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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徒破坏了法兰西”

据 法 国 国 际 电 视 台 France24 报
道，12 月 5 日，法国多个城市举行了
90 多场游行示威活动，反对政府近期
提出的《整体安全法》。据法国内政部
统计，当天全法约有5.2万人参加游行
示威活动，其中巴黎约有 5000人。多
地游行出现暴力行为。这是法国连续
第二个周末发生暴力示威事件。

“暴徒破坏了法兰西。”法国内政
部长达尔马宁通过社交媒体说，5 日
的游行示威中已有95人被捕，67名执
法人员受伤；仅巴黎就有 48名执法人
员受伤。

引发争议的 《整体安全法》 日前
已由法国国民议会通过，并将交由法
国参议院审议。该法案第 24 条规定，
禁止恶意传播警察和宪兵形象、泄露
其面部特征和身份信息，违者将面临
最高 1年监禁与 4.5万欧元的罚款。据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支持者认为该法
案将保护警察免受社交媒体上的针对
和骚扰；反对者则认为该法案会削弱
监督警察暴力执法的新闻自由，称

“新闻自由与公众知情权绝不能受阻”。
此外，该法案第 22条等条款还鼓

励广泛使用无人机与面部识别技术对
大众进行监察，以防止恐怖主义，维
护国家安全。这些内容也遭到法国内
外人权相关组织的激烈指责。

上个月，3名巴黎白人警察殴打一

名黑人音乐人的视频在网上流传后引
发法国国内舆论哗然，加剧了社会对

《整体安全法》 的争议。11 月 28 日，
法国多个城市爆发大规模游行示威，
13 万人参与示威。抗议者指责法国立
法机关存在“系统性种族歧视”，要求
政府删除法案第24条等内容。

改革的诉求与代价

“ 《整体安全法》 的本意是对游
行示威活动进行约束和规范，更好地
保护警方，免受网络仇恨的侵害。但
是，法国民众权利意识强烈，认为自
己的权利受到了损害，于是上街表达
诉求。在西方世界，法国是最先提出

‘自由、平等、博爱’的国家。对法国
民众而言，这些观念根深蒂固。”复旦
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接受
本报采访时这样分析。

路透社援引分析人士评论称，法
国人对国家公权力普遍抱有矛盾情
绪：一方面渴望国家的保护，另一方
面对警察等权威存在怀疑。在当前疫
情带来的压抑情绪下，有争议的法案
与警察的暴力执法事件对法国而言就
是“点燃社会冲突的一把火”。

“ 法 国 已 经 形 成 一 种 ‘ 自 动 反
应’，凡是当政府权力有可能限制自由
时，舆论就会反弹，以制衡权力。法
国社会未必真的对加强法制、维护执
法人员隐私的改革方向有意见，而是
已经形成了一套面对政府改革的反应

模式和‘维护自由’的环境土壤。”中
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
洪建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近年来，法国社会一直不太平。
政府调高燃油税引发“黄马甲”运
动、劳工改革方案引发的劳工游行示
威、近期多起恐怖袭击事件……

“最近的示威游行可以视作是法国
原有问题的延续和表现。法国一直都
有大国雄心，但国家经济一直不够
强。要恢复法国过去的荣光，必须有
实力支撑。所以历任法国总统都在努
力推动劳工体制和社会福利等改革。
然而，改革就意味着会动某些人的奶
酪，再加上法国民众强烈的权利意识，
各种示威游行就难免了。”丁纯表示。

崔洪建指出，法国政府的改革诉
求和代价之间存在矛盾。“针对近年来
法国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法国总统
马克龙有意要在国家安全等方面做出
大的改革动作，但改革势必会触及一
些集团的利益。《整体安全法》 第 24
条涉及警察工会，近年的‘黄马甲’
运动和劳工游行示威事件背后也有工
会和行业组织的支持。”

圣诞节为分水岭

“法国在以往多次社会运动中已经
形成‘政府改革——社会抗议——政
府让步——事件平息’的互动模式。”
崔洪建指出，《整体安全法》引发的抗
议事件发生在疫情和前期恐怖袭击事

件的双重背景下，因此或存在两种发
展方向。“如果没有其他因素叠加，政
府做出一定让步后，事态可能会按以
往的规律逐渐平息。”

为平息事态，法国执政党共和国
前进党党团领袖卡斯塔内已表示，将

“彻底重写”《整体安全法》 第 24 条。
此外，法国内政部网站消息称，法国
内政部长达尔马宁还将于12月18日会
见警察和宪兵队代表，商讨执法人员
目前面临的监督、物质条件等困难，
并将商讨结果向法国总理反馈。

