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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總說明 

中華民國 112 年度 

 

壹、財團法人概況 

一、設立依據 

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以下簡稱本會）係行

政院依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 3

條規定設立，於民國（下同）84 年 10 月 21 日召開第 1 次董

監事會議，85 年 1 月 11 日完成財團法人設立登記，主管機關

為內政部。依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捐助暨組織章

程（以下簡稱本會捐助暨組織章程）第 5 條、第 11 條及第 12

條規定，本會設董事會及置董事 13 至 19 人、監察人 3 人，

置執行長 1 人，綜理本會業務，依工作性質設第一處、第二

處、第三處及行政室，分別執行各項會務工作。 

95 年 7 月奉行政院指示：擇定原臺灣教育會館為國家級

二二八紀念館之設置地點，由教育部負責籌設「二二八國家

紀念館」，委託本會經營管理。教育部爰於 96 年 4 月與本會

洽簽行政委託契約，由本會負責籌劃、經營及管理二二八國

家紀念館。茲為推動本條例所賦予之任務，經行政院於 96 年

6 月核定修正本會捐助暨組織章程，廢除本會原存續期間轉型

為永續經營，主管機關由原以賠償金發放為主（社福政策）

之內政部移轉為以社會教育為主之教育部，進行歷史文物蒐

集、典藏展示、轉型正義及人權維護之國際經驗交流等為主

要業務，以達到二二八國家紀念館之功能。 

行政院復於 97 年 9 月 16 日邀集教育部、內政部等單位

協商會議獲致結論：「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及二二八國家

紀念館，於 98 年 3 月 1 日起回歸內政部為主管機關」。內政

部與本會於同年簽訂「內政部『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委託財

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經營管理行政契約」，委託本

會經營管理二二八國家紀念館。 

107 年 1 月 17 日總統令修正公布本條例第 2 條、第 3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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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第 8 條條文，為維護受難者家屬申請之權益，將二二八事

件賠償金受理申請期限再延長至 111 年 1 月 18 日止，由本會

續辦已受理之二二八賠償金案件調查審理等業務，以期符合

撫平歷史傷痛，促進族群融合之宗旨。 

二、設立目的 

依本條例第 1 條、第 3 條之 1 及第 3 條之 2，及本會捐助

暨組織章程第 2 條規定，本會以處理二二八事件賠償事宜，落

實歷史教育，釐清相關責任歸屬，使國民瞭解事件真相，撫平

歷史傷痛，促進族群融合為目的，除受委託經營管理二二八國

家紀念館外，應辦理下列事項： 

(一)二二八事件真相調查、史料之蒐集及研究。 

(二)籌辦二二八事件紀念活動。 

(三)二二八事件之教育推廣、文化、歷史或人權之國際交流活

動。 

(四)已認定受難者之賠償。 

(五)受難者及其家屬回復名譽之協助。 

(六)弱勢受難者家屬之生活扶助。 

(七)釐清相關責任歸屬。 

(八)其他符合本條例宗旨之相關事項。 

三、組織概況 

(一)本會組織圖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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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 

執行長 

監察人 

第二處 行政室 第三處 



3 

(二)本會組織及業務概述 

本會由政府依法設立，以財團法人性質接受政府委託

處理二二八事件相關事宜，組織架構包括決策部門及執行

部門，其業務職掌說明如下： 

1、董事會：本會置董事 13 人至 19 人，為本會決策部門，

董事由行政院選聘之，敦聘學者專家、社會公正人士、

政府代表、受難者及其家屬代表共同組成，其中任一

性別暨受難者及其家屬代表各不得少於董事總額三分

之一。 

董事為無給職，任期為 2 年，以連任二次為限；連任之

董事人數不得逾改聘董事總人數三分之二。但因業務特

殊需要，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董事長由董

事互選之，於董事會擔任主席。 

2、監察人：本會置監察人 3 人，由行政院選聘之，監察

人為無給職，任期為 2 年，隨本職異動不受任期限制，

掌理基金、存款之稽核，財務狀況之監督及決算表冊

之查核等事宜。 

3、執行部門：本會置執行長 1 人，由董事長提名經董事

會同意後聘任，負責執行董事會之決策並綜理會務。

此外，置副執行長及其他工作人員若干人，由執行長

提請董事長同意聘任。依工作性質設第一處、第二處、

第三處及行政室，分別執行下列會務工作： 

(1)第一處：掌理事項包括： 

①二二八事件紀念及追思活動之籌辦。 

②教育、歷史、文化、人權之國際交流工作，積極與

國外相關人權組織團體結盟，爭取國際社會對臺灣

民主之支持與認同，並串聯國際間相關人權、和平

組織之合作交流。 

③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常態展及各項主題展覽等規劃業

務。 

④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志工之培訓與管理。 

⑤二二八國家紀念館館務行銷及館際交流業務，辦理

紀念館形象宣傳與活動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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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各類文宣品設計、印製、編撰及

發行。 

⑦協助照顧弱勢受難者家屬之生活扶助。 

(2)第二處：掌理事項包括： 

①二二八事件教材著作及調查考證補助。  

②二二八事件教育推廣及文化交流活動，各級學校參

訪導覽、教學合作及各類營隊籌辦等。 

③二二八事件文物徵集、典藏及展示，包含文物實體

及數位典藏計畫。 

④賠償金標準之審定及賠償案件審核。 

⑤不服賠償金申請案件之訴願、訴訟。 

⑥協助受難者及其家屬回復名譽，釐清相關責任歸屬。 

⑦依調查結果呈請總統大赦或特赦之擬議事項。 

⑧建立國內人權相關機構間合作交流平台。 

(3)第三處：掌理事項包括： 

①二二八事件真相調查研究、史料編纂及出版。 

②學術研討會之規劃與執行。 

(4)行政室：掌理事項包括： 

①會計、協助年度業務計畫擬訂及預決算彙編。 

②人事、人員進用、升遷、考核及差勤管理。 

③出納、檔案及圖書管理、總務、財產管理、印信、

警衛、文書、收發文。 

④研考、議事、法制、稽核暨各類行政事務。 

⑤規劃基金之保管及運用事宜。 

⑥辦理國家紀念館各項設備及整體環境之維護與管理

業務。 

四、服務對象 

(一)二二八受難者及家屬 

截至 111 年 6 月 30 日為止，經審核通過並完成公告

之賠償金申請案共 2,330 件，應受領人數為 1 萬 296 人，

已受領人數為 1 萬 141 人，實際已核發賠償金額計新臺幣

（下同）72 億 4,721 萬 534 元，另依本條例第 3 條之 1 及

第 11 條規定辦理弱勢受難者家屬之生活撫助或其他訪慰

聯誼及發放清寒獎學金等，實際服務之二二八受難者及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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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將近 6 萬人次。 

(二)關心二二八事件民眾、學校、團體及機關等 

二二八國家紀念館（以下簡稱本館）自 100 年 2 月 28

日正式開館營運至 111 年 6 月 30 日為止，期間除辦理常

設展、主題特展及巡迴展外，尚辦理人權影展（含映後座

談）、真人圖書館、走讀二二八、跨越時空～重返 1947 二

二八實境遊戲、主題講座、研討會、紀念音樂會、教師及

學生營隊、人權之旅等活動，並與公務機關、國內及國際

人權團體等共同辦理人權相關專題活動，暨與大專院校合

作到館進行人權教育學分授課等，累積參觀總人次已達 35

萬餘人次。 

貳、工作計畫及經費預算 

二二八事件的真相與究責關係到轉型正義的實踐，也是社會

和解的重要基礎。爰此，本會除賡續辦理本條例法定工作及持續

撫慰二二八家屬外，未來業務推動的重心，將更著重於深耕本館

的教育推廣相關工作，加強串聯國際人權相關團體的聯繫合作暨

加深人權、二二八事件相關史料研究等工作，俾符本條例意旨以

及國人之期待，故預算編列除涵蓋本條例既定法定業務外，將針

對教育推廣、二二八事件相關人權研究及二二八轉型正義等工作

有所增補。本會 112 年度預計辦理 8 項主要業務，總經費為 6,128

萬元（其中二二八賠償金為 900 萬元），其內容說明如下： 

一、給付賠償金：1 個工作計畫，經費共計 1,122 萬元。 

(一)計畫名稱：續辦二二八賠償金審理暨發放事宜 

1、計畫重點： 

(1)依據 107 年 1 月 17 日總統令修正公布本條例第 2 條

第 3 項規定：「前項期限屆滿後，若仍有受難者或其

家屬因故未及申請賠償金，自本條例中華民國 106 年

12 月 26 日修正之條文公布後，再延長 4 年。」由本

會續辦於申請期限屆滿前受理之受難者賠償金申請

案與調查審理及發放業務，並辦理受難者之認定與受

難者名單之公布等事宜。 

(2)受難者申請給付賠償金案件，經分別調查、審核、提

請「審查小組」就個案逐一詳加審查，並依受難事實

之認定及賠償金基數的給予擬具建議意見，再提請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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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暨監察人會議審議通過，且完成公告程序後通知領

款及發給。茲將申請、審查及賠償給付流程圖示如下： 

 

2、經費需求：1,122 萬元，其中 900 萬元係二二八賠償金

費用（本會自 102 年 5 月至 111 年 1 月 18 日止，受理

申請給付賠償金共 129 件，其中經本會董事暨監察人

會議決議予以賠償計 63 件，核定賠償金共 9,270 萬元，

決議不予賠償計 53 件，尚待處理計 13 件，雖賠償金

申請期限業已截止，惟截止前受理案件仍須處理完

竣，故酌予編列 900 萬元）；另 222 萬元係編列員額 2

人之用人費用及辦理相關審理暨發放事宜之服務費

用。年度賠償金依據近年平均通過數額編列，倘實際

受理及審核通過案件超過預估數，將另行報請內政部

循預備金動支程序辦理。 

五、審核結果發回 二、根據待證事項
草擬初稿提供
訪查 

三、查證結果 

    報告送回
回 

四、撰寫報告提報 

六
、
彙
整
審
查
小
組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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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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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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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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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預期效益：依 107 年 1 月 17 日總統令修正公布本條例

規定，本會自 107 年 1 月 19 日起至 111 年 1 月 18 日

止，恢復受理二二八事件受難者賠償金申領事宜，至

截止收件日前尚有受理案件仍須處理完竣，以符合本

計畫之宗旨。 

二、籌辦二二八事件紀念活動：包括 2 個工作計畫，經費共需 265

萬元。 

(一)計畫名稱：辦理二二八和平紀念日系列紀念活動，規劃 4

項活動，經費共計 190 萬元。 

1、活動名稱：二二八事件中樞紀念儀式 

(1)活動重點：依據本條例辦理二二八事件紀念活動之規

定，於 2 月 28 日舉辦中樞紀念儀式，邀請二二八受

難者及家屬、中央政府、民意代表以及社會關懷人士

參與，在莊嚴肅穆的氣氛中共同追思歷史傷痛，以喚

起國人對二二八事件歷史及人權議題的重視。 

(2)經費需求：119 萬元。 

(3)預期效益：促使國人重新審視歷史，瞭解事件真相，

進而記取教訓，避免重蹈歷史傷痕，撫平受難者及家

屬心中哀傷，以促進臺灣社會和平發展。 

2、活動名稱：共生音樂節 

(1)活動重點：為擴大紀念活動參與族群及面向，以活潑

且莊嚴的音樂節形式，及透過音樂、講座、分享、導

覽及各類宣傳方式，讓年輕族群認識二二八事件歷史

與轉型正義，且為臺灣的獨立音樂人及社運團體創造

能見度，以深化二二八事件論述，提升社會整體對於

二二八事件、轉型正義的關注與理解。 

(2)經費需求：50 萬元。 

(3)預期效益：透過共生音樂節的活動，預期能吸引大量

年輕人及學生參與，讓年輕世代瞭解二二八事件的真

相，提升社會整體對於二二八事件、人權議題與轉型

正義的關注，同時深化大眾對相關議題的理解。 

3、活動名稱：頒發二二八事件回復名譽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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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活動重點：依據「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辦

理二二八事件受難者及其家屬申請回復名譽作業要

點」規定，受理受難者本人及其家屬申請回復名譽證

書，並配合二二八事件中樞紀念儀式，由總統親頒予

申請人。 

(2)經費需求：1 萬元。 

(3)預期效益：透過頒發回復名譽證書，回復受難者於事

件當時莫名遭到污衊的名譽，並撫平受難家庭超過 76

年的深沉悲痛。 

4、活動名稱：二二八事件紀念活動（非臺北地區） 

(1)活動重點：依據本條例辦理二二八事件紀念活動之規

定，於 2 月 28 日前後，與嘉義、花蓮、高雄等地之

二二八關懷協會辦理紀念活動，藉以提升在地居民對

二二八事件的重視。 

(2)經費需求：20 萬元。 

(3)預期效益：促使當地居民瞭解生活周遭歷史，並共同

追悼二二八事件受難者，記取歷史教訓，珍惜現今得

來不易之民主自由。 

(二)計畫名稱：辦理宗教性追思紀念活動，規劃 3 項活動，經

費共計 75 萬元。 

1、活動名稱：基督教追思紀念禮拜 

(1)活動重點：本會與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秉持著對臺灣社

會關懷與人權的維護，擬於全國各地共同舉辦二二八

追思禮拜，透過宗教撫慰人心，以詩歌與音樂來追思

二二八事件受難者。 

(2)經費需求：2 萬元。 

(3)預期效益：透過基督教追思紀念禮拜，彰顯生命的意

義和價值，並藉由彼此的關懷慰問，撫慰受創家屬心

靈，進而得到生命的動力。 

2、活動名稱：2023 年「二二八追思紀念法會」 

(1)活動重點：依據本條例之撫慰精神，於農曆七月間配

合臺灣民間傳統習俗及佛、道教等宗教信仰，除了在

臺北市辦理主場超薦法會外，並分區邀請家屬參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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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縣市超薦法會儀式。 

