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来，关于新疆棉花的
新 闻 在 网 上 闹 得 沸 沸 扬
扬，以 H&M、耐克为代表的
一系列美欧品牌拒绝使用
新疆棉花，这粗看是经济
上的纠纷，然而其本质是
一场政治阴谋，是以美国
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新疆的
造谣污蔑，是“反华”势力
的黑枪，中国当然必须严
阵以对。

众所周知，H&M 等品牌
乃至“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
会”(BCI)只是马前卒，开黑
枪的枪手躲在幕后。去年
3 月，新疆棉花企业陆续接
到 BCI 要 暂 停 认 证 的 消
息。但两个月前，BCI 还报
告说过去 7 年未发现新疆
有强迫劳动的证据。相信
与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
所（ASPI）3 月份发布的《新
疆以外的“再教育”、强迫
劳动和监视》报告有关。而
编制这一切谎言的竟然是
个 90 后的“汉奸”华人许秀
中，她为了自己的虚荣出卖
民族。被澳大利亚 ASPI 破
格提拔成为一名分析家，受
美国控制的 ASPI 正是新疆

棉花问题背后的主导者。
其次，BCI 早于 8 月份

就决定决定宣布对新疆棉
花“无限期取消认证”，然
而却拖到 10 月份才发表。
据称因同年 9 月，美国会通
过了一项名为《防止强迫维
吾尔劳动法》的法案，声称
新 疆 地 区 存 在“ 强 迫 劳
动 ”。 导 演“ 抵 制 新 疆 棉
花”的两大西方势力都已经
露出尾巴，竟然厚颜说新疆

“侵犯人权、强迫劳动”，就
不得不让人怀疑西方的险
恶用心了。

《亚洲周刊》刊登“新疆
棉花风暴背后北京反击西
方 谎 言 围 剿 ”的 评 论 称 ：

“欧盟、美国、英国、加拿大
基于谎言和虛假讯息，以所
谓新疆人权问题为藉口，就
涉新疆问题实施对中国制
裁，制裁新疆官员，将一系
列新疆工厂列入黑名单。
一时之间，新疆棉花随着新
疆維吾尔族议题而一时成
了国际新显学，西方政客的
黑心能玷污洁白的新疆棉
花吗？”

西方污蔑新疆棉花产
业存在“强迫劳动”，“新疆
数十万少数民族劳工被迫
手工摘棉花”、“教培中心、
再 教 育 营 的 女 学 员 被 性
侵”……先由德裔反华学者
郑国恩（Adrian Zenz）谎言编
造“ 抹 黑 ”中 国 新 疆 的 报
告，接着，西方政客和媒体
就不分皂白地蜂拥攻击。

目前新疆棉花机械采
摘 率 近 70% ，而 北 疆 高 达
95%，即使在忙碌季节，也
不需大量采棉工。美国卫
星长期飞越中国上空拍摄
影像，有学者说：“可从美
国卫星拍摄的新疆棉花收
获期的影像来解析并回击
美方的荒谬言论。美国拍
了新疆这么多影像，却无法
拿出其‘强迫劳动’的所谓
证据。”《国际劳工组织公
约》表明，强迫劳动是指以
任何惩罚相威胁、强迫任何
人从事非本人自愿的一切
劳动或服务。但在新疆，根
本不存在这样的情況。

新疆博乐市纺织企业
工人阿丽米热·吐尔孙说：

“那些人根本不了解我们的
真实情況，那些话都是瞎编
的，就是想砸我们饭碗，让
我们没活干、没饭吃，这么
做非常可耻。”阿克苏地区
的棉农米吉提·依米提一针
见 血 地 说 ：“ 那 些 造 谣 的
人，根本不是为了维护我们
的权利，而是让我们农民的
棉花烂在地里，让我们没活
干 ，回 到 以 前 贫 穷 的 日
子。”

