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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界定的人权，主要指公民、

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是一

个比较完整的体系。无论以联合国的

人权标准，还是以世界范围内人权实践

的成效来看，美西方的人权观及其实践

都存有太多问题、面临重重困境。

首先，缺乏不同权利之间的平衡。

美西方人权观总是片面强调公民权利

和政治权利，忽视生存、发展、经济、社

会、文化等权利。美国是世界上参加国

际人权公约最少的大国，缺席了 9 个核

心国际人权公约中的 6 个。按照联合

国的人权标准，美西方的人权问题非常

之 多 。 比 如 ，3 亿 多 人 口 的 美 国 竟 有

3000 多万人没有医疗保险，西方国家迄

今为止几乎都没有实现男女同工同酬，

这些都违背了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

化权利国际公约》。

其次，个人权利与集体权利关系的

困境。中国人的哲学观非常注重整体

与个体的关系，有个人的权利，那么就

一定有集体的权利，这是哲学上对立统

一的辩证关系，缺一不可。美西方总体

上认为人权是个人权利，但不愿意承认

甚至否认集体权利的存在。西方在人

权问题上强调个人权利的一个理由是

“集体权利可能被滥用”，但这种解释的

困境在于个人权利的滥用也会造成对

集体权利的损害。比方说，几年前法国

漫画家和丹麦漫画家以个人拥有言论

自由权为借口，发表亵渎伊斯兰教的作

品，引起全世界穆斯林的愤怒。在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许多西方国家公

民以保护个人自由为名，拒绝佩戴口罩

或配合公共防疫措施，造成疫情泛滥的

悲剧。这种将个人权利绝对化的做法

无疑损害了大多数人的权益。一个理

想的人权保护体系应该能够兼顾个人

和集体权利，兼顾自由与责任，使权利

与义务之间实现一种平衡。在这方面，

中国强调权利与义务平衡的人权观无疑更加契

合时代的要求。

第三，忽视国情差异的困境。人权是历史

的、具体的、现实的，不能脱离不同国家的社会政

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空谈人权。每个国家都

有权首先聚焦自己的优先发展方向。但是美西

方一些国家推行所谓“人权外交”，把人权当作干

涉别国内政的政治工具，或强行移植西方人权理

念，结果“水土不服”，导致许多国家党争不断、社

会动荡、经济凋零，人民生活苦不堪言。

中国坚定走符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

把生存权和发展权作为首要的基本人权，把消除

贫困当作一个核心人权。中国创造了消除绝对

贫困的奇迹，在减贫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中国

坚持自己的人权观和人权保障重点，总体效果非

常好。这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是一个巨大的

鼓舞和启迪，因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大挑战几

乎都是消除贫困。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正在

从促进人权的视角借鉴中国的扶贫经验。

当然，有些权利涉及人类社会应该接受的

共同底线，比方说禁止酷刑、禁止奴役制度、思

想自由、免受任意逮捕等。在这些问题上，中国

和多数国家的主流观点没有分歧。美国对关押

在关塔那摩监狱的人员实行酷刑之所以引起国

际社会的义愤，就是因为它触犯了人类文明的

共同底线。

第四，法条主义困境。西方把人

权问题基本上视为法律问题，认为只

有法庭可以受理的才属于人权问题，

这种认知本身很有争议。在一些法制

相对不健全、法律资源不充沛的发展

中国家更是难以操作。从中国的人权

实践经验看，促进人权的最好办法是

在推动法治建设的同时，通过政治、经

