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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记

1、韩国宪法法院核准对总统尹锡悦的弹劾

2025 年 4 月 4 日上午 11 时，韩国宪法法院八名法官一致投票通过了国会

对韩国总统尹锡悦 (Yoon Suk Yeol) 罢免职务的决议。根据韩国宪法，国会

有权弹劾总统，然后由宪法法院审理弹劾是否成立。国会通过对总统的弹

劾后，总统会被立即停止职务，等候宪法法院裁决。

2024 年 12 月 3 日晚，韩国总统尹锡悦在未经国会批准之下，以国家面临

“反国家势力”和来自朝鲜的威胁为由，突然宣布全国进入紧急戒严状态，

并调动军队占领国会大楼，试图限制反对党的活动。戒严令禁止所有政治

活动和媒体报道，同时授予军队和警方对反对派领导人的逮捕权。

然而，仅仅六小时后，突破军队围困进入国会的 190 名议员一致通过解除

戒严案，尹锡悦被迫解除戒严令。  2024 年 12 月 14 日，韩国国会以 204

票赞成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对尹锡悦的弹劾案，指控其违宪、滥用权力。

在弹劾期间，尹锡悦拒绝接受调查，多次无视传唤。 2025 年 1 月 15 日，

韩国公调处及警察在与其安保团队对峙数小时后，成功将其逮捕，成为韩

国历史上首位在任期间被捕的总统。尹锡悦面临领导叛乱和滥用职权等

严重指控。 这是韩国历史上第二次出现在职总统被弹劾并罢免，前一次是

2017 年的朴槿惠事件。

 尹锡悦的下台使韩国政局陷入不稳定局面。 根据宪法规定，韩国需在 60

天内举行新的总统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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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尼加拉瓜通过宪法改革扩大总统权力

2025 年 1 月 30 日，尼加拉瓜国民议会通过了一项宪法改革案扩大总统权

力，将总统任期从五年延长至六年，并赋予总统对司法和立法部门的协调

权。副总统职位改为“共同总统”，使现任副总统—总统奥尔特加（Daniel 

Ortega）的妻子罗萨里奥·穆里略（Rosario Murillo）的职位与总统平起平坐，

并能够在未来奥尔特加缺位时无需经过新的选举，自动接任国家元首一职。

此外，宪法改革案还扩大了政府对媒体的控制权，允许总统指示军队支持

警察工作，并授权安全机构人员在行政部门任职，允许政府干预新闻媒体

运作。

修宪草案在议会获得全票通过，投票期间未出现任何反对票或弃权票。因

为执政党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FSLN）在国会中占据绝对多数，使得改

革案得以毫无悬念地快速通过。

国际人权组织对这一发展表示强烈关切。总部设在哥斯达黎加的司法和国

际法中心（CEJIL）警告称，此次修宪将进一步破坏尼加拉瓜的民主机制，

形成事实上的家族统治。CEJIL 指出，近年来，奥尔特加政权持续压制异

见、关闭独立媒体、驱逐非政府组织、剥夺政治对手的公民权利，如今通

过修改宪法“为专制治理披上合法外衣”，令人担忧。

尽管国际社会持续发声谴责，但奥尔特加政府对外界批评不予理会。就在

修宪案获得通过当天，副总统穆里略在官方媒体上表示，“我们正在建立

一种独特的、符合我们人民意志的治理模式，不需要外来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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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伊朗加大对阿塞拜疆等少数族裔群体的镇压

