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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澳大利亚公平工作委员会作出裁决，所有在澳大

利亚农场工作的工人都有权获得最低工资，包括以计件工资

获得收入的人员。该委员会指出，此前农场工人可计件付酬

的相关规定未能为工人提供“公平和适宜”的安全保障。

公平工作委员会是澳大利亚联邦劳资关系法庭，旨在帮

助雇员与雇主之间维持公平与效益。若雇员认为遭受不公平

待遇，可以向该委员会提出诉讼。委员会作出的裁决具有约束

力，雇主必须遵守，否则将受到惩罚，包括罚款、取消营业资格

等。

由 于 国 内 劳 动 力 不 足 ，澳 大 利 亚 许 多 农 场 每 年 都 会 雇

用相当数量的海外工人，从事采摘等体力劳动。近年来，海

外 工 人 工 作 环 境 恶 劣 、工 资 过 低 的 问题 愈 发 突 出 。 特 别 是

在按计件支付工资的农场，一些农场 主 刻 意压低工人的报

酬。工人的劳动强度远远超出标准。很 多 农 场 工 人 每 周 要

工 作 7 天 ，而 且 大 都 是 直 接 上 岗 ，没 有 相 应 的 健 康 和 安 全

培训。

澳公平工作委员会的报告显示，超过 1/3 受访者的薪资低

于最低工资标准，14%的受访者必须预付费用才能得到工作机

会。还有调查发现，长期以来，南太平洋岛国工人在新南威尔

士州农场采收洋葱的平均时薪也不足法定时薪的一半。悉尼

大学商学院的克里本教授估算，在澳大利亚，有约 180 万临时

工存在工资被克扣问题。澳工人工会秘书长沃尔顿直言不讳

地指出，澳大利亚农场已成为“克扣工资、剥削和虐待工人的温

床”。

此间分析认为，在澳海外工人长期遭受不公平待遇，一个

重要原因是他们需要有 88 天的农场工作经历才可得到第二年

的签证。特别是一些来自亚洲国家的工人，在澳没有亲属，语

言不通，无法找到更好的工作，加之不了解自己的权利，只能一

忍再忍。许多农场主利用海外工人“求签证”的心理和弱势地

位对其进行敲诈。

在农场工人不断投诉及澳大利亚工人工会等支持下，经过

两年的调查，澳公平工作委员会证实了澳农场海外工人遭受不

公平对待的严重情况。该委员会近日作出裁决受到海外工人

的普遍欢迎。也有评论指出，作出裁决只是个开始，关键还要

看能否真正落实。

（本报堪培拉电）

澳农场海外工人频遭不公平对待
本报记者 陈效卫

近日，多国媒体和专家学者纷纷表示，美国所谓“领导人

民主峰会”实质是以意识形态为工具，挑动冲突和对立，其目

的是破坏国际秩序，服务美国自身霸权。当前，美式民主病

态尽显，社会问题加剧，美国没有资格也更无权要求别国效

仿“美式民主”。美国这种霸权行径只会给世界带来更大的

动荡和灾难。

“试图将自身问题转嫁给他国的
陈旧伎俩”

塔斯社发表评论文章说，所谓“民主峰会”几乎更多的是

与美国现任政府的地缘政治和经济考虑有关。

南非国家电视台网站刊文称，美国所谓“民主峰会”极具

争议，许多重要国家都没有收到邀请。“峰会”的邀请函似乎

是一种“认可证书”，美国试图让世界觉得，美国的认可比峰

会本身还重要。鉴于此，美国精心挑选的所谓“民主国家”，

参加的是一场毫无意义的会议。

有关民调显示，81%的美民众认为美国民主面临来自

国内的严重威胁。全球 44%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全球民主

的最大威胁。南非全国学生大会副主席布依勒·马蒂瓦内

在《比陀新闻报》发表文章援引有关民调说，美国自身民主

状 况 糟 糕 ，却 仍 以 民 主 作 为 幌 子 ，干 涉 他 国 内 政 、侵 犯 主

权。美举办所谓“民主峰会”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

准则，只是“试图将自身问题转嫁给他国的陈旧伎俩”。

法国政治学者多米尼克·莫伊西在法国《回声报》发表专

栏文章指出，美国四处鼓吹民主，自己却做得很差。所谓“民

主峰会”邀请谁、不邀请谁的标准是什么？很多问题都让人

质疑。

土耳其国家电视台网站刊文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

前全世界范围内质疑“美式民主”的声浪越来越高。多项民

调显示，在欧美民众眼中，美国正变得“越来越不民主”，美国

却还举办所谓“民主峰会”。

沙特阿拉伯作家、沙特《中东报》前主编塔里克·哈米德

撰文指出，所谓“民主峰会”是按照美式价值观进行的一次

“政治审查”。文章质问，世界上只有美式民主这一种形式

吗？那么，美国在阿富汗制造乱局、在中东地区煽动“阿拉

伯之春”，美国在这些地方建立的“民主”在哪里？

“美国无权定义什么是民主”

