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朗普政府与
“

国际宗教

自由联盟
”

的建立

？ 徐以骅

［ 内容提要 ］ 自 《 １９９８ 年 国 际 宗教 自 由 法 》 出 台

以来 ， 美 国 历 经四任总统 ， 前后建立 了
“

美 国 国务院 国

际宗教 自 由 办公室
” “

美 国 国 际 宗教 自 由委员 会
”“

推进

宗教 自 由部 长级会议
”“

不 可剥 夺权利委 员 会
”

以 及

“

国 际宗教 自 由联盟
”

等所谓推进 国 际 宗教 自 由 的机构

和机制 ， 推 出 一 系 列 关 于 国 际 宗教 自 由 的年度报告和总

统行政令 ，
以及在 美 国 国务院和 国 家安全委员 会等政府

机构设立 了 若干
“

宗教 自 由
”

专职官 员 ，
使推进宗教 自

由成为 美 国 外交政策的
“

最优先 目 标
”

。 而 这些推进 国

际 宗教 自 由举措的 集 大成者 ，
就是特 朗普政府发起的

“

国 际 宗教 自 由联盟
”

，
从而把美 国 主导的 国 际 宗教 自 由

运动推向 高潮 。 目 前这一联盟 尚 未最终成形 ，
但其雏形

已在相 当 大的程度上显露 出 美 国 在 宗教人权领域的 双重

标准 、 战略意 图 以及 内在矛盾 。

［ 关键词 ］

“

国 际宗教 自 由联盟
”

《 １９９８ 年 国 际 宗教

自 由法》

“

不 可剥夺权利委员会
”

人权等级制 美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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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朝野关注
“

国际宗教 自 由
”

议题 由来 已久 ， 但对该议

题建制化的倡导和推进却是在冷战结束之后 。 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

代全球宗教复兴 、 美国基督教福音派崛起和
“

政治觉醒
”

， 以及

后冷战时期宗教 日 益成为美 国外交政策工具的背景下 ， 美 国 国

会出 台 了 《 １ ９９ ８ 年 国 际宗教 自 由法 》 ， 为宗教和宗教团体全面

介人国际事务和美 国外交政策的制定铺平了法律道路 ， 并且在

宗教领域为此后美国各届政府的对外政策和安全战略指 出 了行

动方向 。

一

、
从 《 １ ９９８ 年 阌 择 索 教 令 由 法 》

到
“

图 择 索 激 ｔ 由 联 盟
”

在过去 ２０ 多年来 ， 宗教和宗教团体在美 国对外关系领域的

影响可以分为以一系列涉教法案和事件为标志的三个阶段 。

？

第一个阶段始于 《
１ ９９８ 年国际宗教 自 由法 》 并且体现于 由

宗教团体推动的其他美 国 国会立法 ， 如 《 ２０００ 年人 口贩卖受害

者保护法》 《 ２００２ 年苏丹和平法》 《
２００３ 年朝鲜 自 由法 》 《

２００４

年朝鲜人权法 》 等 ， 这些立法在法律上正式确认了美 国外交政

策与推进所谓
“

宗教 自 由
”

之间 的关系 ， 并且启动和加大了宗

教团体影响美国对外关系的立法化 （ 或国会化 ） 、 机构化 、 国际

化 、 草根化 、 联盟化 、 媒体化 、 安全化等趋势 ，

？ 其 中 根据

《 １ ９９８ 年国际宗教 自 由法 》 建立的两个机构 ， 即 国务院 国 际宗

①关于三个阶段的划分 ， 参见徐以骅 ：

“

宗教新右翼与美 国外交政策
”

， 载 《历史评

论》 ，
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 ， 第 ５５

－

５ ７ 页 。

② 关于此七种趋势 ， 参 阅徐以骅 ： 《 后冷战时期 的宗教与美 国政治和外交 》 ，
上海 ：

上海人民 出版社 ，

２０ １ ４ 年版 ， 第 １ ０６
－

１ １ ４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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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自 由办公室以及跨宗派 、 跨党派的美国 国际宗教 自 由委员会 ，

更是表明对
“

宗教 自 由
”

