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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加剧

当前，因美国和北约不断拱火而酿成的
俄乌冲突，已经造成“二战后欧洲最严重的
难民危机”。联合国难民署近日指出，俄乌冲
突导致“800 万人在乌克兰国境内迁移避
难，登记在册的出国难民已经超过 600 万
人”。据外媒报道，自2月以来，乌克兰难民
不断涌入周边国家。其中，超过一半乌难民
进入波兰，还有大批难民抵达罗马尼亚、匈
牙利及摩尔多瓦等国。

随着难民涌入，欧洲国家公共资源承压
严重。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俄乌冲突爆发
一个月内，就有200万乌克兰难民涌入邻国
波兰；冲突爆发两个月后，波兰接纳的乌克
兰难民人数突破300万。华沙市市长特扎斯
科夫斯基称，临时住所、医疗、教育等资源
严重不足，“华沙已处于崩溃边缘”。据欧盟
智库布吕格尔研究所预计，2022年欧盟安置
乌克兰难民将花费至少430亿欧元，约占欧
盟全年计划总支出的1/4，且这一数字随着俄
乌冲突的持续还将增加。

大西洋对岸，美墨边境非法移民问题同
样严峻。据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统计，今
年3月以来，美国执法部门连续两个月在美
墨边境逮捕超20万名非法移民。另有数据显
示，2021年，美国执法部门在美墨边境逮捕
非法移民约 170 万人次，创 20 年来最高纪
录，其中包含14.5万名儿童。与此同时，美
国政府粗暴对待移民和难民的消息屡见不
鲜，暴力执法、超期羁押、虐待、驱赶等极

端措施和非人道行动严重践踏人权。
在长期饱受战火袭扰的阿富汗、叙利

亚、伊拉克等国，难民问题更是如影随形。
据统计，阿富汗战争造成超过 4 万平民死
亡，约1100万人沦为难民；伊拉克战争造成
超过 20 万平民死亡，约 250 万人沦为难民；
叙利亚战争造成超过4万平民死亡，660万人
逃离家园。此外，委内瑞拉、南苏丹等国由
于政局动荡、经济凋敝，也是全球难民的主
要来源地之一。

同时，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也加剧了全
球难民危机。《日本经济新闻》日前指出，伴
随全球变暖而来的异常天气，正在多地制造
大量“气候难民”。世界银行警告称，2050
年前最多将有 2.16 亿人因气候变化而迁移，
其中8600万来自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挪
威难民委员会近日指出，来自非洲、中东等
地的难民和人道主义危机“似乎被遗忘”。在
一些非洲国家，民众遭受着疫情蔓延、气候
变化、粮食短缺等多重危机。

霸权侵害

“二战结束以来，由于地区性的战争和冲
突、自然灾难、 宗教迫害、政治避难、经济
因素等方面的原因，全球难民始终存在，且
有增无减。从2011年起，全球难民规模急剧
增长，呈现逐年攀升之势。”山东大学移民研
究所所长、教授宋全成向本报记者指出。

据联合国难民署最新统计，叙利亚仍然是
世界最大难民人口来源地，其次是委内瑞拉，
阿富汗排在第三。难民署认为，武装冲突、暴

力和侵犯人权行为是难民产生的主要原因。
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

员王鹏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分析指出，全
球难民来源国较为集中，叙利亚、委内瑞
拉、阿富汗、南苏丹是主要来源国。这些国
家本身存在治理“基础病”，如经济发展滞
后、国内族群冲突激烈等，但不容忽视的
是：它们都不同程度地遭受美西方霸权主义
的侵害，或是军事干预，或是单边制裁。

宋全成分析，无论是叙利亚内战，还是
阿富汗冲突，抑或委内瑞拉政局动荡，除了
国家治理原因以外，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
国家施加外部干预，导致这些国家政治与社
会秩序崩塌，是难民产生的重要因素。从发
动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到在西亚、北
非多国培养反政府力量，强力介入“阿拉伯
之春”，再到直接介入叙利亚战争，长期干预
委内瑞拉内政并持续对委施加经济制裁，美
国及其西方盟友高举着所谓“人道主义”旗
帜，却使多国社会动荡、经济恶化、民生凋
敝，造成多年来源源不断的难民潮。

