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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自诩“人权卫士”，但金钱政治、种族歧视、枪支泛
滥、警察暴力、贫富分化等痼疾难除，人权立法司法大开历史
倒车，美国人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被进一步架空。人权的

“遮羞布”下，是一本不折不扣的美国人权“烂账”。
公民生命安全无法得到保障。在美国，政商勾结瘫痪控

枪议程，枪支暴力伴随枪支拥有量同步上升。美国人口不到
世界人口的 5%，却拥有全球民用枪支的 46%。美国的枪支拥
有率、涉枪凶杀率和大规模枪击事件数量均居世界第一。根
据“枪支暴力档案”网站统计的数据，近年来美国大规模枪
击数量显著增长，2022 年美国枪支暴力致死 43341 人，发生
大规模枪击事件 636 起。美国凶杀抢劫等恶性罪案持续上
升，同时警察暴力执法愈演愈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
道，72%的美国人对国家减少或控制犯罪方面的政策不满
意，80%的人对犯罪和暴力的担忧程度达到十年来新高。
民众遭受暴力犯罪和暴力执法的双重威胁，公民人身安全
得不到保障，美国自我标榜的公民权利和自由沦为空谈。

公民民主权利受到严重侵害。在如今的美国，金钱选
举不断创下历史纪录，政治献金缔造寡头政治。“民有、民
治 、民 享 ”变 成 了“1%的 人 所 有 、1%的 人 治 理 、1%的 人 享
用”。金钱主宰选举让普通民众的民主参与严重不足。耶
鲁大学政治学教授海伦·兰德摩尔 2021 年 12 月在《外交政
策》发表文章指出，美国的民主“缺少了真正来自人民的力
量”。美国前总统卡特曾指出：“金钱政治对美国政治体系
构成不可逆转的损害，这不是民主政治而是属于少数人的
寡头政治。”民主党、共和党之间对立持续扩大，加剧美国
社会撕裂，导致美国政治失能。美国民主失灵，民众对美
国民主愈加失去信心。“美国昆尼皮亚克大学民意调查”
2022 年 8 月发表调查报告指出，67%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民主
面临“崩溃风险”。

种族歧视与不平等愈演愈烈。近年来，美国种族仇恨犯
罪持续高发，其中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尤为猖獗。加州州立
大学圣贝纳迪诺分校仇恨与极端主义研究中心的研究显示，
美国 15个主要城市的仇恨犯罪在 2020年至 2021年呈两位数
增长。亚太裔数据研究组织的在线民意调查发现，2021年全
国每 6个亚裔美国人中就有 1人经历过基于种族的暴力。种
族贫富分化进一步扩大，住房政策、医疗卫生服务等方面存
在严重种族不平等。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德国波恩大学学
者 2022年 5月共同发表的一项研究指出，美国非洲裔和白人
之间最大的经济不平等体现在种族财富差距上，白人和非洲
裔的人均财富比长期稳定在 6:1。

底层民众和弱势群体权利越发缺乏保障。美国社会贫富差距继续拉大，低收
入群体生活条件急剧恶化，无家可归者大幅增加，毒品药品滥用严重危及生命健
康，人均预期寿命大幅下降，底层民众基本生存面临重大危机。Statista 全球统计
数据库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 年美国有 3790 万人处于贫困状态，贫困率连续第二
年攀升。美国妇女儿童权利保障出现重大倒退。2022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推翻
了保障妇女堕胎权的“罗伊诉韦德案”和“计划生育联盟诉凯西案”,终结了近 50年
来受宪法保护的堕胎权。美国卫生部长泽维尔·贝塞拉表示，剥夺宪法确认的堕
胎权，这使美国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区。美国妇女遭受性侵犯触目惊心。五分之一
的美国女大学生称，在校期间遭到过性侵犯。儿童生命安全遭遇枪祸的巨大威
胁。凯泽家庭基金会发表的报告指出，2011 年至 2021 年，美国近 18500 名 17 岁及
以下的儿童死于枪支暴力。

恣意侵犯他国人权践踏国际正义。美国在国际社会奉行强权政治，动辄使用
武力，日益成为全球和平发展的破坏者、人权进步的绊脚石。根据总部位于英国
的监测组织“空战”的数据，自 2001 年以来，美国军队仅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
等地就实施了近 10 万次轰炸，造成多达 4.8 万名平民死亡。近年来，美国对其他
国家实施的单边制裁呈指数级增长，极大削弱了被制裁国家人权保障的能力与水
平。美国的排外移民政策不断制造人间惨剧。2022 年近 240 万移民被拘留在美
国边境，比 2021年增加 37%，创下历史新高。