俄罗斯外交学院教授维诺库罗夫在接受“今日俄罗斯”

电视台采访时表示，民主并不存在通用于世界的标准，美国

不顾基本的法律和政治准则，粗暴地对外强加其“民主”理

念，这是一种霸凌行径。

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教授普里亚欣在俄罗斯国际事务

委员会网站上发表文章称，将对美国的忠诚度作为民主的

基本标准，华盛顿正在现代世界中划出一道意识形态对抗

的分界线，这非常危险。

“民主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美国无权定义什么是民主。”巴基斯坦《观

察家报》刊文认为，所谓“民主峰会”是美国用来恐吓世界各国、以谋取自

身政治利益的工具。美国对世界各国人民真实的生存状态毫不关心，而

是基于自身政治立场，武断地评判其他国家的民主制度，还以“民主”的

名义对他国进行侵略和干涉。

塞尔维亚与亚洲国家合作中心主任斯帕西奇说，民主

在全世界有不同的形式，长时间以来，民主在不同的社会和

文化环境中以不同形式演变，民主的发展并不意味着要以

西方的模式和原则来评判。

“对于希望按照本国价值观行事、爱好和平的国家来

说，美国寻求霸权的做法不可接受。”波兰政治学教授、中国

问题专家兹比格涅夫·维克托表示，每个国家都有权选择自

己的民主治理模式，这是内政问题，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权干

涉。他曾多次访问中国，见证了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的发展和壮大。他说，一个国家是否民主的基本标准首先

要看这个国家是否真正做到人民当家作主。中国的民主是

人民民主。

巴基斯坦《国际新闻报》援引专家观点指出，多年来，美

国利用自身在国际舆论场的优势地位，大肆推销自己的民

主模式。事实上，这一模式不仅在世界各地一次次被证明

水土不服，美国自身发展的困局也体现出这一模式的局限

性。事实证明，中国采取的民主制度才是行之有效、适合本

国经济社会民生发展需要的制度。

“复活冷战思维的政治作秀”

“面对疫情挑战，西方民主的脆弱性和自私性暴露无

遗。”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洲—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戴维·
蒙亚埃撰文说，“民主峰会”揭露出美国试图复活冷战思维，

将国际政治视为一场零和游戏，并偏执地将其他“对手”视

为敌人。事实上，美国试图压制中国的努力正在国际上遭

遇尴尬，美国将为此经历更多外交危机。

白俄罗斯通讯社援引该国政治学家尼古拉·肖金的分

析说，美国主持的所谓“民主峰会”，是冷战思维在作祟。

乌兹别克斯坦世界经济与外交大学副教授安里·沙拉

波夫说，长期以来，美国企图将自己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

强加于人，推行所谓“民主改造”，滥施单边制裁，给国际社

会造成灾难性后果。

“美国所谓‘民主峰会’无关世界各国人民的民主权利，

而 是 一 场 复 活 冷 战 思 维 的 政 治 作 秀 ，刻 意 制 造 国 家 间 对

立。”巴基斯坦《国民报》发表社论认为，美国希望制造“新冷

战”，但巴基斯坦和许多国家一致认为，这么做不符合世界

任何国家的利益。

菲律宾《马尼拉时报》网站刊登菲律宾综合发展研究所

“新世界”课题组的文章认为，美国自我标榜是“民主倡导

者”，事实上经常使用各种手段干涉他国内政。所谓“民主峰

会”掩藏着霸权真相，会在世界上制造政治分歧，把世界进一

步引向冲突和相互敌对的险境。文章强调，“坚持要求别国

效仿自己的做法是傲慢之举，只会导致不必要的冲突”。

亚美尼亚学者加吉克·阿鲁秋尼扬在接受《亚美尼亚

之声》报采访时指出，通过此次峰会，美国意在挽回其所谓

的“民主清誉”。美国企图确立划分世界阵营的标准，遏制

俄罗斯和中国。美国及其盟友打着所谓“民主”的幌子，策

动“阿拉伯之春”，造成了地区混乱和无数难民流离失所。世界需要

不同文明间互鉴合作。与所谓的“民主峰会”相比，我们更需要“文

明峰会”。

（本报北京、莫斯科、约翰内斯堡、开罗、伊斯兰堡、曼谷 12月 12日
电 记者李琰、张远南、隋鑫、邹松、黄培昭、程是颉、孙广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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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投资和工业政策局近日发

布数据显示，2011 年至 2020 年间，莫斯科吸引固定

资产投资 24 万亿卢布（1 美元约合 73.7 卢布），年投

资总量增加 1.7 倍。今年上半年，莫斯科的投资吸引

力继续上升，固定资产投资达到 1.4 万亿卢布，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19.7%。

