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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四十八届会议“美

国侵犯阿富汗人权问题”云上边会 9 月 25 日

举行。此次边会由中国人权研究会、中国常

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团主办，西南政法大学

人权研究院承办。来自中国、法国、尼泊尔、

荷兰、日本、巴基斯坦等国的 40 余名专家学

者、媒体代表、外交官等，就“美国在阿富汗

军事任务中的侵犯人权行为”“美国撤军导

致的人道主义危机”“美国导致的阿富汗难

民危机”等议题展开研讨。与会中外专家学

者纷纷表示，美国在阿富汗侵犯人权的行为

应当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

“美国系统性侵犯人
权行动是对《联合国宪
章》宗旨的严重违背”

尼泊尔警署前高级警司、人民党主要领

导约格什瓦·罗基希米在会上讲述了美军给

阿富汗带来的人权问题，一是美军肆意发动

空袭，导致大量难民流离失所甚至伤亡；二

是驻阿美军的腐败行为毒害了阿富汗，美国

应当为其种下的恶果负责。

上海外国语大学丝路战略研究所特聘

学术顾问王南表示，美国在阿富汗侵犯人权

超乎想象，表现在时间长、范围广、手段残

忍、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并存四个方面，造

成了阿富汗地区经济发展停滞、社会动荡等

后果。

“美国应当对阿富汗人权状况的恶化负

主要责任，阿富汗平民是美国反恐战争中的

无辜受害者，其生命权却被美国极端漠视，

美国系统性侵犯人权行动是对《联合国宪

章》宗旨的严重违背，是对国际人权保护最

严重的冲击。”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

院副教授黄海涛说。

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跨文化人权

研究中心教授李彼德认为，阿富汗战争实际

上是美国借“9·11”事件对阿富汗实施的报

复行为。美国的好战行为给世界带来了巨

大灾难，所谓的“美式民主和人权”只不过是

美国自导自演的一场闹剧。

“国际社会应当对美
国在阿富汗犯下的罪行
进行调查、追责”

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执行院长张

永和认为，美国在阿富汗对人权的侵犯只是

他们在世界各地“习惯性侵犯人权”的又一

个样本，其逻辑是基于美国优先、美国利益

至上和美国霸权主义思想，完全背离了基本

的人权理念，践踏了国际法的准则和人类的

良心。

“国际社会应当对美国在阿富汗犯下的

罪行进行调查、追责，给阿富汗人民和世界

一个交代。”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

部主任钱峰表示，美国以反恐名义滥杀无

辜，戕害儿童，虐待被俘人员，纵容恐怖组织

坐大，给国际社会带来了无尽的创伤。

“美国在阿富汗造成的人权侵犯行为，

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呼吁国际社会开展

透明和迅速的调查，并追究相关责任人的

责任。”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讲师张祺

乐说。

委内瑞拉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

表埃克托·康斯坦德·罗萨莱斯表示，美国是

世界上最好战的国家，美国入侵阿富汗给阿

富汗人民带来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犯下

了构成危害人类罪的大屠杀，美军及其盟友

必须为其在阿富汗的罪行付出代价，阿富汗

人民也应该得到和平。

“美国干涉主义的霸
权行径只会遭受失败”

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人权研究院教授

克里斯蒂安·梅斯特说，美国对阿富汗的军

事 占 领 是 一 种 政 治 霸 权 ，是 彻 头 彻 尾 的

失败。

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团副代表

麦哈迪·阿里·阿巴迪表示：“美国对阿富汗

的非法军事干预行为是美国和西方国家在

保护发展中国家人权方面虚伪的象征，人

权 变 成 了 美 国 和 西 方 国 家 操 弄 其 政 治 议

程的工具，美国在疫情期间继续对阿富汗

实 施 单 方 面 制 裁 的 卑 劣 行 径 将 会 被 世 人

牢记。”

察 哈 尔 学 会 高 级 研 究 员 成 锡 忠 说 ，

“ 9·11”事 件 以 来 ，美 国 以 反 恐 之 名 发 动

的 战 争 和 开 展 的 军 事 行 动 夺 去 超 过 80 万

人的生命，令超过 3800 万人流离失所。“美

国是区域人权和全球人权的最大侵犯者，

是 威 胁 人 类 文 明 进 步 与 和 平 发 展 的 最 大

挑战。”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

究员周戎表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在人

权问题上采用双重标准，肆意对他国人权践

踏和破坏，在伊拉克、叙利亚滥杀无辜，并给

阿富汗带来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美国是

世界人权事业最大的破坏者和人道主义灾

难最大的制造者”。

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西南政法大学

校长付子堂说，美国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对阿

富汗人民的人权造成了严重侵害，对阿富汗

周边国家人民的人权造成了严重威胁，美国

不顾阿富汗人民的意愿强行推销美式“民

主”“自由”“人权”，“美国干涉主义的霸权行

径只会遭受失败”。

“美国是世界人权事业最大的破坏者”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四十八届会议“美国侵犯阿富汗人权问题”云上边会综述

本报记者 王 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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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距离观察缤纷多彩的蝴蝶、参观环

保主题艺术展览、沉浸式体验海洋系统运

转、观看由专业演员带来的“生物多样性”

