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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式霸權製造人道主義危機
國新辦發表《2023年美國侵犯人權報告》：美國人權狀況繼續惡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國務院新聞辦

公室29日發表《2023年美國侵犯人權報告》，以事實和

數據揭露美國侵犯人權的真相。報告稱，美國國內人權

正朝着日益兩極分化的方向發展，在國外長期以來大搞

霸權主義、單邊主義和強權政治，製造嚴重的人道主義

危機。報告呼籲美國政府採取切實舉措破解美國人權困

局，回應美國人民期待和國際社會關切。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5月29日下
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同來華
出席中國－阿拉伯國家合作論壇第十屆部長級
會議開幕式並進行國事訪問的埃及總統塞西舉
行會談。
習近平指出，68年前，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
國家中率先同新中國建交。任憑國際形勢風雲
變幻，兩國始終相互信任、真誠合作、攜手發
展。今年是中埃建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10周
年。10年來，我同塞西總統共同引領雙邊關係
蓬勃發展。中埃關係已經成為中國同阿拉伯、
非洲、伊斯蘭和發展中國家團結協作、互利共
贏的生動寫照。新形勢下，建設更具內涵、更
有活力的中埃關係，符合兩國人民共同期待。
中方願同埃方不斷深化互信，推進合作，構建
面向新時代的中埃命運共同體，為地區乃至世
界和平、穩定、發展、繁榮貢獻力量。

鼓勵更多中國企業赴埃及投資興業
習近平強調，中國正在全面推進強國建設、

民族復興偉業，中埃各領域交流合作面臨歷史
性機遇。雙方要繼續堅定相互支持，攜手促進
共同發展。中方願同埃方深挖基礎設施、工
業、電力、農業等傳統領域合作潛能，開闢醫
療衞生、信息通訊、可再生能源等新興領域合
作，深化經貿投資合作，鼓勵更多中國企業赴
埃及投資興業。辦好今年「中埃夥伴年」，擴
大兩國人員往來和人文交流合作，將埃及「魯
班工坊」打造成中非職業教育合作的標杆。
習近平強調，中方支持埃及在國際和地區事
務中發揮更大作用，願同埃方進一步密切在聯
合國、上海合作組織、金磚國家合作機制等多
邊平台的協調配合，倡導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
化和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共同維護國際公

平正義和發展中國家共同利益。今年是中阿合
作論壇成立20周年。中方願同埃及和其他各方
密切溝通合作，建好中阿合作論壇，不斷為中
阿關係發展注入新動力，推進中阿命運共同體
建設。中方也願同埃及等中非合作論壇非方成
員一道，發揚中非友好合作精神，攜手構建高
水平的中非命運共同體。

埃方：願同中方密切多邊協作
塞西表示，很高興來華進行國事訪問並出席
中阿合作論壇第十屆部長級會議開幕式。當前
世界正處於深刻複雜變化之中，中東地區深陷
危機。埃方期待同中方進一步深化全面戰略夥
伴關係，努力促進地區和平穩定。埃方恪守一
個中國原則，堅定支持中方在涉台、涉港、涉
藏、人權等核心利益問題上的立場，堅定支持
中國實現國家完全統一。埃方歡迎更多中國企
業赴埃投資合作，助力埃及製造業發展和工業
化進程。希望以今年「埃中夥伴年」為契機，密
切人文交流，加強兩國在信息通訊、人工智能、
新能源、糧食安全、金融等方面合作。埃方讚賞
習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議，願同中方密切
多邊協作，為人類和平進步作出積極貢獻。

巴以當務之急是立即停火止戰
雙方還就巴以衝突交換意見。習近平指出，
本輪巴以衝突造成巴勒斯坦大量無辜平民傷
亡，加沙人道主義局勢極其嚴峻，中方深感痛
心。當務之急是立即停火止戰，避免衝突外溢
衝擊地區和平穩定，防止更加嚴重的人道主義
危機。「兩國方案」是解決巴勒斯坦問題的根
本出路。中方堅定支持巴勒斯坦成為聯合國正
式會員國。中方讚賞埃方為推動局勢降溫和實
施人道主義救援發揮的重要作用，願同埃方一

道，繼續為加沙民眾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推
動早日全面、公正、持久解決巴勒斯坦問題。
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讚賞中方在巴勒斯坦問
題上始終主持公道，堅持正義立場，願同中方
保持密切溝通，推動加沙地區緊張局勢盡快得
到緩解。

共同見證簽署多項雙邊合作文件
會談後，兩國元首共同見證簽署關於推進共
建「一帶一路」合作規劃、科技創新、投資和
經濟合作、檢疫等領域多項雙邊合作文件。

雙方發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阿拉伯埃及共和
國關於深化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
會談前，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東門外廣場為

塞西舉行歡迎儀式。
塞西抵達時，禮兵列隊致敬。兩國元首登上

檢閱台，軍樂團奏中埃兩國國歌，天安門廣場
鳴放21響禮炮。塞西在習近平陪同下檢閱中國
人民解放軍儀仗隊，並觀看分列式。
當晚，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金色大廳為塞西
舉行歡迎宴會。
王毅參加上述活動。

習近平同埃及總統會談：不斷深化互信推進合作

◆5月29日下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同來華出席中國－阿拉伯國家合作論壇第十
屆部長級會議開幕式並進行國事訪問的埃及總統塞西舉行會談。這是習近平同塞西握手。 新華社