的关注开始渗人并且形塑美 国传统外

交建制 。

第二个阶段始于美 国 国会通过的立法 ，
主要有 ２０ １ ６ 年 １ ２

月 分别 由 奥 巴 马 总统签署生效 的作为 《 １ ９９８ 年 国 际宗教 自 由

法》 修正案 的 《
２０ １ ５ 年弗兰克 ？ 沃尔夫 国际宗教 自 由 法 》 和

《全球马格尼 茨基人权 问 责法 》 ，
以 及美 国 国 会此前通过 的

《
２０ １ ４ 年近东与南 中 亚宗教 自 由 法案 》 。 其 中 《 ２０ １ ５ 年弗 兰

克 ？ 沃尔夫国际宗教 自 由法 》 要求美国政府在根据 《 １ ９９８ 年 国

际宗教 自 由 法 》 设立 的所谓严重侵犯宗教 自 由 的
“

特别关注

国
”

名单外 ， 增设所谓侵犯宗教 自 由 的
“

特别观察 国
”“

特别

关注实体
”

以 及
“

指定人士
”

名 单 ， 并授权予 以 相应制 裁 ；

《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 》 亦要求美 国制定所谓
“

侵犯人

权者
”

名单 ， 限制其人境美 国 ， 冻结其在美资产 。 两个法案的

共同特点 ， 就是把美国实施制裁的重点从国家转 向单位和个人 ，

即用
“

打击到人
”

的方式来提高制裁 的效力 和
“

精准性
”

， 从

而加强美国政府通过 国 内法来实现其包括推进 国际宗教 自 由 在

内 的所谓人权 目 标的力度 。 《
２０ １ ５ 年弗兰克 ？ 沃尔夫 国 际宗教

自 由法》 还要求美 国 国务脘对其所属 的所有外交人员 开展一项

关于国际宗教 自 由 的线上培训课程 。 《 ２０ １ ４ 年近东与南 中亚宗

教 自 由法案 》 则为所涉地区设立
“

宗教少数派事务特别顾问
”

一职 。 上述法案均 由 奥 巴马总统签署生效 ，
显然在奥 巴 马政府

期间尤其是后期 ，

“

国际宗教 自 由作为美国外交政策工具的势头

开始增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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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阶段始于特朗普政府时期 ， 尤其是 ２０ １ ８ 年 ４ 月 蓬佩

奥 （
Ｍ ｉｋｅＰｏｍｐｅｏ ） 出任国务卿以来所筹划成立的三个所谓国际

宗教 自 由机构或机制 ：

一是
“

推进宗教 自 由部长级会议
”

机制 。

２０ １ ８ 年 ７ 月 美国 国 务院举办 的
“

推进宗教 自 由 部长级会议
”

，

以及 ２０ １ ９ 年 ７ 月 第二届
“

推进宗教 自 由部长级会议
”

。 这两次

会议是美国 国务院有史 以来召开的规模最大的人权类会议 。 二

是美国 国务院筹建于第二届
“

推进宗教 自 由部长级会议
”

之前 ，

具有蓬佩奥个人色彩的
“

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
”

。 该委员会 由美

国前驻梵蒂冈大使 、 以反堕胎和 同性婚姻著称的哈佛大学法学

院教授玛丽 ？

Ａ ． 格兰登 （
Ｍａｒ

ｙ
Ａ ｒｍＧｌｅｎｄｏｎ

） 领衔的共 １ １ 位保

守派人士组成 ， 对
“

人权在美 国外交政策中 的作用
”

以及
“

美

国致力于国际人权事业的基本原则
”

进行研究并提 出建议 ， 宣

称要对人权概念
“

进行 自 １ ９４８ 年 《世界人权宣言 》 颁布以来最

深刻的重新审视
”

。

？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 ６ 日 该委员会正式发布 了长

达 ６０ 页的报告 （ 未定稿 ） ，

？ 在国际宗教人权理论领域为特朗普

政府站台 。 三是组建
“

国 际宗教 自 由 联盟
”

。 该联盟成立 于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 它是美 国 自 《 １ ９９ ８ 年 国 际宗教 自 由 法 》 通过 以

来 ，
历经四任总统 ， 继美 国 国务院 国 际宗教 自 由 办公室 、 美 国

国际宗教 自 由委员会 、

“

推进宗教 自 由部长级会议
”