(2)經費需求：68 萬元。 

(3)預期效益：依照佛、道教的傳統方式來追思先人，藉

以撫慰受難者與家屬心靈，以達精神撫慰之實質效

益。 

3、活動名稱：失蹤受難者追思紀念會 

(1)活動重點：76 年前因二二八事件而無故失蹤的受難

者，迄今生死不明，失蹤受難者的家屬每年清明節亦

面臨無墓可掃之窘境，本會擬藉由追思紀念活動，撫

慰失蹤受難者家屬內心傷痛。 

(2)經費需求：5 萬元。  

(3)預期效益：藉追思紀念會的舉辦，除表達對失蹤受難

者的追思之外，並藉此活動，讓家屬相互鼓勵，亦期

許二二八事件真相能早日公諸於世，還給受難家屬們

一個歷史正義。 

三、二二八事件真相調查研究工作：包括 3 個工作計畫，經費共計

335 萬元。 

(一)計畫名稱：二二八事件真相研究調查工作 

1、計畫重點： 

(1)舉辦真相調查研究諮詢會議、二二八事件論述主軸會

議、座談會、學術研討會、研習及相關宣導活動，藉

以強化國人對二二八事件之認識。   

(2)清查二二八可能受難者計畫：本會依「二二八事件可

能受難者清查作業要點」第 3 點之規定辦理二二八事

件可能受難者清查，並成立二二八事件可能受難者清

查小組，自 107 年 12 月 25 日起至 111 年 2 月，已分

6 批公告可能受難者名單共計 2,928 名。 

2、經費需求：45 萬元。 

3、預期效益： 

(1)藉由二二八事件調查研究之成果，發掘真相，消弭歷

史傷痕，同時釐清疑問、責任，協助國人以理性、真

誠的態度面對二二八事件過去對彼此所造成的傷

痛、對立，期達到和解、共生與族群融合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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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擬透過調查研究之過程，彙集相關書證，清查尚未向

本會提出申請之可能受難者，以釐清歷史真相，積極

落實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之立法意旨。 

(二)計畫名稱：二二八、人權與轉型正義研究相關出版計畫

案，規劃 5 項活動，經費共計 240 萬元。 

1、活動名稱：「掛念二二八：二二八事件紀念書寫」專

書出版及座談會計畫 

(1)活動重點：二二八事件的爆發，對臺灣社會的和諧影

響甚大，其後由於執政當局對該事件的處理未盡妥

善，再加上戒嚴體制的限制，除少部分海外人士敢於

公開討論外，大多數人民為求自保大多選擇閉口不談

或是低調對抗。直到 1980 年代，隨著臺灣民主運動

的發展，這段歷史才漸漸不再是政治禁忌，隨著各界

對二二八事件議題的關注，檔案史料逐漸出土、公

開，國內外學者亦相繼投入該事件中各個層面的研究

及倡導轉型正義之理念。二二八事件發生至今已 76

年，無論是早期的噤聲、低調對抗、海外公開議論或

是解嚴後平反運動，每個時空背景都有其「掛念」二

二八的特有方式，為持續傳承二二八事件相關歷史文

化、人權教育活動及轉型正義內涵，本計畫擬以二二

八事件發生後的「掛念」為主題，辦理「掛念二二八：

二二八事件紀念書寫」專書出版及座談會。執行期間

規劃自 112 年 1 月起至同年 12 月底止。 

(2)經費需求：80 萬元。 

(3)預期效益：藉由深入淺出、輕鬆卻又不失嚴謹的視

野，讓閱聽者能多面向的認識二二八事件之歷史情

境，希冀透過生動、故事性的方式進行專書編輯及座

談會安排，進而帶領閱聽者一同感受屬於二二八特有

的掛念歷史，而更進一步深化充實著「勿忘二二八」

的掛念程度。 

2、活動名稱：「2023 年二二八、人權、民主與轉型正義」

學術研討會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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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活動重點：為持續傳承二二八事件相關臺灣人權、民

主歷史過程及轉型正義內涵，將依 110 年度「2021 年

二二八、人權、民主與轉型正義」學術研討會辦理之

宗旨，廣邀關注二二八、人權、民主與轉型正義議題

之專家學者、青年學子，於本學術研討會中進行發表

及評論，後續依發表者及專家學者之意見交流與協助

下，進行論文集之出版作業。執行期間規劃自 112 年

9 月起至同年 12 月底止。 

(2)經費需求：35 萬元。 

(3)預期效益：希冀藉此研討會平台交換研究心得並分享

所蒐集之資料，進而落實真相調查及推廣歷史人權教

育，吸引並讓一般關心臺灣歷史局勢發展的大眾及相

關領域之學者專家、研究人員對二二八事件前後歷

史、民主、人權及轉型正義等相關議題的重視。 

3、活動名稱：「2023 年戰後接收與台灣二二八」學術論

文集出版計畫 

(1)活動重點：111 年度「戰後接收與台灣二二八」邀集

臺日新生代研究者與會發表，合計論文 14 篇，涵蓋

廣播電臺、港務、鹽業、行政體系、林業、貨幣政策

與通貨膨脹、治安管理體制、統計業務、保險監理制

度、基層金融、鐵路警察、時人見證與回憶等多元面

向，本次發表論文經過專家學者匿名審查之後，預計

以論文集方式出版。 

(2)經費需求：40 萬元。 

(3)預期效益：賡續推動二二八事件相關研究能量的匯聚

與積累，並能帶動新議題、新視野、新觀點的開發，

從而將本會打造為國內外二二八學的重鎮。 

4、活動名稱：二二八事件人物誌計畫 

(1)活動重點：規劃篩選本會二二八事件審結之死亡、失

蹤、羈押等案件，進行以二二八受難人物為中心之資

料撰寫整理。 

(2)經費需求：4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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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預期效益：以作為本會未來於受難案件查詢、研究撰

寫、策展規劃等之基礎素材及研究資材。 

5、活動名稱：二二八事件受難者暨可能受難者查詢資料

庫建置計畫 

(1)活動重點：規劃於本會官網建置新型檢索資料庫，以

系統性整合本會歷次公布之二二八事件可能受難者

名單，以及現存於舊系統中，歷來二二八事件受難者

之案件審結資訊。本計畫於 111 年下半年進行前置規

劃作業及召開相關諮詢會議等，預計於 112 年底前完

成本案。 

(2)經費需求：45 萬元。 

(3)預期效益：透過查詢資料庫之建置，一方面可方便民

搜尋二二八事件可能受難者名單及本會歷來已核定

案件之相關資訊，進而了解二二八受難者背景及檔案

史料，二方面將二二八事件受難者案件之資料移入新

系統，預防過舊系統故障致資料無法回復之風險，亦

可因應本會相關研究或業務快速查詢之需求。 

 (三)計畫名稱：二二八事件研究議題之論文蒐集 

(1)計畫重點：1947 年爆發「二二八事件」，其為國民政

府透過國家公權力的作為，對臺灣人民進行大規模人

權侵害的歷史事件。二二八事件並非僅是 1947 年 2

月 28 日當天之單一事件，發生的原因有其前因後果，

包含事件前日本統治末期、戰後初期前的政治、經

濟、文化發展情形，事件中查緝私菸、綏靖清鄉等，

甚至是事件後對臺灣整體社會發展影響及解嚴前後

對於事件的平反、追求真相與轉型正義等情形。爰

此，將針對相關研究之觀點議題進行論文等文字蒐

集。 

(2)經費需求：50 萬元。 

(3)預期效益：將有助於理解二二八事件爆發之前因後果

及後續影響，以供本會賡續規劃如專書出版、論壇、

工作坊、展覽及教育訓練等活動之基礎。 

四、二二八事件之教育及文化活動：包括 1 個工作計畫，經費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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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萬元。 

(一)計畫名稱：二二八事件教材著作及調查考證補助案 

1、計畫重點：依據本條例第 11 條第 4 款、第 5 款、第 6

款及「二二八事件教材著作及調查考證補助辦法」規

定，對於從事有助瞭解二二八事件真相、撫平歷史傷

痛，以及促進族群和諧與臺灣社會和平之已完成著

作；依本會二二八事件歷史教材編撰注意事項，編纂

供教學、補充教學或教師進修所用之已完成教材；從

事有關二二八事件史實之調查、考證、研究之成果報

告等，經本會審核通過後，提供部分金額補助以資獎

勵。 

2、經費需求：35 萬元。 

3、預期效益：二二八事件為戰後臺灣重大之歷史傷痛，

至今仍深深影響臺灣，惟有坦然面對，釐清責任歸屬，

方能記取教訓，建立社會公義。本會為深耕歷史及人

權教育，長期以來透過本補助辦法鼓勵社會各界以宏

觀視角進行多元研究，彙集二二八相關教學教材、研

究著作及作品，藉此提供學術研究、教材編纂、補充

教學或教師進修所用，以達本會社會教育及人權推廣

之目的。 

五、教育、文化、歷史、人權之國際交流：規劃 3 項活動，經費共

計 100 萬元。 

(一)活動名稱：紀念與學術活動交流 

1、活動重點：本會與韓國等多個人權及歷史事件紀念團

體皆簽訂合作備忘錄，並與日本學界保有良好的合作

渠道，為強化與國際團體間之交流，擬邀請渠等至臺

灣或以線上方式參與二二八事件紀念活動、學術研討

會等，以推廣臺灣對國外人權及歷史事件之參與度。 

2、經費需求：15 萬元。  

3、預期效益：藉由與他國交換會務與紀念館經營經驗，

增加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國際能見度，並與國際學者分

享學術研究結果及歷史傳承與人權教育之推廣經驗，

藉以拓展國際視野、和平人權等普世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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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活動名稱：參與國際人權歷史事件追思活動與紀念儀式 

1、活動重點：本會長期與韓國等人權團體合作交流，維

持良好互動，擬規劃於 112 年率團至韓國濟州、光州

等地參訪，並參與當地所舉辦之學術交流與紀念活

動，以深化與國際人權團體之合作關係。 

2、經費需求：10 萬元。 

3、預期效益：藉由參與追思活動、紀念儀式與學術研討

會分享彼此關注議題，加強各團體間交流，讓彼此認

識歷史發展上的重大事件與民主歷程，並凸顯今日人

權與和平得來不易，共同為永久的和平守護而努力。 

(三)活動名稱：國際學界人士人權交流參訪計畫 

1、活動重點：擬與政治大學、國家人權博物館、中央研

究院台灣史研究所、自由思想學術基金會等單位共同

合作，邀請外籍人士及相關人權工作者，透過現地的

參訪及聽取受難者及其家屬之親身經歷，瞭解臺灣在

解嚴前後的人權歷史，並針對轉型正義等議題舉辦研

討會、論壇、座談及工作坊等交流活動。另為推廣臺

灣人權與轉型正義之歷史經驗及研究成果，並進一步

汲取他國人權歷程及民主實績，擬與歐美、東亞等國

外學術單位共同合作，以研討會或座談等形式辦理國

際人權與轉型正義相關交流活動。 

2、經費需求：75 萬元。 

3、預期效益：藉由讓外籍人士瞭解臺灣在威權統治下的

受限狀況及民主化歷程，交流分享人權發展與研究成

果，深化彼此對轉型正義的認知。 

六、協助照顧受難者及其家屬：包括 4 個工作計畫，經費共計 879

萬 5 千元。 

(一)計畫名稱：協助照顧受難者及其家屬計畫之用人費用 

1、計畫重點：依業務計畫編列員額 6 人之用人費用等。 

2、經費需求：508 萬 5 千元。 

3、預期效益：為使受難者及遺族得到精神慰撫及社會關

懷，落實政府妥善處理二二八事件之政策目標，編列員

額用人費用辦理撫助照料清寒無依之受難者及遺族、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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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撫慰聯誼及辦理二二八清寒獎學金之申請與發放等

活動及相關作業。 

(二)計畫名稱：撫助照料清寒無依之受難者及遺族 

1、計畫重點：依本條例之撫慰精神訂定「二二八事件受難

者及家屬撫助作業要點」，以精神撫助為主，物質為輔

之原則，分別以重陽敬老金、三節生活撫助金以及喪葬

撫助金等類別，受理申請及發放撫助金等作業。其中，

三節生活撫助金係依經政府核定之低收入戶、中低收入

戶之身心障礙者及中低收入戶老人為核發對象，以達照

顧經濟弱勢及生活困苦之年長二二八受難者及家屬之

目的。  

2、經費需求：330 萬元。 

3、預期效益：依本要點撫助精神，除撫慰家屬心靈之外，

亦實質照顧清寒無依之二二八受難者本人及其家屬，

藉以撫平二二八事件所造成之歷史傷痛。 

(三)計畫名稱：辦理訪慰及撫慰聯誼活動 

1、計畫重點：依本條例精神與「二二八事件受難者及家

屬撫助作業要點」之規定： 

(1)針對低收入戶、獨居及殘疾者，辦理探視慰問，不定

期或於母親節、父親節及重陽節等特定節日，訪慰受

難者本人或其年邁配偶或雙親等，藉由實地訪問使家

屬得到精神撫慰及物質撫助。 

(2)分區舉辦專題座談及聯誼餐敘活動，藉由氛圍輕鬆之

座談及意見交流活動，讓二二八家屬相互交流聯誼，

達到撫慰聯誼之目的。 

2、經費需求：15 萬元。 

3、預期效益：藉由實地拜訪，推動二二八受難者及其家

屬之撫卹工作，使受難者及其遺族得以獲得精神慰藉

及物質撫助，落實政府妥善照顧二二八受難者及其家

屬之政策目標；透過聯誼活動之參與，一則強化本會

與受難者、家屬間的互動，傾聽更多受難者及家屬的

聲音，再則向參與人員宣導本會未來營運方向，讓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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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者及家屬更為清楚本會及本館運作現況與發展目

