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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美国凭借道听途

说、无中生有的材料拼凑而

成所谓“2020 年度国别人权

报告”，一如既往地对别国

人权状况大肆抹黑、指手画

脚。而事实上，美国自身的

人权问题堆积如山，过去 4
年，美国政府人权纪录劣迹

斑斑。

美国因自身制度失灵

积重难返，最终造成国会山

暴乱；美国种族歧视痼疾从

未根除，一再酿成少数族裔

家破人亡的惨剧；美国因自

身防疫不力，经历了远比世

界任何国家都要严重的新

冠肺炎疫情……美国践踏

人权的一个个触目惊心的

真相，彻底戳穿了美国长期

自我标榜为“人权卫士”的

无耻谎言。

民主失序造撕裂

民主制度失序引发政

治 乱 象 ，进 而 撕 裂 美 国 社

会。美国的金钱政治扭曲

了民意，把选举搞成了富人

阶层的“独角戏”。金钱深

深植根于美国选举的各个

环节。没有足够的金钱，根

本无法参加竞逐任何重要

政治职位。

纽约大学布伦南司法

研究中心指出，巨额资金主

宰着美国当前的政治竞选

活动，其程度是几十年来所

未见的。“超级政治行动委

员会”允许亿万富翁向竞选

活动投入无限量资金，淹没

了普通美国人的声音。“黑

钱 组 织 ”会 掩 盖 捐 赠 者 身

份，防止选民知道是谁试图

影响他们投票。

《华尔街日报》网站去

年 11 月 9 日 评 论 说 ，在

2020 年 的 选 举 中 ，美 国 人

对本国民主制度的信心下

降至 20 年来最低点。政治

极化日益严重，仇恨政治演

变为全国性“瘟疫”，选后暴乱导致国

会沦陷。

近年来，美国枪支交易和枪击事

件连创历史新高，人们对社会秩序失

去信心。美国两党基于党派利益难

以就枪支管控达成共识，长期持续的

枪支泛滥是政治分裂和党派斗争使

然，而代价则是每年数万美国人沦为

枪下之魂。

种族痼疾常发作

美国少数族裔遭受系统性种族

歧视，处境艰难。轰动全球的美国白

人警察“跪杀”非洲裔男子弗洛伊德

一案 3 月 29 日开庭公审。《波士顿环

球报》感叹道：“（涉嫌杀害弗洛伊德

的白人警察）肖万不会是法庭上唯

一的被告，被送上审判席的还有整

个美国。”

