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知情權原則聲明

序言

我們是「圓桌19：提倡中國的知情權」成員，此獨立團體由華人和國際社會的媒體從業人員與專家所組
成，鼓勵中華人民共和國（PRC）公眾為行使其知情權而抗爭。在對自己的第一手媒體從業經驗與學術研
究成果進行反思後，

我們在此提出下列聲明

知情權為中國傳統不可分割的一部份

在中國思想史和政治史上，對知情權及行使這項權
利所需之言論自由的持續追求貫穿始終，對此權利
的訴求也為20世紀初中國啟蒙運動和五四人文主義
運動的核心訴求。

中國知識分子對 1 9 4 8 年 《世界人權宣言》
（UDHR）的撰寫做出過眾多貢獻，該宣言經中國
簽署認可，其中第19條宣告「尋求、接受和傳播資
訊與思想」的權利。199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
府也簽署了重申此權利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
約》。

充分行使知情權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民眾的基本
願望，1978年民主牆運動、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
動、2013年《南方周末》新年獻詞事件、2014年和
2019年至2020年的香港民主抗議活動，以及2022
年白紙抗議活動期間表達的訴求即為明證。

Circle 19
For the Right to Information in China

提供事實資訊，以抗衡一黨專制政府傳播的誤導論
述。

提供資源，衝破一黨專制政府設置的重重阻礙，促
進獲取獨立資訊。

通過提供全球性的理論及知識參考，加強民眾為充
分行使知情權而進行抗爭的合法性。

一黨專制政府對資訊的自由流動施加惡意影響

中國的一黨專制政府對國內和全球的資訊自由流動
施加惡意影響，透過錯誤危險的論述為其弊病辯
護、否認人權的普世性，並將其稱為與中國文化不
相容的「西方價值」。

這個一黨專制政府在國內實行媒體控制、審查和監
視，同時對獨立記者和新聞自由捍衛者進行暴力鎮
壓，使公眾尋求、獲取、接收和傳遞可靠多元資訊
的可能性嚴重受創。

在全球各地，中華人民共和國當局正努力透過大規
模宣傳和不實資訊強加其誤導論述，使國際公眾難
以切確理解有關中國的議題。

可靠資訊的缺乏危及中國未來

我們承諾將以下列方式
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眾

我們敦促國際社會採取下列方式
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眾

可靠資訊的缺乏使中國公眾無法充分行使公民權和
政治權，並阻礙健全公共辯論的可能性，而這種辯
論對揭露權力的濫用和解決社會問題至關重要。

堅決反對以所謂「文化相對主義」之名否認公眾享
有資訊權這一合法願望的言論。

盡可能為公民社會和記者提供各種援助，使他們能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外充分進行信息交流。

向一黨專制政府施壓，迫使其廢除審查和鎮壓所需
的司法制度及科技手段，並釋放所有被拘禁的記者
和捍衛新聞自由及信息自由的人士。

資訊封鎖破壞了民眾對政府的信任，使一黨專制政
府得以迴避其公開透明和問責的義務。

一黨專制政府的審查和宣傳對國家建制及國家經濟
發展造成危害，因可持續的投資需對信息的完整性
具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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