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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國務院新聞辦公室針對美國一年一度的國別人權報
告，連續第12年發表美國的人權紀錄，目的在於「敦促

美國正視自身的人權問題」。
《2010年美國的人權紀錄》全文約1.3萬字，包括關於生命、

財產和人身安全，關於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關於經濟、社
會、文化權利，關於種族歧視，關於婦女和兒童權利，關於侵
犯他國人權等6個部分。

美國槍支管理鬆懈氾濫成災
人權紀錄說，美國無視自身存在的嚴重人權問題，卻熱衷於

推行所謂「人權外交」，將人權作為醜化別國形象和謀取自己戰
略利益的政治工具，這充分暴露了其在人權問題上實行雙重標
準的偽善面目和藉口人權推行霸權主義的不良圖謀。

人權紀錄說，美國是世界上暴力犯罪最嚴重的國家，公民的
生命、財產和人身安全得不到應有的保障。美國每年約有1/5的
人成為各種犯罪行為的受害者，這一比例居全世界之首。美國
槍支管理鬆懈，氾濫成災。

公民隱私遭侵犯冤錯案頻發
人權紀錄說，美國政府侵犯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的情況相當

嚴重。公民隱私遭到侵犯，警察濫施暴力和刑訊逼供現象嚴
重，冤案錯案頻發。美國極力標榜和鼓吹網際網路自由，而實

際上，美國對網際網路的限制相當嚴格。
人權紀錄指出，美國失業率居高不下，貧困人口比例創新

高，飢餓人口大幅增加，無家可歸者激增。
人權紀錄說，種族歧視在美國根深蒂固，滲透到社會生活的

各個方面。美國少數族裔在就業和職業上受到歧視，貧困率居
高不下，種族仇恨犯罪頻發，在美國，移民的應有權利得不到
保障。

人權紀錄說，美國的婦女兒童權利狀況堪憂。婦女頻遭性侵
犯和暴力，兒童生活貧困、身心健康得不到保障。

美霸權引多國反彈
人權紀錄說，美國在國際人權領域的紀錄劣跡斑斑。美國發

動的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造成大量平民傷亡。美國拒絕參
加一些重要的國際人權公約和履行國際義務。2011年3月18日，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通過對美國人權普遍定期審議最後文件，而
美國卻堅持拒絕審議中提出的大多數建議，受到許多國家的批
評。

人權紀錄指出，事實說明，美國自身的人權紀錄十分糟糕，
沒有資格冒充世界「人權法官」，卻年復一年地發表《國別人權
報告》對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人權狀況進行評判和責難。我們奉
勸美國政府切實改善自身的人權狀況，檢點自身在人權問題上
的所作所為，停止利用人權問題干涉別國內政的霸道行徑。

據新華社北京10日電　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10日發表《2010年美國的人

權紀錄》(全文見文匯網)，以回應美國國務院8日發表的《2010年國別人權報

告》對中國人權狀況的指責。人權紀錄說，《2010年國別人權報告》再次對

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19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人權狀況進行歪曲指責，卻對自

身糟糕的人權狀況熟視無睹，絕少提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凡 北京報道）消息人士向香港
文匯報透露，中國外交系統近期展開一輪人事變動。原中
國駐烏茲別克斯坦大使于洪君出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

（中聯部）副部長；原外交部亞洲司女司長楊燕怡調任中
聯部部長助理；黃華光新任中聯部新聞發言人。此外，外
交部原涉外安全事務司司長羅照輝轉任亞洲司司長，原氣
候變化談判特別代表黃惠康擔任條約法律司司長。

于洪君楊燕怡任副部長部助
于洪君生於1954年1月，吉林農安人，研究生學歷，法

學博士。他於1989年便進入該部工作，歷任副處長、處
長、研究室副主任、主任，曾借調至中央外辦工作，還先
後出使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他今年離任回國，任
中聯部副部長新職。

中聯部部長助理楊燕怡生於1955年6月，浙江寧波
人，既有在外交部亞洲司多年工作的政策歷練，亦有在
出使期間對相關國家情況的實地考察經歷。而原中聯部
八局（西歐局）局長黃華光則出任中聯部研究室主任、
新聞發言人。

中聯部走馬換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西昌10日電，10日4時47分，
中國在西昌衛星發射中心用「長征三號甲」運載火箭，
成功將第八顆北斗導航衛星送入太空預定轉移軌道。這
是一顆傾斜地球同步軌道衛星，是今年北斗導航系統組
網衛星的第一次發射，也是中國「十二五」期間的首次
航天發射。

本次北斗導航衛星的成功發射，標誌㠥北斗區域衛星
導航系統的基本系統建設完成，中國自主衛星導航系統
建設進入新的發展階段。這顆衛星將與去年發射的5顆導
航衛星共同組成「3+3」基本系統（即3顆GEO衛星加上3
顆IGSO衛星），經一段時間在軌驗證和系統聯調後，將具
備向中國大部分地區提供初始服務條件。