弗洛伊德那句“我无法呼吸”的呻

吟，是不止一个死于警察暴力执法的

非洲裔美国人的临终哀嚎，也是更多

遭受同样厄运的少数族裔共同心声。

美国联邦统计数据显示，非洲裔

青年男性被警察射杀的风险比白人

青年男性高 21 倍，15 岁至 19 岁的非

洲 裔 男 性 被 射 杀 率 高 达 百 万 分 之

31.17，而同年龄段的白人男性被射

杀率仅为百万分之 1.47。据“警察暴

力地图”网站统计，2013 年美国至少

有 301 名非洲裔遭警察枪杀，2014 年

为 320 人，2015 年为 351 人，2016 年

为 309 人，2017 年为 282 人，2018 年

为 260 人，2019 年为 278 人，2020 年

为 233 人。

暴力执法的美国警察通常会受

到法律的公正制裁吗？答案是否定

的。审理警察暴力执法案件的陪审

团普遍对执法人员存在“天然的信

任”。印第安纳大学法学院教授珍尼

娜·贝尔说，数据表明陪审团成员更

倾向于相信警察和警察的证词，而非

目击证人的证词。

非洲裔并非美国种族主义问题

的唯一受害者，拉丁裔和亚裔等少数

族裔也长期遭受种族歧视。特别是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一些美国政

客为推卸防疫不力的责任而大肆对

亚裔进行污名化，导致针对亚裔美国

人的暴力仇恨犯罪在全美激增。近

两个月来，“停止仇恨亚裔”已成为继

“黑人的命也是命”之后新一轮反种

族歧视运动的口号，相关游行示威活

动在全美各地此起彼伏。

贫富差距再拉大

今日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加速

扩大，底层民众生活苦不堪言。去年

以来，疫情失控导致大规模失业潮，

数 千 万 人 失 去 医 疗 保 险 ，1/6 美 国

人、1/4 美国儿童面临饥饿

威 胁 。 弱 势 群 体 成 为 政

府消极应对疫情的最大牺

牲品。

专 家 认 为 ，疫 情 加 剧

了美国底层人民的生存危

机 ，但 美 国 社 会 财 富 分 配

不均造成的中产阶层危机

则 早 已 存 在 并 持 续 恶 化 ，

正 在 引 发 社 会 和 政 治 动

荡 。 美 国 保 守 派 网 站“ 美

国伟大”编辑克里斯·巴斯

柯 克 说 ，财 富 分 配 不 均 是

由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实际

工资增长停滞以及其他结

构 性 问 题 导 致 的 ，很 可 能

造成一种不可持续发展的

局面。

疫情失控酿悲剧

美国人口不足世界总

人口的 5%，但截至目前，其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却超

过全球总数的 25%，死亡病

例数占全球总数的近 20%，

超过 55 万美国民众失去了

宝贵生命。

时任特朗普政府白宫

冠状病毒应对工作组协调

员 德 博 拉·伯 克 斯 在 美 国

有线电视新闻网日前播出

的 纪 录 片 中 直 言 ，联 邦 政

府 向 公 众 传 达 矛 盾 信 息 ，

这是美国应对疫情过程中

犯下的“头号错误”。

在这部纪录片中，特朗

普政府白宫冠状病毒应对

工作组重要成员、美国国家

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

长安东尼·福奇说，总统在

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呼吁解

除疫情封锁等言论令人震

惊，对抗击疫情的工作来讲

“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横行霸道毁规则

悍然退出世界卫生组

织、退出《巴黎协定》，以霸

凌行径威胁国际机构、野蛮推行单边

制裁，残酷对待寻求庇护者、疫情期

间继续强制遣返移民，赦免屠杀他国

平民的战争罪犯……

特朗普政府治下的美国对国际

社会欠下的“人权账”不胜枚举。 4
年来，美国执意奉行本国优先，推行

孤立主义、单边主义、霸凌主义，已然

成为危害全球安全与稳定的最大“麻

烦制造者”。

2018 年 6 月 19 日，自诩“人权卫

士”的美国竟悍然宣布退出联合国人

权理事会。此前一天，联合国人权事

务高级专员办公室刚刚批评美国在

边境地区将移民儿童与父母强制分

离的做法。

2018 年 9 月和 2019 年 3 月，美国

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和时任国务

卿蓬佩奥分别发出威胁，称如果国际

刑事法院调查美国及其盟国人员涉

嫌犯下的战争罪行，美方将对“直接

负责调查”的人员采取禁止入境、冻

结资产等报复措施，甚至包括对国际

刑事法院进行经济制裁。美国法律

