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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的話

本期刊物終於完稿之時，加薩已是一片廢
墟。對此情況，我們沒辦法視而不見。
這 也 是 為 什 麼 ， 本 期 刊 物 的 開 頭 和 結

尾，都與加薩戰爭有關。這次的訪談專題，我們
邀請到 ISA 前會長 Sari Hanafi 受訪，訪談者為
挪威社會學家 Thora Bjørke Sandberg 與 Helle 
Haglund。作為一名敘利亞籍巴勒斯坦人，於
第二次起義（阿克薩起義）期間身在巴勒斯坦的 
Hanafi，陳述了自己如何親身經歷了以色列的「
種族滅絕」計畫。在這場訪談裡，他也針對加薩
地區的長久戰爭提出了反思，呼籲人們抵制以色
列當局，並討論了這場戰爭的常見解釋及其缺失。

　　在本期刊物中，南南關係以及南北關係，分
別是兩個專題的核心。第一個專題是由 Carolina 
Vestena、Eric Cezne 和 Marie Stiller 籌組，其
中，作者們透過階級化、種族化的動態過程檢視南
南合作。這些文章嘗試跳脫對稱合作（symmetri-
cal cooperation）與相互幫助（mutual help）
的概念，並以南南合作背後的結構性支配為焦點，
藉此理解全球合作以及其挑戰的關鍵；例如關注現
實生活中的南南合作經驗，如何展現出其人際／制
度性的種族化形式。

　　另一個專題，則以全球北方的去增長，與全球
南方的後開發主義替代方案間產生協同作用的可能
性為主題。本專題中的文章，分別探討了全球不對
等、南北關係、反綠色增長的反殖民全球聯盟、「
正義生態—社會轉型」理論框架的必要性、建立基
層能源轉型的不同路徑，以及以替代資本主義、
捍衛生命為核心的反殖民氣候正義運動⋯⋯等議
題。《南方生態社會契約》與其全球南方、北方盟
友帶出的深入討論——正如《The Geopolitics of 
Green Colonialism: Global Justice and Ecoso-
cial Transitions》一書所提及——也啟發了本專題
的籌組。

　　本期的開放運動專題，概述了四個拉丁美洲國
家的抗議活動，以及社會運動在當代政治進程中的

作用。Ana Silvia Monzón 研究了瓜地馬拉的原住
民和民眾抗議，如何成為現任進步總統、社會學
家 Bernardo Arévalo 當選的關鍵因素；Carmen 
Gemita Oyarzo 討論了隨著智利制憲進程而生的
改革期望、其失敗的原因，以及隨後出現的社運重
構。此外，Julián Rebón 分析了 Milei 上任一百天
內抗爭運動的開端；Jesús Gómez-Abarca 則藉
由 Ayotzinapa 事件中失蹤的43名學生，總結了墨
西哥十年來的有罪不罰現象。

　　在理論專題中，Nadia Bou Ali 和 Ray Bras-
sier 闡述了「過剩人口」（surplus population）
的概念，並以此描述失業的大量人口。這篇原創文
章，是與 Alameda 研究中心共同合作發表。

　　最後，在本期的「議題開講」中，Simon 
Schaupp 討論了勞資衝突如何為資本主義勞動過
程與生態危機之間的關係帶來啟示；卡達社會學家 
Mohamed Zayani 和 Joe F. Khalil 則介紹了中東
數位轉型的主要趨勢與影響。最後一篇文章，則是
由158名巴勒斯坦學者和加薩各大學的教職員共同
署名，試圖向世界呼籲——或著應該說——吶喊。
他們呼籲全世界的學者和大學，幫助他們抵制以色
列的「學術毀滅」（scholasticide）運動，並重建
當地大學。正如 Sari Hanafi 在開篇的訪談專題中
所言，學者和學術機構負有社會和道德責任。除此
之外，我也想補充一點：如果面對階級制度、殖民
主義和獨裁力量時，不主動展開抗爭，我們就不可
能真正地發展全球性的對話。

Breno Bringel，《全球對話》編輯

> 投稿來信寄至： globaldialogue@isa-sociology.org.> 全球對話以多種語言刊出，請見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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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團隊

Global Dialogue 由 SAGE 贊助
GD

在「社會學對話」的部分，挪威社會學家 Thora Bjørke Sandberg 和 Helle 
Haglund與前ISA主席 Sari Hanafi 進行了和加沙正在進行的戰爭有關的訪
談。

專題「南南合作和種族化」旨在突顯支撐南南合作的更廣泛的統治形式，以
便分析其他主要的全球合作挑戰。

專題「開放運動」概述了四個拉丁美洲國家的抗議和社會運動在當代政治進
程中的所扮演的角色。

封面照片：普拉納托宮，巴西利亞。 出處：Lucas Leffa @lleffa,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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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取消文化中，針對個人的抵制是較為常見的。然而，對制度的抵制所針對的對
象，則是正在施行壓迫權力的機構的集合。」

Sari Hanafi

「全球南方」概念的未竟事業和其反種族主義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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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薩戰爭與大學責任：
專訪 Sari Hanafi 

Thora   Bjørke   Sandberg（TBS）和Hel le    

Haglund（HH）：Hanafi教授，10月7日的襲擊發

生後，您的第一反應是什麼？這件事是否影響了您

對加薩戰爭的理解？

Sari  Hanafi（SH）：這場戰爭從1947年就已經開

始，並持續地於殖民化與抵抗殖民化的衝突之間，

以不同形式延燒至今。我認為巴勒斯坦人10月7

日的行動，只是這個進程的一部分而已。簡單點

Sari Hanafi 目前於貝魯特美國大學擔任社會學教授，同時也是該校阿拉伯與中東研究中心的主任，以及伊斯蘭
研究計畫的主持人。此外，他也是英國國家學術院的海外院士，並曾於2018至2023年間擔任國際社會學協會的會
長。他撰寫了大量關於宗教社會學、巴勒斯坦難民的（強迫）移民社會學，以及科學研究政治學的文章與書籍。
在阿克薩群眾起義發生時，Hanafi正好居住在巴勒斯坦。作為一名敘利亞裔的巴勒斯坦人，他親身經歷了以色列
所面臨的空間殺戮（spacio-cidal）。在本次訪談中，他分享了一些自己對加薩戰爭的思考、呼籲在制度上抵制
以色列當局，並指出現今針對這場戰爭的主流解釋有哪些不足。Sosiologen.no是挪威社會學協會的一個編輯計
畫，其主要以奧斯陸為根據地，合作對象包括奧斯陸城市大學、卑爾根大學、挪威國立大學、奧斯陸大學和特羅
姆瑟大學，本次的訪談即由此編輯計畫中的兩位成員： Thora Bjørke Sandberg 和 Helle Haglund在2024年五
月進行。

Sari Hanafi在奧斯陸大學的巴勒斯坦營地。圖片來源：個人檔案。

社會學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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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2000年以來，以色列的政府以及民間輿論，

就不曾接受奧斯陸的和平進程，甚至以暴力手段鎮

壓阿克薩群眾起義，在佔領約旦河西岸、圍困加薩

猶太區的方式更是醜惡（聯合國統計，被色列軍隊

和移居至當地的以色列人殺害的巴勒斯坦人，是以

色列人的21倍，更別提大量發生的土地剝奪、非法

定居事件等）。考量到這樣的背景，我們有什麼理

由，期待巴勒斯坦人用多美麗的方式做出抵抗呢？

從社會學的角度來說，這樣的想法只是一廂情願。

不過，作為一名關注社會與道德責任的社會學家，

我也需要嚴正地指出：有人正利用以色列過去於該

地的暴行，為哈馬斯開脫罪責。

同時，也有一派人認為，要求生命受到威脅的巴勒

斯坦人保持道德是不公平的。之所以不願意於道德

上批判哈馬斯的行動，也許是因為我們並不曾生活

於集中營裡、也不會知道在同樣糟糕的環境中，自

己會如何行動或反應。總地來說，我認為我們應該

要譴責所有不區分平民和戰鬥人員的襲擊；但於此

同時，我也不會說被殖民者沒有用暴力手段反抗殖

民者的權利。

TBS  &  HH：奧斯陸大學最近拒絕對以色列進行學

術抵制、譴責所有違反國際法的行為，並表示應立

即停止針對加薩地區和以色列平民的攻擊。您對這

樣的立場有何看法？  

SH：我會希望學者和學術機構能夠負起更多的社

會及道德責任。我相信我們有這樣的義務——抵制

任何與殖民主義或專制主義勢力有關的機構，且不

僅止於個人層面。我不僅要呼籲各位抵制以色列的

學術機構，還要呼籲大家抵制敘利亞的大學。自由

民主國家明明常常進行機構抵制，可是一旦對象涉

及了以色列，同樣的這些國家，卻又以學術自由為

名而不抵制。歐洲是一個好的例子——比如俄羅斯

入侵烏克蘭後，以及之前南非由支持種族隔離勢力

的掌權時。我記得2008年時，巴勒斯坦中央統計局

的一位巴勒斯坦同事，本來要參加一場辦在佛羅倫

薩歐洲大學研究所、由歐盟資助的研討會；在研討

會開幕的兩天前，因為哈馬斯勝選，邀請突然被取

消。在我任職的貝魯特美國大學，未經國務院資料

庫審查，我們是不能邀請任何講者參加  Zoom  上的

講座的。要從美國國發署獲得資金，就必須遵守這

項規定。根據國務院的資料庫，我們也不能邀請來

自伊朗公立大學的學者。 

國際刑事法院、國際法院以及聯合國已經明確指

出，加薩戰爭是一場具有種族屠殺意涵的行動。因

此，不管是考量現實還是道德層面，我們都應該抵

制以色列的機構。早在2021、2022年，國際特赦組

織、以色列人權組織 B’Tselem、Yesh Din 就主張

以色列是一個施行種族隔離政策的國家。

我正好讀完一本由以色列學者 Maya Wind 撰寫的書

籍《Towers of Ivory and Steel: How Israeli Univer-

sities  Deny  Palestinian  Freedom》，想要推薦給大

家。這本書清楚呈現了以色列的結構性種族主義，

包含種族不平等如何鑲嵌於以色列的法律中，以及

當地的大學如何成為壓迫的一環。比如說，臺拉維

夫大學就與以色列軍方有許多合作，包含：培訓士

兵、允許軍官在大學任教、提供法外處決所需的科

技以及道德解釋等。Wind在書中提到，「著名的

『Erez』學士學位課程」，就是為戰鬥軍事部隊的

軍官開設；這個雙主修的學程裡，安排了軍事取向

的系列課程，以及另一組人文、社會科學、商業或

工程學的課程。軍方解釋，Erez  學程中「交織著軍

事和學術訓練」，而學員們將「從平民成為菁英戰

士」。另外八間以色列大學也是如此（其中兩所位

於被占領的約旦河西岸），其各自提供經以色列大

學開發的專業知識、基礎設施和技術，以支持以色

列的領土、人口和軍事政策。從事人文社會科學研

究的以色列人，則走向殖民考古（從巴勒斯坦領土

上竊取文物）、法律研究、中東研究、安全國家培

訓等領域。

當然，我們也得肯定以色列學界培養出了一群偉

大、勇敢的學者，即便面對強權，他們也勇於發

聲。例如  Lev  Grinberg、Oren  Yiftachel  和  Eva 

Illouz  等人。我與兩位以色列哲學家、朋友  Adi 

Ophir 和 Michal Givoni 合編了一本書《The Power 

of Inclusive Exclusion: Anatomy of Israeli Rule in 

the  Occupied  Palestinian  Territories》：有趣的

是，多數以色列的學者，現在都在以色列境外任職

了。我知道他們是因為不堪受到騷擾，最終才離開

了以色列學界。希伯來大學教授 Nadera Shalhoub-

Kevorkian  就在合約遭到凍結後，被以色列警方逮

捕、審訊。

TBS & HH：這是抵制，但 BDS（抵制、撤資和製

裁）裡面的另外兩個部分又是怎麼回事？

SH：現在大多大學的捐贈基金，都成為百萬富翁拿

去玩對沖的基金了。我知道這件事情的時候其實很

驚訝。這些百萬富翁周旋於美國、許多其他國家的

軍火和煙草市場，關注哪些投資有利可圖——他們

最關心的事情，是如何獲取最大利益。這是多麼鮮

明的對比：我們一邊在課堂上提倡「自由藝術」，

一邊又資助著軍火／煙草—軍事—獨裁—殖民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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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體。從以色列工業撤資，也是同樣的道理——許

多研究已經指出，以色列的工業與當地的殖民定居

者、種族隔離軍事政策有某整程度的合作。

TBS  &  HH：有些人可能會說，BDS是一種反猶太

主義⋯⋯。

SH：即便有些人會將以巴衝突視為二戰之後，於

悲劇的背景中誕生的民族主義競合，但事實上，這

就是一場殖民戰爭。即便推一步來說，我們接受前

者的說法，在這場競合裡，也確實有一個民族，剝

奪了另一個民族的權利。根據國際法，西岸（包括

東耶路撒冷）和加薩的巴勒斯坦領土，都是被佔

領的。佔領土地的人有著殖民和種族隔離的行為，

而針對這些行為的反抗也確實在發生。對我來說，

討論仇猶或反猶主義是毫無意義的。如今，不管是

在物質層面，還是透過影像的流通，這場正在進行

的種族屠殺，使得所有相信人性的人感到憤怒。在

這樣的情況下，卻有人以反猶主義這樣的論述，迫

使與這個重要議題有關的對話停止。在南非出現種

族隔離政策、人們呼籲要對南非進行學術和經濟抵

制時，我就沒不曾聽過反南非或是反非洲之類的說

法。我相信在歐洲學術界，抵制俄羅斯機構的情況

仍是多數；我也不曾聽到有人說這是反俄羅斯。當

然，反猶主義確實存在於世界某處，但把它與反猶

太復國主義、批判以色列殖民混為一談，是非常具

有誤導性的。 

TBS  &  HH：也有些人會說，「從河到海，巴勒斯

坦將獲得自由 」的口號有反猶主義的色彩。

SH：考量到多數行動者使用這個口號的方式，這樣

的全是絕對是錯的。許多歐美地區遊行的標語，以

及社運人士的採訪中指出，這個口號是要呼籲為所

有居民建立一個民主、世俗的國家。意思是說，這

無關於當地如何被稱呼，巴勒斯坦也好、以色列，

或任何名稱都行。就連哈馬斯的三號領導人  Mous-

sa Abu Marzouk 也在最近的一次訪談中清楚提到，

一國方案的內涵，就包括了一人一票，不論個人的

宗教信仰為何。選擇這樣的口號，只是要反擊「從

河到海」政治下，以色列定居者於日常中的殖民行

為。不要忘了，Netanyahu  自己的政黨  Likud  的

黨章上，也有這個口號；只不過，這條河不是約旦

河，而是幼發拉底河。

在歐洲，大屠殺依然很鮮明，我也可以理解，10

月7日哈馬斯不分平民、戰鬥人員的攻擊，用極為

強烈的形式喚醒了一些記憶。但同樣一批老一輩的

人們也應該試著理解，為什麼青年們會提出激進的

口號——這反映了他們生而為人的經歷，比如他們

如何親眼目睹以色列軍隊殺害、餓死婦女與兒童，

並摧毀他們在加薩的學校——一些學者將之稱為

「scholasticide」。必須承認的是，多數年輕人通

常也不會在媒體中接收到這些資訊：比較一下  DW 

News  和法國24頻道與半島電視台的內容，就可以

大約知道這件事情。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應該要在

校園內創造一個對話的空間，讓不同的群體接觸到

不同的論點。 

TBS  &  HH：你會怎麼回應「機構抵制等於取消文

化」的說法？

SH：在取消文化中，抵制個人是較為常見的，例如

取消對演講者的邀請、取消某人的地位等。然而，

機構抵制針對的對象，則是正在施行壓迫權力的機

構的集合。國際社會公認以色列佔領巴勒斯坦領土

違反國際法，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也是如此。我們

應該將機構抵制理解為最後的、和平的抵抗方式。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它不是以取消以色列文化為目

標，而是要破壞大學—軍事的綜合體。倡議這樣的

抵制，並不妨礙我與兩位以色列哲學家共同編輯一

本書，我這麼做，也正是意圖邀請巴勒斯坦、以色

列學者之間的相互理解：任何聲音都不應被取消。

TBS  &  HH：在這種情況下，大學還有可能是中立

的嗎？

SH：沉默意味著共謀。過去數十年，大學一直是

抗議、公開討論和針對霸權政治表達不同意見的空

間，從越南戰爭到南非種族隔離時都是如此。大學

是一個言論自由的空間，但只有在存在有力的反論

述時，這個空間才能發揮作用。因此，我反對從任

何層面，無論是政治、社會還是種族、性別上，取

消他人文化的意圖。

TBS  &  HH：你創造了「空間屠殺」（spacio-ci-

de）這個概念，他指的是什麼？在10月7日的攻擊

發生前，你如何看待人們對巴勒斯坦局勢的關注與

認知，或者說，人們在這方面缺乏了什麼？ 

SH：1999至2004年間，我住在被佔領的巴勒斯坦地

區，當時正是阿克薩起義的高峰。那時候，我對巴

勒斯坦難民問題，以及衝突的政治社會學都很感興

趣，因此提出了「空間屠殺」的概念。長期以來，

以色列的殖民與定居政策，都可以說是一種「空間

屠殺」（而非種族屠殺），其是以將巴勒斯坦人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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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土地、他們的生活空間中驅逐為目標，並藉

此迫使巴勒斯坦人必須進行人口遷移。

空間屠殺的基本邏輯，是提供猶太人更多的土地，

並減少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其是一個蓄意且動態

的過程，與持續變動的環境（包括巴勒斯坦抵抗

運動）相互作用，也是各種殺戮（-cides）的頂

點——限制巴勒斯坦人的流動、殺害巴勒斯坦領導

人（政治殺戮）、竊取巴勒斯坦農業所需的地下水

及破壞巴勒斯坦人的經濟能力（經濟殺戮），進而

使人們難以生存於巴勒斯坦土地上。藉由描述、批

判以色列軍事—司法—民事機構的多個面向，我藉

著這個概念指出，空間屠殺之所以能夠實現，有賴

於以下三個原則：殖民化（沒收更多土地）、隔離

（以色列土地和巴勒斯坦土地），以及在這兩項看

似矛盾的原則之間進行調解的例外狀態。目前以色

列的殖民計畫，已經從空間屠殺轉變為種族屠殺。

TBS & HH：最後一個問題，展望未來，您對巴勒

斯坦／以色列接下來的情況有什麼看法？我知道這

是個大問題。你會說自己是正向、充滿希望的嗎？

你有什麼比較理想的想像嗎？

SH：作為一名社會學家，我親眼目睹了以巴衝

突的殘酷，因此很難設想出一蹴可幾的一國方案

形式，不過，如果是兩國方案的話，可能會是我

們在以巴地區建立多民族自由民主的第一步。這

意謂著，我們得建立兩個意願：一個議院體現「

一人一票」原則，處理與所有公民相關的事務；

第二個議院中，兩個民族群體（猶太人、阿拉伯

人）將就其日常自治問題展開討論。我的以色列

同事、社會學家  Julie  Cooper  在這方面提出了

一些有趣的想法。雖然說，這樣的概念仍然脫離

不了2007年由  Nadim  Rouhana、Nadera  Shal-

houb-Kevorkian  等人共同撰寫、多名巴勒斯坦

學者／倡議者簽署的《海法宣言》當中，所提倡

的精神，然而制止以色列當前於加薩地區的種族

屠殺，仍然是更為緊迫的。我們對於這場戰爭當

中的共犯——包含主流政黨、許多大學的管理部

門，感到極為憤怒。我認為這份怒火，也應該要

能向世界各地的新一代、學生們傳達，並鼓勵他

們將其表達出來。用 Rana  Sukarieh 的話來說，

他們的抗爭，恰恰反映出了反殖民主義第三世界

國際主義的願景。我願為這場動員歡呼！

來信寄至
Sari Hanafi

 <sh41@aub.edu.lb>
Twitter: @hanafi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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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南合作的
    階層結構與種族化 