與其他衛星導航系統兼容互用
北斗衛星導航系統是中國獨立發展、自主運行，並與

世界其他衛星導航系統兼容互用的全球衛星導航系統。
北斗衛星導航系統除了能夠提供高精度、高可靠的定

位、導航和授時服務，還保留了北斗衛星導航試驗系統
的短報文通信、差分服務和完好性服務特色，是中國經
濟社會發展不可或缺的重大空間信息基礎設施。系統將
由30餘顆不同軌道高度的導航衛星組成，可提供高精度、
全天時、全天候的導航、定位和授時服務。

第八顆北斗導航衛星發射成功

國新辦 美人權劣蹟
回擊歪曲指責

《2010年美國的人權紀錄》促美正視自身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曉靜　北京

報道）日前，美國發佈了2010年人權報
告，繼續對他國人權指三道四，但最

具諷刺意味的是美國前不久剛剛爆出美
軍「死亡小隊」虐殺平民取樂等一系列醜

聞。對於美國採取雙重評判標準指點他國，
專家表示，美國頻頻高舉「民主人權法制」
的旗幟，肆意干涉他國政權，相反，對自身
問題卻視而不見，採用雙重標準，這恰恰是

世界政治動盪的根源。
中國社科院世界政治中心副秘書長洪源昨晚在接受香港

文匯報記者採訪時稱，美國在對外方面，一系列的行為足
以令人看到美國的霸權。

在伊拉克阿富汗濫殺無辜
他說，在美對伊拉克制裁問題上，其製造了包括50萬嬰

兒在內的共170萬伊拉克人民的屠殺；在阿富汗戰爭中，其
濫殺無辜的行為也已經屢見不鮮，而在虐囚上更是層出不

窮。此外，在利比亞戰爭中，美國照樣把機槍對準了平
民，後被其稱為是「誤傷」。

其實，這一系列的行為已經讓世界人民看到了美國的霸
權和濫殺行為。而事實上，從小布什任美國總統開始，美
國即恢復了對國外的濫殺行為，其沒有任何權利評判他國
人權。而在國內人權方面，美國則是多次打㠥安全和反恐
的幌子，任意對公民郵件和電話進行檢查、竊聽，近年
來，美國公民亦有抱怨自身權利在各種名義上大大縮水。

藉反恐搜查過境遊客公民
美國公民自由聯盟2010年9月公佈的數據顯示，2008年10

月1日到2010年6月2日，有超過6,600名遊客在港口過境處遭
受電子設備搜查，其中近一半是美國公民。

洪源進一步指出，美國不斷以自國的民主人權法制作為
核心價值觀，對所謂的獨裁或專制發起「衝擊」，為不斷輸
出自身的生活和行為方式打開了方便之門。然而在此意義
上，其實際是以民主人權法制為旗幟肆意干涉他國政權，
而這恰恰是世界政治動盪的根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曉靜　北京報道）

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10日晚間發表《2010年
美國的人權紀錄》，以回應美國國務院8日發表
的《2010年國別人權報告》對中國人權狀況的
指責。人權紀錄指出，美國對自身糟糕的人權
狀況熟視無睹，卻不斷歪曲指責他國人權，推
行所謂「人權外交」，充分暴露其借口人權推
行霸權的不良圖謀。人權紀錄奉勸美國不要充
當世界「人權法官」。

《2010年美國的人權紀錄》全文約1.3萬字，
包括關於生命、財產和人身安全，關於公民權
利和政治權利，關於經濟、社會、文化權利，
關於種族歧視，關於婦女和兒童權利，關於侵
犯他國人權等6個部分。

美囚犯量冠全球
人權紀錄指出，美國一向自詡「自由的樂

土」，但是美國被剝奪自由的囚犯數量居世界
之最。皮尤研究中心2008年報告表明，美國每
100個成人中就有一個在監獄服刑，這個數據
在1970年為1/400。按目前發展速度，到2011
年，美國監獄關押人數將增加13%，達到170
萬人。同時，美國冤案錯案頻發。據統計，在
過去20年內，美國共有266名含冤入獄的嫌疑
犯在經過DNA鑒定後，被無罪釋放，其中包括
17名已被判死刑的嫌疑犯。

嚴格控制互聯網
此外，美國極力標榜和鼓吹因特網自由，而

實際上，美國對因特網的限制相當嚴格。2010
年6月24日，美國國會參議院國家安全與政府
事務委員會通過對2002年國土安全法案的修正
案《將保護網絡作為國家資產法案》。但美國
對外則要求別國提供不受限制的「因特網自
由」，並以此作為外交施壓和謀求霸權的重要
工具。美國《外交政策》網站的文章亦承認，