人士詹姆斯·戈德斯通评论说，这些

高官的言论表明，美国政府“只有在

符合美国利益时”，才把国际法当一

回事。

2017 年 7 月至 2020 年 7 月，美国

移民当局违反国际人权法及国际人

道 主 义 ，在 南 部 边 境 地 区 强 行 将

5400 多名儿童与身为难民或非法移

民的父母分开关押，造成骨肉分离惨

剧，多名儿童在拘押期间死亡。2019
年，总共有 85 万移民在美国南部边

境地区遭到逮捕，他们大多遭受粗暴

对待，人权遭到肆意践踏。2020 年，

美国关押移民的拘留场所成为新冠

病毒传播的“重灾区”，美国政府还在

疫情蔓延之际强行遣返大批非法移

民，加重了中美洲国家的疫情风险。

近 3 个月，又有 10 余万非法移民

涌入美国。美国执法人员将 5000 多

名儿童与其父母分开，关押在拥挤的

简 易 房 内 ，制 造 了 多 处“ 儿 童 集 中

营”。美国政府拒绝承认眼前的移民

危机，甚至阻止记者前往报道“儿童

集中营”里的真实情况。美国政府侵

犯移民权利特别是移民儿童权利的

政策，在美国国内和国际社会都遭到

强烈批评和谴责。

在不久前结束的联合国人权理

事会会议期间，一些国家代表指出，

疫情当前，美国却奉行“疫苗民族主

义”，大量囤积远超其人口需要的新

冠疫苗并拒绝向包括盟友在内的其

他国家提供疫苗；美国历次武装干涉

造成其他国家大量平民伤亡；美国对

多个国家实施严重违反国际法的单

边强制措施，严重侵犯他国人权，甚

至导致人道主义危机。

（新华社华盛顿 4月 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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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为减少人员聚集，全球各

大公司纷纷按下远程办公“加速键”。在

一些国家，以往人声鼎沸的商务区变得

寂静，潮汐式车流减少。取而代之的是

云视频、云会议、云课堂……不少人开始

思考，远程办公的未来会是怎样？

一些大型企业已经在推行远程办公

措施。据报道，微软、星巴克、西门子、印

孚瑟斯等公司允许部分员工长期远程办

公。人力资源管理咨询机构美世咨询公

司针对美国 793 名雇主的调查显示，约

94%的受访者认可员工在远程办公中的

工作效率。

有人进一步发现，远程办公有可能

重 塑 地 区 和 城 乡 格 局 。 据 德 国 媒 体 报

道，随着居家办公机会增多，越来越多德

国人选择“搬到乡下去”。德国“24 小时

房产导航”平台去年 6 月公布的数据显

示，该平台市郊公寓资源的查询量比上

年同期增加了一倍多，意味着农村地区

的“人气”正在提升。

远程办公也存在局限性。由于工作

与生活间缺乏明确界限，人们被电话、电

子邮箱和通信软件持续束缚，久而久之

便 产 生 焦 虑 感 和 疲 惫 感 。 微 软 发 布 的

《2021 年工作趋势指数报告》显示，远程

办公模式下，全球大约 49%的员工认为

工作量加大，54%的员工表示自己处于

“超负荷工作状态”。员工面对面互动是

促进合作、应对挑战和获得灵感的重要

因素，而远程办公很难形成齐心协力、攻

坚克难的企业文化，不利于激发员工的

热情和创造力。普华永道和爱德曼等多

家机构所作研究显示，在全球范围内接

受调查的企业员工中，超过 70%的人倾

向于传统办公同远程办公相结合的混合

办公模式。

人们的生活、工作和学习方式总是

随着新技术、新观念的涌现而不断发展

变化。不难发现，其中的关键，在于能否

切实释放生产力，能否真正提升人们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可预期的未

来，传统办公和远程办公现象并存，或是

一种必然。

远程办公改变生活
张梦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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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华盛顿 4 月 7 日电 （记

者高攀、许缘）二十国集团（G20）财政

部长和央行行长 7 日同意延长暂缓最

贫 困 国 家 债 务 偿 付 倡 议（DSSI）到

2021 年年底，同时呼吁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IMF）制定总额为 6500 亿美元

的特别提款权分配方案，以帮助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和促进全球经济复苏。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在此间举行

