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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2018 年 1 月 11 日，人们在美国

华盛顿白宫外参加抗议活动，要求关闭关

塔那摩监狱。该监狱用以关押“9·11”事件

后美军在全球反恐行动中抓获的嫌疑人，

因多次传出虐囚丑闻而臭名昭著。

新华社记者 殷博古摄

图②：2021 年 5 月 23 日，人们在美国

明尼阿波利斯参加悼念弗洛伊德的游行

活动。 新华社/法新

图③：1999 年 4 月 9 日，在南联盟塞尔

维亚共和国小城楚皮亚附近的村庄里，42
岁的薇拉·米哈洛维奇站在被炸毁的房子

前失声痛哭。 新华社记者 黄 文摄

图④：2003 年 12 月 16 日，驻阿富汗的

美军在阿富汗中部的瓦尔达克省巡逻。阿

富汗战争是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海

外战争。 新华社记者 王 雷摄

常 健（南开大学人权研究中
心主任）

李云龙（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
院）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

何志鹏（吉林大学法学院院长、
人权研究中心主任）

郝亚明（贵州民族大学教授）
张祺乐（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

究院非传统安全与人权研究中心
主任）

郝鲁怡（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
法研究所副研究员）

【一】

如何评价近年来美国的人权状

况，特别是与枪支暴力、新冠肺炎疫情、

种族歧视、强迫劳动等相关的问题？

李云龙：枪支泛滥导致涉枪暴力、凶杀和自杀

事件激增，已成为美国社会难以根治的“顽疾”。

今年 5 月 14 日，美国纽约州布法罗市一家超市发

生枪击，10 人被打死；5 月 24 日，得克萨斯州尤瓦

尔迪市罗布小学枪击案造成 21人死亡，其中包括

19名儿童；在今年为期 3天的“独立日”假期期间，

全美几乎每个州都发生了枪击事件，数量多达 500
余起，共造成至少 220 人死亡、近 570 人受伤……

这些只是美国枪支暴力问题的“冰山一角”。仅

2021年，美国发生的恶性枪支暴力案件就达到创

纪录的 690 余起，枪击事件导致的死亡人数达到

历史最高的 4.4万余人。

一声声枪响折射出美国治理失灵的现实。什

么是造成美国枪支泛滥的重要原因？一是畸形的

持枪文化。美国社会把个人权利片面地置于社会

安全之上，只讲持枪人权利，不讲私人持枪对他人

的威胁和伤害。他们把个人持枪权绝对化，认为

