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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视点R

高通胀给美国民众带来的
非对称影响，是美国社会长期以
来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真实写
照。美式民主的异化已成为美
国底层民众享有和实现人权的
严重障碍

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 3 月美

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增长 8.5%，创下 1981 年

12 月以来最高纪录，4 月同比增长 8.3%，仍处于

几十年来最高水平。这两年来，居高不下的通

胀率已经成了美国挥之不去的梦魇，导致美国

许多贫困家庭的日子更加难过。有的家庭甚至

不得不面临“是给汽车加油，还是支付孩子的托

儿费”的艰难抉择。高通胀下，美国贫困家庭的

生活窘境，反映出美国贫富差距越拉越大的残

酷现实。

高通胀吞噬美国民众可支配收入，低收入

家庭首当其冲。数据显示，过去一年，美国劳动

者 的 平 均 时 薪 增 长 5.6%，远 低 于 当 前 的 通 胀

率。高通胀对生活开支占预算大头的穷人伤害

显著，但对富人的影响则小得多。美联储理事

莱尔·布雷纳德表示，低收入家庭将 77%的收入

用于购买生活必需品，高收入家庭中这一数字

仅为 31%。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

报告指出，受高通胀影响，预计今年美国贫富差

距将进一步拉大，美国的贫困率也将继续上升。

高通胀给美国民众带来的非对称影响，是

美国社会长期以来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真实

写 照 。 美 国 是 贫 富 分 化 最 严 重 的 西 方 国 家 ，

2021 年基尼系数升至 0.48，几乎是半个世纪以

来的新高。美国智库政策研究院报告称，1990
年至 2021 年，美国亿万富翁的总体财富增长了

19 倍，而同期美国中位数财富只增加了 5.37%。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美国实施“大水漫灌”政

策，导致财政赤字飙升、货币超发，而真正受益的

只有少数富人群体。英国牛津经济研究院测算，

2020 年 3 月至 2021 年 1 月，美国国内收入排名前

20% 人 口 的 财 富 增 加 约 2 万 亿 美 元 ，而 排 名 后

20%人口的财富减少逾 1800 亿美元。美国知名

投资人斯坦利·德鲁肯米勒直言，美联储不计后

果地印钞，是加剧社会财富水平两极分化的罪魁

祸首。

贫富分化加剧社会不公，美国底层民众面临

的人权问题日益严重。美国穷人感染新冠肺炎

病例更多、死亡率更高并非偶然。疫情发生后，

数千万美国人陷入食物危机，穷人预期寿命持续

下降……美国穷人权益组织负责人巴伯指出，美

国政府“在疫情期间忽视这个国家的穷人和低收

入 人 群 ，做 法 是 如 此 无 德 、令 人 震 惊 且 极 不 公

正”。当美国民众享有的生命权、健康权需要用

财富的多少来衡量时，所谓“人人生而平等”只能

成为空话，人人得享人权更是不现实的。

贫富分化痼疾难除，根源在于美国政治经济

制度失灵、治理失序。美国政客大肆宣扬的美式

民主，早已经沦为“富人有、富人治、富人享”的游

戏。从 2011 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到去年的

“大猩猩”对视华尔街铜牛事件，民众对贫富分化

的不满和声讨从未停止。然而，美国政客不但没

有拿出填平鸿沟的行动，还通过人为的政策选择

进一步制造贫富差距。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斯蒂格利茨认为，美国政治经济体制是造成经济

不平等的元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
萨克斯一针见血地指出，40 年来，美国政治已成

为一场圈内人的游戏，以牺牲绝大多数公民的利

益为代价，来偏袒超级富豪和企业游说集团。

“国家有权利和义务制定适当的国家发展政

策，其目的是在全体人民和所有个人积极、自由

和有意义地参与发展及其带来的利益的公平分

配的基础上，不断改善全体人民和所有个人的福

利。”36 年前，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发展权利宣言》

如是写道。今天，美式民主的异化已成为美国底

层民众享有和实现人权的严重障碍。走不出治

理困境，美国只会欠下越来越多的人权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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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5月 19日电 （记者金歆）“中国与西方人