济、社会等一系列综合措施来保护与

促进人权。以中国的精准扶贫、精准

脱贫为例，党政干部下到最基层，驻村

帮扶贫困村和贫困户。政府针对贫困

人口组织职业教育培训，使贫困者获

得一技之长，增强自身脱贫能力。政

府还出台政策为贫困户做信用担保，

使银行给贫困户放贷，从而通过落实

发展权实现真正脱贫。中国这些促进

人权的做法远远超出了西方的实践和

理念，极大丰富了世界促进人权的路

径和智慧。

第五，文化传统与人权关系的困

境。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

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中国传统文化

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权思想，比西方人权

理念的出现要早得多。世界上的事情

不能什么都套用西方标准，世界人权

事业的未来方向应该更多地包容不同

的文化和智慧，从而丰富人权的理念

和实践。说到底，美西方那种把自己

的文化说成是“普世价值”，把别人的

文化说成是落后习俗，把自己的东西

强加于人的做法，就是企图以西方文

化文明取代丰富多样的世界文明。

最后，对外侵略战争侵犯人权的问

题。美国发动的阿富汗战争耗费了近

2.3 万亿美元，结果是无数百姓生灵涂

炭，流离失所，人权遭到严重践踏。联

合国儿童基金会不久前指出，阿富汗全

国近半数儿童营养不良，其中 320万 5岁

以下儿童因严重营养不良面临死亡威胁。联合

国驻阿富汗人道主义协调员在一份声明中也指

出：95%的阿富汗人口没有足够的食物。

按照世界银行国际贫困标准，设想一下，如

果拿着美国进行阿富汗战争所耗费的资金，我们

足以在全世界基本消除极端贫困，包括美国国内

的极端贫困。这笔开支也足以使几千万美国人

免于大学教育的沉重贷款。但美国政府就是不

愿意这么做，因为美国政治制度早已被美国的军

工利益集团所绑架。他们通过战争，包括阿富汗

战争和乌克兰危机等，赚得盆满钵满，但给包括

美国人民在内的世界人民带来的是一场场危机

乃至灾难。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中国各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累计投入近

1.6 万亿元，近 1 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完成

了整个国家全面脱贫的历史任务。

美西方自身人权问题缠身，却大肆对他国进

行人权说教，甚至公然侵犯他国人权。这样的国

家有什么资格来跟中国谈人权？希望美西方纠

正自己在人权领域内的顽固偏见，解决自己国家

在人权领域内存在的种种问题，放弃把人权作为

外交工具的错误做法，真正回到各国互相尊重、

取长补短、共同推动国际人权事业健康发展的正

确之道。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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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观察R

逆时代潮流而动，
日本执迷于充当美国
战略附庸，煽动阵营对
抗，正日益成为地区和
平稳定的“搅局者”

5 月 23 日，日美领导人举行会晤并发表

联合声明，在一系列涉华问题上散布大量消

极言论，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恶意攻击中国

对外政策。日美两国肆意抹黑中国形象的

做法，让其遏制中国、分裂地区的阴险图谋

昭然若揭。日本作为亚洲一员，本应为地区

和平、稳定、繁荣发挥建设性作用，却极力配

合美国推进制造割裂对抗的所谓“印太战

略”，公然“引狼入室”，严重危害地区和平稳

定，也必将损害其自身利益。

在台湾、钓鱼岛、南海等问题上，中国的

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中国捍卫自身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的决心和意志更是坚如磐