Carolina Vestena， University of Kassel，德國；Eric Cezne，Utrecht University，
荷蘭；以及Marie Stiller*

南
南合作（SSC）是國際秩序中的重要動

態。過往的例子包括萬隆會議、不結盟

運動和泛非主義，它們都出現於  20  世

紀 50 年代和 60 年代非洲和亞洲去殖民運動的背景

下。近期——尤其是  2000  年後——的例子，是大

宗商品的蓬勃發展，以及對北方主導的全球化日益

失望的背景下，巴西、印度、中國和南非等新興大

國——以及金磚四國等各自的集團——因而開始尋

求戰略商業夥伴關係和政治影響力。關於南南合作

和潛在反霸權關係的說法雖然不是新現象，但近年

來卻如雨後春筍般湧現。 

　　然而，南南合作不僅僅是金磚五國為了增強政

治或經濟實力。更廣泛地說，南南合作也跟資源、

專業知識和技術的轉讓與交流有關。包括各種形式

的人際接觸，通過在商業、教育或勞動力遷移等領

域的機構合作，或國家與私人行動者間，在「全球

南方」的遷移。南南「團結」、「友誼」和「互

助」等術語經常被用來描述與合法化南南合作的戰

略和實踐。這樣的戰略和實踐，更橫向也更適合南

方國家的利益和發展條件。 

　　對南南合作的這種積極看法旨在強調全球南部

國家的能動性、獨立性和機敏。正如對「全球南

>>

1955 年 4 月 20 日，各代表團在萬隆獨立大廈舉行亞非會議的期間舉行了經濟科全體會議。出
處：公共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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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概念的歷史分析所揭示的那樣（例如，參見本

期 Stiller 的文章），它也鞏固了「全球南方」本身

隱含的多元概念。在倡導替代性全球化或應對氣候

危機的新方法時，社會運動的跨國網絡也喚起了南

南團結的積極概念。南南合作的積極形象能夠從各

個角度——從「下」或從「上」——被提及。

　　但是，如果南南合作——作為一個政治項目、

國際秩序中的一種典型做法，以及強調南方行動者

能動性的一種概念的啟發——本質上如此樂觀，我

們又該怎麼解釋這種合作當中，長期存在的不平等

和階層制度呢？ 

　　關於南南合作的批判性文獻已表明，國際間不

存在中立的合作，因為國際交流與合作也反映了（

國內）社會的統治關係。許多文獻批評了建立在資

本主義邏輯之上的全球階層制度。例如，Du  Bois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發表了一系列關於國際秩序的

著名文章。他認為，資本主義經濟的結構性力量也

體現在維持種族化的階層制度以及全球北方和南方

國家的勞動分工上。這種解釋試圖將資本主義結構

和種族化階層制度結合起來，對於反思國際秩序中

統治關係的複雜性至關重要。

　　然而，多數南南合作相關研究仍僅關注於經濟

與政治階層，而忽略了種族化的要素——亦即，這

種關係是否／如何受到種族化。這可能使得我們對

對全球合作的挑戰及其本質上的衝突的理解趨於單

一。並且，這也使得我們難以理解，為什麽這些南

南合作要藉由傳播南方的友誼和相互合作的敘事來

爭取話語上的合法化。

　　我們認為，要分析全球合作所面臨的挑戰，就

必須著眼於有哪些支配形式鞏固了南南合作。我們

也認為，要對南南合作進行多維度分析，就必須研

究不同層級的衝突，無論是國家、國際機構，還是

當地行動者之間的關係。雖然友誼和互助的敘事掩

蓋了鞏固這些國際合作成就的不對稱的權力關係和

階層地位，但我們依舊尋求可能考慮到上述複雜性

的相關研究，為南南合作新興研究領域做出貢獻。 

　　接下來的一系列文章將顯示，在官方宣稱為對

稱合作和相互幫助的理念背後，南南合作的真實經

歷具有下述兩種特質——人與人之間的種族化與制

度化的種族化，這些種族化的型態造成了階層制度

與差異化。種族化進程也在國際層面上藉由機構和

行動者框定了「他者」（即被視為不同種族的人

口，通常／最常見的是黑人公民）的視角。

　　由於相關文獻主要強調經濟和政治階層制度，

即使我們知道階級、性別和公民位階等各種因素都

會導致全球階層制度的形成，但我們仍將重點放在

種族化的實踐上。我們在討論南南合作時，從不同

方面來反思、探索種族化這種有問題的社會現象。

首先，我們思考種族化在南南合作中，是怎麼以階

層化和「合作者——分化」的構建形式呈現。另

外，我們也討論了種族化在不同層級和不同行動者

組合中的作用；例如，涉及國家、國際組織和跨國

運動的南南合作。最後，考量到南南合作中地緣性

的發展、投資計畫、教育計畫、或行動者對國際機

構的看法等，我們認為這些貢獻可以為南南合作如

何在當地形成種族化提供一個基層視角。

　　關於南南全球合作中種族化問題的這三個方面

的討論，一方面可以為全球合作——儘管其目的便

是為了改變「全球南北」之間的權力失衡——中的

權力動態提供更加細致的視角。另一方面，這些討

論也幫助我們思考種族階層制度在社會中的結構性

作用、與其他統治形式（如性別、階級或民族階層

制度）的相互關係，以及它們是如何在全球秩序的

不同層面長期存在時。 

*作者使用筆名

來信寄至：

Carolina Vestena <carolina.vestena@uni-kassel.de>

Twitter: @carolinavestena

Eric Cezne <e.m.cezne@uu.nl>

Twitter: @eric_cez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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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55年4月18日，印尼總統Sukarno在萬隆會議

上發表了就職演說，他在演說中將「全球南

方」國家與種族主義問題聯繫在一起：

「我們有許多不同的民族，我們有許多不同的社

會背景和文化模式。[......]我們的種族不同，甚至

我們的膚色也不同。但這又有什麼關係呢？人類

的團結或分化並非只因為這些因素。衝突不是來

自不同的膚色，也不是來自不同的宗教，而是來

自不同的欲望。我確信，比起那些表面上將我們

分開的東西，我們所有人都因更重要的東西而團

結在一起。例如，我們因共同憎恨殖民主義而團

結在一起，無論它以何種形式出現。我們因共同

憎惡種族主義而團結在一起。我們因維護和穩定

世界和平的共同決心而團結在一起。」 

　　全球南方作為一個反殖民主義、反種族主義和

支持和平的計畫在此現身。然而，本論壇顯示了南

南合作過程是如何以許多不同類型的種族化歷程被

標誌的。如果全球南方確實有一個反種族主義計

畫，那麼它所提出的承諾仍未兌現。

> 種族化和全球南方   

　　種族化在這裡被理解為一種實踐，通過這種實

踐，某一群人被賦予了特定的種族意含或刻板印

象。種族化使以「種族 」為基礎的社會階級結構得

以維系。種族化的概念有助於我們研究導致種族不

平等或種族主義的實踐。此外，使用此一術語還可

以避免「種族」這個沒有科學基礎的假定生物學範

疇（見本專題導言）。

　　雖然反種族主義的理想尚未實現，但全球南方

作為一種社會想像，一直被用來在前殖民國家、體

制和人民之間營造一種歸屬感。尤其是各國政府，

經常使用全球南方集體的語言作為戰略性修辭工

具，去正當化國際合作或「開發計畫」。

　　全球南方並不是一個同質的整體，而是一種社

會建構，其部分正當性來自於其所宣稱的反種族主

義，但這種反種族主義仍有欠缺。這篇簡短的文章

旨在根據上述內容對 「全球南方」概念提出質疑。

> 三位一體的概念  

　　總體來說，「全球南方」的概念非常模稜兩
可，概念化程度不足。作為一種社會想像，它可
能會維系而不是戰勝一系列不正義，包含種族不正
義。

　　Schneider （2017）將「全球南方」概念分
為三大類：地理上的全球南方、底層的全球南方，

> 「全球南方」概念的
    未竟事業和其反種族主義理想

Marie Stiller（筆名）

全球南方和全球北方。出處：全球多數維基百科技術優先享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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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作為靈活隱喻的全球南方。地理上的 「全球南
方」是最常見的用法，它將「全球南方」定位在那
些被視為結構上未開發和貧困的前殖民世界地區（
前「第三世界」）： 拉丁美洲、非洲和亞洲。這一
地理概念在當代論述中占主導地位。它被聯合國等
強大的超國家體制所使用，並立基於一個國族和國
家間的視角。

　　全球南方的第二種模式最早由 Alfred 
López（2007）提出，涉及全球各地的「底層人
民」：在新自由主義政策下處於不利地位的人類，
他們在社會、政治和知識上都被剝奪了權力。他們
是「全球的」，因為他們不再局限於一個地區。雖
然López將 「南方人」與地理位置相分離（南方人
無處不在），但他最終將「南方」歸結為「階級」
。

　　最後，第三種解讀將「全球南方」視為一種靈
活的隱喻，不能將其化約為地理環境（如拉丁美
洲、非洲和亞洲）或社會固定要素（如階級）。相
反，它是關係性的。這第三個概念在所謂強大的北
方和貧困的南方之間劃出了一條隱喻邊界。舉例來
說，它可以是義大利北部和南部之間的邊界，也可
以是富裕的德國人和被剝奪公民權的德國人之間的
邊界。它是抽象的，因為它是「靈活的」。它既可
以涉及地理上和社會上的差異，以及任何形式的不
平等。

　　仔細觀察，這三種概念化都各有利弊。而且，
它們都與特定的歷史時刻或發展有關。當我們問
及：「全球南方」是何時首次出現的，它又是何時
取代「第三世界」概念的？

　　從歷史上看，這一術語的興起與去殖民化時期
以及前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認同興起有關。在萬隆
會議（1955）、1961 年不結盟運動（NAM）和 
1964 年 77 國集團成立之後，「全球南方」一詞在 
20 世紀 60 和 70 年代開始被廣泛使用。它逐漸取代
了「西方」和「東方」以及「第三世界」等詞彙，
後者已成為一個貶義概念。「全球南方」一詞與更
平等的經濟秩序願景以及爭取國家間和地區間平等
的抗爭聯繫在一起。它包括呼籲全球北方承擔新的
責任。

> 異質性、內內部分化和過度簡化的危險  

　　大多數學者都認為，「全球南方」在歷史上最
古老、最常用的解讀方式：地理解讀，是一個太不
成熟的範疇，無法描述「真實」的世界。例如，
拉丁美洲、亞洲和非洲國家之間存在著巨大的（
且日益增長的）多元性。中國、巴西、印度以及南
非（南方金磚五國）很難與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
一索馬里相提並論。相反，中國和巴西已成為許多
非洲地區的全球股東，而「南方」標籤卻明顯掩蓋
了這一發展。此外，地理解讀忽略了這些南方國家
內部的顯著分化：這些國家貧富之間的巨大差距。
正如Vijay Prashad在其《全球南方的可能歷史》
（2012）中所描繪的，南方從來都不是一個同質的
實體，而是沿著意識形態的戰壕（如圍繞新自由主
義）而被分割開來。

　　然而，最關鍵的是，這種地理解讀忽略了這些
「南方」國家內部在階級、種族、性別和地區方面
的顯著分化。López的底層全球南方概念試圖指出
「階級」分化，甚至承認貧困往往是種族化的，本
質上借鑒了「階級」的範疇。

　　因此，如果說至今為止所有關於全球南方的概
念都未能準確地描述現實世界，那麼它們所淡化
的，尤其是圍繞種族化歷程的不平等現象。正如本
專題所示，我們缺乏一種超越黑白二元對立，和以
歐美參考架構為中心的二分法概念。

　　即使Sukarno南方的反種族主義理想尚未實
現，但全球南方作為一種想像，仍在前殖民地人民
和北方學者的集體意識中不斷被召喚。許多學者和
參與的知識份子在沒有替代術語的情況下使用它，
但它也經常被用來追求一個更公平、社會更進步的
世界：繼續呼籲建立一個反種族主義、反殖民主義
和支持和平的世界（Schneider，2017 ）。

　　仍然，全球南方並不是一個同質的實體，而是
一個通過宣稱但卻未能實現的反種族主的立場，而
部分正當化的社會建構。因此，不加批判地使用這
一概念有可能使我們對新形式的種族化、種族主義
和殖民主義視而不見。

* 作者使用筆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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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中國相遇中的
 種族特點

Eric Cezne，荷蘭烏德勒茲大學，以及 Roos Visser，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

>>

2
020年，在全球疫情與世界性的反種族主義抗

議所帶來的強力合流之中，發生於中國廣州市

的事件重新引發了非–中關係中種族主義問題

的相關討論。為預防和遏制新冠肺炎而執行的措施

不成比例地針對著非洲人與非洲人的後裔。許多非

洲人面臨著被驅逐、無家可歸以及公共空間中的歧

視，引起了非洲僑民與政府的強烈抗議。

　　非–中關係長久以來被描述為以南–南團結和

同情（South–South  solidarity  and  empathy）為

基礎的友誼。這種描述的顯著性增長——特別是

自 2000 年代初以來——帶來過量（plethora）的機

會的同時也帶來許多挑戰。相互間的旅遊、移民以

及生意往來的激增促進了充滿活力的交易、投資與

文化交流。然而，愈發頻密的接觸也導致了種族歧

視、懷疑與隔離的發生，近來的廣州事件即是一個

例證。

　　非–中關係中的種族主義與偏見乃根植於複雜

的歷史及全球動態。重要的是，由於種族主義表現

以不同形式，這些問題並不僅限於中國對非洲人的

看法的待遇。種族化（racialization）——即將人

種的含義與分級化（classifications）擴展到社會關

係——雙向地發生，對在中國的非洲人與在非洲的

中國人都產生影響。

> 非洲人在中國  

  除了廣州的情況，許多反–非（特別是反–黑）情

緒的案例在中國各地都留有記錄。一個值得注意的

案例是  1980  年代的「校園種族主義」，非洲學生

遭受來自中國同儕的出於種族動機的強烈反對（ra-

cially  motivated  backlash）。非洲人被描述為透

過與中國婦女的關係而「污染」了中國社會，他們

被認為是既落後又懶惰，不值得中國的援助。

　　如此的種族主義思想持續很久且已經找到了諸

如微信和微博這樣的中國社群媒體管道作為平台，

在其中遭遇到針對非洲人的種族毀謗並非罕見。中

國用戶經常以中國近來的成就和發展作為參照，對

國路橋集團（CRBC）在塞內加爾Thiès建設ILA Tours高速公路。
出處：楊一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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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或非洲人建構一種貶損的形象。透過將非洲人

種族化（racializing）為懶惰的、不值得的以及性

侵略的（sexually  agressive）人種，中國人尋求將

自身定位為勤勞的、值得的以及備受尊敬的人種。

此種描繪反映了在中國的黑性（Blackness）與種

族認同之歷史建構，此種建構經常與文化和種族優

越——特別是佔支配地位的漢族（Han  group）相

對於外國人或其他中國少數民族的優越——的觀念

糾纏在一起。

　　今天，大概有五十萬的非洲移民居住在中國，

在他們與當地居民的接觸中經歷著種族主義的不同

感知。有些感到受歡迎並將歧視行為歸結為無知，

另一些則遭遇到極具偏見的對待。通常，中國的種

族歧視主要被視為是制度性的。與 1980 年代的「校

園種族主義」不同，今天的衝突常常發生於（非法

的）非洲居民與敵對當局，後者被視為對非洲人不

公平地實施移民與執法措施。許多人指責非洲政府

因為擔心與中國的雙邊經濟和政治協議受到損害，

從而沒有解決其公民在中國的不滿。而與非洲公民

在中國面臨的挑戰相比，中國移民在非洲取得簽證

和許可證的方便，無疑加深這種挫折感。

　　中國政府持續性地淡化種族爭議，將反–非情

緒視為獨立情況，並堅持種族主義是一個西方問

題。無論如何，隨著已廣傳的廣州事件和非洲僑民

與政府的強烈抗議，中國當局已不得不謹慎地承認

種族偏見的存在。在特定的情況下，諸如改善外國

人對健康程式系統的訪問以便能在疫情期間進入公

共場所等，這些表面上的（token）措施已經被採

取以抑制歧視性的實踐。

　　無論如何，這些措施傾向於將種族主義和種族

歧視視為偶然及局部性的問題，而認為不具有系統

性和普遍性特徵。根深蒂固的挑戰依然存在，只因

中國嚴格地限制包括反種族主義議程的人權倡議和

運動。儘管中國政府已嚴格管控政治和媒體空間，

對於抑制中國（網絡）社會中的種族主義言論與行

為卻沒有什麼顯著的作為。

> 中國人在非洲    

　　至於中國人在非洲的情況，種族歧視與張力則

一般在勞動關係——特別在中國建設計劃——的

脈絡中被討論。中國雇主、經理人與勞工因在提及

被他們描繪為懶惰、不可信賴以及不可信任的非洲

同事的工作習慣和做法時呈現出種族主義行為而遭

受批評。中國人還因自我隔離的行為被譴責：由於

不喜歡多樣性，他們選擇在居住、語言及社會化實

踐方面將自身隔離於非洲人。即便如此，還是有人

警告不要對中國人在非洲的種族主義進行籠統的解

讀。我們被提醒勞動不平等和自我隔離的樣式已長

久（且持續著）地是西方在非洲大陸存在的一大特

徵，且也有許多中國人在非洲習得語言及融入社會

的成功案例。

　　同時，非洲利害關係人（stackholders）中也

出現了明顯的敵意和反–中（anti-China）情緒。

有一種思路認為非洲人對中國人的種族化也應當被

納入考量，承認非洲人的能動性。非洲的反–華

（anti-Chinese）態度主要來自與中國企業家和勞

工有直接競爭的經濟群體，例如那些失業或經歷

到危脆的（precarious）工作條件的人士。通常，

被描述為在非洲進行掠奪和新殖民運動的「黃色災

禍」（yellow  peril）的中國人形象——這在西方

政策和媒體描繪中很常見——促進了上述情緒的擴

大。這顯示了非–中關係是如何被外在行動者加以

種族化的，涉及了白性（Whiteness）、黑性與華

性（Chineseness）之間錯綜複雜的相互作用。

　　非洲領導偶爾會利用針對中國人的負面情緒

來獲得政治利益，有時會訴諸種族民族主義策略

（strategies  of  racial  nationalism）。對中國的批

評可以作為統治精英在脆弱時期轉移審查和鞏固政

治權力的方便工具；而反對派團體則會利用反–中

言論來挑戰現任政黨。一個值得注意的例子是 2011 

年在一個反–華基調上競選總統的贊比亞政治家 

Michael  Sata。然而，他在上任後改變了他的言論

並積極追求與中國的經濟聯繫。

　　然而，不停地脈絡化這些動態並區分當地、國

家和超國家的層次是至關重要的。在許多非洲國

家，當地居民普遍歡迎中國人，讚賞中國的投資、

貿易與整體發展成就。然而，儘管非洲人看重與中

國的關係，但正如非洲聯盟副主席  Kwesi  Quartey 

在回應廣州在疫情時期對於非洲人展現的敵意時所

宣稱的那樣，他們並未準備好為此付上任何代價。

這凸顯了種族相關議題的政治重要性和雙方有意義

地參與其中的必要性。在不斷變化——且挑戰越越

來越多——的全球時期下，這麼做對於維持和強化

所謂中非友誼（Sino-African  friendship）是重要

的。

來信寄至：
Eric Cezne <e.m.cezne@uu.nl>

Roos Visser <rv_visser@outl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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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哥拉和古巴
   開創性的南南合作（1975－1991） 

