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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一同

　　

　　当地时间5月4日，《美国医学会杂志》发布的一份调

查报告显示，1999年至2020年，药物滥用和枪支暴力导

致美国100多万18岁以下未成年人失去父母中至少一

人，这个数字的背后是美国百万家庭的破碎。然而，在

美国，药物滥用和枪支暴力至今仍是“无解题”，正成为

持续威胁美国民众生命安全的两把“利刃”。

数据披露触目惊心

　　来自美国、加拿大、德国的研究人员对1999年1月至

2020年12月的美国人口普查、死亡和生育等数据进行分

析后指出，在这22年里，药物滥用和枪支暴力导致美国

100多万18岁以下未成年人失去父母中至少一人。

　　研究显示，在这22年间，药物滥用造成的美国未成

年人失去至亲情况激增，从1999年的1.64万人激增到

2020年的7.28万人，增幅近3.5倍。

　　2020年，23%的未成年人失去至亲的情况由药物滥

用和枪支暴力导致，这一比例在1999年是12%。

　　枪支暴力在2020年夺去2.5万名美国未成年人的至

亲，比1999年增加近39%。

　　研究人员说，美国未成年人面临药物滥用和枪支

暴力带来的“双重负担”：在他们本人直接面临这两项

因素带来致命风险的同时，还面临父母被这两项因素

夺去生命的可能。

　　美国杜克大学医学院心理学教授罗宾·格维奇认

为，父母因药物滥用和枪支暴力而死亡对孩子造成的

打击比癌症等因素更大，原因是药物滥用和枪支暴力

导致的死亡较难被“公开和自由地谈及”，这容易使孩

子产生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甚至发生自己也滥用药

物的情况。

　　除此之外，药物滥用和枪支暴力带给未成年人本

人的生命安全威胁同样不容小觑。

　　枪支暴力从2020年起就超过交通事故，成为美国儿

童头号死因。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数据显示，2021

年，美国1至18岁年龄段人群死亡原因将近19%为枪击。

那一年，将近3600名未成年人死于枪击相关事件，相当

于每10万名美国未成年人就有5人死于枪口之下。

　　《美国医学会杂志》数据显示，2021年1月至2021年6

月，约有1150名14至18岁的青少年死于药物过量，比2020

年增加了20%，是2019年死亡人数的两倍多。此外，47%的

年轻人在其高中毕业时开始使用非法药物。

阿片类药物首当其冲

　　《美国医学会杂志》发布的上述调查报告固然令人

警醒，但通过梳理美国社会的药物滥用史、枪支暴力史

以及持续至今的立法及监管失灵，不难发现美国政府

既缺乏能力，也缺少动机去根治这些问题。

　　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发布的报告显示，药物滥

用已经成为美国主要的公共卫生挑战，给美国社会造

成巨大损失。数据显示，美国有超过2700万人正在使用

非法药物或滥用处方药，非法药物滥用每年给美国造

成的经济损失达1930亿美元。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数据显示，2022年全美

与药物过量有关的死亡人数再创新高，达到10.9万人。

美国8个州的药物滥用致死人数增长9%及以上，其中华

盛顿州和怀俄明州因药物过量死亡人数增长21%，增幅

最大。美国国家药物滥用研究所所长诺拉·沃尔科夫表

示：“全美药物滥用致死率居高不下，令人担忧。”

　　目前，在美国人滥用的药物中，阿片类药物首当其

冲。医学杂志《柳叶刀》的一项研究预测，到2030年末，美

国将有120万人因过量服用阿片类药物（主要是芬太尼）

而死亡。“我们国家有数百万人对阿片类药物使用成

瘾，这不是可以轻易解决的。”卡内基梅隆大学成瘾政

策研究员乔纳森·考尔金斯直言，“我对未来并不是特

别乐观”。

　　有分析认为，造成美国药物滥用危机的一大原因

是立法及监管系统失灵。究其原因，制药业一直是美国

政客的大金主。有报道显示，制药公司在影响政客和政

策方面的支出远远超过其他行业。

　　据英国《卫报》2017年报道，在此前10年，制药公司

在游说和资助美国国会议员方面投入了近25亿美元。同

样在2017年，美国时任总统特朗普就曾表示，制药公司

向政界人士提供了巨额资金。在当时的国会中，众议员

每10人中有9人、参议员每100人中有97人，都接受了制

药公司的政治献金，这些公司试图影响从药品成本到

新药批准方式等方方面面的立法。

　　正因为美国政客从制药公司获得大量政治献金，

作为交换，他们会在制定相关药物的管控政策时“睁一

只眼闭一只眼”，这造成出台的相关政策总是治标不

治本。

　　“这场(药物滥用)危机代表了多系统监管失灵。”卡

塔尔半岛电视台评论认为，“这是一场美国自己制造的

灾难。”