持枪权是美国人“生来就有的天赋权利”，宣称“枪

支是自由的保障”“限制持枪就是限制个人自

由”。这种无限放大个人权利、夸大拥枪意义的畸

形持枪文化成为美国社会主流，支配了行政、立法

和司法过程，塑造了社会运行模式和个人行为方

式，导致枪支泛滥，暴力事件层出不穷。

二是利益集团阻止美国控枪。美国拥有庞大

的枪械制造、销售和服务产业，且发展迅速。美国枪

支弹药产业营收增长迅猛，从 2008年的 191亿美元

增长到2021年的705亿美元。枪支行业联合起来形

成势力强大的利益集团，开展广泛的拥枪游说和宣

传活动。1998年至2020年，美国反控枪利益集团花

在政治游说方面的资金超过 1.7亿美元。这些利益

集团提供大量政治捐款，深度介入美国总统选举和

国会议员选举，帮助拥护持枪权的政客赢得选举。

三是两党恶斗削弱枪支管控。美国民主持续

衰退，政治极化现象日益严重。90%的民主党支持者

认为降低枪支暴力的相关法案应优先于保障持枪权

的相关法案，56%的共和党支持者则认为保障持枪权

的法案应优先于降低枪支暴力的法案。两党恶斗导

致控枪立法难以推进，或者使控枪法案内容空洞。

郝亚明：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拥有先进医

疗技术和丰富医疗资源的美国，民众生命权和健

康权遭漠视和伤害，累计确诊和死亡病例均居世

界首位，其中土著居民、拉丁裔和非洲裔群体遭受

疫情的影响远比白人严重，种族不平等凸显。可

以说，疫情像一面镜子，照映出美国长期存在且根

深蒂固的种族歧视问题。

美国社会长期存在制度性、系统性、结构性的

种族主义，充分说明美国的人权在不同种族之间

既不普遍也不平等。少数族裔在执法司法领域中

遭受着赤裸裸的不公正对待，在经济与社会保障

领域中与主体种族存在明显的差距，在日常社会

生活中承受着种种或明或暗的区别性对待。

以执法领域为例，2020年 5月 25日，非洲裔男

子乔治·弗洛伊德在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

市街头被白人警察残忍跪杀的消息震惊全球。然

而上述事件绝非个例。2014 年 7 月 17 日，几名纽

约白人警察在逮捕非洲裔男子埃里克·加纳时，使

用被明令禁止的锁喉动作致其窒息死亡。加纳未

携带任何武器且全程高举双手，在多次申诉无法

呼吸的情况下，仍被从后边勒住脖子不松手，头被

挤向人行道，最终失去知觉并导致死亡。“乔治·弗

洛伊德事件”发生后，“我无法呼吸”就成为非洲裔

反对警察暴力乃至种族歧视的代名词。弗洛伊德

临死前不停呼喊“我无法呼吸”并苦苦哀求挣扎的

画面，再次唤起了非洲裔美国人的悲惨记忆。

张祺乐：强迫劳动是根植于美国建国历史和

社会现实的一颗毒瘤。从 1776年美国建国至 1862
年《解放黑人奴隶宣言》发表，奴隶制在美国“合法”