Christine Hatzky，漢諾威萊布尼茲大學，德國

>>

南
南合作的特點是什麼？在某些案例下，

南南合作首先涉及兩個前殖民地國家的

政府、體制、軍隊和人民之間的合作。

我將以安哥拉和古巴為例加以說明，並概述產生這

種合作的特殊性和歷史脈絡。該項目發生在去殖民

化時代，當時的背景是世界分為資本主義體系和社

會主義體系。這個時代的另一個特色是，人們仍然

希望前殖民地國家之間的強大凝聚力能夠戰勝資本

主義和帝國主義，並打造出超越這兩種體系的自身

發展道路。

　　古巴和安哥拉的案例是兩個左翼計畫：安哥拉

人民解放運動（MPLA）和古巴政府之間的合作。

前者尚未確定最終方向，後者則致力於社會主義，

但試圖克服蘇聯體制的政治限制。基於國際主義團

結的原則，兩國之間的合作旨在建立一個反對美國

霸權的反殖民主義和反帝國主義的跨大西洋聯盟。

由於安哥拉當時（至今仍然）擁有豐富的原物料（

石油、礦物、鑽石），這種合作為古巴提供了從蘇

聯獲得更多經濟獨立（從而獲得更多政治獨立）的

展望，以及規避美國政府在  1960  年實施的經濟封

鎖的機會。

1975年，安哥拉指揮官和東線古巴少
將，Dangereaux Kimenga和Carlos 
Fernández Gondín。出處：Alfonso 
Naranjo Rosabal / Wikimedia Commons

　　雖然這是一個平等的合作，但並非完全沒有階

級之分，每一方都在追求自己的政治和經濟利益。

當然，這些階級制度也包括雙方的種族主義假設，

但這些假設並沒有得到處理，至少在正式論述中沒

有得到。在去殖民化的歷史脈絡下，國際主義團結

的論述中沒有種族主義的空間。現有的階級制度和

種族化反而被反殖民主義和反種族主義的團結言論

所掩蓋，其目的是加強非洲、拉丁美洲和亞洲的解

放運動與獨立政府之間的凝聚力。

> 民間合作與軍事支持   

　　1975年對葡萄牙殖民主義的戰爭結束後，在隨

後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MPLA）與競爭對手，安

哥拉民族解放陣線（FNLA）、爭取安哥拉徹底獨

立全國聯盟（Unita）以及南非種族隔離政權聯盟

的後殖民戰爭中，約  40  萬古巴士兵與安哥拉人民

解放運動的部隊並肩作戰直到 1991 年。從軍事合作

開展的民生合作，由於獨立後的安哥拉所需要的顯

然不僅僅是軍事支援：包掛在政治、社會和經濟各

領域的重建援助。因此，獨立後的安哥拉總統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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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nho  Neto請求古巴政府提供額外的民生支援，特

別是在教育、醫療和基礎設施領域。古巴政府同意

了這一請求，並通過各級專家和熟練工人提供了自

己的技術知識，截至1991年，約有5萬名古巴市民

在安哥拉工作。這些人包括各部會的顧問、醫生、

護理師、工程師和老師，即便內戰仍在肆虐，他們

仍舊支援所有這些領域的基礎結構發展。

      這些支援最初是作為自助性質的，但由於缺乏足

夠資格的安哥拉人，古巴人不得不在許多領域挺身

而出。該計畫根據安哥拉的具體需求量身定制，由

安哥拉－古巴兩國小組負責談判和協調。詳細的合

約規定了民生合作的條件，包括支付服務費用。

安哥拉政府直接向古巴政府支付工作費用，雙方

共同為合作者提供住宿、交通、食物以及少量津

貼。1988 年，南非、古巴和安哥拉簽署了《紐約協

定》，宣佈古巴和南非軍隊及市民撤出安哥拉，納

米比亞於  1990  年獨立，這是種族隔離制度瓦解的

又一個里程碑。

　　總之，這是歷史上兩個前殖民國家之間規模最

大、最全面的南南合作。合作中的種族階級問題十

分複雜，取決於是從安哥拉還是古巴的視角提出。

我在我的出版物中根據對參與合作的古巴人和安哥

拉人的訪談，探討了他們在日常生活中對合作計畫

的個人觀點和相互理解，使我們深入了解現有的，

和已知的階級制度的不同面向。

> 透過殖民主義和奴隸制聯繫起來的國家

　　從歷史脈絡出發是我們瞭解這一合作計畫的背

景與動機的關鍵。16世紀以來，西班牙和葡萄牙殖

民主義通過跨大西洋奴隸貿易將兩國聯繫在一起。

直到19世紀末，約有一百萬名非洲人被驅逐到古巴

的蔗糖種植園。其中許多非洲人後裔參與了古巴反

抗西班牙帝國的獨立鬥爭（1868－1898）。1975

年，古巴國家元首卡斯楚在解釋與安哥拉人民解放

運動的軍事合作時提到了這一點。他認為古巴人在

歷史上欠了非洲兄弟們的債，有義務支持他們反對

葡萄牙人的獨立鬥爭（1960－1975），並將古巴定

義為「拉美非」國家。

　　由伊比利亞殖民主義下的共同經驗所產生的文

化和語言相容性至少對促進合作產生了作用。在當

時，這些共同點比安哥拉人和古巴人之間的種族階

級觀點更為重要。1959年的革命加速了古巴人民克

服殖民統治和後殖民統治的進程，古巴人民的國際

主義與去殖民化、平等主義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前

衛計畫息息相關。

> 全球去殖民化與Tricont的出現

　　古巴擺脫美國帝國主義控制（美國於  1898  年

取代西班牙殖民主義成為美洲霸權國家）的革命發

生在全球去殖民化時代。1955  年，超過  29  個主權

國家和  30  個解放運動在萬隆（印尼）舉行會議，

討論結束殖民主義的問題。在那裡，「第三世界」

（後稱Tricont）一詞象徵著與「第一」資本主義和

帝國主義世界以及「第二」社會主義世界（除了中

國）相對的「第三條路」。

　　1950年代末期隨著非洲殖民主義的結束，

古巴革命者與那裡的反殖民運動和政府建立了聯

繫。1961年，冷戰達到高潮，古巴導彈危機使世

界瀕臨核戰邊緣，不結盟運動在貝爾格勒成立，古

巴是唯一參加的拉丁美洲國家。1966年，「三州會

議」在哈瓦那舉行，來自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

82個反殖民運動和政府參加了會議，會議的目的是

在「國際主義團結」的精神下，籌備古巴領導的世

界反殖民革命。1970年代初期，古巴成為「第三

世界」中第一個被接納為中東、北非和非洲的社會

主義經濟共同體，經濟互助委員會（CMEA）的國

家，以確保古巴的經濟和政治存續。這種來自東方

集團國家和蘇聯的經濟支持使古巴得以與安哥拉和

許多其他Tricont國家建立廣泛的南南合作。

來信寄至：

Christine Hatzky <christine.hatzky@hist.uni-hannover.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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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國維和部隊中的
     種族階層能否被消除？

Sarah von Billerbeck，英國雷丁大學，以及 Kseniya Oksamytna，英國倫敦大學

>>

出處：Sarah von Billerbeck

當
代全球系統中最重要的國際合作之範

例即是聯合國（United  Nations）。它

匯集了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涉及了

多種合作向量（vectors）：北–北、北–南以及

南–南。確實，聯合國存在的前提是根據如下假

設：能夠使各國平等地進行有結構的合作之制度化

公共場域（fora）將會在避免衝突、促進人類權益

以及確保正義上有所助益。然而在聯合國中國家間

的平等長久以來備受質疑，且近期的研究顯示不僅

是聯合國的結構透過對決策過程的差別權限（特別

在全球南方與全球北方之間，比如聯合國安理會即

是這樣的情況）來制度化國家間的不平等，但這些

結構通常在起源上是種族性的因此其中的階層也已

是種族化（racialized）的。正如本專題的導論所

述，我們將種族視為一種涉及了對以被視為不可改

變的特徵為基礎的群體進行他異化（othering）和

等級化（ranking）的社會建構，這將反過來導致

對社會、政治以及物質資源的不平等權限。

　　儘管承認聯合國各成員國之間的種族不平等，

一直到最近，學者們都未能成功檢查到這種階層

結構是如何在聯合國中——即在組織自身的勞動

力（workforce）中——存在、被複製從而根深蒂固

的。在我們近期一篇題為〈種族與國際組織〉的文

章中，我們對聯合國維和部隊（UN  peacekeeping）

進行研究，並藉Ray（2019）的種族化組織之理論，

找出聯合國內部種族階層結構得以延續的四種機制

的證據。

> 差別的作用、種族化的分配、
    資格認證化與種族脫脫鉤   

　　首先，我們觀察到來自不同種族群體人員的作

用（agency）的削弱或增強。由於過去  20  年來所

有新的聯合國維和行動都發生在非洲、亞洲或加勒

比地區的非白人主導之國家（non-white-majority 

countries），上述情況在國際的（international）

與國內的（national）工作人員之間的區分上尤為

明顯。後者通常擔任諸如司機或翻譯員的輔助型

角色，有時候也被要求提供在地文化知識。這些角

色的價值低於所謂「實質性」（substantive）的

工作，因此，國內工作人員集中在組織內地位較低

的種族型工作（race-typed  jobs）中。而國內與國

際工作人員之間的巨大薪資差異更加劇了這種情

況。透過表面地（tokentistic）將非白人安排在高

階職位上，維和行動中種族化之群體（racialized 

groups）的作用（agency）也被削弱。 

　　其次，我們找到了組織資源分配種族化的證

據。維和人員的其中一項關鍵資源即是人身安

全（physical  security），而這竟是白人工作人員

能夠加以貯藏的資源。在文職維和人員中，國內

工作人員面臨著高風險，是比國際工作人員所面

臨的還更難緩解的：比如在危機期間他們通常不會

被撤離。相似地，來自非白人主導之國家的部隊，

比來自白人主導之國家的部隊被曝露在更大的風險

之下。例如，在馬里的馬里穩定團（MINUSMA）

中，具備更好的裝備與科技的歐洲部隊承擔了偵查

和情報任務，而更危險的巡邏任務則留給了非洲部

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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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我們找到證據顯示白性（whiteness）

可以充當一種資格認證（credential）。在維和部

隊中某些任務或技能會被視為更具聲望的，比如軍

事策劃或提供人權或安全部門改革的專題知識。白

人國際工作人員經常被假定能夠勝任此等角色，而

非白人國內工作人員則被視為與在地或文化知識相

關，後者被認為是較不「精細」的（less  “sophis-

ticated”）。在軍隊方面，白性與專業性的聯繫更

為緊密，體現在如下勞動分工上：從歐洲或北美來

的白人部隊被指派為策劃和戰略的角色，而巡邏和

執行作戰的任務則由從亞洲以及特別是非洲來的非

白人部隊負責。

　　最終，我們找到了種族脫鉤的證據，即白人

部隊堅決要求能規避組織規則的特殊待遇。舉例

而言，來自白人主導之國家的部隊要求特別運輸安

排、更大的口糧配給並達成了雙邊醫療及撤退協

議。雖然這些安排在技術上並不違反聯合國政策，

但它們強化了如下觀念，即標準的聯合國程序對某

些人——來自非白人主導之國家的部隊——是足夠

好的，但對另一些則不。事實上，向維和行動提供

部隊和警察能夠為國家帶來許多好處，比如報銷經

費和防止政變。然而，這通常意味著這些國家——

超過百分之九十來自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為

其人員協商有利條件的能力不如全球北方國家。

　　這些種族階層都是聯合國成員之間之間權力與

財富分配不均 、 特 定 組 織 程 序 和 路 徑 依 

賴（path  dependencies）以及聯合國人員個人偏

見下的產物。我們要問，拆除這些階層是否是可能

的？

> 聯合國在促進官員間平等的努力

　　聯合國已採取了一些措施來解決其勞動力中種

族不平等與種族偏見的問題。在  2020  年，隨著黑

命貴抗議（Black Lives Matter protests），秘書長 

António Guterres  啟動了一系列行動，例如聯合國
秘書處解決種族主義和促進全人類尊嚴（Address-

ing  Racism  and  Promoting  Dignity  for  All）之工

作小組。同年一份關於工作人員想法的問卷調查顯

示，有三分之一的聯合國秘書處員工相信組織的招

募作法存在著基於種族、國籍和族裔的歧視。差不

多相同比例的人數表示曾經遭受歧視，其中的黑人

或非洲人尤其深受影響。 

　　在  2020  年，聯合國任命了一名多樣性和參與

事務主管（Chief  of  Diversity  and  Engagement）

並為聯合國解決種族主義和促進全人類尊嚴小組設

立了特別顧問一職。而秘書處也要求撥款來發展多

元性、公平與寬容辦公室（Office of Diversity, Eq-

uity,  and  Inclusion），然而卻沒有得到聯合國行政

和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的批准。

　　聯合國也已經增加了某些類別的國內工作人員

的薪金。比如，在中非共和國，最高階專業類別的

國內工作人員的年薪高達  84,735 美金，相當於中階

國際工作人員（P-3）  77,884  美金的年薪。然而，

這沒有包括國際工作人員領取的各種津貼。一般服

務類別（General  Service  category）——大多數國

內工作人員都從屬於此類別——中國內工作人員的

最低收入是每年僅領取 7,690 美金。

　　此外，一個跨部門的反種族主義行動組（Anti-

Racism  Group）也在管理維和行動和特別政治任

務部門內設立了。諷刺的是，聯合國在其日內瓦總

部發布了無薪實習機會的廣告以支持這個小組的工

作；此一無薪實習僅開放給那些經濟獨立的個體（

譯按：意思是，若非經濟獨立者，不大可能報名申

請這樣的無薪實習），這些人通常都來自白人主導

之國家，而這恰恰使該小組聲稱要解決的不平等現

象得以長存。

最終，聯合國啟動了一個內部溝通平台以重申反種

族主義訊息，然而這仍然可能是純粹的自我合法化

的手段，特別當它是僅局限於單向的、自上至下的

溝通模式。其它的措施，諸如針對無意識偏見的培

訓以及對過去歧視申訴的審查，不太可能在短期內

帶來改變。有鑑於這一切，秘書處在結構仍舊不變

的情況下作出的任何解決種族主義的計劃，其成效

如何還有待觀察。

來信寄至：

Sarah von Billerbeck 

<s.b.k.vonbillerbeck@reading.ac.uk>

Kseniya Oksamytna

 <Kseniya.Oksamytna@city.ac.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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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
成長主要是從地緣政治的北方國家，特

別是歐洲和北美國家的角度出發，並服

務於這些國家。關於與全球南方國家的

關係，許多主張逆成長的人清楚指出，逆成長議題

並不適用在普遍的轉型中，他們也不認為有什麼方

法能普遍適用於世界所有地區的轉型。相反的，他

們指出，北方高收入國家的經濟增長必須藉由逆成

長，為處於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邊 緣 的 國 家 或 經 濟

體「擴大生態空間」或「解放概念空間」，讓它們

得以「找到通往其所定義的美好生活的道路」。另

一種論點也補充到，全球南部較貧窮的國家需要藉

由發展滿足人民的基本需求。這種觀點從主流社會

對貧困、需求和福祉的理解出發，將其與物質的豐

裕和匱乏相連結。但從全球南部最近的辯論來看，

這種理解似乎值得商榷。

　　本文試圖從實現全球正義的生態社會轉型的角

> 逆成長，全球不對等
與生態社會正義  

>>

度出發，勾勒出「逆成長」的一些優缺點，並探討在

此背景下與一些全球辯論相互促進的可能性。全文圍

繞兩個主要論點展開：首先，我將總結逆成長——作

為一項運動和研究議題——與全球南方之間現有的

對話、共鳴和（不）參與。其次，我將強調「北方的逆

成長將為南方打開空間」這一說法的局限性，指出某

些辯論可能有利於逆成長，反之亦然，並建立反對（

綠色）成長的非殖民主義南北聯盟。 

> 逆成長與南方替代模式的加乘性  

　　就像逆成長的支持者所提到的，逆成長的概念

在全球南方不具有很強的動員力，因為當地的人們

依舊受「未開發」的觀點 所 侷 限 。 但 也 不 需 要

讓「逆成長」成為南方國 家 轉 型 的 指 導 方 針 。

Arturo Escobar、Eduardo Gudynas、Alberto 

Acosta 等拉美作家已指證出，逆成長與後開發主

Miriam Lang，Universidad Andina Simón Bolivar，厄瓜多

2024年4月在華盛頓特區舉行的反對世界銀行春季會議的抗議活動。
出處：Miriam L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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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後發展以及 sumak kawsay 等原民世界觀之

間，存在某些聚合性和加乘性，我們應從必要的南

北聯盟的角度進一步加以探討。

 

　　sumak  kawsay  和逆成長都反對無限制的進步

和擴張的現代觀念，在對於何謂美好生活的問題上，

兩者都更加注重品質而非數量。兩者也都反對現代

資本主義所助長的無止境需求的觀念，而主張有所限

制：去增長認為「限制不是外部強加給我們的東西，

而是一種有意識的自制的選擇」，是一種集體的、經

過深思熟慮的激進的民主實踐；sumak  kawsay  不適

用於資本主義式的積累，因為  sumak  kawsay  旨在

重新平衡新出現的不平等，並將其視作對社區生活

的威脅。sumak  kawsay  也鼓勵合作和互惠，反對競

爭。sumak kawsay 和逆成長都將自主、集體自治或自

由視為將行為規則加諸於自身，因此這也意味著對自

身的限制，而非遵循任意或外部強加的規則。

 

　　然而，雖然必須承認拉丁美洲的逆成長方式與替

代觀點之間有著豐富的概念對話，但從全球對話的角

度來看，問題在於，逆成長的支持者主要是「從全球

北方出發並為全球北方」制定政策建議，而沒有分析

現代殖民主義全球化世界中的深刻糾葛和相互依存

關係。

> 尚有不足的北方逆成長

　　如前文所述，逆成長相關文獻中反覆出現的一個

論點是，全球北方高收入國家的逆成長將為全球南方

國家「解放概念空間」或「生態空間」。一些作者，如

Jason Hickel 甚至主張逆成長是一種去殖民化戰略。

我非常同意 Jason Hickel 的觀點，即南方國家不應該

服務於北方的成長，而是應該滿足自身需求，自由地

組織資源和勞動力。儘管實現這樣的目標需要地區間

和全球的聯盟，並且需要改變全球化資本主義世界體

系的結構、制度和規則，才能為南方國家創造足夠的

發展空間。

　　讓我們回顧一下拉丁美洲最近的經歷。儘管在

2000年到2015年期間，一些或多或少以左翼為導向的

政府聲稱要擺脫新自由主義，克服開發主義，並在該

地區建立特有的地緣政治格局，但這些國家未能實現

真正自主、源於內在的、可持續的地區整合。相反地，

它們相互競爭出口原材料，服務於中國和其他大型經

濟體的成長。在這樣的背景下，豁免拉美國家政府的

所有責任，忽視地區內部力量的不平衡，是一種短視

的做法。 

　　然而，他們也在全球貿易、知識產權規則、金融

和債務動態、國家風險排名、爭端解決等因素的交織

之下受到了束縛，這明顯縮小了他們的發展空間。從

全球正義的角度來看，這些規則所交織出的網絡的運

作方式並不對等。我們可以從拉丁美洲國家出口原物

料的價格顯著低於進口加工商品的支付價格一事中，

再次看到全球政治經濟中，不平等的交換和權力的失

衡。如今，帝國主義不僅佔有了廉價的未加工原材料，

還掌握在80年代成為世界工廠的某些南方地區的廉

價勞動力和加工商品：在全球商品鏈中，北方企業利

用壟斷的力量壓低南方供應商的價格，同時盡可能拉

高成品價格，這些都使得全球北方依然能夠以低廉的

成本佔有這些工業勞動力。

　　因此，僅僅減少全球北方的物質和能源流量是必

要的，但這並不足以使南方國家得以繁榮。如果不觸

及不對等的全球經濟結構，南方實現內生性和主權改

革的實際「空間創造」不會發生。如果僅僅減少對原

材料的需求而不觸及不對等的全球經濟結構，這可能

甚至會導致某些南方國家的災難性衰退，而這正是逆

成長支持者想要竭力避免的。

> 反對綠色成長的
    去殖民全球化全球聯盟之必要性

　　以綠色成長為核心的霸權主義應對氣候變化的

策略，並未開啟可持續和全球正義的生態社會轉型

途徑，反而導致全球南方地區的開採壓力大增。它

們的優先事項包括：一、為可再生能源的新工業革

命提供足夠的「戰略礦產」；二、「能源安全」；

以及三、為全球北方創造良好的脫碳記錄。

 