“但这次改革涉及执法部门。如果
处理不好，可能会引发警察罢工，甚
至可能引发犯罪行为增加、社会治安
失控等。”崔洪建分析。

路透社报道称，《整体安全法》是
马克龙在 2022年法国总统大选前加强
法律和秩序改革中的一环。“圣诞节会
是一个分水岭，如果法国政府在圣诞
节到来前找到解决方案，圣诞节后至
明年，事态可能会逐渐平息。否则，
就可能会面临更多挑战。”崔洪建指
出，“明年是法国大选前一年，法国就
要进入选举节奏。大选会成为法国政
府明年处理类似事件的重要考虑。”

“对于法国而言，对内稳定局势、
推进改革、发展经济，与对外争取更
高地位、更大发言权、恢复法国荣光
是联动的。做得好了可以相互促进，
做得不好会彼此扯后腿。”丁纯说，

“接下来，局势的发展取决于很多因
素，包括法国疫情的发展，法国和欧
盟、法国和美国的关系等。”

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之下，随
着经济矛盾、社会问题、政治痼疾
等问题相互交织，秘鲁的社会动荡
正持续上演。

抗议再袭 政局混乱

自 11 月 9 日总统比斯卡拉被罢
免以来，秘鲁接连爆发大规模示威
活动。12 月 2 日，数以百计的农牧
工人在秘鲁多地举行罢工罢市，抗
议受到不平等待遇，反对废除 《农
业促进法》，并封锁了南美公路，阻
碍货车通行，导致多地农牧产品短
缺，物价上涨。

分析认为，这场抗议的暴风眼
是政府向国会提出废除 《农业促进
法》 的法案，或将原 《农业促进
法》“劳动”一章删除。“该法律涉
及数万计农业劳动者的利益，特别
是针对出口农牧业的工人。”新华社
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沈安在接
受本报采访时表示，工会提出要与
政府和国会举行对话。到目前为
止，双方并没有达成共识。

此次的示威活动与 11月的抗议
主体相似，皆由青年人主导。中国
社科院拉美研究所副所长袁东振在
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在秘鲁等拉
美国家，青年人一直有积极参政的
意愿，加上信息化时代改变了传统
社会动员模式，社交平台成功调动
起青年人的抗议积极性，从而彻底
改变了社会动员的传统格局。”

同时，袁东振也指出：“秘鲁的

示威游行与接连发生在其他地区的
示威活动有 4 个共同点：一，皆对执
政者或社会现状不满；二，皆要求改
善当前生存条件，进行经济社会改
革；三，抗议主体皆为年轻群众；四，
动员模式皆具有信息时代的特点。”

疫情攀升 经济衰退

秘鲁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因
示威活动持续攀升。秘鲁新世界日
报社长罗兆雄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
示，“相信在圣诞节和新年佳节后，
第二波疫情将来袭。”

据 《纽约时报》 报道，在疫情
暴发初期，秘鲁前总统比斯卡拉曾
果断执行严格的封禁措施，但最终
秘鲁反倒成了疫情最严重的地区之
一。罗兆雄表示：“虽然当时的防疫
措施是正面的，也一度获得全民支
持，但由于措施宣布得过于仓促，
相关执行单位无法及时跟上，外加
秘鲁采购系统落后，导致民众防疫
积极性降低，使得感染率急剧上
升。”近期，根据疫情的变化，秘鲁
颁布了最新的防疫法案，其中包括
全面禁止私家车上路以及各类聚集
活动。

据秘鲁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
数据，该国今年第一季度经济萎缩
3.4%，11月失业率达到16.4%，粗略
估算有近 57 万人失业。分析认为，
该国恐将面临 100 年来最严重的经
济下滑。此外，根据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数据，2020 年秘鲁经济将收缩

14%，成为拉丁美洲地区经济萎缩
幅度最高的国家。袁东振指出：“经
济衰退使秘鲁失业人口增加，实际
收入减少，贫困人口增多，脱贫人
口重新返贫，许多人感觉自己的社
会地位下降，导致危机感和不满情
绪滋生。”

制度痼疾 根深蒂固

在政权交替、抗议示威、经济
萎缩、疫情肆虐的多重打击下，秘
鲁时局动荡。秘鲁总统萨加斯蒂表
示，秘鲁的政治腐败使得社会矛盾
加剧，抗议不断。袁东振指出：“秘
鲁的政治体制基本成熟，可正常运
作，但在当前条件下，秘鲁即使能
够找出解决不平等和腐败问题的制
度性方案，也很难顺利实施，因为
该国还存在政府执行力差、司法体
系效率低、税收制度不合理、政策
设置偏向中上阶层等制度性问题。
若想解决这些痼疾，各个主要政党
需取得基本共识。”

2021 年秘鲁总统大选将至，新
一波的动荡恐再度来袭。罗兆雄表
示，“目前已知的总统参选人中，尚
未有候选人支持率过半，昔日的老
牌政客皆不被看好，民众倾向于接
受新面孔和年轻的候选人。”袁东振
认为：“秘鲁政党林立，各派政治理
念不一，未来无论谁当选，其所在
党派都很难在国会占绝对优势，都
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议会和反对派
的制约，很难做到有效施政。”

