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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背景

【本報訊】綜
合路透社、中新社
及法新社19日報道
： 美 國 19 日 發 表
2012年度各國人權

報告，對全球約200個國家的人權狀況指手畫腳
。與去年報告類似，每個國家在報告中自成一
章，按國名英文字母順序排列。報告未對各國
人權狀況進行比較，也未進行排名。

報告涉華部分共160頁，篇幅超過去年，對
中國政治、民主、司法、宗教、民族乃至互聯
網等方方面面進行了抹黑。報告將中國視作 「
專制國家」，宣稱過去一年中國人權狀況 「繼
續惡化」。報告稱，中國一直保持對政治異
見人士和人權活動分子的打壓，腐敗猖獗，司
法體系存在諸多缺陷。報告說，2012年中國的
人權問題還包括法外執行死刑、任意拘押和刑
訊逼供等。

這一年度報告已發表了接近40年。對於2012

年全球人權總體狀況，報告宣稱出現五大顯著
變化，包括民間組織活動空間收窄、中東人民
苦苦要求民主改革、緬甸民主和民間組織起步
、信息交流技術出現革命性變化以及弱勢群體
持續邊緣化並遭遇暴力。

對各國指指點點
報告用大量篇幅批評俄羅斯人權狀況，指

莫斯科去年對非政府組織如人權組織（尤其是
從海外獲得資助者）作出新的限制，而且大幅
增加對未經批准示威的罰款。報告又指普京成
功第三度出任總統，被選舉程序上的違規情況
蒙污。報告還指北高加索地區（包括俄羅斯統
治的車臣地區） 「尤其缺乏」法治， 「政府力
量、叛亂分子、伊斯蘭民兵還有犯罪勢力在當
地的衝突，導致人權經常被侵犯。」

人權方面的爭論一直是美國同普京政府關
係日益緊張的一個原因。上周，美國以涉及在
俄羅斯侵犯人權為由，禁止18名俄羅斯人入境

，而這些人大多數和2009年俄羅斯告密者馬格
尼茨基死於獄中的案件有關。俄羅斯則還以顏
色，將18名美國人列入黑名單，其中兩人是關
塔那摩灣監獄的負責人。

報告亦批評，埃及政府2011年尾採取行動
對付非政府組織：警方採取突擊行動對付多個
組織，包括總部設在華盛頓的全國民主研究所
和國際共和研究所。埃及政府還起訴本國公民
及外國人 「管理未得到許可的組織」，和 「未
經批准接受外來資金」。

報告又突出了朝鮮的 「悲慘」狀況，當地
的變節人士 「繼續報告法外殺人、失蹤、任意
拘留、拘捕政治犯和審問」等事件。報告還譴
責朝鮮 「龐大的政治犯勞改營網絡，那兒的情
況既惡劣又威脅生命」。

報告又批評越南，指當地的人權狀況2012
年有惡化趨勢。它說： 「當局限制表達自由，
用模糊的國家安全法規來監禁異見人士，騷擾
活躍分子及其家人，而且不尊重法治。」

美報告誣華人權繼續惡化

公民無平等選舉權
2012年美國總統選舉中，符合條件的

選民人數比2008年增加了800萬，但實際參
加投票的人數反而減少了500萬，投票率僅
為57.5%。美國選舉形同金錢對決，政治獻
金深刻影響美國的政策走向。近90%的美
國人認為2012年總統大選中來自商界的捐
資太多，政治獻金只會讓富人對決策有更
大影響力。

暴力槍支罪案頻發
2011年，美國共發生暴力犯罪案件約

1203564起，相當於每10萬居民386.3起。
美國是世界上人均擁有槍支最多的國家。
美國公民手中約有2.7億支槍，每年有10餘
萬人遭遇槍擊，2010年有3萬多人死於槍傷
。然而，美國在槍支管理方面少有作為。

頻繁對外發動戰爭
2001至2011年間，每年約有14000至11

萬名平民死於美國領導的 「反恐戰爭」。
駐阿富汗美軍無端屠殺平民，褻瀆他們的
宗教感情。以美國為首的軍事行動製造生
態災難，伊拉克戰後兒童出生缺陷率 「驚
人增加」。美國在關塔那摩監獄長期非法
關押外國人，截至2012年1月，該監獄中仍
然關押171人。

強化監控民眾
2012年美國國會通過法律，授權政府通過未經許可

的竊聽及電子通訊手段侵犯民眾隱私。從2009年到2011
年，美國司法部使用 「電子筆錄器」和 「誘捕與追蹤裝
置」監視電話通訊次數增長了60%。國家安全局每天截
獲和存儲17億條電子郵件、電話和其他溝通類型的信息
。國家安全局還在猶他州籌建一個巨型數據中心，用於
存放和分析 「全世界範圍內的海量通信」。

兒童安全受威脅
美國兒童死於槍支的比率是排在其後面的全世界20

個主要工業化國家總比率的25倍。每年至少有10萬名美
國兒童被販賣。美國兒童性侵害案件嚴重。20%成年女
性和5─15%成年男性在童年或青少年時期遭遇過性虐待
。2010年美國有63527名兒童成為性虐待的受害者。

失業率持續高企
2012年4月，美國失業率為8.1%。失業人口高達1250

萬人。2011年，美國25歲以下擁有學士學位的人中，
53.6%的人找不到工作或者學非所用。即使找到了工作，
有些人也得不到適當的報酬。在美國食品行業近2000萬
工人中，有60%的人收入低於當地的貧困線標準。近年
來，美國的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在發達國家中位列第
四。

