel 館長表示，德國抵抗運動紀念中心主要關注的議題是對納

粹政權的反抗。他主張，德國社會必須去面對和處理這段歷史，德國社會應該

理解，獨裁和民主的概念有很明確的差別。紀念中心的展示內容顯示，在過去

納粹獨裁統治之下，德國社會當中仍然有人勇敢的站出來反抗，而不是說在獨

裁之下，人民就必須要去服從。關於抵抗的議題，重點是何時應該遵從良心。

如果不遵從良心，那是否成為納粹政府的共犯，所以問題重點是不應該讓納粹

取得政權。 

 

    Johannes Tuchel 館長表示，關於納粹政權的罪行，德國人在 1945 年之後還

沒有想到要如何去檢討，在那個時期納粹的意識仍然在影響德國人。在二戰之

後，德國人大多感覺到挫敗感，一直到 1985 年，當時德國總理說應該將 1945

年的失敗視為是解放，但是這樣的轉變花了德國將近 40 年。所以這是一個長期

的反省過程。林主委則回應表示，類似這樣價值的轉換，如何看待過去的威權

體制，臺灣社會也正在發生。 

 

    Johannes Tuchel 館長表示，這個紀念中心是要去紀念在二戰期間勇於反抗

希特勒的人，但是這些反抗納粹的人在二戰之後，還是被德國社會歧視，被視

為叛國者，德國社會處理這個議題，跨越了好幾個時代。關於抵抗納粹者所主

張的價值，當時德國真的起身抵抗納粹的人很少，人數上是絕對少數，其中有

左派也有右派人士，目的是要恢復法治國制度、重新恢復法律的尊嚴、保護基

本的人權、打造更好的政府體制，共同的主張是要終結納粹獨裁統治、追求自

由法治、結束戰爭。 

 

    在 1944 年時，德國軍隊當中只有 10 人勇敢站出來反抗納粹，但人數太

少。反抗納粹的這些人，1944 年 9 月 20 日當天晚上就被處決，當天晚上總共

約 700 多人被捕，這些人的家人也被捕。德國社會應該弄清楚歷史真相。 

 

    時至今日，德國社會中經歷過二次大戰的人大多已經不在了。冷戰期間德

國分裂，東西德兩邊社會對於納粹有不同的看法，東德因為自身的政治立場，

忽視歷史當中自由派反抗納粹的過往，西德則是反過來忽視左派也曾反抗納粹

的歷史。館長表示，他認為必須要做的，應該是先去了解與展示反抗者的話語

與行動，而不是先作評價，也就是說抵抗行為本身應該才是重點。有些反抗納

粹的前共黨人士，在二戰之後待在西德，所以對這些反抗者，人們不應該因為

事後的政治立場，影響到看待當時這些人的勇敢行動的觀點。德國是在統一之

後，才能夠去調和上述的立場和看法，經歷過數十年之後，目前德國社會對納

粹的態度已經比較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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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主委回應表示，在臺灣過去的威權統治時期，也是有白色恐怖的歷史。

臺灣社會也持續在做回顧和面對歷史的工作，事實上不管左派、右派都是政治

犯，都是受害者，也應該都要平反。館長則表示，他知道臺灣過去的歷史，也

關注黨產會的工作，德國除了之前處理政黨不當黨產，也有在處理納粹受害者

的賠償議題。 

 

    Johannes Tuchel 館長表示，紀念中心目前所在的這棟建築物，之前曾是德

國海軍的建物，希特勒在 1933 年曾經在這裡發表過演說，而且在贏得執政之

後，首先就到這裡訪問，當時希特勒就已經提到要除掉民主，要尋求東方的生

存空間。也就是說這棟建築物有兩個重大的歷史意義，希特勒發表過演講，以

及發生過刺殺希特勒的行動。館長也表示，每年約有 25 萬人次會來參觀這邊舉

辦的各類展覽。 

 

 

（六）拜會德國聯邦檔案局東德檔案基金會(SAPMO- Stiftung Archiv der 

Parteien und Massenorganisationen der DDR im Bundesarchiv) 

