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国际 1616 2021年 12月 27日 星期一

!!"!

!"#$%&'()*

!"#$%&"'(#$)*+#$,-./01)2#$,
-3456789:;<5=

>?)!"#$%&"@&6ABCDEFGH)IJ#$%
.KLMNOPPQRN)ST2%UVWXYZC[\]^_C[̀
abcdZC[efghMiLMj01k./NOlmnopq
rsttuv)ST6"wxyzQ{)6"|}rzsQuv~*+,-
!"67./)#$%&'(.K`a))*pq`abcdZC)
+<c,-./[0102[T34[5o6o789ZC:;<
=)>?@DABC0CF67)2D1EF,-3456789
!"#$%&"<5=

+,!"-./0-1/

!"#$%&">GHkIJKL6MNO)P#$K<Q"
RSEF=

TQTP?)UVfWfXYlZLMefK[\]^_`a)!
"#$%&"'(bRSc\defZg)hcijCFkl)GD
Zgmn)o5bRSc\\pqdCF)r2UVfstruCF
Zg)vw(b\xypqzd\]`aLMk{"4|=E}b~
!"#[$!"%[&!"zd)'E()*fSc\=PP+TT,)

bRSc\\pqdPUVf-(.=\/0123)23456r
7?89=

!"#$%&"#$s:;<)=>?@?@DcAB[c(
C)Q$:;D8qEF,:;=)*IJG=XYbHIJKX
FEFdL$MNO)qENKO-PQ<R)+<#$%?@XY
LM=S?T)STQ]GUklo6SVQN)WXbYZ5d>[
\.j!]^_56^[B`O:abcdkl[efghMie

fzJ2pqkljghiWD./NO=
>?)!"#$%&")*j+klmFnoMT[o6p2

3mz32qr&zs,)tu*klfh7[vCwxmzy
z[&zjCFk32{|=

23456789:;<=

2}~:;pqVWXY34567!")!"#$%&"#
q$VW:;"234567k./)%&g'()NKVW:;
67<R=

!*+0VWo,-.Fk=NKVW,/601,-ZC
,/PU2-34k56)C7t8k,/O-qEG\9XY,
-[:,;$[<=]>[01,-[?<,-01@A=B*NK
o,O-@A<R=!(1)Q"tCD[$EDknoXF)G]
o,O:P9HI89<=JK[Y$LrM6VWefk01~
N!(1)5O0P^[QP^*+./01[.KNO=.*R_
ScgvZgEF=)*6AbP"KT"dEF}UGH)lmg
VDW&;OEF)>P"CFScpqVW:;67=QZX%
YZvCkY:;Zg[[Y4\,/)]DQ]VW:;Sc=
^*NGBCEF,<LM=r'<]:,ZC_`Ya)'El
<VW:;BCmq~r'Y:;BN!"Ya)Ebc]#$>
[0'Yf`67de)pqY:;CF67=

fgTQTP?PP+h)!"#$%&"cijVWo,,/R
kT-Quv)6LVWo,l6mnP-o)n4PghMi[01,
-[:,<]ZC.K01=6"bY46dKbwx5dVW4c)
E}wx_p6;O{|qSc=>brsK{"cdd}UPL
kScrsNO)+<klfRtu2]v`)w+klf2&x
yz!/h{2|az!/=K<pqn}m<=~x6!"#
$#%&'(m)xNO=

!"#$%&'($)*+,!$%&'($-./0123456781239:6;<=
>?@AB6/0%&6CDE>FGHIJ0KLMNOPQRI23STUVWXY6Z[
\]UV^_`a6b`%&GH$cdef

ghijk!"#$%&'($

!"#$%&"'()*+,-./"01
!23"456789:;

