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敵視黑人員工 國際特赦被指侵犯人權
長年包庇白人領導 阻晉升拒理投訴

英國《衛報》昨日引述一份調查報告披露，經常

以「人權」為名插手干預他國內政的「國際特

赦組織」，內部原來長期存在種族歧

視，包括白人上司以「黑鬼」等字眼

侮辱黑人下屬。該組織英國分會多名

現任和前任職員，亦公開揭露他們遭受

歧視的經歷，他們曾作出投訴但不獲理

會。國際特赦組織發表聲明，強調內部的種

族歧視行為不能接受，向曾受歧視的員工衷心

致歉。

捷克和俄羅斯互驅對方外交官
事件，引發兩國關係進一步緊
張，捷克內政部長哈馬切克昨日
表示，捷克已要求歐盟和北約驅
逐俄外交人員，以示團結，並準
備今日召見俄國大使，知會對方
有關捷克採取的進一步行動。
捷克工業及貿易部長哈夫利切

克前日宣布，撤銷俄羅斯國家原
子能公司（Rosatom）競投科瓦
尼核電站興建工程的資格，不會
邀請Rosatom遞交相關項目的安
全評估文件，同時不再考慮購買
俄製「史潑尼克5」號新冠疫苗。Rosatom對捷克政府的決定感到失望，認為
此舉出於政治動機，將影響兩國在核工業上的互惠合作。
捷克早前以俄羅斯軍事情報局（GRU）涉嫌策劃2014年捷克軍火庫爆
炸事件為由，驅逐18名俄國外交官，俄方其後下令驅逐20名捷克外交
官作報復。捷克總理巴比斯前日表示，該宗爆炸案是針對一名保加
利亞軍火商擁有的武器，相信這批武器是準備出售給反俄組
織。巴比斯強調GRU的行動不能接受，當局已鎖定兩名
疑犯。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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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非裔男子弗洛伊德去年5月被白人
警員壓頸致死案，引發席捲全球的黑

人平權示威，國際特赦組織國際董事會去
年6月向員工發電郵，提到會應對「黑人的
命也是命」運動和種族歧視問題，指組織
內部存在系統性的種族歧視，尤其國際秘
書處部分員工被對待的方式，存在偏見和
缺乏敏感度，「儘管組織近年已作出改
變，但內部資源仍受到以白人為主的人員
控制」，強調會就此作出獨立調查。

專家調查確認「系統性特權」
國際特赦組織國際秘書處總部設於倫
敦，負責制訂政策及從全球各地招募研究
人員。國際特赦組織其後委託英國諮詢公
司Howlett Brown的職場問題專家進行調
查，訪問國際秘書處多名職員，並進行6個
焦點小組研究，去年10月提交46頁的內部
報告，指出國際秘書處對外和對內的言論
不一致，除了以種族歧視態度對待少數族
裔員工外，白人亦擁有「系統性的特
權」。
國際特赦組織英國分會（AIUK）8名現

任和前任員工其後發
表聯合聲明，揭露他們
遭受種族歧視的經歷，其
中任職社區組織團隊的黑人
女員工奧杜克雅表示，她長
期在「對黑人存有敵意」的環
境下工作，令她身心俱疲，指組
織保護「白人中層文化」，讓白人
擁有特權。奧杜克雅稱，白人同僚
曾公開評論並要求觸摸她的頭髮，
又指自己的工作量得不到應得薪
酬，她曾向上級投訴，卻被指自己「反應
過敏」。AIUK最終於去年5月與奧杜克雅
達成和解，奧杜克雅稱，她加入國際特赦
組織是希望推動人權，批評組織實際上協
助侵犯人權，對此感到十分失望。

白人主管犯錯免責
曾於AIUK任職3年的奧爾德雷德，目前

是同性戀慈善組織Stonewall的政策主管，
他指AIUK少數族裔員工長期遭受領導層
不公平對待，少數族裔通常不獲晉升，白
人主管犯錯卻可免責。

AIUK主任艾倫為有關情況道歉，表示會
嚴肅處理和調查歧視指控，但拒絕評論個
別個案。 ●綜合報道

英國種族和族裔差異委員會於上月31日發布關於
當地種族歧視情況的報告，聯合國專家小組譴責報告
「試圖將白人至上主義正常化」。首相約翰遜的發言
人回應稱，專家小組「曲解」報告內容，強調報告無
意姑息種族主義行為。
種族和族裔差異委員會去年受政府委託，調查英國

種族歧視情況，上月發布報告後引發爭議。聯合國專
家工作組表示，堅決反對並譴責報告內容，指報告稱
「英國不存在制度性種族歧視」，是試圖「洗白」英
國黑奴和殖民主義歷史、篡改史實，會進一步激化種
族主義。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亦發聲明，
表示對報告內容感到震驚，稱委員會扭曲數據、捏造
事實，是對非裔人士的「人身攻擊」。
委員會指聯合國專家「嚴重扭曲」報告原意，對此

感到非常失望，認為聯合國專家並未深入了解實質內
容。首相府亦強調報告凸顯英國仍存在種族歧視和不
平等問題，而非專家所指「將白人至上主義正常
化」，英國為國家長久以來捍衛人權感到驕傲，鼓勵
所有人閱讀完整報告。 ●綜合報道

聯國專家批英人權報告
斥「洗白」黑奴史

美國非裔男子弗洛伊德去年5月在明尼
阿波利斯市被白人警員紹文壓頸致死案，
經過約3周聆訊後，由12人組成的陪審團
前日開始退庭商議。不過案件在即將審結
之際卻另生枝節，民主黨眾議員沃特斯日
前在一場反警暴示威中，揚言如果紹文被
判無罪，示威者便應該「留守街頭」且
「更加對抗」，被法官斥責為企圖影響裁
決，不尊重法治，更明言辯方有權以沃特
斯的言論作為上訴理據。