、

“

不可剥

夺权利委员会
”

之后建立的第 ５ 个所谓 国 际宗教 自 由机构或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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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政府与
“

国际宗教自由联盟
＂

的建立

制 ， 从而把过去 ２０ 多年来美国主导的 国际宗教 自 由运动推 向高

潮 ， 而特朗普政府任期 因此也被某些基督教福音派势力吹捧为

保护
“

国际宗教人权
”

的
“

黄金时期
”

。

①

二 、

“

（Ｉ 择 宗 教 令 由 联 盟
”

的 建 Ｓ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的第一个周堪称美 国人权历史上的
“

宗教周
”

。

２ 月 ４ 日
， 作为

“

推进宗教 自 由 部长级会议
”

机制 的一部分 ，

美国 国务院假美国参议院场地召开了
“

宗教 自 由 圆桌会议
”

， 有

来 自 ２０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 ２５０ 人与会 。 ２ 月 ５ 日
， 美 国 国务

院集结其他 ２６ 国召开了
“

国际宗教 自 由联盟
”

成立会议。

“

国

际宗教 自 由联盟
”

成立当 日 ， 美 国 国务院还公布了 《美 国
一波

兰关于推进宗教 自 由部长级会议的联合声明 》 ， 宣布第三届
“

推

进宗教 自 由部长级会议
”

将于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 ４ 至 １ ６ 日 在波兰首

都华沙召开 （ 因新冠病毒疫情该会议推迟至 ２０２０ 年 １ １ 月 １ ６ 至

１ ７ 日
， 会议形式也 由 线下改为线上 ） ， 强调

“

对宗教 自 由 的共

同兴趣体现了波兰与美国 的战略伙伴关系
”

；

２ 月 ６ 日 ， 美 国 国

会主持召开 了 由特朗普总统等美国政要和多 国／地区领导人参加

的一年一度的
“

全国祈祷早餐会
”

（
２０２０ 年为第 ６８ 届 ） 。 上述

三场以宗教为主题的美 国大型主场外交 ， 尤其是
“

国 际宗教 自

由联盟
”

，

“

标志着历史上在 国家级层面推动世界范围 内宗教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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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议题的第一个国际联盟的建立
”

。

？

在 ２０ １ ８ 年 ７ 月 首届
“

推进宗教 自 由部长级会议
”

后 ， 美国

在世界各地推动 召 开 了一系列地 区性宗教 自 由 圆桌会议 。 在

２０ １ ９ 年 ７ 月 第二届
“

推进宗教 自 由部长级会议
”

上 ， 国务卿蓬

佩奥宣布将筹建
“

国际宗教 自 由联盟
”

。 该联盟 的计划文件称 ，

“

经过挑选的若干国家的领导人将被邀请与会 ；
这些 国家愿意为

维护和推进国际宗教 自 由 而
‘

战斗
’

或采取行动 ，
而非仅仅签

署某份文件 。 美国 国务院和 国 际宗教 自 由 办公室计划推 出
一系

列将为联盟成员所遵循的规则 。

”

２ 月 ５ 日成立的
“

国际宗教 自 由联盟
”

共有 ２７ 个国家正式

参加 ， 分别是 ： 阿尔 巴尼亚 、 奧地利 、 波黑 、 巴西 、 保加利亚 、

哥伦 比亚 、 克罗地亚 、 捷克共和 国 、 爱沙尼亚 、 冈 比亚 、 格鲁

吉亚 、 希腊 、 匈牙利 、 以 色列 、 科索沃 、 拉脱维亚 、 立 陶宛 、

马耳他 、 荷兰 、 波兰 、 塞 内加尔 、 斯洛伐克 、 斯洛文尼亚 、 多

哥 、 乌克兰 、 英国 以及美 国 。 其中半数以上 国家派部长级官员

参会 。

《

“

国际宗教 自 由联盟
”

原则宣言》 （ 简称 《原则宣言 》 ） 宣

称该联盟
“

是完全致力于推进全球宗教或信仰 自 由 的志 同道合

国家的网络
”

， 将
“

宗教或信仰 自 由 国 际原则
”