　　這不是真正的能源「轉型」，而是整體能源擴張

的結果——成為經濟成長的新驅力。烏克蘭戰爭的地

緣政治局勢——包括對化石燃料的需求——進一步

加劇了這種擴張。拉丁美洲和非洲的研究顯示，這種

以技術為基礎、由企業主導的推動綠色成長的過程，

實際上帶來了多重新的環境不正義和綠色殖民主義

問題。

　　霸權主義的綠色成長政策賦予了全球南方地區

四種角色，每一種角色都包含強烈的帝國挪用的色

彩：一、供主要大國脫碳的重要原物料儲備；二、通過

碳抵銷「中和」北方（包含中國）的碳排放，藉此達到

「淨零排放」的目標——這不應該跟歐洲、美國、或

中國的實際零碳排混淆；三、成為北方的垃圾場，包

括可再生技術和數字化的電子和有毒廢物；四、北方

生態現代化經濟體生產並高價兜售新科技的潛在市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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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逆成長在全球環境治理和公正生態社會轉型的

討論中，主要貢獻之一是公開質疑綠色成長，這讓逆

成長成為邊緣行動者的潛在盟友。但這種情況，只出

現在在逆成長學者和逆成長運動積極參與在解構全

球政治經濟結構時。

　　我「並非」是要指出全球南方應該普遍施行逆成

長，即縮減所有活動。相反的，考慮到過往歷史責任、

殖民債以及環境債務，全球北方應該在面對生態崩潰

時，負起決大部分的責任，減少物質和能源流量。然

而，不追求經濟成長並以地球生命為主要考量，才能

夠在全球——無論南北方——減少有害的生產和再生

產。

　　以全球南方為例，這意味著要減少開發主義，因

為其以成長的名義讓許多社會群體陷入貧困，同時它

也阻礙了自主經濟政策的施行。另一方面，作為全球

北方少數質疑綠色成長邏輯，並主張結構改革的聲音

之一，逆成長注定會成為實現這些目標的研究和政治

聯盟的一部分——但前提是它必須與全球南方的運

動展開真正的對話，超越普同的概念，並參與到現有

不對等國際關係的結構變革戰略中。

來信寄至：

 Miriam Lang

 <miriam.lang@uasb.edu.ec>

*本文章經刪減：Lang, M. (2024) “Degrowth, global asym-
metries and ecosocial justice: decolonial perspectives from 
Latin America.”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https://doi.org/10.1017/S0260210524000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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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gi Akbulut， Concordia University，加拿大

>>

這
篇文章將去成長定位為一種反霸權的提

議，它擾亂並超越了主流轉型的理解。

強調去成長的理解是重新聚焦和重新定

位經濟（而不僅僅是生物物理的縮減），我界定了

三個基本的潛力軸線：（a）突出更廣泛的工作概

念；（b）正義，特別是關於全球南北之間歷史和

持續不公正的正義問題；以及（c）自治和民主作

為減長經濟的組織原則。 

> 擴展我們對「工作」的概念 

　　第一個軸心是擴展對「工作」的概念，不僅僅是商

品生產的僱傭勞動，還包括維持（人類和非人類）生命

的各種工作。女性主義思想家長期以來一直在理論化

這一領域的勞動，這些勞動雖然不屬於但卻支撐著商

品生產，即社會再生產。社會再生產首先是再生產和

維持勞工的工作；但它也涵蓋了生命維持商品和服務

的生產，以及生命和（商品）生產的社會和生態條件的

再生。因此，社會再生產不僅包括直接生產和維持人

類生產能力的勞動形式，還包括那些維持、調節和轉

變支撐生命的生物物理過程的勞動形式。

　　社會再生產特別獨特之處在於它顯著地具有性

別化（和種族化），另一方面，它高度隱形化和貶值，

即被編碼為「非工作」。這絕非偶然：資本主義下的商

品生產不僅隱藏了這一工作和生產領域，而且根本上

依賴於其貶值：廉價的，甚至是免費的勞動者生產、

維持他們的生計以及更廣泛的生態—社會生產條件，

對於資本主義的發展和再生產至關重要。女性主義學

術研究指出了貶值和隱形的價值流動的全球規模，並

將其與殖民、自然支配和女性屈從相提並論。因此，

社會再生產是全球性的，包括殖民地、原住民和自給

自足生產者的工作，他們再生產全球勞動力並保護/

再生自然代謝循環。再加上全球社會再生產勞動的分

工，種族化的社會再生產勞動（如外籍看護工）有助

於降低維持和再生產資本積累的成本，特別是在全球

北方國家。

 

　　將工作概念擴展到更廣泛的範疇，首先必須認知

到這一被隱形的勞動和生產領域，並對其進行獎勵和

> 女性主義去成長與
    生態社會轉型 

支持。為此，可以採取的行動包括實施照護收入，擴大

基礎工人權益和權利，以及增加對社會和生態再生產

的公共投資。這樣的政策不僅能為社會再生產的工人

提供物質支持，還可能在改變對工作價值認識和評估

的觀念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然而，認可和驗證對於這種特點的彰顯來說是

不夠的。僅僅認可和驗證社會再生產，而不對其組織

形式進行問題化，這樣的風險在於繼續鞏固其性別化

（和種族化）的分佈。較小的社會新陳代謝和物質及

能源使用的縮減帶來了重要問題，例如哪些活動將更

多地依賴人力勞動，誰的勞動將替代例如家庭生產、

農業或運輸中的能源使用減少。正如女性主義去成長

倡議者所指出的那樣，考慮到根深蒂固的性別分工模

式，這種結構轉變若不確保性別正義，可能會導致社

會再生產的再女性化風險。 

　　重要的是，女性主義的思考與政治不僅在推動認

可和獎勵社會再生產工作方面發揮關鍵性的作用。它

們還問題化了這種再生產工作的組織方式，即誰來執

行、多少量、在什麼條件下以及由誰控制，是否應該

給予報酬以及如何決定其分配。事實上，對於女性主

義政治而言，使社會再生產工作可見並將其揭示為工

作不僅是為了此結果本身，而是為了改變其（性別化

和種族化的）分配及其執行條件的鬥爭手段。這是一

個關鍵的洞察力，因為它擴展了將更廣泛的工作概念

置於如何組織社會再生產的問題上。雖然幾乎沒有標

準答案，女性主義的學術研究和實踐提供了應對這一

問題的工具，指出合作和平等形式的供給，其中勞動

是集體的並按照性別正義組織的。

　　總結來說，去成長對更廣泛的工作觀念所彰顯的

是對社會再生產勞動的認可和獎勵，這對於維持（人

類和非人類）生命至關重要，也是其集體、平等和民

主組織的願景。這種特點的彰顯提供了一個新穎的觀

察角度，用於思考過渡式的正義，因為它不僅賦予了過

渡概念，還賦予了正義概念，這些概念涵蓋了支撐商

品生產和資本積累的多樣而龐大的勞動和生產領域。

換言之，過渡式的正義需要針對社會再生產的（人類

和非人類）工作者的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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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成長作為/透過正義 

　　第二個基本軸心是正義。去成長以兩種相互關聯

的方式成為一個正義的計畫。首先，正義要求設置界

限，因為成長的社會和生態成本在各個社會和地理範

圍內始終不平等地分擔著。能源和資源使用的縮減是

一個正義的計畫。這對於全球南北關係尤其重要，因

為全球北方的經濟增長一直在推動，並且持續推動對

南方造成嚴重的社會生態影響。因此，去成長是全球

北方的責任，為其他人留下更多生活的空間。

　　第二，更重要的是，成長是由全球不正義所驅動

和支持的。全球南北之間的不平等關係，在歷史上形

成並持續再生產，構成了全球資本主義的基礎。它在

北方和南方國家之間形成了不同的位置，前者的繁榮

和成長基本上依賴於從後者那裡便宜的自然資源和

勞動力的流動。全球資本主義的歷史動力使得全球北

方國家富裕，同時將全球南方國家推向了被迫不斷成

長的道路，例如透過對開發主義的結構依賴、債務償

還或結構性調整。

　　因此，修復歷史和持續存在的不正義對去成長極

為重要，並賦予其關鍵的國際面向。雖然去成長主要

是在和為全球北方核心工業國家制定的提議，其相關

政策和行動通常被設想為對這些經濟體內的干預，但

「去成長責任」的影響絕不僅限於全球北方的地理範

圍。去成長作為正義必然是一個項目，旨在一方面解

決經濟增長的歷史和當代影響，另一方面解決全球經

濟系統中促進成長的結構。

　　這種重新定義去成長與正義之間的聯繫，在最近

的去成長思想和行動主義中確實是其中的核心論述，

特別是圍繞生態債務和生態不平等交換的概念，即歷

史上和當代對生態資源和沉積物的過度使用或不成比

例使用，以及透過國際貿易交易的貨物中體現的自然

不平等流動。然而，這需要與社會再生產的全球視角

相結合，將這種正義觀念擴展到包括全球南北之間維

持生命的不平等勞動流動。從這個角度來看，不僅是（

具體化的）自然流動，無論是透過直接使用和挪用還

是全球貿易中的不平等交換，更廣泛地說，是維持和

再生產資本主義增長的社會再生產勞動流動。因此，

針對修復全球不公正的行動應考慮更廣泛的「社會再

生產債務」概念，其中包括從全球南方流向北方的被

種族化和廉價化的社會再生產勞動，以及殖民賠償和

歸還土地給其合法的原住民監管者。 

　　基於對去成長作為/透過正義的這一理解，所產

生的具體行動和干預可以大致分為三個方向，這與《

未來是去成長：超越資本主義之世界的行動指南》一

書中關於債務章節中提出的建議高度一致。第一個方

向涉及修復歷史和當代的不公正，包括措施如償還生

態和更廣泛的社會再生產債務、氣候和殖民地賠償，

以及對全球金融和貿易系統的干預，以扭轉/減緩全

球南北之間不平等交換的動力。從這個意義上說，去

成長不僅加入了呼籲賠償和原住民主權的當代運動，

如土地歸還運動外，還加入了那些振興南方人民生態

債務債權聯盟的轉型潛力，這些聯盟重新定義了所謂

的第三世界債務危機，將其視為全球北方應該償還的

債務。

　　第二組行動/干預與在工業化國家實施去成長所

帶來的生產和消費活動萎縮可能對全球南方的潛在

傷害有關，特別是對那些結構上依賴出口或外國投資

的國家。由於全球北方與南方之間的不對等關係和勞

動流動的不平等性質，歷史上也塑造了許多南方經濟

在結構上依賴出口部門，因此在全球北方萎縮的情況

下，後者將遭受損失，這相當於被迫解除聯繫。雖然

上述以正義為導向的措施將提供一些紓困，但也需要

直接的措施，例如轉移資源進行經濟重組。

　　第三組也是最後一組，提議是關於開放和加強全

球南方在選擇非增長路徑時的空間。這意味著一方面

承認來自全球南方的各種運動、提議和世界觀（例如

後開發主義、Ubuntu、Buen  Vivir）超越成長的有效

性，另一方面則透過資助與增長脫鉤的合作/公共供應

系統或支持遠離不平等交換關係依賴的轉變，來減

輕全球南方內在的增長迫切需求。

> 去成長作為自治/民主 

　　第三個也是最後一個軸心是自治和民主。這與去

成長呼籲退出被增長命令主導的社會想像有關，並強

調在塑造經濟過程中突出民主決策的重要性。與此呼

籲相對應的是去成長對自治的重視。去成長深受Ivan 

「資本主義下的商品生產不只是隱藏了其背後的「資本主義下的商品生產不只是隱藏了其背後的

勞動與生產，且它的根本更是建立在勞動與生產，且它的根本更是建立在

貶低勞動與生產的價值。」貶低勞動與生產的價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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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lich、André  Gorz和Cornelius  Castoriadis等思想

家對自治（及相關的民主）的概念啟發。儘管這些思

想家存在差異，但他們的共同點是，他們理解經濟活

動規模的擴大如何破壞自我治理能力，無論是透過經

濟決策集中化和官僚化，還是隨著市場經濟的興起，

侵蝕了自我定義需求的能力。即便在生理上是可能，

但無窮的經濟增長是不可取的，因為它會損害集體自

我治理的能力。 

　　因此，民主化經濟決策以擴大自我治理，即使所

有人都能參與影響他們生活的決策，這是退成長的內

在特性。首先，這體現在退成長對集體和民主決定具

體需求和限制的堅持上，即哪些活動應該廢除，哪些

活動應該限制，哪些活動應該在退成長的未來得到支

持和擴展。這也與去成長強調「不同，不僅僅是減少」

相呼應，即呼籲構建一種不同於建立在剝削、積累和

增長基礎上的經濟，轉而以需求、供應、公平和團結

為中心的經濟。因此，遏制企業權力，建立對金錢和

金融的民主監督，公共參與式預算，生產能力的民主

治理以及構建和加強替代（非資本主義）形式的生

產、分配/交換和消費，都是去成長的基本面向。 

　　透過這些干預和實踐進行各層面的經濟決策民主

化，有潛力突出具體需求、使用價值和非貨幣財富，而

不是累積、利潤最大化和增長，並優先考慮確保可持

續和公平的生計或環境質量的再生、更新和保護等原

則。將經濟決策過程開放給更廣泛的參與者進行民主

參與，將使更廣泛的需求和價值得以納入，以指導關

於例如在何種條件下、如何生產、生產多少和為誰生

產，如何設定價格或工資以及在哪裡投資剩餘資金等

決策。這將為重新思考經濟增長或效率等經濟必然性

開闢空間，使替代性目標能夠實施，並透過使經濟理

性受到社會討論和控制來（重新）政治化經濟。 

　　民主和自治在經濟領域內不僅是值得追求的原

則，它們還可以作為抑制和轉變資本主義增長經濟中

社會和生態破壞性動力的力量。在主流的生態社會轉

型辯論背景下，去成長對經濟民主和自治的強調特別

關鍵。這些辯論通常集中於對經濟活動進行結構性重

新定位，例如遠離以石油燃料為基礎的部門，通常伴

隨著使用生態效率技術。它們將轉型問題簡化為如

何正確投資的問題，即遠離生態破壞性活動，並糾正

生產能力錯誤配置的問題。然而，這些辯論中缺少的

是對經濟過程如何治理以及需要哪些種類的經濟機

構的願景。這正是去成長對自治/民主強調至關重要

的地方，因為它使轉型的辯論不僅涉及經濟決策的結

果，還問題化了這些經濟決策過程本身。 

來信寄至：

Bengi Akbulut

 <bengi.akbulut@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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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建立
       公正且受歡迎的能源轉型？

Tatiana Roa Avendaño，領土環境規劃副部長，哥倫比亞，和 Pablo Bertinat, Taller Ecologista，
阿根廷 

從
社會環境正義的角度來看，在普遍環境

主義的範圍內，我們主張建立一個基於

反資本主義和社會生態學敘事的公正且

受歡迎的能源轉型。然而，要實現這一目標，我們

首先必須對當前情況進行診斷，並確立通往預期未

來的道路。在這方面，重要的是了解解決與能源相

關的問題所需改變的規模。這意味著不僅要考慮溫

室氣體排放，還要考慮各地社會不平等和社會環境

影響，以及與能源相關的衝突，還有能源掌控權集

中在少數人與大型企業手中的情況。

>>

　　我們將能源系統理解為一套將我們作為社會和

我們的社會—自然關係聯繫在一起的社會關係，而

這些關係是由生產關係決定的。公正且受歡迎的能

源轉型需要去商品化、民主化、去燃料化、去集中

化、去中心化和去父權化。但是，實現這些目標需

要哪些行動和過程呢？

> 去商品化和民主化之路 

　　公正且受歡迎的能源轉型基於一個前提：所有人

出處：Angie Vanessita 
(angievanessita.wordpr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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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擁有能源的權利，同時挑戰能源是商品的觀念。

這是關於取消私有化，並加強各種形式的公共性、參與

性和民主性。這裡頭的其中一個口號是去商品化，意

味著將能源從以經濟利益為主導的商業邏輯中解放出

來，轉而集中於控制和再生生活的能力，涵蓋其所有

物質上和象徵性的層面。

　　當我們將能源視為共有資源的一部分，它是與自

然權利一致的集體權利，因此我們必須建立將能源視

為一種權利的願景。以水資源權利的爭取為例，這個

權利不僅適用於人類，也適用於所有生物。我們將自

然及其所有物種納入這個定義中，因為我們認知到人

類生活也充分享受了與環境之間相互依存的關係。

　　在當前資本主義體系的框架內，市場是服務於那

些基於無限資本積累理念部門的工具，超越了生命物

理上的極限。去商品化的概念挑戰了資本主義市場在

解決某些需求上的中心地位。恢復公共性對於這條

路徑至關重要。這不僅意味著從私人手中收回所有權

的論辯，還涉及管理問題。在我們的觀點中，恢復公

共性不應僅僅與州（國家）相關聯。這是關於加強和

重建所有形式的公共性，無論是在所有權還是管理方

面，包括與社區、公共、市政、合作和協同領域相關的

歷史經驗。這些在私有公司提供的服務中所謂的卓越

效率面前都是寶貴的工具，必須加以強化。

　　去商品化和社會建構能源權利意味著，除了其他

任務外，還需進行廣泛的立法、監管和規範改革，廢

除將私有部門放置在能源系統中心的私有化法律和市

場自由化。同時，推進去私有化進程至關重要，這不僅

涉及能源公司，還包括其他基本服務，並發展加強所

有形式的公共性在所有權和管理方面的工具，特別強

調不同層次和領域（合作、社區、州和國家）。加強必

要的制度框架以實現這一目標是極為重要的。

　　作為推進能源部門民主化進程的第一步是，建

立必要資訊透明機制，使任何社區（無論城市還是農

村）都能參與決策。為此，重要的是檢討、修正甚至在

某些情況下逆轉對石油燃料和石油能源經濟各個部

門的直接補貼政策。同時，承認並支持在資本主義市

場之外參與能源生成、分配、管理和消費的機構和行

為者也至關重要。

　　此外，更重要的是承認在地方層面上能夠決定能

源的可能性，包括能源的各個層面（生成、消費、能源

貧窮等）。市政能源機構以及重新爭取公共服務的經

驗都是可以加強的例子。為了使這一過程更加動態，

還需要在方法上不斷推進：開發工具和程序，建立地

方、社區和市政能源政策，作為對這些政策的集體持

有形式。

> 這不僅僅是減碳碳的問題   

　　碳匯是吸收溫室氣體排放的機制，而材料和礦物

資源的有限可用性則限制了在當前生產和消費模式

下用可再生能源替代石油燃料的能力。這意味著減少

淨能源使用是主要目標，雖然這種減少必須計劃和執

行，同時考慮到平衡現有的不平等和不同國家和社會

群體的需求。

　　同時，重要的是要意識到僅僅在可再生能源使用

上取得進展是不夠的。相反，有必要考慮每個具體計

畫的環境、社會和政治層面，以確定其永續性。

在應對這些挑戰的行動中，有以下幾點特別突出： 

•同意不在風險高的區域（如離岸區域）開發非常規

和常規碳氫化合物，或在短期內放棄石油燃料的框架

內減少其使用； 

•監測淨能源使用的實際下降情況，超越原來所做的

氣候承諾； 

•對不同行業提出具體的建議，例如在拉丁美洲，交

通運輸是主要的能源消費者，應被視為一個獨立的能

源部門； 

•發展視覺化工具凸顯能源效率的社會經濟效益，並

建立與商業邏輯相悖的監管變革；

•停止採用僅限大型商業/跨國供應商之間的可再生

能源競標流程作為唯一選擇，並優先考慮分散這些源

頭和去中心化的發展。

> 關於生產產模式和消費   

　　為了朝著公正且受歡迎的能源轉型邁進，有必要

建立一個符合生命永續性和生態系統及循環保護的生

產模式。正如女性主義者所提議的，將生命置於這一

模式的中心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提倡的能源轉型需要承認自然和人類在物

理上的限制，以及關聯性和相互作用作為生命存在固

有特徵的內涵與重要性。這些觀念與在社會中組織生

活的新方式、生產形式的新型態、重新評價社會中生

產和再生產工作所佔據的位置，以及與社會—自然代

謝變革相關的新消費形式相關聯。

　　無論各個部門與能源效率相關的倡議如何，必

須在行業分析上取得進展，以質疑區域生產和運輸模

式，並尋求永續和公平的替代方案。在這方面的具體

建議包括，例如：

•建立商品流通的最大循環，發展優先考慮本地產品

的微生產鏈；

•分析需要減產的物質，確定停止生產哪些產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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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如何提升服務比商品物質更為重要。必須依照建立

