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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人权问题上表现如何？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日前列举美方侵
犯人权“五宗罪”：殖民主义、种族主义、输出动
乱、干涉主义、双重标准。外媒指出，新冠肺炎疫
情大流行使美国积累的人权问题进一步恶化。

刘卿：种族主义是美国国内最突出的人权问
题之一。一方面，少数族裔的人身安全得不到保
障，弗洛伊德事件和亚裔遇袭事件即是例证；
另一方面，隐性的种族歧视更是随处可见，白
人至上主义占据主导，少数族裔在政治、经
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领域遭受长期的不公正
待遇。而人权问题在被忽视的同时，又被政客利
用，成为政党斗争的工具。

从国际层面来看，多年来美国未经联合国
授权屡次对外发动战争或进行军事行动，危害
他国民众的生命，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人道
主义。美国长期在人权问题上拿着“两把尺
子”，奉行双重标准，随意解释人权概念。美国
还多次打着“人权”的旗号干涉别国内政，在
别国制造动乱，为自身谋取政治私利，国际社
会尤其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可谓“苦美久矣”。

所谓人权，首先是生命健康权和生存发展
权。无论对本国民众还是他国民众，美国的人
权答卷显然不及格。

肖河：整体上看，美国的人权政策有三大
缺陷——

第一，不认可公民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
只谈公民的政治权利，这不仅使美国人民在社会
生活中面临着巨大的不平等，也使公民的政治权
利成为虚假的平等。例如，疫情期间，一些政客为
疫苗分配不平等现象辩护，认为“本该如此”“人
就是不平等”；再如，美国虽然有普选制，但是穷
人往往投票成本更高、投票率更低。

第二，在一些原则上已不存在争议的问题
上，美国在实践中仍存在巨大缺陷，这集中体
现在种族问题上。弗洛伊德事件震动全美，但
仍不能推动美国的警务改革落地，美国社会和
政坛中的种族主义力量依旧根深蒂固。

第三，美国拒绝承担国际人权责任。如美国
拒绝加入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一系列人权公约，
在海外行动中拒绝受到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约
束。美国的国际人权政策是典型的“双标”——

“只照别人、不照自己”。
可以看出，美国的内政外交政策仍秉持西

方中心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并带有一定的孤
立主义色彩。美国自视“例外”，以国际社会

“主权者”自居，完全认识不到其种种破坏人权
的行径，终将给自身带来恶果。

沈雅梅：种族问题是美国与生俱来的一个
伤疤，黑人、原住民等少数族裔的权益长期得
不到保障，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的国家认
同。弗洛伊德事件发生后，种族问题沦为政治
工具，一些政客自揭伤疤，主要是考虑到选
票，是为了争取更多少数族裔和移民群体的支
持。此外，美国奉行“小政府、大社会”的理
念，认为贫富差距存在的原因是穷人自身的问
题，而非制度的问题，因而缺乏对弱势群体的
保护，这在疫情期间表现尤为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在全球打响“反恐战

争”以来，各种“黑狱”、虐囚丑闻层出不穷。
美国的军事基地遍布世界各地，其制造的排
污、犯罪等问题直接损害了当地民众福祉。对
于违反当地法律的驻外军人，美国往往通过引
渡等程序使之规避惩罚。

在人权问题上，美国向来“宽于待己，严
于律人”，将自身的人权问题美化为所谓的“风
俗文化”，却借人权问题攻击别国政治制度，将
人权问题政治化，实际上是借此延伸自身霸权。

美国在人权问题上劣迹斑

斑，给美国自身和国际社会带

来哪些危害？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公布的数据显
示，美国新冠肺炎患者中，非洲裔、拉美裔和
原住民的病亡率是白人的将近3倍。统计数据显
示，2001 年以来，美国在全球约 80 个国家以

“反恐”之名发动的战争、开展的军事行动夺去
超过80万人的生命，其中平民约33万人。

刘卿：美国在人权问题上有四大劣迹。其
一，不重视解决国内种种人权问题，美国民众
的生命权和发展权得不到保障，各种社会矛盾
接连暴露，社会撕裂不断加剧，对其自身发展百
害而无一利。其二，一味将自身人权问题向国外
输出，将自身人权压力转嫁给他国或国际组织，
试图转移国内视线，严重损害国际法权威和国
际人权事业的发展。其三，打着“人权”旗号行干
涉主义之实，在一些地区制造动乱，造成大量平
民伤亡，还干扰了当地正常的经济社会发展。
其四，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发达国家，美国在
人权问题上一味操纵舆论、颠倒是非、混淆概
念，没有起到良好的榜样作用，反而成为负面典
型，给国际人权事业的发展埋下绊脚石。

肖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相对于二
战前日德法西斯政权和英法等老牌殖民主义
者，美国的人权外交一度推动了国际人权事业
的发展。但是时至今日，美国的基本人权观和
人权外交还停留在几十年前，对国际社会的破
坏作用日益凸显，积极的建设作用极为有限。