標。 

(四)計畫名稱：辦理二二八清寒獎學金之申請與發放 

1、計畫重點：依「二二八清寒獎學金申請及審核作業辦

法」之規定，針對政府核定低收入戶之二二八受難者

三親等內直系血親卑親屬之在學高中職、大專院校及

研究所學生，辦理清寒獎學金申請及發放作業，以照

顧二二八受難遺族中亟需救助的經濟弱勢族群，鼓勵

二二八學子積極向學。 

2、經費需求：26 萬元。 

3、預期效益：藉由獎學金之申請發放，鼓勵二二八弱勢

學子得以安心完成學業。 

七、經營及管理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包括 10 個工作計畫，共計 2,524

萬 6 千元。 

(一)計畫名稱：經營及管理二二八國家紀念館計畫之用人費用 

1、計畫重點：依業務計畫編列員額 7 人之用人費用等。 

2、經費需求：536 萬 2 千元。 

3、預期效益：妥善維護管理本館，以提升應有功能，持

續推動各項業務計畫，以增加成立本館之目的與價值。 

(二)計畫名稱：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古蹟維護 

1、計畫重點： 

(1)日常營運部分包括本館日常水電支出、館內外環境清

潔維護、建築設備及文物展品等各類保險；日常管理

部分有駐衛警人員及保全監視系統等；日常維護部分

有空調、空氣品質、消防、高壓電、電梯、燈光音響

等機電設備、蚊蟲鼠防治、館內外燈具、門扇窗戶、

戶外庭園（植栽、地坪及排水等）及公共人行道認養

等約計 1,430 坪之維護、修繕。 

(2)建物監測部分包括天然災害、蟲害及植物生長破壞、

結構安全、耐震能力、防漏水等之檢測、鑑定、評估

及監測；戶外監測部分有戶外庭園及和風池、外牆、

庭園照明燈、景觀燈及沉沙池、消防水池、邊溝犬走

等之檢測、維護；全館天花板浮凸漏水修繕、內外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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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裂縫防漏修繕、清洗及室內牆面粉刷維護，屋頂防

水（漏）、女兒牆及鳥踏裂縫修繕等。 

(3)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23 條第 2 項規定：「……擬定管

理維護計畫，並報主管機關備查」及古蹟管理維護辦

法第 2 條第 4 項規定：「……管理維護計畫除有重大

事項發生應立即檢討外，每五年應至少檢討一次」，

本會已於 109 年第 2 次委託專業建築師協助完成檢討

本館古蹟管理維護計畫，訂定「109 年度二二八國家

紀念館管理維護計畫書」，並據以執行管理維護之責。 

(4)為顧及公眾參觀使用的安全性、便利性，依「109 年

度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管理維護計畫書」規範，定期執

行古蹟建物日常保養以善盡管理之責，並定期檢測、

提升或汰換相關設備標準及規格，俾使本館維護管理

更臻完善。 

(5)本會經行政院 110年 5月 19日院臺護字第 1100173725

號函核定資通安全責任等級為 C 級之特定非公務機

關，本會官網系統相關資通安全應符合資通安全相關

管理法規，故 112 年尋求能配合提升相關要求之服務

商，進行官網之更新及維護，期能達到中央政府強化

整體資安防禦能量之品質。 

2、經費需求：490 萬元，其中包括折舊及攤銷費 40 萬 4

千元。 

3、預期效益： 

(1)本館建築主體為市定古蹟，曾為臺灣省參議會會址所

在，與二二八事件有著緊密的歷史淵源。本會受託經

營管理本館以來，透過良善且有規劃的古蹟管理維

護，打開本館的能見度，深化二二八之歷史定位，吸

引更多不同年齡層民眾到館參觀、參與活動，進而了

解二二八的歷史，體認臺灣民主、自由的可貴。 

(2)透過古蹟建物定期分區進行牆面、天花板、屋頂及女

兒牆防漏、耐震及結構承載之檢測、維護及修繕工

作，以維本館建物安全並提供參觀民眾舒適的參觀環

境，妥善維護古蹟建築以延長建物使用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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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配合古蹟管理主管機關政策及法規，善盡古蹟管理維

護之責，留給後人完善的古蹟文化資產，續依相關法

規完成每 5 年檢討一次紀念館管理維護計畫。 

(4)官網暨管理系統維運更新，期於本次完成更新後，除

符合本會資通安全等級所應對之資安相關規範外，並

確保本會資訊資料與系統的安全性及提高管理的便

利性，同時因應資安需求加強管理者權限，強化系統

資安檢測作業，落實資料備份機制。 

(三)計畫名稱：二二八國家紀念館之志工組織相關工作 

1、計畫重點：除提供值勤志工車馬費外，另為維繫紀念

館運作的穩定，並強化志工對紀念館的各檔特展之認

識，112 年將賡續辦理志工培訓課程，藉以開拓志工眼

界與經驗，讓志工於提供服務的同時，亦有豐富的收

穫。 

2、經費需求：30 萬元。 

3、預期效益：充實志工服務工作效能，提升志工服務態

度與品質，從服務中肯定自我價值，並為本館的永續

經營扎根。 

(四)計畫名稱：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展覽活動 

1、計畫重點：本館之展覽除聚焦於二二八事件歷史的陳

述外，為深入瞭解本館建築物與臺灣二戰前後相關之

歷史價值，並擴及其他議題的探討，提昇本館所具有

的社會教育與國際交流等功能，112 年度規劃 5 至 6

場主題特展，主題暫訂為「二二八遺址特展（南部）」、

「二二八與校園系列-淡江中學」、「詹三原特展」、

「日治時期影像展」、「陳澄波特展」與「新竹風城

二二八特展」等。 

2、經費需求：490 萬元。 

3、預期效益：透過本會二二八遺址之研究成果，並利用

豐富多元展示手法，讓民眾得以認識周遭所處的歷史

場域，進一步對所住環境產生共鳴，落實和平教育於

日常生活中；另藉由二二八事件與人權議題相關特

展，架構起二二八事件與社會大眾的連結，以更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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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思維且具教育意義的展覽，吸引大眾前來關心歷

史事件。 

(五)計畫名稱：二二八國家紀念館教育推廣活動 

1、計畫重點：本館辦理之教育推廣活動包括展覽導覽、

歷史人權專題演講、研討會、論壇、人權電影放映、

音樂表演、多媒體展出與書籍出版等，同時本館亦積

極與政府機構、民間單位及國內外人權館舍等進行合

作交流，藉以共同推動人權教育與文化推廣。為配合

政府推動轉型正義之施政方針，112 年將賡續辦理二二

八主題課程、二二八和人權相關書籍出版與人權和平

教育活動等，詳細活動規劃羅列如下： 

(1)官方網站維護與「Google 室內街景」線上參觀服務：

為使一般民眾透過官方網站查看本會各項訊息、二二

八事件相關資料線上查詢與紀念館展示，並讓國外友

人透過熟悉的語言瀏覽館內陳設與展覽內容，擬請專

業廠商協助維護官網系統正常運作，以及請街景拍攝

公司至館內拍攝新檔特展陳設與展示內容，並架構線

上展覽環境，提供數位選單，讓民眾享有更為快速與

便利之查詢與觀展服務。 

(2)「真人圖書館」系列講座教育推廣活動：為讓民眾得

以透過閱讀他人的生命經驗，來思索、理解己身與歷

史的關係，本會規劃每月舉辦一場「真人圖書館」活

動，邀請事件當事人或學者專家，與現場民眾分享自

身生活經驗、二二八事件相關議題研究或紀念館歷史

沿革之介紹等，使本館之教育推廣業務更為豐富多

元。 

(3)「二二八人權影展」系列電影放映暨映後（前）座談：

透過人權議題電影與紀錄片的播映，強化民眾對歷史

與人權議題的關注，也讓民眾透過電影看到自身未知

的領域，從中找到與自己心裡有所共鳴的部分，並與

自己對話。另外，藉由映後（前）座談，解析電影欲

帶給觀看者的啟示，並從藝術角度來陳述過往故事，

於虛構與現實之間，讓民眾找到自我信念的最終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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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 

(4)「二二八走讀」系列教育推廣活動：「行萬里路勝讀

萬卷書」，帶領大眾走訪二二八相關地景及建築，透

過城市街景及專業講師的導覽解說，重回二二八事件

當時的事件現場及前後時代的社會氛圍，讓二二八事

件的歷史，能夠以更完整的面貌呈現於大眾面前。 

(5)維護 LINE＠生活圈官方帳號：隨著通訊軟體普及，

並考量不同年齡層之使用習性，本館在通訊平台

「LINE@生活圈」建置官方帳號，藉以強化本館館務

訊息及各項展覽活動傳遞速度，112 年將賡續以此媒

介發送館務相關訊息。 

(6)倡議市集與音樂會：辦理以推動自由人權、轉型正義

等為核心價值之倡議市集、音樂會，並搭配戲劇演

出、講座辦理等多元教育活動，藉以吸引更多民眾關

心公共與歷史議題。 

(7)言論自由日系列活動：擬與內政部、鄭南榕基金會等

單位共同規劃辦理 4 月 7 日言論自由日系列活動，藉

由講座及影展等形式，探討及反思各種自由言論現

象，帶領民眾認識自由的真諦，藉以深化臺灣的民主。 

(8)與各地方協會合作辦理「二二八事件歷史座談與走讀

活動」：擬與南投、嘉義與高雄等地方協會共同合作，

辦理「二二八事件歷史座談與走讀活動」，邀請關心

二二八事件的人士共同參與，藉由探訪當地二二八事

件歷史相關景點，讓更多民眾瞭解現地二二八事件爆

發的成因、背景與經過，期望透過教育推廣活動的辦

理，使二二八事件的歷史教育得以不斷傳承延續。 

(9)館際教學合作： 

①「跨越時空～重返 1947 二二八」實境互動遊戲及自

導學習教案：本會自 107 年與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正

式簽署「教育合作備忘錄」，雙方合力完成「跨越

時空～重返 1947 二二八」實境互動遊戲及自導學習

教案，教學內容結合多媒體元素及利用平板電腦，

以跨界整合思考及遊戲化學習設計於紀念館展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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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互動教學，引導學生閱讀現場史料及思考二二

八歷史脈絡，並深獲各界廣大迴響。鑑此，本會秉

持合作備忘錄的精神，賡續辦理實境互動與導覽教

學，並配合需求更新相關教材，基於推廣人權的理

念，規劃提供來館學校師生無償使用平板電腦，做

為導覽教學使用，以充分發揮本館教育功能。 

②「二二八事件暨人權教育講座」：本會賡續與臺北

市立大學及臺灣師範大學進行跨校際合作辦理「二

二八事件與人權教育暨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導覽實

作」等相關課程，藉由本館完善的設備、空間及相

關資料，並結合影片觀賞、專人導覽及專題課程，

讓參與修課學生對於人權課題的探討與體認更為深

刻而密實，理解人權的重要內蘊價值，探究公民行

動並強化其人權意識，進而培養人權教育的種籽師

資及訓練國內人權教育與本館之導覽實作專才。 

(10)教師人權研習營：為深耕及傳承人權教育，將延續

以教師或社會大眾為邀請主體，辦理教師研習或教師

工作坊等活動。藉由此活動平台，希冀吸引更多教師

共同參與教學研究及課程研發，並讓學生主動參與瞭

解二二八事件背後更深刻的人權議題及培養公民意

識，以達推廣與落實人權教育之目的。 

(11)史普研習營：為持續推廣二二八事件歷史及人權教

育，擬舉辦「2023 年二二八事件暨人權教育史普研習

營」，邀請高中職、大專院校學生及社會青年共同參

與，藉由宏觀的視野，讓參與者能多面向的認識臺

灣，希冀透過專業師資的課程講座、展館導覽或團體

遊戲等多種不同的活動方式，一同真實感受著這場二

二八暨人權史普研習之旅，進一步落實並強化本會的

教育功能。 

(12)書籍出版：本會除自行出版不同領域之二二八與人

權相關書籍外，並與其他政府機關或民間團體共同合

作出版國內外人權相關著作。此外，基於人權三館合

作備忘錄之精神，透過三館相互支援及專案研究之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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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模式，共同出版人權相關專書，將研究成果及出版

專書以電子書或官網上傳等方式進行推廣，讓研究學

者或社會大眾皆易於汲取閱讀及轉發相關資訊，以達

多元、多管道宣傳的目的。 

2、經費需求：215 萬元。 

3、預期效益：透過各項教育推廣活動之辦理，有效傳達

人權歷史的重要性，另藉由人權團體、組織雙向交流，

推廣歷史教育、民主轉型及人權經驗。透過影片、真

人圖書館、座談會、專題演講、教師研習營與青年學

生營等活動之舉辦，拓展教育推廣範圍，為更多民眾

帶來正面影響。此外，結合民間團體、大專院校及學

術研究機構，以不同角度、觀點進行客觀歷史研究，

期藉以活化「二二八學」深度。 

(六)計畫名稱：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年報等文宣品編撰及發行 

1、計畫重點： 

(1)年度桌曆製作：為宣傳本館活動並使民眾知悉二二八

事件相關重要資訊，擬製作年度桌曆，藉以成為受難

者、家屬及關心人士與二二八事務交流的平台。 

(2)二二八年報：編輯「二二八年報」，彙整本會與紀念

館所辦理之各項業務，包含家屬撫慰、賠償金申請、

展覽、國際交流與教育推廣等相關資訊，讓國內外關

心二二八事務發展動向者，可清楚瞭解本會經營管理

現況。 

2、經費需求：70 萬元。 

3、預期效益：以實質紀錄與教育推廣宣傳，向各界傳達

本會工作要務，強化本會與本館正面形象，同時連結

國際平台，吸引國際對於二二八事件之關注。 

(七)計畫名稱：二二八事件史料、文物徵集與典藏 

1、二二八國家紀念館館藏文物修復案 

(1)計畫重點：依據「二二八國家紀念館藏品盤點與整飭

計畫」勞務採購案（案號：10902-42）所整飭之館藏

文物分級狀況，將文物分級狀況屬第三級（有損傷需

處理但無急迫性）與第四級（受損情況可能擴大需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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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處理）之藏品，篩選具二二八事件重要意義與修復