延续超过 80年，占其建国以来历史的 1/3。回溯至

欧洲殖民时代，1514年至 1866年间，至少有 3.6万

个“贩奴远征队”将上百万名黑人奴隶贩卖到美

国。可以说，美国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与强迫劳动交

织在一起，而这样的黑暗历史至今仍在美国延续。

强迫劳动在各行各业无处不在。据美国丹佛

大学网站文章，目前在美国至少有 50余万人生活

在现代奴隶制下并被强迫劳动。这一问题在家政、

农业种植、旅游销售、餐饮行业、医疗和美容服务等

23个行业领域尤为突出。今天美国的强迫劳动比

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具隐蔽性，甚至部分行业

在强迫劳动方面还存在制度支持。值得注意的是，

美国还是批准国际劳工公约数量最少的国家之一。

雇用童工问题触目惊心。美国是联合国会员

国中唯一没有批准《儿童权利公约》的国家。据非

营利机构“美国农场工人就业培训计划”估计，美

国至今仍有约 50万童工从事农业劳作，很多孩子

从 8 岁开始工作，每周工作长达 72 小时。农场童

工长期暴露在农药等危险化学品中。此外，他们

需要操作锋利的工具和沉重的机械，由于缺乏必

要培训和保护措施，面临较大工伤风险。

监狱是强迫劳动的重灾区。美国人口数量不

足世界总人口的 5%，而监狱人口数量占全球在押

人口的 1/4，是全世界监禁率最高和被监禁人数最

多的国家。美国监狱用于支付犯人工资的开支占

总预算比率不足 1%，而监狱劳工每年创造的产品

和服务总价值却超过 110亿美元。监狱劳动带来

相当可观的经济利益，为监狱内发生的强迫劳动、

美国大型企业滥用监狱劳工等提供了动机。

其中私营监狱问题可谓是“吞噬美国人权的

黑洞”。上世纪 80年代，美国政府打着“缓解收容

压力、降低监禁成本”的旗号，以购买服务方式将

公共监狱承包给私营企业运营。为实现利益最大

化，私营监狱不仅迫使服刑人员长期从事高强度、

低报酬劳动，使其像奴隶一样工作，还通过提高

“入住率”获得来自政府补贴的“人头费”。在暴利

推动下，美国私营监狱规模迅速扩张，1990 年至

2010年 20年间监狱数量增加 16倍。

【二】

近年来，美国人权状况进一步

恶化，原因是什么？这种状况为什

么难以改变？

常健：美国人权状况持续恶化，是其两极分化

的经济分配格局、种族分裂的社会格局以及金钱

和利益集团操控的政治格局相互作用的结果。在

经济领域，美国人口普查局统计显示，2019年美国

收入不平等处于 50 年来的最高水平，2/3 的财富

由最富有的 5%的人占有，超过 3800万美国人生活

在贫困之中；在社会领域，少数族裔遭受严重歧

视，导致社会处于日益分裂状态；在政治领域，金

钱操控政治过程使得政府更多代表富人和社会强

势群体的利益，弱势群体的基本人权无法真正得

到保障。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政治研究

所 2021年发布的一项针对 18岁至 29岁美国年轻

人的调查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认为美国的民

主“陷入困境”或“失败”，而认为美国民主制度尚

属“健康”的比例仅为 7%。

何志鹏：尽管美国人权状况进一步恶化，然

而美国对于一系列问题却“不想改、不易改、不敢

改”。所谓“不想改”，是因为美国政治思想深处存

在一种主流的优越感，即国家由精英阶层主导、

“白人至上”理念深入骨髓，在他们的认知中并没

有什么必要为了少数族裔群体利益去改变相关规

范。所谓“不易改”，是因为美国已经长期形成了

较为稳定的官僚主义体系，以民主为名的议会政

治带来了为追求均衡而降低效率的政策运行方

式，不容易为了良好的人权目标而做出快速反应

和有效努力。所谓“不敢改”，是因为在美国政治

背后有着大财团、产业巨鳄的支持和影响，他们

基于自身利益考量，没有改革现有美国人权政策

的动力，却有着对改变现有人权格局强烈的质疑

和防范。在这一背景下，美国想要改进现有的规

范框架和社会结构，使人权状况变得更好，无疑

困难重重。

美国一系列人权问题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

近年来，在美国产业升级动力不足、金融产业发展

受重创给经济形势带来挑战的背景下，美国人权

状况更显困窘，同时教育歧视、就业歧视、私营监

狱、强迫劳动、雇用童工等问题层出不穷也对美国

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消极影响。面对内部存在的诸

多问题，美国政府不但不加强治理改革，还想方设

法将祸水引到国外，通过矛盾溢出转移公众的注

意力。在国际关系中，越来越多国家政府、民众和

社会也清楚地看到了美国的人权状况。在他们看