据人权观察（HRW）2025 年 2 月最新发布的报告，德黑兰革命法院（Islamic 

Revolutionary Court）对 10 名阿塞拜疆族活动人士判处 3 年至 14 年不等

的监禁，罪名包括“散布反国家宣传”“阴谋颠覆国家安全”以及“加入

反对组织”等。人权观察指出，这些指控缺乏真实证据，当局主要依据被

告人过往在环保、民族权利等议题上的合法发声定罪。

自 2024 年 10 月以来，在没有实质证据的情况下，伊朗政府对一些阿

塞拜疆族维权人士判处重刑。其中，多人曾因声援在 2022 年全国抗议

期间死亡或受伤的示威者家属而遭打压，包括被捕律师纳加维（Taher 

Naghavi），他因代理政治案件而遭判六年徒刑，并在埃文监狱中被拒绝基

本医疗救助，任其病情恶化。

另据总部设在纽约的伊朗人权中心披露，除了阿塞拜疆族群体，库尔德、巴

鲁奇与阿拉伯等少数民族也在过去数月中遭受大规模清洗。仅在 2024 年

12 月至 2025 年 1 月间，伊朗胡齐斯坦省就有超过 180 名阿拉伯裔居民遭

到安全部队秘密拘留，多数在无逮捕令情况下被带走，关押地点亦未公开。

被捕者身份广泛，涵盖民间维权人士、文化学者、诗人及宗教人物等多个

群体。

据库尔德斯坦人权网络（KHRN）2024 年 10 月 10 日报道，在过去一年中，

至少有 138 名库尔德族囚犯被处决。执行理由多为涉毒罪名，违反国际人

权法对死刑适用范围的严格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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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自由之家警告全球自由度持续倒退

2025 年 2 月 26 日，总部设于华盛顿的国际智库“自由之家”发布《2025

年全球自由度报告》，指出全球自由度在 2024 年连续第 19 年呈现下滑趋

势。其中，中国的跨国压迫、信息审查和对少数群体的打压行为成为该年

度报告关注的重点，香港、越南、伊朗等地亦因打压媒体自由和人权律师

而被关注。

报告显示，在过去一年中，全球共有 60 个国家的政治权利与公民自由状

况出现倒退，仅有 34 个国家有所改善。在经历全球规模空前的选举年后，

自由之家指出，在所调查的 66 个举行国家级选举的国家和地区中，超过

40% 发生了候选人遭受袭击、投票站遭攻击、选后抗议被暴力镇压等事件，

凸显民主制度在多国面临来自极端主义、军阀集团和威权政府的多重威胁。

报告对中国的评估依旧不容乐观。中国的自由度评分为 9 分（满分为 100

分），连续多年被归类为“不自由”国家。报告指出，北京当局不仅继续

在国内高压维稳、压制异议，更加剧在境外针对异议人士、媒体、维权律

师和侨民的跨国压迫行为。“自由之家”特别提及，中共政府近年来借助“长

臂管辖”、驻外使馆、“海外统促会”等机制监视、骚扰甚至诱捕身在海

外的批评者，这种打压模式已对多个民主国家的华人社群与言论环境构成

实质性干扰。

报告还特别关注了《香港国安法》施行后的持续性寒蝉效应，包括《苹果

日报》创办人黎智英因报道 2019 年反修例运动而被控煽动颠覆，至今被

羁押审讯，以及多达 45 名民主派人士因组织立法会初选而被判刑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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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指出，香港法院在国安案件中明显面临政治压力，已难以维系司法独

立，香港的法治基础遭到严重侵蚀。

台湾在政治权利方面得分为 38 分，公民自由为 56 分，总分 94 分，继续

被评为“自由”地区。 报告指出，台湾拥有充满活力且具竞争性的民主制度，

自 2000 年以来政权定期和平交替；但也存在部分问题，包括未能妥善防

范移工被剥削，以及中国政府试图影响台湾的政策制定、媒体和民主体制。 

5、泰国政府遣返 40 名维吾尔族人回中国

2025 年 2 月 28 日，泰国政府强行将 40 名维吾尔族人遣返中国，引发国

际社会强烈关注与谴责。人权观察组织指出，此次遣返行动是在缺乏透明

程序、未提供正当法律保护的情况下实施的，违反国际法禁止“非自愿遣

返”（refoulement）的原则，可能使被遣返者面临酷刑、强迫失踪甚至死

亡的严重风险。

多家国际媒体援引知情者消息称，被遣返的维吾尔人于 2 月下旬被秘密押

送至中国西部边境，整个过程未通知联合国或相关人道组织，亦未给予个

人申请庇护或法律援助的机会。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表示严重

关切，敦促泰方立即公开被遣返者下落并终止类似做法。

此前，这批维吾尔人自 2014 年起被泰国移民局拘押，长期滞留在收容所中，

生活条件恶劣，部分人健康状况堪忧。多年来，联合国难民署、国际特赦

组织与多国外交机构多次向泰国政府提出安置建议，呼吁以人道方式处理

他们的去留问题，但未获正面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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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人权观察组织披露，中国政府近年来不断向周边国家施压，要求将境内

