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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以贸易摩擦和技术封锁等为

重 点 ，美 国 对 华 防 范 和 打 压 势 头 不 断 加

剧。在此背景下，美国一些政客加大利用

所谓“西藏问题”制衡中国的力度，先后通

过有关法案，在涉藏事务上对中国发起挑

衅，并向长期从事分裂活动的达赖集团提

供各种援助。近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先

后通过所谓“2020年西藏政策及支持法案”，

并经总统特朗普签署成法。该法案无视西

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项事业取得的全

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对西藏人权状况进

行歪曲抹黑和无端指责，甚至妄称“西藏流

亡政府”是“民主选举产生”“最大程度上代

表和反映全世界流亡藏人意愿的机构”。众

所周知，所谓“西藏流亡政府”本质上就是图

谋分裂中国的非法组织。该法案的相关内

容，严重背离客观事实，是对中国主权赤裸

裸的挑衅，扭曲了历届美国政府的官方立

场，显示了美国一些人的狂妄无知。

从历史维度看，“西藏流亡政府”内部

充 斥 专 制 和 内 斗 ，完 全 不 具 有 民 主 性 。

1959 年西藏反动上层发动武装叛乱失败

后，以十四世达赖为首的旧上层势力流亡

印度，成立“西藏流亡政府”。这一非法组

织本质上仍是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

的残余势力，达赖的神权政治是整个“西藏

流亡政府”的基础，达赖家族成员长期分别

把持核心权力的家族政治是“西藏流亡政

府”的组织保障。凭借神权和家族政治，达

赖在伪“政府”中延续了旧西藏的专制统

治。即使在 2011 年达赖宣布所谓“政治退

休”后，神权政治依然是“流亡政府”的权力

基础，达赖的权威依然不可动摇。通常而

言，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往往要经过神权、君

权、民权三个阶段，神权统治是较为落后的

政治阶段。欧洲从中世纪黑暗时期向近代

社会的过渡发源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

其实质便是对中世纪神权政治的否定。如

今一个以神权为基础的组织被人为包装成

民权代表，岂非咄咄怪事？此外，“西藏流

亡政府”内部长期矛盾重重，围绕权力利益

的争夺始终不停，且随着达赖年事渐高呈

现不断加剧态势。由此可见，一个以专制

和内斗为特点的非法政治组织无论如何难

以与民主挂钩。

从法理维度看，“西藏流亡政府”从未

获得任何国家政府的承认，完全不具有合

法性。现代国际政治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国

际法体系本质上是一种“承认的政治”，任

何政府性组织的合法性都依赖于国际社会

的普遍认可。目前国际社会普遍遵循“一

个中国”原则，例如作为中美关系基础法律

文件的三个《联合公报》均承认“只有一个

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

合法政府”。具体到“西藏流亡政府”的政

治法律地位问题上，迄今为止从未有任何

一个国家承认过该组织的合法性。所谓

“2020 年西藏政策及支持法案”炒作“西藏

流亡政府”的合法性问题，本身就缺乏足够

的法理依据。全世界散居各地的藏胞近二

十万人，分散在多个国家。根据主权原则，

境外藏胞必须首先遵守所在国的法律。中

国政府一贯支持各国各地区藏胞积极融入

本地主流社会，正是对公认的国际法准则

和各国主权的充分尊重。众所周知，现代

意义上的国家一般分为“土地、人民、政府

和主权”四个要素，主权国家政府对其领土

范围内的人民享有最高管辖权。无论是入

籍当地的藏胞，还是在当地尚不具有合法

身份的藏胞，都必须遵守所在国法律，服从

