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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新闻自由日是提醒世界关注《世界人权宣言》第 19 条关于言论自

由这一基本人权的重要意义。对传媒专业人员使用暴力是当今言论自由面临

的最大威胁之一。我已决定，2007 年世界新闻自由日的主题为记者的安

全。 

我们注意到，最近十年以来，对记者、传媒专业人员和相关人员使用

暴力的情况急剧升级。在世界各地的许多国家，传媒专业人员受到骚扰、攻

击、拘捕甚至被谋杀。专业组织认为，2006 年是有史以来最血腥的一年，

被杀害的传媒人员超过 150 位。还有几百位传媒工作者因其从事的工作而遭

到逮捕、威胁或攻击。从事记者工作从未像现在这么危险。 

我们都知道，正在发生冲突的区域—和冲突后的区域—对记者来说都

是特别危险的地方。最糟糕的例子是伊拉克，去年有六十九位传媒专业人员

在伊拉克被杀害。自该国 2003 年 4 月发生冲突以来，170 多位传媒专业人

员，大多数是当地记者被杀害。如此大规模杀害记者的情况，在有文字记载

的历史上是从没有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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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冒着生命危险以提供独立而可靠的新闻的记者，值得我们钦佩、

尊重和支持。他们比任何人都更清楚，传媒正在为树立责任心、开展重建与

和解的进程做出巨大的贡献。事实上，对记者使用暴力现象的增加（尽管是

悲剧性的）充分证明了传媒对现代民主的重要意义。 

记者的安全是一个与我们所有人都相关的问题。任何侵犯记者的行

为，都是对我们最基本自由的一种侵犯。没有基本的安全，是不可能享有新

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 

因此，在世界新闻自由日之际，我们保证将更加努力地保障记者的安

全。我尤其呼吁各国政府和公共当局，彻底改变普遍存在的对记者使用暴力

而不受惩罚的习惯做法。各国政府必须履行其责任，确保对记者犯下的罪行

受到调查和起诉。 

今天也是认可在保护新闻自由方面已经取得了进展的好机会。教科文

组织欢迎联合国最近通过决议，谴责在冲突情况下攻击记者。该决议是反对

不受惩罚行动的胜利，也是努力保护传媒工作者的独立和权利人们的胜利。

我们必须利用这一契机，在传媒内部建设安全文化。 

值此庆祝世界新闻自由日之际，让我们共同探讨如何宣传尊重传媒在

促进可持续和平、民主和发展方面重要作用的价值观。让我们纪念那些献出

了自己生命的传媒专业人员，向那些不顾危险和风险为我们提供新闻的人们

表示敬意。最关键的是，我们要重视保障记者安全与我们自己享有自由之间

的密切关系。我们能否成为知情的世界公民取决于传媒能否自由而安全地开

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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