!"#$%&"<=

美式民主充满
傲慢与偏见、自私
与霸道、冷血与伪
善，不应是也不可
能是现代民主政治
的唯一、终极方案

“虽然美国竭力标榜其民

主模式的种种优势，但美式民

主 已 经 暴 露 出 其 多 重 局 限 与

弊病，绝非现代民主政治的理

想 方 案 。”中 国 人 权 研 究 会 近

日发布《美式民主的局限与弊

病》研 究 报 告 ，以 大 量 事 实 和

详 实 数 据 ，从 美 式 民 主 的“ 迷

之 自 信 ”、美 式 民 主 的 历 史 局

限、美式民主的现实弊病等多

个方面，戳穿美式民主的傲慢

与 偏 见 、自 私 与 霸 道 、冷 血 与

伪善，深刻指出美式民主不应

是 也 不 可 能 是 现 代 民 主 政 治

的唯一、终极方案。

200 多 年 来 ，西 方 一 些 政

客 和 学 者 逐 渐 滋 生 了 对 于 美

式 民 主 的 迷 之 自 信 。 冷 战 结

束后，这种迷之自信更是极度

膨胀。然而，美式民主经不起

理论检视，构不成现代民主政

治的终极真理，更无法成为放

之 四 海 而 皆 准 的 规 定 性 政 治

模式。

美 式 民 主 从 一 开 始 就 充

满 了 历 史 局 限 性 。 美 国 著 名

历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认为

美 国 宪 法 乃 是 一 部“ 经 济 文

献 ”。 这 其 实 隐 晦 地 揭 示 出 ，

藉 由 美 国 宪 法 建 构 的 美 式 民

主乃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历史阶

段的产物，仅仅代表并服务于少数资

本家的利益。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

美国政治生活中长期存在着大量不

符合民主要求的制度和实践。譬如，

美国长期剥夺有色人种的民主参与

权利，长期系统性驱逐、排斥和同化

印第安人，长期限制妇女的平等参政

权 。 虽 然 林 肯 曾 用“ 民 有 、民 治 、民

享”描绘民主政府的理想图景，但事

实是，那些美国底层民众、弱势群体

并未真正分享到民主果实，而是长期

居于政治生活的边缘地带。

时至今日，美式民主更是

痼疾深重、乱象丛生。美国标

榜权力制衡，但现实是，美国

政治极化日益加剧，两党对峙

将党派利益置于民众利益之

上，造成美国“钟摆民主”现象

和内外政策的“翻烧饼”；美国

标榜人权、自由、民主等价值，

但现实是，美国在对待街头政

治和媒体自由方面明显双标，

一旦所谓的民主运动威胁到

美国的利益，美国就毫不犹豫

地走向民主的对立面；美式民

主的拥趸们将自由竞选视作

美国民主最引以为豪的标志，

但现实是，金钱绑架政治，资

本扭曲民意，民主选举沦为资

本家角逐权力的游戏场，美式

民 主 政 治 日 渐 走 向“ 钱 主 政

治 ”…… 凡 此 种 种 ，严 重 影 响

着美国政治系统的运转效能，

普 通 民 众 被 迫 沦 为 最 无 辜 的

受害者。

长 期 以 来 ，美 国 自 诩“ 民

主灯塔”“民主样板”，竭力标

榜其民主模式的种种优势，罔

顾自身存在的重重痼疾，热衷

于 将 自 己 的 政 治 制 度 和 价 值

理 念 强 加 于 人 。 美 国 惯 以 民

主之名行霸权之实，输出美式

民主，强推“民主改造”。2001
年以来，美国在阿富汗、伊拉

克、利比亚、叙利亚发动的战

争 和 军 事 行 动 造 成 数 十 万 人

死亡，数百万人受伤，数千万

人流离失所。历史充分证明，

美国在一些地区搞民主输出，

不 仅 没 有 给 当 地 带 来 繁 荣 发

展 ，反 而 带 来 人 道 主 义 灾 难 。

美国《外交》双月刊网站文章指

出，美国外交政策以民主的名

义加剧了全球的民主危机。

民主作为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各

国人民的权利，而不是少数国家的专

利。一国不应该对他国民主模式指

手画脚，也没有资格输出民主。美国

举办的所谓“领导人民主峰会”在一

片批评声中惨淡收场，再次表明有诸

多历史局限和重重现实弊病的美式

民主，已经失去说服力和吸引力。越

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深刻认识到，各

国人民应该而且也能够在独立自主

的基础上走出一条具有本国特色的

民主发展道路。

美
式
民
主
绝
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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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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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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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方
案

