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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缺失的中产阶级

过去二十年， 印度成为每个全球化
企业追逐的市场。当印度经济增速放缓，
这些企业正在寻求下一个目标———中产
阶级。 印度的中产阶级被认为是促进印
度经济繁荣的主要贡献者。无论是宜家、
星巴克还是软银的 CEO 来到印度，他们
都会提到印度是其全球化计划的中心。
然而事实上，只有 1%的印度人的人均年
收入相当于香港，9%与中欧一样，40%就
如其南亚邻居，其余 50%则与非洲最贫
困的国家相当。 印度社会存在着巨大的
漏洞，那就是中产阶级。

被困使馆五年半，阿桑奇终成厄瓜多尔人
厄瓜多尔政府日前证实， 在该国

驻英国大使馆受到政治庇护的 “维基

解密” 创始人阿桑奇已经于 2017 年

12 月获得厄瓜多尔国籍。
厄瓜多尔政府原拟任命阿桑奇为

该国驻英外交人员， 以便阿桑奇利用

外交豁免， 平安离开大使馆， 但这一

任命遭到英国政府的拒绝。 这是厄瓜

多尔政府为了帮助被困在厄驻英大使

馆的阿桑奇去往世界其他地方作出的

最有创意的努力。 厄瓜多尔政府目前

正谋求与英国对话， 并邀请第三方介

入调解， 寻找 “恰当、 彻底且得体”
的办法解决阿桑奇问题。

授予国籍是为了“给他
多一重的保护”

2012 年 6 月 ， 阿桑奇在保释状

态下进入厄瓜多尔驻英国大使馆寻求

政治庇护， 时任厄瓜多尔总统科雷亚

顶住西方国家的压力， 决定给予阿桑

奇庇护。 从此， 阿桑奇由于 “技术上

的障碍” 再也没有离开过位于英国伦

敦骑士桥的厄瓜多尔大使馆。 英国政

府明确表示要在阿桑奇踏出厄大使馆

的那一刻就抓捕他， 因为他躲进外国

使馆寻求庇护违反了英国的有关保释

规定。 阿桑奇就这样被困在了厄驻英

使馆， 一困就是五年半。
今年 1 月 10 日， 厄瓜多尔本地

媒体披露， 阿桑奇已经于去年底获得

了厄瓜多尔国籍。 媒体甚至还泄露出

阿桑奇的厄瓜多尔身份证号、 登记在

系统里的全名和注册地等信息。 对此

厄瓜多尔政府一开始并没有证实或否

认。 当天， 阿桑奇在个人推特账户上

晒出了一张他身穿厄瓜多尔国家足球

队队服的照片， 进一步引发了外界关

于其国籍的猜测。
1 月 11 日 ， 英国外交部发言人

称， 厄瓜多尔最近向英国申请接纳阿

桑奇为厄瓜多尔驻英国外交人员， 但

“英国政府没有理会这个申请， 也没

有与厄瓜多尔就此问题交换意 见 ”，
“厄瓜多尔知道， 解决这个问题唯一

的办法就是阿桑奇离开厄使馆， 投案

自首”。
英国方面把两国私下沟通的事情

拿出来公开讲， 让厄瓜多尔政府多少

有点被动。 厄外长埃斯皮诺萨于当天

晚些时候对外证实， 阿桑奇于去年 9
月向厄瓜多尔外交部提出入籍申请，
厄政府于 12 月 12 日授予他厄瓜多尔

公民身份。 埃斯皮诺萨强调， 向受庇

护的阿桑奇授予国籍， 是为了 “给他

多一重的保护”， 符合国际法和厄国

内法律的规定。 埃斯皮诺萨表示， 阿

桑奇向英国司法部门投案是没有问题

的， 但是投案后 “‘某些第三国’ 可

能威胁我国公民阿桑奇的生命和身体

完整， 这才是令人担忧的”。 埃斯皮

诺萨口中的 “某些第三国”， 一般认

为是指与英国有引渡条约的美国。 阿

桑奇因为泄露美国国家机密， 有被美

国引渡并判刑的危险。
埃斯皮诺萨也证实了 ， 去年 12

月 20 日厄瓜多尔向英国提出接受阿

桑奇为本国驻英外交人员的申请， 次

日即遭到英国的拒绝。

专业泄密成为美国“国
家的敌人”