外维吾尔族人遣返，并将其归类为“潜在恐怖分子”或“分裂势力”。自

新疆大规模再教育营与“反恐”政策实施以来，已有数十万维吾尔人遭受

任意羁押、酷刑与思想洗脑。被遣返者通常下落不明，其家属亦无法获得

任何消息。

泰国国内也因此事件激起争议。人权律师、媒体与部分议员质疑政府此举

是否违反宪法关于反对酷刑与强迫失踪的承诺，并要求内政部及移民局说

明遣返理由与法律程序。泰国作为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的缔约国，理

应对庇护申请者提供充分保护，并禁止将其遣送至可能遭遇严重迫害的国

家。

6、美政府冻结对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等传媒机构资助

2025 年 3 月 15 日，美国行政当局宣布将暂停对美国之音（VOA）与自由

亚洲电台（RFA）等广播媒体的资助，引发外界对美国软实力衰退的担忧，

也被中国官媒视为西方话语体系瓦解的象征。

美国国际媒体署（USAGM）在新一轮预算中拟取消对 RFA 的全部运营资金，

要求它“立即退还任何未承诺使用的资金”，同时令 VOA 即时停运。该

决定已在特朗普政府提交国会的 2025 财年预算草案中列明，若最终通过，

VOA 和 RFA 将被迫关闭多个亚洲语言频道，削弱其在中国、缅甸与越南

等地区的影响力。

VOA 中文部及 RFA 多个部门在社交平台公开表达对此的震惊与忧虑，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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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举将直接影响数以千万计的听众获取独立信息的渠道，而他们中的多数

人仍生活在媒体受审查与压制的社会之中。

自由亚洲电台总裁方贝（Bay Fang）在声明中强调，“终止 RFA 的资助，

是对独裁者和专制政权的一大奖励”。自由亚洲电台过去一年对新疆拘禁

营、朝鲜人权以及缅甸军政府暴行的调查报道，被多家国际主流媒体转载，

这种高质量的独立报道正是最需要被持续投资的领域。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在一份分析中指出，自由亚洲电台

和美国之音长期以来扮演着美国在威权社会中的“自由之声”，尤其在东

南亚民主受挫、北京政府影响力渗透加剧的背景下，其存在对维护新闻自

由、支持异议声音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与此同时，中国官媒则高调庆祝 VOA 与 RFA“走向终结”，新华社、央

视和《环球时报》均发表评论称，“西方意识形态输出的机器正在自行熄火”，

更有人将此视为“历史转折点”。

2025 年 4 月 22 日，联邦地区法官罗伊斯 • 兰贝斯 (Royce Lamberth) 命令

行政当局恢复对美国之音（VOA）的资助和其员工的工作。但这并不是最

终裁决，行政当局似乎必定会上诉。

美国之音创立于 1942 年，自冷战时期起即成为美国对苏联与其他威权国

家的重要信息窗口。自由亚洲电台则于 1996 年成立，致力于报道中国、朝

鲜、缅甸、越南、老挝及柬埔寨等地鲜有曝光的人权与政治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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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香港再度悬赏通缉海外民主人士

2024 年 12 月 24 日，香港警方对六名流亡海外的民主派人士发出通缉令，

并对每人悬赏 100 万港元以获取有关他们下落的信息。此举标志着北京政

府对异议人士跨境打压的行动再次升级。

这次被列入通缉名单的六位人士包括“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剑

华（现居英国）、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CFHK）传讯及传媒助理张晞晴（现

居英国）、《香港台》创办人郑敬基（现居加拿大）、资深传媒人何良懋（现

居加拿大）、前“学生动源”领导人钟翰林（现居英国）、以及香港民主

委员会（HKDC）高级国际倡导干事黄大仙区议会前议员刘珈汶（现居英国）。

警方指控这六人涉嫌“勾结外国势力”、“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等

罪名，尽管他们目前已身处英国以及加拿大多年，主要通过社交媒体或公

共发言持续批评北京当局的政策。

这是香港警方自 2023 年以来第三次以悬赏通缉方式针对海外异见者进行

打击。分析人士认为，此举不仅是对个体的威慑，更是中共政府藉由“跨

国司法操作”进行信息控制的延伸。

自 2020 年《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香港的言论自由和政治空间迅速萎缩。

根据媒体统计，已有超过 260 人因涉嫌违反国安法被捕，其中不乏前立法

会议员、新闻从业者、社运人士等公共人物。许多曾参与“反送中”运动

或表达政治意见的港人被迫流亡海外，但即便如此，仍面临北京通过各种

手段延伸至境外的打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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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人权组织警告说，这种利用国安名义对海外异议者进行跨境追捕的行

为，正在构建一种“寒蝉效应”，压缩全球华人社群的言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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