所在国管理，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将非法的

“西藏流亡政府”当作服从对象。如今美国

炮制所谓“2020 年西藏政策及支持法案”，

妄图将“西藏流亡政府”打造成境外藏胞的

合法代表，不仅是对中国主权的挑战，也是

对包括美国自身在内的所有境外藏胞聚居

国主权的蔑视。

从现实维度看，“西藏流亡政府”在行

动上从未以境外藏胞的利益为重，完全不

具有代表性。1959 年民主改革以前，旧西

藏实行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官家、贵族

和寺庙上层僧侣三大领主掌握几乎一切政

治经济资源，上百万农奴处于被剥削被压

迫的境地。在封建农奴制统治下，西藏社

会生产长期处于停滞状态、阶级压迫和对

立严重、文化落后且分配极为不均，广大人

民基本权利根本得不到保障。民主改革以

来，西藏社会和人民逐渐融入发展和进步

的时代洪流，但出逃在外的达赖集团依然

改变不了分裂祖国的本质，将追随其出境

的藏人当成从事分裂活动的工具，不断派

遣部分受其蛊惑煽动的藏人入境，在西藏

和涉藏工作重点省开展渗透破坏活动甚至

策划煽动暴恐和骚乱事件。可以说，从旧

西藏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到“西藏流亡政

府”，这一组织要么压迫西藏人民以逞其私

欲，要么利用境外藏胞以实现其政治目的，

从未真正维护和实现西藏人民的权利和利

益，更谈不上任何合法的代表性。

从政治维度看，“西藏流亡政府”本质上

是美国“以藏制华”的工具，完全不具有独立

性。中美关系中的“西藏问题”归根结底是

冷战时期美国遏制中国的产物及其在当代

的遗留。早在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美国

驻印大使韩德逊在给国务院的电报中就提

出美国应支持“西藏独立”，作为遏制苏联和

中国的手段。在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下，西藏

发生武装叛乱，此后达赖集团领导下的武

装组织对西藏边境地区长期进行袭扰。中

美关系正常化以后，美国改变了支持“西藏

流亡政府”的方式，行政当局退到幕后，国

会逐渐成为介入“西藏问题”的主力。美国

国会主要通过炒作“涉藏人权问题”，否定

中国政府的治藏政策和西藏的发展成就，

挑拨藏族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不满，破坏西

藏的社会政治稳定。这一做法与冷战时期

通过资助“西藏流亡政府”和达赖集团武装

对中国进行遏制的策略一脉相承，本质上

都是为了削弱中国国家实力，维护美国国

家利益和竞争优势。特朗普执政以来，美

国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加大防范和打击中国

力度。通过发起涉藏法案，利用“西藏问

题”损害中国国家主权和利益正是当前美

国制衡中国一系列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的来看，“西藏流亡政府”一贯不具备

民主实质，法理上无任何合法性，行动上不

代表西藏人民利益，本质上是美国推行反华

政策的工具。所谓“2020年西藏政策及支持

法案”将“西藏流亡政府”视为“流亡藏人的

合法代表”无疑是对客观事实的巨大歪曲，

必将作茧自缚、贻笑大方。当前中美关系正

处在历史关口，奉劝美国一些人多练内功、

做好自己的事，理性客观看待中美保持良好

关系对自身和世界发展的重要性，理性客观

看待西藏民主改革以来实实在在的发展进

步，不要再做赔本赚吆喝的蠢事。

“藏独”组织毫无合法性
——评美国所谓“2020年西藏政策及支持法案”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肖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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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是国企改革三年行动的开局

