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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驻俄罗斯记者 史天昊

　　

　　6月10日至11日，金砖国家外长会晤在俄罗斯下

诺夫哥罗德举行。这是自今年1月1日金砖国家扩员以

来，首次举办金砖国家外长会晤。会场内外各界人士

高度评价金砖机制的重要作用和扩员成果，普遍认为

随着越来越多国家的加入，如今的金砖机制更具影响

力、吸引力、感召力。

扩员后更具影响力

　　作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大国的重要合作平

台，金砖合作机制已经走过18年发展历程。今年1月1

日，沙特、埃及、阿联酋、伊朗、埃塞俄比亚成为金砖国

家正式成员。随着金砖成员国从5个增加到10个，今年

更是被称为“大金砖合作”元年。

　　如今，扩员后的金砖占全球人口近一半、全球贸

易五分之一，经济总量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已超七国集

团，扩员后的金砖成色更足、分量更重。

　　在此次金砖国家外长会晤上，除扩员后的金砖成

员国外长应邀赴会之外，还有12个具有区域代表性的

重要发展中国家外长出席了“金砖+”外长对话会。此

间媒体指出，金砖合作机制越发展，越能壮大世界和

平和发展的力量，越能为维护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利益发挥更大作用。

　　正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6月10

日在金砖国家外长会晤上的发言中提到的：“金砖合

作有亮度、有速度、有力度。我们勇立潮头，以扩员开

启‘全球南方’联合自强新纪元。金砖感召力不断上

升，吸引力持续增强，金字招牌越来越亮。”

　　国际社会关注到，面对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维护单

极霸权两种力量的较量，面对经济全球化和“逆全球

化”两种取向的碰撞，金砖国家顺应历史潮流，站在公

道正义一边，作出正确抉择。

　　“在国际地区事务中，志同道合的国家正在不断增加，

金砖扩员体现了这一积极态势。”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强

调。拉夫罗夫在此次金砖国家外长会晤开幕致辞中称，金

砖国家在不断变化的世界秩序中变得日益重要。他同时

指出，“全球南方”在全球决策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强。

　　南非外长潘多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金砖国家

扩员是促进世界多极化的举措之一。“作为金砖国家，我

们完全支持多边主义。我们不认为世界上有哪个国家强

到应该告诉我们所有人应该做什么。”潘多尔在发言中

同样为扩员后的金砖影响力与日俱增感到自豪。

吸引力持续增强

　　金砖合作机制顺应的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团结自强的强烈愿望。自2006年成立以来，金砖