针对西方谎称新疆“再
教育营”、“教培中心”对妇
女性侵，喀什泽普县教培中
心的学员迪丽娜尔·卡哈尔
说 ：“ 作 为 亲 历 者 和 见 证
人，教培中心根本没有任何
女学员被性侵过。如果是
他们的姐妹，他们也会这样
造谣污蔑吗？他们整天胡
说八道，靠诋毁教培女学员
的名誉来达到自己不可告
人的目的，他们不感到羞耻
吗？”西方造谣全靠“脸厚
心黑”。

新疆的战略性对中国
至 关 重 要 ，西 部 稳 ，则 国
稳；西部乱，则国难安。学

者 分 析 ，香 港 实 施《国 安
法》，强化“爱国者治港”，
美英一时无从下手，于是将
攻击重点转向新疆。这里
有历史遗留的民族、宗教问
题可以挑拨，这里是中国与
西亚、中亚、欧洲通道的要
隘，上千年来中国在此阻挡
强 敌 ；而 今 更 是“ 一 带 一
路”的西部起点，重要性不
言而喻。

西方串通挑起了这场
“棉花战争”，3 月 22 日，欧
盟以所谓“人权问题”为借
口对中国有关个人和实体
施行单边制裁。中方随即
宣布对欧方损害中方主权
和利益的 10 名人员和 4 个
实体反制裁。26 日，中国
外交部对英方恶意传播谎
言的 9 名人员和 4 个实体实
施制裁，禁止有关人员及其
直系家属入境，冻结其在华
财产。27 日，中国宣布对
美国、加拿大 3 名人员和实
体进行制裁。中国硬气回
击，树立了威信，震慑了企
图抹黑中国的小人。

香港媒体人邱立本在

“新疆棉花業人工智能突
破”一文中写道：“ 西方指
控 新 疆 棉 花 的‘ 强 迫 劳
动’，是西方的自我想像，
以为中国还处在美国南北
内战时期的南方庄园，需要
黑 奴 来 种 植‘ 血 棉 花 ’。”

“人工智能的突破，展示新
疆的‘新农业’早已超越西
方想像，全面使用无人机、
北斗卫星、智能规划来经营
棉花业的生产链条。”“西
方的如意算盤是要在新疆
发动‘政治攻击’，以‘假新
闻’作为切入点，让中国的
国际形象受损，也让新疆内
部出现动乱。西方的‘谎言
政治’说新疆的维吾尔族人
被‘种族灭绝’（Genocide），
但客观的数字显示，新疆维
族人口增加率不断上升，超
过汉族人口的增加率。”

西方品牌公开抹黑、抵
制新疆棉花，这种既想赚中
国市场的钱，又无理辱华的
行为直接挑战了中国人的
容忍底线。有 50 多名明星
解约侮辱中国“品牌”，网
友 呼 吁 抵 制 侮 辱 中 国 品
牌。新疆棉花雪白，被喻为

“白色黃金”；新疆棉花很
軟 ，但 骨 氣 硬 朗 ，不 畏 西
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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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官方 6 日发布《人
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
书，以翔实的数据和案例，
回顾了 100 年来中国共产
党带领中国人民战胜绝对
贫困的非凡历程，梳理总
结了中国减贫的有益经验
做法。这再次印证了一些
分析人士的观点——中国
消除绝对贫困，既是“世界
最 大 的 人 权 工 程 ”，也 是

“最好的人权实践”。
现行标准下 9899 万农

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 万
个 贫 困 村 全 部 出 列 ……2
月下旬，中共中央总书记、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一
场会议上宣布中国脱贫攻
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引
发世界舆论高度关注。很
多人惊叹于中国取得的减
贫奇迹，纷纷探究“中国为
什么行”的答案。

这部白皮书立足于中
国减贫实践，总结出一系
列减贫经验，包括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把减贫摆在
治国理政突出位置、用发
展的办法消除贫困、立足
实际推进减贫进程、发挥
贫困群众主体作用、汇聚
各 方 力 量 形 成 强 大 合 力
等 。 这 其 中 最 重 要 的 一
点，就是中国执政党始终
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扶贫
减贫的根本动力。

