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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自由人权，是人类文明
进步历程中凝聚而成的价值共
识，超越了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
发展水平差异，反映了世界各国
人民普遍认同的理念。探索民主
自由人权的道路，只有先后之别，
而无先进、落后之分。
　　从古希腊到启蒙运动，再到
二战余烬中建立和平秩序，欧洲
人民不懈追求着自由；从独立战
争到南北战争，再到“我有一个梦
想”的黑人民权运动，对平等的追
求引领着美国人民持续抗争；亚
非拉人民摆脱殖民统治之后，力
图打破中心-外围的经济压迫，
谋求政治自主、经济独立、文化自
强的历史薪火至今不息；面对内
忧外患，中国人民奋起反抗、救亡
图存，从请来德先生、赛先生到推
翻三座大山，谋求民族独立、人民
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梦
想从未停步……各国人民对民主
自由人权有着共同追求。
　　审视当下，经济全球化深入
发展，人类社会进步与融合的脚
步不断加速。同时，一道道裂痕在
国家、种族、宗教、制度、文化、地
理的分割线上不断扩大，一国之
内以及国家之间的差异分歧不断
凸显，带来新的冲突与震荡。人们
看到，现代化、全球化推动大众民
主时代到来，但在不少国家，民主
难以转化为治理实效，选举民主
沦为“金钱政治”，“多数决悖论”
让相对多数成为绝对少数，人民
利益无法被有效代表；霸权国家
的“致命输出”让“阿拉伯之春”成
为“寒冬”，政治“转基因工程”让阿富汗等国深陷
战乱、民不聊生；新自由主义让资本在全球野蛮生
长，肆意冲击发展中国家经济主权，自由化、私有
化浪潮弱化国家能力，不断引发经济社会危机，而
个人自由的泛化侵蚀社会共同利益，国家认同被
严重削弱，以至于面对百年疫情，西方一些社会如
同一盘散沙，生存权健康权都难以保障，遑论人的
幸福……
　　回望历史，人类何以走到今天？二十世纪初，
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突飞猛进，却在西方强国竞
争分裂扩张的文化主导下，演变为两次世界性灾
难。现代文明为世界带来民主科学的福音，也让世
界陷入西方中心主义和个人中心主义的迷思。及
至近年，一些大国“本国优先”的狭隘“部落意识”，
因其缺乏从共同体视角审视人类文明发展，进而
引发一连串诸如贫富分化、阶层对立、种族歧视、
民粹主义、地缘冲突、大国对抗等危机挑战，让世
界面临不稳定不确定的未来。人类用八千多年走
出丛林，演化出高度发达的文明，如今似乎又迷失
在西方资本主导的“丛林地带”——— 高楼是大树，
金钱是弓箭，狩猎的对象则是同类。
　　展望未来，全球化进程不可逆转，注定让世界

“变小变窄”，“性相近，习相远”的人们必须学会理
解包容，否则全球化的时空挤压之下，差异带来的
猜忌、对立、对抗将让世界永无宁日。同时，环境污
染、气候变化、科技伦理困境等也在不断提醒人
类，面对共同的生存挑战，须有自我约束与克制的
道德、耐心和勇气。为了走出弱肉强食的“新丛
林”，人类亟须摆脱一剂“西药”包治百病的“新蒙
昧主义”，在遵循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基础上，建构
起共生共存共荣的新文明，而塑造一个健全的人
类文明品格，“一盏灯点燃另一盏灯”是唯一正途。
　　这是一份需要共同作答的文明答卷。正如从
生物多样性中能够找到适应自然的生物基因，文
明多样性同样可以帮助人类找到应对时代挑战的
文化基因。中华文明以协和万邦的智慧延续着文
明型国家的血脉，内生出一种胸怀天下、统筹兼
顾、包容多样的文明传统。这样的文明，如同一个

“微缩版的世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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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前，中华民族为救亡图存
问道于西方“德赛”两位先生，今日中国正在打开

“和先生”的经卷，为世界带来系统和谐运转、万物
和合共生的智慧。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早就感叹：