《2023年美國侵犯人權報告》摘要
◆槍支暴力導致近4.3萬人死亡，平均每天
死亡117人

◆2023年至少1,247人死於警察暴力，創
2013年以來新高

◆美國人口不到全球的5%，囚犯數量卻佔
全球的25%，是名副其實的「監獄國家」

◆2023 年 1 美元購買力已降至 2009 年的
70%，無家可歸者超過65萬人，創16年
來新高

◆46個州被發現瞞報約3.48萬例寄養兒童失
蹤案件

◆非洲裔孕產婦死亡率幾乎是白人女性的3
倍，近六成亞裔表示面臨種族歧視，針對
華裔科學家的「中國行動計劃」貽害深遠

◆2023財年，在美國南部邊境遭逮捕或驅逐
的移民總數達240多萬人，再創歷史新高

◆「9．11」事件後，在美國進行海外「反
恐」戰爭的戰區，總死亡人數至少為450
萬至470萬人

◆自1950年以來，美國使用的制裁次數居
全球之首。根據美國財政部2023年12月
28日公布的數據，美國制裁的國家超過
20個

◆美國制裁進一步加劇了敘利亞人民的貧
困。敘利亞70%的人口面臨食物短缺，其
中1,200萬人三餐不繼，290萬人食不果
腹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玨

報告全文約2萬字，分為序言、公民和政治權利淪為空談、種
族主義頑疾貽害深遠、經濟和社會不平等日益加劇、婦女和

兒童權利遭受持續侵犯、無證移民悲慘境遇觸目驚心、美式霸權
製造人道主義危機。

經濟和社會不平等日益加劇
報告稱，2023年美國的人權狀況繼續惡化。人權實現狀況呈現兩

極分化趨勢。多數普通民眾感到被邊緣化，基本人權保障顯得愈發
空洞，而這一現象與掌握政治經濟優勢的少數群體形成鮮明對比。
報告特別提到，美國的槍擊暴力事件頻發，嚴重威脅生命安全，但
因政黨間的激烈爭鬥，控槍立法難以推進。此外，警察暴力事件頻
發，執法問責機制失效，大規模監禁與強迫勞動問題亦十分突出，
政治環境的極端分化與選舉操縱現象加劇，政府信譽受損。
種族主義問題在美國依舊深刻，尤其體現在非洲裔、亞裔及印

第安原住民等群體遭遇的系統性歧視上，這種歧視不僅存在於法
律執行、醫療健康等多個方面，還通過意識形態傳播影響到國際
社會。
經濟與社會不平等問題亦在報告中被重點指出。美國未批准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遭受誤
解和貶低，勞動者貧困現象普遍，「無家可歸」人數達到新高，
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

婦女兒童權利遭受持續侵犯
對於弱勢群體，如婦女和兒童，美國的表現同樣令人擔憂。作

為未批准《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及唯一未簽署《兒童
權利公約》的聯合國成員國，其在這方面的保護缺失顯著。同
時，報告還強調指出，美國的移民政策和行動顯示了對移民權益
的忽視，加劇人口販運問題，助長現代奴隸制，移民兒童遭受殘
酷的強迫勞動與剝削。此外，美國在國外長期奉行霸權主義，推
行強權政治，濫用武力和單邊制裁。持續向他國輸送集束彈藥等
武器，加劇區域緊張局勢和地區武裝衝突，造成大量平民傷亡和
嚴重人道主義危機。大肆實施「外國代理人」行動，破壞他國社
會穩定，侵犯他國人權。

美嚴重威脅世界人權事業發展
報告認為，美國存在的諸般人權問題，不僅使人權在美國實質

上異化為少數人享有的特權，也嚴重威脅和阻礙着世界人權事業
的健康發展。能否以符合時代特徵、順應歷史潮流的理念和舉措
破解美國人權困局，美國人民在期待，國際社會在觀察，美國政
府要回答。

吉林大學人權研究中心執行主任何

志鵬對香港文匯報指出，正如報告所

揭示，美國並不真正關心人權，僅僅

是把人權當作口號去爭取在國際社會

的統治地位和主導地位，以及在世界各地奪取物

質資源。世界各國人民需要看清美國人權的真面

目，並敦促美國不斷自我反省，最終推動形成一

個良好的世界人權格局。

何志鵬說，美國人權狀況進一步惡化，一系列

人權問題帶來的影響是深遠的。近年來，在美國

產業升級動力不足、金融產業發展受重創給經濟

形勢帶來挑戰的背景下，美國人權狀況更顯困

窘，同時教育歧視、就業歧視、私營監獄、強迫

勞動、僱用童工等問題層出不窮也對美國經濟社

會發展產生消極影響。

面對內部存在的諸多問題，美國政府不但不加

強治理改革，還想方設法將禍水引到國外，通過

矛盾溢出轉移公眾的注意力。在國際關係中，越

來越多國家政府、民眾和社會也清楚地看到了美

國的人權狀況。在他們看來，美國作為一個超級

大國，並沒有很好地承擔起國際治理的責任，反

而以自私自利的方式謀求自身強大，是不值得信

任的。

他強調，當前，百年變局加速演進，人類社會

面臨諸多嚴峻挑戰。美國人權是世界人權的一部

分，對世界其他國家的人權也有影響。世界各國

人民需要看清美國人權的真面目，揭示美國人權

的思想與實踐存在的諸多問題，並敦促美國不斷

自我反省，改變文化上的大國沙文主義和政治上

的霸權主義，避免以人權為借口打擊其他國家，

積極參與人權對話和人權合作，最終推動形成一

個良好的世界人權格局。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

世界要看清美國人權的真面目
專家
解讀

◀美國警方
4月24日在
得州大學奧
斯汀分校抓
捕 撐 巴 學
生。
資料圖片

▲一名奧斯
汀分校的撐
巴示威者被
捕。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