今年是中国执政党建
党百年。从历史和现实的
维度看，世界上还找不到
几个执政党能像中国共产
党一样，将消除贫困作为
一项不懈追求的事业。自
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
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使
命。从建立人民当家作主
的新中国，到实施改革开
放，再到分阶段制定减贫
脱贫计划，几代中国共产
党人锚定一个目标，一茬
接着一茬干。

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
来，在习近平亲自指挥部署
下，中国执政党制定实施精
准扶贫方略，展开了人类历
史上规模空前、力度最大、

惠及人口最多的脱贫攻坚
战，平均每年 1000 多万人
脱贫。真实的数据印证了
一个朴素的道理：若非真正
把人民放在心上、把人民利
益放在第一位，怎能创造如
此减贫奇迹？英国剑桥大
学高级研究员马丁·雅克评
价说，消除绝对贫困堪称中
国共产党改变中国的伟大
成就之一。

对 中 国 而 言 ，消 除 绝
对贫困，不仅是社会经济
发展的历史性成就，也是
人权保护的最好实践。中
国提前 10 年实现《联合国
2030 年 可 持 续 发 展 议 程》
减贫目标，让世界近五分
之一人口过上安宁、自由、
幸福的生活，正是对全球

人 权 事 业 作 出 的 重 要 贡
献。

关注中国减贫进程的
人不难发现，将妇幼、老年
人、残疾人、少数民族等特
定群体中的贫困人口作为
重点帮扶对象，全面保障
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有
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是
中 国 减 贫 实 践 的 鲜 明 特
征。

据 白 皮 书 介 绍 ，2016
年至 2020 年，中国五个少
数民族自治区以及贵州、
云南、青海三个多民族省
份累计减少贫困人口 1560
万人，28 个人口较少民族
全部实现整族脱贫；实现
脱 贫 的 近 1 亿 贫 困 人 口
中，妇女约占一半；经济困

难的高龄、失能等老年人
补贴制度全面建立，惠及
3689 万老年人；700 多万贫
困残疾人如期脱贫，1066.7
万残疾人纳入最低生活保
障 …… 中 国 消 除 贫 困 、保
障人权的努力有目共睹，
令那些打着“人权”幌子对
中国指指点点的西方国家
相形见绌。

当 前 ，贫 困 仍 是 困 扰
全球发展的顽疾。在世纪
疫 情 叠 加 百 年 变 局 的 当
下，中国减贫的成功实践
和宝贵经验，提振了各国
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消
除绝对贫困的信心，为全
球减贫治理贡献了中国方
案，也为促进世界人权保
护注入了中国动力。

■ 香港：邢云超

中国消除绝对贫困是最好的人权实践

新疆洁白棉花 展现硬朗骨气

提 到 缅 甸 ，多 数 人 并
不太以之为然，觉得它只
是个位于中印大国之间的
国 土 小 人 口 少 的 宗 教 国
家。除盛产罂粟并以地貌
独特、林木茂盛、充满神秘
色彩的金三角（洲）蜚声天
下外，最深印象莫过于长
期以来民族冲突和派系争
斗。特殊历史背景和复杂
社会结构令缅甸政治制度
和政府机制很大程度上屈
从 于 东 西 方 夹 击 下 的 适
从，缅甸人缺乏存在感，甚
至被戏称大国竞争及地缘
政治夹心层。

2021 年 2 月 1 日，缅甸
总统温敏、国务资政昂山
素季及多个民盟高官被军
方 控 制 。 3 月 27 日 ，缅 军
纪念建军 76 周年，44 个城
市同步抗议游行，政治风
暴迅速制动了缅甸发展进
程。斗争烽火延烧周边邻
国，近万难民涌入印度及
泰国求生。泰国示威者前
往巴育总理住宅及联合国
驻泰办公室声援缅甸，表
示民主诉求。缅甸俨然已
被视为与索马里、卢旺达
齐名的混乱国家。