的去成長時間表；

•發展新的生產領域和能源消耗較少的服務； 

•確立停止使用個人內燃引擎車輛的時間表； 

•實施貨物運輸方式模式轉變的過程；

•重新思考基礎設施的角色和設計，因為它是用公共

資金資助的，並決定未來的行為和消費。

　　同樣地，這個必經的過程，使我們能夠在社會建

構中滿足人類需求的其他形式上取得進展。這是一個

密集且廣泛的進程，但可以透過使用各種工具來加快

這個過程，例如：加強城市永續消費的網絡；制定禁

止產品設計守舊的法規；對產品進行大規模的生命周

期分析；禁止或限制特定類別產品的廣告；建立快速

計劃來消除能源貧窮；將能源政策與居住政策聯繫起

來；限制浪費能源的使用方式。

來信寄至：

Tatiana Roa <troaa@censat.org>

Pablo Bertinat <pablobertinat@gmail.com>

Twitter: @tatianaroaa 和 @PactoS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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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泛）非洲
    生態女性主義運動 

Zo Randriamaro，Research and Support Center for Development Alternatives – Indian 
Ocean，馬達加斯加

非
洲生態女性主義運動位於三種不同運

動——包含主要由氣候正義行動主義者

所支持的反新自由主義運動、由去殖民

主義者所推動的反帝國主義運動、以及由女性主義

者為代表的反父權運動——的交匯處，對抗擾亂、

破壞原民文化與制度的帝國主義意識形態與體制。

因此，非洲生態女性主義者正努力在拆解壓迫、剝

削女性與自然的權力結構和階級制度。

> 促進氣候正義的泛非洲女性主義運動  

　　在社區層級，人們越來越意識到，非洲大陸的

大型農產業和開發工程，及其與企業和國家權力的

聯繫，對生物多樣性和氣候適應能力所造成的威

脅。生態女性主義與草根的具體抗爭和倡議密不可

分，這些抗爭和倡議是藉由允許一個社會在不破壞

其他社會或生物物種的情況下自我繁殖的物質和文

化歷程，來保護、發展或修復可居住空間和社會紐

帶。 

　　隨著受到影響的群眾越來越意識到霸權新自由

主義的發展模式將破壞生態平衡，氣候正義運動逐

漸受到各界關注。而我們應該從女性主義的觀點出

發，關注這個將目光聚焦於生態危機及其根源的氣

候正義運動。這些生態女性主義運動的核心在於，

關注非洲的氣候和生態危機，以及它們與開發式發

展的連結，還有其在性別上的影響，並要求「廢除

不公正的資本主義制度，以保護地球，並為歷史

上侵犯人民和自然權利的行為做出補償」，正如同 

Margaret  Mapondera、Trusha  Reddy 與  Sa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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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 Hargreaves 等人的建議。 

　　由於其跨國性質，氣候正義運動和非洲的非殖

民化進程不能僅局限於零散的方法，而需要泛非的

行動方針。非洲大陸的分裂和意識形態分歧很大程

度地促進了非洲不同形式的殖民主義的延續，這意

味著泛非主義是非洲生態女性主義者所擁護的去殖

民化進程的關鍵支柱。 

> 非洲生態女性主義與去殖民化 

　　Wangari  Maathai  表示，「殖民主義是自然環

境惡化的開始，原因在於工業化和自然資源的開採

[⋯]砍伐森林、種植破壞生態系統的進口樹木、狩

獵野生動物和商業農業都是破壞非洲環境的殖民活

動」。因此，從一開始，非洲生態女性主義就成為

推動非洲系統性變革的去殖民女性主義方法的重要

支柱。

 

　　在這方面，非洲生態女性主義者也一直依靠其

豐富的傳統遺產和原民文化來挑戰父權和新殖民

主義。某些非洲女性主義者——如  Fainos  Mange-

na——認為非洲文化傳統和社群主義哲學與女性主

義並不相容，因為它們是根深蒂固的父權制。而其

他生態女性主義者——如 Sylvia Tamale 和 Muna-

mato  Chemhuru——則肯定非洲傳統哲學和工具，

如 Ubuntu，可以用來實現性別正義以及非洲女性主

義的其他目標。

　　烏干達學者與人權行動者  Sylvia  Tamale  認

為，「生態女性主義的潛在特徵與非西方原民文化

傳統上的做法非常相似」。特別是，生態女性主

義的實踐可以從「原住民與自然之間的認識論關係

中汲取很多東西，這種關係通過他們的靈性、部族

圖騰、禁忌、祖先神話、儀式、寓言等等表現出來

[⋯]值得注意的是，違反禁忌的後果不僅侷限於個

體，遵守禁忌的責任是公社主義的。如果你違反了

社會禁忌，你的親戚也將受到影響」(頁87-89)。

　　在下文中，由馬達加斯加西北部薩卡提亞島原

住民群體中，守護當地聖地和生物文化遺產（Mpi-

joro  tany）的婦女的發言，就是這種認識論關係的

典型例證：

「我們作為『Mpijoro  tany』的職責，是對我們

祖先所建立的村莊負責。這裡有一個叫  Ankata-

fabe 的聖地，在 Ampijoroa 和 Ankofiamena 也各

有一個聖地。過去沒有教堂，但這些地方是我們

向上帝祈禱的地方，如同在教堂裡一樣。我們的

祖先嚴格遵守  『fadin-tany』（土地禁忌），現

在  Sakatia  的大多數人仍然遵守這些禁忌。如果

一個人觸犯了『fady』（禁忌），他必須殺死一

頭瘤牛來補償他所犯下的過錯。」(Justine  Ham-

ba，儀式祈禱領袖，2021 年）。

　　Sakatia島聖地的另一位守護者解釋了傳統儀式

和習俗背後的理由，以及遵守這些儀式和習俗，是

為了守護共同利益、確保社區團結、合作、友愛和

信任，以及在生者和死者之間建立尊重：

「有一種為食用者保存『kodry』（魚）的方法。

你只捕撈需要的數量，多餘的必須分給社區，

不能扔掉或賣掉。這就是社區意識和愛。蒐集食

物的人不一定是吃食物的人；食物必須與社區共

享。不能出售或大量蒐集食物，否則食物會因此

滅絕，環境也將因此受到傷害  [⋯]  不能無故捕殺

村子裡的小動物，例如 『Anjava』，它是一種生

活在陰涼處的小動物。它藏身的綠色森林不應該

被砍伐。如果一個人殺死了這種動物，那麼他／

她就會遭遇不測。除非他／她接受懲罰（manala 

fady）並向村裡的傳統祈禱領袖道歉，否則詛咒

不會消失  [⋯]  觸犯禁忌的人犯了褻瀆罪；這些

都是我們祖先珍視的土地上的寶藏，這些動物應

該永遠受到尊重並留在村裡[......]禁止破壞提供

我們生活所需的雨水和新鮮空氣的森林。這是為

什麼  Sakatia  島是一座綠色島嶼，因為我們不砍

伐山上的森林，並且我們還植樹造林。我們也

保護包括魚類在內的海洋生物，防止漁民使用非

標準漁網捕魚。我們保護海龜以及『Horoko』

和『kodry』等特有魚類  [⋯]  我們在村里有一個

『dina』（具有制裁制度的傳統社會習俗）：例

如，如果你說髒話或粗話，『dina』中會有相應

的懲罰——你必須去找儀式祈禱者道歉，否則村

子裡的每個人都會受到詛咒。」(Célestine，儀

式祈禱領袖，2021 年） 

　　如上所述，Sakatia的馬達加斯加社區與撒哈

拉以南非洲的眾多原住民群體一樣，遵守著  「自

然關係倫理」，這些群體也擔心以人類為中心的干

預會破壞健康的生命網絡，威脅地球的生存。正如 

Sylvia  Tamale  在其《去殖民化與非洲女性主義》

一書中精準強調的那樣，「全球南方的婦女可能沒

有自我認同為『生態女性主義者』，但她們有著悠

久的生態意識和對後代的道德義務」。   

> 非洲生態女性主義者對發展的替代方案

　　從去殖民化、生態女性主義的角度來看，在微

觀和中觀層面上已經存在許多豐富的替代方案。其

中許多替代方案來自非洲，如團結經濟、集體解決

勞力和種子、貨幣等資源的辦法，這些方案必須得

到認可並發揚光大。正如拉丁美洲的其他提案採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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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原住民的一些立場和宇宙觀，包括自然權利和

「Buen  Vivir」世界觀（西班牙語，指基於社會和

生態擴展願景的美好生活）一樣，非洲肯定有大量

的內生思想、實踐和政治概念，這些思想、實踐和

概念存在於傳統、反殖民鬥爭和後殖民變革中，我

們應從中汲取靈感和指導。其中包括原民知識體

系、社區使用權／原住民族土地權和社會勞動合

作。

　　其中最主要的是以非洲世界觀和哲學為基礎的

批判性替代方案，在南部非洲被稱為  Ubuntu，在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得到廣泛應用，並  「盡可能

削弱傳統的父權制、二元論和人類中心主義生存

觀」。由於  Ubuntu，幾個世紀以來，非洲人一直

在頌揚將過去和現在以及人類和自然聯繫在一起的

價值觀。 

　　作為一種非洲倫理範式，Ubuntu與資本主義、

私有財產和普遍存在的不平等現象格格不入。相

反，面對  Vishwas  Satgar  所說的  「帝國生態滅

絕」，Ubuntu 強調的是一種團結和去殖民化的行動

主義。Ubuntu  的生態倫理產生了  「後開發主義的

激進概念，即為子孫後代留下推動破壞性資本主義

積累及其危機——特別是氣候變化——的化石燃料

和礦物」。 

從一位非洲生態女性主義者的觀點來看：

「Ubuntu 環境倫理旨在強調，必須以關愛、敬畏

和善意的態度對待傳統上被認為在道德上無足輕

重的自然界的各個面向——如非人類生物——並

給予它們倫理上的考量。同時，Ubuntu 中的這種

生態女性主義層面意味著，從  Ubuntu  美德中產

生的類似價值觀——如關愛、善意和敬畏——也

可以賦予或歸因於自然界的非生命方面，如不一

定有知覺的自然界、植物和水體。」

　　非洲農村婦女和原民婦女為捍衛自己的領地、

自主權、生產方式、社區關係以及關係著他們生存

的，與大自然的相互依存關係，已經提出了生活

中的替代方案，並反對極其破壞的開發主義模型。

這樣的生活中的替代方案，顯現在人們生產、交

換、照顧和再生自然資源的方式，培育家庭和社區

的方式，社區合作的方式等方面。正如  WoMin  所

說，「非洲的大多數婦女肩負著氣候和生態危機的

重擔，但自相矛盾的是，她們並非造成這些危機的

人。她們正在以其深刻的生態女性主義抵制開發主

義父權制，實踐並提出一種發展替代方案，如果我

們和地球要生存下去，全人類都必須尊重和響應這

一方案」。

　　具體來說，非洲生態女性主義者提出的一系列

內容包括：建立在  Ubuntu  哲學基礎上的、以各國

人民集體團結和共享為中心的、面向不同未來的公

正和可持續的替代方案，以及與自然和諧相處的、

真正可持續的生活方式。首先，他們將藉由農業生

態低投入農業模式落實糧食主權。他們將通過 「全

球南部婦女承諾」的概念，保障人民有邁向幸福的

權利，這樣的概念為地方層級的生活發展替代方案

提供了可信度和空間。同時，這些替代方案必須以

能源主權為目標，通過可持續和分散的集體形式，

在社區，特別是婦女的控制下生產可再生能源，並

停止開採和燃燒任何化石燃料。他們還是允許小規

模、低影響的開採形式，但需以集體所有制的形式

進行，並需服從當地和地區的優先事項。在治理模

式方面，他們必須在各級決策中提出參與性、包容

性的民主，承認婦女在社會中的核心作用與不同的

需求，並需要得到受影響社區——特別是婦女——

充分和持續的同意。

　　這些替代方案也將挑戰私有財產的首要地位，

尊重並支持由集體和團體「擁有」和管理自然資源

的制度，積極擴大共同財產，以此作為反對私有化

和金融化的關鍵部分。它們還將促進、加強傳統的

全球北方和南方的富裕階層和中產階級的經濟增

長，快速轉型為低消費的生活方式。

來信寄至：

Zo Randriamaro

<randriamarozo@gmail.com>

作為全球正義的逆成長與後開發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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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瓜地馬拉
    民主進程的關鍵106日

>>

Ana Silvia Monzón，拉丁美洲社會科學院，瓜地馬拉

過
去，瓜地馬拉經歷了長達三十年的軍事

統治和武裝衝突，造成大量人員的傷

亡、失蹤與被拘留。在2023年，瓜地馬

拉經歷了自1985年恢復民主政治以來最複雜的選舉

之一，在此之前，共有二十二名總統候選人獲得提

名，保守的 UNE 黨和進步的 Semilla 黨將各自的候

選人推進到第二輪選舉。有鑒於  Semilla  黨成立時

間不長，而且在民意調查中並未名列前茅，該黨的

成功令人驚訝。六月二十五日第一輪選舉結束後，

隨著第二輪選舉將於八月二十日舉行的消息宣布，

右翼部門開始針對精英和國家軍隊中最頑固的部門

的利益做出一致的回應。

「瓜地馬拉值得迎來新春」出處：Carlos Choc

開放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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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對 Semilla 黨總統候選人Bernardo Arévalo 
和  Karin  Herrera  採取法律相關的攻擊策略，而這

也顯示出司法機構已被他們收買。根據一項未經查

核的投訴、一項不充分的調查以及一名法官的偏袒

行為（他採用的是刑法標準而非選舉法），媒體開

始編造選舉舞弊的故事。有人要求暫停  Semilla  黨

的活動。儘管遭到大力的抨擊，Semilla  黨還是在

第二輪選舉中毫無爭議地贏得了 58% 的選票：這顯

示出公民渴望變革，厭倦違法、掏空國庫和破壞民

主的貪腐和賄賂。

> 「新的春天」與隨之而來的政變

　　市民們在街頭上高喊著對於「新的春天」的期

盼，這個口號暗指  1944  年的革命，也就是在經歷

了近一個世紀的獨裁統治之後，成為國家政治史上

重要分水嶺的一場革命。此外，那場民主的春天是

由現任總統的父親、Semilla  黨領導人，同時也是

社會學家的 Juan José Arévalo Bermejo 博士所領導
的。許多人認為這個巧合是一個好預兆，預示著在

經歷過去十年腐敗的體制與打壓異己後，這個國家

迫切需要轉型。

　　憲法法院和最高法院參與了針對  Semilla  黨的

司法迫害，因此當最高選舉法庭宣布正式選舉結

果，宣告最終獲勝的總統候選人時，憲法法庭與最

高法院的壓力驟增。作為司法迫害的一部分，2023 

年  9  月，職責為打擊有罪不罰現象的特別檢察官辦

公室突襲了最高選舉法庭總部，檢察官辦公室人員

在沒有明確目的的情況下搬走了幾個裝有公民選票

的箱子，這樣史無前例的行為侵犯了人民普選的權

利。

　　這次事件讓公民紛紛站出來，要求總檢察長及

其團隊為他們在這些案件中，對陳抗與批評政府者

所進行刑事騷擾一事負責，引咎辭職。當時已有約

一百名記者、法官、檢察官和行動者因行使其陳抗

與批評政府的權利而流亡海外。還有一些政治犯，

如律師、前反貪腐檢察官 Virginia  Laparra 和記者 

José Rubén Zamora，在其案件沒有足夠依據的情
況下被審前拘留了一年多。

　　此外，2023 年 11 月 16 日，檢察官辦公作在被

稱作「佔領瓜地馬拉聖卡洛斯大學」（Toma  de  la 

USAC）的行動中逮捕並起訴了五名大學生和一名

青年行動者。這次佔領行動是為了抗議 2022到2026 

年新校長的選舉，藉此行使捍衛這唯一一所國立大

學自主權的權利。在這起案件中，檢察院試圖構陷

現任副校長  Karin  Herrera  與大學佔領者為同夥。

可以看出，「政變協議」一直在不遺餘力地使  Se-

milla 政權失去合法性和有效性。

> 由人民捍衛的民主

　　2023  年  10  月  2  日，一般不參與國家政治的

瓜地馬拉四十八個行政區（起源於Totonicapán市 
K’iche’ 人相關歷史的社群政治系統）當局公開要求
總檢察長、兩名調查檢察官，以及一名負責  Semi-

lla 黨的法律訴訟並且為侵害民意背書的法官辭職。

　　面對拒絕服從的態度，四十八個行政區的當局

開始了和平遊行，遊行隊伍跋涉兩百公里來到首都

檢察院，呼籲其他城鎮的社會運動和當局加入他們

的行列。他們的論點包含：檢察官支持的司法體制

無視具有憲法地位的《選舉法》，削弱了民主的基

礎；人民的抑制被漠視；這場抗爭不只關於  Semi-

lla 黨。

　　這是近幾十年來瓜地馬拉社會動員的一大進

展。在該國最近一次重要的公民運動，即2015年

的反政府高層貪腐的運動中，動員僅限於首都。如

今，在不同地區的原民當局的帶領下，四十八個行

政區率先發起行動，其中包括  Sololá、xiles、Kaqchi
queles、Q’eqchi’s、Chortíes 和 Xincas 等地的當局，
此外還有首都的某些地區。

　　從 2023 年 10 月的第一週起，成千上萬人走上

街頭，在多達八十多個不同地點封鎖道路，支持原

民當局，組織規模令人印象深刻。他們輪班在檢察

院外維持秩序，每天為三百至四百人提供食物和必

要資源。這項任務主要由婦女負責，她們在人們滯

留首都的一百多天裡負責管理「團結廚房」。

　　在美國的移民者也對這個行動貢獻良多，他們

每週在美國多個城市的瓜地馬拉領事館前藉由捐款

和政治行動表達自己的觀點，在加拿大和歐洲也是

如此。社交網絡也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社區團體、宗教團體、學生、非正規攤販和

普通工人的領導下，城市中的封鎖行動成倍增加，

他們發起許多有創意的活動，如街頭舞蹈和瑜伽課

程、彩券遊戲、自發音樂會和街頭宣講。除了政治

抗議行動外，這些行動也試圖在這個因交通、服務

和公共安全匱乏而窒息的城市中奪回公共空間。 

　　檢察官辦公室前的街道成為了一個民主空間，

在這裡，人們可以公開批評、分析、舉行 Mayan 儀

式、宗教儀式、玩遊戲、唱歌、跳舞以及用所有原

住民語發表演講。在這個臨時搭建的營地裡併發出

各種想法和建議，婦女、老人和年輕人各抒己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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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精會神地關注著所謂的「政變策劃者協議」所採