無全民醫療保險
美國是當今世界上少數沒有實行

全民醫療保險的發達國家之一，有相
當數量的居民因沒有醫療保險而無法
在患病時得到必要的醫療照顧。2011
年，美國有15.7%的居民沒有醫療保
險。每年約有11.5萬名美國婦女在離
婚後，因無力負擔私人保險費用而失
去醫療保險。2011年，美國平均每一
萬人中就有21個無家可歸者。

女性遭就業歧視
2011年，美國大約三分之二的最

低薪酬工作由女性承擔，61%的最低
薪酬全職工是女性。2011年女性的
貧困率為14.6%，高於男性的10.9%
。40%的女性戶主家庭處於貧困狀
態，女性退休人員的貧困率比男
性退休人員高50%。美國女性軍
人在服役期間經常遭受性侵犯，
有媒體質疑美國軍隊中存在 「強姦
文化」。此外，少數族裔婦女健康狀
況堪憂。

種族歧視未見改善
跟其他族裔相比，警察更袒護白

人。種族隔離在美國事實上依然存在
，在紐約的高檔社區上東區，非西班
牙裔黑人居民僅佔2.7%，白人居民佔
81%。2012年總統大選中，部分亞裔
選民在投票站遭遇投票障礙，並受到
歧視。少數族裔在就業方面受到歧視
，經濟狀況惡化。亞裔和非洲裔重新
就業所耗時間明顯長於白人。

【本報訊】綜合新華社、國際線上21日
報道：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1日發表《
2012年美國的人權紀錄》，以回應美國國務
院日前發表的《2012年國別人權報告》對中
國人權事業的歪曲指責。人權記錄指出，美國
在生命與人身安全、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經
濟和社會權利、種族歧視、婦女和兒童權利以
及侵犯他國人權這六個方面存在嚴重問題。

這是國務院新聞辦公室針對美國一年一度的國別人
權報告連續第14年發表美國的人權紀錄。人權紀錄說，
以 「人權衛士」自居的美國政府在剛剛發布的《2012年
國別人權報告》中，又對包括中國在內的190多個國家的
人權狀況指手畫腳、說三道四，而偏偏對其本國存在的
人權問題避而不談、隻字未提。事實說明，美國存在
嚴重人權問題。

美國人有2.7億支槍
人權紀錄指出，美國持槍犯罪嚴重威脅公民的生命

與人身安全。美國是世界上人均擁有槍支最多的國家。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2012年7月23日報道稱，美國公民手
中約有2.7億支槍，每年有10餘萬人遭遇槍擊。

《今日美國報》網站2012年10月17日報道稱，2011
年，美國的暴力犯罪增長17%。槍擊暴力犯罪是對美國公
民生命和人身安全最嚴重的威脅之一。2012年，奧克蘭
校園槍擊案、科羅拉多世紀影院槍擊案等接連發生，令
人震驚不已，但這一連串的惡性事件卻依然難以讓美國
政府在槍支管理方面有所作為。

2008年和2010年，美國最高法院就兩起持槍案作出
裁決，裁定州和地方政府限制公民擁有槍支的法律違憲
。大約有一半的州修法允許槍支擁有者在大多數公共場
所公開攜帶槍支。許多州的法律允許公民在受到威脅的
情況下開槍，即使在他們不用武力能夠逃離威脅的情況
下也可以開槍。

南開大學人權研究中心副主任常健認為： 「美國的
人權觀念，在各項人權的排序方面是有嚴重偏狹的，過
分強調公民持槍自由權的至上性，把生命權這種更基本
的權利排在後面。」

發達國家中貧富懸殊最大
美國已成為發達國家中貧富懸殊最大的國家之一。

2011年美國基尼系數為0.477，失業人數高達900萬人；約
有1640萬兒童生活在貧困之中，公立學校報告的無家可
歸的兒童和青少年數量首次超過100萬。

美國是當今世界上少數沒有實行全民醫療保險的發
達國家之一，有相當數量的居民因沒有醫療保險而無法
在患病時得到必要的醫療照顧。2011年，美國有15.7%的
居民沒有醫療保險，人數達到4861萬3000人。

中國社科院人權研究中心秘書長柳華文表示，這與
美國長期忽視公民的經濟和社會權利有關。柳華文說：
人權是一個有機整體，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在內，所
有的人權都應當全面推進。

美國存在嚴重的性別歧視、種族歧視和宗教歧視。
土著人面臨嚴重的種族歧視，其貧困率是全國平均水準
的兩倍；美國一名導演拍攝並在網上播放的侮辱伊斯蘭
教先知的電影引發了全球穆斯林的抗議浪潮。

美國嚴重侵害他國人權。2012年，美國在也門、阿
富汗、巴基斯坦等國的軍事行動造成無辜平民大量死亡
；焚經辱屍，褻瀆當地人民的宗教感情。美軍在伊拉克
戰爭中使用白磷彈和貧鈾彈，使戰後伊拉克嬰兒出生缺
陷率大幅上升。

此外，美國未能有效參與國際人權合作。美國沒有
加入或批准《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兒
童權利公約》、《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殘疾人權利公約》等一系列聯合國核心人權公約。

▲美國國務卿克里19日在華盛頓發表2012年度各國人權報
告 美聯社

▲2013年1月26日，在美國首都華盛頓，人們舉要求控制槍支的標語牌集會 新華社

▲

去年九月十
一日，示威者
在美國駐開羅
大使館外抗議
美國一部侮辱
伊斯蘭教先知
的電影

美聯社

▲一名阿富汗兒童在失去親人的
驚恐中大哭 資料圖片

▲1月26日，一名女孩拿 「保證我們
的安全」 標語牌參加首都華盛頓的集
會 新華社

▲1月31日，華盛頓一名露宿者飲用志願者送來的
咖啡 法新社

▲2012年5月24日，美國華盛頓阿靈頓國家公墓中
，家屬在墓碑前悼念伊拉克死難者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