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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气

全市：晴到多云。
市区：多云转晴，东南风2-3级，气温25～34℃。
更多天气资讯，请关注“漳州气象”官方微信。

国 际 观 察

国际

9月19日，中国人权研究会和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共同发布《为了全人类共同
的价值和尊严——中国参与全球人权治理的实践与贡献》智库报告。 新华社发

中国人权研究会和新华社国家高端
智库 19 日共同发布《为了全人类共同的价
值和尊严——中国参与全球人权治理的
实践与贡献》智库报告。报告认为，在推
进世界人权事业发展的进程中，中国不是
局外人，而是行动派，在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从探索自身人权发展道路到推动
世界人权事业发展，从为完善全球治理提
供理念指引到以中华文明启迪人权发展
未来，中国积极参与全球人权治理，不断
为推动世界人权事业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
的人权实践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不仅改变
了本国 14 亿多人口的命运，树立起坚定的
中国人权自信，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
了发展中国家人权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其
他国家带来可资借鉴的经验与启示。中国
奉行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理念，把生存权、
发展权作为首要基本人权，把人民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衡量人权实现的重
要标准；人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人权事
业发展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这些
理念源自于中国实践，又在不断指导新的
实践，实现了人权道义价值与实践理性的
良性互动。2021 年底，新华社在五大洲 53
个国家进行了全球人权治理的民意调查，
涵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和
战乱国家。结果显示，93%的受访者认同生
存权与发展权是首要基本人权；认同“幸福
生活”是衡量人权状况的重要主体感受的
人群占比超过 87%；认为自主而有效的国

家治理对于人权保障事业“比较重要”和
“极为重要”的占比超过 80%……调查结果
反映了海外民众的普遍认知，也再次验证
了基于中国实践的中国人权观所反映的全
球性共识。

立己达人、兼善天下的中华文化传统
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全球思维。中国在发展
好本国人权事业的同时，也在力所能及的
范围内推动世界人权事业发展。习近平主
席说：“只有各国人民都过上好日子，繁荣
才能持久，安全才有保障，人权才有基础。”
中国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长期以
来，中国分别从推动共同发展、捍卫和平安
全、维护公平正义、倡导包容互鉴几个层面
为世界人权事业发展打基础、添动力。中
国菌草技术帮助非洲和南太平洋国家百姓
摆脱贫困；中国参与南苏丹、马里等冲突地
区的维和任务；中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主持公道、为发展中国家仗义执言……中
国真正做到了“以合作促发展，以发展促人
权”，被认为是推动世界人权发展的行动
派。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重要理念，在具体实现路径上又相继提出
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
议等倡议主张。习近平主席十年前提出的

“一带一路”倡议，更是拉动了近万亿美元
投资规模，形成3000多个合作项目，为共建
国家创造了 42 万个工作岗位，帮助近 4000
万人摆脱贫困。可以说，中国对世界人权
事业的贡献实实在在。

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稳步推进，中国
不仅从物质层面助力世界发展，基于自身
发展提炼总结又经过实践检验的中国理
念，也开始投射到更广阔的全球治理领域，
对人类进步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具体
到全球人权治理，今天的中国，不仅是国际

机制的“深度参与者”，治理规则的“共同建
设者”，交流合作的“积极倡导者”，而且是
全球人权治理变革的“重要推动者”。当今
世界，思考全球人权治理需要基于几个基
本逻辑：一是全球化深入发展，人类命运与
共；二是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发展和参
与全球治理的民主诉求不断增强；三是当
下的全球人权治理逻辑和知识解释力面临
来自现实的诸多挑战。在此背景下，中国
基于自身发展和国际实践，推动国际社会
以团结合作实现“共在共享”，以发展驱动
保障共同进步、以多边共治促进公平公正、
以包容互鉴达成美美与共，为完善全球人
权治理贡献中国方案。

回归到底层的文明层面，中国人权实践
蕴含着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元素，同样为构
建更加公平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
带来有益启示。中华文明以协和万邦的智
慧，内生出一种胸怀天下、统筹兼顾、包容多
元的文明传统。这样的文明，以其内部包罗
万象的丰富性、稳定性和生命力，为解决今
日世界问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模板”。纵
观人类社会从蒙昧野蛮到文明进步的历史
进程，民主自由人权已成为全人类的共同价
值追求。全球化时代，不同制度文明的“操
作系统”同步演化升级，治理理念能否得到
广泛认同，关键在于其开发的“源代码”能否
回应大多数人对于幸福生活的追求。快速
流变的21世纪，二元对立、对抗思维没有出
路，允执厥中、实事求是才能把握未来。中
国立足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
全人类共同价值，探索为人民谋幸福的发展
新路，凝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共
识，与时俱进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人权治
理智慧。这份思想财富，不仅属于中国，同
样属于世界。 （据新华社电）