“我们从大一统国家历史中所获得最大教益之一
就是，相互竞争的文化如何和平共处并相互促进、
相得益彰。”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近现代以来，面对列强
入侵，中华民族从沉沦中崛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不忘本来，吸收外来，开创未来，建立起以人民
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打破那种局限在统
治阶层内部进行利益分配的狭隘政治格局，还原
政治生活应有的公共性、共同善，使一切政治行动
都以人民整体利益为基本取向，让民主回归人民
的逻辑，让自由成全人的全面发展，让幸福成为人
权的最高标准，开辟了国家现代化新道路，开创了
人类文明的新形态。
　　从力权到神权、王权，再到近现代民权，人类
从蒙昧到进步、从野蛮到文明的历史脉络清晰可
见，民主自由人权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追求。全
球化时代，不同制度文明的“操作系统”同步演化
升级，其制度生态能否得到广泛认同，关键在于其
开发的制度“源代码”能否有效回应地球上大多数
人类对生存发展和幸福生活的追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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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探索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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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创新，形成了独具
中国特色的“高治商”。这份思想财富，不仅属于中
国，也属于世界。
             （记者叶书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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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伏地魔是风靡世界的魔幻小说《哈利·波
特》中的大反派，他滥用暴力，网罗党羽，为了
永远称霸魔法界屡屡想置主角哈利·波特于
死地。伏地魔“神通广大”在于他有众多“魂
器”，以立于不败之地，但一旦所有“魂器”被
破，则会死亡。
　　当下美国的种种做派与伏地魔颇有些神
似。比如，以价值观划界拉帮结派，为维护霸
权想尽一切办法打击异己。眼下美国大张旗
鼓举办所谓“民主峰会”，摆起民主“龙门阵”。
国际舆论认为，主要是针对中俄。
　　美国有资格谈民主吗？曾经可以。正如伏
地魔年轻时也曾是“魔法界”新星，美式民主
在其历史发展初期也有进步性，政党制、代议
制、一人一票等是对欧洲封建专制的否定和
革新。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三原则脍炙
人口。但是，正如伏地魔后来走上邪路一样，
美式民主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异化和蜕变，已
经越来越背离民主制度的内核和制度设计的
初衷。
　　当下，美式民主更是风光不再，金钱政
治、政治极化、社会撕裂、种族矛盾、贫富分化
等问题愈演愈烈，民主制度的功能出现衰退。

可以说，美式民主多个“魂器”已碎，美国哪
有资格摆民主“龙门阵”？美国《国家利益》
双月刊网站日前刊文发出“灵魂拷问”：当
本国的民主奄奄一息时，如何举办民主
峰会？
　　美式民主最重要的“魂器”——— 选举制
度已然痼疾深重，积重难返。从富人游戏到

“金钱政治”，美式民主表面是一人一票，实
质是“少数精英统治”，权力制衡变成“否决
政治”，选举规则缺陷损害公平正义，民主
制度失灵引发信任危机。今年年初，国会山

“沦陷”可谓美国民主“至暗时刻”，动摇了
美式民主制度三大基石：所谓“民主”并不
民主，所谓“自由”并不自由，所谓“法治”有
违法治。美国《外交政策》称，“美国已经变
成了美国领导人经常谴责的样子”，真是莫
大的讽刺。前不久，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公布
的一份调查结果显示，57% 的国际受访者
和 72% 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已经不是可供
他国效仿的“民主典范”。
　　美式民主的“魂器”之二——— 民主实践
赤字连连，治理失灵，社会失序。当下的美
国，贫富分化、种族歧视、社会不公等引发
的不满情绪日益强烈。黑人弗洛伊德之死
揭露了美国社会长期存在的系统性种族歧
视，“我无法呼吸”的抗议浪潮是少数族裔
的泣血控诉。新冠疫情持续失控，是否戴口

罩、打疫苗成为社会分裂和对立的新导火索。
美国经济发展红利分配不均，普通民众收入
长期停滞，“富者愈富、穷者愈穷”成为残酷的
现实。对这些铁一般的事实，西方媒体习惯用