合作机制凝聚力不断增强，合作基础日益夯实、领域

逐渐拓展，吸引力、感召力持续提升。

　　6月11日，金砖10国同泰国、老挝、越南、孟加拉

国、斯里兰卡、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土耳其、毛里塔

尼亚、古巴、委内瑞拉、巴林12个发展中国家举办外长

对话会。与会各方认为“金砖+”模式有助于促进发展

中国家团结合作，增强“全球南方”的影响力，构建更

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

　　目前，金砖大家庭的扩员仍处于“进行时”。随着

“大金砖合作”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维护广大新兴市

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希望加入金砖国家。拉夫

罗夫在今年1月的记者会上曾表示，金砖国家“未来前

景广阔”，有近30个国家表达了加入金砖国家的愿望。

　　俄罗斯作为今年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高度重视

并支持金砖国家扩员。拉夫罗夫认为，加强金砖国家

全球地位的最重要步骤之一就是决定扩大这个新兴

经济体组织。他提到，委内瑞拉、塞内加尔、古巴、哈萨

克斯坦、白俄罗斯、巴林和巴基斯坦等国已正式提交

加入申请。叙利亚、黎巴嫩、印度尼西亚和津巴布韦等

国家也表示有兴趣加入。

　　土耳其外长费丹近日表示，一些欧洲国家反对土

耳其加入欧盟，目前土耳其正考虑加

入金砖合作机制这一具有影响力、感召

力的平台。就在本月，尼加拉瓜总统顾问

奥尔特加在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时

表示，尼加拉瓜方面已经向金砖国家轮值主席

国俄罗斯提出加入金砖合作机制的申请。

　　泰国内阁会议日前批准了关于加入金砖国家的

意向书草案，泰政府计划于近期正式提出申请。一旦

获批，泰国将成为金砖国家中的第一个东盟成员国，

不仅将进一步扩大金砖国家的全球影响力，也将对东

盟其他国家产生积极的示范效应。

　　会场内外的声音认为，近年来，国际形势变乱交

织，金砖合作机制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进一步稳步上

升，越来越多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希望加入金

砖大家庭。捍卫多极化和多边主义的金砖国家力量不

断壮大，正在为建立一个更公平公正、有利于全球的

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提供可能性。

务实合作再上台阶

　　在本次金砖国家外长会晤上，与会各国就金砖

合作及国际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金砖国

家领导人喀山峰会作准备，会晤发表了《金砖国家

外长会晤联合声明》。国际舆论认为，未来金砖务实

合作将迈上新台阶。相信金砖成员将充分发挥“大

金砖”的资源、市场等优势，推动金砖务实合作提质

升级，确保10月金砖国家领导人喀山峰会取得丰硕

成果。

　　俄罗斯《消息报》网站6月11日的报道称，通过此

次会晤，金砖国家外长向西方发出信号，未来金砖务

实合作也将升级。报道认为，此次外长会晤的规模再

次彰显了对金砖国家这种互利合作方式的需求。还有

俄罗斯媒体在报道中预测称，放眼未来，金砖将打造

成基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面向全球、开放包容

的新型多边合作机制。

　　不少金砖国家媒体关注到中国、俄罗斯在其中发

挥的重要作用：中国为促进金砖务实合作贡献了自己

的力量。今年一季度，中国对金砖国家进出口同比增

长超过11%。此外，中方成立了“中国—金砖国家人

工智能发展与合作中心”，推动加强产业对接、能力

建设等合作。中方支持金砖继续敞开大门谋发展、

张开怀抱促合作，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伙伴加入金

砖大家庭；俄罗斯注重对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经营

和运用，看好金砖在经济、金融上的功能。今年2月，

在金砖国家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俄提议金砖国

家建立一个不受政治干扰的独立金融体系，以便为

商业交易提供保障。俄财政部长西卢安诺夫表示，

“金砖国家之间的贸易正在增长，为了让贸易运转，

需要一个良好的支付系统。该系统将基于新的规则，

首先是数字规则、区块链规则。”

　　俄罗斯远东联邦大学国际关系副教授安德烈·古

宾认为，金砖国家同更多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开展对话交流，将促进广泛的国际合作，推动共同解

决发展不平衡、气候变化等问题。

　　国际社会还关注到，“大金砖”包容开放的合作内

容，既深且广。今年金砖合作的工作重点，包括13项政

治与安全合作、17项经贸金融合作和10项人文合作，

其中“务实合作”是关键词。国际舆论预计，今年10月

即将在俄罗斯喀山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必将

推动金砖务实合作再上新台阶。

□ 王一同

　　

　　多家美国媒体近日报道称，在纽约等美国多地，要求

雇员24小时持续工作但只支付给他们部分工资是合法的，

而遭受这样不公平待遇的大多是有色人种和少数族裔。

　　分析人士指出，强迫劳动是根植于美国建国历史和

社会现实中的一颗毒瘤，也是美有色人种和少数族裔挣

不脱的“枷锁”、逃不掉的“梦魇”。时至今日，有色人种和

少数族裔群体依然面临强迫劳动、种族歧视等困境。

50多万人被强迫劳动

　　数十年来，有色人种和少数族裔在美国的工作环境

一直十分恶劣，尤其是在纽约，被迫连续工作24小时的

情况很常见，甚至一周要这样工作3到5天。

　　在5月1日国际劳动节当天，纽约市有色人种和少数族

裔家庭护工来到市政厅前集会，呼吁市议会通过废除24小

时工作制、保护护工权益的提案。抗议者在现场高呼：“来告

诉这座城市的权力机构，我们已经受够了‘现代奴隶制’！”

　　上述新闻近期反复见诸报端，令美国各界不得不正

视一个事实：有色人种和少数族裔在美国依然面临强迫

劳动、种族歧视等困境。

　　丹佛大学网站披露，目前在美国至少有50余万人生活

在现代奴隶制下并被强迫劳动，在家政、农业种植、餐饮、医

疗和美容服务等23个行业，这种情况尤为突出。在“白人至

上”理念深入骨髓的美国，强迫有色人种与少数族裔从事长

时间、超负荷的劳动与对其根深蒂固的歧视长期交织叠加。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权中心联合非政府组

织“解放奴隶”发布的一份题为《隐藏的奴隶：美国的强

迫劳动》的报告指出，强迫劳动在美国是一个严重而普

遍的问题，在美国的家政服务、农业等多个领域普遍存

在。而有色人种和少数族裔是主要受害群体。

　　据美国国务院估计，每年从境外贩卖到全美从事强

迫劳动的人口多达10万人。

市场需求始终“强劲”

