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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第6期新闻稿：当今时代的三大社会不公——财
富、医疗、粮食
 

《十字路口》 威利·贝斯特（南非）作于1991年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在世界卫生组织刚宣布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后的几个月中，印度小说家阿兰达蒂·罗伊撰文希望新冠
疫情成为“当今世界通往新世界的契机与途径”。换言之，她希望，在疫情的刺激之下，全世界将认
识到其面临的严峻问题，为社会体制的重组开启一线希望。但除非世界大多数国家的阶级性质得到变
革，这些希望是不可能实现的。

仅仅承认问题并不会让美国、欧洲或者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大国幡然醒悟。实际上，过去这一年中的
事实恰恰相反：这些国家的统治阶级选择挪用公共资金拯救危机重重、伤害人民的资本主义制度，而
不是进行制度变革，将普罗大众的权益置于少数人的利益之前。

https://staging.thetricontinental.org/zh/newsletterissue/6-sanda-bugong/
https://staging.thetricontinental.org/zh/newsletterissue/6-sanda-bugong/
https://williebester.co.za/
http://thetricontinental.org/
https://www.ft.com/content/10d8f5e8-74eb-11ea-95fe-fcd274e920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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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战陕北》 石鲁（中国）作于1959年

 

乐施会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自全球疫情发生以来，世界十大顶级富豪的财富总额增长了五千亿美
元，这笔钱足够为全民支付疫苗费用，保证无人因疫情陷入贫穷。”这些钱并没有用于疫苗以及扶贫，
而是流向了非法避税港，进入了膨胀的银行账户。疫苗民族主义与日益严重的饥饿现象成为资本主义
社会的显著特征。

https://www.oxfam.org/en/press-releases/mega-rich-recoup-covid-losses-record-time-yet-billions-will-live-poverty-least
https://www.thetricontinental.org/newsletterissue/48-covid-vacc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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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社会主义中国却在疫情期间消除了绝对贫困。2020年11月，中国西南的贵州省有关部门宣
布，该省最后九个贫困县已从贫困名单上去除，这意味着全国832个贫困县如今已全部脱贫。在七年
之内，中国的政策使得8000万人（大致相当于德国总人口）与贫困告别；自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以来，
共有约8.5亿中国人脱离贫困。这一蜕变有三个衡量指标：首先，中国再无低于农村贫困线的家庭；
其次，中国的共产主义事业解决了“两不愁”问题，即不愁吃、不愁穿；再次，国家实现了“三保
障”，即保障教育、医疗、住房的安全。这一切都发生在疫情期间。

 

《失业》 安东尼奥·伯尔尼（阿根廷） 作于1934年

 

毫无疑问，大多在贫穷国家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远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后者尽管国家富有却依然危
机重重。仅用一个数据即可说明资本主义制度的灾难性。据国际劳工组织估算，2020年前三季度的劳
动收入总额平均损失10.7%，相当于劳动收入减少了3.5万亿美元，约为2019年全球总产值的5.5%。这
意味着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已无力解决“两不愁”（不愁吃、不愁穿）及“三保障”（教育、医
疗、住房）问题，这些服务通常都被私有化了。

由于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及全球社会主义运动尚不强大，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在愈演愈烈的信息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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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到诋毁，人民利益优先的原则未能推动全球性的政策导向。相反，当前的形势是由三大社会不公决
定的。

 

 

1）财富不公。发展中国家的外债超过了11万亿美元，截止本公历年年底前的偿债总额据推算将达4万
亿美.   元。去年，64个国家的偿债开支超过了医疗开支。有关方面就延期还债事宜进行了谨慎讨
论，一些多边机构也提供了少量援助。在延期还债讨论的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低息为由敦促各
国继续借钱。与其继续借钱，为何不把外债一笔勾销？同时，为何不动用藏在非法避税港的至少37万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future-development/2020/04/13/what-to-do-about-the-coming-debt-crisis-in-developing-countries/
https://jubileedebt.org.uk/press-release/sixty-four-countries-spend-more-on-debt-payments-than-health
https://www.imf.org/en/News/Articles/2020/04/15/tr041520-transcript-of-imf-md-kristalina-georgieva-opening-press-conference-2020-spring-mee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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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美元呢？形容债务减免的词语通常是“宽免”。然而宽免一说并不存在，因为这种债务是殖民主义
长期掠夺攫取的结果。富国可以获得低息甚至零息贷款，而发展中国家却被索要畸高的利息，本应用
于打破新冠感染链的宝贵资金却要去偿还巨额债务。

2） 医疗不公。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最近表示，世界正濒临“灾难性的道德沦丧”。他所指的
正是令资本主义本性毕露的疫苗民族主义和疫苗囤积行为。北大西洋国家（加拿大、美国、英国以及
欧洲多国）对印度、南非等国暂停疫苗相关知识产权管理规范的呼吁不予理会。这些北方国家
对COVAX，即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的资金支持不够，使得该计划存在较高的失败风险，而且有越
来越多的人预计，发展中国家很多人在2024年前将无法获得疫苗。而这些北大西洋国家还在囤积疫苗，
比如加拿大利用COVAX计划的疫苗建立了可供每位国民接种五次的疫苗库。这种疫苗民族主义与古
巴、中国等国的医生们展现的社会主义国际合作精神之间有着天壤之别。正因为此，我们必须为古巴
亨利·里夫国际医疗队争取2021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荣誉。