立己达人 兼善天下
——中国推动完善全球人权治理的四个维度

据新华社电 据日本媒体 19 日报道，
冲绳县知事玉城丹尼18日在瑞士日内瓦举
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上发表演讲，指
责“美军基地过于集中，威胁（冲绳）和平”，
并反对日本政府不顾民意强行在名护市边
野古建设新的美军基地。

玉城强调，增强军事力量加剧日本周边
地区紧张局势令人担忧，这与冲绳县民众渴
望和平的意愿相悖。他还就名护市边野古美
军基地搬迁工程表示，日本政府不顾冲绳县
民意，正在强行填埋珍贵海域建设新的美军
基地。

玉城发表演讲前还与联合国特别报告
员会面，反映美军基地周边水体被检测出全

氟和多氟烷基物质超标等问题。
2015 年，时任冲绳县知事翁长雄志在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上，控诉美国和日
本政府无视并侵犯冲绳居民权利，呼吁国
际社会采取措施，支持冲绳人民争取自决
权的努力。

冲绳县承接了按面积计算大约 70%的
驻日美军基地。根据2019年冲绳县投票结
果，超过七成民众反对在边野古填海建基
地。迄今为止，冲绳县与日本政府间就边野
古问题提起诉讼 13起，其中已判定冲绳县
败诉的有 7起，另有 4起诉讼以和解或撤诉
告终。日本媒体的报道称，剩下两起诉讼冲
绳县胜诉机会渺茫。

日本冲绳县知事指责美军基地威胁和平

据新华社电 加拿大外交部18日宣布
驱逐了一名印度高级外交官。

加拿大外交部长梅拉妮·乔利当天表
示，这名印度外交官涉嫌参与今年6月在加
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暗杀加拿大锡克教
领袖哈迪普·辛格·尼贾尔。

乔利说，如果对这名外交官的指控得到
证实，其行为将是对加拿大主权的严重侵
犯。她表示希望与印度政府充分合作以彻
查事件真相。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18日在国会发表讲
话时表示，过去的几周，加拿大安全机构一
直在紧密追查有关印度政府特工与加拿大

公民尼贾尔被杀之间的潜在联系。
作为回应，印度外交部 19 日发表声

明，否认印度政府与锡克教分离主义领
导人尼贾尔在加拿大遇刺事件有关，并
称加拿大政府的相关指控是“荒谬和别
有用心的”。

声明指出，加拿大政客公开对一些“威
胁印度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的恐怖分子和极
端分子表示同情，这令人“非常担忧”。

拥有加拿大国籍的尼贾尔 2020年 7月
被印度政府列为恐怖分子，今年6月18日在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萨里县一处锡克
教文化中心外遭枪杀。

加拿大驱逐一名印度高级外交官

美国总统拜登日前宣布，将包括中国在内的20多个国家列
为“主要毒品中转国或主要非法毒品生产国”。对此，中国外交
部发言人日前表示，美方所谓认定没有事实根据，纯属恶意抹
黑，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近年来，药物滥用超过枪支暴力和车祸等，成为美国人意
外死亡的主要原因。其中，芬太尼等阿片类药物的滥用最为严
重。美国人口仅占世界5%，却消费了全球80%的阿片类药物，
可谓全球禁毒事业的黑洞和乱源，是一家独大的“主要毒品需
求国”。芬太尼滥用问题的根源在于美国精神类药品监管不
严、政商勾结、政治极化阻碍禁毒进程等国内因素，但美国政客
却借题发挥，企图对外转移矛盾，“甩锅”中国。

逼他人“吃药”无法治好自己的“病”，就如半岛电视台所
说，“这是一场美国自己制造的灾难”。

在美国在美国，，阿片类药物何以泛滥成灾阿片类药物何以泛滥成灾
芬太尼合成于20世纪60年代，是被应用于临床的第一个

芬太尼族药品，问世后在临床麻醉及疼痛治疗领域迅速获得
推广应用，一度成为麻醉手术中的主要用药，也作为疼痛治
疗，尤其是术后镇痛的首选阿片类药物。继芬太尼后，芬太尼
家族又相继出现了舒芬太尼、阿芬太尼、瑞芬太尼等一系列新
型镇痛药。到目前为止，芬太尼仍然是全身麻醉主要辅助用
药及广泛使用的术后镇痛药。