價值之藏品進行修復。 

(2)經費需求：9 萬 4 千元。 

(3)預期效益：使本會典藏之二二八重要文物於長期保存

及未來取用時不致因過度脆弱而輕易造成損傷之風

險。 

2、二二八國家紀念館館藏文物權利盤點 

(1)計畫重點：繼 111 年度執行部分館藏文物權利盤點後，

規劃於 112 年度依既有預算，賡續執行。 

(2)經費需求：28 萬元。 

(3)預期效益：逐年釐清本館列冊管理之典藏文物與其權

利歸屬，以資研究、策展及相關業務合法應用之便，

以及做為未來進行數位典藏作業之前置基礎。 

3、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典藏文物暨紙質文物保存講座 

(1)計畫重點：本會典藏文物主以紙質類文物居多（檔案、

手稿、照片、書畫等），擬規劃講座，邀請紙質或其

他相關種類文物保護專家進行文物保存觀念講座課

程，並結合本館館藏文物介紹，以增進大眾認識二二

八文物。 

(2)經費需求：3 萬元。 

(3)預期效益：使民眾了解本會館藏文物，並促進民眾及

本館同仁對於各類文物保存之相關觀念與知識。 

(八)計畫名稱：二二八事件史料編撰與出版 

1、計畫重點：為瞭解二二八事件、人權、民主自由及轉

型正義的發展歷史，清查及整理國內人權文史相關機

構的檔案資料是還原真相中相當重要的基礎工作，針

對受難者與其家屬親友、重要關係人方面的口述歷

史，也應予以記錄與保存。本會將與二二八事件、人

權、民主自由及轉型正義相關議題的檔案資料及研究

成果，進行蒐集整理及編輯出版，透過此歷史資產的

呈現，讓後世能瞭解史實及真相。 

2、經費需求：20 萬元。 

3、預期效益：藉由檔案資料及口述歷史之採集及蒐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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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及還原歷史真相，實踐轉型正義的公義理念，進 

而和解共生。 

 (九)計畫名稱：二二八國家紀念館 112 年度修繕改善工程案 

1、計畫重點：進行本館汙水下水道接管工程、自來水進

水管漏水更新工程、展演廳隔間工程及分區屋頂鋪

面、女兒牆、外牆防漏工程（包含建築師專業服務費）。 

2、經費需求：578 萬元。 

3、預期效益：完成本年度修繕改善工程，俾使紀念館符

合下水道法等相關法規規範，以避免持續造成環境汙

染及節省水資源，暨活化紀念館使用空間；修復古蹟

建物各分區屋頂、女兒牆、外牆及因地震擾動、建物

防水材質長期日曬雨淋等因素，導致防水材質老化、

脆化造成裂縫甚至破裂引起的漏水情形，以維護古蹟

建物使用空間美觀，並延長古蹟建物使用年限暨維護

建物使用安全。 

(十)計畫名稱：二二八國家紀念館 112 年度設備更新汰換案 

1、計畫重點：展演廳新隔間使用桌椅櫃及展演廳投影布

幕更新費用、展演廳音響擴大機設備汰換更新費。 

2、經費需求：55 萬元。 

3、預期效益：更新設備以改善參觀者之使用體驗及增加

展演廳使用率。 

八、行政及管理支出：1 個工作計畫，經費共計 866 萬 9 千元。 

(一)計畫名稱：基本行政工作維持及紀念館之營運管理 

1、計畫重點：執行長 1 人及行政部門編列員額 5 人之用

人及各項管理費用等。積極辦理紀念館之經營管理，

並配合各業務部門需要，使各項業務得以順利推進，

且如期完成，提高行政效率，以達成本會之設置目標。

另依「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投資管理規定」

及「二二八和平基金執行要點」，在安全可靠的情形

下進行投資，以增加二二八和平基金的運用收益，期

獲得最大效益。 

2、經費需求：866 萬 9 千元。 

3、預期效益：提高行政率，有效經營管理紀念館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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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和平基金」及「創立基金」之運用，以獲致最大

效益。 

參、本年度預算概要 

一、收支營運概況 

(一)本年度勞務收入 4,788 萬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4,588 萬元

增加 200 萬，計 4.36％，主要係預計委辦收入預算編列增

加所致。 

(二)本年度財務收入 1,340 萬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1,265 萬元，

增加 75 萬元，計 5.93％，主要係依金融機構現行存款利

率估計調整所致。 

(三)本年度勞務成本 5,261 萬 1 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5,003

萬元，增加 258 萬 1 千元，計 5.16％，主要係資本門工程

費增加所致。 

(四)本年度管理費用 866 萬 9 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850 萬元

增加 16 萬 9 千元，計 1.99％，主要係用人費增加所致。 

(五)以上總收支平衡，無賸餘。 

二、現金流量概況 

(一)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376 萬 3 千元。 

(二)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5 千元，係存入保證金增加。 

(三)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減 375 萬 8 千元，係期末現金 3,229

萬 1 千元，較期初現金 3,604 萬 9 千元減少之數。 

三、淨值變動概況 

本年度期初淨值 15 億 7,214 萬 8 千元，加計本年度捐贈公積

增加數 40 萬元，期末淨值為 15 億 7,254 萬 8 千元。 

肆、前年度及上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及成果概述 

一、 前年度決算結果及成果概述 

(一)決算結果 

1、勞務收入決算數 3,826 萬元，較預算數 5,155 萬元，減

1,329 萬元，計 25.78%，主要係賠償金申請案及實際核

定賠償金額較少所致，爰內政部實際撥付款項隨減。 

2、其他業務收入決算數 41 萬 8 千元，主要係本會第 12

屆第 9 次董事暨監察人會議第二處報告案及依二二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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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第 14 條之規定「經紀念基金會調

查認定，合乎本條例賠償對象者，於認定核發之日起

二個月內一次發給。自通知領取之日起逾五年未領取

者，其賠償金歸屬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將己逾領

款期間之未領賠償金轉列收入所致。 

3、財務收入決算數 1,128 萬元，較預算數 1,274 萬元，減

少 146 萬元，計 11.46%，主要係原估計利息較高所致。 

4、其他業務外收入決算數 3 萬 6 千元，主要係電子領標

之標單收入及出版品收入等預算外收入。 

5、勞務成本決算數 3,816 萬 1 千元，較預算數 5,579 萬元，

減少 1,762 萬 9 千元，計 31.60%，依計畫項目說明如

下： 

(1)給付賠償金支出 402 萬 9 千元，其中用人費及服務費

為 222 萬 9 千元，賠償及捐助為 180 萬元，較預算數

1,711 萬元，減少 1,308 萬 1 千元，計 76.45%， 主要

係 110 年度內政部編列補助賠償金 1,467 萬元，經 110

年度第 13 屆第 1 次臨時董事暨監察人會議審查，共通

過 180 萬元應付賠償金，另 104 年度保留之賠償金繳

回內政部改以 110 年度預算支應計 2 萬 7 千元，合計

110 年度繳回賠償金補助款結餘共 1,284 萬 3 千元。 

(2)籌辦二二八事件紀念活動支出 197 萬 3 千元，較預算

數 335 萬元，減少 137 萬 7 千元，計 41.10%，主要係

各項活動因應疫情縮小辦理規模所致。 

(3)二二八事件真相調查研究支出 308 萬 2 千元，較預算

數 355 萬元，減少 46 萬 8 千元，計 13.18%，主要係

二二八事件真相與轉型正義報告稿英文版推廣案，因

進行契約變更延長履約期限，致服務費用無法如期執

行。 

(4)二二八事件之教育及文化活動支出 9 萬 8 千元，較預

算數 45 萬元，減少 35 萬 2 千元，計 78.22%，主要係

110 年度依二二八事件教材著作及調查考證補助辦法

受理之申請案僅 4 件，審核通過 2 件，較原預計受理

案件少，致執行率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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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教育、文化、歷史、人權之國際交流支出 12 萬 7 千元，

較預算數 100 萬元，減少 87 萬 3 千元，計 87.3%，主

要係因與日本、韓國及德國間之學術交流因新冠肺炎

疫情衝擊，各國實施邊境管制暫緩交流，以及國外旅

費凍結 40 萬元所致。 

(6)協助照顧受難者及其家屬支出 843 萬 8 千元，較預算

數 850 萬元，減少 6 萬 2 千元，計 0.73%，主要係撙

節活動支出所致。 

(7)經營及管理二二八國家紀念館支出 2,041 萬 4 千元，較

預算數 2,183 萬元，減少 141 萬 6 千元，計 6.49%，主

要係撙節活動支出所致。 

6、管理費用：行政及管理支出 868 萬 6 千元，較預算數

850 萬元，增加 18 萬 6 千元，計 2.19%，主要係 110

年度增加防疫用品採購所致。 

7、以上收支相抵賸餘 314 萬 7 千元，較原編預算收支平

衡增加賸餘 314 萬 7 千元，主要係新冠肺炎疫情影響，

縮小各項活動規模及撙節支出增減互抵所致。 

(二)計畫執行成果概述 

1、給付賠償金計畫執行成果：自 85 年度起至 111 年 6 月

底止，給付賠償金工作計畫實施情形概述如下： 

(1)截至 101 年 12 月底止，累計接受受難者申請給付賠償

金共 2,756 件，其中經本會董事暨監察人會議決議予以

賠償計 2,267 件（占 82.25%），決議不予賠償計 461

件（占 16.73%），撤回或註銷者計 28 件（占 1.02%），

102 年 5 月 22 日總統令修正公布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

償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 2 條第 3 項（延長賠償

金申請期限 4 年）；另於 107 年 1 月 17 日總統令修正

公布本條例第 2 條第 3 項再延長 4 年至 111 年 1 月 18

日。本會分別自 102 年 5 月 24 日起至 106 年 5 月 23

日截止及 107 年 1 月 19 日至 111 年 1 月 18 日截止，

共受理申請給付賠償金共 129 件，其中經本會董事暨

監察人會議決議予以賠償計 63 件（占 48.84%），核

定賠償金共 9,270 萬元，決議不予賠償計 53 件（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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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8%），尚待處理計 13 件（占 10.08%）。 

(2)公示送達：二二八事件距今已 75 年，其中仍有部分權

利人因年久失聯、行蹤不明等因素，而無法通知賠償

金權利人，經本會決議先行將其賠償金應繼分暫予保

留，並於 109 年 9 月 7 日、109 年 10 月 28 日、109 年

12 月 31 日、110 年 4 月 19 日、110 年 7 月 29 日、111

年 4 月 27 日、111 年 5 月 26 日依行政程序法規定辦理

其中 26 位公示送達（總金額總計 1,233 萬餘元）。 

(3)依據本條例第 14 條：「……自通知領取之日起逾五年

未領取者，其賠償金歸屬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之規

定，迄今逾 5 年未領之賠償金共計 140 萬餘元，歸屬

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並移列特別公積。 

2、籌辦二二八事件系列紀念活動： 

(1)二二八事件 74 週年中樞紀念儀式暨頒發回復名譽證

書：二二八事件 74 週年中樞紀念儀式於 110 年 2 月 28

日，假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前廣場及高雄市二二八和

平紀念公園舉行。儀式中由蔡英文總統、薛化元董事

長、高雄市陳其邁市長及高雄市二二八關懷協會理事

長王文宏先生（受難者王平水之子）代表致詞，行政

院蘇貞昌院長、立法院游錫堃院長、內政部徐國勇部

長、文化部李永得部長及立法院邱議瑩委員、邱志偉

委員、劉世芳委員、李昆澤委員、趙天麟委員、許智

傑委員、賴瑞隆委員與管碧玲委員等來賓出席。總統

並於儀式中親自頒發回復名譽證書予二二八受難者潘

鴻泉、陳滄海及陳文治之家屬。本會潘信行董事、林

黎彩董事、江榮森董事、李慧生董事、李連權董事、

陳儀深董事、楊翠董事、受難者及其家屬暨國內各界

關心二二八人士、團體等貴賓約 300 餘人共同參與，

儀式在莊重肅穆的氛圍中順利完成。 

(2)花蓮二二八事件 74 週年紀念儀式暨追思音樂會：本會

與花蓮縣二二八關懷協會、花蓮縣政府於 110 年 2 月

28 日假花蓮市和平廣場（北濱公園）二二八紀念碑前，

舉辦二二八事件 74 週年紀念儀式暨追思紀念音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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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演奏音樂悼念受難者之外，花蓮縣長徐榛蔚、花蓮

市長魏嘉賢、吉安鄉長游淑貞與花蓮縣二二八關懷協

會理事長鄭英賢等人亦出席參與追思，齊敲和平鐘，

並在紀念碑前獻花致意。 

(3)二二八事件 74 週年嘉義地區檔案史料特展：本會與

嘉義市二二八紀念文教基金會於 110 年 2 月 26 日於嘉

義市二二八紀念館舉辦前揭特展，展出「臺南縣警察

局呈送 228 事件自新自首名冊」等歷史檔案，冀求揭

露更多的二二八事件受難者，讓社會大眾瞭解歷史，

並還原事件真相。活動當日嘉義市副市長陳淑慧、嘉

義縣長翁章梁、臺灣二二八關懷總會王文宏理事長、

本會江榮森董事、潘信行董事、林黎彩董事、楊振隆

執行長等受難者家屬及關心二二八事件的社會人士均

出席參加，展覽展期自 2 月 26 日起至 3 月 21 日止。 

(4)第九屆共生音樂節「在場證明」：本會與社團法人臺

灣共生青年協會等單位於 110 年 2 月 28 日於凱達格蘭

大道上共同主辦「第九屆共生音樂節『在場證明』」

活動，因 COVID-19 疫情影響，整場活動並未開放觀

眾入場，而改以網路直播的方式，讓全臺各地與海外

民眾得以共同參與。活動內容除有多組本土樂團接力

演出外，也透過短講、線上展覽，以及由工作人員至

自由廣場、二二八和平公園與民眾分享、交流對二二

八的認知和想法，希望藉此將二二八事件的歷史真

相、轉型正義的意義等以更直接的方式傳遞給民眾。 

(5)2021 大溫哥華紀念二二八事件 74 週年線上講座：大溫

哥華海外臺灣同鄉社團於 110 年 2 月 28 日舉辦「2021

大溫哥華紀念二二八事件 74 週年線上講座」，邀請本

會董事長以《228 轉型正義的歷程與意義》為題進行演

講（預錄播放），並由本會提供《傷痕二二八》影片，

供大溫哥華地區之台僑於線上收看，一同參與紀念，

並祈求和平、公義早日實現。 

(6)二七部隊紀念活動：二二八事件發生之際，臺中成立

二七部隊以維護社會秩序並對抗不公不義，為紀念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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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部隊勇於抗暴的精神，本會與臺中市新文化協會於