美国人权问题“烂账”触目惊心，美国人权结构性顽疾积重难返。面对广大美
国普通民众和弱势群体的呐喊，美国政客应当反躬自省，采取切实措施改善美国
人权记录，而不是热衷于以人权为武
器到处攻击他国，做全球人权发展的
搅局者和阻碍者。

（新华社北京3月2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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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南海之滨，海南博鳌。3月 28日至
31日，博鳌亚洲论坛 2023 年年会如期
而至，全球政商学界汇聚一堂，共谋和平
发展、合作共赢大计。

世界瞩目“博鳌时间”。从默默无闻
的小渔村启航，20多年来博鳌亚洲论坛
已成长为兼具亚洲特色和世界影响的高
层次对话平台。

世界期盼“博鳌声音”。今年年会是
新冠疫情以来首次完全以线下方式举行
的年会。“不确定的世界：团结合作迎挑战，
开放包容促发展”的主题背后，与会嘉宾
渴望在对话协商中共享智慧、凝聚共识。

《携手迎接挑战，合作开创未来》《同
舟共济克时艰，命运与共创未来》……
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五次在论坛年
会上发表主旨演讲，都聚焦“未来”。新
起点上，世界把目光再次投向东方，期待
新的“博鳌方案”汇聚起共克时艰、开创
未来的强大合力。

团结合作，在不确定的世界中
凝聚发展共识

28日上午 9点半，距离新闻发布会
开始还有半个小时，博鳌亚洲论坛新闻
中心海鸥厅已经人头攒动，座无虚席。

博鳌亚洲论坛2023年年会是自新冠
疫情暴发以来首次完全恢复线下会议，也
是中国两会后的重要主场多边外交活动。

从 28日开始，4天时间里，约 2000
名嘉宾聚首博鳌小镇，分析亚洲和世界
发展形势，凝聚合作发展的共识。

这是新起点上交流协作、共享智慧
的平台——

立足亚洲，面向世界。2001 年，博
鳌亚洲论坛成立之初，亚洲刚刚经历金
融危机重创，经济艰难复苏。一路走来，
论坛从小到大，“博鳌声音”由弱到强，在
凝聚亚洲共识、促进各方合作、推进经济
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
面提出许多富有价值的“博鳌方案”，作
出了积极贡献。

“今年年会将继续聚焦亚洲和世界
发展的前沿问题，致力于凝聚各国共促
疫后世界经济复苏的共识，推动国际社
会加强政策协调和团结合作，迎接共同
挑战，促进共同发展。”博鳌亚洲论坛秘
书长李保东说。

今年论坛议题聚焦发展与普惠、治
理与安全、区域与全球、当下与未来四大板
块，将通过分论坛和圆桌会议等丰富多彩
的活动，为全球治理与发展贡献新的智慧。

这是大变局下探寻出路、共促发展
的平台——

当前，新冠疫情、地缘政治冲突、世
界经济下行……世界怎么了？国际社会
怎么办？

“不确定的世界：团结合作迎挑战，
开放包容促发展”，今年年会的主题契合
各方发展需要，反映了国际社会求和平、
谋合作、促发展的共同心声。

“不确定性依然是今年的年度热词。”
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潘基文说，面对充满
不确定性的新常态，唯有团结与合作，才
能打造开放、包容和可持续的世界。

这是共享中国机遇、共创美好未来
的平台——

“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
开越大！”

“不论世界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中国
改革开放的信心和意志都不会动摇。”

……
在博鳌，习近平主席持续向全世界

释放中国坚定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的开
放强音。

今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
开局之年。博鳌亚洲论坛2023年年会，
为世界各国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经济发
展和社会面貌的最新窗口。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将为全球共同
繁荣带来新的历史机遇。

前来参加论坛的新加坡金鹰集团主

席陈江和表示，金鹰集团正在加大对亚
洲特别是对中国市场的投资力度，将在
江苏、广东等地新增投资数百亿元人民
币，紧紧围绕中国快速增长的中等收入
群体需求，发展生产，延伸产业链。