枪支管控难见成效

　　相较于药物滥用，枪支暴力更是美国社会的顽疾。

相互掣肘的政治体制、日益极化的政治生态、无孔不入

的利益集团、空前激化的社会矛盾，让美国枪支管控始

终难见实效，枪击惨案频频发生，无辜生命接连消殒。

　　美国全国人口约3.3亿，民间枪支保有量却超过4亿

支，涉枪暴力已成为美国社会生活常态。美国“枪支暴

力档案”网站2023年12月3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美

国发生655起至少4人死伤的大规模枪击事件，是该网站

有数据记录9年来大规模枪击事件第二严重的一年，仅

次于2021年的690起。2023年，美国有42889人死于各类涉

枪事件，平均每天死亡约117人。

　　“枪支暴力档案”网站统计数据还显示，截至当地

时间5月3日，今年美国已发生146起大规模枪击事件(指

除枪手外至少4人中枪的枪击事件)。

　　综合美媒报道，刚进入5月份，美国就发生多起枪

击事件，已致4人死亡、24人受伤。

　　当地时间5月7日，美国控枪倡导组织“暴力政策中

心”网站发布最新分析称，美国全国总体枪支死亡率

最高的州是枪支暴力预防法律薄弱、枪支拥有率高的

州。该分析称，拥有强有力的枪支暴力预防法律的

州，一般都增加了联邦法律中缺乏的法律法规，例如

对获得攻击性武器枪支设限、为枪支设定最低安全标

准、要求购买枪支需持有许可证、限制在公共场合携

带枪支等。这一分析再次证实了美国联邦控枪法律的

缺失。

　　尽管枪支暴力的恶果如此严重，但美国民主、共和

两党并不急于解决问题，近年来更频频借枪击暴力惨

案互相抨击，导致联邦控枪立法持续在争论中陷入僵

局，控枪问题甚至已成为两党拉踩对手的政治工具。在

美国两党对持枪自由和枪支管控的争论数十年来从未

止息之际，政客背后的利益集团却坐拥庞大的枪支产

业，早已赚得盆满钵满。

　　枪支暴力痼疾不消、政策应对不力，受害的还是美

国普通民众。每当枪击悲剧发生，都会在美国社会掀起

讨论枪支管控的短暂热潮，但美国政客在夸夸其谈中

无所作为，直到枪声再次响起，如此往复，陷入死循环。

　　美国常自诩“人权卫士”，事实上，却是罔顾民众生

命的人权“伪道士”。在世界上最发达国家，民众却无法

摆脱药物滥用和枪支暴力两大伤害，甚至不得不将之

视为美国社会生活“常态”。这是美国政客难以抹去、难

以狡辩的人权污点。

2222年年里里美美逾逾百百万万未未成成年年人人因因此此痛痛失失至至亲亲

悬悬在在美美民民众众头头上上的的两两把把““利利刃刃””：：药药物物滥滥用用和和枪枪支支暴暴力力

□ 本报驻韩国记者 王刚

　　