110 年 3 月 7 日，假當年二七部隊訓練的歷史現場干城

營區，舉辦二七部隊紀念活動。本會薛化元董事長、

楊翠董事、鍾逸人前董事、交通部長林佳龍、林昶佐

委員等人均蒞臨參與，活動並請二七部隊隊長鍾逸人

切百歲蛋糕，與參加人員共同回顧這段臺灣得來不易

的自由民主。 

(7)2021 北美二二八紀念影展暨影展閉幕座談會：全美臺

灣同鄉會、波士頓臺灣同鄉會與波士頓臺灣影展自 110

年 2 月 28 日起至 3 月 14 日止舉辦線上影展，並於 3

月 14 日舉辦二二八影展閉幕座談會。本會除授權《傷

痕二二八》予活動期間線上觀看外，並由本會薛化元

董事長於 3 月 14 日以《轉型正義與臺灣史觀的建立》

為題，參與線上直播座談會，與全美臺灣同鄉一同探

討體制轉型、價值轉型及轉型正義等相關議題，期使

海外台僑在參與座談後，能認識二二八事件歷史及臺

灣民主化進程，進而思考自身的臺灣認同及對轉型正

義的認知，鞏固和保障基本人權之普世價值。 

(8)二二八海外紀念系列活動：本會自 110 年 2 月 28 日起

至 3 月 31 日止，與僑委會、德國臺灣協會、法國臺灣

協會、沃草有限公司等團體共同辦理前揭活動，除透

過 4 部與二二八事件、戒嚴時期、黨外運動暨民主化

過程相關主題紀錄影片（臺、華語發音附英文字幕）

之播映，介紹二二八事件與臺灣民主發展的過程之

外，另舉辦線上座談、音樂會及展覽等，期藉此將臺

灣的歷史教育推展至海外。 

(9)辦理宗教性追思紀念活動： 

①二二八事件 74 週年追思紀念禮拜暨追思活動：本

會與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秉持對臺灣社會關懷與人權

的維護，自 110 年 2 月 22 日起至 2 月 28 日止共同

舉辦 5 場二二八追思禮拜，透過宗教撫慰人心，以

詩歌與音樂來追思二二八事件受難者。 

②二二八事件失蹤受難者追思紀念會：本會於 110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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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8 日假二二八國家紀念館一樓展演廳辦理「二二

八事件失蹤受難者追思紀念會」，由本會董事長薛

化元、臺灣二二八關懷總會理事長王文宏等人出席

代表致詞，追思會中由楊振隆執行長一一唸出失蹤

受難者姓名，藉以表達對失蹤受難者的追思之意，

並由臺灣雅歌合唱團以歌聲帶領與會家屬共同悼念

先人。會後亦舉辦受難者家屬聯誼活動，藉由相互

鼓勵，期盼二二八事件真相能早日水落石出。 

3、二二八事件真相調查研究： 

(1)《二二八事件真相與轉型正義研究報告》專書出版：

為 109 年 2 月 26 日出版之《二二八事件真相與轉型正

義報告稿》內容更加完善豐富，除了將增加新的研究

主題外，亦將針對原文稿內容進行增訂，本會業於 110

年 5 月底前完成本專書之出版印製。 

(2)《二二八事件の真相と移行期正義》專書出版及出版

紀念視訊座談： 

①專書出版：本書係為本會與日本名古屋風媒社合作

之「二二八事件真相與轉型正義報告稿」日文版專

書，於 110 年 1 月完成印製出版，並由該出版社協助

本會於日本當地持續進行專書推廣至 111 年 11 月底

止。 

②出版紀念視訊座談：為推廣《二二八事件の真相と

移行期正義》專書，本會與日本風媒社於 110 年 3

月 13 日進行線上新書發表視訊座談，邀請臺日雙方

學者參與（臺灣：本會董事長暨政治大學文學院院長

薛化元教授、國史館陳儀深館長、中央研究院臺灣史

研究所林正慧助研究員；日本：早稻田大學地域‧地

域間研究機構次席平井新研究員、早稻田大學政治經

濟學部浅野豊美教授），當日線上座談參與人數近

70 人次。日本當地媒體東京新聞、中日新聞、朝日

新聞及每日新聞等皆分別刊登了本書出版及視訊座

談相關訊息，另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臺灣文化

中心亦於其 Facebook 及 Twitter推廣宣傳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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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二二八‧「物」的呢喃》出版暨推廣：本書於 110

年 2月 26日完成印製出版，後續於 Facebook、Instagram

等網路平台上宣傳本書 6 則二二八事件相關故事至 3

月底外，並於 3 月 7 日上傳推廣影片「二二八後的日

子！回到 1950 年時局常識大考驗！」至網路平台，截

至 110 年底為止，觀看影片次數已超過 3 萬人次。 

(4)「走過青春濃霧－二二八事件校園記事」專書出版計

畫：為傳承二二八事件相關臺灣歷史文化、人權教育

活動及轉型正義內涵，規劃以二二八事件前後臺灣的

校園為主題，透過一手及二手檔案史料的蒐集，及整

體文稿的撰寫、校對、美編排版、設計及印製出版等

流程，辦理本專書出版工作，以期透過生動、輕鬆、

感性的角度，但不失莊重及嚴謹的研究考證態度進行

專書編輯出版安排，讓閱讀者能多面向的認識臺灣校

園歷史風貌，以充實臺灣民主化發展之歷史記憶，進

而落實本會的真相研究及教育推廣功能。本計畫執行

期間自 110 年 9 月至 111 年 8 月底，預計於 111 年 8

月底前完成專書出版計畫。 

(5)「二二八、人權、民主與轉型正義」學術研討會：為

實際落實二二八事件、人權、民主及轉型正義內涵，

邀請同樣關心此相關議題的各界專家學者與民眾共同

參與。在此研討會中特別邀請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

所、國史館、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政治大學臺灣史研

究所、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臺北科技大學文化事

業發展系、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輔仁大學

全人教育中心、玄奘大學宗教與文化學系、中興大學

歷史學系、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國家電影及視聽文

化中心、臺灣教授協會與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等專

家學者依序發表文章及主持評論。本活動業於 110 年

10 月 30 日及 31 日辦理，兩日活動計有 110 人次參與。 

(6)《「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設計編輯出版計畫：由

行政院於 1994 年出版之《「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

（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公司，1994），係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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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官方報告之性質，內容蒐羅及運用口述史料與新出

土的官方檔案，截至目前該書仍是在深耕研究二二八

不可不讀的經典文獻。鑑於該書已絕版，而為賡續進

行二二八事件真相調查之研究及推廣，本會先後與行

政院及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公司洽商，終於 109 年

10 月下旬及 110 年年初分別取得本書語文著作與文字

部分版型設計為期 10 年之著作財產權。本會針對取得

著作財產權部分內文及版型，重新寫序、封面設計及

調整目錄排版後，採實體書及電子書併行出版，以提

高流通性。本書業於 110 年 11 月 30 日完成專書出版，

後續將針對此書進行宣傳推廣。 

(7)「二二八事件可能受難者名單」清查工作：為調查二

二八事件真相，本會依二二八事件可能受難者清查作

業要點第 3 點之規定辦理「二二八事件可能受難者」

清查，並成立二二八事件可能受難者清查小組。截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為止，本會已分次公告 5 批可能受難

者名單。第 6 批公告名單於 111 年 2 月 24 日公告，計

780 名，合計 2,928 名。自第 6 批公告後，本會已再賡

續清查可能受難者，本項工作預計於 112 年賡續執行。 

(8)「原住民族與二二八」學術研討會：本會與國史館臺

灣文獻館、原住民委員會於 110 年 2 月 25 日假國史館

4 樓大禮堂，共同辦理「原住民族與二二八」學術研討

會，重新解讀原住民族在二二八事件中的角色與處

境，並從寬闊視角闡述臺灣原住民族與二二八事件。

本活動已順利圓滿完成，計有 160 人次參與。相關發

表成果將另以論文集公開出版。 

(9)《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28、29 冊）專書出版暨新

書發表會：本會與國史館合作出版《二二八事件檔案

彙編（28）—花蓮縣政府檔案》、《二二八事件檔案

彙編（29）—屏東縣政府檔案》兩冊書籍，以落實政

府推動轉型正義之政策方向，還原二二八事件真相。

本書籍於 110 年 1 月出版後，於 2 月 20 日假國史館辦

理新書發表會，計有 115 人次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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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二二八事件之教育及文化活動： 

(1)教育研究補助： 

①依據本條例第 11 條第 4 款、第 5 款及第 6 款規定及

二二八事件教材著作及調查考證補助辦法，對於從事

有助瞭解二二八事件真相、撫平歷史傷痛，以及促進

族群和諧與臺灣社會和平之已完成著作；依本會二二

八事件歷史教材編撰注意事項，編纂供教學或補充教

學與教師進修所用之已完成教材；從事有關二二八事

件史實之調查、考證、研究之成果報告等，經本會審

核通過後，提供部分金額補助以資獎勵，除於本會官

網公告通過核定名單，亦將作品公開，供研究者或有

興趣等人士參考及閱覽。 

②110 年度受理申請案共計 4 件，經兩階段審核通過 2

件，核發補助費共計新臺幣 8 萬元整。 

5、教育、文化、歷史、人權之國際交流： 

(1) 2021 國際學界人士人權交流參訪計畫：本案由本會與

國家人權博物館、政治大學人權史研究中心共同合作

辦理，邀請長期居住在臺的外籍人士及本國籍相關教

師、研究人士及人權工作參與者，共同進行人權交流

之旅，藉由參訪了解臺灣近代的歷史、威權統治下的

狀況及民主化歷程，並透過參與者個人的社群平台，

將參與心得及照片分享到不同國家。本會於 110 年 5

月 1 日至 2 日辦理前揭活動，並邀請白色恐怖政治受

難者陳欽生前輩共 15 人，前往綠島人權園區參訪。透

過現地的參訪及受難者親身經歷，深度瞭解臺灣在解

嚴前國家暴力侵害人權的歷史。 

(2) 2021 年合作備忘錄團體共同學術會議：本會與韓國全

南大學 5·18 研究所、日本北海道大學東亞傳媒研究中

心共同於 110 年 10 月 29 日辦理前揭學術會議，透過

對臺灣、韓國、日本等國所經歷的民主運動，以各國

多樣性的展現和特有的方式，省察民主之意義與價

值，形塑東亞地區共同討論的場域。此亦為本會研究

人員首次參加的國際學術會議，透過此次會議與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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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分享研究二二八事件相關領域的心得。  

(3)2021 年「近代東亞人權與轉型正義」系列研討會暨論

壇活動：本會與國家人權博物館、政治大學文學院、

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政治大學歐洲語文學系、政

治大學歐洲臺灣史料研究中心、德國特里爾大學與自

由思想學術基金會等單位合作辦理，已分別於 110 年

10 月 1 日辦理「近代東亞與臺灣自由、民主、人權」、

10 月 8 日與 9 日辦理「歐亞思想、文化及人權發展」

及 12 月 12 日辦理「近代東亞與臺灣政治與人權」3

系列主題活動，三場活動計有 162 人次參與。 

6、協助照顧受難者及其家屬： 

(1)撫助照料清寒無依之受難者及遺族： 

①重陽敬老金：110 年度於重陽節發放敬老金予 65 歲

以上之受難者本人或其雙親、配偶，共計核發 127

人，發予重陽敬老金每人新臺幣（以下同）3,600 元，

合計金額 45 萬 7,200 元。 

②三節撫助金：為協助家境清寒之二二八受難者與遺

族，本會每年寄發二二八事件受難者及家屬撫助作

業要點暨相關申請書予受難者及家屬，針對符合中

低收入老人、中低收入身心障礙者及低收入戶之二二

八受難者、家屬及權利人，發放春節、端午及中秋三

節撫助金，110 年度完成發放春節撫助金 93 萬 3,000

元、端午節撫助金 95 萬 1,000 元與中秋節撫助金 95

萬 1,000 元。 

③喪葬撫助費：110 年度共計發放 14 人次，計 4 萬 2,000

元。 

④訪慰金：110 年度共計發放 1 人次，計 3,000 元。 

(2)辦理撫慰聯誼活動：本會於 110 年 4 月至 12 月於基隆、

臺中及臺北地區，與當地協會合作辦理家屬座談和撫

慰活動，藉以聽取各地方家屬意見，以做為本會推動

各項業務之參考依據。 

(3)辦理二二八清寒獎學金之申請與發放：二二八事件受

難者三親等以內之直系血親卑親屬，並就讀國內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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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以上之低收入戶在學者，可向本會申請二二八清寒

