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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天安門事件使得國際注視到中國的「人權問題」，而中共也認知到人權

問題將會影響外交關係的發展。在中國大陸，每年約有將近1萬人遭到處決的同

時，也為中共的「人權外交」預留施展的空間。在其羈押的名冊中，記者與異議

人士數目不下百人，加上因宗教與分離主義而被迫害的人數不斷攀升，均都顯示

中國人權記錄不彰的事實。 

人權鬥士熱比婭 

「不，我不恨中國人。我坐牢是中國政府做的事，和普通人不相

干。」58歲的熱比婭如此堅定的說。熱比婭‧卡德爾（Rebiya Kadeer）

是在1999年8月，在與到訪的美國國會一個代表團會面的途中被中

國當局逮捕，直到6年後才再度受到中國政府釋放申請保外就醫。如

此一位女子，為何被中共監禁了8年之久？且在這期間，國際人權組

織又為何替她向中國請命多次，請求特赦？是怎樣的女子變成中共

「人質外交」的籌碼，又為何成為中國向美國國務卿萊斯訪問中國的

「禮物」？ 

在拘捕之前，熱比婭是一位中國頂尖的政商名流，同時也是為少

數民族人權的代表人物，她曾是1993-1997年第八屆中國全國政協委

員和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人大代表，同時也是一位成功的商人，她身

為新疆烏魯木齊阿克達工貿有限公司董事長，歷任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工商聯副主席、新疆女企業家協會副會長，而在 1994 年更被《富士