来，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并没有很好地承担起

国际治理的责任，反而以自私自利的方式谋求自

身强大，是不值得信任的。

【三】

美国在国外频繁干涉别国内

政，甚至实施粗暴的武力干涉，严重

损害全球人权事业。如何看待美国

的干涉行为，其动机是什么？

何志鹏：美国是世界上干涉别国内政最为频繁

的国家。早在 19 世纪，美国就以行使“领事裁判

权”为名，对半殖民地国家的司法裁判权横加干

涉。进入 20世纪后，美国继续采用类似借口，犯下

干涉格林纳达内政、向巴拿马发动武装入侵等一系

列恶行。二战结束后，美国打着“捍卫民主”“人道

主义”“反对恐怖主义”等旗号，肆意侵犯别国主权

和领土完整，强行改造他国政治和社会制度，酿成

诸多人道主义灾难。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巴拿马

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

亚战争、叙利亚战争……美国动辄威胁他国主权，

肆意发动对外军事行动。根据美方的统计数据，自

1992年到 2017年，美国对外军事干预高达 188次。

美国发起的一次次战争，在法律上严重破坏

了一系列国际法原则、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使得国

际法律秩序遭到破坏；在经济上剥夺他国的发展

机会，甚至掠夺他国的财产，严重损害相关国家和

人民的发展权益；在政治上罔顾他国合法政府合

法性，蓄意破坏他国政治制度，使世界政治陷入大

国强权的陷阱；制造了诸多全球性和地区性难民

问题和人道主义灾难，使得很多国家和人民对于

自身存续缺乏安全感。

常健：美国是受资本控制的国家，其在国际

社会的种种恶行，背后都有资本利益集团的支持

和推动。美国对外发动战争，背后有军工复合体

的推动；肆意干涉一些国家的内政，与石油天然

气能源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息息相关；对他国挥

舞制裁大棒，体现的是金融、技术和商业资本的

战略意图。资本的本性是全球扩张和垄断控制，

这决定了美国政府的主要战略目的是维持其在

全球的霸权地位，为美国资本撑腰，不惜一切代

价扼杀可能的竞争对手。

郝鲁怡：近年来，美国边境地区的移民问题

持续恶化，移民的生命权、人格尊严和自由权遭

受严重侵犯，处境悲惨。今年 6 月 27 日，美国得

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发生偷渡移民惨死车中的

惨案，导致 53人遇难。这是美国近年来最严重的

移民死亡事件之一。

在对待非法移民问题上，美国在边境地区实

施极端严厉残酷的禁入措施和高压行动，对入境

者实施大规模逮捕，强制与家人分离、任意驱逐。

侵犯过境移民、难民人权以及虐待事件频发。

2018年美国政府实施“骨肉分离”政策，强制

将大批移民儿童与父母家人分离，单独关押。这一

行径严重违反国际人权法及国际人道主义，受到包

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强烈谴责，联合国人权高

专批评其行径构成“受到政府批准的儿童虐待”。

有数据显示，2021年美国执法部门在美墨边

境逮捕非法移民约 170 万人次，创 20 年来最高纪

录，其中包含 14.5万名儿童。有媒体披露移民儿童

被关押在“大型笼子”里的画面和哭喊寻找父母的

录音，称被分离儿童居住的临时安置点破旧简陋，

这些儿童面临暴力执法，身心健康状况堪忧。

【四】

美国国内人权状况严重恶化，
却反倒以“人权教师爷”自居，对别
国指手画脚，甚至以保护人权之名
行干涉别国内政之实。如何认识美
国的“人权双标”，其背后有着怎样
的真实面目？

常健：美国的“人权双标”是其人权政治化的表

现形式。所谓“人权政治化”，主要是指出于某种政

治动机以政治实用主义的态度来处理人权问题，将

人权作为实现某种政治战略的工具，作为侵犯他国

主权、干涉他国内政的借口。人权政治化遵循的逻

辑是先给政治对手贴上“侵犯人权”的标签，之后再

按图索骥地从种种传言、推测乃至臆造中寻找其“侵

犯人权”证据，达到丑化和击败政治对手的目的。在

这一逻辑链条下，人权已经与人类价值和尊严无

关，与政治对手是否侵犯人权无关，唯一重要的是

抢占道德制高点，让政治对手在道德和政治上受到

指责围攻、名誉扫地，被迫按照攻击者意志行事。

美国“人权双标”的具体表现，一是对本国和他

国人权问题奉行两套标准。尽管美国国内存在大量

侵犯人权的问题，然而美国在其每年发表的国别人

权报告中却对本国存在的人权问题避而不谈，反而

趾高气扬地指责别国的人权问题。二是对“盟国”

和“非盟国”奉行两套标准。对于“盟友”国家或友

好国家中的人权问题，美国倾向于采取“视而不见”

