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際記者聯會安全基金 - 概覽 

 

關於國際記者聯會安全基金 

 

參與新聞採集的傳媒人員包括編輯、記者、翻譯、錄影師及司機。他們在 

世界各地的日常工作中都面臨著暴力風險。作為公共利益的守護者，記者與一起工作的

伙伴既不是麻煩製造者，更不是尋求成為英雄。他們的工作就是跟著新聞議題，查找事

實並準確地報導正在發生的事情。 

 

國際記者聯會安全基金成立於 1992 年 1 月，為世界各地的同業因工作而遇上暴力、威

脅及傷害而提供生命線，確保他們在最需要的時候得到幫助。 

 

國際記者聯會安全基金是獨一無二的。是唯一的記者全球援助基金，它主要由記者個人

和記者組織的捐款資助。它沒有得到政府或企業贊助商的資助。 

 

國際記者聯會安全基金的資助是來自記者及其家屬。 

 

該基金為各地的記者和傳媒專業人員提供人道主義援助，及團結來自各地的同業，不論

他們是否國際記者聯會的工會會員。 

 

誰可申請基金的援助： 

 

基金的受益人包括任何人因新聞報導工作致陷入財務困境，例如： 



•家庭受威脅致被迫流亡; 

•因訴訟需訟費援助; 

•受傷致需醫療費及; 

•旅費可令行程安全。 

 

過去受益人的國家 

 

國際記者聯會安全基金幫助了許多國家的記者和傳媒人員，包括：阿爾巴尼亞、阿爾及

利亞、安哥拉、孟加拉、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布隆迪、柬埔寨、喀麥隆、哥倫比亞、

民主剛果共和國、克羅地亞、埃塞俄比亞、厄立特里亞、岡比亞、格魯吉亞、加納、危

地馬拉、幾內亞、海地、印度、印度尼西亞、萊索托、利比里亞、肯尼亞、蒙古、尼泊

爾、尼日利亞、巴基斯坦、巴拉圭、秘魯、羅馬尼亞、俄羅斯、盧旺達、塞內加爾、塞

拉利昂、索馬里、南非、斯里蘭卡、蘇丹、塔吉克斯坦、多哥、土耳其、烏干達、委內

瑞拉、越南、南斯拉夫（科索沃和塞爾維亞）及津巴布韋。 

 

人道主義援助的條件 

 

為了獲得經濟援助，申請人必須符合以下條件： 

•真正需要法律、醫療、安全和生活費用; 

•危急情況因與新聞業有關; 

•缺乏其他收入來源以滿足需要; 



•申請盡可能得到熟悉個案的國際記者聯會屬會支持。 

 

如何申請 

 

申請者需連同證據將申請提交予所在區域的國際記者聯會區域辦事處，或直接遞交予位

於布魯塞爾的國際記者聯會人權和通訊部幹事。申請經評議後會提交予國際記者聯會秘

書長，秘書長可以： 

•批准請求並按職權分配給予補助金（任何金額最高 1000 歐元）。 

•尋求安全委員會批准（金額超過 1000 歐元）。 

•按有效理由拒絕請求。 

 

請求獲得批准後，人權幹事會通知申請人及或在適用的情況下，屬會會員決定並同意以

最有效方法將援助金交予受益人。受益人需填寫及簽署表格，交回國際記者聯會，表格

將隨援助金轉賬通知書一併寄出。 

 

同意在當地管理援助金的國際記者聯會屬會會員，同樣要填寫表格並代表受益人交回。

欲了解國際記者聯會安全基金，這代表團結的基金是由記者開創的。 

 

•您在傳媒工作嗎？ 

•您是否遇到經濟困難？ 

•您的人身安全是否有風險？ 

•您目前的情況與您的新聞工作有關嗎？ 



•然後，您可能有資格獲得國際記者聯會安全基金的人道主義援助。請聯繫 ： 

•國際記者聯會人權幹事：ernest.sagaga@ifj.org 或登入我們的網站 www.ifj.org 

•國際記者聯會地區辦事處：達喀爾（非洲）：悉尼（亞太地區）：加拉加斯（美洲）：波

哥大（哥倫比亞）：國際記者聯會國家會員 

 

國際記者聯會是 The Journalists in Distress Network(JID)成員。該網絡是一個新聞自由和言

論自由組織，為記者和作家提供人道主義援助方案。 

網絡成員包括: 

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 (CPJ) - www.cpj.org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RSF) - www.rsf.org 

The Rory Peck Trust - www.rorypecktrust.org 

Canadian Journalists for Free Expression - www.cjfe.org 

International PEN - www.internationalpen.org.uk 

World Association on Newspapers - www.wan-press.org 

Front Line - www.frontlinedefenders.org 

International Media Support (IMS) - www.i-m-s.dk 

International Press Institute (IPI) - www.freemedia.at 

Journalists Helping Journalists - www.journalistenhelf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