　　5月2日，韩国国会召开全体会议，表决通过朝野政

党经协商重新提出的《关于查明10·29梨泰院惨剧真相、

防止类似事故再发以及保障受害者权利的特别法案》

（以下简称《梨泰院惨剧特别法案》），此时距离惨剧发

生已经过去551天。

法案规定设特别调查委员会

　　梨泰院惨剧伤亡规模为韩国踩踏事故之最，也是

2014年导致304人遇难的“世越”号沉船事故之后，韩国

遇难人数最多的一起事故。因此，包括梨泰院惨剧遇难

者遗属在内的韩国民众一直敦促政府推动《梨泰院惨

剧特别法案》。

　　据韩国媒体报道，《梨泰院惨剧特别法案》核心内

容是组建特别调查委员会，对2022年10月29日首尔梨泰

院踩踏事故重新进行调查，调查范围包括事故原因、处

理过程、后续措施等。

　　不仅如此，《梨泰院惨剧特别法案》内容还包括：国

家和地方政府应该对受害者的教育、健康、福利等日常

生活进行全方位援助，向受害者支付医疗救助金、生活

补助金等。

　　此前，韩国朝野两大党——— 国民力量党及共同民

主党，对该法案中存在争议的部分进行了修改，并于2

日将新法案共同提交国会。共259名议员参加投票，法

案最终以256票赞成、3票弃权的结果获得通过。

　　前一天，即5月1日，朝野两大党就《梨泰院惨剧特

别法案》中涉及特别调查委员会组织架构和权限、活动

时间、调查方式的条款达成一致。

　　特别调查委员会由9人组成，除了1名委员长外，还

包括韩国执政党、在野党各自推荐的4名委员（合计8

人）。其中委员长由韩国国会议长推荐产生。按照规定，

《梨泰院惨剧特别法案》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公布30日

内需任命特别调查委员会成员。

　　今年1月，共同民主党曾单独推动《梨泰院惨剧特

别法案》，之后韩国总统尹锡悦行使“再议要求权”（即

总统否决权），将其发回国会重新审议。当时，梨泰院惨

剧遇难者遗属曾对此评价称：“（尹锡悦）政府以最侮辱

性的方法置遗属的要求于不顾。”