共迎挑战，为全球繁荣发展
贡献亚洲力量

3月 15日，伴随着引擎的轰鸣声，海
南航空一架飞机从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起
飞，于当地时间11时许抵达新加坡樟宜机
场，海口、新加坡迎来了往返航线复航。

海口至新加坡航线复航，开通海口
往返金边和曼谷航线，海南59国免签入
境政策……一系列举措将进一步推动海
南自贸港建设，促进海南与亚洲各国交
流合作。

在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脱钩
断链”搅动世界的国际背景下，亚洲加快
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将为全球经济繁
荣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亚洲是世界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
展的关键动力。”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
周小川说，尽管国际形势持续动荡，全球
需求减弱，2023年亚洲将为全球增长与
稳定作出重要贡献。

博鳌亚洲论坛 28日发布的年度报
告《亚洲经济前景及一体化进程》指出，
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2023年亚洲经
济体整体复苏步伐加快，预计增长率为
4.5%，成为世界经济暗淡图景中的亮点。

共赢合作是亚洲发展的必由之路——
2022年 1月 1日，《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RCEP）生效实施，全球最
大自由贸易区正式启航。

《亚洲经济前景及一体化进程》报告
指出，在多边贸易体制深陷多重危机的
背景下，RCEP极大提升了区域内的贸
易便利化水平，正不断显现域内贸易投
资的制度和开放红利。

韩国化妆品、日本高端电子设备、越
南百香果和榴莲……一年多来，中国不
断深化的RCEP“朋友圈”激发外贸增长
潜 力 。 据 海 关 统 计 ，2022 年 中 国 对
RCEP其他 14个成员国进出口12.95万
亿元，同比增长7.5%，持续显示出RCEP
区域贸易自由化优势。

今年年会将讨论激发RCEP规则与
自贸区政策叠加、加强RCEP国家务实
合作、推动国际自贸区（港）间的交流合
作等议题。

山东魏桥创业集团董事长张波表
示，RCEP特有的关税和投资优惠条款
给企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让企业

更有信心不断开拓国际上下游合作伙
伴，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为实现共赢
发展贡献积极力量。

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国际
合作新空间——

28日下午，博鳌国际会议中心一层
东屿宴会厅，“‘一带一路’：共享发展机
遇”分论坛正在进行。

“‘一带一路’的精髓在于共享。中
国乐于将脱贫等成功经验毫无保留、毫
无附加条件地与沿线国家分享，通过促
进共同繁荣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巴基
斯坦也从中受益匪浅。”巴基斯坦规划、
发展与特别项目部长阿赫桑·伊克巴尔
的话语，引得中外嘉宾频频点头。

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
周年。近来，亚洲各国共建“一带一路”
捷报频传：中老铁路货运站全部启用，柬
埔寨金港高速公路通车，中企承建的马
来西亚东海岸铁路进入加速建设期……
亚洲区域互联互通的图景更加清晰。

敞开胸襟，方能合作共赢。中国提
出全球发展倡议一年多来，已有 100多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倡议，近70个国
家加入“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为推
动全球共同发展汇聚力量。

今年年会多个分论坛聚焦亚洲互联
互通、区域经济合作等热点话题，在合作
与发展中助推亚洲继续成为世界经济复
苏的“动力源”。

会场外，一座题为“一带一路之歌”的
雕塑屹立在三江汇海处。飘逸灵动的金
色丝带，顶起同一片天空，传递出对海纳
百川、合作共赢亚洲新未来的无限憧憬。

开放包容，以中国新发展为
世界提供新机遇

距离博鳌亚洲论坛会址约 200 公
里，海南洋浦国际集装箱码头，桥吊繁忙
作业，拖车川流不息。今年前2个月，码
头集装箱吞吐量累计完成 26.96 万标
箱，同比增长8%，迎来“开门红”。

放眼海南全岛，开年以来旅游消费
市场也在强劲回暖。据海口海关统计，1
月 7日至 2月 15日春运期间，共监管离
岛免税购物金额 89.5亿元，日均超 2亿
元的销售额彰显巨大消费潜力。

欣欣向荣的海南自贸港，印证中国
经济稳步向好的韧性和活力，也为疲弱
的世界经济注入信心。

“中国经济强劲反弹，有望在2023年
贡献全球经济增长的约三分之一，将为世
界经济带来可喜的拉动作用。”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说。