　　历史和现实都显示，奴隶制和种族主义幽灵笼罩下

的美国，是强迫劳动的重灾区，而有色人种和少数族裔

多年来深受其害。

　　美国的强迫劳动问题有种族主义根源。历史上，美国有

着奴隶贸易的原罪以及漫长蓄奴史。作为一个仅有200多年

历史的国家，奴隶制度在美国的合法存续时间占其历史的

三分之一。虽然美国政府在19世纪60年代以立法形式正式

废除奴隶制，但强迫劳动问题在美国依旧根深蒂固。即便在

今天，美国强迫劳动的市场和需求始终“强劲”。由于立法不

全、执法不严，更导致目前美国的强迫劳动现象广泛存在。

　　2021年，美联社披露上百名印度工人被诱骗到新泽西

州建设大型寺庙，这些工人一下飞机就被收走护照，被强

迫每周累计工作超过87个小时，新泽西州当地最低工资是

每小时12美元，而这些印度工人工资仅为每小时1.2美元。

　　纽约市议员克里斯托弗·马泰指出，回顾美国历史不

难看出，其发展历史就是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历史，这一点

在当今美国社会依然得到清晰体现，永远是有色人种和少

数族裔从事底层劳动。他们难以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难

以逃脱被强迫劳动的“梦魇”，处于长期被压迫的状态。

　　美国宪法第十三修正案虽然在名义上保护公民免受强

迫劳动，但却将刑事犯人排除在外。美监狱系统滥用第十三

修正案，将强迫囚犯劳动合法化。美联邦及地方各级监狱犯

人中存在大量监狱劳工，从事狱政系统日常维护工作，包括

修理、烹饪以及衣物洗涤等，其中多为黑人和有色人种。

法不健全且执法不严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和立法机构的失职、渎职为困扰

有色人种和少数族裔的强迫劳动长期蔓延提供了土壤。

　　在全球与劳工权益相关的8个核心公约中，美国仅批

准了两个。与强迫劳动直接相关的《强迫劳动公约》《强迫

劳动公约补充议定书》《关于废止强迫劳动的公约》等3个国

际公约，美国一个也没签署。此外，美国至今仍未批准《联

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有分析认为，这是美国强迫劳动泛滥的重要原因之一。

　　除了国际公约，美国国内的相关法律也不健全。纽约

市社区组织华人职工会干事宁子舜表示，作为美国的文化

和金融中心，纽约市及其所在的纽约州现行法律存在巨大

漏洞——— 并未规定工作时间的上限。也就是说，即便雇主

要求雇员每天工作24小时、连续工作7天也不违法。

　　为了废除24小时工作制，克里斯托弗·马泰提出一项

“不再有24小时工作制”的法案（即第175号法案），呼吁

立法禁止24小时连续工作。不过，该法案已经提出大约

两年时间，仍滞留在待审议阶段。马泰日前不得不重新

提出该法案，希望获得政府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目前施行的对外籍劳工的临时

签证制度在法律上将劳工与雇主绑定。如此一来，即使

雇主任意压低工资或延长工作时间，雇工也不敢离开工

作岗位，否则可能被驱逐出境。要改变这一现状，需要改

革美国移民法，但美国会和政府都缺乏相关意愿。

　　在执法层面，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权中心研

究报告指出，美国政府没有负起打击强迫劳动的应有责

任，导致大量犯罪嫌疑人逍遥法外，联邦执法人员往往

无法对受害者及其家属提供保护，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责

任转嫁给受害者个人来承担。

　　对美国来说，强迫劳动是自建国伊始便已产生、时至

今日仍然广泛存在甚至愈发严重的顽瘴痼疾，有色人种和

少数族裔是主要受害群体。有评论指出，美国政府应该做

的是，检讨自身在强迫劳动问题上的累累赤字，别再让其

成为困扰有色人种和少数族裔的“枷锁”和“梦魇”。

□ 本报驻韩国记者 王刚

　　