“程序正义”的招牌推责，殊不知，不谈“结果
正义”恰恰说明美国人对自身的民主实践已
经丧失信心。民主如果不能转化为“为人民谋
幸福”的实际效能，那要它何用？俄罗斯国际
事务理事会网站前不久刊文指出，以美国当
前的政治及社会现状，美利坚模式要想被其
他国家及社会奉为圭臬显然不够格。
　　美式民主“魂器”之三——— 民主输出更是
祸乱世界，千夫所指。冷战以苏联解体告终，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赢得了一场“没有硝烟的
战争”，“历史终结论”甚嚣尘上，为其输出民
主赢得了所谓“自信”。多年来，美国将自己的
政治制度和价值理念强加于人，推行“民主改
造”，策划“颜色革命”，肆意干涉他国内政，甚
至颠覆他国政权，造成灾难性后果。从中东到
拉美，从加勒比到乌克兰，美国的霸道行径造
成地区动荡不定，人道灾难深重，给地区人民
带来无尽的痛苦。美国发动长达 20 年的阿富
汗战争让阿富汗满目疮痍，民生凋敝，1000
多万人流离失所。近年来，一波接一波的难民
危机，始作俑者就是美国。
　　总之，“魂器”已碎，美式民主已经千疮百
孔。《华盛顿邮报》前不久刊文指出，美国不再

是“山巅之城”，美多数盟友将美式民主视为“破
碎的过往”。不少国际观察家指出，“历史的终
结”并没发生，美国没资格当民主模板。
　　可笑的是，美国不能认清自己几斤几两，还
在做春秋大梦，妄想通过“民主峰会”来“找教师
爷感觉”，玩弄拉帮结派打压异己的老招数。俄
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美国
对所有异见者发起的一场新的“意识形态讨
伐”。新加坡《联合早报》认为，所谓“民主峰会”
主要是对付中国的工具，假民主之名，划分阵
营，带有冷战思维和色彩。
　　美国没有资格摆民主“龙门阵”，更没有资
格给中国上课。民主的本意是“人民统治”，其终
极目标是“为人民谋幸福”。中国有着五千年文
明积淀，当我们的先贤谈“民为贵”的民本思想
时，美国在哪？中国发展蒸蒸日上，民生福祉节
节提升，“人民至上”成为执政理念，哪轮得上美
国来指手画脚？一个新冠死亡近 80 万的差等
生，想反过来给抗疫优等生上课，岂不荒唐……
　　在《哈利·波特》的终结篇中，法术无边的伏
地魔死于最后一个“魂器”——— 哈利·波特的反
噬，而其失败深层原因是，他无法理解并且蔑视

“爱”这一最高魔法。所以，奉劝美国深刻反省反
思，当今世界面临多重挑战，团结合作、同舟共
济、求同存异才是正道，把民主一元化、工具化、
武器化乃是死路一条，最终只会反噬己身。
  （记者吴黎明）新华社北京 12 月 8 日电

“魂器”已碎，美国有啥资格摆民主“龙门阵”

新华社记者

　　美国炮制的所谓“民主峰会”又多了一名
“玩偶”。畏罪潜逃的反中乱港分子罗冠聪日
前自曝“已获美国总统邀请”发表演说，并为
此深感“荣幸”。作为西方反华势力残存的“马
前卒”，这种数典忘祖、肆意出卖国家和香港
利益的献媚行径，终将反噬自身，被历史牢牢
钉在背叛国家、背叛中华民族的耻辱柱上。
　　作为“港独”核心分子，罗冠聪 2019 年起
便多次勾连美西方，兜售“港独”主张的同时，
散播政治谎言并大肆抹黑中央和特区政府。
香港国安法生效前其连夜逃亡，之后在国外
持续从事乱港活动，近来更公然煽惑选民无
视即将到来的香港特区立法会选举，在出卖

国家和香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香港国安法和完善特区选举制度落
地实施后，“港独”猖獗和“黑暴”横行的严
峻局面得以彻底扭转，香港社会安宁与政
权安全得到有效维护和保障，750 多万香
港同胞正在融入国家发展的伟大进程中
凝神聚力谋求更好发展。而作为被香港警
方通缉的反中乱港分子，罗冠聪和他的同
伙们不仅不反省曾经给香港带来的巨大
伤害，尽早投案自首，反而变本加厉乞求
外部庇护，在海外疯狂“唱衰”香港由乱转
治的大好局面，心甘情愿为反华势力提供
弹药，可谓不折不扣的香港罪人、民族
罪人。
　　罗冠聪之流为何能如此嚣张？究其原