作为药物，芬太尼凭借其良好效果为无数病人减缓疼
痛。但在美国，它却变成了危害社会的毒品。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数据显示，以芬太尼为主的阿
片类药物是美国人服药过量死亡的主要原因。过去十年中，
该类药物导致的死亡人数大约增加了 3倍。2021年，这一数
字激增至超过 8万人，比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美军阵亡人
数的10倍还多。

事实上，美国社会的阿片类药物滥用问题已经发生过三
波，芬太尼只是第三波的“主角”。第一波滥用潮始于1991年
左右，当时一些制药公司投入大量资金资助相关专家和机构，
兜售“阿片类药物无害论”，鼓励医师多开处方、药店大力推销。

这种做法一方面令美国社会形成了“止痛文化”，人们习
惯于用止痛药这种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应对疾病，另一方面导
致当时阿片类药物的处方量急剧增加，阿片类药物致死人数
快速上升。最典型的例子是美国普渡制药公司当时研发的药
物奥施康定。从 1999年到 2017年，共有 20万美国人死于与
奥施康定和其他处方阿片类药物有关的过量服用。最终，普
渡制药遭到起诉。

第二波药物滥用潮于2010年左右开始。当时处方阿片类
药物变得难以获得，人们便将注意力转向海洛因——一种成本
更低、更加强效的阿片类毒品。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从
2010年开始，海洛因使用过量导致的死亡人数迅速增加。从
2010年到2014年，美国白人的海洛因过量摄入死亡率增长了
267%，非洲裔美国人增长213%，拉丁裔美国人增长137%。

第三波便是当前正在发生的芬太尼滥用。近年来，芬太尼
类物质在美国瘾君子群体中越来越流行。美国疾控中心数据显
示，从2021年8月至2022年8月，药物过量使用夺去超过10万人
的生命，其中约三分之二由以芬太尼为主的阿片类药物造成。

回顾上述三波滥用潮不难发现，被滥用药物的成瘾性一
次比一次更强。而每一波滥用潮都是为下一波更严重的滥用
做铺垫，一次次加深美国的成瘾性药物依赖。

“再想把魔鬼关进瓶子里已经太迟了”“熊熊大火已经突破防火线”，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
妮·凯斯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在《美国怎么了：绝望的死亡与资本主义的未来》一
书中如此形容美国的阿片类药物泛滥问题。书中写道：“阿片类药物已成为大众的麻醉剂。”

企与政客深度勾连企与政客深度勾连，，何以监管何以监管
在舆论压力下，美国政府过去几十年在应对药物滥用问题上也有所行动。例如，前总统

奥巴马执政期间曾签署《21世纪治愈法案》，拿出10亿美元应对用于治疗中重度疼痛的阿片
类处方药的滥用危机；特朗普就任后将这一议题当作白宫优先事项之一，还曾将阿片类药物
危机列为一项“全国性的紧急事件”；拜登政府将解决药物成瘾问题列为其“团结议程”的一
部分，并将芬太尼与非阿片类镇静剂甲苯噻嗪混用问题列为美国的“最新威胁”。

然而即便如此，为何美国的药物滥用仍屡禁不绝？为何成瘾者总能一次次找到替代
品？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的政客们出于自身利益等原因，总是出台治标不治本的禁毒
政策，不愿将药物监管落到实处。

一方面，政客从制药企业获得大量政治献金，作为交换，政客需要在制定相关药物的管
控政策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结果便是，美国作为全球化工原料大国，至今仍未永久整类
列管芬太尼。

英国《卫报》2017年的一篇报道指出，过去十年间，制药商投入近25亿美元用于游说和
资助美国国会议员。美国约90%的众议员以及所有100名国会参议员中的97名都曾接受制
药公司的竞选捐款，这些公司寻求影响涉及从药品成本到新药批准方式等各方面的立法。
此外，在美国医疗制度中，医药代表作用很大，他们以讲学、资助为手段鼓励医生开药方，造
成许多人药物成瘾。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前助理部长、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高京柱指出，阿
片类药物制造商向政客的捐款继续影响着政策决定，与此同时，一些政府监管机构的离职官
员经常加入制药行业，几乎没有“冷静期”，“这场（药物滥用）危机代表了多系统监管失灵”。

另一方面，政治极化阻碍禁毒进程。鉴于目前芬太尼在美滥用的严重程度，美国两党都
承认需要做出努力应对这一问题，但双方却相互“使绊子”，不愿让对方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