取的每一個步驟，其中包括總檢察長辦公室、串通

一氣的法官和治安法官以及總統本人及其內閣。

　　儘管臥底企圖與警察發生衝突，但抗議行動很

和平。在一百零六天的抗議行動中，只有一次武裝

人員在該國南部的  San  Marcos  高速公路上發動襲

擊，造成一死兩傷。

　　在此期間，其他重要行動者包括美洲國家組織

（OAS）、美國政府和歐盟。這些組織都藉由個別

代表團跟進選舉進程，他們報導了兩次投票的透明

度以及兩名候選人的當選合法合規。美洲國家組織

發表聲明，對「Semilla  黨」所受到的迫害、無數

難以理解且不成比例的司法程序，以及侵犯選民權

利的行為表示關切。

　　從 8 月 20 日投票到 2024 年 1 月 15 日 Bernardo 

Arévalo 就職的漫長時間裡，瓜地馬 拉的局勢成為

幾次特別會議和美洲國家組織秘書長調解團討論的

主題。值得強調的是，該特派團主持並建立了一個

對話平台，使原民當局和共和國政府得以平等地對

話。雖然對話沒有取得原民所期望的結果，但這個

平台給予了原民當局領導與公民訴求重要的支持。

　　瓜地馬拉民主這關鍵的一百零六天是在不確

定、渴望變革和體制脆弱的情況下度過的。在新一

屆總統就職典禮之前，當權者的攻擊使得公民一直

處於焦慮當中。儘管有人試圖阻止新的春天到來，

但是，我們度過的這—— 

一百零六天，足夠一百零六天，足夠

重新編織重新編織

記憶與血肉記憶與血肉

以所有語言以所有語言

喚起尊嚴喚起尊嚴

以權利的形狀，再次以權利的形狀，再次

拾取喜悅。拾取喜悅。

人民的靈魂人民的靈魂

不再沉眠，願意將肉身不再沉眠，願意將肉身

擲上街頭、投向擲上街頭、投向

歷史的一面歷史的一面

裂紋裡映出了裂紋裡映出了

那些潛藏的聲音那些潛藏的聲音

一百零六天，足夠一百零六天，足夠

使心底浮起正義使心底浮起正義

再不動搖  　再不動搖  　

來信寄至：

Ana Silvia Monzón <amonzon@flacso.edu.gt>
Twitter: @AnaSilviaMonzo1

開放行動

GD 第14期 /第2卷 / 2024.08

mailto:amonzon%40flacso.edu.gt?subject=
https://x.com/anasilviamonzo1


 34

>>>>

> 智利修憲程序失敗後
的社會運動

>>

「新自由主義模式在智利誕生和消亡。」出處：Moisés Palmero

Carmen Gemita Oyarzo Vidal，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Chile，智利

2
019年10月，智利迎來了其當代歷史中最盛大

的一次動員。當地的社會學家們對這次的抗爭

提出了許多評價，其中有三個應該被強調的主

要論點。第一種觀點，也是頗為普遍的一種說法，

認為2019年的暴動象徵著前一階段針對歸還社會

和政治權利的動員達到了頂峰（同時也是終點）。

上一起抗爭源於2011年的學生運動，當初的訴求只

能透過建立新的民主秩序被滿足。第二種詮釋指涉

了抗爭的自主化，描述社會動員和工會或政黨等政

治機構行動者之間的距離。在智利的案例中，2021

年的制憲會議最大化的體現了政治機構與社會運動

之間的斷裂。第三種論點認為，智利社會在2019到

2021年間經歷的政治化過程係一矛盾和複雜現象，

其源於新自由主義的日常經驗悖論。這種情形一方

面製造了個體和其行動能力的強化形象，另一方面

卻也產生了不正義和不公平的認知。主觀不適政治

化的論點可以解釋智利社會在想像一個替代新自由

主義的集體計畫時的困境。

> 2021年的修憲經驗和2022年的挫敗

　　智利在2019年末的大型抗爭後，國內大部分的

政黨都同意執行公民諮詢，以開啟一個新的制憲程

序。在2020年10月的公投，有超過78%的公民為啟

動制憲程序投下同意票，並由2021年5月選出的制憲

會議負責執行。這是過去歷史中被排除的社會團體

（女性、原住民和不同社會運動團體的成員）首次

進到賦予自身決定權和社會影響力的制度空間中，

也是智利憲法第一次全面由民主選舉的方式起草。 

　　此民選憲政會議的組成特點在於有著明顯的獨

立候選人，共佔了155席中的48席；但同時，呼籲

重建民主秩序的進步力量出現了分裂。人們對制憲

程序寄予了很大的期望，對左派而言，他們將此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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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2019年抗爭的主要政治果實，並且也是重建國家

和推翻由  Augusto  Pinochet（1973-1989年）獨裁

執政期間通過的1980年憲法的重大機會。 

　　憲政辯論的氛圍在討論過去被視為理所當然的

政治和社會事務時變得緊張，包含了智利社會的同

質性特徵、領土的統一和國家的概念，期間也引入

了奠基在團結之上的社會權利概念。 

　　制憲會議的討論結果於2022年7月時以一份新

的智利憲法草案呈現，並需要透過兩個月後的公投

批准。草案的內容不僅承認並包含了歷史上被邊緣

的群體，也帶有生態和多元民族的觀點。然而，

在2022年9月4日，這場有超過85%人民參與的公投

中，這也是智利歷史上最多人參與的一次選舉，憲

法草案被62%的人投下反對票，而同意票只有38%

。

> 挫敗的情緒和原因  

　　公投的結果讓社運人士感到困惑。當開始回想

公投結果出爐當下的衝擊時，他們解釋到，過去幾

個月內制憲會議工作的高強度狀態，顯然使成員們

沒有即時意識到憲法草案的內容對多數民眾來說根

本毫無意義。在激烈的制憲討論結束後，這些致力

於制憲會議的核心社運人士只有在造勢時接收到來

自一般民眾對憲法草案的不滿，但這時早已來不及

再修改草案。意識到「人民」並沒有和他們站在同

一陣線便是讓他們感到最為難受的。然而，他們似

乎拒絕面對現實；他們以為草案會成功通過，畢竟

希望改革的聲音是如此之多。 

　　社運人士們為了這份草案所做出的犧牲，使他

們在公投結束後感到十分痛苦。我訪問的部分社運

人士以服喪形容這次的挫敗，他們認為公投的失敗

象徵了社會改變的希望之死，有些人已為了這份改

變抗爭了幾十年。在2019年盛大的動員後，他們

曾一度相信現在的社會和政治力量可以結束  Pino-

chet 的憲法和其帶來的社會及政治不公。

　　另一方面，許多參與這個過程的社運人士認為

他們好像在浪費自己的時間和精力。有一個有趣的

現象是，這些致力於修憲的社運人士的日常生活和

他們所認為發生在「制憲會議之外」的事情之間似

乎產生了隔閡。在不同社運人士的敘事中總帶有一

些犧牲的色彩：記憶中令人筋疲力盡的工作過程、

截止日前因為熬夜而永遠缺乏睡眠的日子和無限延

期的家庭和悠閒時間，這讓他們覺得社會大眾並沒

有對他們在這個過程中投注的精力予以相對應的回

報。 

　　在經歷了公投結果帶來的痛苦後，社運人士開

始對選民的忘恩負義感到憤怒，他們本應是社會改

革下新憲法的受益者。針對選民行為和社會大眾拒

絕憲法草案原因的分析也引發了社運人士間的緊張

情緒。就在公投結果出爐後，最多疑的那一群人根

本無法相信這場選舉之災；與此同時，那些極其失

望的人則認爲是人們的無知和右翼主導的資訊戰導
致了這樣的公投結果；也有人怪罪自己做得不夠

多，沒有成功說服更多人。無論如何，結果是明確

的：針對修憲的公投，沒有任何一個地區的贊成票

多過於反對票。 

　　在公投結束將近兩年後，社運人士對他們的訴

求和大眾常識之間的落差有了更深層的反思。當他

們回想起部分人以激情和怨恨來無視公眾的選擇

時，他們相信無視或忽略選民們的理由不會帶來任

何好處。最重要的是，在我進行的團體訪談中，參

與者一致認同如果那些聲稱自己代表多數的團體無

視民眾的訴求，是不可能建立起政治多數的。

　　縱使這些社運人士們仍為修憲的失敗感到難

過，他們現在意識到了不要理想化或輕視民眾動機

的重要性。並且如果要了解為什麼部分政治訴求對

民眾來說不合理，或是為什麼民眾對發展特定領域

的社會變革並不感興趣，應該要考量到生活條件最

為惡劣的人民，關注他們的物質需求。因此，了解

為什麼建立於團結之上的社會秩序會如此困難是必

不可少的。

　　當這群社運人士在討論公投失敗的其他原因

時，他們也發現要協商彼此的道德和政治準則並不

容易。在社會動員最高漲的那段時間，他們相信任

何事都是可能的，並且他們有足夠的力量取代傳統

的政治行動者。2021年意料之外的選舉勝利更使他

們堅信與既有的黨團協商是沒有必要的。

　　社運團體認為修憲草案中部分內容的激進取向

和對其進行修正的過程是推動國家改革的歷史時

刻。過程中，他們提出了一切需求，並將所有事情

進行妥善的整理和確認，避免議會在將來又背叛了

這一切。然而，受訪者也意識到，因為2021年選舉

的勝利，和對穩固多數地位渴望，使他們自己的組

織也帶有部分的傲慢和固執，而拒絕了去傾聽或與

他人的意見進行協商。 

　　再者，像2022年憲法草案中這類深度的社會和

制度改革，若希望取得他人的支持，所需要的不僅

僅是眾人在特定議題中的讓步，而是主流社會和政

治中更進一步的共識。然而，即使這一陣子的社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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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促成了啟動修憲過程的力量，卻沒有能力在智

利形成足夠的主流共識。

> 全盤皆輸？潛在的緊張局勢和地域變化 

　　儘管參與制憲會議的社運團體已經形成了另類

的政治團體（如Solidaridad  para  Chile），但一切

跡象皆表明這些團體在爭取代表席次和建立支持者

基數方面都不太順利。至今仍沒有可行的方法解決

當時制憲會議留下的政治分裂情形，社運團體對政

黨的不信任更使其無法順利建立政治同盟。

　　地域似乎是在維持社運認同渴望中的最佳籌

碼。地域的多重意義可以幫助我們辨別社運團體在

公投失敗後要務為何，以及看清與其他行動者（包

含左翼政黨）間的合作和衝突關係。我們可以在現

今的智利社運中辨識出至少三種相關的地域意義。

第一，地域作為地理和社會生態空間，展現了廣泛

的環境意識，這種意識在社運界頗為廣泛，並且不

只存在於當前與環境組織一同行動或合作團體中。

除此之外，它點出了智利地域多元化的重要性；住

在不同地區的人民擁有截然不同的生活經驗。而小

型社區相較於大型或空間、社會上被隔離的城市，

更容易將自己視作一個有單一認同的集體。

　　地域另外可以被視作一種政治空間和所屬團體

的體現，使社運團體辨別出他們的支持對象和「地

方深耕」的目標。作為社會政治空間，地域涵蓋了

多樣的人們和不同的日常共存形式，使組織團體可

以從中辨別自身身處的位置。從此觀點來看，地域

是一個充斥著意義性互動的空間，使社運人士可以

定義自己，並被他人視作合宜的溝通對象。 

　　最後，與馬普切社群代表的合作揭示了地域的

第三種意義。對於馬普切社群而言，領土是他們生

活的關鍵所在：包含了物質生活（土地和水源的取

得）、政治生活（一套共存的準則）和精神生活。

土地和河流是鑲嵌在一起的，並且連結了社群和他

們對祖先的回憶。所以，馬普切人就是他們的領

土，政治共存的空間就是他們的社群。社群作為主

要的組織方式，是一個由政治權威（lonko）和精

神權威（machi）主導共存的小型社區。 

　　這些地域的不同意義對於了解智利社運團體在

修憲失敗後的政治行動是至關重要的。當社運團體

的代表們被承認，並取代了草根或人民的分類時，

社會運動便發生了。然而，這是一個由次文化團體

或社區聯合主導的有限政治空間，可能不足以形成

影響公共議程的能力。但在政治的領域中，兩年是

一段很長的時間。我們有必要去等待並觀察這些運

動在不同地域間的連結情形，以及對即將到來的市

政和議會選舉產生的中介效果和影響。

來信寄至：

Carmen Gemita Oyarzo Vidal

<carmen.oyarzo@uautonoma.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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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對米雷伊政府
    反抗的開始 

>>

出處：湧現， CC BY-NC 4.0.

Julián Rebón，University of Buenos Aires and CONICET，阿根廷

在
2023年底，Javier  Milei  就任阿根廷共

和國的總統，聲稱自己是史上第一位自

由主義派的元首。在他的就職演說上，

他背對著國會和在場的議會成員向自己的支持者、

喊話。他承諾會透過整治國家和「階級」來結束阿

根廷的衰敗，「階級」一詞的意義並不明確，主要

指涉了傳統政治人物、工會領袖和公務人員等擁有

特權的政治得利者。現場的民眾則高聲呼喊著「no 

hay plata」（沒有錢）予以回應。

Milei  政府上任的前一百天，大規模地調整了

過去的一切傳統。然而，這些調整影響到的社會

層面廣泛且多樣，而並非只針對所謂的「階級」

。Milei  口中為了創造財政剩餘的「電鋸」行動導

致了成千上萬的裁員、多家機構的倒閉、公共工程

的停滯和福利津貼的取消。Milei  也實施了他稱為

「攪拌機」的休克療法，導致阿根廷披索在一天內

貶值了超過50%，並使通貨膨脹翻倍。這造成退休

人員和勞動人口的購買力大幅下降（約30%）、披

索存款的蒸發、存款的負利率和公共預算的銳減。

> Milei 是誰？ 

Javier  Milei  是一位經濟學家和政治體系的局

外人。作為一個以其顛覆性風格聞名的時事評論

家，他提出以美元化作為解決當前國家通貨膨脹且

經濟不斷衰退的問題。進入政壇的幾年後，在沒有

自己的政黨為其背書的情況下，他打敗了兩個交

替執政且使國家兩極化的政黨聯盟，分別是左翼的 

Unión por la Patria-peronismo 和右翼的 Juntos por 
el Cambio。 

雖然Libertad Avanza（自由進步黨）在國會僅

有少數席次，並且沒有拿下任何一個省份，在如此

有限的政治權力下，它仍大膽地提出要在經濟層面

實施極端的新自由主義，在政治層面則實施極權主

義。Milei主要透過社群網絡和媒體以激進的風格表

示將視「階級」為自己的敵人，然而，他實際在攻

擊的卻是民粹裴隆主義、左派、女性主義、工會和

社會運動。同時，他將多種背景的歷史社會學家納

入自己的計畫中，並在許多經濟組織中獲得了廣泛

支持。 

> 反米雷伊抗爭的出現 

儘管政府對抗爭採取了相關的限制政策，Milei 

仍立即在落實改革後受到了來自街頭的抵制。就在

上任後不久，政府提出了一項允許保安部隊限制公

共示威的條約，目前已開始實施的規範包含禁止公

民行動常見的「封街」行為、向社會組織收取保安

規費，並建立專門的匿名管道，供民眾舉報強迫人

們參與示威行為的團體。在  Milei  任職幾天後，政

府更簽署了必要性和急迫性法令（DNU）來放寬對

經濟的管制、廢除多項法律並在勞動和居家、健康

保險等多個領域推動改革。在落實這些變革後，各

大城市紛紛出現遊行和示威，凸顯了強制實施反抗

爭政策的困難。 

隨後，政府向國會提出了一項包含超過六百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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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多項議題條文的綜合法案，其中包含了賦予總

統高度權力、私有化和對抗爭權的限制。正如典型

的新自由主義改革，這引起了廣泛的社會動盪，並

引發不同形式的抗爭。工會團體和社運團體在此起

了領導的作用，於一月中動員了全國的示威者進行

一場大規模的罷工行動。多起抗議行動紛紛在罷工

的前後於各地爆發，包含了反抗裁員和呼籲加薪的

特定部門罷工、由社運團體主導反對限縮社會政策

的上街遊行和文化及科學部門對裁員威脅和實施的

抗議等等。數十萬名女性也在3月8號上街遊行，反

對 Milei的經濟計畫和性別政策的廢除。 

裴隆主義作為主要的政治對手，不僅選輸了上

次的選舉，更被社會大眾視為當前危機的主要責任

方，面對它們的無力，這些來自街頭的反抗象徵了

社會反對政府的新趨勢。到目前為止，儘管這些抗

爭有成功為Milei  的政策設下阻礙，卻仍未完全地

使其停下。司法部門阻止了部分的DNU，尤其是勞

工相關的章節，而綜合法案的第一版本也因為總統

拒絕與希望對話的反對派進行協商而沒有順利在國

會通過。然而，社會的購買力仍持續下降著；政府

仍掌握了主動權，每週持續宣布新的裁員消息和廢

除人民權利的政策。

就在  Milei  政府上任後不久，社會的抗爭便開

始出現，抗議行動佔領了各個公共空間。相較之

下，政府在上任之後，並未動員任何相關的支持行

動。儘管它不是一個訴諸社會運動的極右翼，然而

根據阿根廷過去的抗爭經驗，尤其是考慮到受影

響群體的廣泛性和多樣性，現下的抗爭規模還不是

最嚴重的狀態，不同形式的抗爭也尚未形成統一陣

線。 

> 近期的抗爭：特徵、挑戰和趨勢

儘管推動抗議行為的不滿非常強烈，當前的

政治現況似乎使這些抗爭難以持續進行下去，尤其

是當反動政府視特定對象為敵人，並拒絕任何的對

話。政府以限縮工會自身代表能力等方式削弱他們

的組織力量，並限制他們可以參與的抗爭形式，接

著又降低政府對這些抗議行為的接受程度並積極的

推行相對應的抵制政策。與此同時，政府用以自身

的話語權和傳播工具，將這些工會團體描繪成社會

當前危機和動盪的肇事者。又因過去作為許多組織

典型範本的裴隆主義在本次選舉中的失利，導致現

今的抗爭難以建立起一個好的政治參照點；前進步

政府的失敗和當前各式改革齊一迅速的發生在當前

悲憤的氛圍中又添加了一絲疑慮。最後，因為新的

政府上任不久，許多政策的影響還在持續發酵，並

且仍受到半數人民的支持，這使得不滿情緒難以在

當前仍部分支持  Milei  政策的主流社會氛圍下被成

功擴散。

現在，抗爭的動態仍不明確，並且未來也充

滿了挑戰。一方面來說，政府的命運取決於它透過

降低通貨膨脹來穩定經濟現況的能力，和建立願意

接受其領導並給予政治合法性的社會多數。然而，

除非抗爭的主要行動者被嚴重的打壓或大幅度的削

弱，否則單純的降低通貨膨脹，無法解決社會倒退

和由其引發的工人的力量重組問題，更不用說減緩

通膨本身就是一件難以達成的事。如果目前的抗爭

真的被完全壓制了，我們將進入到的一個衝突更不

連續、斷裂、無機的狀態，使得我們無法清晰的看

見未來變革的走向。另一方面，來自街頭和機構部

門中的憤恨情緒有能力去創造一股社會力量來挑戰

政府的行動，並以此製造社會、經濟和政治層面的

緊張情緒。不能被排除的是，如同阿根廷歷史中的

其他事件，這場抗爭改變了當前的政治機會結構，

並成功創造了新的局面。

來信寄至：

Julián Rebón <jrebon@sociales.uba.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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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yotzinapa：
     十年來有罪不罰