因，背后自然少不了美西方反华势力的扶植
与支持。早在 2019 年 5 月，罗冠聪等六人就
曾赴美窜访，不仅受到诸多美国官员会见，
还被安排参加所谓香港问题听证会。此后罗
冠聪等反中乱港分子更嚣张狂妄，密集勾结
外国势力炮制事端。香港国安法实施后，美
国仍为其撑腰打气，还将“通缉犯”美化为所
谓“民主斗士”。一言以蔽之，美西方反华势
力妄图通过打“香港牌”干涉中国内政的图
谋从未改变，罗冠聪之流则甘心委身为其

“棋子”。
　　借所谓“民主峰会”搞排他性“集团政
治”，在世界上制造矛盾和分裂，是美方的一
贯伎俩。实际上，美方所作所为恰恰证明所谓

“民主”不过是个幌子，是其拿来维护自身霸

权的工具。当前，国际上个别势力罔顾事实，大
肆抹黑、污蔑香港的选举制度，试图为即将进行
的香港特区第七届立法会选举制造障碍，正暴
露了其妄图打着“民主”旗号插手香港事务的图
谋。而罗冠聪之流，就是其为数不多尚可操控的

“玩偶”。
　　事实上，不管反中乱港分子如何乞求他们
的主子，寻求庇护，但他们的最终下场只有一
个，那就是彻底失败！时间已经证明并还将证
明，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下，香港

“一国两制”的伟大实践正行稳致远，任何妄图
螳臂挡车的小丑行径，都将被历史和人民永远
唾弃。不管用什么手段，玩什么伎俩，任何以港
制华、以港乱华的图谋，终将以失败收场。
       新华社北京 12 月 8 日电

甘做西方反华“玩偶”，将被永远钉上历史耻辱柱

　　英国作家和政治评论员卡
洛斯·马丁内斯日前在伦敦接
受新华社记者视频连线专访时
说：“与西方国家标榜的‘自由
民主’相比，中国普通民众在社
会事务中的参与度更高。在代
表普通民众的基本利益方面，
中国政府做得远比西方国家政
府出色。中国的全过程民主更
具民主内涵。”
　　马丁内斯说，中国的民主有
其自身历史背景。“1949 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尚不存在中
国人民所需的民主模板可供参
考，因此必须发展适合自己的民
主形式。”他表示，中国的政治制
度能够确保人民享有民主权利，
为 国 家 治 理 提 供 重 要 的 基 础
支持。
　　他指出，西方资产阶级民主
具有局限性。西方国家几年一次
的投票，对解决贫困、种族不平
等、疫情等重大国内民生问题并
没有什么实际帮助。
　　马丁内斯认为，中国的全过程民主确保

所有社会阶层始终享有民主权
利。“人民始终享有民主权利，
而非仅限于选举期间；所有社
会阶层均可享有民主权利，而
非仅限于某些特定群体。”他
说，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极具活力”，当选代表始终能
够听到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
意见与意愿。
　　马丁内斯还说，中国制定
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
规划是“经过社会各层面广泛
讨论协商的成果，是能够解决
民 众 实 际 需 求 的 系 统 性 规
划”。
  “中国把消除贫困、保障人
民健康、保护环境、改善教育体
系等作为优先任务，从总体上
改善人民生活水平。这就是人
民民主，即倾听群众心声，鼓舞
人民斗志，满足民众需求，推进
人权不断向前发展。”马丁内
斯说。