的 IMF 与世界银行春季会议期间召

开视频会议。会后发表的公报指出，

考虑到与疫情相关的大量流动性需

求，G20 同意将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

偿付倡议延长 6 个月到 2021 年 12 月

底，这将使得受益国家可调动更多资

源应对疫情和经济困境，并适时转向

更多结构性手段来解决债务脆弱性

问题。同时，G20 欢迎根据具体情况

继续落实缓债倡议后续债务处理共

同框架。

公报指出，为进一步加大对脆弱

国家应对疫情的支持，G20 呼吁 IMF
为新分配 6500 亿美元特别提款权制

定详细方案，以满足全球补充储备资

产的长期需求。新的特别提款权分

配将增强全球流动性，助力全球经济

复苏。特别提款权是 IMF 于 1969 年

创设的一种国际储备资产，用以弥补

成员官方储备不足。

G20 期待可持续金融研究工作组

今年制定初步的聚焦气候变化的 G20
可 持 续 金 融 路 线 图 ，识 别 可 持 续 投

资，使国际金融机构的努力与《巴黎

协定》保持一致。此外，在国际税收

方面，G20 将继续就建立公平、可持续

和现代的国际税收体系展开合作，努力在 2021 年年

中前达成一项全球性、基于共识的解决方案。

公报还指出，得益于疫苗接种工作展开和持续

的政策支持，全球经济前景已经改善，但复苏仍然脆

弱和不均衡，并面临下行风险，包括新冠病毒变种的

传播和各国疫苗接种速度不同。G20 重申动用所有

可用的政策工具支持全球经济复苏，避免过早退出

政策措施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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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政府目前已收到两批来自中国的科兴新冠疫苗，在多个府有序开展疫苗接种活动。图为 4 月 7 日，曼谷市民

接种中国科兴新冠疫苗。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莫斯科 4月 7日电 （记者鲁金博）第四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7 日举办俄罗斯专场线上推介会，

中国商务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中国驻俄罗斯大使

馆、俄罗斯出口中心、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以及俄方企业界

代表等出席并致辞。

中国商务部欧亚司副司长刘雪松表示，2021 年头两

个月中俄贸易额同比增长 8.5%，全年贸易额有望再创历

史新高。中方愿与俄方共同挖掘农产品、机电产品、科技

创新、电子商务和生物医

药 等 新 兴 领 域 的 合 作 潜

力 。 希 望 俄 方 积 极 参 加

第四届进博会。

俄罗斯出口中心总经理尼基申娜说，俄中两国计划

到 2024 年实现双边贸易额达到 2000 亿美元的目标，为此

双方需要开辟非能源市场，尤其是农业食品市场。俄罗

斯三次参加进博会，俄出口中心多次组织对接会，促成签

署 100 多项合作协议。目前，俄出口中心已接到 17 个出

口商参加第四届中国进博会的申请。

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 2021 年 11 月 5 日

至 10 日在上海举办，相关筹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第四届进博会举办俄罗斯专场线上推介会

核心阅读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日前
上调了今明两年全球经济增长预
期。专家指出，受疫苗接种和主要经
济体政策支持等因素影响，全球经济
度过危机的前景越发明朗，但复苏仍
面临高度不确定性。IMF呼吁政策
制定者采取正确行动，加强国际合
作，促进全球经济平稳复苏。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日前发布最新一期《世界