作为联盟的法

理基础 ， 并引 述 了多个 国 际法文件 ， 包括 ： 《世界人权宣言 》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 、 联合国 《
１ ９ ８ １ 年宣言 》 《欧

盟宗教或信仰 自 由准则 》 和 《欧安组织关于宗教或信仰 自 由 与

安全准则 》 等 ， 宣称联盟的活动将
“

补充和促进 当前联合国及

其他多边和区域组织促进宗教或信仰 自 由 的工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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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政府与
“

国际宗教自由联盟
°

的建立

《原则宣言 》 还包括
“

共 同承诺
”

和
“

行动指南
”

。 其 中

“

共同承诺
”

包括 ： 联盟成员须遵守规则 、 协调行动 ， 并采取以

人权为基础的进路来推进
“

宗教或信仰 自 由 国际原则
”

， 同时促

进
“

其他不可或缺的人权
”

来充分享有宗教或信仰 自 由 。

“

行

动指南
”

分三部分 ： （
１

） 回应性措施 ： 追究 国家／非 国家行为

体对宗教性群体或场所施加 的暴力 ， 反对侵犯宗教或信仰表达

权利 ， 反对强制改变信仰 ， 声援受宗教迫害人士 ， 反对宗教歧

视
； （

２
） 主动性措施 ： 根据

“

伊斯坦布尔进程
”

（ 指 ２０ １ １ 年为

促进阿富汗及其邻 国共同应对反恐 、 禁毒 、 贫 困 和极端主义等

共同威胁而启动的区域性机制 ） ， 促进对多样性 、 宽容和包容的

尊重 ， 保护宗教或信仰场所 ， 支持包括宗教和信仰社区在 内 的

公民社会 ， 促进形成跨界和多学科 的宗教信仰 网络 ， 提高关于

宗教信仰和人权的文化知识 ， 促进其他有关人权 （ 如言论 自

由 ） ； （
３

） 具体行动措施 ： 监督和信息共享 ，
双边协调和公共

外交 ， 不同信仰间对话 ， 通过安置等方法支持受害者 ， 制裁肇

事者 ， 在联合国等多边论坛和机构采取协调行动 ， 促进民间社

会合作 ， 培训执法人员 ， 增强 国 家人权机构 的 能力 ， 促进在

“

宗教 自 由
”

事务 中的
“

公民参与
”

。 根据美国 国务院 的说明 ，

该联盟 由参与 国家 自 愿组成 ， 没有投票程序 ， 对成员也无惩罚

机制 。 这种建构看似松散 ， 但实际上更便于有关国家的操控 。

？

《原则宣言 》 并未针对任何特定国家 ， 但国务卿蓬佩奥在联

盟成立会议上就点名批评伊拉克 、 巴基斯坦 、 尼 日 利亚和緬甸

针对国 内宗教少数派 的政策 ， 特别提出要谴责 中 国
“

对所有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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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与美国社会

教的敌视
”

， 并无中生有地指责中 国施压阻止联盟部分成员 国与

会。

０ 与美国建立的其他所谓推进国 际 自 由宗教机构一样 ，

“

国

际宗教 自 由联盟
”

与美国对华的整体战略也是高度一致和密切

挂钩的 。

此种关联性在美 国利用宗教议题支持台湾 当局所施展的各

种谋略上也得到充分的体现 。 在上述所谓
“

宗教周
”

， 美国邀请

我国 台湾地区当选
“

副负责人
”

赖清德到美参加
“

宗教 自 由 圆

桌会议
”

， 并在会上发言 ， 出席
“

全国祈祷早餐会
”

， 会见了美

国亲台智库人士 、 国会两院议员 以及美 国 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

等 。 赖清德等虽未参加
“

国际宗教 自 由联盟
”

成立会议 ， 但有

关媒体称台湾已被邀作为观察员参与
“

国际宗教 自 由联盟
”

， 而

美国 国务院则对此讳莫如深。

？ 所谓宗教 自 由议题无疑为台湾当

局拓展国际空间提供了管道 ， 它不仅积极组 团参与在美 国举办

的两届
“

推进宗教 自 由部长级会议
”

， 设立
“

国 际宗教 自 由 无

任所大使
”一职 、 为美 国倡议的

“

国 际宗教 自 由 基金
”