多个城市游行示威

法国：《整体安全法》引发抗议
本报记者 张 红 林子涵

据法新社报道，当地时间 5日，
法国多个城市再次就《整体安全法》
爆发游行示威。在巴黎，部分示威者
与警察发生暴力冲突。这是法国连续
两个周末爆发游行示威。

近年来，法国社会一直不太平。
政府调高燃油税引发的“黄马甲”运
动、劳工改革方案引发的劳工游行示
威、近期多起恐怖袭击事件……法国
究竟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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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冲击 多重矛盾相互交织

秘鲁社会动荡不断加剧
杨 宁 陈洁民

观 象 台

据世界自然基金会发布数据显示，澳大利亚
2019—2020 年度夏季丛林大火对约 30 亿只动物造
成不利影响，其中包括6万多只考拉，它们在林火
中死亡、受伤或无家可归。经过数月的治疗，一
些在大火中严重受伤的考拉伤愈后于 12 月 6 日被
放归自然。图为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马拉库塔
附近，考拉被放归自然。

新华社发

前不久，美国发布所谓“中国破坏全球环
境报告”，诬蔑中国走私野生动物，“促使物种
灭绝并传播疾病”。如此罔顾事实的大假话，在
国际社会闹了大笑话。

一直以来，中国在保护野生动物方面持续
发力，中国的绿水青山和物种繁荣见证着中国
野生动物保护的不断进步。从20世纪80年代开
始，中国加快自然保护区建设。目前，中国已
形成以自然保护区为主体的野外保护体系、野
生动物救护繁育体系和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
监测防控体系，形成 2750个自然保护区，有效保
护了中国90%的陆地生态系统和85%的野生动物
种群。与此同时，中国为3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
物建立了稳定的人工繁育种群，对大熊猫、朱鹮、
麋鹿、普氏野马、野骆驼、白颈长尾雉等10余种濒
危野生动物成功实施了放归自然。

中国保护野生动物的行动，有法律的坚实
保障与强力支持。今年2月，中国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
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
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全面禁止食用
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
陆生野生动物”以及其他陆生野生动物，包括
人工繁育、人工饲养的陆生野生动物。全面禁
止以食用为目的猎捕、交易、运输在野外环境
自然生长繁殖的陆生野生动物。最新版 《野生
动物保护法》 修订草案在立法目的中增加防范
公共卫生风险的内容，要求从源头防控重大公
共卫生风险，以法律之盾保护野生动物，防范
卫生风险。

中国保护野生动物的努力，伴随着中国走
出去的步伐，向全球延伸，为国际野生动物保
护事业增添一分力量。据“一带一路”绿色发展
国际联盟发布的《“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案例报告

（2020）》，在加纳特马港，中国企业建立“海龟孕
育中心”，组建专业海龟保护巡逻队，与加纳野生
动物保护协会合作，保护海龟，维持生态平衡。
在肯尼亚内罗毕国家公园，内马铁路长达6.5公
里的大桥全程穿越公园，中国企业在项目设计
中将保护野生动物迁徙通道考虑在内。在巴基
斯坦卡洛特水电站，为保护当地的鱼类，中国企
业在施工区树立禁渔标识，在溢洪道设置生态流
量泄放孔和闸门，用于机组停运期间泄放生态流
量。中国注重生态环境、保护野生动植物的绿色
理念，正在“一带一路”沿线开枝散叶。

美国又是如何做的？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发布的世
界野生动物犯罪报告，2005年至2018年世界野生动物罚没共享数据
中，北美占 38.5%。美国是水生龟鳖、陆龟、狮子及其制品、《濒危
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 附录海参等动物最大的贩运
目的国。美国也是全球主要的鲨鱼捕捞国，并大量销售鲨鱼油等制
品，对鲨鱼资源破坏严重。近年来，美国大量捕捞、出口鲨鱼物
种。仅 2018年，美国就出口了近 300万公斤的鲨鱼肉和鱼翅。作为
全球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贩运的最大目的国和消费国之一，美国实在
难以给国际社会一个交代。

美国在国际舞台指责其他国家的时候，却对自身的错误做法熟
视无睹。美高调呼吁全球开展打击野生动物非法贸易，却对其自身
进口 CITES附录Ⅰ的活体非洲象、加利福尼亚湾石首鱼以及开展象
牙贸易避而不谈。美国是将全球8种穿山甲从CITES附录II升级到附
录I的主要推手，但美国内至今只将南非穿山甲列为濒危物种。美国不
思改正自身在野生动植物种保护、野生动物贩运方面的斑斑劣迹，反
而对他国保护野生动物的行动无端指责，手未免伸得太长。

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拥有很多特有和
珍稀种类。保护野生动物是中国民众的共识，也凝聚着中国社会的
努力。谁在行动，谁在空谈，谁在做贡献，谁在乱搅局？世界人民
心里都有一本账。美国与其信口雌黄指责他国，不如在保护野生动
物上多花点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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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灾幸存考拉返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