权观的差异在哪儿？如何增进中西方人权观的沟通与交

流？”中国新闻社 19 日在北京举办“东西问智库·中国人

权发展道路专题研讨会”，邀请多位中外知名专家学者，

围绕相关话题进行深入探讨。

中国新闻社社长陈陆军在研讨会上致辞时表示，当

今世界正处在大变局的进程中，各种挑战和问题都亟须

重新解读和回答。其中，人权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

焦点，不同国家的人权理论及其实践正显示出不同结果，

这也为世界人权理论发展提供良机和动力。中新社作为

致力于架设世界沟通理解桥梁，

促进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媒体，

我 们 愿 为 中 外 有 识 之 士 提 供 平

台，向世界传播专家学者们的真知灼见，共同推动中国和

世界人权事业发展进步。

与会学者在发言中表示，中国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

里，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人民各项基本权利得

到保障。中国人权事业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证明了

中国人权发展道路的科学性、合理性。中国人权进步是

实践兑现世界人权理论的新突破。中国的人权进步拓展

了 20 世纪以来世界人权固有的发展道路，成为支持联合

国人权理事会最坚定的大国力量，更为发展中国家重走

人权提升之路提供了新的选项。

“东西问智库·中国人权发展道路专题研讨会”举行

今年的国际古迹遗址日主题为“遗产与气候”，国际古迹遗址

理事会呼吁各国强化灾害风险的管理措施，加强遗产和环境教育，

同时通过开展南南合作和第三方合作，促进古迹遗址的保护。

气温升高、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严重干旱等气象灾害正对古

迹遗址造成威胁。一些国家在采取措施应对气候变化的同时，通过

应用高新技术、增加投入等手段，加大对古迹遗址的保护力度。

墨西哥：新技术助力遗址发掘

大面积扫描整个保护区，扫描结果在数字地图和增强现实应用

程序上呈现，无需砍伐树木、藤蔓，即可揭示植被下隐匿的景象。这

是墨西哥将空中激光雷达技术应用到玛雅文明遗址考古中的场景。

玛雅人曾是中美洲的土著居民，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文明。玛雅

文明遗址散落在拉美广袤的热带雨林中，仅在墨西哥坎佩切州的卡

拉克穆尔生物圈保护区内，就发现了 525个玛雅考古遗址。该保护

区面积 7231 平方公里，生活着 350 种鸟类和近 100 种哺乳动物，

201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

繁密的植被对考古工作构成挑战。如何在揭开玛雅文明遗址

神秘面纱的同时，不破坏当地独特的自然环境？新技术的应用正

在解决这一难题。墨西哥伊塔卡大学考古学家托马斯·加里森介

绍，通过使用空中激光雷达技术，考古工作者在卡拉克穆尔生物圈

保护区发现了植被下面的大量遗存，包括房屋、宫殿、金字塔、大型

广场、防御工事和灌溉系统等，勾勒出一个由城市、防御工事、农场

和道路组成的庞大有机网络。

加里森说，空中激光雷达图像清楚地表明，玛雅文明有一个庞

大的定居系统，其规模和人口密度被严重低估。之前对玛雅人口

规模在 1 万到 200 万之间的推断是不全面的，新遗存的发现，可能

使这一数字增加到 2000 万，相当于当时整个欧洲人口的一半。加

里森认为，新技术的应用就像使用了“魔法”，极大加快了考古进

程，堪称 100 年来玛雅考古取得的最重要进展。

德国：各方合作提供修复资金

德国共有约 130 万处古迹，其中 51 处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世界遗产名录。包括古迹遗址管理保护在内的事务，都由各联