 

 

[東德檔案基金會係隸屬於德國聯邦檔案局，主要保管東德共黨統治時期，東德

共黨及各附隨組織相關檔案。圖中正中間為德國聯邦檔案局總司長暨 SAPMO

基金會負責人 Dr. Simone Walther-von Je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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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德檔案基金會之檔案庫房] 

 

以下是就德國與臺灣轉型正義及黨產處理相關議題座談之紀錄整理： 

 

    關於東德檔案基金會創立的經過，德國統一條約中規定，原本東德政府單

位的檔案，是交給政府單位處理，但是關於政黨及其附隨組織的檔案，當時則

是交給另外一個黨產會這樣的獨立單位處理。當時德國政府有和政黨及各附隨

組織協商，如何處理他們的檔案。國會當中的各政黨同意，在國家檔案局之下

建立獨立的單位來處理政黨的檔案，而之後各政黨及各附隨組織就交出他們的

檔案。 

 

    關於附隨組織定位的問題，東德的國會當時已經明確確定他們就是附隨組

織，然後後續就是協商檔案的處理，有些小的組織在解散之後，檔案也交給政

府，大部分東德共產黨的附隨組織已經消失，所以不太有爭議。但是確實仍然

有一些左派政黨繼續爭論，他們之後就納入監理人委員會運作，但是基金會有

檔案的所有權。在處理檔案的時候，會從歷史的脈絡來整體看待各組織的這些

檔案，而不是拆開來個別處理。 

 

    這個基金會在 1992 年 4 月由內政部通過成立，從 1993 開始就在目前這棟

建物當中開始工作，如果是屬於聯邦政府的檔案，有 30 年的保密期間，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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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30 年內不能使用，30 年之後才能公開，至於非屬政府的檔案，則沒有保密

期間的規定。 

 

    就預算部份，是包括在檔案局的預算之中，基金會也有設立監理人，監理

人每年聽取單位工作報告。監理人委員會的成員包括：檔案的提供者、國會各

政黨黨團、聯邦政府以及各邦政府的成員、檔案局局長，以及基金會執行長。

不過目前監理委員會不太會實質介入基金會的運作。工作人員大多數來自聯邦

政府的文化部及內政部。 

 

    基金會有檔案庫以及圖書館，圖書館藏書的規模幾乎等同於大學的圖書

館，圖書館的館藏內容包括勞工運動、各社會主義政黨的資料，以及在檔案庫

成立之後所做的學術研究成果，統計大約有 210 萬冊的藏書。基金會也有進行

檔案的數位化，不過數位化的比例不超過 5%。館藏的內容還包括個人的傳記、

西班牙內戰時移民的資料、當時領導人的書信等，還有 170 萬張照片。 

 

    檔案庫裡面也有政黨附隨組織，譬如工會組織、青年團等等單位的資料，

譬如工作人員有看到資料，東德共黨的青年團團長曾去函東德政府，希望能夠

讓西德的搖滾樂團來東德登臺表演，後來東德政府同意。 

 

    在行政管理上，是由基金會這裡來管理所有安全部檔案館的檔案，但是因

為檔案數量太多，所以並非全部存放在這裡。關於東德共產黨的檔案，時間可

以追溯到 1964 年，檔案內容包括政黨內部的資料庫，也就是當時只有共黨政治

局人士才可以接觸到的檔案，一般人沒辦法接觸。就 1964 年到 1971 年的政黨

檔案，在 1993 年之後原則上部分已經開放，基金會目前正在繼續處理這些檔

案。在 1990 年代有些來閱覽檔案的人，是學者以及法院代表，因為當時司法部

門在處理賠償的問題。目前基金會已經處理完的檔案數量，以長度來看的話約

長達 2,510 公尺，有 250 公尺的檔案還沒有處理完。 

 

    基金會持續在進行檔案的數位化，整理好的一些檔案目錄可以在檔案局的

網站上查閱。像是東德共產黨總書記的檔案，有些已經在網站上可以看到。委

員會會處理檔案使用的原則性以及技術性議題，還有政府報告，也會公布在網

站上。民眾可以申請調閱基金會收藏的檔案的副本、數位化的資料，或者檔案

原卷，包括東德共產黨和附隨組織的檔案，除了其中太過個人性的資料以外。 

 