　　不过，在各方呼吁下，事情很快迎来转机。4月29

日，在尹锡悦与共同民主党党首李在明举行会谈后，朝

野两党经协商提出新版法案并获通过。

梨泰院遇难者遗属表示欢迎

　　《梨泰院惨剧特别法案》获得国会通过后，梨泰院

惨剧遇难者遗属及其所组成的受害者团体表示欢迎，

并希望韩国政府和国会通力合作，尽快组建特别调查

委员会。

　　韩国《京乡新闻》的社论指出，现在到了加速查明

梨泰院惨剧真相的时候了。2022年10月29日发生在首尔

梨泰院的踩踏惨剧，共造成159人死亡，这一惨剧至今

仍震动韩国社会。此前韩国政府和执政党对于遇难者

遗属要求查明真相的要求一直采取回避姿态，现在态

度转变的最大原因是4月10日韩国国会选举所体现出

的要求查明社会弊端和事故真相的民意。

　　社论还指出，此次《梨泰院惨剧特别法案》的通过

浪费了太多时间，现在在调查方面不应再虚耗时间。特

别调查委员会必须查明整个惨剧发生的前因后果等各

种关系，并对相关责任人进行明确问责。

避免惨剧重演依然任重道远

　　韩国媒体认为，除组建特别调查委员会查明真相

外，韩国政府和社会各界需要从梨泰院惨剧中汲取的

教训还有很多，立法机构也需要修改多项相关法律，避

免类似惨剧再度发生。

　　韩国《京乡新闻》指出，应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改进

韩国社会保护公民生命和安全的法律、制度、措施。

　　韩国《中央日报》5月6日的报道特别提到，梨泰院

惨剧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正常的通道中有大量非法

堆积的建筑物，导致人流拥堵加剧，进而发生事故，但

韩国政府和国会现在反而试图弱化对违建的惩处力

度，令人难以理解。据悉，韩国国土交通部5月2日提出

了对现有建筑法的修改立法预告，核心内容是将违建

强制罚金的最大减免比例从50%提高至75%。

　　有不愿透露姓名的韩国国会国土交通委员会议员

秘书官表示，虽然韩国朝野政党通过协商通过《梨泰院

惨剧特别法案》，但对于违建问题依然视而不见。此前

发生梨泰院惨剧道路旁的汉密尔顿酒店曾因加盖违建

数次收到罚单，但该酒店直到惨剧发生前依旧没有采

取整改措施，这也被认为是梨泰院踩踏事故发生的重

要原因之一。

　　舆论分析认为，仅仅依靠单一的《梨泰院惨剧特别

法案》，显然无法从立法角度彻底避免类似惨剧再度发

生。要想保护韩国民众生命安全、避免惨剧再次上演，

韩国政府和立法机构依然任重道远。

彻查真相避免惨剧重演

韩国会通过《梨泰院惨剧特别法案》
　　加拿大联邦政府提出的一项旨在设立全国和

解委员会以推进与原住民和解的法案近日在获得

国会通过后已得到总督批准，从而完成立法程序。

下一步，一个过渡委员会将主导建立全国和解委员

会首届董事会的工作，并根据加拿大《非营利公司

法》正式组建全国和解委员会。加拿大联邦成立后，

曾经逐步设立针对原住民儿童的寄宿学校系统，这

一系统存在百余年，逾15万名原住民儿童被送入寄

宿学校接受隔离教育，数千名儿童在寄宿学校死

亡。加政府2008年成立独立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

委员会2015年公布的报告将寄宿学校制度定性为

“文化种族灭绝”，并为推动和解提出超过90项行动

呼吁，设立全国和解委员会亦是行动呼吁之一。按

照加政府的计划步骤，全国和解委员会设立后，官

方便可落实其他多项相关行动呼吁，包括由委员会

发布年度“原住民状况”报告以提交国会，并由加政

府以推进和解计划的年度报告来作出回应等。

加拿大立法设委员会推进与原住民和解

　　据共同社报道，5月7日，日本众议院全体会

议通过《育儿及护理休业法》等法案的修正案，

加大力度支援有孩子的员工，让他们能够兼顾

育儿与工作。修正案的主要内容是：规定所有企

业必须引入员工在孩子3岁起到上小学前可选

择多种工作方式的制度，包括远程办公或错峰

上下班等。修正案的内容还包括：免除加班的时

间从现行的“到孩子满3岁”延长至“到孩子上小

学前”；家长在孩子生病等时候，原则上最多可

休5天的陪护假，从“到孩子上小学前”延长至

“到孩子小学三年级”。预计经参议院审议后，上

述法律修正案将在本届国会获得正式通过。共

同社分析认为，此举目的是充实被指相比0至2

岁更为薄弱的3岁以上育儿支援政策。另据报

道，上述规定有望从2025年4月起实施。

日众院通过《育儿及护理休业法》修正案

　　美国多个共和党主政的州近来推动地方立

法，以赋予本州执法人员更大权限打击非法移民。

例如，美国中部俄克拉何马州州长凯文·斯蒂特近

日签署一份法案，内容包括新设针对移民的非法

居留罪，可据此判处非法移民最高两年监禁。该法

案定于7月1日起生效，初犯为轻罪，再犯为重罪。

另据美联社4月30日报道，田纳西州州长比尔·李

同样签署了一份旨在打击非法移民的法案，赋予

该州执法人员在识别、拘留和驱逐非法移民方面

更大空间。另一加重处罚非法移民暴力犯罪的方

案正在酝酿中。另外，艾奥瓦州州长金·雷诺兹4月

签署法案，部分内容与得克萨斯州去年12月通过的

打击非法移民新法相似；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

桑蒂斯3月签署法案，加重对非法移民犯重罪和无

照驾驶的处罚。分析人士认为，这类地方立法与遭

遇“违宪”官司的得克萨斯州新法一样，面临法律

层面挑战。

　　（本报记者 吴琼 整理）  

美国多州推动地方立法打击非法移民

  图为美国民众在首都华盛顿举行集会示威活动，要求政府和政客应对枪支暴力问题，加强保护儿童生命安全。

新华社记者 肖潇 摄  

漫画/李晓军

□ 本报记者 王卫

　　

