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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傑榮專欄－人權棘手 歐胡難喬

孔傑榮

    　最近太平洋兩岸的智庫、權威專家和媒體被本周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美進行國是訪問一事搞得沸沸揚揚。一

月六日，中國外交部長楊潔篪在紐約告訴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此次中美高層會晤是一次歷史契機，並稱兩國最高

領導人「將在此會晤中共同規畫新時期中美合作藍圖」，這番話使得各界更是議論紛紛。

    　美國官員對歐巴馬總統二○○九年十一月的中國之行甚為失望，且對於那次領導人會後發表的兩國聯合聲明，

各界的期待也未能實現。因此美國官員對這次胡錦濤訪美更加謹慎，稱這次會晤是一個「緊要關頭」。一月十四

日，美國國務卿希拉蕊做了一個比中國外長發言更詳盡具體的公開講話。由於歐巴馬訪華後的一年中，中美關係持

續緊張，從中學到教訓的希拉蕊在講話中不再流露出以前天真的樂觀主義，也不再像歐巴馬最初對華政策那樣對中

國政府的敏感神經過於體恤。她現在強調：重點在於行動而不是說辭。她強調雙方要能夠「帶來積極的結果」、

「更一貫地將積極的言辭轉化為有效的合作」。她直接了當地指出：為了實現美國一再引用的雙邊外交口號，即建

立一個「積極、合作、全面的關係」，美國目前政策是「立足於現實，重點關注成效，並忠實於我們的原則和利

益」。

    　最近幾周，中國政府不遺餘力地爭取重新贏得歐巴馬上任最初幾個月對中國表現的善意，以增加胡錦濤此行成

功的機會。這種背景下中國將對美國此一新的對華政策做何反應？最根本的考驗將會是人權｜中國現任領導至今唯

一不願向美國壓力妥協的爭議領域。確實，胡主席所領導的政府變得越來越壓制，面對正在經歷著快速現代化、同

時也變得越來越不易管制的中國人民，以及常被忽略，日益要求得到社會、經濟、宗教和法律正義的「無產者」，

中國政府極力以「和諧」和「穩定」之名迫使他們沉默。如今希拉蕊在此演說中強調人權，歐巴馬同日還會見美國

人權支持者，中國除了提議重啟象徵意義居多的雙邊人權對話之外，還會有更多反應嗎？中國政府在二○○九年承

諾的「專家對話」，或許比較可以發揮作用，但至今也還未召開；同時對美國經常提出的釋放著名人權受害者的要

求，中國政府也不再像以前那樣給予正面回應。

    　現在，白宮助手們正在籌備記者會，給媒體向兩位最高領導人提問機會。歐巴馬訪華時中國拒絕了這樣的提

議。記者們會抓住這個契機嗎？中國對諾貝爾和平獎得主劉曉波令人髮指的處理固然受人關注，但是記者們能夠超

出這個話題，詢問許多中國政府慣常實施、卻不太為人所知的野蠻暴力行為嗎？

    　希拉蕊講話中提到兩個均是受害者的重要維權人士。一是高智晟。高在試圖為受到惡意鎮壓的法輪功學員提供

辯護前是中國最著名的公益律師。在駭人聽聞的酷刑仍不能摧毀他的意志時，他「被」長期「失蹤」。記者們也許

希望問：胡主席，高智晟還活著嗎？那麼陳光誠呢？陳是一介盲人農民，為了對抗非法歧視和警察暴行，他訴諸司

法和外國媒體，卻因此被以莫須有罪名判刑，坐了四年多牢。他現在名義上已刑滿釋放，但實際上被一大群村官和

流氓非法軟禁隔離在家，甚至不能接受必要的醫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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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來的問題應該是：胡主席，這些人以及其他許多令人敬佩的人士，是在試圖用貴國的法律制度來要求實現

中國憲法和法律所彰顯的權利，你為什麼要授權給予他們這樣殘酷的對待？為什麼貴國的警察、檢察官和法官要否

定法律賦予他們的保護？

    　如果不允許在押中的劉曉波去奧斯陸接受諾貝爾獎，是重蹈了德國希特勒政權的覆轍，那麼好比是納粹軍警的

中國秘密警察和流氓，對維權者進行的日常恐嚇、毆打、綁架甚至殺害，雖較少受到矚目，人們又應做何感想？近

年來中國在世界各地建立了幾百所「孔子學院」以提高國家「軟實力」，孔子會容忍這樣的不法行為嗎？胡錦濤政

府的這種無情鎮壓到底是製造了「和諧」還是製造了不滿？

    　選擇對中國經濟巨大發展背後這些不愉快的現實視而不見的外國商人，終會禍及其身。有些外國商人已受到不

公正的懲罰，例如美國華裔石油地質學家薛鋒，已在惡劣的環境下被羈押三年多。獲得芝加哥大學博士學位的薛

鋒，被指控其雇主美國公司購買中國油田信息違反了中國界定寬泛而模糊的「國家秘密」法。薛鋒一審被判有期徒

刑八年，而法院肆無忌憚地不斷拖延他的上訴審理。據說這是因為法官還在等待上級領導的指令，而上級在如何處

理這個充滿程序違規的案件上出現意見分歧。歐巴馬也一直向中國提出釋放薛鋒的要求。同時，為了對薛所受到的

不公待遇表示前所未有的強烈抗議，精明能幹的美國駐北京大使洪博培，也在被允許的情況下經常到看守所探望薛

鋒。

    　在中國，每天都可聽聞人民財產權被侵犯的消息。掠奪中國農民的土地權以及對城市居民住宅的強拆｜時常缺

乏適當的補償，有時甚至不提前通知｜是對此的生動寫照。上周上海當局強拆了持不同政見藝術家艾未未價值一百

萬美元的藝術教育中心。這一強拆行為明顯是要報復艾未未先前不斷公開挑戰政府的獨斷專橫行為。這事件應該提

醒美國商界，在中國有比市場准入、知識產權保護和貨幣重估更利益攸關的事情。

    　當然，政治和公民權利只是此次中美高層會晤日程上十多個主要話題之一，有一些看似棘手的議題，例如美國

對台軍售、北韓和伊朗的去核化、東亞軍備競賽、中國沿海邊界爭端和危險的軍事事件以及氣候控制，都會對最基

本的人權，即生存權，產生深遠的影響。然而，在這一「緊要關頭」，以上的每一議題似乎都可以相對容易地、通

過充滿想像力的雙邊或多邊努力來處理，而中國打壓政治權利和公民權利這一問題，卻並非如此。（作者孔傑榮

Jerome A. Cohen，紐約大學亞美法研究所共同主任，外交關係協會兼任資深研究員。英文原文請參

www.usasialaw.org。亞美法研究所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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