缅甸政局动荡两个月
来，暴力冲突引致五百多
人生灵涂炭。缅军主张对
少数民族强制同化观点，
否定民盟怀柔政策，激化
多个族群矛盾，克伦和缅
军冲突升级，内战烽火随
即引爆。印度金达尔国际
事务学院东南亚研究中心
副 教 授 内 金 保 - 吉 普 根
（Nehginpao Kipgen) 认 为 ，若
缅甸少数民族抱团反抗，
极可能形成「强大力量」，
最大少数民族组织佤联军
已 配 备 防 空 系 统（MAN-
PADS）导弹以伺战争。

作为曾经的英国殖民
地，「分而治之」政策给缅

甸种族争斗敲响了丧钟。
缅 甸 有 135 个 民 族 ，缅 族
作为主体民族佔总人口 2/
3 。缅甸 1948 年反抗英殖
民斗争取得胜利而建立统
一的缅甸联邦。少数民族
权利平等，高度独立，自治
割据，形成国中国，民地武
装冲突不停。缅甸多次经
历政治经济转型，理想和
现实冲突引致社会起伏跌
宕，民不聊生。

缅甸从上世纪 60 年代
「优主政治」到后期「民主
政治」，实现了欧美国家民
主 价 值 初 衷 。 2016 年 ，以
昂山素季为主席的民盟政
府获得西方全面支持，然
而由于「罗兴亚人」争端深
化，缅甸试图寻找适合本
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并加强
与亚洲国家往来和全面深
化与中国交往。截止 2019
年 9 月中国对缅甸投资额
高 达 210 亿 美 元 ，涉 及 电
力能源、油气管道、资源勘
探及纺织制衣加工。

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
员 詹 姆 斯 - 克 拉 布 特 里
（James Crabtree) 认 为 ，缅 甸
军政再次夺权，似乎折射
出亚洲民主的衰退。从缅
甸到泰国、从菲律宾到印
度，到处弥漫着反自由主
义气息。经济学人智库年
度报告显示，亚洲国家民
主 指 数 跌 至 近 10 年 来 新
低，但部分原因被专家归
咎于疫情措施限制了公民
相对自由外，亚洲国家在
疫情期间全面治理的良好
表现却有目共睹。

西式开放民主及军方
保守治理始终未能成功剜
除长期盘根错节的缅甸顽
疾。政治纷争反反复复和
经济发展潮起潮落给学界
提供了思考空间。有学者

提出顺势而为培育第三股
政治势力，多数政治家主
流建议鉴于与东盟各国千
丝万缕的利益情节，冀望
联手各经济体和利益集团
通 过 建 设 性 对 话 实 现 和
解，令后疫情新一轮健康
和稳定发展得以保障。

缅 甸 中 文 网 报 道 ，新
任缅甸外长 2 月底首访泰
国，与泰国总理及印尼外
长就缅甸国内局势深入交
流 并 寻 求 东 盟 成 员 国 帮
助。泰外长社交媒体公佈
会议总结，印尼外长则呼
吁成员国尊重东盟宪法给
予缅甸示威者人道主义权
利。印尼外长雷特诺-马
苏迪还表示，先前已与民
盟政党及联邦议会代表委
员 会（CRPH）线 上 沟 通 。
为化解缅甸紧张局势，邻
国致力于召集东盟特别会
议通过多方对话化解矛盾。

缅 甸 政 治 生 态 恶 化 ，
东盟高层密集磋商和斡旋
调停，但能否有效平衡各
种势力，根本性解决问题
尚待观察。缅军自认为呕
心沥血数十载对外御敌对
内治理，难以置信会轻言
拱手让出国家机器；支持
民盟的境内外力量逐日壮
大，倔强顽固又执著的缅
甸 人 民 如 何 收 场 也 是 难
题；东盟诸国宗教文化迥
异，彼此平等互不干涉，局
势恐难驾驭。联合国秘书长
Antonio Guterres 一 贯 而 终，
谴责缅军暴行并呼吁国际社
会联合起来採取统一行动。