獎學金。110 年度申請案計 8 件，經審查通過獲得獎學

金者共計 8 名，大專組 6 名、高中組 2 名，總計發給

獎學金 21 萬元。 

7、經營及管理二二八國家紀念館： 

(1)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古蹟維護：本會依據 109 年度直轄

市定古蹟「原臺灣教育會館（二二八國家紀念館）」

管理維護計畫所載「管理維護事項」、「管理維護工

作」等計畫內容，暨文化部頒布古蹟維護辦法相關規

範及規定，就紀念館建物、設備及典藏之二二八相關

文物、史料等進行年度日常維護及管理工作，以維紀

念館古蹟歷史建物風貌，並善盡古蹟建物及二二八文

物史料等管理維護之責，暨提供參訪者舒適、安全及

便利的參觀空間。 

(2)二二八國家紀念館之志工組織相關工作： 

①平日值班：紀念館自 100 年 2 月開館後，為加強館內

志工對於二二八事件之瞭解，並熟悉各項導覽相關業

務，本會制訂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志工招募暨教育訓練

計畫。平時有賴熱心的志工協助及巡視展場，便於民

眾至紀念館參訪諮詢；辦理大型活動時，多數志工

皆熱心參與及協助。 

②110 年囿於國內 COVID-19 疫情無法如期辦理志工訓

練課程及館外聯誼活動，惟為使館務推展順遂，業於

110 年 11 月 29 日於本館辦理「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志

工訓練課程及歲末聯誼」活動，期藉此平台，強化彼

此的聯繫與合作，促進志工交流及凝聚共識，並感

謝志工對本館的付出，藉以提升眾人對館務推動之

向心力。 

(3)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年度主題特展： 

①「南海路五十四號：傳承‧蛻變‧新生」展：本館

一樓展示室於 110 年 2 月 27 日完成新展示之佈置，

展示內容以本館歷史沿革與建築空間特色為主，讓參

觀民眾瞭解本館建築從日治時期臺灣教育會館，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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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二戰後之臺灣省參議會、美國新聞處，再到二二

八國家紀念館的時序演進與角色定位。參觀民眾亦

可利用此展示中之動態影像，體驗實境冒險遊戲「跨

越時空：重返 1947 二二八」闖關關卡，藉由實境遊

戲來認識二二八事件的歷史。110 年度累計觀展人次

約 14,917 人。 

②「土地傷痕：二二八事件遺址-北部地區」第一篇「午

夜喧囂」特展：本檔特展以臺北與基隆各地的二二

八遺址為主要展示內容，透過空間與歷史做連結，

讓民眾透過史料認識生活周遭的歷史元素。展期自

110 年 2 月 21 日起至 5 月 16 日止，累計觀展人次約

8,946 人。 

③「土地傷痕：二二八事件遺址-北部地區」第二篇「槍

響之後」特展：前揭特展原訂於 110 年 5 月 20 日開

展，因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疫情警戒第三

級相關防疫措施，本館自 5 月 15 日至 6 月 28 日止暫

停開放。本檔特展主要講述臺北及桃竹苗地區，在接

連獲知臺北的事件消息後，如何因應時局，集會商

議，設立處委會及遭逢綏靖與清鄉等各地抗爭。展期

自 110 年 5 月 20 日起至 8 月 15 日止，觀展人次約

137 人。 

④「土地傷痕：二二八事件遺址-北部地區」第三篇「島

嶼輓歌」特展：本檔特展主要講述基隆周邊與宜蘭、

花蓮縣市，在二二八事件中所爆發之大規模屠殺及受

難事件，藉由遺址空間的重新展現讓歷史能不斷地被

傳遞。展期自 110 年 8 月 19 日起至 11 月 14 日止，

觀展人次約 7,460 人。 

⑤二二八與台獨運動系列特展︱媒介與抵抗：北美臺

灣之音的播音行動特展：本展覽以「台灣之音」之

精神理念及其播音行動為主軸，展示相關圖文、史

料及採訪影片，期望與眾人一同了解這段台美人與

台灣人的共同歷史記憶，以及媒介突破在民主歷程中

的重要性。展期自 110 年 2 月 25 日起至 6 月 27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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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計觀展人次約 7,917 人。 

⑥「二二八與校園：事件中的建國中學」特展：本展

覽透過建中學生與師長於二二八事件及臺灣近代民

主發展歷程上的作為，讓民眾瞭解建中人在民主進程

上的足跡，並藉由他們的故事，進一步瞭解轉型正義

的重要性。展期自 110 年 3 月 19 日起至 10 月 3 日止，

觀展人次約 6,774 人。 

⑦「少年、煙霧與傘—香港反送中運動版畫紀事」特

展：因香港官方提出《2019 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

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引爆香港社會一

波波大規模的「反送中」抗爭及社會運動，而隨著

COVID-19 開始於全球蔓延，在各國忙於防疫的同

時，香港的民主自由卻一步步遭到吞噬，為能再次喚

醒大眾對香港人權問題的注意，持續聲援香港，本會

集結百餘張記錄反送中運動與抗爭的近身觀察創

作，希望喚起生活在民主臺灣的民眾關注。展期自

110 年 10 月 23 日起至 111 年 2 月 13 日止，累計觀

展人次約 5,726 人。 

⑧「民主台灣的街頭運動─彰化平原無名英雄」特展： 

1987 年解嚴前後到 2000 年第一次政黨輪替之際，臺

灣街頭運動風起雲湧，許多來自草根的社會基層人

物，奮不顧身投入民主改革，共同為臺灣打拼。本檔

特展藉由「無名英雄」勇於挑戰威權的故事，讓觀展

民眾瞭解臺灣民主得來不易，進而珍惜守護臺灣民主

化的果實。展期自 110 年 12 月 3 日起至 111 年 4 月

24 日止。110 年觀展人次約 3,120 人。 

⑨常態展展示內容外文翻譯：為詳盡呈現本館常態展

線上展示，讓國際人權研究及工作者深入認識臺灣

歷史，特規劃將常態展展示內容翻譯英語、日語及

韓語等三種外語，俾利後續製作線上外語展覽，本案

業於 110 年 12 月 20 日完成。 

(4)二二八國家紀念館教育推廣活動： 

①Google 全景拍攝案：為詳細留存紀念館各檔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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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委由專業街景拍攝公司至館內拍攝「土地傷

痕：二二八事件遺址—北部地區」第一篇「午夜喧

囂」特展、第二篇「槍響之後」特展、第三篇「島

嶼輓歌」特展、「媒介與抵抗：北美『台灣之音』

傳播行動」特展、「二二八與校園：事件中的建國

中學」特展、「少年、煙霧與傘—香港反送中運動

版畫紀事」特展等展覽陳設、展場與展示內容，將

其製作為 Google Street View 室內街景服務，並建

置於 Google Map系統上。 

②設置 LINE＠生活圈官方帳號：隨著通訊軟體普及，

並考量不同年齡層之使用習性，紀念館持續在通訊

平台 LINE@生活圈以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官方帳號，宣

傳紀念館各檔期之教育推廣活動，藉以強化紀念館

活動訊息傳遞速度，未來將持續維護並發送館務相

關訊息。 

③教育推廣活動： 

A. 真人圖書館、二二八人權影展：為使不同社會背

景的人有機會互相交流，同時藉由電影與紀錄片

的播映，強化民眾對人權社會議題的關注，本會

110年共辦理 10場真人圖書館與 10場二二八人權

影展活動，藉以深化民眾對二二八事件、轉型正

義及人權議題之研究與體悟。 

B. 二二八走讀活動：為能讓社會大眾透過城市街景

及專業講師的解說及導覽，重新感受二二八事件

發生當時的現場與時代氛圍，本會 110 年辦理 6

場二二八走讀導覽活動，帶領大眾走訪二二八相

關地景及建築，讓民眾對二二八事件有進一步的

認識，共約 150人參與。  

C. 與各地方協會辦理二二八事件歷史教育與走讀活

動：本會與南投縣二二八關懷協會、臺灣圖書室

文化協會與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共同合

作，於 110 年 4月至 10月間於南投、嘉義與高雄

等地辦理「二二八事件歷史教育與走讀活動」共



40 

10場，邀請受難者、家屬與關心二二八事件人士

共同參與，藉由探訪當地二二八事件歷史相關景

點，讓更多民眾瞭解二二八事件爆發的成因、背

景與經過，期望透過教育推廣活動的辦理，使二

二八事件的歷史教育得以不斷傳承延續，共約

200人參與。  

D. 自由路上藝術節：本會與臺中市好民文化行動協

會共同自 110 年 2 月 28 日至 4 月 30 日止，辦理

「自由路上藝術節」，內容含括展覽講座、電影

放映、劇團表演、音樂會、互動實境戶外活動等

形式，期藉此提升民眾的民主意識與人權素養，

補足市民在臺灣歷史斷層中的真相。 

E. 「我地港澳電影節」：本會與社團法人亞洲公共

文化協會共同於 110 年 11 月 27 日、28 日及 12

月 4 日、5 日辦理前揭活動，透過電影期待留住

記憶與創造更多未完待續的故事。本屆電影節共

計放映 12場次，3 場映後座談，邀請導演、澳門

藝文工作者及剛移民至臺灣的香港新住民與參與

民眾交流分享，暢談電影製作幕後秘辛、港澳社

會現況與移民生活甘苦談等。 

F. 「二二八線上講堂」製作：本案共錄製 3場講座，

由王佐榮（日治史研究者）主講「同學，在做什

麼？日治時期的學生休閒活動」及「百年戰疫—

日治時期台灣公衛政策的人與事（上）、（中）」，

並分別於 110年 10 月 3日、11月 6日及 12月 12

日於本會官方網站播映，讓民眾得以隨選觀看，

透過線上講座認識臺灣的歷史。 

G. 官網線上展覽系統建置：為避免再度受 COVID-19

疫情的影響，故建置本會官方網站線上展覽系

統，擴充本館線上展覽功能，讓民眾便於透過網

路瀏覽本館各檔展覽，學習新知、認識歷史。本

案業於 110年 11月 30日完成。 

H. 2021人權辦桌及人權市集：本會與陳文成博士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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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基金會等單位合作，於 110 年 12 月 25 日共同

辦理前揭活動，用一頓飯的時間，促成彼此的交

流、試圖和社會產生更多的連結與對話，並透過

探詢個人與群體的生命經驗，一點一滴累積，產

生更多的互動和迴響，也期盼更加自由與平等的

未來。 

④與人權、和平、轉型正義相關之新書發表及其它紀

念館、學校、二二八關懷者、非政府組織等國內外

團體互動交流： 

A.《台灣醫界人物百人傳》新書發表會暨專題演講「臺

灣醫界與二二八」：本會與玉山社、財團法人民報

文化藝術基金會於 110 年 2 月 25 日假二二八國家

紀念館共同舉辦前揭活動，透過陳永興醫師所蒐羅

的醫界人物故事，瞭解醫界前輩是如何奉獻自己，

為臺灣的現代化醫療之路，打下堅固的基礎制度。 

B.《台灣的二十四堂課》新書發表及座談會：本會與

臺灣筆會合作，於 110 年 3 月 14 日假二二八國家

紀念館辦理前揭活動，由彭瑞金理事長、李敏勇會

長擔任主持人，李鴻禧教授、鄭欽仁教授、林玉体

教授擔任與談人，暢述臺灣筆會在 1993 年至 1994

年，在臺大校友會館連續舉辦 24 場演講餐會，多

面向觸及臺灣的國家重建、社會改造課題的內容。

當年 24 位演講人的精闢演說，今再藉由書籍的出

版，讓大眾得以見證時代、記憶歷史。 

C.第五屆台灣歷史小說獎頒獎典禮：本會與財團法人

新台灣和平基金會於 110 年 4 月 17 日假本館 1 樓

展演廳共同舉辦前揭活動，前揭獎項由李旺台以

《大戇牯徐傍興》獲年度佳作，期盼透過此類歷史

小說的創作，讓更多人關心與認識臺灣的歷史。 

D.2021 年第一屆莊萬壽教授台灣精神獎頒獎典禮暨

專題演講：本會與台灣教授協會於 110 年 9 月 26

日合作辦理，以推行臺灣文化的公共評論與倡議，

鞏固臺灣的民主自由。除文化部長李永得蒞臨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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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發「臺灣精神獎」予黃崇祐先生外，並由總統府

資政蕭新煌以「從臺灣（人）百年來經驗談臺灣（人）

精神」為題，進行專題演講。 

E.2021 臺灣文化日系列活動：本會與台灣北社、台灣

教師聯盟等單位於 110 年 10 月 2 日、3 日在本館

一樓展演廳合作辦理「文化資產研習營」，邀請顏

綠芬教授、黃瑞疆老師、李景文館長與林茂賢教授

等人進行專題演講，內容含括臺灣音樂、建築、藝

術與民俗等議題；另於 10 月 16 日在本館一樓展演

廳辦理臺灣文化日論壇，由文化部李永得部長以

「文化政策與文創產業」為題進行專題演講，後舉

辦 3 場論壇，談論「臺灣文化主題與文創產業」、

「多元文化的傳承與創新」與「共生共榮臺灣共同

體」等主題，廣受大眾好評。 

F.《台灣醫界人物百人傳．續集》新書發表會暨專題

演講「醫界人物與白色恐怖受難者」：本會與玉山

社共同於 110 年 11 月 10 日辦理前揭活動，由書籍

作者陳永興醫師延續對臺灣土地的關愛，爬梳健保

制訂前，在這片土地上的醫界人物，並以在白色恐

怖時期的醫界受難者為演講主題，介紹在戒嚴時期

中受難的醫界菁英，以及他們在歷史洪流中堅守自

我，為臺灣現代醫療奠定先河的典範。 

G. 《 228 消 失的政 黨 - 台灣省政 治建設協會

（1945-1947）》新書座談會：本會與臺北市文化

局、台北二二八紀念館共同於 110 年 11 月 6 日辦

理前揭座談會，介紹戰後推動普選運動以改變官派

的、貪腐的統治結構的「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

並藉由書籍的推廣，期盼臺灣在享有民主自由的果

實之際，不忘銘刻前人在歷史中的奉獻與努力。 

H.「2021 年二二八人權教師研習營」：為落實本會

之教育推廣功能，使關心二二八事件與相關臺灣歷

史文化的教師們能多面向的認識事件本身、人權及

轉型正義相關議題，本會業於 110 年 11 月 20 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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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日，透過線上會議的方式，特別邀請臺灣師範