近年来，莫斯科着重通过推进政务改革、加大政

策保障、加强金融扶持等方式，改善城市营商环境，

提升投资吸引力。2014 年，莫斯科出台《2025 年前

莫斯科市投资战略》，把优化投资环境作为首要工作

目标，重点围绕减少行政障碍、精简业务流程、保障

公平竞争、顺畅政企沟通等 4 个方面制定相应改革

措施，并根据经济发展形势和企业界的建议，逐年改

进和完善相关实施方案，不断提升政策措施的针对

性和时效性。

在吸引投资过程中，数字化手段发挥了重要作

用。为简化投资流程，莫斯科专门设立了投资门户

网站，并开发相应移动应用软件。投资者通过电脑、

手机等终端，可操作投资项目查询、优惠政策申请、

场 地 租 赁 、资 产 拍 卖 、招 投 标 办 理 等 30 项 线 上 服

务。在线提交投资项目申请时，可实现项目咨询、论

证、审核、审批等业务流程一站式办理。该网站上线

运营以来，累计访问量达 1500 万次，个人用户注册

数量逾 5.6 万个。

在市政公共资源保障方面，数字化政务的推行

也带来诸多便利。目前，投资者和企业主可在线完

成电力、水务、通信、燃气、热力等市政公共资源接入

业务的行政审批、合同签订和进度查询等，行政审批

手续得以简化。莫斯科还成立了“改善投资环境项

目办公室”，在投资门户网站开设咨询和反馈平台，

及时受理投资者的投诉和建议，促进政企沟通。投

资者反映，以往诸多工业用电审批难、流程多、办理

慢的问题都有了改观，建筑行业等行政审批时间也

大为缩短。

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表示，莫斯科正在实施

大规模城市基建发展计划，将为来自世界各地的投

资者提供更多机遇。副市长叶菲莫夫表示，未来 5
年，一批大型基建项目将落地，有望进一步增强投资

者积极性。据预计，制药、医疗、仪器制造、微电子等

将成为最受欢迎的投资领域。 （本报莫斯科电）

莫斯科多举措提升投资吸引力
本报记者 隋 鑫

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 12 月 11 日通报，该国过去 24 小时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6977 例，其中新增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

12 例，累计达到 75 例。图为在首尔广场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点，民众接受核酸采样。 新华社记者 王益亮摄

欧盟统计局日前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11 月欧

元区通胀率攀升至 4.9%，不仅远超欧洲中央银行今

年设定的通胀目标，亦创 25 年新高。面对高企的通

胀压力，欧洲央行是否会收紧货币政策成为舆论关

注的一大焦点。

从国别来看，欧洲主要经济体德国 11 月的通胀

率达到 6.0%，创 1992 年以来新高。法国的通胀率为

3.4%，升至 2008 年以来最高位。比利时、荷兰、西班

牙和意大利的通胀率分别攀升至 7.1%、5.6%、5.6%和

4.0%，均达到历史高位。

其间，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27.4%，是拉高欧元区

通胀率的最大推手。比利时媒体报道称，与去年相

比，该国电费上涨了 41.8%，汽油和柴油价格均上涨

了约 32%，对于身处疫情之中的人们来说，能源价格

飙升无疑是雪上加霜。布鲁塞尔一名市民抱怨道，

钱越来越不值钱，日子越来越难过。记者在多家大

型超市发现，不仅商品价格普遍大幅上涨，而且很多

货架空荡荡，商品短缺现象比较严重。

“鉴于通胀率不断上升，金融领域要求欧洲央行

结束宽松货币政策的呼声日益强烈。”“德国之声”报

道称，德意志银行首席执行官克里斯蒂安·泽温呼吁

欧洲央行收紧货币政策，以遏制通胀飙升。在他看

来，欧洲央行使用负利率来刺激经济毫无益处，“这

种超宽松货币政策必须改弦易辙，宜早不宜迟”。

面对巨大的通胀压力，欧洲央行坚持认为目前

的通胀现象是“暂时”的，助推通胀率走高的能源价

格上涨和供应链瓶颈等因素是“一次性因素”，明年

可能会消退。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近日表示，鉴于

疫情发展的不确定性及其影响的滞后性，目前难以

准确预测欧元区通胀的驱动因素何时消退，但欧洲

央行认为这些驱动因素或将在中期减退。货币政策

对经济影响同样具有滞后性，欧洲央行更着眼于应

对中期通胀。

今年 7 月，欧洲央行将中期通胀目标由此前的

“接近但低于 2%”调整为 2%，这是近 20 年来欧洲央

行首次调整通胀目标。拉加德表示，面对当前高通

胀率，欧洲央行货币政策必须保持耐心和持久性，并

对任何可能出现的不稳定情况保持警惕。能源价格

由全球市场决定，供应瓶颈也无法通过货币政策解

决。过早收紧货币政策只会加剧挤压家庭收入，无

法解决通胀根本问题。

彭博社评论称，目前，欧元区内部对于通胀是暂

时性或是更持久的争论愈发激烈，而新冠变异病毒

奥密克戎毒株的传播将引发新一轮封锁，并加剧供

应链风险，这些都将给货币政策制定者如何平衡政

策带来巨大挑战。 （本报布鲁塞尔 12月 12日电）

欧元区面临高通胀考验
本报记者 任 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