美国布朗大学2020年发布题为《创造难
民：美国后“9·11”战争造成的流离失所》
的报告指出，美国在“9·11”事件后发动或
参与的战争加剧了全球范围内的难民危机，
导致了至少3700万人逃离家园，实际难民人
数或高达 5900 万。从规模上来说，这是自
1900年以来，仅次于二战造成的难民潮。同
时，中东难民最先涌向欧洲国家。联合国难
民署有关专家表示，美国中东政策是造成欧
洲难民危机的根源，其推行的激进反移民政
策也使中美洲移民问题日趋严重。

2015年秋，中东和北非地区的持续战乱

迫使上百万难民越境进入欧盟多国，引发了
2015年欧洲难民危机。如今，作为冷战的产
物，美国主导的北约丝毫不顾俄罗斯的安全关
切持续东扩，最终引爆俄乌冲突，造成数百万
乌克兰难民流离失所，不仅让欧盟又一次饱尝
难民危机苦果，也使全球难民问题雪上加霜。

亟待解决

难民问题是当今全球治理的核心议题之
一。当前，在新冠肺炎疫情延宕反复、地缘
局势日益紧张、全球经济复苏艰难的背景
下，难民治理更是迫在眉睫。联合国此前发
布报告称，疫情暴发使得难民本就捉襟见肘
的生活雪上加霜，仅有74%的难民能够满足
其一半的生活所需。同时，很多难民无法享
有相应的抗疫设施。

宋全成指出，全球难民治理面临一定困
难。一方面，联合国难民署等国际组织存在
人手、资金有限等问题，面对数以千万计不
断增长的国际难民，往往是捉襟见肘、顾此
失彼。2018年签署的联合国《难民问题全球
契约》，体现了国际社会加强合作与团结的政
治意愿，但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另一方面，
制造大量人道主义危机致使全球难民激增的
美西方国家，在接纳难民数量、给予难民来
源国资金支持上力度远远不够。大多数难民
接纳国是发展中国家，给接纳国经济社会发
展和安全带来沉重负担。值得注意的是，部
分发达国家民众对难民的排外情绪上升，难
民问题政治化趋势更加严重。

联合国难民署发布的《2022年全球重新

安置需求》报告显示，世界上近90%的难民
收容在发展中国家。俄乌冲突爆发后，在接
纳乌克兰难民问题上，美国又是“口惠而实
不至”。据外媒报道，美国曾承诺接收10万
名乌克兰难民，但3月份仅有不足百人通过

“审核”准备入境美国。
王鹏指出，土耳其、哥伦比亚、德国、

巴基斯坦、乌干达是全球前 5 大难民接纳
国，其中只有德国是发达国家，这是极不公
平的。在这方面，国际社会也缺乏相应的问
责机制和制度性约束。

近日，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格兰迪
敦促国际社会扩大对难民的支持。他同时表
示，人道主义援助只能暂时用来应对冲突导
致的结果，“要扭转难民人数增多的趋势，唯
一的解决方法是和平与稳定”。

“难民问题凸显全球治理赤字、信任赤
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亟待弥补。”王鹏指
出，国际社会应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
持续的新安全观，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安
全。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国家应切实遵守联
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别国主权及领
土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各国人民自
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反对滥用单
边制裁和“长臂管辖”。推动世界和平、实现
共同发展，始终是解决难民问题的根本之道。

“全球难民问题的最终解决依然任重而道
远。国际社会需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推动难民问题标本兼治，密切国际合作，探索
完善全球难民治理路径。”宋全成指出。

上图：2月27日，在罗马尼亚北部与乌
克兰接壤的锡雷特边境关口，几名乌克兰妇
女在帐篷外。 新华社记者 林惠芬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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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20日是第22个世界难
民日。联合国难民署日前发布数据
称，因冲突或迫害而逃离本国的难
民、难民申请者和“流离失所者”等总
人数首次突破1亿。“这是一个严峻
的数字，令人警醒。”联合国难民事
务高级专员菲利普·格兰迪表示，国
际社会需采取更多行动，来解决世界