石。任何国家、任何势力企图打任何牌遏制

中国的发展，中方都将作出坚决有力回击。

台湾问题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和两国间

基本信义，是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日本曾

对台湾进行长达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犯下

罄竹难书的罪行，对中国人民负有严重的历

史罪责。日本在台湾问题上制造事端，只会

让自己站到 14 亿多中国人民的对立面。在

钓鱼岛、南海问题上，无论日本勾连作为域

外国家的美国说些什么、做些什么，都改变

不了钓鱼岛属于中国的事实，都改变不了中

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日本在

这些问题上挑动是非、寻衅滋事，只会让地

区国家进一步看清其制造并升级地区紧张

局势、借机扩武强军的危险图谋。

日本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不应成为日

本损害中国利益的借口。一段时间以来，日本极

力配合美国分裂地区，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煽动对

立，在安全领域助长集团对抗，正日益成为地区和

平稳定的“搅局者”。事实已经充分表明，

尽管日美嘴上高谈阔论所谓“自由开放”，

但 其 真 实 意 图 是 打 造 地 缘 争 夺 的“ 小 圈

子 ”，是 要 把 亚 洲 阵 营 化 、北 约 化 、冷 战

化。针对日美最新一轮互动，有国际分析

人士评论指出，美国领导人亚洲之行有一

个不愿明提的主要目的，那就是遏制中国

在地区的影响力，而日本正越来越多地充

当美国推进地区战略的“旗手”。对于日

本危险且不负责任的做法，国际社会看得

十分清楚。

回顾历史，日本曾长期沉浸于所谓“脱

亚入欧”的迷梦，并对邻国发动军国主义

侵 略 战 争 ，给 地 区 国 家 人 民 造 成 深 重 灾

难。日本应该深刻反省侵略历史，真正做

到以史为鉴，避免给地区国家人民造成新

的伤害。日方应该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继续在军事安全领域谨言慎行，这才是正

道 ，才 能 避 免 重 蹈 历 史 覆 辙 。 如 今 ，日 本

急欲在美国的霸权棋盘上搞投机，企图借

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为自身军事扩张松

绑、摆脱战后束缚制造借口。日本这种为

满足一己之私而不惜背信弃义、破坏同邻

国关系，不惜迎美叛亚、出卖地区整体利益

的做法令人不齿，地区国家必须保持高度

警惕。

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国际社会

最需要的是团结合作，亚太地区最期盼的

是 和 平 稳 定 。 乌 克 兰 危 机 再 次 让 地 区 国

家认识到维护和平稳定弥足珍贵，沉迷集

团 对 抗 后 患 无 穷 。 不 能 让 冷 战 思 维 在 本

地区回潮，不能让乌克兰危机悲剧在身边

重 演 ，这 是 绝 大 多 数 地 区 国 家 的 共 同 愿

望。日本执迷于充当美国战略附庸，煽动

阵营对抗，企图以牺牲别国安全来追求自

身安全，企图让早已过时的冷战剧本在地

区重演，这完全是逆时代潮流而动。

为他人火中取栗是危险之举，走以邻

为壑的歧途更是一条不归路。日本应汲取

历史教训，着眼地区和平稳定，务必谨慎行

事，以实际行动取信于地区国家。今年是

中日邦交正常化 50 周年，中日关系正处在

关键十字路口。日方只有端正对华心态，

校正战略走向，真正将构建建设性、稳定的

对华关系的表态落到实处，才能避免对两国关系造

成更大损害，才是对地区国家和本国人民的安危福

祉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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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国 议 会 公 共 账 目 委 员 会 近 日 发 布 的