法官促尊重法治
辯方律師前日以案件已經引起公眾高度
關注為由，要求法官卡希爾宣布審訊無
效，律師特別提到沃特爾的言論，認為是
對陪審團的「威脅」。卡希爾未有接納辯
方要求，但批評沃特斯的言論令人厭惡，
敦促民選議員停止談論案件，尊重法治及
司法機構運作。
卡希爾前日向陪審團作指示時，表示陪

審員必須絕對公平，衡量案中的
證據，「你們絕不能讓偏見、情
緒、同情心或公眾意見影響你們
的決定，絕不能顧慮裁決帶來的
任何後果或懲罰。」6名白人和
6名少數族裔陪審員商議4小時
後仍未得出結果，獲安排入住酒
店，昨日繼續商議。
檢察官施萊克爾在結案陳詞

時，再次向陪審團展示弗洛伊
德被跪頸的片段，表示「案件
就如同你們所見」，「你們要
相信自己的眼睛，這不是執
法，這是謀殺，長達9分29秒令人震驚的
濫權。弗洛伊德並沒有對任何人構成威
脅，他沒有試圖傷害任何人。」施萊克爾
要求陪審團裁定被告全部3項罪名成立，
強調被告並沒有按照警隊使用武力的守
則，根本無法為其行為找藉口。
辯方律師則呼籲陪審員從警員合理執法

角度看待紹文的行動，指紹文並非意圖使
用不合法的武力，又指弗洛伊德致死原因
是心臟病和濫藥，促請陪審員切勿被片段
「誤導」。
身穿淺灰色西裝的紹文在庭上除下口

罩，聽取控辯雙方結案陳詞，其間面無表
情。 ●綜合報道

民主黨議員施壓陪審團 或成白人警上訴依據弗洛伊德案

非洲國家乍得的國家選舉委員會前
日公布總統選舉點票結果，總統代比
以近80%得票率，成功連任，然而軍
方發言人昨日宣布，代比在政府軍與
反政府武裝的戰事中傷重身亡，終年
68歲。
代比於1991年 3月起出任乍得總

統，其後多次連任至今。軍方已成立
過渡委員會，由代比的37歲兒子穆罕
默德領導，為期18個月，同時宣布暫
時關閉邊境及實施宵禁。
軍方消息指出，代比在北部前線指

揮部隊，與反政府武裝作戰期間負
傷，最終不治，但未有公布具體細
節。乍得近日緊張局勢升溫，反政府
武裝在北部接壤利比亞邊境地區發動
攻勢，與軍方爆發激烈衝突。軍方相
信反政府武裝分子在利比亞訓練，本
月11日大選當天入侵乍得邊境。軍方
前日曾宣布在戰事中大勝，擊斃300
名武裝分子。軍方目前在首都恩賈梅

納嚴密部署，派出坦克在主要道路戒
備。
代比一直被西方國家視為打擊伊斯蘭

極端主義的可靠盟友，他在今屆大選獲
得79.32%選票成功連任，原本即將開展
第6個任期，但不少反對派人士指責代
比於2018年推動修憲，容許自己連任至
2033年，因此呼籲抵制大選，並拒絕承
認大選結果。 ●綜合報道

當選連任僅一天 乍得總統戰場陣亡

●代比已出任總統30年。 美聯社

俄羅斯上周五宣布驅逐10名美國外交官，以報
復華府對俄制裁，並建議美國駐俄大使沙利文回國
「認真諮詢」，但沙利文拒絕俄方建議。然而沙利
文昨日宣布，他將於本周啟程回國，與華府同僚商
討美俄雙邊關係情況，但強調會於數周內返回俄羅
斯。

美國總統拜登上月曾指俄羅斯總統普京為「劊子
手」，觸發俄方召回駐美大使安東諾夫，以示抗
議。美國上周四指俄國干預去年總統大選，宣布驅
逐10名俄國外交官，以及制裁32個俄實體和個
人，俄方翌日驅逐10名美國外交官報復，並建議
沙利文回國諮詢。
沙利文昨日終於決定本周內回國，認為現時有必要

與華府同僚商討當前美俄關係，他強調若總統拜登和
普京舉行峰會，自己將在峰會前返回俄羅斯。

俄：反映美不友好決定
普京發言人佩斯科夫表示，兩國大使分別回國，

反映現時美俄關係陷入低谷，指美國作出對俄羅斯
「不友好」的決定，促使俄方採取相應報復行動。
克里姆林宮稱，俄方正研究拜登提出在歐洲舉行美
俄峰會的建議，普京亦會於明日參與由拜登主持的
氣候視像峰會，並發表演說。
俄羅斯外交部昨日宣布驅逐兩名保加利亞外交

官，要求他們於72小時內離境，以報復保加利亞
早前以涉嫌從事間諜活動為由，驅逐兩名俄國外交
官。 ●綜合報道

俄要求回國「諮詢」上級 美大使先拒絕後屈服

●明尼阿波利斯市示威者揮動旗幟。 路透社

◀國際特赦組織長期
存在種族歧視，黑
人成為被針對對
象。

網上圖片

▲ 國際特赦組織曾在美國駐比利時大使館外投射弗
洛伊德影像，聲援反種族歧視示威。 網上圖片

●英國去年爆發「黑人的命也是命」種族平權運動。
網上圖片

●沙利文將於本周啟程回國。 美聯社

●捷克民眾在駐當地的俄羅斯大使
館外示威。 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