第一，扰乱了国际社会对人权问题的认识。
美国经常出于一己私利，在国际社会中推广错误
的人权观，破坏国际人权共识，妨碍国际社会在
取得共识的基础上改善全球人权状况。对于联合
国人权理事会这样的国际机构，美国动辄以退出
相要挟，使得国际社会无法形成合力。

第二，破坏了全球人权发展的基础。和平与安
全是人权进步的基本保障，经济发展则是人权进
步的最现实途径。美国在其人权外交中经常不顾
这两点基本常识，往往是一边破坏地区和平与安
全，一边大谈促进人权。此外，美国经常以“人权”
之名干扰别国正常的国际经济合作，肆意挑动
矛盾，给相关国家的企业和社会带来经济损失。

沈雅梅：人权这一概念具有丰富的内涵，
各国拥有不同的历史背景、政治制度、文化传
统和发展水平，对人权的解读是多元的，尊重
和保护人权的方式也不相同。美国在人权问题
上奉行双重标准，同时热衷于政治化操弄，搅
乱了不同文明在人权领域的正常对话，干扰了
国际社会对人权议题的理性探讨。如果这种歪

风邪气不能刹车，如果一谈到人权，就是对某
种政治制度的无端指责，那么有关人权的正常
交流就被人为带偏了。这样的结果，对美国解
决其自身人权问题也是毫无益处的。正如一位
美国政治学家说的，美国的政治精英往往生活
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用自己的一套理论去解释
世界，而不去思考如何改进和完善自身。

美国应在人权问题上拿出

何种态度和行动？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特别报告员近日向美国
政府致联名信函，指控美政府和军方持续侵犯
关岛查莫罗土著人的人权。今年3月，联合国人
权理事会第46次会议审议了美国国别人权审议
结果，多国代表对美国人权状况提出批评，敦
促美国审视自身人权问题。

刘卿：美国要解决自身人权问题，须从三
个方面着手。第一，正视并解决好本国的人权
问题。所谓正人先正己，只有系统性地、真正
地改善自身人权状况，才会得到其他国家的尊
重。第二，尊重他国的人权发展道路，承认他
国在人权事业上付出的努力、取得的进步。美
国要认识到，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
权发展道路，人权事业必须也只能按照各国国
情和人民需求加以推进。在人权问题上没有最
好，只有更好。人权发展不是少数国家的专
利，更不能成为向别国施压、干涉别国内政的
工具。第三，加强与国际组织、其他国家在人
权领域的对话和沟通，通过国际合作平台推动
全人类人权事业的发展进步。

肖河：美国的人权问题暴露已久，美国和国
际上的有识之士对此心知肚明，但是美国国内的
右翼保守主义力量和霸权主义惯性使其无法彻
底自我纠正。有的问题是改善幅度缓慢、时进时
退，有的问题则是长期恶化、日益加剧。这与美国
的国家力量和所谓的国际领导地位不相匹配。

美国需要从根本上反思、进而更新自身的
人权观。当前，在美国国内，不同政党对何为人
权、人权应涵盖的范围也在进行激烈的政治讨论
和斗争。但美国政治精英们对人权的认识是不彻
底的。他们仍然不认可他国在促进和发展人权上
取得的巨大成绩，也不认可别国的人权发展路
径。美国需要认识到，在最理想的情况下，自身的
人权观也并不具有普遍意义上的优越性，更不必
说其在现实中已经暴露出许多问题。一言以蔽
之，美国需要重建人权观，但根本目的是为了改
善美国自身的人权状况，而不是与他国的人权道
路开展竞争。在人权问题上，应始终保持相互交
流、相互促进、相互帮助的态度。

沈雅梅：美国首先要反躬自省。对于任何
国家的政府来说，其承担的保护人权的责任都
是对本国民众而言的。认识到这一点，就要把
本国民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先做好自己的事
情。其次，美国在看待其他国家的人权问题
时，要秉持全面、客观的态度，要看到他国人
权发展的历史进步性，尊重不同文化间的差
异，避免把人权问题政治化。但目前来看，美
国要做到这一点是比较困难的，因为美国长期
把“人权”视为维护其全球霸权的工具之一，
这一政策惯性并不容易克服。

近来，一向对他国疫苗
援助行动冷嘲热讽，并且扣
上“疫苗外交”帽子的美国，
一反常态，居然搭起台子，
也唱起了“疫苗外交”大戏。

同印度、日本和澳大利
亚三国合作，计划在印太
地区生产、分配 10 亿剂新
冠疫苗；宣布将向国外运
送6000万剂阿斯利康疫苗，
加快疫苗工厂生产和出口疫
苗的进度；发表声明支持豁
免新冠疫苗专利……美版