筹款

等 ， 而且还积极配合美 国在 台湾地区的新竹举办
“

印太地区保

卫宗教 自 由公 民社会对话
”

等活动 ， 试图通过宗教和人权等柔

性议题和载体来推进和实现台湾 当局的政治议程和所谓国际化

图谋。

从成立之初
“

国际宗教 自 由联盟
”

的 ２７ 个成员 国 的
“

宗教

身份
”

来看 ， 其中 ２２ 个国家 （
８ １ ％

） 以基督宗教为主要宗教 ，

４ 个 （
１ ４％

） 以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 ；

１ 个 （ 以 色列 ） 以犹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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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政府与
“

国际宗教自由联盟
－

的建立

教为主要宗教。 就地理分布而言 ，
２７ 个成员 国 中前苏东 国家共

１ ３ 个 ， 占成员 国近半 ， 反映了近年来美国对前苏东地区大举渗

透扩张的地缘政治格局 。 由 于新冠病毒疫情 ， 该联盟的活动主

要采取视频会议和简报等方式。 到 ２０２０ 年 １ ０ 月 底为止 ， 该联

盟新增成员 国共 ４ 个 ， 即澳大利亚 、 亚美尼亚 、 丹麦 、 喀麦隆 ，

另有若干国家／地区获得观察国／地区地位 ， 离美 国原定在半年

内将联盟成员数扩充至 １ ００ 个的 目标相距甚远 。

三 、

“

？ 择 豸 激 仑 由 躲 盟
”

辞 科

“

国际宗教 自 由联盟
”

是 自美国 《 １ ９９８ 年 国际宗教 自 由法 》

通过以来美国政府推动建立的最新宗教人权机构 ，
也是美 国政

府试图建立所谓 国际宗教 自 由准则 ， 使美 国宗教价值观普世化

的最重要举措 。 在特朗普政府期 间 ，

“

美 国优先论
”

与
“

宗教

人权等级论
”

相互印衬 ， 成为美 国对外关系 的两大重要特色 。

正如外交是内政的延续 ， 所谓宗教 自 由议题也是 以非传统方式

推进美国 国家利益的手段 。

然而 ， 与 ２０ 世纪末以来历届美 国政府所谓推进 国 际宗教 自

由 的举措一样 ， 特朗普政府的 国 际宗教 自 由行动尤其是
“

推进

宗教 自 由部长级会议
”

和
“

国 际宗教 自 由 联盟
”

， 尽管造势用

力 ， 调门很高 ， 但也争议不断 ， 批评者甚众 ， 且 目 前
“

国际宗

教 自 由联盟
”

尚未完全成形 ， 不足对之作出充分的评判 。 但羽

毛未丰的
“

国际宗教 自 由联盟
”

同样显露出美 国在宗教人权领

域的双重标准 、 战略意图 以及内在矛盾 。

？

① 对特朗普政府推进国际宗教人权机制的批评 ， 参见徐 以骅 ：

“ ‘

宗教超级 秀
’

——

美国
‘

推进宗教 自 由部长级会议
’

述评
”

， 第 １ ７
－

２０ 页 。



宗教与美国社会

首先 ， 特朗普政府 比此前历届美 国政府更倡导 以犹太一基

督教传统为中心 的宗教意识形态 ， 并且透过该宗教传统的棱镜

来看待宗教 自 由和对外关系 问题 ， 把
“

宗教 自 由
”

凌驾 于其他

人权之上 ， 这在 ２０ １ ８
－ ２０２０ 年间特朗普政府所筹办的三个机构

或机制 中都有不 同程度的表现 ， 而在蓬佩奥任命的
“

不可剥夺

权利委员会
”

的报告 中则有全面的 阐述 。 根据特朗普政府的人

权理论 ， 人权有基本和非基本 、 原生 和派生之分 ， 作 为美 国

“

第一 自 由
”

的宗教 自 由是基本人权 ， 而其他如妇女和性少数派

人权则是非基本 、 派生和次要人权。 蓬佩奥领导的美国 国务院

更是竭力推进宗教右翼尤其是基督教福音派 的社会议程 ， 试图

通过突 出宗教 自 由来
“

正本清源
”

