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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聚会案”五周年联合声明 

声援中国人权捍卫者 

2024年12月26日是“厦门聚会案”五周年。2019年12月，约20名中国人权捍卫者和律师在中国厦门

举行了一场私人聚会，讨论中国人权和公民社会的状况。此后几周，中国当局以国家安全为由，对

当时无法离开中国的参与者进行了审问、骚扰、拘留和监禁，并对几乎所有参与者，包括他们的

一些亲友实施出境限制，直至今日。 

该案被拘留者包括法律学者许志永和人权律师丁家喜，他们皆为推动“新公民运动”的人权捍卫

者。该运动致力于赋权公民，倡导建立一个更平等、尊重权利与自由的社会，反对贪腐、贫富差距

及教育歧视。2014年，许志永和丁家喜因参与新公民运动分别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名下

被判处四年和三年半监禁。 

自2019年12月26日的随后几周内，中国当局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下称“指监”） 对两人实施强迫

失踪。指监是一种刑事程序，允许秘密拘留长达六个月，并不得会见律师或家人。联合国特别程序

专家认为，指监构成秘密拘留，属于强迫失踪的一种形式，并可能构成酷刑或其他虐待。在关押期

间，两人均遭受酷刑及其他虐待，随后被控“颠覆国家政权”之国家安全罪。他们在秘密审判后被定

罪，并于 2023年4月分别被判处14年和12年重刑。尽管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福尔克尔·蒂尔
克（Volker Türk）和联合国特别程序专家直至 2024年11月多次呼吁，但中国仍未解决这些严重侵

犯人权的行为。 

这些案件标志着中国人权捍卫者和律师遭受更广泛且令人担忧的迫害趋势。当局系统性地使用

指监、国家安全罪、酷刑和其他虐待、长期拘留、出境限制及骚扰，以压制异议人士并瓦解独立的

公民社会。尽管联合国人权专家一再呼吁废除这些含糊不清的罪名，如“颠覆国家政权”或“寻衅滋

事”，但这些指控已成为当局将人权工作入罪的惯用手段。受害者经常面临长期的审前拘留、缺乏

正当程序、接触律师受限、无法获得充分医疗照护，并遭受酷刑或其他虐待以逼迫认罪。 

这种系统性镇压亦体现在人权律师谢阳和卢思位、女权活动人士黄雪琴、劳工活动人士王建兵和

公民记者张展的案件中，他们目前均遭到任意拘留或监禁。联合国特别程序专家最近将这些案件

描述为“反复出现的镇压模式的一部分，包括单独监禁和强迫失踪，目的在于[……]压制人权捍卫

者和批评政府的异议声音或反对意见”。 

在“厦门聚会案”五周年之际，我们——来自世界各地的组织和活动人士——继续声援中国所有勇

敢维护正义的人权捍卫者和律师。我们敦促中国政府： 

1. 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因人权工作遭任意拘留或监禁的人权捍卫者和律师，包括许志永和

丁家喜； 
2. 停止对民间社会的系统性镇压，包括对人权捍卫者和律师的骚扰、无理拘留、强迫失踪及

监禁； 
3. 修改法律法规，包括国家安全法、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使其完全符合国际人权标准； 
4. 立即撤销对厦门聚会参与者及其亲友的出境限制。 

https://cmcn.org/archives/47433
https://documents.un.org/doc/undoc/gen/g21/052/94/pdf/g2105294.pdf
https://www.ohchr.org/zh/statements/2023/04/comment-un-human-rights-chief-volker-turk-sentencing-human-rights-defenders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9524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9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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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lliance for Citizens Rights 
2. Amnesty International 国际特赦组织 
3. Asian Lawyers Network (ALN) (Japan) 
4. CIVICUS: World Alliance for Citizen Participation 
5. Free Tibet (United Kingdom) 
6. Human Rights in China 中国人权 
7. Humanitarian China 人道中国 
8. India Tibet Friendship Society Nagpur Maharashtra (India) 
9. International Bar Association’s Human Rights Institute (IBAHRI) 
10. 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 
11.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or Human Rights (FIDH),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Observatory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Defenders 
12. International Service for Human Rights (ISHR) 国际人权服务社 
13. International Tibet Network 
14. Judicial Reform Foundation (Taiwan) 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 
15. Lawyers for Lawyers (Netherlands) 
16. LUNGTA - Active for Tibet (Belgium) 
17. PEN America (United States) 
18. Safeguard Defenders (Spain) 保护卫士 
19. Swiss Tibetan Friendship Association (Switzerland) 
20. Taiwan Association for Human Rights (Taiwan) 
21. The 29 Principles (United Kingdom) 
22. The Network of Chinese Human Rights Defenders 中国人权捍卫者 
23. The Rights Practice (United Kingdom) 
24. Tibet Justice Center (United States) 
25. Tibet Solidarity (United Kingdom) 
26. Voluntary Tibet Advocacy Group (V-TAG) (Netherlands) 
27. World Organisation Against Torture (OMCT),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Observatory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Defenders 
28. Acción Solidaria (Venezuela) 
29. Amnistía Internacional Chile (Chile) 国际特赦组织智利分会 
30. CADAL (Argentina) 
31. Centro de Derechos Humanos Fray Francisco de Vitoria OP, A.C. (Mexi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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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Movimiento Autónomo de Mujeres (Nicarag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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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Voces de Tíbet (Mexico) 

个人联署： 
1. Andrea Cordero Vargas (Chile) 



2. María Blancas (Mexico) 
3. Sofía J. Poiré (Mexico) 


	2025年2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