    林主委回應表示，在臺灣也有婦聯會等各個附隨組織的案子，關於認定為

附隨組織以及不當財產的處分，很多仍在訴訟程序中，政黨和附隨組織檔案文

件取得的部分也仍然在爭執當中。德國基金會代表也表示，他們知道黨產會目

前業務執行的情況，但因為國民黨現在仍然是最大的在野黨，似乎現在就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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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規定強迫他們交出檔案。 

 

    關於基金會的預算，因為接收了原本國家安全部檔案館的資料，館藏規模

變大，所以預算也相對應的增加，目前約是每年 8,000 萬到 1 億歐元。而 2016

年之後，聯邦檔案局的庫房已經整併進整個德國的政府檔案庫。德國法律已經

規定，這些檔案要移到未來的民主園區做檔案的保存，並繼續進行歷史研究，

讓德國社會理解這段歷史。 

 

 

（七）參訪柏林圍牆紀念館 Gedenkstätte Berliner Mauer，Berlin Wall 

Foundation)，並與副館長 Bettina Effner 座談 

 

 

[保留下來的柏林圍牆遺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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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德統治時期於柏林圍牆所設崗哨。] 

 

 

[柏林圍牆遺蹟園區內紀念試圖跨越柏林圍牆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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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內展示的歷史照片] 

 

以下是就德國與臺灣轉型正義及黨產處理相關議題座談之紀錄整理： 

 

    柏林圍牆紀念館副館長 Bettina Effner 陪同訪團參觀紀念館，並進行導覽。

她表示，每年 10 月 9 日是柏林圍牆倒塌紀念日，目前園區的土地是基金會所

有，少部分的柏林圍牆有被保存下來，而基金會的工作就是保護目前留下來的

圍牆遺跡。 

 

    基金會 2008 年剛成立時沒有太多的公眾壓力，沒有發生嚴重的爭論，當然

還是有少部分人為東德前共產黨說話。關於基金會的經費，主要來自於德國政

府總理府文化與媒體專使的支持。 

 

    她表示，過去在冷戰時期許多東德人試圖穿越柏林圍牆，但是在過程中不

幸被東德軍警射殺。但是東德政府又怕西德人看到遺體之後不滿，所以東德政

府人員會盡快把受害者的遺體搬走。為了阻礙東德人逃跑，柏林圍牆共設有三

道，也希望讓東德人不要看到射殺的情況。在興建圍牆時，東德政府甚至找運

動員來實際演練、測試逃亡的可能性，測試結果是運動員也無法翻越圍牆。 

 

    目前園區裡面展示了逃亡受害者的照片和姓名，目前統計出來共有 139 位

受害者因為逃亡而被射殺。而被射殺的逃亡者，他們的家屬也不一定可以領回

遺體。曾發生東德政府射殺逃亡的小孩之後，騙家屬說他們是因交通意外死

亡，然後再將遺體交還家屬，是在統一之後因為看到檔案，家屬才知道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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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知道自己的小孩因為逃亡被軍警射殺。而逃亡者的家人親友，也會因為逃亡

者而受到監視。 

 

    因為柏林圍牆隔離了很多人，原本他們是親友，變得難以碰面，因此當時

西柏林政府有在柏林圍牆旁邊興建高臺，讓民眾還是可以看到東德的親友。 

 

    關於基金會的經費，副館長 Bettina Effner 表示，係來自聯邦政府及柏林政

府。她表示，德國在 1990 年開始做逃跑者人士的訪談，到目前 2023 年為止，

已經累積了數百個訪談資料，有些逃亡者他們願意討論這一段過去，但是大多

數的邊境軍警人員不願意談論這一段歷史，這些訪談的成果，也會製作成口述

歷史出版，讓社會了解這段歷史。 

 