， 强调宗教 自 由 的个体性而非

集体性 ， 回归基于美国历史和犹太
一基督教传统的人权观 ， 但

这却可能导致贬低甚至取消近几十年来美 国社会在人权领域所

取得的进展的后果 。 蓬佩奥在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 ７ 日 在衣阿华州举

办的
“

家庭领袖峰会
”

上就公开声称 ， 美 国外交政策
“

是 以

美国为 中心 的 亲 国家安全的外交政策 、 是亲宗教 自 由 的外交

政策 ，
以及是百分之百亲生命的外交政策

”

。

？ 因此 ， 特朗普

政府这种主张
“

宗教 自 由 优先
”

的人权等级论和 以犹太一基

督教为 中心 的人权倡议路线 ， 自 然遭到一些美 国人权学界人

士 以及主流世俗和宗教人权 团体尤其是妇女权利 和性少数派

团体的反对 。

②

其次 ，

“

国际宗教 自 由联盟
”

是美国官方 、 半官方和非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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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政府与
“

国际宗教自由联盟
”

的建立

宗教人权建制 的海外延伸 ， 是美 国在 ２０ １ ８ 年 ６ 月 ２０ 日 退 出联

合国人权理事会后 ， 为重掌 国际人权领域的主导权 ， 试图建立

以美国为首的新的 国际人权机构 。

“

国际宗教 自 由联盟
”

标榜推

进多边主义路线 ， 但以
“

宗教 自 由
”

之名来排挤其他人权议题 ，

其实质是把美国
“

宗教 自 由优先
”

的人权等级观投射到 国 际层

面 ， 作为制定国际宗教 自 由准则和推进 国 际人权战略政策讨论

的基础 ， 从而实现美国人权观念和标准的普世化 。

“

国际宗教 自

由联盟
”

的建立 ， 也表 明美 国从 《 １ ９９ ８ 年 国 际宗教 自 由 法 》

始 ， 耗时 ２０ 余年而组建的所谓宗教 自 由 国 际体系 已初步成形 。

“

该体系 以
‘

国际宗教 自 由联盟
’

为轴心 ，
以 《

‘

国际宗教 自 由

联盟
’

原则宣言》 《波托马克宣言 》 《波托马克计划 》 《不可剥

夺权利委员会报告》 等为核心原则和行动指南 ，
以

‘

推进宗教

自 由部长级会议
’ ‘

区域性部长级会议
’ ‘

地区性宗教 自 由 圆桌

会议
’ ‘

宗教 自 由半球论坛
’

等为年度会议和地区性分会 ， 以

‘

国际宗教 自 由基金
’

和
‘

国 际宗教 自 由 大使
’

为融资平 台 和

联络机制 ， 构成多维立体 的所谓
‘

价值观 同 盟
’

。

” ？ 在这一

“

价值观同盟
”

中 ， 美国政府的全面介入和操控 ， 无疑是该同盟

得以维系 的基础和核心 。

第三 ， 美国在国际人权领域另起炉灶 ， 使
“

国际宗教 自 由

联盟
”

等成为推进美国外交政策的载体和工具 ， 对现行联合 国

和其他多边人权机制产生消极作用 ， 这是 国 际社会对
“

国际宗

教 自 由联盟
”

最主要的批评之一 。

“

国际宗教 自 由联盟
”

宣称

自 己是支持宗教 自 由 的
“

各国行动主义者俱乐部
”

， 要设立加入

① 徐以骅 ：

＂

试析美国 国际宗教 自 由委员会近期发表的 ２０２０ 年度 国际宗教 自 由年度报

告
”

， 载 《 中 国宗教 》 ，

２０２０ 年第 ５ 期 ， 第 １ ３ 页 。



宗教与美国社会

联盟的
“

高门槛
”

，

① 但与美国一样 ， 该联盟 的一些成员 国
“

并

无维护人权的 良好纪录
”

 ；

？ 特朗普政府忽视国际人权问题复杂

性 、 多元性和地区特殊性 ， 将人权问题
“

宗教化
”

的
“

宗教人

权基要主义
”