据IMF测算，中国GDP增速每提高
1个百分点，就会使其他亚洲经济体的
平均GDP增速提高0.3个百分点。

今年，中国设定了5%左右的经济预期
增长目标。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
俏表示，多项经济指标显示，中国经济正稳
步复苏，全年增长目标经过努力是可以实现
的。中国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性，将对推动
全球经济增长起到重要作用。

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
务，中国将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
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以中
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

走进博鳌国际会议中心，通往会场
的廊道上，三星、阿斯利康、vivo等多家
海内外企业集中亮相，展示最新科技成
果，彰显论坛对创新发展的关注。

不久前，《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
划》对外公布。作为全球第二大数字经
济体，中国加快数字化发展，无疑为国际
经贸合作带来更多利好。

践行“双碳”目标，中国绿色转型孕
育着巨大机遇与空间。

根据博鳌亚洲论坛发布的全球及亚
太经济信心调查，超半数的受访者认为，
可再生能源，特别是风、光等新能源的生
产和规模化应用是中国制造业的巨大机
遇，另外分别有38.8%和33.5%的受访者
认为新能源汽车发展、绿色供应链以及储
能技术等是最具成长前景的行业。

作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和第一
大货物贸易国，中国也是世界经济大循
环的关键枢纽。第三届消博会正火热
筹备，第六届进博会已有数百家企业签
约参展，第 133届广交会将全面恢复线
下展……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磁力”
进一步强劲释放。

踏上新征程，中国奋力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将为世界繁荣与安全注入强大动力。

英国知名学者、中国问题专家马
丁·雅克表示，在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
西方现代化“老路”遇到瓶颈之际，中国
式现代化不仅为中国未来发展开启众
多全新可能性，也将为世界提供新理
念、新思维和新目标。

冲出迷雾走向光明，最强大的力量是
同心合力，最有效的方法是和衷共济。

“万泉河水清又清……”博鳌国际
会议中心里，又响起这熟悉而优美的旋
律。从会址远眺，三江入海处，太平洋的风
扑面而来，将“博鳌声音”传向世界各地。

（记 者 陈 良 杰 韩 洁 高 敬
赵叶苹 许可 魏玉坤）

（新华社海南博鳌3月28日电）

携 手 同 行 创 未 来
——写在博鳌亚洲论坛2023年年会召开之际

新华社联合国3月27日电 联合
国大会 27日举行活动纪念“奴隶制和
跨大西洋贩卖奴隶行为受害者国际
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
办戴兵在活动上发言，呼吁有关国家
采取切实行动，消除一切形式的种族
主义和种族歧视，真正将保护人权落
到实处。

戴兵指出，贩卖奴隶和奴隶制是
人类历史上最恶劣的侵犯人权行为，
跨大西洋贩卖奴隶是其中最黑暗、最丑
陋的一段历史。如今，跨大西洋贩卖奴
隶成为历史，奴隶制度法律上也被废
除，但余毒远未消除。包括非洲人后裔
在内的少数族裔在世界上一些地区，特
别是那些前殖民国家，仍然遭受着无处
不在的歧视。更令人痛心、也令人警惕
的是，在这些地区、这些国家还滋生出
不少针对特定国家、特定宗教、特定种
族的形形色色的“恐惧症”，包括“伊斯

兰恐惧症”、仇恨亚裔等等。这些都是
奴隶制和殖民主义的现代形式，也是鼓
吹所谓“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衍
生的必然恶果。

戴兵强调，消除奴隶制和跨大西洋
贩卖奴隶行为带来的广泛、深刻影响，
国际社会必须共同行动，特别是那些历
史上曾参与奴隶制、跨大西洋奴隶贸易
和在亚非拉地区残酷殖民并从中获益
的国家，更应拿出政治意愿，直面自己
黑暗的过去，承担应有的历史责任。中
方呼吁有关国家采取切实行动，全面有
效落实《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消除一
切形式的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真正将
保护人权落到实处。

戴兵说，中方愿同各国一道努力，
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
议、全球文明倡议，彻底消除种族主义
和种族歧视，切实促进和保障人权，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 方 呼 吁 有 关 国 家 切 实 消 除
一切形式的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

□新华社记者 周玥

斯洛文尼亚前总统达尼洛·图尔克
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全球
发展是一项复杂议题，中国是应对全球
发展挑战最具建设性力量。