          （记者孙晓玲）
      新华社伦敦 12 月 8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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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的民主现状正处于糟糕
境地，甚至已在西方世界里成为其
传统盟友们批评的对象。”埃及阿拉
伯与国际事务专家、《鲁兹·优素福》
周刊专栏作家穆斯塔法·阿明日前
接受新华社记者视频采访时表示，
美 国 民 主 绝 非 理 想 的 民 主 制 度
模型。
　　阿明指出，当前美国民主制度
与社会治理状况痼疾缠身、危机四
伏，其最突出问题是种族主义泛滥
和社会正义缺失。
　　“我们清楚地看到，美国自身种
族主义问题严重。”阿明指出，尽管长
期以来，以消除种族歧视为名的社会
运动在美国“风起云涌”，但实际效果
并不理想，种族主义带来的负面影响
深深嵌入到美国社会当中，其民主制
度很难化解由种族主义形成的社会
内部矛盾，其社会治理也常因此陷入
困境。
　　阿明认为，美国选举政治的弊端
和资本对民主的“绑架”，同当下美国
社会正义的缺失存在密切关联。他说，美国总
统选举很难避免被资本、利益集团干预甚至控

制，铺天盖地的竞选广告和夸张言
论也令参与投票的美国选民困扰
不已。
　　今年 5 月，美国皮尤研究中
心比较了 1958 年至 2021 年间美
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数据，数
据显示，信任政府的美国民众比
例已经从 1958 年的四分之三降
至如今的不足四分之一。
　　阿明也注意到相关研究结
果。“此类报告和研究结果揭示了
美国民主的一个本质，那就是美
国只是为了精英和游说者的利益
而实行所谓‘民主’。”他指出，这种
制度还产生了“外溢效应”，给世
界上其他国家人民带来了灾难。
　　阿明直言，过去几十年间，美
国以“民主”为借口在伊拉克、阿
富汗犯下许多不可饶恕的罪行。
美国的干预和侵略摧毁了这些国
家，其行为公然侵犯他国主权，毫
无正义可言，致使这些国家的人
民“陷入更加艰难的境地之中”。

      （记者吴丹妮、马尔瓦·叶海亚）
        新华社开罗 12 月 7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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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首批 4 只养老理财试点产品 6 日正
式在全国四地发售。此次养老理财产品试点
丰富了养老金融产品供给，是加快发展多层
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的有益尝试，但整体
来看，我国第三支柱养老保险版图扩大仍待
发力。
　　此次试点的养老理财产品具有稳健性、
长期性、普惠性等特点，养老特征明显，与以
往挂名“养老”二字的普通理财产品差异显
著。5 年的封闭期给产品带来了更大的跨周
期投资空间，1 元起投的低门槛有助于产品
覆盖更多投资者。另外，目前市场上年化收益
率超过 5% 的理财产品屈指可数，而此次试
点的 4 只养老理财产品中，3 只为中低风险、
1 只为中风险，却可达到 5% 至 8% 的业绩比
较基准，体现了金融机构对集中配置优质资
产的决心，也展现了养老理财产品较低风险
与较高收益相搭配的独特优势。

　　养老理财的诞生，有助于加快发展多
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当前，与第一
支柱和第二支柱养老保险相比，我国第三
支柱养老保险发展较为滞后。近年来虽有
养老目标基金发行、专属商业养老保险试
点，但养老金融产品总体种类较少、规模较
小、认知度不够，仍有较大发展潜力。
　　扩大第三支柱版图，一方面需要金融机
构创新形式、加强风控、优化资产配置，在保
证老百姓养老钱“稳字当头”的基础上，保持
稳健的收益，让老百姓投有所得、老有所依。
另一方面，也离不开政策支持与保障，探索
建立第三支柱养老保险专属账户体系，提供
适当税收优惠，调动投资者积极性。
　　面对广袤的养老金融“蓝海”，养老理
财产品试点是我国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
迈出的坚实一步。未来，随着更多养老金融
产品加入老百姓的养老“菜单”，我国多层
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将加快发展，助力
老百姓多样化打理“养老钱”，享受更加幸
福、更有保障的老年生活。（记者张千千）
       新华社北京 12 月 7 日电

养老理财破冰，第三支柱版图仍待扩大

  这些天，又到了发放高龄老人生活津贴的时候，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曙光街道师大东电
社区网格长孟鑫挨家挨户上门为老年人线上申请，填写资料、核对信息、拍照上传。“原来都
得亲自去社区，现在能直接用手机操作，还有网格长帮忙。”92 岁的老人马红英说。
  近年来，南关区打造“互联网+”居家养老模式，依托户籍系统，设计研发了线上信息平
台，老人通过线上填写个人信息，由平台进行审核。
                            新华社发 商海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