， 及其以基督宗教为中心的人权倡议路线 ，
也无助

于推动 国际人权事业 ； 其在国际人权领域拉帮结派 ， 党 同伐异 ，

以宗教 自 由为藉 口 制裁和 围堵美 国 国家安全战略对手 ， 把大 国

竞争设定为宗教意识形态之争的种种做法给人 留下 了美 国竭力

打造
“

宗教版北约
”

的印象 ； 特朗普政府在美 国 国 内人权领域

劣迹斑斑 ， 默许甚至煽动 白人至上主义 ， 推行
“

美 国优先
”

的

对外政策 ， 更成为美国建立 国 际宗教 自 由体系 的
“

原生性
”

障

碍。 正如有国际学者所指出 的那样 ，

“

特朗普政府的宗教 自 由政

策在美国 国 内推动 了对一些少数派信仰 的仇恨犯罪和敌视的增

长 ， 在 国 际上 则 加剧 了 在宗教 、 民族和种族 问 题上 的 紧 张

关系 。

” ？

（ｉ诘

“

国际宗教 自 由联盟
”

生不逢时 。 新冠病毒疫情的爆发 ， 不

仅打乱了特朗普政府的扩盟 以及其他所谓推进 国 际宗教 自 由 的

计划 ， 而且具有讽刺意味地再度突 出 了生存权在人权位序 中 的

①
ｕ

Ｄｅｃ ｌａｒａｔｉ ｏｎｏｆＰｒｉｎｃ ｉｐｌｅｓ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Ｒｅ ｌｉ

ｇ
ｉｏｕｓＦｒｅｅｄｏｍＡｌｌｉａｎｃ ｅ ／

＊

Ｆｅｂ ．５
，

２０２０ ．

②ＪｅｆｆｒｅｙＨａ
ｙ
ｎｅｓ

，

“

Ｔｒｕｍ
ｐ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 ｔｉｃｓ ｏｆ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 ｌｉ
ｇ

ｉｏｕｓ Ｆｒｅｅｄｏｍ
，

”

ｐ
． １ ５

 ； 该文

引用美国宗教 自 由与企业基金会总裁葛百彦 （
ＢｒｉａｎＧｒ ｉｍ

） 在 ２０２０ 年发表的题为
“

宗教 自

由与 ＬＧＢＴ 权利
”

的报告 ， 列 出 了
“

国 际宗教 自 由联盟
”

成员 国对宗教 限制 的不 同指数 。

同上 ， 第 １ ２
－

１ ３ 页 。

③Ｊｅｆｆｒｅｙ 
Ｈａ

ｙ
ｎｅｓ

，
＊ ＊

Ｔｍｍｐ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 ｔｉｃ ｓ ｏｆ  Ｉｎ 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 ｌｉ

ｇ
ｉｏｕｓＦｒｅｅｄｏｍ

，

ｎ

ｐ ． １ ５ ．



特朗普政府与
“

国际宗教自由联盟
”

的建立

重要性 。

？“

国际宗教 自 由联盟
”

在后疫情时期的 国际格局 以及

美国新一届政府 中 的运作和走 向 ， 存在着若干可能性 ， 但 由 于

美国 国 内具有跨党派 、 跨政府 和跨宗教 的宗教人权建制 的存

在 ，

？ 美国利用宗教 自 由议题来 占领国际道德制髙点 、 推进本国

战略利益的做法 ， 在最近的未来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 。

本辑 （第二十一辑 ） 分为美 国宗教 、 宗教与 国 际关系 、 宗

教与社会 、 调研报告 四个栏 目 。 本辑的主办单位为复旦大学美

国研究中心和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宗教与 中 国 国家安全研究

中心 。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国际政治系博士研究

生楼天雄及中心学术助理刘倩洁参与 了本辑 的编辑工作 ， 在此

一并致谢。

①对 中美关于人权位序观念的讨论 ， 参见徐以骅 ：

“

后传教时代的宗教与 中美关系
”

，

载徐以骅著 ： 《后冷战时期的宗教与美国政治和外交 》 ，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２０ １４ 年版 ，

第 ２０ １ 页 。

② 关于美国宗教人权建制 ，
参见徐 以骅 ：

“

基督教福音派 与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
”

，

载 《 当代世界 》 ，

２０２０ 年第 ５ 期 ， 第 ４４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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