经济展望报告》，预计 2021 年和 2022 年全球经济将分别

增长 6%和 4.4%，与今年 1 月份预测值相比，分别上调 0.5
和 0.2 个百分点。 IMF 认为，全球经济增长前景好于预

期，得益于主要经济体财政支持以及今年下半年有望出

现由疫苗广泛接种推动的经济复苏。

各经济体复苏速度不均衡

根据最新报告，由于全球主要经济体采取前所未有

的政策应对措施，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小于预期。不

过，各经济体复苏速度并不均衡，未来全球经济增长前

景将主要取决于疫情发展及政策行动的效果等。

具体而言，今年发达经济体经济将增长 5.1%，新兴

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将增长 6.7%。其中，美国经济

将增长 6.4%，欧元区经济将增长 4.4%，日本和英国经济

将分别增长 3.3%和 5.3%。

“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多种速度并存的复苏。”IMF 总

裁格奥尔基耶娃表示，全球复苏呈现不同速度，一些经

济体复苏强劲，但很多国家落在后面。鉴于复苏前景仍

面临高度不确定性，政策制定者需要采取正确行动，在

疫苗接种、经济复苏以及未来发展上实现公平。

IMF 首席经济学家吉塔·戈皮纳特指出，随着人们

普遍接种疫苗并逐渐适应疫情下的工作方式，加之主要

经济体出台额外财政支持，全球经济度过危机的前景越

发明朗，但仍面临严峻挑战。目前各地区、经济体和各

收入群体都在以多种速度复苏，这与疫苗推广的速度、

经济政策支持的程度等因素有关，但不同的复苏路径可

能会造成明显的差异，不仅是国家间生活水平的差距较

疫情前预期进一步扩大，各国国内的复苏也不均衡。

IMF 同期发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也指出，发达

经济体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复苏进程预

计将出现分化。不断累积的金融脆弱性如果得不到解

决，可能成为结构性遗留问题。报告建议政策制定者尽

早采取行动，收紧部分宏观政策工具，以应对一系列严

重的脆弱性问题。

中国经济强劲复苏受关注

中国经济继续成为各方关注的亮点。 IMF 把对中

国经济增长的预期在 1 月份预测值基础上上调 0.3 个百

分点。IMF 在报告中指出，“有效的疫情防控措施、及时

加大公共投资、央行提供流动性支持，使中国经济得以

强劲复苏。”

戈皮纳特表示，IMF 上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原因包括外部环境改善、全球经济增长更加强劲。中国

是去年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IMF 研究

部世界经济主管马尔哈·纳巴尔对本报记者表示，未来

中国的出口、投资和制造业出口都将更加强劲。

近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 2021 年 1 月—2 月中国

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的最新数据。其中，消费、投资、进

出口均出现大幅反弹，同比增速均超 30%，向世界展示

了中国经济良好的复苏态势。《纽约时报》认为，中国在

经济增长方面作出承诺，对于全球经济来说是一个积

极信号。

专家认为，中国采取的政策举措有效支撑了经济复

苏。例如，中国提出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

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

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

纳巴尔表示，非常欢迎中国政府有关实现碳排放目

标的承诺，也看到了中国在这方面取得的重要进展。他

举例称，建立碳排放交易系统，获得碳排放收入，可以确

保化石燃料向可再生能源和绿色技术转变时，为相关弱

势群体提供支持和帮助。

努力促进未来公平发展

展望未来，IMF 认为，全球经济前景仍面临高度不

确定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病毒和疫苗之间的竞赛，以

及世界各地卫生危机的缓解。2022 年全球经济增幅将

收窄至 4.4%，中期增速将放缓至 3.3%，反映出疫情对供

应潜力的损害、疫情前已出现的劳动力增长放缓等问

题。由于政策空间受限，新兴市场和低收入发展中经济

体预计将在中期受到更严重冲击。

IMF 呼吁，要确保在世界范围内充分生产和以负担

得起的价格普遍分发疫苗，包括通过为“新冠肺炎疫苗

实施计划”提供充足资金，以便所有国家能够迅速和果

断地抗击疫情。IMF 还建议，复苏阶段各国政策必须更

具针对性，根据疫情阶段、经济复苏力度以及本国社会

和经济情况，对政策进行调整。

格奥尔基耶娃呼吁各国政府加强合作，加速疫苗的

生产和分销，避免出口管制，同时加大对贫穷国家的支

持。她同时强调，要努力促进未来发展的公平，重点是

扩大绿色项目、数字基础设施、民众健康和教育领域的

公共投资，确保所有人从更绿色、更智能、更具包容性的

转变中受益。各国需要足够的财政收入、更高效的支

出，这意味着强化累进税收，并就企业最低税收等问题

达成国际协议。

戈皮纳特表示，过去一年，各国在经济政策方面实

现了重大创新，并大幅加大经济支持力度。“目前，在多

边层面也需要采取这种有魄力的行动，以确保实现平稳

复苏，构建更美好的未来。”

（本报华盛顿 4月 8日电）

IMF上调今明两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呼吁—

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全球经济平稳复苏
本报驻美国记者 吴乐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