各地人们被迫流离失所的问题。
专家指出，难民和非法移民的

产生，虽然源于其原籍国的贫困和
战乱，但究其根本，是因为以美国
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长期在世界多
国输出战争和动乱、干涉他国内
政、制造人道主义灾难，导致全球
难民问题日益严峻。

在著名好莱坞电影《当幸福来敲门》中，威尔·史
密斯扮演的一名黑人父亲克里斯生活落魄，穷得叮当
响，但他坚守梦想、刻苦耐劳，终于拿到了投资公司的
offer。当克里斯实习结束，冷漠的白人领导微笑着告诉
他明天就可以来正式上班的时候，他实现了“美国
梦”：无论种族肤色，在美国只要努力奋斗，就可以实
现梦想，幸福，就会来敲门。但在现实中的美国，一名黑人
在经历求职中、入职后和维权时的多层次、系统性的就业
歧视之后，他还能像克里斯一样守住“美国梦”吗？

求职中的歧视鸿沟

上世纪60 年代民权运动以来，美国政府进行了一些
改革，减少了非洲裔美国人在法律制度上面临的不公正
待遇。遗憾的是，美国种族歧视的社会土壤丝毫没有改
变，在关乎“饭碗”的就业问题上，黑人依然面临严重歧视。

数据显示，1963年至今，黑人失业率一直是白人失
业率的2—2.5倍。2022年1—3月，美国白人失业率约为
3%左右，而黑人失业率却高达6.2%—6.9%。可见，近60
年来，美国失业率的种族鸿沟始终未曾改变。即便是在
拜登总统声称的“令人鼓舞”的低失业率时期，黑人依
然面临严重的就业歧视。与此同时，在面临“滞涨”、
金融危机和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经济衰退时，最“受
伤”的始终是黑人等有色人种。

美国西北大学曾就求职中的就业歧视做过一项研
究，该研究分析了1989—2015年求职者为25517个职位
提交的54318份求职申请。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在投出
简历之后，白人求职者比同等资格的非洲裔美国人平均
多收到36%的面试邀请。与此同时，在长达25年的时间
跨度中，对黑人的雇佣歧视程度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
有明显变化。

由此可见，黑人在求职时遭受严重的就业歧视，而
这种情况始终没有得到改善，“最后被雇佣，最先被解
雇”是非洲裔美国人永远的宿命。

职场中的歧视怪圈

今年2月，加州民权监管机构代表数千名黑人就特
斯拉加州弗里蒙特工厂涉嫌种族歧视提起诉讼，起诉书
显示，黑人工人被隔离在不同的区域，员工称之为“门
廊猴子站”“黑暗面”“奴隶船”“种植园”等。该工厂
每个厕所都写有包括“滚回非洲”“KKK”“万字符”在
内的种族歧视符号和污言秽语。在工作中，黑人干的是
最艰苦的体力活，在相同的工作中所获报酬远低于其他
工人。此外，黑人员工经常因肤色遭到语言暴力，而他们
一旦被无休止的羞辱惹怒，从而引发语言或肢体冲突，立
刻会被贴上“威胁”“挑衅”的标签，并遭到公司处分。

显然，特斯拉工厂不是孤例。近年来，通用公司、

脸书公司也曾被非洲裔员工“拉清单”，他们在职场中
的遭遇同特斯拉工厂的黑人工人相似，有色人种员工总
是处于一种不友好、不正常的工作环境之中，而被曝光
的几家大型公司也仅仅是冰山一角。

在今天的美国职场，种族主义、歧视、偏见和侵犯已
逐渐形成了一种扭曲的文化。在这种文化中，少数族裔只
是被视为“配额存在”，但从未被倾听、被认可、被接受。

维权时的歧视枷锁

在美国，就业歧视行为发生后，遭歧视工人维权的
第一步一般是向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 （EEOC） 提出
投诉。据统计，2010至2017 财年期间，EEOC收到美
国工人100万起投诉。在这些案例中，有82%的工人没
有得到任何形式的救济，近三分之二的投诉人收到的结
果是“无法确定是否发生了歧视”。剩余18%的工人获得
了金钱或改善住宿等救济，但其中只有2%的案件完成调
查，确定了歧视的发生，并发布调查结果。可见仅通过
投诉成功维权的几率小的可怜。