报告显示，英国租房市场存在种种乱象。除

面对不断上涨的租金压力外，租房者还面临

持续的健康和安全威胁，甚至身份歧视。报

告指出，英格兰地区私房租赁市场中，约 13%
的房屋至少存在一种“一类危险”，包括受潮

发霉、管线安全故障、部分坍塌等隐患，对租

客 的 身 体 健 康 和 生 命 安 全 构 成 严 重 威 胁 。

相 关 健 康 风 险 可 能 将 给 英 国 医 疗 体 系 每 年

带来高达 3.4 亿英镑的损失。

英 国 独 立 电 视 台 的 记 者 曾 走 访 英 国 各

地，拍摄了《肮脏中生存：英国住房领域的耻

辱》新 闻 调 查 纪 录 片 。 在 纪 录 片 中 ，记 者 前

往 伦 敦 南 部 克 罗 伊 登 地 区 一 处 市 政 负 责 管

理的塔楼，在户主休伊特和两个儿子居住的

房屋内发现，天花板 24 小时漏水，墙面长满

发黑的霉斑，就像被火烧过一样……“最近，

漏水越来越严重，客厅里不得不放上澡盆接

水。”休伊特说，他反复给市政当局打电话寻

求 修 理 ，却 一 直 无 人 解 决 。 报 道 播 出 后 ，节

目 组 收 到 了 数 万 条 英 国 有 类 似 经 历 租 客 的

视频和材料，反映租住房屋的各种问题。不

少民众抱怨，“熟睡时，天花板砸了下来”“墙

面渗水含有排泄物成分”……

独立电视台的报道指出，英国政府始终

未 将 住 房 尤 其 是 保 障 性 社 会 住 房 问 题 列 为

优 先 事 项 。 负 责 提 供 社 会 住 房 的 地 方 市 议

会和住房协会预算被削减，社会住房长期供

应 不 足 ，现 有 房 屋 年 久 失 修 ，相 关 法 规 也 未

能明确规定社会住房质量问题的责任归属。

英国媒体报道说，英国租房群体的合法

权利受到严重侵犯，“维权难”问题突出。由

于 维 权 程 序 复 杂 、成 本 高 昂 ，租 房 合 同 中 存

在“无过错驱逐”等不合理条款，加上政府监

管渠道分散，许多租房家庭落入无家可归的

地步。英国公共账目委员会主席梅格·希利

尔 表 示 ，对 于 租 房 群 体 来 说 ，找 到 安 全 且 合

适 的 出 租 房 难 度 很 大 ，“ 维 权 机 制 失 灵 往 往

导致租客在遇到纠纷时不得不退让”。

面 向 失 业 和 低 收 入 群 体 的 社 会 住 房 领

域 也 存 在 类 似 问 题 。 英 国 年 度 住 房 普 查 数

据显示，2021 年英国新建社会住房数量不到

6000 套，而符合社会住房申请条件的家庭有

110 万个。英国每年需要新建 9 万套社会住

房才能满足需求。英国住房部长迈克尔·戈

夫 承 认 ，政 府 未 能 兑 现 向 租 户 承 诺 的 相 关

改革。

（本报伦敦 5月 24日电）

英国独立电视台等媒体披露——

英国租房市场存在乱象
本报记者 周卓斌

加拿大统计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
年，加拿大警方报告了 2669 起仇恨犯罪事件，

这是自 2009 年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高纪录。

针对种族或族裔的仇恨犯罪事件比 2019 年增

加了 80%，其中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事件增加

了 240 起，针对非洲裔群体的仇恨犯罪事件增

加了 318 起。

以多伦多为例，根据多伦多警局近日发布

的报告，该市 2021 年发生了 257 起仇恨犯罪事

件，同比增加 22%。东亚和东南亚人口是受害

最严重的社区群体，受害比例从 2020 年的 7%
增加到 2021 年的 16%。除亚裔群体外，犹太

裔、穆斯林和非洲裔群体也是仇恨犯罪事件中

最易受攻击的对象。

在各类仇恨犯罪事件中，受害者时常遭受

言语攻击，还被推搡、殴打，甚至造成严重的财

产损失和人身伤害。报告认为，疫情肆虐和地

缘政治事件是导致仇恨犯罪案件急剧增加的

重要原因。此外，受害者不敢或不愿向警方报

告，也给仇恨犯罪事件的调查和预防带来更大

挑战。多伦多律师谭雅·沃克称，目前将个体

的犯罪行为定罪为仇恨犯罪相对困难，不少人

也不愿站出来报告袭击事件，这会导致更多仇

恨犯罪事件发生。

加拿大反仇恨网络主席法伯指出，疫情发

生以来，加拿大针对亚裔、犹太裔、穆斯林和非

洲裔等少数族裔群体的歧视、骚扰和暴力事件

不断增加。加拿大政府未能采取有效应对措

施，是导致仇恨犯罪不断加剧的重要原因。此

外，社交媒体管控缺位也为仇恨言论的传播提

供了平台。多伦多城市种族联盟工作人员奈

杰尔·巴里夫表示，政府需要尽快制定解决方

案。“我们缺乏有效应对仇恨犯罪相关指控的

渠道，这让追究仇恨犯罪肇事者变得更加困

难。我们需要投入更多资源并付诸行动来解

决问题。”