　　法国政府近日正在就禁止3岁以下幼儿观看视频、

禁止13岁以下儿童使用智能手机进行探讨，理由是会

给幼儿、儿童及青少年在视力、集中力等方面带来负面

影响。事实上不仅仅是法国，全球多国正酝酿出台或已

经出台相关法规政策，对儿童和青少年使用智能手机

情况加强监管。虽然世界各国在相关立法上并不同频、

意见不一，但均意在防止智能手机可能给儿童及青少

年带来的潜在危害。

　　不过也有声音反对就智能手机带来的影响“一刀

切”式下定义，但仍呼吁对儿童及青少年使用智能手机

及网络加强引导。

或在一个月内采取措施

　　据英国《卫报》报道，对儿童使用智能手机进行相关

研究的神经学家、精神科医生等10位专家组成的专家委

员会近日向法国爱丽舍宫提交了一份约100页的报告，呼

吁严格限制儿童观看视频和使用智能手机。

　　在这份报告中，专家委员会建议禁止幼儿使用电

子屏幕产品和手机，并大幅限制青少年的使用。它特别

警告“屏幕直接和间接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对睡眠、久

坐的生活方式甚至近视的影响。鉴于研究人员对于电

子产品对儿童的有害影响尚未达成共识，专家委员会

强调，电子产品“虽然不会导致神经发育障碍”，但应当

“保持警惕”“避免不良影响放大”。

　　报告强调，应全面禁止3岁以下婴幼儿观看包括电

视在内的视频，3至6岁幼儿只能在成人陪同下观看教

育类视频。报告还建议11岁才能开始使用手机，13岁以

后才能开始通过手机上网。报告称，允许儿童从15岁开

始使用社交媒体，但应仅限于“道德性社交媒体”。按照

上述专家的看法，Instagram（照片墙）和Snapchat（色拉

布）等都不属于“道德性社交媒体”。专家将社交网络描

述为导致抑郁或焦虑的“风险因素”，并报告说儿童接

触色情和暴力内容的程度“令人震惊”。

　　报告特别指出，“应该保护儿童，让他们远离屏

幕”。专家呼吁禁止3岁以下儿童接触电子屏幕，并“严

格限制”3岁到6岁之间的儿童使用电子屏幕，保证“内

容具有教育质量，并有成人陪同”。

　　参与报告撰写的精神科医生指出：“屏幕对儿童的视

力、新陈代谢、智力、注意力和认知能力都有负面影响。”

　　鉴于此，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1日宣布，政府将在一

个月内，就儿童和青少年电子产品使用情况采取措施。

马克龙在社交媒体X上说：“专家委员会向我提交了一

份报告，内容是关于青少年接触屏幕的影响。我们的目

的是让孩子在家里和学校里恰当使用电子产品。政府

有一个月的时间来审查其建议，并将其转化为行动。”

多国酝酿出台相关法案

　　记者梳理发现，除了法国之外，不少国家正酝酿出

台或已经出台相关法规政策，对儿童和青少年使用智

能手机加强监管。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4月9日报道，英国正在

考虑禁止16岁以下儿童购买手机的提案。报道称，英国

科技大臣米歇尔·唐兰正在考虑实施这一限制措施，以

保护年轻人免受社交媒体的有害影响。今年初，英国政

府曾向学校下达指导意见，意在让学校除了在课上禁

用，在课间和午餐时间也禁用手机。

　　意大利安莎社4月10日报道称，意大利参议院当天

批准一项法案，禁止学生在校园使用智能手机、平板电

脑等电子产品。早在2022年底，意教育部部长瓦尔迪塔

拉上任之初就敦促学校加强对电子产品的管控，并颁

布禁止上课期间使用手机的命令。

　　挪威虽没有制定关于在校使用智能手机的全国政

策，但是规定由学校自行决定是否限制使用智能手机。

《西班牙人报》网站4月26日报道称，在学校禁止使用手

机后，研究人员有多项非常积极的发现，如因心理症状

就诊的人数减少了60%等。

专家呼吁加强监督引导

　　一些研究表明，儿童及青少年会因沉迷于智能

手机及网络，影响身体健康及心理健康，严重的还会

引发一些心理疾病。英国《金融时报》日前刊登的一

篇题为《我们必须停止在孩子身上进行的智能手机

社会实验》的文章说，不可忽视的是，青少年群体精

神疾病呈现指数级增加是与智能手机的普及“同步

发生的”。

　　但澳大利亚一项研究称，只要不达到极端水平，较

长时间接触电子屏幕可能不会对儿童的行为或心理健康

产生太多不利影响，关键在于使用方式和所展示内容等，

因此对电子屏幕对儿童的影响不应一概而论。

　　“当我们谈论智能手机或其他数字产品时，并不是

所有的东西都是坏的，它们带来了好的东西，是当今年

轻人体验的一部分。但问题在于过度使用和缺乏足够

的控制。”巴西南里奥格兰德州大脑研究所心理学家蒂

亚戈·维奥拉说。

　　当今时代，智能手机给人类带来诸多便捷，却也给

各国的教育界人士及立法者出了一道难题：应该如何

规管儿童及青少年使用智能手机？各国立法机构是否

应该出台相关法律？应该出台什么样的法律对儿童和

青少年智能手机使用情况加以规管？

　　向爱丽舍宫提交建议报告的专家委员会联合主

席、成瘾精神病学家本亚米纳近日也承认，“关乎私人

空间的立法很复杂”。

　　鉴于此，专家们达成的共识是，虽然世界各国对儿

童和青少年使用智能手机是否应该通过立法规管以及

法律监管力度的大小态度不一、并不同频，但大多同意

对儿童及青少年使用智能手机及网络加强监督引导，

防止沉迷于此给身心健康带来的不良影响。

法将对儿童青少年使用智能手机设限
旨在防止潜在危害

你还小，沉迷手

机对你有伤害哦

  当地时间5月2日，韩国国会召开全体会议表决通

过《梨泰院惨剧特别法案》。图为此前梨泰院惨剧遇难

者遗属聚集抗议并敦促政府颁布《梨泰院惨剧特别法

案》的场景。 CFP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