本报北京 12月 26日电 （记

者刘融）以“反恐新形势、新威胁、

新挑战和共同应对新举措”为主

题的第二届反恐国际研讨会日前

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举行。

外交部部长助理吴江浩在开

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纵

观 2021 年，全球反恐形势经历大

变局，国际恐怖活动进入新一轮

回潮期。有国家出于政治私利，

企图为“东伊运”洗白摘帽。希望

各国充分认清“东伊运”的暴恐本

质，同中国一道

继续予以坚决打

击。国际社会应

加强团结、携手

打击恐怖主义。

与会各方认为，恐怖主义是

全人类的共同敌人，是对世界和

平安全的重大威胁。阿富汗变局

增添地区和国际反恐形势变数，

恐怖势力滥用网络和新兴技术问

题日益突出。中国在反恐和去极

端化领域取得积极成果，正日益

成为引领国际反恐合作正确方向

的重要力量。国际社会应不断深

化国际反恐合作，携手赢得全球

反恐事业的最终胜利。

第二届反恐国际研讨会举行

近日，美国佐治亚州 24 名美国公民

因涉嫌贩卖人口、强迫劳动等犯罪行为

被起诉。美国司法部称，这是美国历史

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贩卖案之一。涉案人

员以组织拉美民众到美国农场工作为

名，诱骗并强迫 100 多人以极低的薪酬

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工作，最终导致至

少两人死亡。

美 国 司 法 部 的 起 诉 书 称 ，至 少 从

2015 年开始，该犯罪团伙利用美国 H—

2A 工作签证项目，从墨西哥、危地马拉

等国偷运外国公民到美国得克萨斯和佛

罗里达等州的农场劳动。这些工人徒手

挖洋葱，每桶仅得 20 美分报酬。工人的

居住场所狭窄且拥挤，且缺乏足够的食

物和干净的饮用水。犯罪团伙还没收了

工人们的护照和身份证件，在宿舍和农

场周围架起了围栏，并有专人持枪警戒，

工人稍有不从就遭到殴打或死亡威胁。

美国司法部指出，该犯罪团伙从强迫劳

动中获利超过 2 亿美元。检察官埃斯特

斯将该案称为“美国现代奴隶制的典型

案例”。

美国媒体认为，这一案件只是美国

庞大的贩卖人口和强迫劳动现象的“冰

山一角”。据非营利机构“美国农场工人

就业培训计划”估计，美国至今仍有约 50
万童工从事农业劳作，很多孩子从 8岁开

始工作，每周工作长达 72 小时。根据美

国国家职业安全与健康研究所的数据，

1995 年至 2002 年间，估计有 907 名青少

年死于美国农场。美国“里士满正义倡

议组织”称，美国是世界上贩卖妇女和儿

童现象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每年被贩卖

的儿童超过 10 万名，其中许多人被贩卖

到“血汗工厂”、遭受性剥削或家庭奴役。

美国国务院 2018 年承认，美国是强

迫劳动、奴役受害者的来源国、中转国和

目的地国，合法和非法行业都存在贩卖

人口情况。美国国务院网站指出，在美

国，人口贩子强迫受害者卖淫和劳动，受

害者数目庞大，但具体数据由于种种原

因无法精确统计。美国《里士满时讯报》

报道，很多人以为美国的奴隶制在南北

战争后就消失了，但事实上，“奴隶制在

美国从未终结”。报道说，美国是贩卖人

口和强迫劳动的重灾区，近 5 年来每年

从境外贩卖到美国从事强迫劳动的人口

近 10 万人，目前在美至少有 50 万人遭受

奴役；美国有大量童工从事农业劳作，有

24 万到 32.5 万名妇女和儿童遭受性奴

役。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援引某研究机

构报告说，美国约有 40 万人生活在现代

奴隶制环境中，忍受着强迫劳动、性奴役

和强迫婚姻。

美国全国人口贩卖举报热线的统计

显 示 ，2012 年 至 2017 年 接 报 案 件 数 从

3200 多个增加到 8500 多个，呈现显著上

升趋势。以强迫劳动为主的现代奴隶制

在美国酒店、餐馆、按摩店、农场、建筑

业、家政业中广泛存在，受害者多是新移

民、儿童、女性等弱势群体，涉案人员多

使用身心虐待、威胁和羞辱等来控制受

害者。研究美国人口贩运问题多年的记

者奇斯曼指出，美国农场是强迫劳动的

重灾区，许多拉美移民都是在低工资、低

保障、高强度的农场环境中劳作。