加拿大仇恨犯罪事件增加
本报记者 谢佳宁

核心阅读

北约是冷战的产物，但北约
并未随着冷战的结束而退出历
史舞台。几十年来，以美国为首
的北约固守冷战思维和意识形
态偏见，大搞集团对抗，频繁挑
起地区矛盾、争端与冲突，严重
破坏世界与地区和平稳定。

“利比亚、伊拉克、阿富汗等国，这些国家的

遭遇我们都历历在目，它们被重建了吗？北约

战机机翼下的所谓‘民主’给那些国家的人民留

下的只有痛苦和磨难，让他们成为一片破败和

经济混乱的受害者，看不到任何未来。”今年 5 月

9 日，在纪念卫国战争胜利 77 周年活动仪式上，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发出了这样的质问。

1949 年，美国以“集体防御”名义拉拢部分

欧洲国家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将其作为霸

权工具。冷战结束后，北约不仅没有偃旗息鼓，

反而在美国主导下，打着维护“民主、自由、人

权”的幌子，把武装挑衅和军事干涉的黑手伸向

全球多地，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人道灾难。

《今日美国报》评论——
“北约对南联盟的袭

击是明目张胆的、十分可
耻的侵略行径”

1999 年 3 月 24 日，北约以科索沃发生“人权

危机”为由，绕过联合国安理会，对当时的南斯

拉夫联盟共和国实施了 78 天的持续轰炸。据塞

尔维亚政府不完全统计，北约出动了 1150 架次

战机，实施 2300 余次空袭，投放了近 42 万枚、总

计达 2.2 万吨的炸弹，其中包括国际公约禁止的

贫铀弹和集束炸弹。大规模空袭造成 2500 多名

无辜平民遇难，超过 1.25 万人受伤，100 多万人

流离失所，200 多万人失去生活来源。

1999 年 5 月 7 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

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造成 3 名中国记者遇难、20
多名中国外交人员受伤，馆舍严重损毁。北约

这一野蛮暴行激起中国人民强烈愤慨和谴责。

北约对南联盟的轰炸并非其所宣称的仅针

对军事和战略目标，不仅工厂、铁路、桥梁、油

库、电力和通信设施，连学校、医院、护理中心、

宗教场所和历史地标等都遭到了轰炸。北约投

掷在塞尔维亚的炸弹至今仍未能清除干净，投

放的贫铀弹导致当地癌症和白血病发病率激

增，给民众健康和生态环境造成永久性破坏。

《今日美国报》评论称：“北约对南联盟的袭

击是明目张胆的、十分可耻的侵略行径。美国

军队在攻击一个没有攻击过美国，也没有攻击

过美国的盟国，甚至没有攻击过邻国的国家。

这正是侵略者的定义。”

“这是北约自成立以来，首次未经联合国授

权而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正式标志着北

约从防御性转为进攻性，推行新干涉主义战略，

奉行明确的扩张主义政策。”曾任南联盟外交部

长的日瓦丁·约万诺维奇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北约对南联盟动武严重践踏了联合国

宪章和《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对国际法基本

原则构成了严峻挑战。

每年，塞尔维亚各地都要举行活动悼念北

约轰炸遇难者。“回想那段历史，真的很痛苦。

当时我还是个孩子，战争给我的生活造成了巨

大影响。我的家乡被轰炸，留下许多废墟，北约

的侵略使我们国家陷入瘫痪。”住在塞尔维亚

首都贝尔格莱德的安娜在今年的纪念活动上这

样说。

原南联盟外交部长——
“维护人权只是北约

对主权国家大动干戈的一
个借口”