Carlos de Jesús Gómez-Abarca，Universidad de Ciencias y Artes de Chiapas，墨西哥

2
024年3月6日，在墨西哥城市中心，人權行動

者和  2014  年失蹤的Ayotzinapa學生家長暴力

闖入國家宮。一輛箱型車撞倒了一扇具有十

九世紀歷史意義的大門，這一震撼人心的畫面在全

世界廣為流傳。抗議者前往遊客登記處，負責守備

的軍方在那裡施放了催淚瓦斯。與此同時，López 

Obrador  總統一如往常地召開晨會。宮殿窗戶上的

標語寫著：「我們只想要對話」。有鑒於此，我們

不禁要問：在這場悲劇發生十年之後，情況發生了

什麽變化？「Iguala  之夜」悲劇發生的十年後，情

況有什麼轉變？

> 真相與調查查

2014年9月26日晚上到隔天淩晨，在Guerrero 

州  Ayotzinapa  的「Isidro  Burgos」鄉村師範學院

中，一群學生遭到襲擊。在這次事件中，有六人遭

到殺害，另有四十三名學生遭到綁架。此類事件在

該地區並不少見，因為該地區長期有民眾械鬥和

政府鎮壓的事件發生。青年學生遭到襲擊與政府的

政策有關，這些政策對鄉村學校具有負面影響，因

為這些學校同時與墨西哥社會主義農民學生聯合

會（FECSM）以及農民和學生起義的過往歷史有

>>

關。而這些事件發生在一個危險的、涉及眾多合法

和非法經濟和政治利益的地區。

在 Enrique Peña Nieto 執政期間（2012到2018
年），墨西哥司法部長 Jesús Murillo Karam 負責調
查四十三名 Ayotzinapa 學生的「失蹤」事件。2014

年11月7日，Murillo  宣布了事實的「歷史真相」。

根據他的說法，一群被拘留者承認殺害了這些學

生。這些學生前往市長夫人的活動進行破壞，因

而被  Guerrero州  Iguala市的警察拘留，並被帶往

當地警察局。這樣的「歷史真相」顯示，犯罪集團

「Guerreros Unidos」夥同當地警方，在 Cocula 垃

圾掩埋場火化了這些學生。 

自 2014 年以來，家長、抗議者、對事件進行分

析的人和媒體都對這一說法充滿質疑，他們所提供

的證詞和證據表明，軍方領導人知情並參與了這些

犯罪行為。

2018  年，Andrés Manuel López Obrador 
(AMLO)就任墨西哥總統後，重啟了這項調查工

作，並成立了Ayotzinapa 案件真相和司法救助委員

會（COVAJ）。為了澄清事實，保障了解真相、

「你們活捉他們，現在我們也要他們活著回來！」 
出處： Jesús Gómez-Abarca,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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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張正義和不再重犯這些嚴重罪行的權利，委員會

決定重啟調查。在該委員會的第二次報告中，過往

「歷史真相」被推翻，這次報告對事件提出了新

的假設，並承認  Ayotzinapa  案件是一起「國家犯

罪」，墨西哥當局和海陸軍隊中，都有相關人士參

與其中。

據估計，至少有四百三十四人參與了這場悲

劇。三名學生的遺體已被確認，檢察官已下令逮捕

一百三十二人，但失蹤學生至今生死未卜。被逮捕

的人包含軍隊成員、Guerreros  Unidos、警察和總

檢察長辦公室的前官員。在過去的一年中，也有一

些重要人物遭到逮捕，其中包括一些高階官員，如

前司法部長 Jesús Murillo Karam，他是發明「歷史
真相」的幕後黑手之一。

> 為正義而戰

2014 年，在墨西哥城舉行的紀念 1968 年 10 月 

2 日學生遇害遊行當中，人們對四十三名 Ayotzina-

pa 學生的下落知之甚少。然而，這個紀念活動發展

成要求讓那些「失蹤」的人活著回來的陳抗行動。

當時墨西哥城歷史中心的街道被封鎖，學生、民間

組織和社會運動從 Plaza de las Tres Culturas 遊行

到  Zócalo，表達他們的痛苦、悲傷、不信任以及

對國內暴力升級的憤慨。

在隨後的幾個月，墨西哥各地和國外的大規模

遊行和集會成倍地增加。四十三名學生的家長、人

權行動者、社會組織和公民參加了一系列的大型遊

行，要求伸張正義並譴責「是國家幹的！」。在示

威活動結束時，警民間的衝突以及隨之而來的鎮壓

日益加劇。官方給的資訊很少，但民眾開始對事件

發展出自己的理解，並藉由「既非四十三也非六十

八」等口號來表達憤怒，反對持續的鎮壓和政府的

說詞。

儘管在 2014 年 12 月 1 日之後參加遊行的人數

有所減少，但家長們的抗爭並未減弱。他們繼續尋

求支持，並努力與學生、民間組織和其他社會運動

進行協調。近期在四十三名學生家長的帶領下，他

們於 2024 年 3 月闖入國家宮，試圖與總統重啟對話

並推進調查。

這個行動發生的背景是，學生家長與  AMLO 

政府之間的關係變得緊張，而在  COVAJ  初期推動

釐清事件最重要的人物已不再參與相關行動。在民

眾方面，四十三名學生的家長指出政府缺乏釐清案

件的意願，譴責政府對涉案軍人的保護，並要求公

開可能是調查關鍵的軍事間諜文件，但迄今為止沒

有得到任何回應。在政府方面，在  AMLO  任期的

最後一段時間裡，政府持續詆毀質疑者的要求，為

他們貼上「保守派」的標簽，並在沒有律師在場的

情況下與學生家長會面。

對 Centro  Prodh 執行長 Santiago Aguirre 來

說，這起案件本可以成為新政府執政後墨西哥司法

工作出現轉機的典範。然而，它卻成了本屆政府最

令人失望的作為之一，這次事件暴露了新政府的軍

方權力以及在面對司法部長疏失時的無所作為。與

此同時，屬於四十三名學生的正義尚懸而未決，很

可能會由下屆政府來承擔。在僅得到「一半真相」

的情況下，四十三名學生的家長將持續不懈地尋求

真相和正義。

來信寄至：

Carlos de Jesús Gómez-Abarca 
<jesus.gomezabarca@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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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剩餘與錯置，難民與移民 
Nadia Bou Ali 與 Ray Brassier，BICAR (Beirut Institute for Critical Analysis and Research) 
、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黎巴嫩

本
文旨在說明「剩餘人口（surplus  popu-

lation）」這個概念作為失業人口的主

要特徵。包括在正式勞資關係以外的不

穩定就業群眾，以及因資本主義貧窮化（capital-

ist immiseration）而只能被歸納在一般人口類別（

如：難民、移民）底下的群眾。難民、移民僅是抽

象的描述性類別，我們需要對全球資本主義在不同

動態中的「剩餘人口」進行更具體的分析。 

　　資本主義的原始構成形式就是不均勻的：原始

積累之所以原始，正因為它會隨著創造剩餘價值的

過程被再生產出來。儘管如此，殖民衝動（coloni-

al impulse）作為資本主義的基礎，它既是一種社會

關係，也是一種生態系。一方面，「資本世（capi-

talocene）」的特徵是對人類生命和自然的消耗；

另一方面，「人口剝奪（demographic  disposses-

sion）」這個概念範疇描述大眾如何經歷這種不平

等，而很重要的一點卻也相當普遍的是，將他們從

正式勞資關係中排除是生產剩餘價值的重要元素。

> 剩餘人口是無產產階級化

　　首先，要釐清一個重要的誤解。根據定義，剩

餘人口並不代表他們流離失所：他們不一定是來自

特定國家邊界之外的人口。他們不僅僅是發展不平

衡的結果，更是資本累積過程中成為原因的結果。

馬克思對馬爾薩斯粗糙的理論提出尖銳批評。馬爾

薩斯將人口過剩視為自然的定律，從而證明為了其

他人口的生存而犧牲某些人口是合理的。現今，有

些人試圖使國界免疫於剩餘人口的入侵，也有人在

尋求消滅或轉移可消耗人口，而大量引述馬爾薩斯

的理論。同時，自然環境的崩壞使人口過剩變得更

加複雜，這將在後面有關資本主義生態系的討論中

一併著墨。在馬克思的分析中，產生剩餘人口的不

是馬爾薩斯的供需邏輯，而是價值化邏輯（valori-

zation），或者說剩餘價值最大化的邏輯：

「正是資本累積本身不斷生產相對過剩的勞動

人口，而且是與資本自身的能力與限度直接相關

的，意即，相對於資本自身增值的平均需求來說

>>

Arbu 使用 IA 創作的藝術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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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多餘的人口，故稱為『剩餘人口』［⋯］這是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特有的人口法則；事實上，每

種歷史上的生產方式都有其特殊的人口規律，也

都在特定的歷史範圍內具有解釋力。」《資本

論》

　　資本主義特有的人口規律是：生產力的發展必

然導致人口相對過剩。 「勞動供需法則」控制了一

般工資（工人階級的，即勞動力）與社會資本總額

的比率：「勞動的生產力越高，工人就業的壓力就

越大，他們自身的生存條件就越不穩定」（《資本

論》，斜體為本文強調）。同時，「機器生產製造

出過剩的勞動人口」《資本論》。在此脈絡下，是

「工資－資本」比率關係本身導致工人階級的貧窮

化和無產階級化。 

　　這表示，藉著「工資－資本」比率關係，相對

剩餘人口成為生產力發展的原因和結果，是資本主

義的發展趨勢。儘管資本主義發展生產力（機械

化、自動化等），但這並不意味著它也發展了勞動

力；情況似乎恰恰相反：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再生

產勞動力的成本下降，薪資也下降。生產力發展的

動力是提高剝削率（從勞動力中榨取剩餘價值的比

率），從而提高剩餘勞動與必要勞動的比率。這不

僅發生在勞動過程中，也在整體受雇的勞動群體

中。從越來越少的勞動力中榨取越來越多的剩餘價

值，也就有越來越多的受僱勞動者在價值創造的過

程中變得多餘。 

　　資本造成失業，這是其真正吸收勞動過程（即

重構以最大化剝削率）的條件。因此，失業者，所

謂過多的或剩餘的，是現行剝削體制的基礎。雖

然資本透過剝削勞動力來再生產自己，勞動力也透

過允許自己被資本剝削來再生產自己，但資本的價

值擴張並不意味著勞動力價值的擴張；相反地，資

本擴張性的自我增值導致了勞動力的貶值，也就是

說，剩餘勞動力跟必要勞動力、失業人員跟就業人

員的比率不斷增加。換句話説，資本先將勞動跟生
產工具分離，然後將越來越多的勞動者從生產過程

中分離出來，他們被迫自我再生產。這種次級附屬

分離（就業與失業）發生在初級分離（生產者與生

產工具）之後。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將剩餘勞動力

與必要勞動力、失業人口與就業人員重新連結： 

「［⋯⋯］無產階級的定義是它與再生產工具的

分離，並在資本再生產的過程中它被迫再生產自

己。透過價值法則的「正常」運作，無產階級的

再生產（其勞動力的價值）與資本的再生產保持

一致。價值法則指的是，如果工資上漲得太高，

資本就會僱用更少的工人，從而創造施加壓力讓

工資降低的後備軍。重點是，只要就業者和失業

者不合力，工資終究會因為資本累積的需求而回

到法則上。 」（B.R.漢森）

　　因此，過剩人口作為「失業者的後備軍」和失

業的「流氓無產階級」，既處於資本主義核心的內

部，即世界上那些已被資本完全融合或吞併的地區

內部，又處於資本主義核心的外圍。也就是說，資

本再生產中產生的剩餘人口既佔據核心，也佔據邊

垂：它既在中心，也在邊緣。

> 看得見的群眾眾和看不見的勞動力   

　　剩餘人口往往以群眾的形式出現。從巴黎到南

美洲、中東和南亞，近幾十年來，我們看到貧民窟

和難民營突然爆發大規模示威，甚至可稱之為難民

起義。這些顯著的、自發性的群眾起義具體呈現了

往往不可見的結構動態。但它們凸顯了對客觀結構

的主體抗爭：這是從被忽視到被看見的主觀時刻。 

　　結構分析應該去揭示這些為不可見的、客觀的

結構所進行的可見的、主觀的抗爭行動。分析的第

一步是區分流離失所人口和剩餘人口。儘管大量人

口以難民和移民的身份出現在國界，但他們並不是

唯一可以被定義為剩餘人口的群體。這種普遍誤解

的原因可能是意識形態上的：毫無疑問，從人權角

度解決過剩人口問題更容易，方法是在已開發國

家尋求融入外國人和僑民並提供庇護權的措施。然

而，我認為這種觀點無論是在概念上還是在實務上

都未能令人滿意地解決這個問題。

　　剩餘人口不一定是流離失所或流動的人口。正

如Aaron  Benanav指出，自1950年代以來，低收入

和中等收入國家（LICs）的大部分的都市失業人口

實際上是在都是出生的：「早在1950年代，低收入

和中等收入國家（LICs）都市的人口成長絕大部分

是因為人們出生在都市地區，而不是遷移至此。」

Benanav認為「儘管 1980 年後都市化速度漸緩，但

都市勞動力仍在低收入世界裡快速擴張。」都市勞

工並不是憑空出現或從其他地方來的；它們是隨著

資本主義晚期成長停滯而出現無產階級化過程的表

現。都市化的速度降低，但城市貧民人口的數量卻

在增長：他們養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孩子，他們像他

們的父母一樣，繼續從事非典型勞動。無產階級化

可以簡單理解為「依靠出賣勞動力生存的人口比例

的上升」。無產階級化的增加並不是由於農村人口

遷移到城市地區，這是發展研究領域錯誤的主張。

相反的，由於兩個主要因素，低收入國家表現出對

勞動力的需求較低：（一）高度的經濟不平等導致

經濟體生產主要服務菁英階級需求的資本密集型產

品，而不是更廣泛人口需求的勞動密集型產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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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工業化國家引進的進步技術與自動化科技。

因此，低收入國家經濟的資本密集度高於勞動密集

度。 

　　儘管經濟學家（特別是美國經濟學家）在過去

十年中主張適應1990年代後全球勞動力市場轉變

以及就業率成長的必要性，但在低收入國家和其他

非已開發國家卻幾乎沒有針對其勞動力採取任何措

施。作為世界主要強國，美國本可以做很多事情來

避免其內部以及世界其他地方出現日益增強的孤立

主義政策。在  1990  年代關於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

辯論，以及本世紀初關於如何處理非法移民的辯論

中，已經預測到北半球國家無法重新分配世界經濟

的利益。今天，情況變得更加糟糕，我們見到在邊

境和難民營中拘留非法移民、建造邊境牆等政策。 

> 面對社會文化偏見，移工陷入無處為家的困境  

中東和北非地區的情況，主要與難民與移民

人口的流動有關。十九世紀末，奧斯曼帝國解體，

隨後遭到英法兩國瓜分、殖民。自那之後，隨著殖

民風潮開啟，殖民者依自身利益分割特定地區的領

土，成為了民族國家誕生過程的特點之一。1948

年，由於來自歐洲的猶太移民大量涌入，在巴勒斯

坦被占領之後，有75萬巴勒斯坦人淪為鄰國難民。

在黎巴嫩，有26至28萬的巴勒斯坦難民，分佈於12

個難民營和42個聚集地。根據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

難民救濟工程處的資料，黎巴嫩現有的680萬人口

中，巴勒斯坦難民約佔了25萬。他們佔了黎巴嫩勞

動力的5.6%，而黎巴嫩的勞動力之中，甚至有一半

都不是黎巴嫩人。這些巴勒斯坦人一直被排除在正

規勞動力市場外，他們沒有獲得正規薪水的權利，

並被剝奪了財產所有權和其他基本公民權。與其他

難民一樣，黎巴嫩的就業限制條例，是禁止巴勒斯

坦人從事醫學、工程學和法律等自由職業的，這迫

使巴勒斯坦人進入以短期、低薪工作為特點，且較

為不穩定的非正規勞動力市場。約有半數已就業的

巴勒斯坦人，是從事建築、商業或相關活動，比如

批發和零售貿易、汽車修理、家庭用品修理等；這

些行業的非正規程度相當高，工作時間比平均長，

多數人的收入也低於黎巴嫩的最低薪水標準。

除了巴勒斯坦人之外，自1950年代以來，敘

利亞人在黎巴嫩的移民勞動力中，也佔了很大的比

例。2011年，敘利亞內戰爆發之後，這個數字更

是急遽上升。黎巴嫩目前有150萬的敘利亞難民；

若是加上巴勒斯坦人，就佔了大約占黎巴嫩總人口

的四分之一。在《The  Invisible  Cage》一書中， 

John  Chalcraft  呈現出強迫移民與強迫勞動如何交

織。這些情況背後的脈絡，是以強迫勞動為前提的

勞動市場，以及移工在長期居無定所與流亡中的不

斷輪迴。

2024 年，隱形勞動的困境昭然若揭：隨著2019

年黎巴嫩金融崩潰，資源和勞動機會日益稀缺，黎

巴嫩人對敘利亞移工抱持的偏見、仇恨心理以及帶

有被害妄想性質的歧視越來越嚴重。敘利亞移工人

數的驟然增加，使得反敘情結更為強烈，同時，黎

巴嫩的勞動階級，也在日益惡化的經濟危機中，變

得更加不穩定。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的資料，黎巴嫩

的勞動參與率為43.4%，這表示只有不到一半的勞

動適齡人口，正在為報酬或利益而工作，或者正在

尋找工作。

無產階級化非但沒有促成跨國、跨種族的勞動

組織，反而帶來了貧窮化與不穩定，而這又反過來

導致勞動階級分裂。在黎巴嫩，勞動階級是由黎巴

嫩人、敘利亞人、非洲人和亞洲人組成，他們從事

家務勞動、照護勞動以及其他形式的不穩定勞動，

這些大部分都屬於再生產勞動。約有90%黎巴嫩的

敘利亞難民，是從事非正規勞動的。自2020年的疫

情以來，上述難民的貧窮率上升了56%。非正規、

低技能勞動市場的競爭日益激烈，迫使難民接受工

時長、薪水低、缺乏法律規範、醫療保險或帶薪病

假等不合理的工作環境。此外，敘利亞女工還要忍

受交通的不便、兒童照護資源的缺乏，以及社會文

化的偏見。這樣的環境又使難民更容易遭到逮捕、

強制遣返和驅逐出境。 

與此同時，選擇正規勞動的敘利亞難民，必

須在黎巴嫩雇主的資助下，或是以租賃契約為條

件，才能被登記為移民。與巴勒斯坦人一樣，敘利

亞人的正規就業一般限於三個部門：環境、農業和

建築業，且每年需要花費200美元取得居住許可。

難民則可以在其餘幾個部門中尋找工作，但仍然會

面臨許多經濟和官僚障礙，尤其是在更新居住證方

面：2020年，黎巴嫩的已登記敘利亞難民中，約

有70%沒有居住證，這之中以15歲或以上的難民居

多。這不僅很大程度地降低了他們的謀生能力，也

使其行動自由受限。

> 剩餘人口管理是資本再生產產的一環

我們必須將經濟移民與難民勞動力分開來談。

根據  Elisabeth  Longuenesse  和  Paul  Tabar  的說

法，黎巴嫩的勞動力中約有15%是移工，35%是敘

利亞勞工。在上文中，我們強調了將剩餘人口與流

離失所者或難民人口區分開來的必要性。然而，在

黎巴嫩的政治經濟中，敘利亞和巴勒斯坦人口既包

括移民、也包括難民，他們的所有困境，都交織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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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這些群體在黎巴嫩勞動人口中，面臨了雙重