强迫劳动之所以在美国长期和广泛

存在，与美国政府对外国劳工合法权利

的漠视不无关系。资料显示，全球 8 项

劳动核心公约中，美国仅批准了 2 项，是

批准公约数量最少的国家之一。特别是

与强迫劳动问题直接相关的《强迫劳动

公约》《强迫劳动公约补充议定书》《关于

废止强迫劳动的公约》等 3 项重要法律

文件，美国 1 项也没有签署，这恰好与美

国在强迫劳动和侵犯劳工权利方面的长

期糟糕记录形成了呼应。

与美国广泛的贩卖人口和强迫劳动

现象相比，美国执法部门的打击力度明

显不足。美国司法部今年 10 月发布的

《2021 人口贩卖数据报告》显示，2019 年

全美因贩卖人口和强迫劳动遭检察官调

查的嫌疑人共 2091 人，但被定罪的仅有

837 人，被判入狱的仅 823 人。

美国沃克斯新闻网的文章指出，美

执法部门对强迫劳动现象打击不力，执

法官员对声称遭到强迫劳动的外国公民

持相当怀疑态度。在一起案件中，美国

一农场主开枪打伤了试图逃跑的农场工

人，警察赶到后却首先逮捕了这名工人

并调查其移民身份。长此以往，导致被

强迫劳动的受害者不敢或不愿报警，他

们的境况日益恶化。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权中心

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在任何时候，美国各

地都有成千上万人遭受强迫劳动，雇主

和犯罪集团完全掌控着工人们的工作与

生活。美国政府没有负起应有责任，导

致大量犯罪嫌疑人逍遥法外。美国联邦

执法人员往往无法对受害者及其家属提

供保护，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责任转嫁给

受害者个人来承担。据美国司法部估

计，在这些受害者中，每年恢复自由的不

到 1000 人。（本报华盛顿 12月 26日电）

美媒指出，“奴隶制在美国从未终结”，目前至少50万人遭受奴役——

美国是贩卖人口和强迫劳动的重灾区
本报记者 张梦旭

本报北京 12 月 26 日电

（记者邱超奕）由国家发展改

革委、商务部与日本经济产业

省、日中经济协会共同举办的

第十五届中日节能环保综合

论坛 26日以视频方式举行。

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何

立峰在演讲中指出，今年是中

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一年。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取得新成效，构建新发展格局

迈出新步伐，绿色低碳转型取

得新进展，碳达峰碳中和工

作开创新局面，实现了“十四

五”良好开局。中国碳减排

行动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

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将用历

史上最短的时间完成全球最

高的碳排放强度降幅。

双 方 表 示 ，要 着 眼 于 优

势互补和互利共赢，努力实

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引领下

的经济复苏、绿色发展和民

生改善。一是扩大亚太高水

平开放。以率先完成区域全

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核准手

续为契机，共同建设和维护

稳定的绿色低碳产业链和公

平开放的贸易投资环境。二

是 加 强 政 策 对 话 交 流 。 在

《巴黎协定》等多边框架下积

极开展政策协调合作，推动

建立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

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三是深

化节能环保领域合作。进一

步加强绿色技术创新合作，

支持开展重大合作示范项目

建设，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

推动中日节能环保合作取得

新成效。

第十五届中日节能环保综合论坛以视频方式举行

■深度观察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