    在研究的部分，基金會大部分是由內部人員來進行研究，少部分會委外請

專家來研究。她表示，雖然德國處理這段歷史已經一段時間，但是對於東德共

黨統治的研究，其實還是會有一些爭論，不過學界持續有學者專家願意投入，

持續做東德主題的研究。目前基金會就這些歷史議題，有在推動一些計畫，希

望讓更多民眾可以接觸和理解，近期會規劃從國際政治的角度來看待、來理解

德國的歷史。譬如基金會曾舉辦一個展覽，是關於 1975 年時東西德兩邊生活樣

態的歷史展覽，也製作了相關議題的影片。 

 

    關於檔案開放的議題，林主委表示在臺灣也有討論政府檔案如何開放，在

思考如何處理和開放這些檔案。副館長 Bettina Effner 表示，德國剛統一時其實

也有針對檔案開放進行討論，德國也是後來漸漸放寬，方便民眾來閱覽文件資

料，當然在閱覽資料之後，若發表文章，必須要遵守保護個人資料的規定。 

 

 

參、心得與建議 

 

    本會此次前往匈牙利及德國，參訪拜會與黨產處理、轉型正義有關機構與

人員的行程，成果可說相當豐碩。以下分別說明至匈牙利及德國訪問的心得與

收穫。 

  

    匈牙利自 1989 年開始民主化，當時匈牙利社會就有出現要求共黨歸還黨產

的呼聲，之後則是逐步試圖推動轉型正義（該國相關法案請見附件），和德國、

捷克等國有類似的方向，可見從他國的實踐經驗來看，民主化和不當黨產處

理、推動轉型正義工程，皆係重要憲政改革議題，並非民主化之後不當黨產處

理、轉型正義議題就不再具備重要性。相反的，從德國、匈牙利，乃至本會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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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出訪的捷克與波蘭等國的經驗來看，各國其實都花費許多精力和時間來推

動，希望有助於民主憲政秩序之穩健發展。這也可從歐洲各國在民主化之後，

仍持續推動轉型正義工程，並就此相關議題進行國際交流得到驗證。 

 

    匈牙利 1989 年民主化之後，社會各界支持轉型正義與處理政黨不當黨產的

大方向，一方面試圖保存安全部門及政黨相關檔案，也開始討論如何進行人事

除垢與責任釐清問題。但是由於前共黨勢力在民主化之後的選舉中，仍然有一

些影響力，因此在具體推動轉型正義與政黨不當黨產的過程中，承受一些來自

政治方面的因素影響。但總的來說，社會明確要求共黨歸還黨產。政黨不當取

得財產的部分，匈牙利如同捷克的情形一樣，不難證成取回黨產的立場，因為

在共產黨統治時期經濟活動受到政府管制，無論取得財產付出的對價是如何，

共黨都不容易說清楚如何正當取得，所以難以獲得社會支持。 

 

    在匈牙利處理相關安全部門檔案的議題上，另一個心得是匈牙利也面臨如

何看待檔案內容的問題，因為有時不易區別安全部門檔案內容的真實性，有些

安全部門人員所做的報告內容有進一步辨別真假的問題。 

 

    另外，匈牙利檔案局人員也坦承，當初民主化之後，政府保存檔案資料的

速度稍慢，致使部分檔案可能滅失，頗為可惜。這點亦可供臺灣政府相關機關

參考。而且在檔案閱覽議題上，匈牙利係希望往開放閱覽的方式努力，但似較

關注當事人的考量。 

 

    此次出訪匈牙利也了解到，匈牙利在民主化之後，也有面對一些和臺灣不

同的議題，譬如如何賠償納粹和共黨統治下的受害者，以及在共黨統治期間民

間財產被迫公有化的補償問題。匈牙利在二戰期間曾受納粹統治，一些猶太人

被強迫關入集中營，而匈牙利共黨統治期間也有一些民眾被關入勞改營，因此

如何補償上述的受害者是需面對的難題。另外，匈牙利在民主化之後，曾試圖

補償在共黨統治期間民間財產被迫公有化，並發放補償券，但據此次訪談對象

的了解，似乎落實上仍有難題。 

 