「美國政府對因特網的態度依然充滿問題和矛
盾」。

雙重標準暴偽善
人權紀錄稱，事實說明，美國自身的人權紀錄十分糟

糕，沒有資格冒充世界「人權法官」，卻年復一年地發表國
別人權報告對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人權狀況進行評判和責
難，推行所謂「人權外交」，這充分暴露了其在人權問題上
實行雙重標準的偽善面目和借口人權推行霸權主義的不良
圖謀。

最後，人權紀錄奉勸美國政府切實改善自身的人權狀
況，檢點自身在人權問題上的所作所為，停止利用人權問
題干涉別國內政的霸道行徑。而中國外交部此前亦回應稱
美國不要以「人權教師爺」自居，應多反省自己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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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玩具商斥國際審核機構謀私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網消息：在全球最大的玩具

製造基地廣東，800多家中國玩具製造商借第23屆廣
州國際玩具及模型展覽會發聲，指責審核機構和審核
員的種種「不端行為」。廣東省玩具協會常務副會長
李卓明表示，國際玩具工業理事會(ICTI)「關愛」
(CARE)程序審核，如今很大程度上成為跨國審核機
構、審核員變相獲取私利的尚方寶劍。

iPad2通過3C認證最遲下月入華
香港文匯報訊 據北京青年報10日報道，據了解，

蘋果iPad 2已經通過中國的3C認證。
據了解，3C認證是中國強制性產品認證的簡稱。

為了兌現加入WTO的承諾，2001年12月3日，中國發
佈了強制性產品認證制度，從2002年5月1日起，國家
認監委開始受理列入強制性產品目錄的19大類132種
產品的認證申請。有業內人士表示，如果一切順利，
最晚5月中國內地可以發佈iPad2 WiFi版。

■美國是世界上暴力犯罪最嚴重的國家，公民的生命、財產
和人身安全得不到應有的保障。圖為美國洛杉磯警方移走一
宗兇殺案中的受害者遺體。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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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新華社北京10日電 綜合新華社駐外

記者報道：近兩天，巴西、柬埔寨、阿爾

及利亞等多國政府官員或人權專家對美國

國務院8日發表的《2010年度國別人權報

告》進行批評，認為美國是在以人權為幌

子對別國內政進行干涉，以達到美國的政

治目的。

巴西外交部：拒絕接受
巴西外交部9日發佈公告說，美國政府

每年發表的人權國別報告，是依據其自己

的法律和標準，單方面對其他國家的人權

狀況進行評估，卻無視本國領土或控制地

區（如關塔那摩美軍基地）存在的侵犯人

權問題。公告說，美國無權單方面對他國

的人權狀況說三道四，巴西拒絕接受這一

報告。

柬埔寨政府：深表遺憾
柬埔寨內閣辦公廳新聞和快速反應機構

發言人德索提9日發表講話，駁斥美國人

權報告對柬埔寨人權狀況的無端指責。德

索提說，目前柬埔寨國家統一，政局穩

定，社會安寧。柬埔寨政府所做的一切都

是嚴格按照憲法行事。美國在人權問題上

對柬埔寨的指責是「老調重彈，完全不符

合事實」，「柬埔寨對此深表遺憾」。

阿爾及利亞：誇大其詞
阿爾及利亞官方的全國促進和維護人權

協商委員會主席法魯克．卡桑提尼9日發

表新聞聲明說，美國發表人權報告具有

「政治動機」。他表示，這份報告不顧阿爾

及利亞在保障人權方面所取得的進步，對

阿行政機構、監獄狀況、新聞自由、司法

獨立等進行指責，是「不光彩、誇大其詞

的」。

蘇丹：圖掩其霸權嘴臉
蘇丹喀土穆國際人權中心主任艾哈邁

德．穆夫提10日說，把人權問題「政治化」

的做法，不利於實現保護人權和保障自由

和普遍權利的目標。他說：「這份報告清

楚說明，美國已經把人權問題變成政治工

具，被美國用來達到其政治目的，並對那

些與美國有分歧的國家進行報復。」

蘇丹人權活動家阿卜杜．賈利勒．巴沙

說，美國一方面大談人權，並把人權問題

作為其外交政策中的一張牌；另一方面美

國自己卻是侵犯人權最嚴重的國家。「美

國不過是把人權問題作為幌子，以掩蓋其

維護霸權主義的真實意圖。」

越南外交部：錯誤結論
越南外交部發言人阮芳娥9日說，近年

來，越南在保障和更好地發揮國民在政

治、經濟、文化、社會等領域的權利和自

由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國際社會也認同

並高度評價這些成就。美國國務院的人權

報告依據一些不符合越南實際情況的消息

得出了不客觀的錯誤結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