邦州政府负责。德国联邦政府专门成立了国家遗产保护委员会，

对政府管理部门以及相关专业机构、人士等进行统筹、协调。

通过设立专门项目来资助文物保护和修缮工作是德国保护古

迹遗址的一个重要手段。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国家宝贵文化

遗产”项目，自 1950 年开始实施以来至 2020 年，德国联邦政府共投

入超过 3.87 亿欧元，对超过 700 个古迹遗址的保护及修缮工作进

行了资助。

不过，仅靠各级政府提供的资金还远不能满足古迹遗址保护

和修缮的资金需求。各类基金会、协会及文物所有者的投入也起

到了重要作用。

德国文物保护基金会是一家全国性的私人基金会，资金主要

来自超过 20 万名长期活跃的私人捐赠者、基金会所管理的信托基

金等。该基金会在 2021 年投入了 1980 万欧元，向 520 个文物保护

项目提供资金，还向遭遇严重洪灾的地区额外投入约 270 万欧元

的特别基金，专门用于修缮在洪灾中受损的古迹遗址。

德国文物保护基金会自 1993 年起，在每年 9 月的第二个星期

日都会举办“文物古迹开放日”活动，将全国数千处平日较少开放

的古迹遗址向公众开放。在古迹遗址开放现场，文物保护人员向

公众详细讲解，专业人士演示文物保护、修复的方法和技术。主办

方希望唤起人们对古迹遗址保护的兴趣和意识，让公众近距离感

受文化遗产的价值。

印尼：多学科介入加强全面保护

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中部的日惹地区，拥有世界最大的单体佛

教建筑婆罗浮屠。婆罗浮屠在梵文中的意思是“丘陵上的佛塔”，

建于公元 9 世纪，占地面积 1 万多平方米。

婆罗浮屠的修复工作量非常庞大，印尼政府通过与国内外专业

机构合作的方式进行修复。上世纪 70 年代，来自印尼和其他国家

的近 600 名专业人员，将古迹上的 100 余万件石块进行编号、分类，

经过清洁、修补、灌锡后保存。再将所有石块信息录入电脑，进行虚

拟的排列组合，获得最优方案后，像拼图一样对整个古迹进行修复。

在对婆罗浮屠遗址的保护中，印尼重视多学科介入，从工程、

化学、微生物学、地质学等角度综合评估和推进修复、保护工作。

例如，重新嵌入管道以改善排水系统；加入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不渗

透层和过滤层，以减少酸雨对建筑物的侵蚀。

在文物保护专家和工作人员的努力下，婆罗浮屠重新焕发生

机，成为日惹乃至印尼著名的文化旅游胜地，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为避免大量参观者涌入对台阶造成进一步

磨损，婆罗浮屠遗址保护中心在寺庙石阶上铺设了木质楼梯，形成

保护层。保护中心还为木质楼梯研发新材料涂层，让保护层与古

迹原始风貌更和谐。

保护中心还制定应急预案，一旦有火山喷发的预警，中心就会

组织人力用防水防火材质的篷布，对重要雕塑进行苫盖，防止酸性

火山灰对遗迹造成破坏，并清理管道中堆积的火山灰，确保排水管

道畅通。中心还对一些建筑物的地基进行加固，增强抗震能力。

印尼政府已将修护婆罗浮屠的经验应用到其他古迹遗址中。

同样位于日惹地区的世界文化遗产巴兰班南神庙，2006 年遭遇地

震后，多座建筑倒塌，大量石材破损后散落在高塔旁。文物保护部

门复制婆罗浮屠经验，对每一个石块进行编号，加固尚未倒塌的建

筑塔身，用特殊的涂料和材料为所有石块“穿上”涂层，防止雨水和

微生物对其造成腐蚀。 （本报墨西哥城、柏林、雅加达、北京电）

多国采取措施保护古迹遗址
本报记者 彭 敏 花 放 张 杰 刘 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