1999 年 4 月 24 日，北约华盛顿首脑会议通

过了新的《联盟战略概念》，提出在解决 21 世纪

的安全问题时，不仅要采取军事措施，而且还

将在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领域动用“广泛的

手 段 ”。 这 标 志 着 北 约 开 始 由 防 御 性 军 事 联

盟，转变为具有“干预性”和“扩张性”的政治军

事集团。

2001 年，美国为首的北约以“反恐”为名对

阿富汗发起军事行动；2003 年，美国编造伊拉克

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谎言，与英国等北约

盟国联手发动伊拉克战争；2011 年，美英法等北

约国家以“保护平民”为由空袭利比亚……“北

约新战略的本质是武力干涉。维护人权只是北

约对主权国家大动干戈的一个借口。”约万诺维

奇指出，北约对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

等主权国家接连发动军事打击，有时理由是“人

权”，有时理由是一管“洗衣粉”，有时甚至不需

要任何理由。

美 国 布 朗 大 学 沃 森 国 际 与 公 共 事 务 研 究

所“ 战 争 代 价 ”项 目 2021 年 9 月 发 布 的《美 国

“ 9·11”后 战 争 的 真 实 成 本》报 告 概 要 显 示 ，

“9·11”事件之后，在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也

门 、巴 基 斯 坦 等 国 ，美 国 发 动 的 战 争 共 导 致

89.7 万到 92.9 万人死亡，其中平民占四成以上。

美 国 得 克 萨 斯 大 学 奥 斯 汀 分 校 副 教 授 阿

兰·库珀曼曾撰文说，2011 年，北约空袭利比亚

之时，利比亚内战已接近结束，造成约 1000 人身

亡；而在北约干预后，至少又有 1 万多人在内战

中身亡，北约的干预将暴力致死人数增加了 10
倍。时至今日，利比亚仍处于动荡之中，人民流

离失所。

阿富汗《友谊报》副总编辑祖勒迈·沙赫巴

兹说：“过去 20 年，北约以与塔利班作战为借口，

在阿富汗许多村镇打死打伤无辜百姓，摧毁人

们的家园。”根据阿富汗喀布尔大学学者的评

估，阿富汗战争平均每天造成约 6000 万美元经

济损失、约 250 人伤亡。2021 年 8 月，美军仓促

撤离阿富汗。当地媒体评论称，美军离开时“挥

一挥衣袖，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但对于阿富

汗和阿富汗人民来说，他们失去了整整 20 年。

欧洲议会议员——
“北约的存在只能带

来更多问题”

挪威东南大学教授格伦·迪森发表的分析

文章认为，世界正向多极时代转变，北约却自我

定义为一个“永恒的力量”。在北约霸权的语境

下，入侵成了“人道主义干预”，政变成了“民主

革命”，而颠覆政权成了“促进民主”，炮舰外交

成了“航行自由”，酷刑成了“强化审讯技巧”，军

事集团扩张成了“欧洲一体化”，支配成了“从实

力地位进行谈判”，而俄罗斯要求北约保证不搞

扩张主义则成了“侵犯民主与主权”。

“回顾历史就会知道，北约几乎染指了所有

的战争和冲突。北约就是一个战争组织，这是

事实。”土耳其劳动党安卡拉省负责人舒克兰·
多安表示，美国为了攫取利益、实现自身目的，

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多国发动

战争，导致大量平民流离失所甚至死亡，而美国

并不在乎这些平民所遭受的痛苦。

欧洲议会议员米克·华莱士在欧洲议会发

言时表示：“北约一直做的事情是向外输出战

争，北约就是拥有武器装备的战争分子。”欧洲

议会议员克莱尔·戴利指出：“北约的存在只能

带来更多问题。你可以在利比亚等地清楚地看

到这一点，北约在那里大肆杀戮。北约根本不

是和平的力量，不仅在乌克兰危机中不是，在此

前的历次危机中都不是。”

“北约几乎染指了所有的战争和冲突”
——北约固守冷战思维有悖时代潮流①

本报记者 任 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