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副教授陳佳宏、國史館修纂處纂

修歐素瑛、萬福國小教務主任林江臺、政治大學韓

國語文學系講師朱立熙等講者，除論及二二八事件、

白色恐怖及人權相關主題的基礎論述外，以及透過

校園場域及遺址景點之展示來探討解嚴前後臺灣

的歷史記憶、影響與反思，並藉由韓國女性人權案

例的分析，瞭解性別平等人權價值之重要性。希冀

藉由宏觀的視野汲取國內外人權歷史的理念及實

務經驗，以深化累積本國人權教育的資材及能量。

本次兩場活動共計 48 人次參與。 

I.「二二八事件暨人權教育」講座教學：本會與臺北

市市立大學共同開辦 110 學年度「二二八事件人權

教育講座」課程，上學期於 110 年 9 月 24 日邀請

該校史地系郭大玄系主任致詞後正式開課，本課程

每週五下午於本館授課 2 小時，為期 16 週，以線

上教學為原則，輔以現場實體導覽教學及實作。授

課師資包括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總主筆

賴澤涵教授、國史館館長陳儀深教授、政大韓文系

朱立熙老師等專家學者，以及本會柳照遠處長、陳

家豪副研究員及余佩真副研究員。 

J.二二八藝文昇華到人權教育立法種子教師工作坊：

社團法人臺灣客社與本會、臺灣教師聯盟及臺灣母

語教師協會於 110 年 2 月 1 日於本館展演廳協同辦

理「二二八藝文昇華到人權教育立法種子教師工作

坊」，鑒於解嚴已幾十年後的今天，對於影響臺灣

既深且鉅的二二八事件，尚有教科書輕描淡寫或隱

晦不明，期望第一線的教師能站在以臺灣為主體的

立場，傳遞客觀史實，教授歷史真相以促進社會和

諧。 

K.二二八人權史普線上講座：為使關心二二八事件與

臺灣歷史文化之參與者能多面向認識事件本身、人

權及轉型正義相關議題，並進一步落實教育推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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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本會於 110 年 10 月 2 日及 3 日，透過線上

會議之方式，邀請國史館館長陳儀深、政治大學臺

灣史研究所教授薛化元、臺灣基進桃園黨部執行長

藍士博、影像文化製作人張辰漁、臺北大學犯罪學

研究所助理教授沈伯洋、小說家朱宥勳等講者，以

二二八事件、人權與轉型正義為主題，從歷史、法

治、文學等觀點，探討歷史真相，以及論及資訊作

戰下所衍伸之人權困境，並從中分享實際運用於漫

畫等之實作經驗。兩場活動計有 67 人次參與。 

L.「揭發真相：維吾爾法庭審判」論壇：本會與臺灣

東突厥斯坦協會、台灣圖博之友會於 110 年 12 月

11 日假二二八國家紀念館舉辦「揭發真相：維吾

爾法庭審判」論壇，中國對維吾爾人的迫害近年來

已經成為國際焦點，引發全球民主國家的重視，在

許多的國際場合，美國、歐洲民主國家都對中國領

導人提及此議題。為加深臺灣人對「獨立人民法庭」

之理解及認識維吾爾人權現況，特擇於世界人權日

隔日辦理。活動現場邀請在法庭上作證被迫害的證

人，從世界各地以視訊方式，與臺灣代表面對面交

流，及邀請各界人權代表至會場談話，藉以了解全

球第一次的「維吾爾法庭」實際運作及狀況。本活

動共計 100 人次參與。 

M.110 年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團體預約導覽：因應國內

COVID-19 疫情，並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相關防疫措施，本會自 110 年 5 月 15 日至 10 月 3

日暫停受理團體預約導覽。110 年度本會受理共計

近 24 組國內團體預約導覽，包含屏東墾丁國小、

臺北市吳興國小、臺北市立木柵國小、臺北市胡適

國小、新莊國中、國立竹科實中、國立屏東高中師

生、新北市南山高級學校、宸恩實驗教育高一、二

師生、臺中市立文華高中、淡江高中、靜宜大學、

國防醫學院、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國立臺北科技大

學通識教育中心、臺北大學歷史系、淡江大學、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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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區大學及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等來館參訪，

以上團體參訪人數約計 613 人次。 

(5)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年報等文宣品編撰及發行：財團法

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暨二二八國家紀念館 109 年

報設計暨印製」案：此為本館開館以來首次編印年報，

透過年報彙整年度資料，並以文字、照片、圖表及各

式統計分析，呈現本會組織職掌、經營理念與功能定

位等，傳達整體願景與業務訊息。本年報除了詳列 109

年例行性業務內容，介紹本會相關工作之外，亦回顧

二二八國家紀念館開館 10 年來之重要活動，並於 110

年 10 月 25 日完成印製寄送。 

(6)二二八事件史料、文物之徵集與典藏： 

①二二八國家紀念館藏品盤點與整飭計畫：本會自 109

年 12 月 8 日起委託博士門股份公司執行「二二八國

家紀念館藏品盤點與整飭計畫」勞務採購案（案號：

10902-42），已於 110 年 8 月 31 日如期履約完成，

並於 10 月 25 日驗收通過，共計完成 4,570 件藏品。 

②本會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簽署「二二八事件

影印資料」合作備忘錄：中研院近史所於 80 年受行

政院委託保管並移交於該所之「二二八事件專案小

組及研究小組」研究資料（179 冊）。該批資料所有

權最初屬行政院任務編組性質之「研究二二八事件

小組」，自該小組任務完成並解編後，該批資料移

轉至行政院轄下之內政衛福勞動處。中研院近史所

後依內政衛福勞動處指示及該所 110 年 7 月 16 日第

45 次檔案館委員會決議，將該批資料所有權移轉予

本會，由本會委託中研院近史所代為保管並進行檔

案數位化等工作，雙方已於 110 年 9 月底完成簽署

合作備忘錄。 

③施並錫教授捐贈二二八畫作暨捐贈儀典： 

A.捐贈二二八畫作：前臺灣國展委員會決策委員暨院

士、國立師範大學美術系退休教授之知名畫家施並

錫先生，長期關注二二八及人權相關議題，針對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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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事件創作多幀畫作，藉由藝術畫作之呈現，還

原二二八歷史真相。施教授於 110 年 9 月來電有意

無償捐贈油畫創作 3 幀予本會，分別為尺寸 120

號（130x194cm）的「宜蘭頭城媽祖廟前的暗夜坑

殺」、「串綁的冤魂 I」，及尺寸 20 號（71x65cm）

的「串綁的冤魂 II」。 

B.捐贈儀典活動：本會於 110 年 11 月 12 日於本館 3

樓二二八藝文空間舉辦畫作捐贈儀典，活動現場邀

請總統府資政葉菊蘭女士、二二八平反運動推動者

陳永興醫師、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名

譽教授李筱峰教授及長期研究戰後臺灣人權及白

色恐怖之文史工作者李禎祥老師揭幕及致詞，繼由

本會薛化元董事長代表受贈及頒發感謝狀，本儀典

活動近 60 人參與，共同見證重要歷史盛舉。 

(7)二二八事件史料編撰與出版計畫：本計畫已於 109 年

完成 72 位人物傳記撰寫初稿、修正及相關史料補充，

並提經審查委員完成初步審查，並於 110 年 2 月底完

成修改及書面報告供學術研究參考，目前完成校稿共

58 位。 

(8)二二八國家紀念館 110 年度修繕改善工程案，代管資

產同步增列房屋及建築 98 萬元。110 年度進行「二二

八國家紀念館 （市定古蹟原臺灣教育會館）三樓中央

區屋頂防水修繕工程」，敲除該區之屋頂面層之尺二

磚，重砌洩水坡度並重新以聚氨酯防水膜為主防水材

料，並且以外露方式進行（暫不加以覆蓋尺二磚或額

外保護層）面層防水施作。本案依政府採購法規定，

決標予東郡營造有限公司發包施作，工程結算金額為

98 萬元。  

8、行政及管理支出：本會基本行政工作維持、「二二八和平基

金」及「創立基金」之保管及運用、紀念館之維護修繕及管

理營運等，皆如期完成。 

二、上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截至 111 年 6 月 30 日止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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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 

(一)勞務收入：全年度預算數 4,588 萬元，截至 111 年 6 月 30

日止，實收 2,214 萬元，占全年度預算數 48.26%，主要係

內政部委辦經費撥入所致。 

(二)財務收入：全年度預算數 1,265 萬元，截至 111 年 6 月 30

日止，認列利息收入 237 萬 4 千元，占全年度預算數

18.77%，主要係銀行定期存款利息尚未到期所致。 

(三)其他業務外收入：預算無列數，截至 111 年 6 月 30 日止，

認列 1 萬 1 千元，主要係銷售本會出版品及電子領標收入

所致。 

(四)勞務成本：全年度預算數 5,003 萬元，截至 111 年 6 月 30

日止，實支 1,930 萬 7 千元，占全年度預算數 38.59%，主

要係人事費用、二二八事件受難者賠償金、籌辦紀念活動

等費用所致。 

(五)管理費用：全年度預算數 850 萬元，截至 111 年 6 月 30

日止，實支 499 萬 3 千元，占全年度預算數 58.74%，主

要係管理部門行政相關費用。 

(六)以上總收支相抵後，全年度預算無賸餘數，截至 111 年 6

月 30 日止，實際執行賸餘數 22 萬 5 千元，主要係撙節支

出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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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頁空白 





金額 % 金  額 % 金  額 % 金  額 %

49,994 100.00 收入 61,280 100.00 58,530 100.00 2,750 4.70

38,678 77.37 業務收入 47,880 78.13 45,880 78.39 2,000 4.36

38,260 76.53 勞務收入 47,880 78.13 45,880 78.39 2,000 4.36

418 0.84 其他業務收入 0 - 0 - 0 -

11,316 22.63 業務外收入 13,400 21.87 12,650 21.61 750 5.93

11,280 22.56 財務收入 13,400 21.87 12,650 21.61 750 5.93

36 0.07 其他業務外收入 0 - 0 - 0 -

46,847 93.71 支出 61,280 100.00 58,530 100.00 2,750 4.70

46,847 93.71 業務支出 61,280 100.00 58,530 100.00 2,750 4.70

38,161 76.34 勞務成本 52,611 85.85 50,030 85.48 2,581 5.16

8,686 17.37 管理費用 8,669 14.15 8,500 14.52 169 1.99

3,147 6.29 本期賸餘(短絀) 0                - 0                - 0         -

中華民國112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收 支 營 運 預 計 表

科         目 說    明
前年度決算數 本年度預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比較增(減-)數

內政部委託經營

及管理二二八國

家紀念館暨續辦

二二八事件賠償

金發放業務等計

畫之勞務收入。

依金融機構現行

存款利率估計調

整。

勞務成本包含以

下7項主要科目計

畫：

一、給付賠償

金。

二、籌辦二二八

事件紀念活動。

三、二二八事件

真相調查研究。

四、二二八事件

之教育文化活

動。

五、教育、文

化、歷史、人權

國際交流。

六、協助照顧受

難者及其家屬。

七、經營及管理

二二八國家紀念

館。
行政及管理支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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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預    算    數 說              明

業務活動之現金流量

稅前賸餘(短絀) 0

利息股利之調整 -13,400

未計利息股利之稅前賸餘(短絀) -13,400

調整非現金項目

折舊及攤銷費用 404 本會資產暨代管資產提列折舊

及攤銷數404千元。

應收利息減少(增加) -163

預付費用減少(增加) -4

應付賠償金增加(減少) -4,000

未計利息股利之現金流入(流出) -17,163

收取利息 13,400

　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3,763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0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增加存入保證金 5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5

現金及約當現金淨增(淨減) -3,758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36,049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 32,291

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現 金 流 量 預 計 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中華民國112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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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上年度

餘   額

本年度

增(減-)數

截至本年度

餘      額
說    明

基金 1,540,000 0 1,540,000

創立基金 40,000 0 40,000

其他基金 1,500,000 0 1,500,000 主管機關內政部捐贈「二二八

和平基金」15億元。

公積 33,735 400 34,135

特別公積 865 0 865

捐贈公積 32,870 400 33,270

累積餘絀 -1,587 0 -1,587

累積短絀 -1,587 0 -1,587

合  計 1,572,148 400 1,572,548

112年度預算收支兩平，無增

減數。

112年度累計折舊-代管資產轉

列捐贈公積。

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淨 值 變 動 預 計 表

中華民國112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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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頁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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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度

決算數
科  目  名  稱

本年度

預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說    明

38,260 勞務收入 47,880 45,880

3,280 一、給付賠償金計畫 9,600 10,472

2,850 二、籌辦二二八事件紀念活動計畫 2,450 2,650

3,080 三、二二八事件真相調查研究計畫 2,850 2,830

280 四、二二八事件之教育文化活動 280 280

400 五、教育、文化、歷史、人權國際交流 800 800

5,100 六、協助照顧受難者及其家屬計畫 6,870 6,270

18,080 七、經營及管理二二八國家紀念館計畫 18,930 16,950

5,190 八、其他委辦計畫 6,100 5,628

418 其他業務收入 0 0

418 其他業務收入 0 0

11,280 財務收入 13,400 12,650

11,280 利息收入 13,400 12,650 (1) 預估創立基金4,000

萬元及現金存款1,598萬

元之(3個月~9月等)小額

定期存款19筆之利息收入

約計57萬元。

36 其他業務外收入 0 0

36 其他業務外收入 0 0

49,994 總  計 61,280 58,530

(2)內政部捐贈之「二二

八和平基金」合計新臺幣

15億元。分存於公、民營

等4家銀行，並規劃以1年

期小額定存345筆計10億

9,850萬元、大額定存2筆

計1億1,300萬元、活期儲

蓄存款1筆計1億8,850萬

元及1筆7年期金融債1億

元，預估利息收入約計

1,283萬元。

本會之勞務收入編列係依

據內政部委託財團法人二

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辦理

「經營管理二二八國家紀

念館」經費委託契約書第

二條訂定：本業務所需委

辦經費由內政部編列預算

支應。

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收 入 明 細 表

中華民國112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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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度