之年。作为特大型国有企业，中国石化高

度重视这项工作，于 2020 年 10 月 9 日审议

通过了《集团公司深化改革三年行动实施

方案（2020—2022 年）》和《集团公司深化

改 革 三 年 行 动 工 作 台 账（2020—2022
年）》，将重点改革工作分解细化为 80 条具

体改革任务。

改革要落实落细。“每一项任务都落

实 到 具 体 部 门 ，各 部 门 再 将 任 务 分 解 细

化，层层落实到配合部门和单位、责任领

导、牵头处室、联络人等。”中国石化深改

办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改革要倒排工期。要分层分类深化

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具备条件的所出资企

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进行研究评估，成熟一

个推进一个；要全面推进用工市场化，实

行有利于吸引和留住关键岗位核心骨干

人才的政策；要灵活开展多种方式中长期

激励，将业绩考核和激励水平“双对标”；

要强化科技创新激励，推动研究院所薪酬

制度改革，进一步激发科研人员创新创效

活力……目前，中国石化已完成第一阶段

研 究 部 署 ，进 入 组 织 落 实 的 第 二 阶 段 。

2022 年 10 月至 2022 年 12 月为第三阶段，

重点开展总结评估。

改革要精准发力。中国石化明确，对

于非主业、非优势业务和无效资产、负效资

产，到 2022 年将基本完成存量资产优化和

调整；对于和主业密切相关的业务，通过资

本运作逐步注入上市部分，或通过合资、租

赁等方式实现与主业协同发展；对于和主

业关联度小、市场化竞争充分、专业化发展

前景好的业务，通过实施混改等方式推进

市场化运营和专业化发展；对于长期亏损、

扭亏无望的业务，推进重组整合或关停退

出，到 2022年全面完成处置治理任务。

改革要攻坚克难。作为老企业，中国

石 化 退 休 人 员 较 多 ，社 会 化 管 理 难 度 较

大。面对困难，中国石化将 4 个目标按旬

细化分解为 13 个工作节点，对 142 家所属单位下达节点工作计划。截至

2020 年 12 月上旬，81.4 万退休人员全部平稳完成人事档案等移交，提前

完成国资委确定的任务目标。按照部署，中国石化将继续做好职工家属

区“四供一业”、市政社区分离移交、所办医疗教育机构等方面改革的收尾

工作，2020 年底基本完成剩余厂办大集体改革，2022 年全面解决剥离国

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近年来，中国石化积极开展社会公开招聘，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中

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易捷不仅全面推行职业经理人制

度，还打破传统用人机制，全员参与市场化选聘、择优上岗，1 万多人竞聘

公司的 9 个部门 59 个岗位，最终筛选录用员工 55 人，社会聘用人员占比

达 38%。公司推行市场化薪酬分配制度，实施全员绩效薪酬与业绩紧密

挂钩考核，真正实现收入能升能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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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上海 1 月 6 日电 （记者沈文敏）

新年伊始，长三角铁路部门煤炭运输量大

幅增长，日均装车超过 3000 辆，其中电煤

运输保持在 1800 辆至 2000 辆，较日常运输

计划增加 1 倍，创下近期历史新高。

岁末年初，长三角地区寒潮来袭，安

徽、江苏等地 14 家火电厂出现电煤告急、

库存量不足情况。为了缓解电厂燃“煤”之

急，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周密部

署，制定电煤运输方案，全力抢运两淮等地

煤炭，保障各大电厂正常发电。

连日来，安徽境内的淮北车务段、淮南

西站与蚌埠、徐州、南京货运中心等铁路部

门，重点加强与煤矿、电厂、水陆联运港口

联系，了解掌握电厂存煤状况，协调煤矿与

电厂的供需运力衔接，对电煤库存量不足

7 天的告急电厂重点督促盯控，细化落实

服务措施，确保电煤运输畅通。

据统计，去年 12 月至今年 1 月 6 日，仅

37 天时间，长三角铁路部门已抢运煤炭逾

736.3 万吨，同比增长 12.8%，有效地增加了

华东等地火电厂煤炭库存量。

长三角铁路部门加大电煤运输力度
本报合肥 1月 6日电 （记者徐靖）记

者近日从安徽省发改委获悉：去年以来，

引江济淮工程建设快速推进，超额完成年

度 目 标 任 务 。 截 至 2020 年 12 月 28 日 ，

2020 年度共完成投资 161.11 亿元、占年

度计划 100.69%。

重大节点工程顺利推进，提前实现

“双过半”目标。江水北送段朱集站和龙

德加压站相继建成运行，淠河总干渠钢

渡槽主跨合龙，东淝河船闸主体顺利完

工 ，中 派 河 大 桥 、新 桥 大 道 桥 相 继 建 成

通车。

截至目前，共开工 79 个项目、占总体

项目 96.34%，8 处枢纽开工 7 处，河渠工程

开工 95%以上。自引江济淮主体工程开

工以来，累计完成投资 609.61 亿元、占工

程总投资 69.64%，提前实现施工工期过

半、投资任务完成过半的节点目标。

目前，工程建设用地全部获批，征拆

工作接近收尾。工程（安徽段）沿线安庆、

合肥、亳州等 6 市 25 个县（市、区）建设用

地均获国家批复，总面积 8.99 万亩。

引江济淮工程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国企改革三年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