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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全球自由度報告 
 

●陳隆志／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國際重要人權組織美國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是一個維護自由民主與人權的非

政府組織，自1941年創立以來，在世界各地倡導民主價值觀，反對獨裁暴政與政治壓迫

等，得到國際社會的肯定。 

  自由之家自1972年起，每年根據「政治權利」與「公民自由」兩項衡量自由民主的

指標，發布世界各國自由度報告。台灣在2010年的報告中，繼續被列入完全自由的國

家，中國則被列為不自由的國家。 

  自由之家在「中國的網路自由」的報告中，指出中國是全世界使用網路人口最多的

國家，同時也是全世界控制網路活動最嚴厲的國家。中國監視網路活動、箝制網路言論

的手法，除了設置防火長城，進行網路審查、處心積慮培養網路人員，引導網路輿論

外，也限制中國人民在網路上搜尋、紀錄或傳播任何批判中國共產黨專制獨裁統治、暴

露中國政府迫害基本人權，或是防堵境外網路資訊傳送有關「六四」、「天安門事

件」、「法輪功」與「達賴喇嘛」等被中國政府視為敏感的資訊，甚至利用逮捕、扣押

或監禁的手段，鎮壓爭取網路自由的異議人士。 

  中國箝制網路活動的黑手，也伸向國外的網路公司或電子郵件服務業者，他們獲准

進入中國市場的前提，是接受中國政府不合理要求，配合箝制網路言論的政策。不但如

此，中國政府也不時打壓這些外國網路公司所提供的服務，在北京奧運期間，甚至封鎖

連結國外的網站。最近，全球網路搜索引擎龍頭谷歌（Google），宣布不願再接受中國

政府對其網路搜索結果的審查；後續的反應，值得密切觀察。 

  聯合國人權宣言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強調每一個人都有自由發表意見的

權利，這項權利包括尋求、接受與傳遞各種消息與思想的自由。中國壓制人民網路活

動，凸顯其漠視民主價值、傷害基本人權的本質。有這種反自由、反民主的行為，被自

由之家列入「惡中之惡」的國家名單當中，也就沒有什麼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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