除投诉之外，员工遭歧视后还可提出仲裁，然而美
国劳动仲裁机构的人员组成和办案机制明显对有色人种
不利。首先，大多数仲裁员是退休的法官或律师，以中
老年白人为主。他们独掌仲裁大权，通常会作出不利于
非洲裔原告的裁决，即便原告获胜，也只能获得少量赔
偿；其次，仲裁员有权拒绝公司员工作证，且仲裁过程
不对外公开。作为被告的当事公司有大量机会同仲裁员
串通一气，让受害者无计可施。而最离谱的是，根据现
行的美国法律，公司在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时，可以迫
使员工认同“强制仲裁”条款，即在员工遭受种族歧
视、薪酬不平等、双重标准、玻璃天花板等问题时只能
通过仲裁途径解决，不能将公司告上法庭，这意味着形
同虚设的仲裁机制竟然是广大非洲裔美国工人遭到严重
种族歧视的“最后一道防线”。

维权过程的种种障碍使得美国关于禁止就业歧视的
法律成为一纸空文，广大非洲裔美国人在这样的维权机
制下无论怎样挣扎都难以捍卫自己的权利。

在美国，“黑人更容易犯罪”已是根深蒂固的刻板
印象，懒惰、肮脏等种族主义标签早就被贴在非洲裔美
国人头上。因此，他们在求职、职场、维权中饱受歧
视，谋生艰难。黑人聚居区经济不断恶化，医疗、教育
也随之受到影响，这种恶性循环对美国黑人生存状况带
来严峻考验。可以说，非洲裔美国人遭受的就业歧视就
是美国根深蒂固的“白人至上”种族主义的余毒，同黑
奴时代的种族隔离、强迫劳动、暴力虐杀不无关系。非
洲裔美国人始终陷于不公正社会体系中的恶性循环中，

《让幸福来敲门》中的克里斯不过是好莱坞的“人造平
民英雄”，完全不能反映非洲裔美国人的真实境遇。

（作者为国际问题观察员）

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国家历史上曾长期奴役剥削
黑人，现在却污称他国存在“强迫劳动”；有一个国家
至今非法人口贩运盛行，却大言不惭自诩劳工“维权灯
塔”；有一个国家迟迟不加入多项国际劳工公约，却口
口声声要为国际劳工“伸张正义”。它就是美国，一个
过去劣迹斑斑、现在对外国劳工敲骨吸髓、将来也难以
看到改变的国家。

猖獗的人口贩卖

来自多米尼加的马蒂在报纸上看到了一份来自美国
佛罗里达州酒店的招聘广告，上面说在美国有很多工作
机会可供申请，大家能赚到很多钱。在酒店业工作26年
的马蒂被广告深深吸引，支付了4000美元申请费通过应
聘，登上了认为会带他前往梦想之地的飞机。然而他去
往的，不是助他实现理想的天堂，取而代之的是名为

“血汗工厂”的人间地狱。招聘人员把他运往了一家
DVD工厂。马蒂被迫整理、打包成千上万的光盘，每天
至少工作12小时。一周的工作结束后他却只收到了40
美元的报酬。人贩子强迫他和另4个同样被拐卖来的外
国劳工挤在一间狭窄的房间里生活，每人每月还要支付
300美元房租。他们还要上交伙食费购买不足以充饥的
食物，不交钱就不准吃饭。中年的马蒂在公寓里哭得像
个孩子。这是凤凰卫视2021年播放的一则真实故事。

这仅仅是美国人口贩运和强迫劳动的微小缩影。美
国把自己打造成“人权灯塔”，将自己渲染成遍地财富
的掘金沃土，虚假的宣传让人们对它放松防备，心生向
往，欣然赴美追寻美好生活，然而无数人的美国梦最终
变为噩梦。仅在2020年，美国“全国人口贩运热线”共
处理10583个案件，涉及受害者16658人。这已然触目惊
心的数字，仅仅是美国人口贩运真实情况的冰山一角。
每年从境外贩卖至美国被强迫劳动的人口实际多达10万
人，其中一半被贩卖到血汗工厂或遭受家庭奴役。美国
城市研究所和美国东北大学2014年一份报告显示，71%
的强迫劳动受害者在到达美国时拥有合法签证，其中超
过三分之一的受害者被迫成为家庭佣人。被贩卖到美国
的很多外国劳工既不懂美国法律，又不通当地语言，还
被雇主和人贩子严格看管，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撕开美国光鲜亮丽的画皮，看到的尽是苦痛和血泪。