比》雜誌評出為中國20大民企富豪第11名女富豪，更是人們口中的

新疆女首富。 

與此同時，熱比婭也不忘維護維吾爾族人群的權益，一方面，她

呼籲教導維族婦女，走出家門為自已的生活打拼；另一方面，也為了

人權問題到處奔走，希望讓國際注視新疆的人權狀況及其他聲稱受到

虐待的個案。熱比婭希望她的努力可以喚醒國際社會幫助解決維吾爾

族人權問題，以及提供他們需要的幫助，另外，亦要公佈中共當局目

前有被判死刑的政治犯名單。這種為人權拼命的行徑，讓她身陷囹圄

卻依舊得到由挪威拉夫托人權基金會贈頒的「2004 年度拉夫托人權

獎」。 



然而，如此大膽的作風以及她敏感且特殊的身分引起中共的高度

關切，1999 年 8 月，中共當局以「提供美國丈夫剪報」為由將其羈

押，2000 年 3 月以所謂「非法向境外組織提供情報、企圖分裂與推

翻國家」的罪名被中共當局判處 8 年徒刑，後來被減刑 1 年。直至

2005 年 3 月，由於美國國務卿萊斯到訪中國，加上美國宣佈今年不

會在日內瓦人權會議中提議討論中國人權狀況數分鐘後，中共當局釋

放且允許這位人權鬥士前往美國就醫。 

中國人權現狀 

中國死刑罪名種類位居世界第一，在江澤民時期更高達 80 餘種

死刑罪；每年至少處決1萬多人，比世界所有國家死刑總數多出5倍

之多。另外，亦有一項數據更令人憂心的是，中國自殺人數亦居世界

第一，據統計顯示，每年至少有 28.7 萬人死於自殺，世界衛生組織

說，世界上有 56﹪的婦女自殺發生在中國，每天大約有 500 名婦女

自殺。不管自殺的原因是出於對生活環境的無奈，或是在中共壓迫人

權的結果下，導致無數家庭的破裂，這些均和中共當局漠視人權的做

法息息相關。 

總部設在倫敦的人權組織「大赦國際」在報告中指出，在中國被

處覺得死刑犯位居世界首位，也就是全世界每 10 個被處決的人當

中，有9個在中國，中國處決的人數超國其他國家的總和。同時，報

告也表示，中國和伊朗所處決的人還包括歲數小於 18 歲的未成年

者。國際人權組織《人權觀察》認為，中國的人權狀況有些地方進步，

如在司法和政治改革方面做出承諾，但是也有一些地方退步了，如對

網路異議人士的重判（拘留逮捕了劉曉波、余傑、師濤和張祖樺四名

異議作家）、對民眾的暴力相向、和持續不斷的官員腐敗現象，都構

成了中國人權倒退的特徵。以下將從四點來看目前中國人權的現狀： 

一、 新聞自由與關押異議： 

中共在新聞開放的程度仍是的有限，《新華社》是官方唯一的報

導，而其他異議報導，中國對待的方式即是逮捕拘禁。根據 2004 年

5月《記者無國界》協會公佈，中國總共關押了23位記者和50名網

路記者，至少有超過100人被監禁在監獄之中，而其中大部分是胡錦

濤上台後被捕入獄的。而「美國保護委員會」亦表示，中國拘押的新



聞工作人數幾乎佔全世界被關押記者總數的三分之一，且中國已經連

續6年成為關押記者人數最多的國家了。因此，原本對胡錦濤寄以厚

望的記者工作者而言，2004 年是令他們失望的一年，因為胡錦濤被

列為2004年全球新聞自由的37名公敵之一，與北韓金日正和古巴卡

斯楚齊名 

而在國際間廣遭撻伐的即是當局任意逮捕異議人士的作為，去年

策劃紀念八九天安門 15 週年屠殺事件的活動人士，包括張永亮、張

勝其、劉風剛等等，均遭受到軍方的拘留查問，據一些非政府機構估

計，因1989年6月天安門廣場示威活動而繼續被監禁者仍達250人

之多。更遑論作家、文字記者等展開行動，如拘捕了三位《南方都市

報》主管程益中、李民英與喻華峰三人，此報以作風大膽，敢批直言

而聞名，另外還有《紐約時報》的駐北京華籍研究員趙巖，只因為《紐

約時報》率先獨家披露江澤民辭去中央軍委主席的消息，因而被控告

涉嫌非法向外國人洩漏國家機密，監禁至今。 

二、 宗教信仰與鎮壓迫害： 

美國國務院 2004 年發表的國際宗教自由報告說，中國政府對宗

教和信仰自由的尊重情況仍然不好。自從 1999 年開始對法輪功進行

鎮壓以來，法輪功總共有1600多名學員被迫害致死，6000多人非法

判刑，超過 10 萬人被非法勞教，數千名被強迫關入精神病院接受官

方輔導。 

除法輪功外，中國宗教迫害調查委員會披露，中國自改革開放以

來，在6千萬以上的家庭教會信徒中，至少有270萬人被任意拘捕過，

44 萬人被判處勞教或勞改，750 人被通緝追捕，20 萬人被迫離家外

逃或失蹤，1萬人被迫害致死，2萬多人被酷刑致殘，13萬人被監視

居住，112 萬人被勒索罰款。此導致國際教育發展組織（IED）呼籲

國際社會制裁中共，對中共進行經濟、政治與外交上的制裁，希望藉

此逼迫中國政府正視人權問題的重要性。 

據《法新社》報導，在教皇保羅二世去逝兩天後，所有有關大量

網民悼念的留言和相關評論一夜之間全被刪除，網友試圖發出與教皇

有關的信息也全部無法傳送，民運人士魏京生認為，顯然是政府下令

禁止網民發布悼念有關教皇的評論，並嚴格封鎖相關信息的。據《中



央社》指出，凡是西藏佛教徒、新疆回教徒、地下基督徒、效忠梵蒂

岡的天主教徒以及法輪功等，均將受到當局持續的壓迫。 

儘管2004年底中國政府發表了新的《宗教事務條例》，但是人權

組織批評這只是「換湯不換藥」的做法，因為新條例仍只適用於「合

法登記」的宗教團體，那些無得到當局認同的宗教團體，仍然被視為

非法聚會。 

三、 西藏新疆與人權打壓： 

美國國務院負責民主、人權和勞工事務局的代理助理國務卿科紮

克說，整個中國到處都有眾多違反人類生命尊嚴的事例，但在西藏與

新疆特別嚴重的。因為中國政府當局以國際反恐之戰為由，鎮壓「和

平表達不同政見」的維吾爾族穆斯林和獨立的穆斯林宗教領袖。目前

最引起國際社會關注的是丹增德勒仁波切喇嘛因一些未經證實的參

與「成都天府廣場爆炸案」的指控，被中國政府判處死刑緩刑2年。 

另外，總部設在紐約的中國人權組織負責人劉青亦表示說，中國

政府對新疆問題，特別是維吾爾族問題，一項都採取強硬的打擊迫害

措施，尤其是911以後，中國政府把新疆的一些活動和恐怖主義掛上

勾，並且以國際恐怖主義的名目，對少數民族進行打擊和迫害。中國

人權組織執行主任譚竟常說，北京把維吾爾人視為國家生存的威脅。

這是由於維吾爾人信奉回教，將其視為族群認同的基礎，因此為了壓

制維吾爾人的民族情感，中國以嚴厲手段鎮壓回教徒。 

前些日子由總部設在印度達蘭薩拉的「西藏人權和民主中心」公

佈了一份題為「2004 年西藏人權狀況」的年度報告表示，藏人在西

藏的發展、教育、政治、信息、宗教自由等，各方面的權利繼續受到

侵犯的情況，尤其是宗教方面，據統計，到2004年底仍有146名已

知的政治犯在西藏的各個監獄中服刑，其中佛教僧侶佔政治犯總數的

63﹪。由此可看出宗教人士在中國大陸被強力壓迫的情形。 

四、 土地徵收與剝削弱勢： 

中國政府為了配合高度經濟成長的腳步，不斷的進行土地徵收，

在這其中涉及很多地方政府和開發商間的勾結，與農民權利被嚴重侵

害，大量的強行圈地和野蠻強拆工人房子，導致民怨高升，從 2004

年以來，中國各地陸續發生了大規模的維權運動，如前陣子四川省漢



源縣爆發了大規模的農民暴動，就是侵害農民權益而導致反撲的代

表。除了強行霸佔農民土地之外，更讓人髮指的是漠視弱勢團體的權

益問題。如2003年4月湖北省大學畢業生孫志剛，只因忘了帶身分

證，而被官方活活打死，即是一例。 

「人權」除涉及一國內部制度、統治者意識以及政治文化外，隨

著全球市民社會時代的到來，人權問題逐漸上升至全球議題，國際力

量的介入也成為重要因素。然而，弔詭的是，國際組織往往是權力展

現的場域，而非道德彰顯的舞台。根據美國人權組織《自由之家》近

期在日內瓦發表聲明，強調世界上人權紀錄最糟糕的包括中國在內的

6個國家，竟然是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成員國，其本身就是迫害人權

者，他們參與會議的目標不在提倡人權，而在保護自己不受批判，或

是可進一步攻擊他國的防禦作用。這種令人憂心的情形，使得聯合國

秘書長安南建議應該建立起一個新的人權機構以取代廣受批評的人

權委員會。 

對一個以「穩定壓倒一切」為號召的國家而言，任何異議都是不

容許的、任何弱勢族群對不公的反抗是違法的、任何國際維權組織的

關切也注定是被視為「干預內政」，就此而言，其人權的伸張也注定

是曲折難行的，但依然有不少人士在其中奮戰著，一位大陸異議作家

即說：「我們正在衝破漫漫長夜，迎來人權希望的曙光，即使面對嚴

酷的挑戰，也要不斷地向前邁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