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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周年联合宣言：今后十年里见解自由方面的十大关键性 
挑战 

 兹有增进和保护见解和言论自由权问题特别报告员弗兰克·拉里与欧洲安全

与合作组织新闻媒体自由问题代表 Miklos Haraszti、美洲国家组织言论自由问题
特别代表 Catalina Botero、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委员会言论自由和获得信息自由
特别报告员 Faith Pansy Tlakula一起向人权理事会提交题为“今后十年里言论自
由方面十大关键挑战”的联合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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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十周年联合声明：今后十年里言论自由方面的十大关键性 
挑战 

联合国见解和言论自由权问题特别报告员、欧洲安全和合作组织新闻自由问题代

表、美洲国家组织言论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和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委员会言论自

由和信息获取问题特别报告员， 

 在“第十九条：全球促进言论自由运动”的协助下，于 2010 年 2 月 2 日在
华盛顿举行会议； 

 回顾并重申他们于 1999年 11月 26日、2000年 11月 30日、2001年 11月
20日、2002年 12月 10日、2003年 12月 18日、2004年 12月 6日、2005年 12
月 21日、2006年 12月 19日、2007年 12月 12日和 2008年 12月 10日发表的
联合声明； 

 再次强调包括多样性和多边主义原则在内的言论自由本身、并作为维护所有

其他权利的基本手段和作为民主的一项关键要素，都具有根本的重要性； 

 认识到自上述各位的第一次联合声明于 1999 年 11 月通过以来的过去十年
里，在言论自由领域中(包括在取得信息的权利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以及在接触利
用互联网方面的巨大发展在内)都取得了许多重要的进步； 

 关注到与此同时，在充分落实言论自由权方面仍存在巨大的障碍，包括限制

性的法律制度、商业和社会压力，以及有权势者对批评的不容忍态度等； 

 注意到言论自由的一些历史性障碍仍然未能得到解决，而与此同时由于技

术、社会和政治发展却出现了新的挑战； 

 认识到互联网作为实现言论自由和获取信息自由权方面的工具有着巨大的潜

力； 

 认识到一些国家政府试图限制互联网，而且未能承认这一媒体的独特性质，

并强调在任何对此实施法律规则的工作中有必要尊重言论自由和其他人权； 

 强调尽管在过去十年里，全球保护和增进言论自由的努力有了喜人的增强，

但各国政府和其他官方行动者、人权和其他领域民间社会组织，以及在国际合作

中都需要对这项努力加以十分认真的关注； 

 欢迎国际机构和民间社会行动者在过去十年里使增进和保护言论自由方面的

国际标准有了重大发展； 

 于 2010 年 2 月 3 日通过了如下《关于对言论自由的十大关键威胁的声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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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政府控制媒体的机制 

 政府对媒体的控制历来是对言论自由的限制，这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这

种控制有很多形式，但本声明作者尤其关注： 

(a) 对大众媒体的政治影响或控制，使之成为政府的喉舌，而不是为公众
利益而运作的独立机构。 

(b) 对印刷媒体或对使用或接触互联网规定注册登记的要求。 

(c) 政府直接控制对广播工作者的许可发放或管制，或者在法律或实际中
均由非独立于政府的机构来监督许可发放和管制程序。 

(d) 违反规则地采用国家广告形式或国家利用权威影响编辑政策的其他方
式。 

(e) 政治领袖或政党拥有媒体或对媒体实行重大的控制。 

(f) 对独立媒体提出具有政治动机的司法讼案。 

(g) 维持老旧的法律规则(例如煽动叛乱法或制止发表虚假新闻的规则)来惩
罚对政府的批评。 

 2. 刑事性质的诋毁 

 将诋毁、污辱、污蔑或诽谤某人或某件事的事件规定为刑事罪行的法律仍然

存在于多数国家(大约有 10 个国家已完全撤销了诋毁行为的刑事罪责)，这是传
统上对言论自由的又一种威胁。尽管所有刑事性质的诋毁行为法律都存在问题，

本声明作者尤其关注到这些法律中的以下情况： 

(a) 许多法律并不要求申诉者证明诸如虚假性或恶意性等涉及罪行的关键
性要素。 

(b) 惩处正确的陈述、关于政府机构言论或对见解的陈述的确切报道的法
律。 

(c) 对公共机构、国家标志或旗帜，或国家本身的声誉实行保护的形式。 

(d) 未能要求政府官员或公众人物容忍超越普通公民的批评。 

(e) 对信仰、思想流派、意识形态、宗教、宗教标志或理念实行保护的形
式。 

(f) 采用集体诋毁的理念来惩处超越定义狭隘的煽动仇恨的言论。 

(g) 过于严厉的制裁，例如监禁、缓刑、剥夺公民权(包括从事记者业务的
权利)和过高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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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对记者的暴力 

 对记者的暴力仍然是非常严重的威胁，2009 年对记者实行的出于政治动机
的谋杀超过了过去 10 年里任何其他年份的数量。对社会问题进行报导的记者面
临尤其严重的风险，这些社会问题包括有组织的犯罪或贩毒，传播对政府的批评

