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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柬埔寨法院特別法庭

11月21日在金邊開始對三名前

紅色高棉領導人進行審判，出

庭受審者包括波爾布特政權第

二號人物，原全國人大委員長

農謝，前國家主席喬森潘和前

外交部長英薩利。檢方指控他

們與1975至1979年間近200萬名

柬埔寨人的死亡有關，涉嫌反

人類罪和種族屠殺罪等。

當天開庭時許多當年的倖存

者和受害者親友聚集在首都金

邊。據美國之音報道，對于民

事訴訟的近4,000名當事人（也

就是由聯合國支持的法庭認可

的受害者）而言，已經過了很

長一段時間才等來這一天。他

們當中有些人出現在法庭上，

包括柬埔寨裔美國人薩雷姆。

她曾在美國之音高棉語言組任

記者，為了出席首次庭審，她

近日返回了柬埔寨。

薩雷姆說，“當時，我覺得

我像再次回到紅色高棉政權時

代——我感覺到了其他人的痛

苦，我覺得我媽媽的痛苦，你

知道，紅色高棉用馬拖她，她

被拖死了，就因為她為了我的

女兒偷食物。所以好像

可怕的回憶一次又一次

地回來了。”

赤柬又叫紅色高棉，

在當政的1975年到1979

年間，奉行共產主義，

造成約170萬至220萬的

柬埔寨人死于酷刑、處決、奴

役等，佔柬埔寨人口的四分之

一，其中包括許多華人。紅色

高棉當年跟中共關係密切，后

被越南趕下台。目前前赤柬頭

子波爾布特已經過世，另一名

S21監獄負責人康克由，已遭判

刑35年。

前高棉領導人涉反人類等罪面臨審判 

從左至右：紅色高棉原全國人大委員長農謝，
前國家元首喬森潘，前外長英薩利。

中國製造業遇寒冬 各地罷工潮愈演愈烈

中國製造業正進入寒冬，

由于資方不斷壓縮人力成本，

近來，中國各地工人與廠方之

間糾紛不斷，不斷發生罷工事

件，抗議廠方裁員、降低工資

或縮減福利。僅11月底一個星

期，深圳東莞兩個珠三角加工

產業重鎮就有1萬多工人走上街

頭抗議工作條件日益惡化。

罷工潮此起彼伏

11月23日，江蘇省昆山市力聖

電子有限公司，發生罷工事件，

抗議公司消減成本，讓員工無薪

休假。網友李前進微博消息稱，

有特警在公司門口打人致傷。

11月22日，精模電子科技（深

圳）有限公司二千多員工，因加

班不合理等問題舉行大罷工，工

人們陸續走出工廠，並試圖堵

107國道抗議。當局調派數百名

武警、防暴警察等驅散工人。

11月20日，央企首遭業主堵

路抗議。幾百名來自全

國各地的業主，到廣西

南寧保利東盟國際第一

街，向保利維權。

11月17日，東莞市

黃江鎮生產國際名牌

運動鞋的台資鞋廠寶

成工業爆出罷工消息，8,000多

名員工走上街頭大遊行，抗議

台資業主大幅削減獎金，遭遇

當地警方暴力鎮壓。

11月15日，南京市六大區的

清潔工因工資太低，無法生活，

他們多次要求增加工資，無人理

睬，只能罷工“垃圾圍城”進行

抗議。兩天時間，南京街道上垃

圾堆積如山。

10月底，深圳寶安區西鐵城

冠星精密錶鍊廠工人罷工，持

續18天，工人被軍警押送到車

間並現場監督他們復工，被迫

進入車間的工人拒絕幹活。

經濟學家綦彥臣預測，由于

目前的製造業危機，將會有越

來越多的民營企業倒閉。

《金融時報》報道說，受

全球經濟不景氣的影響，海外

訂單減少，中國許多工廠被迫

裁員或降低工資以降低生產成

本，中國製造業已經陷入2009

年3月以來最為低迷的狀態。

香港《太陽報》評論文章表

示，中共十八大將于明年秋天舉

行，世界經濟風雨飄搖，國內貧

富懸殊，貪腐橫行，人心浮躁，

社會沖突一觸即發。

中國大陸各地此起彼伏的爆發罷工潮

民眾反抗中共 爭當艾未未債主
中國知名異見藝術家艾未未4

月3日遭中共拘押81天獲釋后，

11月初又遭當局下令繳交逃漏

的1500萬稅額，限定15日前還清

第一筆800萬稅金及罰款，否則

將再次判處長期監禁。艾未未

工作室代理律師浦志強表示，

所謂艾未未偷逃巨額稅款甚至

“欠稅”沒有依據。按照大陸

法律，必須在15日前繳納“保

證金”，才有權上訴。

為了抗議中共將莫須有的罪

名強加于艾未未，成千上萬的

中國公民自發地通過各種渠道

向 艾 未

未捐款援

助，在國

內和國際

上引起極

大關注。

艾未未表示支持者的捐款以后

將如數償還。至活動截止艾未

未已收到超過三萬名支持者逾

九百萬人民幣的借款。

前往艾未未家捐款的一名中

國導演向法國《解放報》記者表

示，對他來說，這是他表達反對

政府獨裁政策的一種方式。

艾未未

上海福州

中國貧困人口增至一億二千八百萬
11月29日中共召開扶貧開

發工作會議，訂定新的扶貧標

準，決定將扶貧標準線大幅上調

80.5%至農民年均收入2300元人

民幣，即每天收入約0.99美元，

令可接受政府扶貧的貧困人口增

加3.76倍，達至1.28億。

經過這次調整，中國貧困標

準線相當于世界銀行2008年以

前的標準，但仍低于世界銀行

的每日消費1.25美元的極端貧

困標準，國際標準是每天消費2

美元屬貧困。

按世銀2009年發佈的《從貧

困地區到貧困人群：中國扶貧議

程的演進 - 中國貧困和不平等

問題評估》報告，中國制定的

貧困線標準在被調查的75個國

家中是最低的，連印度、老撾

和越南等國家都不如。而即使

按照貧困線應該滿足最低生存

所需支出和衣食等客觀標準來

衡量，中國的貧困線水準可能

也太低。

深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