“疫苗外交”雄心勃勃，甚至
放言美国将成为全球“对抗
新冠肺炎疫情的武器库”。

新冠疫苗是战胜疫情
的有力武器。在全球疫苗
供应紧缺和分配严重不平
衡的当下，一直奉行“先
己后人”原则的美国为何
突然变得慷慨大方？

这一突然转变的首要
前提是美国自身新冠疫苗
库 存 充 盈 。 据 美 联 社 报
道，美国已经确保足够剂
量的新冠疫苗在5月底前供
全美所有成年人接种；7月
底前，供4亿民众接种。随
着本国疫情因疫苗接种率
不断提升而有所缓解，美
国的新冠疫苗库存已超过
民众接种需求，甚至有数
千 万 剂 疫 苗 待 在 仓 库 里

“吃灰”。在此背景下，掌
握3种疫苗供应主动权的美
国腾出手来，有余裕考虑国
际形象和经略外交问题，不
足为怪。

虽 然 美 国 政 府 宣 称
“不会为谋求政治利益拿疫
苗做交易”，但是美版“疫
苗外交”的种种表现无不
充满政治算计。

抛开世卫组织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 （CO-
VAX），拉拢印日澳三国合作生产疫苗，美国试图
控制印太地区的疫苗生产和分配。究其根本，拉帮
结派为其印太战略服务，是美国“疫苗外交”真实的

“醉翁之意”。
此外，自疫苗问世以来，因为在疫苗问题上

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美国得罪了不少盟友和邻国。
因此，美国“疫苗外交”的真正目的，是通过更积极
和更“慷慨”的举措，挽回此前因“疫苗锁国政策”而
造成的公关危机，改善与盟国、邻国间关系，找回美
国在第三世界损失的“人气”。

只是，掺杂了私心的美版“疫苗外交”，能补回
“外交失分”吗？面对印度近来疫情大幅反弹的
失控局面，美国并未在第一时间施以援手。后面
实在抹不开印度的面子，就派飞机运送了一些抗
疫物资，比如空的氧气瓶。与此同时，美国执着
于与三个“亚太伙伴”达成疫苗协议，在拒绝
印度求助提供疫苗原料的情况下，还宣称疫苗协
议“依然按计划进行”。由此可见，美国根本不想
帮助印度，充其量把印度当作推进其印太战略的
一枚棋子罢了。至于美国画出的 6000 万剂疫苗
援助“大饼”何时兑现、哪些国家能收到疫苗，恐
难预测。如此这般，连《纽约时报》也看不下去了，
称美国的承诺“伴随着缺陷”，对世界疫情防控是

“杯水车薪”。
其实，“疫苗外交”原本是继“病毒起源论”和“口

罩外交论”后，美西方政客抛出的又一污蔑中俄的论
调，淋漓尽致地暴露了某些西方政客“气人有，笑人
无”的“柠檬精”心理。但美国最近火热推进的“疫苗
外交”，着实打了自己的脸。对此，国际社会看得一清
二楚。英国广播公司（BBC）评论称：“美国政府有意
进行‘疫苗外交’——利用这些疫苗向其他国家施加
压力，以帮助推进美国的外交政策优先事项。”

一边把别国的疫苗人道主义援助指责为“疫
苗外交”，一边将美版“疫苗外交”称为“重大人
道主义承诺”，美国的双重标准暴露无遗。

当前，发达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的
巨大“疫苗鸿沟”，依然触目惊心。有疫苗生产和供
应能力的国家，在相关框架内向疫情严重的国家捐
助和供给疫苗，对实现发展中国家的疫苗可及性和
可负担性善莫大焉。借疫苗问题大打地缘政治算
盘、挑起政治对抗，是对全球抗疫的巨大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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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话题：当地时间 5月 5日，
联合国人权特别报告员发表声明称，
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和俄克拉荷马州
等地通过的旨在压制种族歧视抗议
活动的新法律，违反了国际法，也违
反了美国宪法对和平集会权的保护。

震惊世界的弗洛伊德案审判不足一
月，“我无法呼吸”的呻吟声犹在耳
畔，美国多州却匆忙立法，试图将合
法的抗议活动定为犯罪，再次暴露美
式人权的虚伪面目。

这个自诩为“人权卫士”的超级

大国，究竟交出了一份怎样的人权答
卷？美国暴露的种种人权问题，给本
国民众和国际社会带来了什么？作为
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应在人
权问题上拿出何种态度和行动？本报
与三位国际问题专家进行深度对话。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副院长 刘 卿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
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肖 河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
研究所副研究员 沈雅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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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 地 马 拉
帕 卡 亚 火 山 已 持
续喷发数周。5 月
5 日在危地马拉圣
维森特-帕卡亚拍
摄 的 熔 岩 从 帕 卡
亚火山流淌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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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 点 对 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