的不利——相對於資本認為必要的勞動力而言，他

們是多出來的人口；而相對於由黎巴嫩人和其他民

族組成的正規／非正規的勞動人口，他們又是流離

失所的一群人。他們的處境，同時呈現出了必要勞

動與剩餘勞動的疊加，也揭示了僱傭勞動人口中，

整合／離散勞動的疊加。

任何沒有考量到這個差異的政治分析，都會造

成兩個風險。一方面，我們會預設難民是「不完全

移民」（incomplete migration）的原因之一，並以

爲難民問題可以藉由使其返回家園，或是獲得正式
公民身份來緩解。這樣的預設也代表著，這類的問

題解決辦法，背後的考量，經常是由權利和社會承

認層面出發。這種方法第一個明顯的問題是，它使

我們忽略了資本主義的社會動態背後，有著更深、

更廣的效應——這些可能會影響流離失所與非流離

失所的勞動階級人口——並以進一步拉開勞動階級

之中各階層距離的方式，來制定解決方案和應對措

施。然而，以現實層面來看，勞動階級的各階層，

其實是有共同的政治條件的。另一個問題在於，如

果不考慮移民勞動力和難民勞動力之間的差異，可

能會像許多非政府組織尋求援助以應對社會、自然

災害時所做的那樣，使得人們誤以為當前的政治挑

戰，僅僅只是管理危機的額外風險。 

要是忽略了這個差異，我們也就不會意識到，

對剩餘人口的管理，並不是為了消除人口困境的源

頭，而進行的外部活動：事實上，管理剩餘人口本

身，就是資本再生產不可或缺的一環。其不僅能透

過勞動力後備軍與勞動力之間的增加的競爭，來降

低勞動力成本，還可以將自身置於社會再生產的斷

裂迴圈中，使其背後的資本主義再生產循環維持運

作。除了擴大國際勞動階級各階層間的鴻溝之外，

這種方法終究將難民視為危機管理的實驗品，並利

用他們作為新社會技術的基礎，以更好地管理失業

者、就業不足者和貧窮化的勞動階級。

理解、肯認難民勞動的特殊性，即是將其視

為一種症狀——其揭示了社會分化與經濟整合之間

存在著某種內在連結，而這樣的連結非但沒有阻礙

社會再生產的循環，反而使其成為可能。這也促使

我們得以重新開闢對此提問的討論空間：一個以災

難為食的社會體系，可能會面臨什麼樣的結構性反

應？

來信寄至：

Nadia Bou Ali <nadiabouali@gmail.com>

Ray Brassier <ray.brassier@gmail.com>

這篇文章是與  Alameda Institute. 共同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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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據為己有抑或利用？
勞資衝突的生態面向

Simon Schaupp，University of Basel,，瑞士

>>

2
022  年秋天，數千名瑞士建築工人舉行了罷

工。產業雇主協會要求將每週最長工作時間

增加到  58  小時，並提出了一個相當奇特的理

由：氣候變遷。目前，全球有  45% 的建案因惡劣天

氣而建成延宕。而氣候變遷導致惡劣天氣的頻率和

強度都大幅增長；因此，將會使得建案進度延宕的

狀況也隨之增長。更重要的是，氣溫超過  24°C  會

降低勞動生產力。此外，建築業是最容易受到熱浪

影響的行業之一；但矛盾的是，建築業也是溫室氣

體的主要污染者和製造者：單就是水泥製造產生的

二氧化碳排放量就約佔全球總量的 8%。 

> 將對自然的支配作為產產品的成分   

在我最近的著作（德文版）《新陳代謝政治

學：勞動、自然和地球的未來》中，我以建築業、

其他勞動與自然環境衝突的狀況為例，說明資本主

義的勞動過程和生態危機兩者間的關係，可以帶給

出處：Ricardo Gomez Angel, 2017. 

議題開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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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怎樣的新啟示。主流環境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

觀點一致認為：環境破壞是一種人類對自然無償 「

佔有」的關係，從而促使人類對自然資源的過度使

用。這當然是事實，但「佔有自然」此概念在分析

上的一個明顯缺陷是，它傳達了一種自然是一個巨

大的原材料倉庫，其產品只是在那裡被收集，或者

其「生態系服務」自行流入生產的形象。然而，這

樣的形象與現實狀況是脫節的。大自然不是作為一

種資源而存在的：為了「使大自然可用」，而必須

投入工作。佔有的概念只是描述了自然的某些方面

被想像成為私有財產的活動——然而這樣的描述並

無涉及任何具體的事例，它只是一個抽象概念。相

反，是人類的勞動迫使自然成為生產過程的一部

分。例如，河流不僅是水、能源和食物的來源，而

且始終作為一種風險而存在——它可能淹沒農點和

住所，也可能阻塞交通路線。利用自然資源的同

時，我們也需要控制它：必須疏通河流、馴養動

物、剷除雜草和害蟲等等。因此，「利用」自然資

源，在本質上意味著對自然自主性的支配。

> 對自然環境的全面控制是一條永恆的
    未完之路

然而，任何努力控制都無法永久壓制大自然的

自主性。相反，隨著時間的推移，河道會被侵蝕、

動物會生病，雜草會一次又一次地重新生長。對自

然環境的控制工作是永無止境的。此外，利用自然

資源始終必須包含合理的因素，例如：培育更高產

的動植物物種、使用化石燃料加速自然的新陳代

謝、對生物進行基因改造使其具有經濟價值等等。

然而，最終這樣利用自然資源的方式只會導致自

相矛盾的結果，因為它損害了本應增加其效用的物

質。由經驗來看，自然環境被破壞後的結果是讓人

們想進一步利用此結果，比方，沙塵暴就是一個典

型的例子。二十世紀初，歐洲移民在美國中西部大

草原上犁耕，導致了大規模的水土流失和沙塵暴。

為了保持生產力，農業得到了加強，使用了合成肥

料、殺蟲劑和機械化；但這反過來又導致了肥沃土

地的進一步喪失。

> 人類勞動：另另一種自然資源   

對大自然的利用與對勞動力的利用有著明顯

的相似之處。與自然界的其他部分一樣，人類並非

生來就是勞動者，而是必須不斷被塑造成勞動者。

在人們能夠工  作之前，必須先對他們進行多年的教

育，即必須讓他們遵守社會習俗，這些習俗構成了

分工的基本條件。此外，工人還需要接受一定的普

通教育和技術培訓，以便能夠就業。當人精疲力竭

時，需要關懷和愛護；當人生病時，必須透過醫療

來恢復其勞動能力。而在工作場所，人的身體透過

理性化的運用和控制變得有用。

對自然與勞動利用之間的關係不僅限於類比。

相反，兩者必定是相互依存的。讓大自然變得可利

用，就能加強對人類勞動的利用，而人類勞動的利

用反過來又能加強對大自然的利用。例如，奴隸制

和種植園經濟是相互構成的：兩者結合產生的剩餘

棉花，加上對化石燃料的加強利用，成為工廠制度

的物質基礎。隨之而來的是對自然界其他部分的綜

合利用，新的勞動潛能被應用於此。然而，利用自

然環境之自相矛盾的破壞性始終存在。

> 所有勞工政治歸根究底都是環境政治

建築業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1892  年  Fran-

çois  Hennebique  獲得了鋼筋混凝土的專利，後續
幾十年，他幾乎壟斷了整個歐洲的水泥建築施工。

鋼筋混凝土使建築公司得以削減勞動成本，因為它

在幾乎消滅了砌磚技工這項傳統職業。現在，牆壁

只需用模具澆築即可。此外，可以用沙子代替昂貴

的石材作為基本材料——混凝土的生產就是今天沙

子成為地球上迄今為止開採量最大的資源的主要原

因。由於只有來自河流和湖泊的沙子才能用於建

築，因此沙子的採購和生產造成了生態系統的嚴重

退化。除此之外，建築業的二氧化碳排放也是造成

氣候變遷的主要原因，這反過來又破壞了建築業本

身的生產力。

如果如 Karl Marx 所言，勞動始終是對自然的

改造，那麼所有的生產政治也都是環境政治——或 

「新陳代謝政治」。這表示，為了理解生態危機的

根源和地球環境可能的出路，我們需要更加重視工

作問題；具體地說，就是如何克服資本主義勞動過

程中對工作和自然的破壞性利用問題。從這個意義

上來說，因工作量集約化具有未被充分開發的生態

面向看來，可以成革新的政治新陳代謝的起點。

來信寄至：

Simon Schaupp <simon.schaupp@unibas.ch>

Twitter: @simschau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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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東地區在數位層面
的雙重困境
Mohamed Zayani，Georgetown University，卡達； Joe F. Khalil，Northwestern University， 卡達

>>

阿
拉伯中東地區正在經歷一場重大的數位

轉型，為經濟成長、社會變遷和政治賦

權開闢了新的途徑。無論是採用數位政

府、遠距醫療或數位法院，數位化的蛻變是一種顛

覆性的力量，它改變了長期以來政府部門的做法，

為那些被認為不適合革新的部門注入了新的活力。

成功發展的地區性新創公司包括了：計程車軟體

Careem、高科技城市發展計畫 Neom，以及「百萬

阿拉伯工程師」（One  Million  Arab  Coders）等

抱負遠大的計劃，都是此地區努力將數位化科技運

用到生活各個層面的證明。目前，該地區許多的國

家都正透過投資數位科技的基礎設施（如衛星、光

纖、最新一代的網路設備）來實現數位化生活，並

透過制定更全面的數位計劃，發起各種倡議、努力

採用知識經濟。

> 數位化的地區差異和潛在的緊張關係   

然而，中東地區尚未全面實施數位化。地區之

間呈現明顯差異，某些國家全面擁抱數位轉型，而

其他國家落後。科技取得的不均衡和數位素養的參

差加劇了現有的不平等，造成此地區更多重的數位

落差。這些提醒我們，數位轉型不僅僅是採用新技

術，更是需要駕馭技術創新與社會變遷之間複雜的

交互關係，現實狀況卻是與中東轉型的諾言全然地

背道而馳。

      數位科技的進步在帶來前所未有的機會的同

時，也帶來了更多的挑戰。中東地區全面進入數位

時代的特點是，變革的衝動與阻力之間的矛盾日益

加劇。這種矛盾使該地區陷入了雙重困境：數位科

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數位雙重綁定》一書部分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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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的應用既促使了革新，但也維持了現有的僵局。

數位化所帶來的可能性，也正是許多經濟參與者、

社會運動者和政治體制在面對數位化雙重束縛時感

到憂慮的根源，這迫使他們既要利用技術能力，又

要掌握好運用數位。

要把握數位應用的複雜性，我們就必須將討論

的焦點從人們如何使用技術轉移到探索國家、市場

和公眾數位沉浸所導致的不協調和緊張關係上來。

我們應該研究社會性，而不是剖析數位化。

> 現代化與抵抗之間  

從歷史來看，中東與科技的關係一直與其參與

現代化（al-asrana）和努力應對現代性（al-hada-

tha）交織在一起。從殖民時代至今，此地區既接

受技術革新，也抵制技術上的變革。這樣的模糊關

係，反映了科技應用是如何與他們錯綜複雜的社會

文化和政治狀態連結在一起。以沙烏地阿拉伯為

例：沙烏地王國在 1960 年代抵制電視的引進，1990 

年代對網路的廣泛被使用感到憂慮，但與之相合的

是，他們在電視產業方面領導在前，並推動數位媒

體行業的蓬勃發展，從跨國衛星頻道、發展良好的

遊戲工作室，到全球數位投資和本土新創企業都是

他們嘗試啟動的新數位化計畫。

一直以來，科技的應用都帶來挑戰。對於新獨

立的國家來說，技術依賴敘事的出現是反對西方影

響和勢力的一種號召；同時，這些國家也意識到，

獲取西方技術在他們現代化努力和發展的計畫中佔

據相當重要位置。在當前高度工業化的時代，經濟

壓力、快速變革和快速城市化使該地區的技術和專

業知識轉移，變得更加迫切。

即使科技本身不斷發展，這種發展路線的吸引

力也一直存在。近幾十年來，隨著全球化的全面推

進和數位資本主義的出現，追求現代化的重點已從

傳統產業的技術轉移轉向數位轉型。在這樣不斷演

變的背景下，採用知識經濟已成為實現經濟成長和

社會變革的標誌。

> 共同的願望與發展的不平衡  

但實際上，這些努力充其只是參差不齊。尤

其是當有些國家，如：葉門、蘇丹、敘利亞在資

訊與傳播技術（ICT）基礎設施和數位化準備方面

明顯不足；而另一些國家，如：海灣國家則全心全

意地擁抱數位化，投資最新的網路設備並建立智慧

城市。如：阿聯酋、卡達和沙烏地阿拉伯在全球數

位化和科技準備程度的排行榜上名列前茅，他們正

在成為數位化的強國，而該地區較早採用網路的國

家，如：突尼西亞在數位轉型方面卻是較為落後

的。同時，中東國家（如約旦）被公認為資訊科技

（IT）人才豐沛但尚未發展成為地區數位  IT  中心

的國家。

雖然基礎設施差往往與經濟指數低或和政治文

化的限制性有關，但情況並非總是如此。因此，我

們必須謹慎行事，不要只根據基礎設施、經濟或政

治變數對數位化進行分類。還需加入歷史、文化和

社會背景在內的各種因素審視，因為這些層面也都

對一個國家的數位化狀況和準備程度有相當大的影

響。因此，細緻的理解對於全面分析和有效制定政

策是至關重要的。

> 沉沉浸式的數位轉型  

即使克服了許多不足之處，中東地區的數位化

仍陷入變革動力增長與阻力之間的矛盾拉扯之中。

這就是該地區陷入的數位化雙重困境。雖然採用和

調整數位技術能推動國家、市場和公眾進入一個沉

浸式的數位領域，但這種努力卻矛盾地也阻礙了該

地區獲得實質變革的動力，使其長期處於停滯狀

態。

事實上，各國在擁抱數位化的同時，也是在將

本國公民與網路相互隔絕。因為，它們尋求發展以

創新和創造力為基礎的知識經濟，但同時又拒絕放

棄以特權和權利為基礎、只為特定客戶服務的經濟

體系。它們既提倡創業文化，也維持等級嚴格、迴

避風險的商業文化。

然而，在這些複雜因素中，必須認識到變革與

停滯並不互相排斥。中東的發展道路既有連續性，

也有變革性，反映了技術進步與根深蒂固的社會文

化、經濟和政治動態之間錯綜複雜的交互作用。

來信寄至：

Mohamed Zayani 

<mz92@georgetown.edu>

Joe F. Khalil 

<jkhalil@northwestern.edu> 

/ Twitter: @JoeKhal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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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來自加薩學術界的
   公開信

加薩學術界*

>>

為
了我們與學生、同仁們的生存和我們所

堅守的未來，以及面臨試圖將我們所有

人消滅的嚴峻現狀，我們代表巴勒斯坦

學術界和加薩眾多大學的教職員發聲。

雖然以色列的軍事佔領勢力催毀了我們的學院

建築，但我們的大學仍然存在。我們重申我們集體

的決心，堅持留在我們的土地上，並在在我們自己

巴勒斯坦的大學裡盡快恢復能夠教學、學習和研究

的機會。

我們共同呼籲全世界的朋友和同仁們，抵制在

遭到佔領的巴勒斯坦裡正在進行的學術屠殺。並且

與我們一起重建遭到摧毀的大學。拒絕所有試圖繞

過、消滅或削弱我們學術機構完整性的計劃。加薩

年輕人的未來仰賴著我們，仰賴著我們能夠留在我

們的土地上，繼續為我們下一代的人民服務。

我們在隆隆炮火下被佔領的加薩、在Rafah的

難民營、在埃及以及其他接待國家的新臨時流亡地

發出此一呼籲。我們發出這個呼籲是因為，以色列

佔領勢力每天仍將持續進行種族滅絕的行動，試圖

消滅我們在集體和個人生活的每一層面。

我們的家人、同仁和學生們遭到暗殺，而我

們正再次被迫流離失所，重新經歷我們父輩母輩在

1947年和1948年錫安主義武裝部隊大屠殺和大驅離

行動中的經歷。

我們的公共設施——大學、學校、醫院、圖書

館、博物館和文化中心——是我們幾代人一手打造

的，現在因為這場蓄意且持續為之的大災難（Na-

kba）而成為廢墟。蓄意針對我們的教育基礎設施

進行攻擊，明顯是試圖讓加薩變成不適合人居住的

地方，侵蝕我們社會的知識和文化架構。不過，我

們決不讓這些行動澆熄我們內心熊熊燃燒的智識和

堅毅之火。

在美國和英國，支持以色列佔領的盟友正在透

過推動所謂的重建計劃，開闢另一個學術屠殺的戰

線。這個計畫旨在剝奪在加薩進行獨立巴勒斯坦教

育的可能。我們抵制所有相關的計劃，並敦促我們

2024 年 4 月 21 日，加薩團結營地在哥倫比亞大學恢復的第四天。
出處：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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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仁拒絕參與其中的任何合作。我們還呼籲全世

界所有的大學和同仁們直接與我們大學協調其所欲

提供的任何學術援助。

我們由衷感謝那些在艱困時刻和我們站在一起

的國家和國際組織，並且提供支持和援助。然而，

我們重申這些協調上的努力，在促使多所在加薩的

巴勒斯坦大學重新開放上至關重要。

我們再次重申重新啟動加薩教育機構的迫切需

要。這不僅僅是為了支持我們現有的學生，而是確

保我們高等教育系統的長期韌性和可持續性。教育

不僅僅是傳道授業；它更是我們之所以存在的重要

基石，是巴勒斯坦人民希望的象徵。

因此，制定一個長期戰略來恢復基礎設施並

重建大學尤為重要。然而，這些努力需要大量時間

和可觀的資金，這可能對維持學術機構的運營造成

風險，漸漸流失教職員和學生，以及重新運營的能

力。

有鑑於此，將大學教育迅速過渡到線上教學，

以減輕基礎設施被摧毀伴隨而來的教學中斷是極為

重要的。這樣的工程則涵蓋運營成本、學術人員薪

資等人力與資金上的全面性支持。

另外，學費是大學主要的收入來源，但自從這

場種族滅絕行動開始，這一收入已然不可行。大學

缺乏收入無法支付教職員工薪水，進一步迫使許多

人尋找其他工作機會。

除了對大學教職員生計的打擊外，這種蓄意的

學術屠殺行動亦造成大學財政壓力，並威脅了大學

自身的生存。

因此，必須立即採取緊急措施來應對學術機構

目前所面臨的財政危機，確保其得以生存。我們呼

籲所有有關方能夠立即協調各自資源，支持這一至

關重要的目標。

重建加薩的學術機構不僅僅是一個教育上的問

題；它是我們毅力、決心和不懈承諾的象徵，是確

保後代未來的重要證明。

加薩高等教育命運屬於加薩的大學、其教職

員工和學生，以及整個巴勒斯坦人民。我們感謝全

球各地人民和公民致力終結這場持續不斷的種族滅

絕。

我們呼籲國內外的同仁們支持我們堅定不移的

努力，捍衛和保有我們的大學，為了我們人民的未

來，以及我們留在加薩的巴勒斯坦土地上的能力。

我們曾於帳篷中建立了這些大學。有了各方友人的

支持，我們將在帳篷下再次重建。

*這封信由來自加薩的185名學者簽署。

完整的簽署人名單請見：

https://www.aljazeera.com/opinions/2024/5/29/open-letter-by-

gaza-academics-and-university-administrators-to-the-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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