    此外，匈牙利在保存文物上亦有可供參考之處。恐怖之屋博物館現址原係

安全部門使用過之館舍，後來保留下來之後直接籌建成博物館，展示過去納粹

及共黨統治時期的文物，包括一些當事人、相關人士的訪談影片，展覽內容相

當豐富，有助社會大眾深入理解這些歷史事實。 

 

    關於德國的部分，東德共黨統治解體之後出現民主浪潮，社會各界可說對

於轉型正義與政黨不當黨產處理兩大議題，在大方向上有基本共識，當時人民

的意志堅定，主張黨產應該歸還國家、歸還人民，這些應該是德國不當黨產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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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有所成就的重要背景因素。但德國在處理不當黨產工作上，也曾面對一些困

難，其中包括東德前共黨及附隨組織仍試圖抗拒，致使整個法律追討過程耗時

較久。和臺灣目前面對的處境似有相似之處。 

 

    此次出訪的另一收穫是，德國在處理共黨的附隨組織部分，顯然較為明快，

在 1990 年左右即由國會經由程序認定各附隨組織的身分，然後讓各政黨及附隨

組織交出手中檔案資料。德國在處理政黨與附隨組織檔案的作法，或亦可供我國

參考。德國是在政府機關之下，另外成立基金會處理這些檔案，然後在基金會中

設立監理人委員會，讓各政黨國會黨團人士加入，一同監理委員會運作，但委員

會保有檔案所有權。在財務上則是由政府給予較充足的經費支援，讓此單位能夠

妥善的處理檔案保存及運用的相關業務。 

 

    此次出訪德國，從德國經驗得知，雖然東德 1990 年左右即開始民主化然後

德國完成統一，但德國社會在梳理過去納粹統治和共黨統治的歷史，其實都花

費一些時間，特別是針對過去的納粹統治。因而臺灣社會在面對過去的威權統

治的種種問題，也應面對歷史、努力持續推動。 

 

    從匈牙利及德國的經驗可知，社會大眾的支持、法律依據，以及能否尋得

相關重要檔案史料，對於處理不當黨產工作相當重要。因而可說，處理政黨不

當黨產是在與時間賽跑。 

 

    其中檔案文件與史料的保存，尤為重要。只有檔案保存妥當，合理的開放民

間學者進行歷史研究，才得以使歷史為社會所知悉，也才能使社會記取過去的教

訓。此次參訪的兩國民間單位，皆強調此點，而且他們的業務推展，也確實是得

力於檔案史料的妥善保存與運用。 

     

    在轉型正義相關工作方面，匈牙利和德國都進行相關史料、檔案的收集及

後續研究，目的是希望藉由多元化的推動方式，譬如學術發表、民眾參與、公

開展覽及教育，甚至是使用網路科技與平臺等方式，讓公眾了解並反思過去極

權統治的許多問題，讓歷史教育生根。希望藉由前述各種努力，民主發展才不

易走回頭路。 

 

    在國際交流部分，在出訪的行程中也體會到，由於一些歐洲國家都有類似

的經歷，各國不管是政府單位或民間組織，大多成立或參與相關的國際平臺，

共同來進行民主深化的公眾教育工作，推動這些議題。這對臺灣應可以是很好

的啟發。藉由針對轉型正義和民主深化等議題進行國際交流及合作，除了有助

於臺灣自身相關業務的推動，讓民主、法治等價值更深入臺灣社會，臺灣也應

該持續和各國友人交流，共同為國際上民主法治價值的深化來努力。 



56 
 

 

    本次的考察，讓本會看到匈牙利及德國對於推動轉型正義、處理政黨不當

取得財產的做法，考察的收穫也讓會內同仁獲益良多。臺灣目前推動的轉型正

義、處理政黨不當取得財產的工作，攸關臺灣的民主憲政秩序能否更為成熟穩

固，期許藉由本會的持續不懈努力，讓臺灣社會更關注及了解相關議題，讓臺

灣有更公平的政黨競爭環境，讓民主法治更為鞏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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