和“闻而不宣”的态度；对于与自己意识形态、政治

和社会制度不同或利益相冲突的国家，它们的人权

问题就会被美国突出对待，甚至被施以各种形式的

制裁。三是对一国在不同时期采取两套标准。如

果某个国家在某个时期的政策违背了美国政府利

益，人权问题就可以被利用来指责、要挟和制裁该

国；当该国迎合了美国政府的利益时，人权问题则

可能被置于次要的地位来对待，或者忽略不计。

郝鲁怡：美式“人权双标”在移民问题上体现得

淋漓尽致。美国对外标榜“人权高于主权”“人权至

上”，将本国意志凌驾于他国利益和民众福祉之上，

肆意干涉他国内政，激化他国内部矛盾，加剧社会

动荡。美国对拉美地区的粗暴干涉，造成很多地区

面临贫穷、失业、饥饿以及暴力犯罪等社会问题，导

致这些地区的人们转而试图入境美国。对此，美国

政府没有从根源上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采取

严厉的惩罚性移民政策，对美国边境地区移民局势

构成冲击，将非法移民问题拖进长期化的泥潭。

美国在处理国内移民事务时，则以“保障国家安

全”为由明目张胆地大行排外主义，驱逐排斥特定种

族，不受宪法司法审查制度的制约，赤裸裸地体现了

美式双重标准。典型例证为2017年美国颁布一份名

为“阻止外国恐怖分子进入美国的国家保护计划”的

行政命令，曾禁止多个伊斯兰国家公民入境美国。该

行径因涉嫌对特定种族构成歧视，在美国国内外一度

引发广泛抗议。然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却以“国家

安全”为由支持该行政命令。有了司法判决作背书，

移民领域成为“法外之地”，这是美国移民政策排外主

义存在、延续以至在特定时期集中发作的制度根源。

【五】

美国在人权问题上肆意妄为
给世界稳定与发展带来了哪些危
害，对全球人权善治造成了哪些恶
劣影响？世界各国应该如何更好认
清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的虚伪本质？

常健：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的政治化，正在毁损

全球人权善治的根基。它分裂了全球人权事业，使

全球人权治理的国际舞台变成了政治对抗的战场，

阻塞了人权对话交流的渠道，使人权领域的相互了

解、相互借鉴无法实现。国际社会应鲜明反对人

权政治化的恶劣行径，摒弃人权对抗的做法，开放

人权对话交流，本着人类一家的精神，共同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人权治理朝着公平公正

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使世界各国人民真正感受

到维护人权所带来的幸福、和平和安全。

何志鹏：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人权

发展进步的标志，人民对于幸福生活的感知是人权

制度的目标，人民对于幸福生活的评价是人权制度

的标尺。良好的人权治理模式会促进经济、社会、政

治、文化各方面生活不断改善。反之，不良的人权纪

录则会使本国人民对国家、社会的信心逐渐降低。

美国人权是世界人权的一部分，对世界其他国家的

人权也有影响。世界各国人民需要看清美国人权的

真面目，揭示美国人权的思想与实践存在的诸多问

题，并敦促美国不断自我反省，改变文化上的大国

沙文主义和政治上的霸权主义，避免以人权为借口

打击其他国家，积极参与人权对话和人权合作，最

终推动形成一个良好的世界人权格局。

张祺乐：《世界人权宣言》载明“人人生而自由，

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这一“平等”概念意味

着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肤色间都应该享有平

等的权利。当前，美国在世界上做什么都首先考虑

“美国优先”“美国利益”，将自己的利益凌驾于其他

国家、民族之上。美国在国际上设置人权话题，设

置立场、强迫他国选边站队，这一系列做法严重扰

乱了国际政治格局，给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带来

了不稳定因素。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更加认

清了美国的人权本质，越来越多的国家纷纷表达

对美国霸权的不满，认识到美国“人权灯塔”只是

自负的自我标榜，已然沦为国际笑柄。

郝亚明：美国无论是在国内人权领域，还是

国际人权领域，既算不上“优等生”，更做不了“教

师爷”。长期以来的种种事实一再表明，美国最

关心的不是全球人权状况的改善，也无意于促进

全人类人权事业的进步。在美国当权者看来，人

权只是一种工具，维护国家利益、争夺世界霸权的

重要性都要高于人权进步。美国对人权的工具化

利用，伤害的不仅是个体的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更

对全球人权事业的长远健康发展造成恶劣影响。

（本报记者陈尚文采访整理）

认清美式人权的虚伪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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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操弄致使新冠肺炎
死亡病例全球最高，枪击事件
夺走众多无辜生命，暴力执法
让移民难民处境艰难，针对少
数族裔的歧视和攻击愈演愈
烈，单边主义在全球引发人道
主义灾难……近年来，美国国
内人权状况不断恶化，霸权主
义和拱火行为加剧地区冲突
和危机，美国自我标榜“人权
卫士”，实为“世界人权事业最
大的破坏者”，其虚伪面目正
在被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
和人民所识穿和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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