图尔克说，当前全球发展面临一些亟
需解决的问题，而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
议为应对挑战指明了方向。“全球发展倡
议得到众多国家响应，有助于推动落实联
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图尔克2007年至2012年任斯洛文
尼亚总统，现任世界领袖联盟主席，同时
还是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大学法学院
教授，曾先后 50 多次到访中国。他表
示，过去十年中国发生巨大变化，中国的
巨大变化对世界产生着深远影响。

2020年，图尔克围绕中国发展成就
出版著作《转型的世界：对国际体系、中
国及全球发展的思考》，指出中国已成为
全球发展的动力源，在研发、专利申请、
科技产品出口及人工智能方面进入世界

领先行列。
图尔克认为，中国历史性消除绝对

贫困，体现了人民利益至上的理念。“中
国在消除贫困方面有着丰富经验。虽然
各国贫困情况不同，但中国发展中经历
的一些问题，同样也是许多国家面临的
挑战。”

图尔克指出，当下全球发展面临的
最大挑战之一是严峻的通胀形势，而不
少主要经济体还没有做好解决通胀危机
的政治准备。“在这个政治智慧缺失的世
界，中国是最具建设性的参与者。”

谈及自己与中国的情缘，图尔克说，
60多年前他还是孩子时收到一份礼物，
是一本中国古代故事集，这让他了解到中国
龙的传说以及大禹治水的故事，也打开了他
心中渴望了解中国文化的那扇窗。

“越了解中国，就越为之‘着迷’。”曾
担任斯洛文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的图尔
克说，他在联合国工作时与中国有过密
切合作，“中国有着古老的文化，有发展
所需的文化底蕴”。

（新华社卢布尔雅那3月28日电）

中国是应对全球发展挑战最具建设性力量
——访斯洛文尼亚前总统图尔克

3月 24日拍摄的博鳌亚洲论坛国际会议中心（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郭程 摄

3月 27日，西班牙歌唱家马斯瑅在开幕音乐会上演唱《我爱你中国》。中国西
班牙文化和旅游年 27 日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开幕。当晚在西班牙国家音乐厅举
办了中西文旅年开幕式及音乐会。 新华社记者 孟鼎博 摄

中国西班牙文化和旅游年在马德里开幕

新华社北京3月 28日电 国务院
新闻办公室28日发表《2022年美国侵犯
人权报告》，揭露美国侵犯人权的真相。

报告分为序言、公民权利保护制度
严重失能、美式选举民主日益空心化、
种族歧视与不平等愈演愈烈、底层民众
基本生存危机加重、妇女儿童权利历史
性倒退、恣意侵犯他国人权践踏正义，
共七部分。

报告称，2022 年是美国人权状况
标志性倒退的一年。自诩“人权卫士”
的美国，金钱政治、种族歧视、枪支泛
滥、警察暴力、贫富分化等痼疾难除，人
权立法司法大开历史倒车，美国人民的
基本权利和自由被进一步架空。

报告指出，美国是一个由极端暴力
定义的国家，民众遭受暴力犯罪和暴力
执法的双重威胁，公民人身安全得不到
保障。监狱人满为患，成为现代奴役场
所，强迫劳动和性剥削司空见惯。

报告显示，美式民主失去民意基

础。美国的选举费用一再飙升，“黑金”
捐赠暗中操控选举走向，政治极化和社
会撕裂导致民主共识难以达成，人们对
美式民主普遍感到绝望。

报告强调，美国种族主义愈演愈
烈，少数族裔遭受广泛歧视；人均预期
寿命大幅下降，药物滥用致死人数持续
攀升；儿童生存环境令人担忧。美国在
两极分化的经济分配格局、种族冲突的
社会格局以及资本利益集团操控的政
治格局相互作用下，近年来进一步陷入
制度失灵、治理缺位、族群撕裂、社会动
荡的泥潭。

报告认为，服务于寡头利益的美国
政客，不仅日渐丧失了回应普通民众基
本诉求、捍卫普通公民基本权利的主观
意愿与客观能力，无力解决自身人权问
题的结构性顽疾，反而恣意以人权为武
器攻击他国，在国际社会制造对立、分
裂和混乱，已成为全球人权发展的搅局
者和阻碍者。

国 务 院 新闻办 公 室 发 表
《2022年美国侵犯人权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