主题表演……日前在法国马赛举办的第七

届世界自然保护大会“世代与自然”主题活

动区内，与会嘉宾通过参与不同活动，进一

步理解了保护生物多样性、应对气候变化

的重要意义。

世界自然保护大会每四年一届，是自

然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领域有关科学、

实践与政策分享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由

法国政府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共同主办，

以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形式进行，主题为

“同一个自然，同一个未来”，吸引了来自

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机构、科学界和

企业界代表参加。大会通过 148 项决议和

建议，包括呼吁在 2025 年前保护亚马孙河

流域 80%的生态、停止深海采矿等。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更新了濒危物种红

色名录，评估了全球约 13.8 万个物种受到

威胁的风险，其中逾 3.8 万个物种面临灭绝

威胁。这表明全球生物多样性退化严重，

保护生物多样性、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刻不容缓。

与此同时，得益于一些国家制定捕捞

配额、打击非法捕捞等保护性措施，在对 7
种金枪鱼物种的重新评估中，有 4 种显露

恢复性增长迹象。参与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更新的成员贝特·波利多罗指出，更新后的

名录也体现出保护物种多样性的行动是有

效的。

大会期间，中国代表与其他各国代表

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现场发布了《海南

长臂猿保护案例》的重大成果，介绍了中国

物种保护的经验。从极度濒危物种海南长

臂猿喜添“新丁”，到云南野生亚洲象群的

北移经历……中国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暖心

故事与积极做法获得与会者纷纷点赞。

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学生物和人类学学者苏珊·切恩说，长

臂猿繁殖缓慢，种群数量恢复需要几十年时间。上世纪 80 年

代，海南长臂猿仅存 7 至 9 只，目前已恢复至 35 只。这项成绩来

之不易，是中国政府不懈努力的成果，是全球专家学者、保护人

士合作的结果。

法国生物学家伊莲娜·佩尔捷表示，中国在保护生物多样性

方面作出很多努力，建设自然保护区、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等措施

科学有效，值得其他国家学习和借鉴。

此次大会通过了《马赛宣言》，倡导投资自然，向自然友好型

经济转型，应对气候和生物多样性危机等。宣言指出，未来几个

月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各国如何应对全球生物多样性面临的紧

急情况。在将于中国昆明召开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

约方大会上，各方必须采取果断行动、加强合作。全球荒野基金

会主席万斯·马丁表示：“《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

会将制定‘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并就全球生物多样

性新目标展开讨论，我对此十分期待。”

（本报巴黎 9月 2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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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柏林 9 月 27 日电 （记者花放）德

国 联 邦 选 举 委 员 会 27 日 凌 晨 公 布 了 26 日

联 邦 议 院 选 举 的 初 步 计 票 结 果 ，德 国 社 会

民主党（社民党）以微弱优势领先现任总理

默 克 尔 所 在 的 联 盟 党（由 基 民 盟 和 基 社 盟

组成）。

初步计票结果显示，以现任副总理兼财

政部长朔尔茨为总理候选人的社民党得票率

为 25.7%，以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州长拉舍

特为总理候选人的联 盟 党 得 票 率 为 24.1% 。

绿党、自由民主党、德国选择党和左翼党得票

率 分 别 为 14.8% 、

11.5% 、10.3% 和

4.9%。正式计票结

果 将 于 未 来 几 天

发布。

社民党和联盟党选后均表示，希望未来能

领导新政府。从目前的得票率来看，两党均有

可能在选后的组阁谈判中形成在联邦议院中

过半数议席的政党联盟，从而组成联合政府。

德国是联邦制国家，实行议会共和制，议

会由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组成。德国联邦

议院行使立法权，监督法律执行，选举联邦总

理等国家机构负责人，监督联邦政府工作等，

通常每 4 年选举一次。已执政 16 年的默克尔

此前已宣布不再参选。

德 国 大 选 初 步 计 票 结 果 公 布
本报东京 9月 27日电 （记者岳林炜）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近日表示，福岛第一核

电站“多核素去除设备”中再发现 5 处废气

滤 网 破 损 ，并 确 认 新 发 现 的 破 损 已 造 成

污染。

今年 8 月下旬，东电公司在对“多核素

去除设备”进行检查时发现 24 个滤网破

损。据日本媒体报道，该公司早在两年前

检查设备时就曾发现 25 个滤网破损，当时

仅更换了滤网，但未上报，也未调查原因

及 采 取 相 关 预 防 措 施 。 对 此 ，日 本 原 子

能 规 制 委 员 会

批 评 东 电 公 司

“管理存在极大

问题”。

“多核素去除设备”的滤网由玻璃纸制

成。核污染水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泥状污染

物流入专门容器时，滤网可吸附废气中的

放射性物质。受 2011 年发生的大地震及

海啸影响，福岛第一核电站 1 至 3 号机组堆

芯熔毁。截至今年 3 月，该核电站内已产

生约 125 万吨核污染水，且污染水量仍在

继续增加。

日本政府今年 4 月决定，准备将核污

染水经过滤并稀释后排放入海，此举遭到

国际社会的谴责和质疑。

日本福岛核电站核污染水处理装置再发现破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