或对有权势者的批评，报导关于侵犯人权或腐败的事件，或从武装冲突地区进行

的报导。本声明作者认识到有罪不罚会导致进一步的暴力，据此我们尤其关注

到： 

(a) 未能充分地重视并提供充分资源来防止这种攻击，调查这类事件，并
在事件发生时将肇事者绳之以法。 

(b) 未能认识到需要特别的措施来处理这种攻击，因为这种攻击不仅是对
受害者本人的侵犯，而且也是对所有人获取信息和想法权利的侵犯。 

(c) 未能实施保护面临这种攻击而身限困难的记者的措施。 

 4. 对知情权的限制 

 在过去十年里，包括区域人权法院和其他主管机构在内的各方普遍承认知情

权是一项基本的人权，落实这项权利的法律以破记录的数量获得通过，而这一积

极的趋势还在继续，在过去十年里已经有大约 50 项法律获得通过。但是，仍然
存在严重的挑战。各作者尤其关注到： 

(a) 多数国家仍然没有通过保障信息权的法律。 

(b) 许多国家制订的法律不够有力。 

(c) 在实际落实信息权方面面临着十分艰巨的障碍。 

(d) 在特别需要公开透明的选举期间缺乏公开性。 

(e) 许多政府间组织对于其作为公共机构所掌握的信息没有落实知情权。 

(f) 对记者和其他非政府官员的人实施保密法，例如对于发表或进一步传
播已向其揭露的信息的行为规定法律责任。 

 5. 在享有言论自由权方面的歧视 

 言论自由权的平等享受仍然没有实现，而历史上处于弱势的群体(包括妇
女、未成年人、难民、土著人民和性方面的少数群体)仍然要为争取发言权即获
取涉及自身的资讯而斗争。各位作者尤其关注到： 

(a) 由或者为历史上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而创建的媒体面临障碍。 

(b) 滥用仇恨言论法来防止历史上处于不利地位群体就其问题和关注的情
况进行合情合理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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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缺乏充分的自律措施来解决以下问题： 

(一) 主流媒体工作人员、包括公共媒体中缺乏来自历史上处于不利地
位群体的人。 

(二) 媒体和其他方面对关系到历史上处于不利地位群体的问题报导不
够充分。 

(三) 对于受社会歧视的、历史上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普遍提供陈旧刻
板的或诋毁消极的信息。 

 6. 商业压力 

 有一些商业压力对媒体传播符合公众利益的信息内容之能力造成压力，而这

些信息的制作和提供往往要耗费大量资金。各位作者尤其关注到： 

(a) 对媒体的所有权越来越集中，从而对新闻内容的多样化造成严重的潜
在影响。 

(b) 广告市场的分散，及其他商业压力导致削减费用的措施，例如减少当
地的新闻信息，廉价肤浅的娱乐节目及减少调查性的记者报导内容。 

(c) 转向数据化频道的趋势所带来的利益有可能主要为现有的广播机构，
及诸如电讯等其他用途造福、从而损害进一步的多样性和接触媒体的机会，并损

害符合公共利益的媒体的这种风险。 

 7. 支持公共事务部门及社区广播机构 

 公共服务部门和社区广播机构在提供符合公共利益的节目以及在补充商业化

广播所提供的信息内容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据此可为信息的多样化和满足

公众对信息的需求作出贡献。但上述两者都面临着挑战。各位作者尤其关注到： 

(a) 对公共广播机构提供的政府公共经费支助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 

(b) 许多公共广播机构未能获得为公共服务的明确授权任务。 

(c) 在许可发放制度中缺乏基于符合社区广播部门标准针对这一部门的特
别法律承认。 

(d) 未能为社区广播保留充足的频道，未能设置适当的经费支助机制奖励。 

 8. 安全和言论自由 

 国家安全的理念历史上一直被不符合规则地用来对言论自由实行过于宽广的

限制，而这在 2001 年 9 月的袭击以及恢复开展反恐怖主义工作之后正成为一项
严重问题。各位作者尤其关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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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对一些关键词语作模棱两可和/或过于宽广的定义，例如安全与恐怖主
义，以及对于受限制的现象作这类定义，例如对恐怖主义或极端主义提供通讯支

助“宣扬”或“鼓励”恐怖主义或极端主义，以及仅仅重复恐怖主义者的言论。 

(b) 不符合规则地采用模棱两可的词语来限制批评性的或触犯性的言论，
其中包括社会性抗议，事实上这些并不构成煽动暴力。 

(c) 以报导恐怖主义方面新闻可能有利于恐怖主义者目标为理由而正式地
或非正式地对媒体施加不作此类报导的压力。 

(d) 更广泛地使用监督技术并对监督行动减少管制，从而对言论自由造成
威慑性影响，并损害了记者保护其机密信息来源的权利。 

 9. 互联网上的言论自由 

 由于一些国家政府控制或限制互联网这一媒体的行为，使互联网这一促进信

息和理念自由流通的工具未能充分发挥重大潜力。各作者尤其关注到： 

(a) 通过强加火墙和过滤器，以及通过注册要求，使互联网支离破碎。 

(b) 国家基于社会、历史或政治理由出面干预，例如封阻那些提供由用户
制作的内容或提供社会联络的网站和网页。 

(c) 一些提供互联网搜索、使用、聊天、发表信息或其他服务的公司未能
作出充分努力，尊重使用其服务的人不受干预地(例如不因社会原因而受干预地)
使用互联网的权利。 

(d) 允许各种讼案(尤其是诋毁案)在任何地方进行司法审理的司法规则，从
而导致搜索追究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 

 10. 获取信息和通讯技术 

 互联网空前地为 10 多亿人提供了获取信息和通讯工具的机会，但世界多数
公民仍然无法或很少有机会使用互联网。各位作者特别关注到： 

(a) 使穷人无法使用互联网的定价结构。 

(b) 未能将互联网的连接推广到“最后一哩”，甚至使农村的客户完全无
法利用互联网。 

(c) 对社区的信息通讯技术中心和其他公共的利用方式很少提供支助。 

(d) 有限的训练和教育工作，尤其是对贫穷、农村和老年居民提供的培训
和教育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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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见解和言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 
弗兰克·拉里 

欧洲安全和合作组织新闻自由问题代表 
Miklos Haraszti 

美洲国家组织言论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 
Catalina Botero 

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委员会言论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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