3） 粮食不公。从2005年到2014年，全球饥饿现象曾一度减少，之后却又开始上升（尽管在这一阶段，
中国已经解决了本国内的饥饿问题）。世界饥饿现象目前处于2010年的水平。联合国粮农组织2020年
关于粮食不安全的报告显示，到2030年，饥民总数将超过8.4亿。但这一推算是偏低的，人民可获取
食物数量、质量的下降已经影响了20亿人，占全球人口的26%。这么多人已经“经历过饥饿”，而
且“在2019年”无法“有保障地获得充足而有营养的食物”。这一数据是在全球疫情发生前的2019年。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估算，在全球疫情得到控制之前，饥民总数会翻倍。

在全球饥饿如瘟疫般日趋升级的当下，按理说政策应该向援助农民及农业工人倾斜，以使得他们能生
产出疫情当下所需要的优质食物。应该加大补贴力度，使得人民负担得起食物。然而，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等多边机构却无意鼓励发展中国家补助公共食品分配系统。印度的极右翼政府巴不得取消价格补
贴政策，而且也做到了，引发了旷日持久的农民反抗活动，反抗活动或许会在印度导致新的政治局面。
印度等国削减补贴的严苛政策背后是极度的虚伪，是粮食不公的本质体现：美国在最近20年中耗
资1.7万亿美元补贴农场主，且大多是企业，而欧盟每年花费650亿美元补贴农场主。北大西洋肥鹅的
福利，南方呆鹅是不配享受的。

这就是构建了世界体系的三大社会不公，在这一体系之外是那些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国家，这些国
家正面临着军事打击的威胁，面临着层出不穷的混合战争技术（如信息战、经济战、外交战等）。北
大西洋国家谋求的策略是对抗而非合作，宣扬一种蓄意污蔑而非团结合作的世界观。

全球疫情或许会是一种契机，却非是因为它会让精英老爷们自动醒悟。他们注资力保银行，严防需求
低迷。这就是他们的动机。他们不会减免债务，不会生产为人民所用的疫苗，也不会推动由农民和农
业工人主导的粮食体系，他们不会主动拆除造成社会不公的体制。

 

 

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osgdp20074_en.pdf
https://www.who.int/director-general/speeches/detail/who-director-general-s-opening-remarks-at-148th-session-of-the-executive-board
https://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cet/article/PIIS0140-6736(20)32581-2/fulltext
https://www.cubanobel.org/
http://www.fao.org/3/ca9692en/CA9692EN.pdf
https://www.wfp.org/news/covid-19-will-double-number-people-facing-food-crises-unless-swift-action-taken
https://www.newsclick.in/Farmers-Chakka-Jam-Shows-Struggle-Spread-Far-Wide
https://www.cato.org/trade-policy-analysis/freeing-farm-farm-bill-all-americans
https://www.cato.org/trade-policy-analysis/freeing-farm-farm-bill-all-americans
https://www.eurekalert.org/pub_releases/2020-08/lu-rhb081820.php
https://www.thetricontinental.org/dossier-36-twilight/
https://www.thetricontinental.org/dossier-36-twi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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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甚者，全球疫情对于工人、农民的打击通常会令工资缩减加剧，从而强化了跨国企业的议价能力。
当工资和收入减少，社保福利缩水时，企业就能要求工人接受更低的工资。但生活条件一旦恶化到忍
无可忍的地步，激烈反抗就随之而来了。

 印度农业工人和农民的反抗活动、肯尼亚和秘鲁医疗工作者的罢工、海地和突尼斯人民的总抗议、
巴西抗议政府应对疫情彻底失败的斗争、阿根廷争取堕胎合法化的群众示威，这些都是人民揭竿而起
的体现，是黑格尔1807年在《精神现象学》中所说的“严肃、痛苦、忍耐以及消极劳动”。这种“消
极劳动”，这些斗争是由各种组织支持的，是这些运动令工农阶级树立了信心，积蓄了力量，从而得
以推动各项议题。他们用脚步踏出了道路。

 

https://www.thetricontinental.org/wp-content/uploads/2021/02/World-Protest.mp41e482
https://peoplesdispatch.org/2021/01/29/indias-defiant-farmers-resist-attempts-to-evict-them-from-protest-site/
https://peoplesdispatch.org/2021/01/23/kenyan-health-professionals-continue-strike-after-governors-refuse-to-sign-agreement/
https://peoplesdispatch.org/2021/01/28/peruvian-health-workers-strike-enters-third-week/
https://peoplesdispatch.org/2021/02/05/haitian-opposition-calls-for-national-mobilizations-against-president-jovenel-moise/
https://peoplesdispatch.org/2021/01/27/agitations-in-tunisia-after-death-of-a-protester/
https://peoplesdispatch.org/2021/02/01/mst-calls-for-bolsonaros-removal-in-letter-to-brazilian-people/
https://peoplesdispatch.org/2021/01/12/how-feminists-in-argentina-organized-and-won-the-right-to-abor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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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革命》 孟森戈·舒拉（刚果民主共和国） 作于2016年

精英没能力解决资本主义常态危机造成的常见问题，当然也没能力解决疫情产生的异常问题。人民运
动应时而起，从而推进议程，创造解决问题的契机，这当然是为了解决疫情，但更重要的是为了摆脱
资本主义的苦难。

 

热忱的，

Vij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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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办事处研究员姆韦莱拉·塞莱（Mwelela Cele）

        作为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南非办事处的研究员，我怀念去档案馆查找老图片等档案材
料的机会。由于新冠疫情，大多数档案馆和专题收藏馆都关闭了，或者只在特定日短时间开放。我还
怀念在公社书店通过小组讨论的方式亲身积极参与汇编与工作文件的启动，怀念在The  Forge参与组
织研讨会，疫情之前我们在那里组织聚会，讨论政治以及影响我们的许多话题。目前我主要做在线项
目、研究和出版物，我参与组织在线研讨会，查阅在线档案材料，开展口述史访谈，并为汇编文章查
找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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