決算數
科  目  名  稱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上 年 度

預 算 數
說     明

38,161 勞務成本 52,611 50,030 本年度勞務成本預算數5,261萬1千元，較上年

度預算數5,003萬元，增加258萬1千元。其預算

數明細如下：

4,029 一、給付賠償金計畫 11,220 11,390

2,188 (一)用人費用 2,107 2,277

41 (二)服務費用 113 113

1,800 (三)賠償及捐助 9,000 9,000

1,973 二、籌辦二二八事件

    紀念活動計畫

2,650 2,850

1,972 (一)服務費用 2,550 2,650

0 (二)材料及用品費 100 200

1 (三)稅捐及規費 0 0

3,082 三、二二八事件真相

    調查研究計畫
3,350 3,350

3,054 (一)服務費用 3,330 3,330

26 (二)材料及用品費 20 20

2 (三)稅捐及規費 0 0

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支 出 明 細 表

中華民國112年度

二、籌辦二二八事件紀念活動計畫265萬元，包

括：

(一)辦理二二八和平紀念日系列活動之旅運費

及耗材等服務費用119萬元與共生音樂節50萬

元。

(二)依據「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辦

理二二八事件受難者及其家屬申請回復名譽作

業要點」規定，受理受難者本人及其家屬申請

回復名譽證書，經費1萬元。

(三)與地方二二八關懷協會合辦各地二二八事

件紀念活動，共同追思二二八事件受難者合辦

活動經費20萬元。

(四)辦理宗教性追思紀念活動之郵電費及其他

服務費用75萬元。

一、給付賠償金計畫1,122萬元，包括預計編列

員額2人之薪資等210萬7千元，辦理未審結案件

之尋查及審理等會議之出席費、印刷等服務費

11萬3千元，預計發放二二八賠償金900萬元。

單位：新臺幣千元

三、二二八事件真相調查研究計畫335萬元，包

括：

(一)清查二二八可能受難者計畫，成立二二八

事件可能受難者清查小組進行清查，經費約45

萬元。

(二)「掛念二二八：二二八事件紀念書寫」專

書出版及座談會計畫，經費約80萬元。

(三)「2023年二二八、人權、民主與轉型正

義」學術研討會計畫，經費約35萬元。

(四)「2023年戰後接收與台灣二二八」學術論

文集出版計畫，經費約40萬元。

(五)二二八事件人物誌計畫，經費約40萬元。

(六)二二八事件受難者暨可能受難者查詢資料

庫建置計畫，經費約45萬元。

(七)二二八事件研究議題之論文蒐集，經費約

5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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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度

決算數
科  目  名  稱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上 年 度

預 算 數
說     明

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支 出 明 細 表

中華民國112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98 四、二二八事件之教育

    及文化活動
350 350

2 (一)服務費用 70 70

96 (二)賠償及捐助 280 280

127 五、教育、文化、歷史、人權

    國際交流
1,000 1,000

127 (一)服務費用 990 990

0 (二)材料及用品費 10 10

8,438 六、協助照顧受難者

    及其家屬計畫
8,795 8,581

4,709 (一)用人費用 5,085 4,871

182 (二)服務費用 285 283

0 (三)材料及用品費 0 2

3,547 (四)賠償及捐助 3,425 3,425

20,414 七、經營及管理二二八

    國家紀念館計畫
25,246 22,509

4,479 (一)用人費用 5,362 5,200

14,164 (二)服務費用 17,984 15,304

1,174 (三)材料及用品費 1,090 1,045

192 (四)租金 400 400

398 (五)折舊及攤銷費 404 550

7 (六)稅捐及規費 6 10

四、依據「二二八事件教材著作及調查考證補

助辦法」辦理學術研究報告及二二八事件相關

論文等補助計畫，郵電印刷及補助費等計35萬

元。

六、協助照顧受難者及其家屬計畫879萬5千元

，包括：

(一)本計畫預計編列員額6人之薪資等508萬5千

元。

(二)辦理撫助照料清寒無依之受難者及遺族計

畫及發放重陽節敬老金、急難撫助金、三節中

低收入戶及受難者本人特別照護等撫助金之捐

助金320萬，服務費用10萬元。

(三)辦理訪慰及撫慰聯誼活動之旅運費、出席

費、保險費及聯繫協調費及訪慰金等服務費用

15萬元。

(四)辦理清寒獎學金之申請與發放作業之出席

費、郵電費及印刷費等服務費用3萬5千元，發

放獎學金22萬5千元。

五、教育、文化、歷史、人權國際交流計畫編

列100萬元，包括：

(一)紀念與學術活動交流，經費約15萬元。

(二)參與國際人權歷史事件追思活動與紀念儀

式，經費約10萬元。

(三)國際學界人士人權交流參訪計畫，編列國

外旅費75萬元。

七、經營及管理二二八國家紀念館計畫2,524萬

6千元，包括：

(一)配合各項受託經營管理二二八國家紀念館

工作計畫，編列員額7人之薪資等536萬2千元。

(二)二二八國家紀念館之相關維護管理費用，

包括出席費、水電清潔費、保全費、維護費、

保險費、專業服務費用及其他等服務費用429萬

元、紀念館內外使用耗材等材料用品費20萬

元、本會折舊4千元及代管資產年度提列折舊費

40萬元，另稅捐及規費6千元。

(三)辦理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志工組織相關工作

，包括志工訓練等鐘點費、旅運費、保險費、

印刷、志工服務費及聯繫協調費等服務費用3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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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度

決算數
科  目  名  稱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上 年 度

預 算 數
說     明

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支 出 明 細 表

中華民國112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四)辦理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展覽活動，包括展

區之維護、各項二二八主題特展之規劃及執行

工作等出席費、旅運費、印刷、保險及專業服

務費等服務費用439萬元、展覽設備租金40萬元

及策展耗材等材料及用品費11萬元。

(五)二二八國家紀念館教育推廣活動之鐘點

費、國內外旅運費、印刷、郵電費、保險費及

其他服務費200萬元（含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78

萬元），材料及用品費15萬元。

(六)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年報等文宣品編撰及發

行，含相關刊物、多國語言之館務文宣品等之

稿費、印刷、郵電費及專業服務費等服務費用

68萬元，照片沖印及紀念品等材料及用品費2萬

元。

(七)本館典藏文物於完成盤點及清單整飭後，

規劃分類進行館藏文物修復與權利盤點及相關

課程，經費編列服務費用36萬4千元，材料及用

品4萬元。

(八)規畫228第一代受難者口述訪談案，並厚實

口述訪談史料及研究調查，編列服務費用18萬

元，耗材等材料及用品費2萬元。

(九)進行本館汙水下水道接管工程、自來水進

水管漏水更新工程、展演廳隔間工程及分區屋

頂鋪面、女兒牆、外牆防漏工程，編列經費578

萬元(資本門工程費)。

(十)汰換音響擴大機等音響設備，以維持展演

廳使用效能及功能；汰換空調機，以維持文物

室、檔案室濕度維持效能及使用安全等，編列

經費55萬元(資本門設備費)。

8,686 管理費用 8,669 8,500

8,686 行政及管理支出 8,669 8,500

6,337 (一)用人費用 6,963 6,572

2,091 (二)服務費用 1,479 1,701

52 (三)材料及用品費 17 17

199 (四)租金 200 200

7 (五)折舊及攤銷費 0 0

0 (六)稅捐及規費 10 10

46,847 總    計 61,280 58,530

基本行政工作維持及紀念館之營運管理866萬9

千元，設置執行長1人及行政部門編列員額5人

之用人經費696萬3千元。另配合各業務部門需

要，使各項業務得以順利推進，並如期完成，

經費編列兼職費、國內外旅費、郵電費、印

刷、專業服務費、公共關係費、維護費、保險

費及其他等服務費用147萬9千元，辦公文具及

辦公設備等材料用品費1萬7千元，辦公設備租

金20萬元及規費1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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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前年)

12月31日實際數
科         目

112年12月31日

預       計      數

111年(上年)12月31日

預     計     數
比較增(減-)數

資    產

53,476 流動資產 55,454 59,045 -3,591

30,311 現金 32,291 36,049 -3,758

30,311 銀行存款 32,291 36,049 -3,758

7,022 應收款項 7,020 6,857 163

493 應收帳款 493 493 0

6,529 應收利息 6,527 6,364 163

163 預付款項 163 159 4

155 預付費用 157 153 4

2 暫付款-其他 0 0 0

6 留抵稅額 6 6 0

15,980 其他流動資產 15,980 15,980 0

15,980 其他金融資產 15,980 15,980 0

100,000 投資、長期應收款、貸款及準備金 100,000 100,000 0

100,000 非流動金融資產 100,000 100,000 0

100,000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非流動 100,000 100,000 0

9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3 7 -4

9 什項設備 3 7 -4

39 什項設備 39 39 0

-30 累計折舊-什項設備 -36 -32 4

7 無形資產 0 0 0

7 無形資產 0 0 0

7 電腦軟體 0 0 0

1,965,120 其他資產 1,964,170 1,964,570 -400

1,965,120 什項資產 1,964,170 1,964,570 -400

33 存出保證金 33 33 0

1,610 藝術品及文物 1,610 1,610 0

551,233 代管資產 551,233 551,233 0

-27,756 累計折舊-代管資產(什項設備) -28,706 -28,306 400

40,000 創立基金-銀行存款基金專戶 40,000 40,000 0

1,400,000 其他基金-銀行存款基金專戶 1,400,000 1,400,000 0

2,118,612 資產合計 2,119,627 2,123,622 -3,995

負    債

23,163 流動負債 24,163 28,163 -4,000

23,163 應付款項 24,163 28,163 -4,000

6 應付票據 6 6 0

23,121 應付賠償金 24,121 28,121 -4,000

16 應付費用 16 16 0

20 其他應付款 20 20 0

523,851 其他負債 522,916 523,311 -395

523,851 什項負債 522,916 523,311 -395

374 存入保證金 389 384 5

523,477 應付代管資產 522,527 522,927 -400

547,014 負債合計 547,079 551,474 -4,395

淨    值

1,540,000 基金 1,540,000 1,540,000 0

40,000 創立基金 40,000 40,000 0

40,000 創立基金 40,000 40,000 0

1,500,000 其他基金 1,500,000 1,500,000 0

1,500,000 其他基金 1,500,000 1,500,000 0

33,185 公積 34,135 33,735 400

865 特別公積 865 865 0

865 特別公積 865 865 0

32,320 捐贈公積 33,270 32,870 400

32,320 捐贈公積 33,270 32,870 400

-1,587 累積餘絀 -1,587 -1,587 0

-1,587 累積短絀 -1,587 -1,587 0

-1,587 累積短絀 -1,587 -1,587 0

1,571,598 淨值合計 1,572,548 1,572,148 400

2,118,612 負債及淨值合計 2,119,627 2,123,622 -3,995

    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資產負債預計表

中華民國 112年12月 31日
單位: 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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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人

職類(稱)
本年度員額

預  計  數
說        明

執行長 1 負責執行董事會決策及綜理會務。

第一處 置處長1人，工作人員5人，掌理事項包括：

處長 1

高級專員、專

員(組員)

5

第二處 置處長1人，工作人員4人，掌理事項包括：

處長 1

高級專員、專

員(組員)

4

第三處 置處長1人，工作人員3人，掌理事項包括：

處長 1

研究人員 3

行政室 置主任1人，工作人員4人，掌理事項包括：

主任 1

高級專員、專

員(組員)

4

總　　　計 21

1.二二八事件教材著作及調查考證補助。

2.二二八事件教育推廣及文化交流活動，各級學校參訪導覽、

  教學合作及各類營隊籌辦等。

3.二二八事件文物徵集、典藏及展示，包含文物實體及數位典

  藏計畫。

4.賠償金標準之審定及賠償案件審核。

5.不服賠償金申請案件之訴願、訴訟。

6.協助受難者及其家屬回復名譽，釐清相關責任歸屬。

7.依調查結果呈請總統大赦或特赦之擬議事項。

8.建立國內人權相關機構間合作交流平台。

1.會計、協助年度業務計畫擬訂及預決算彙編。

2.人事、人員進用、升遷、考核及差勤管理。

3.出納、檔案及圖書管理、總務、財產管理、印信、警衛、文

  書、收發文。

4.研考、議事、法制、稽核暨各類行政事務。

5.規劃基金之保管及運用事宜。

6.辦理國家紀念館各項設備及整體環境之維護與管理業務。

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員工人數彙計表

中華民國112年度

1.二二八事件紀念及追思活動之籌辦。

2.教育、歷史、文化、人權之國際交流工作，積極與國外相關人

  權組織團體結盟，爭取國際社會對臺灣民主之支持與認同，並

  串聯國際間相關人權、和平組織之合作交流。

3.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常態展及各項主題展覽等規劃業務。

4.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志工之培訓與管理。

5.二二八國家紀念館館務行銷及館際交流業務，辦理紀念館形象

  宣傳與活動執行。

6.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各類文宣品設計、印製、編撰及發行。

7.協助照顧弱勢受難者家屬之生活扶助。

1.二二八事件真相調查研究、史料編纂及出版。

2.學術研討會之規劃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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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資

超時

工作

報酬

津貼 獎金

退休金

卹償金

及

資遣費

分攤

保險費
福利費

補充

保費
總計

執行長 1,539 0 0 319 95 125 16 4 2,098

處長

(主任)
3,332 23 0 743 203 353 64 16 4,734

研究人員

(高級專

員)

2,711 19 0 558 167 325 58 16 3,854

專員

(組員)
6,194 43 0 1,183 380 819 168 44 8,831

總 計 13,776 85 0 2,803 845 1,622 306 80 19,517

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用人費用彙計表

中華民國112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科目

名稱 

 

職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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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勞務成本            780

經營及管理二二八國家紀念館計畫            780

服務費用             780

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             780

總　　　計             780

二二八國家紀念館教育推廣及展覽活

動於平面媒體、廣播媒體、網路媒體

（含社群媒體）及電視媒體，投放本

會各類展覽或講座及宣導影片，包含

設計成本及相關影片製作成本，故編

列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78萬元。

 本年度預算數 預計執行內容

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費彙計表

中華民國112年度  

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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