　　就在数年前爆发的“N号房”事件令韩国

社会依然记忆犹新之际，韩国最高学府首尔

大学日前发生了类似的利用“深度伪造”技

术换脸、合成色情物品并传播的数字性犯罪

案件。为应对日益猖獗的数字性犯罪，韩国

警方考虑推动修法，扩大“伪装取证”范围。

连续作案已长达4年

　　5月21日，首尔警察厅网络调查科对外证

实，警方逮捕了以大学女校友为犯罪对象、制

作并散布非法淫秽影像合成物的5名犯罪嫌疑

人，其中两名主犯是首尔大学毕业生。他们涉

嫌从2021年7月至今年4月在Telegram私密直

播间制作并传播用“深度伪造”技术换脸大

学校友及熟人照片后合成的色情物品。截至

目前，仅确认的受害女性就多达61人，其中

首尔大学学生达12名。

　　据韩国警方透露，犯罪嫌疑人首尔大学

毕业生朴某(40岁)对包括首尔大学女学生在

内的48名女性制作并传播了1852张换脸色情

照片及视频。这些受害者是朴某在学校读书

1 0 余 年 间 陆 续 认 识 的 ，他 用 受 害 者 的

KakaoTalk（韩国通讯软件）头像等合成了色

情物品。

　　据调查，朴某传播的淫秽视频达到100

条，大部分视频是由另一位共犯姜某(首尔大

学法学院毕业生，31岁)制作。姜某将女学生

的毕业照和SNS照片合成裸照等，制作成所

谓的“深度换脸淫乱物”后提供给朴某，朴某

从姜某那里得到合成物和受害者的身份信

息后，上传到直播间。

　　除了朴某、姜某外，韩国警方还逮捕了3名

以熟人为对象制作和散布非法淫秽影像合成

物的犯罪嫌疑人。这5人连续作案长达4年，在

Telegram上开设的私密直播间多达200个。

受害者规模持续扩大

　　针对愈演愈烈的数字性犯罪乃至网络性犯罪，

2018年韩国成立“网络性犯罪受害者支援中心”，职

责就是接受数字性犯罪乃至网络性犯罪受害者的

咨询和举报，同时帮助后者删除网络上已经传播的

影像。

　　据统计，韩国数字性犯罪受害者规模正持续扩

大，“网络性犯罪受害者支援中心”帮助的受害者从

2022年的7979人增加到2023年的8983人，其中74%为女

性。去年，该中心协调有关部门删除的有害数字性犯

罪影像多达245416件，比2022年增加3万件。“网络性犯

罪受害者支援中心”的咨询援助件数，也从2022年

的19259件增长到去年的28082件。

　　根据“网络性犯罪受害者支援中心”相关人士

介绍，中心拥有特定检索技术，即使非法影像

被加密，也可将其从网络上探查出来。

　　然而，即便拥有先进技术，中心在应对日

益猖獗的数字性犯罪方面依然感到力不从

心。首先，很多非法性犯罪影像物的交换行为

是在网络聊天室进行。以此次首尔大学的“N

号房”事件为例，犯罪嫌疑人用的是Telegram

私密直播间。其次，与这类犯罪相比，应对该

类型犯罪的专业人员严重不足。

韩警察厅拟推动修法

　　韩国《中央日报》发表社论指出，数字性

犯罪具有在网络空间隐秘扩散的特性，自

2020年Telegram上发生的“N号房”事件以来，

虽然现场搜查、技术性管制措施均得到改进，

但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韩国《京乡新闻》社论指出，首尔大学版

“N号房”事件让人们看到韩国数字性犯罪泛

滥到何种程度。随着数字技术的进步，任何人

都有可能成为数字性犯罪的受害者，对此韩

国社会应引起重视。韩国警方也应加大资金、

设备、人力的投入，从而增加对数字性犯罪的

打击力度。

　　针对近期的“N号房”事件，韩国警察厅

准备向国会提交进一步扩大“伪装取证”范围

的对策方案。此前以“N号房”事件为契机，韩

国各界开始讨论针对数字性犯罪的“伪装取

证”问题。2021年9月，根据修订后的《儿童青

少年性保护法》，韩国警方可以对涉及儿童青

少年的数字性犯罪采取“伪装取证”，但这并

不包括针对成年人的相关案件。以此次首尔

大学版“N号房”事件为例，在警方暂无作为

的情况下，民间团体出面进行了“伪装取证”，

才推动警方对案件展开后续调查。

　　韩国警察厅认为，为进一步扩大“伪装取

证”的范围，还有必要修改《性暴力犯罪处罚

特别法》等相关法律。这不仅需要在国会取得

共识，还需要法务部、个人信息保护委员会等

政府部门和机构的配合。

　　与此同时，也有韩国法律界人士担忧“伪

装取证”被滥用。在后续修法中，各方有望就

此展开深入探讨，争取在补齐法律短板的同时，避

免出现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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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观察

　　图为6月10日至

11日举行的金砖国家

外长会晤。

  （图片来源：外交

部网站）

　　图为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参与合作的南非德班

港现代化改造项目。   新华社记者 田弘毅 摄

　　为应对日益猖獗的数字性犯罪，韩国警察厅考

虑推动修法，扩大“伪装取证”范围。 CFP供图 

挣不脱的“枷锁” 逃不掉的“梦魇”

有色人种和少数族裔在美依然面临强迫劳动

　　目前，有色人种和少数族裔在美国依然面临强迫劳

动、种族歧视等困境。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