“功臣”。就在今年 5月，共和党控制的美国国会众议院投票审议“阻止致命芬太尼贩运法
案”，133名众议员投了反对票，其中132人来自民主党。

美国《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指出，美国国会直到2017年12月才通过一项专门针对芬太尼
的法案，然而这距离立法者们首次收到有关该药物危险的警告已近4年。“国会已经变得无
能，无力应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挑战，芬太尼就是最新的例子。”

内病外治内病外治，，只会害人害己只会害人害己
面对美国国内芬太尼滥用愈演愈烈的局面，美国政府和政客在减少国内毒品需求、加强

处方药管控、强化毒品危害宣传教育等真正关键的工作上无所作为。为应对舆论压力，他们
玩起了“传统技能”——对外“甩锅”，而“甩锅”的主要对象就是中国。

近年来，美方在禁毒问题上对中国多次横加指责，称“中国将大量芬太尼输入美国”“中
国化学品流入墨西哥制成芬太尼后流入美国”，要求中方“帮助打击芬太尼非法贸易”。近
期，美国频频以涉嫌生产销售涉芬太尼化学前体和相关设备为由，起诉、制裁一些中国企业
和数名中国公民。

美国一些政客总是试图让中国背上芬太尼问题的黑锅，而将自己打扮成“受害者”，但美
方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

中国一直对毒品持“零容忍”态度，采取最严格的管控和最严厉的处罚。芬太尼在美国
以外从未形成规模性滥用。

中国不仅在国内有效禁毒，而且始终本着人道主义和负责任的态度，协助包括美方在内
的国际社会应对芬太尼类物质滥用问题。2019年5月，中方在全球范围内率先整类列管芬
太尼类物质。据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等禁毒执法部门通报，2019年9月至今，美方未再查
获来自中国的芬太尼类物质。

中国还认真履行联合国“1988年公约”义务，对所有列管化学品实行进出口许可和国际
核查制度，有效防止列管化学品通过国际贸易途径流入制毒渠道。

美国以涉嫌生产销售涉芬太尼化学前体和相关设备为由起诉、制裁中国企业和公民，然
而这些物质和设备为非列管化学品和设备，具有广泛的合法用途。根据国际惯例和通行做
法，保证国际贸易货物不用于非法目的是进口企业的基本责任，也是进口国政府的法定义
务。不应将本应由进口方承担的责任强加于出口方。

关于美方此前炒作的所谓芬太尼前体从中国流入墨西哥问题，实际情况是，中方从未收
到墨西哥关于“中国易制毒化学品出口至墨西哥用于制毒”的相关信息，美方也从未提供过
中国化学品流入墨西哥制成芬太尼的事实根据。

上述事实充分表明，美方在芬太尼问题上对中方的相关指责都是毫无道理的，其目的就
是要误导公众、转嫁自身治理不力的责任。正如中国外交部所指出的，“美方企图通过施压、

胁迫和非法手段解决自身在禁毒问题上的关切实际上是
内病外治，这行不通，只会害人害己”。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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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壮大民企
激发“六个龙海”澎湃活力

民营经济稳，则龙海经济稳；民营经济
活，则龙海经济活；民营经济强，则龙海经
济强。

近日，在泷澄东南装配式钢结构基地 1
号生产车间，一批桥梁钢构件有条不紊地生
产中。

自动化生产线能依据设定程序对钢板进
行精准切割、分条、组立，再经探伤、漆膜等检
测，进行统一标准化包装。最终产品将被运
往漳州西湖生态园工程施工现场，助力西湖
生态园建设。

该项目由龙海本土龙头民营企业泷澄建
设集团携手国内钢构上市公司浙江东南网架
共同投资运营。“从动工开建到试生产，只用
了11个月。”公司负责人郭艺松竖起大拇指，
感慨项目能这么快生产，得益于区里提供的

“妈妈式”服务。
“企业提出的问题，基本不隔夜。”龙海区

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周以捷说。项目从
签约到投产，有关部门全过程跟踪协调；企业
遇到问题，有关部门立行立办，妥善快速解
决。

全心厚植民营经济发展沃土，为民营企
业提供周到高效便利的服务已成为龙海各级
干部的共识。

龙海持续深化“千名干部挂千企”活动，
在各县区首设“企业家活动日”，推行“政企半
月谈”沟通交流机制,坚决整治“门难进、脸难
看、事难办、地头蛇”，开展“股长做派”作风问
题专项整治，全力支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让企业放心更舒心、给企业信心有决心、让企
业暖心不寒心、对企业公心不偏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