无处不在的“现代奴隶”

美国土地上那些无声的哭喊，已经回荡了整整5个多
世纪。据“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数据库”统计，在奴隶贸易史
上，1514年至1866年间至少有3.6万个“贩奴远征队”，累
计有超过1250万非洲人被贩运到“新大陆”，这还不包括
旅途中死去的许多人。根据美国第四任总统詹姆斯·麦迪
逊故居官网“詹姆斯·麦迪逊的蒙彼利埃”数据，奴隶制经

济曾是驱动美国经济的主要引擎。1850年，美国80%出
口产品都是由奴隶生产。说美国就是靠着人口贩运和强
迫劳动起家的也毫不为过，美国的原始财富上沾满了无
数奴隶的鲜血。美国的“合法奴隶制”结束于1865年，距今
已有 157 年。但时至今日，余毒仍在美国根深蒂固。在美
国，改头换面的“现代奴隶制”依然无处不在。

来自墨西哥、中美洲国家的外国劳工组成了美国最
基层的生产劳动力，其中很多人，在农田里辛苦劳作，
从凌晨直至深夜。然而收获的喜悦，却与他们无关。

“反奴役国际”组织将农场工人描述为“美国经济中收
入最低、受剥削最严重的工人”。这些人缺乏其他美国
工人享有的权利，他们经常在没有医疗保险、病假、养
老金或工作保障的情况下工作，而这正是“导致美国田
地里强迫劳动的肥沃土壤”。

位于佛罗里达西南部的小镇伊莫卡利被称为美国的
“番茄之都”，同时它也被认为是美国现代奴役和人口贩
运的起源地。这座小镇上共生活着26000人，大部分是来
自墨西哥、危地马拉、海地的农民。在农场里工作的农
民采摘了一整盒番茄后，收入是1美元。但在伊莫卡利
的市场上，一整盒番茄的售价是24美元。如果到美国大型
连锁超市里，一个番茄就能卖到2美元。当美国家庭在明
亮的餐桌上享受酸甜可口的番茄时，外国劳工们却挤在
租金高达每月1300美元、用废弃集装箱改造的住所里，祈
祷坏天气不要出现，祈祷下一周还能有收入。

被践踏的国际标准

美国丹佛大学学者克丽西·巴克利说，美国强迫劳
动现象之所以难以禁绝，一方面是因为利润丰厚，另一
方面是由于美国立法不力和执法效率低下。强迫劳动问
题最普遍的领域是家政、农业、工业、色情业等，美国法律
很少要求或者不要求对这些领域的工作条件进行监管。

“现代奴隶制”在美国无处不在，美国政府应该对此负责。
国际劳工组织8个核心公约，美国仅批准了2个，远

少于英国（批准8项）、法国（批准8项）、德国（批准8项）、
日本（批准6项）等西方国家，甚至少于长期被美国以“人
权”为由批评的古巴（批准7项）、伊朗（批准5项）。美
国称，只要国际公约与美国联邦或州的法律有冲突，那么
就不批准该国际公约。可想而知美国法律中有多少对劳
工不利的内容，外国劳工的权益就更加难以保障。而美国
政府对此熟视无睹，丝毫没有改变的迹象。

美国用漂亮的谎言哄骗世界各地的劳工赴美工作，
而等待这些外国劳工的往往是极其艰苦的环境和永无休
止的劳作。“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年复
一年，数十万外国劳工在美劳作，然而从中创造的财
富，却不属于劳动者。系统性的剥削在全美普遍存在，
政府却对此熟视无睹，“人权灯塔”永远不会照到自己
阴暗的灯下黑。 （作者为国际问题观察员）

非洲裔美国人：在就业歧视中挣扎
郭悟初

在美外国劳工：不为人知的辛酸
伍 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