针对稍前缅军空袭造
成重大伤亡，英首相指「超
越底线」，美总统称「骇人
听闻」。西方国家抱薪救
火，多次警告将祭出制裁
措施。美新任贸易代表戴
琪宣佈终止与缅甸一切贸

易往来，支持缅甸恢复民
选 政 府 。 3 月 30 日 ，美 国
务院又颁布命令，敦促非
关键僱员及家属离境。国
际社会解读多股少数民族
武装蓄势待发，担忧西方
国家会否趁火打劫。如此
这般，缅甸会否步伊拉克
及叙利亚后尘甚至沦落科
索沃命运甚为关注。

拜登誓言重建民主联
盟制衡中国在亚洲影响，
然其民主议程在亚洲并不
受欢迎，即便日韩盟友也
未 必 乐 意 对 缅 甸 指 手 画
脚，因为他们明白亚洲拥
有比欧美更多元化政治制
度。新加坡前外交官许通
美在社交媒体上指出，制
裁可能让你道德上感觉良
好 ，但 结 果 会 适 得 其 反 。
詹 姆 斯 - 克 拉 布 特 里 说 ，
若 亚 洲 民 主 鸿 沟 继 续 加
深，美国可能很快就需要
放弃更多民主主张。

英国「每日电讯报」报
道说，美国总统拜登 26 日
公开表示，对中国经济和
政治在亚洲影响力深度担
忧，英美两国应制定一个
大规模基础设施计划以抗
衡中国一带一路。专家指
出，美近年来刻意抹黑一
带一路，抨击「中国威胁」
如今又试图拉拢东盟针对
性「山寨」一带一路，其目
的就是要堵截中国发展战
略，窒息其亚洲影响力。

美国「财富」杂志网站
刊载艾克-弗雷曼文章认
为，中国提供了一套美国
所没有的政治经济和技术
方案，还包括看不见但意
义重大的努力，让伙伴们
相信中国力量并在危机时
刻会施之以手。有学者坦
言，欧美制约亚洲发展鞭
长莫及，干扰缅甸事务是

强弩之末。西方民主种子
虽已生根发芽，但开花结
果却难上加难。

年初中国外长出访东
南 亚 ，近 日 新 加 坡 、菲 律
宾、马来西亚及印尼外长
又访华。中国外交部发言
人表示，东南亚与中国路
海相连是友好邻邦，作为
一带一路合作伙伴，东南
亚是外交优先方向。适逢
中 国 - 东 盟 对 话 30 周 年 ，
中方期待同东盟就当前地
区和国际形势加强沟通，
通过彰显「危机驱动」，构
建 更 紧 密 双 边 命 运 共 同
体。作为中国通往印度洋
的战略通道，全长不足 800

公里的「中缅经济走廊」恰
好又是一带一路重要节点，

缅甸政治纷争之核心
在 于 内 部 权 力 和 利 益 失
衡。一股力量过于绝对就
必然导致内讧。然而，更
複杂更深刻矛盾则是由其
外部环境在全球大背景影
响下催化和衍生。借机制
裁 会 把 国 家 推 入 万 劫 深
渊，重创地区和平稳定，依
照宪法处置是根本，但事
态在发展，呼吁东盟观点
和大国影响的声音从未歇
息。中国-东盟外长密集
会晤，相信不仅涉及抗疫
及经贸，「东盟方式」料将
在大国影响下令缅甸局势
得以企稳。

（作 者 系 香 港 社 会 学
学 者 ，英 语 语 言 文 学 教 授
及剑桥智库创办人）

缅甸动荡的内在逻辑及战略考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