阿桑奇是当今世界少数敢于公开

挑战美国底线又有较大影响力的个人

之一。
现年 46 岁的阿桑奇出生于澳大

利亚， 早年当过黑客和程序员， 2006
年创建 “维基解密 ” 网站 。 2010 年

“维基解密” 网站曝光了美国政府有

关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的秘密文

件和内部视频资料， 一些美军误伤平

民的资料引起 舆 论 哗 然 ， “维 基 解

密 ” 因此名声大噪 。 2010 年 11 月 ，
“维基解密” 泄露了 25 万余份美国国

务院与美国驻外大使馆之间联系的电

报 ， 其中有 11.5 万份为秘密和机密

级电报。
同月， 瑞典警方通过国际刑警组

织对阿桑奇发出红色通缉令， 阿桑奇

被控在 2010 年 8 月访问瑞典期间对

两名瑞典妇女犯下了两项性骚扰、 一

项非法胁迫和一项轻度强奸罪。 以上

案件在 2010 年 8 月阿桑奇离开瑞典

时本已结案， 但是当年 11 月， 一名

瑞典特别检察官要求重新展开调查。
2010 年 12 月， 阿桑奇向英国警方投

案自首， 但他否认针对自己的一切指

控。 阿桑奇暗示， 瑞典方面重启调查

与 “维基解密” 泄露美国机密有必然

联系 。 2012 年 5 月 ， 英国最高法院

裁定阿桑奇应当被引渡到瑞典接受调

查， 同年 6 月， 阿桑奇进入厄瓜多尔

驻英国大使馆寻求政治庇护。
美国虽然从未正式发出过针对阿

桑奇的通缉令， 但从 2010 年起一直

宣称拘捕阿桑奇是美国的当务之急。
2016 年 2 月 ， 联合国一个调查委员

会发表报告称 ， 瑞 典 和 英 国 政 府 的

“专横任性” 导致阿桑奇被困厄瓜多

尔驻英使馆。 2017 年 5 月 19 日， 瑞

典宣布， 由于针对阿桑奇的四项指控

中的前三项已经过了时效， 瑞典决定

放弃这三项调查 ， 另一项调查在 2020
年过了时效后也将停止。 阿桑奇在当天

发表推文称 ： “我一身清白却 被 困 七

年， 这些年我的孩子长大了， 我本人遭

到了诽谤。 我不会原谅， 也不会忘记。”
2016 年下半年 ， 在美国总统选举

前夕， 阿桑奇和他的 “维基解密” 网站

公布了美国民主党国家委员会内部的近

2000 封邮件 ， 披露了民主党总统候选

人希拉里暗中勾结民主党高层打击同党

竞选人桑德斯， 并内定党内候选人， 疑

似参加洗钱等丑闻。 此举被认为是阿桑

奇为了报复与他 “有仇” 的美国民主党

政府， 意外给予当时的共和党总统候选

人特朗普 “神助攻”。 厄瓜多尔驻英使

馆在美国压力下不得不切断了阿桑奇的

因特网一段时间。

被迫投资比特币意外发大财

“维基解密 ” 2010 年收到的全球

捐款大约为 80 万欧元， 但是在美国严

厉的金融封锁下 ， 2011 年几乎没有收

到任何捐款。

2017 年 10 月， 阿桑奇发表推文表

示， 由于美国政府向威士、 万事达、 美

国运通、 贝宝等主要信用卡和支付公司

施压， 企图切断 “维基解密” 的资金流

动， “维基解密” 自 2010 年起被迫开

始使用和投资匿名加密虚拟货 币 比 特

币， 随着比特币的飙涨， “维基解密”
因此意外获利 50000%！ “我要向美国

政府致以深深的谢意。” 阿桑奇贴出的

一张比特币新闻网站的网页截图显示，
从 2010 年 7 月到 2017 年 10 月， 一个

比 特 币 的 价 格 从 0.06 美 元 上 升 到 了

5814 美元 （约合人民币 3.8 万元） 左

右， 涨幅高达 9689900%。
有媒体计算， 阿桑奇自称 “维基

解密” 因投资比特币获得了 500 倍的

收益应该不是吹牛。 2011 年初， 1 美

元与 1 比特币几乎等值， 如果阿桑奇

将 2010 年收到的捐款全部用于投资

比特币， 到 2017 年 10 月中旬， 价值

应该翻了 5600 多倍， 达到 44.8 亿欧

元。 如果按照 2018 年 1 月中旬的汇

率算的话， 价值将超过 100 亿欧元。
（本报纽约 1 月 16 日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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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观者》 1 月 13 日

电子审讯

社交媒体的初衷是创造一个更加开
放的社会， 让每个人都能发表自己的观
点。 但作为硬币的另一面， 社交媒体也
让很多人恐惧表达自己的意见， 因为人
们发表在网络上的言论有迹可循。 因此
他们对自己所言更加谨慎， 担心在未来
引发争论。

《纽约客》 1 月 22 日

洞中的特朗普

本期封面创作者安东尼·拉索将特
朗普画于洞中。 上周， 特朗普在白宫举
行的一次有关移民问题的会议上， 怒斥
海 地 、 萨 尔 瓦 多 等 国 为 “ 粪 坑
（shithole）”。 此言一出随即招致许
多民众不满。 在贬低海地等国时， 特朗
普特意夸了北欧国家挪威， 称 “美国应
当更多地接收挪威这样国家的移民 ”，
更是引发了一场外交风波。

３２０ 万人

美国民调机构盖洛普 １６ 日发

布调查结果 ， ２０１７ 年没有医保的

美国人增加约 ３２０ 万 。 ２０１７ 年 是

过去 ４ 年来无医保美国人数量增加

最多的一年。 其中， 无医保人数增

加 最 多 的 是 １８ 岁 至 ２５ 岁 年 轻 群

体， 以及非裔、 西裔和年收入低于

３．６ 万美元家庭人员。

１０００ 万人次

据 《印 度 时 报 》 １７ 日 报 道 ，
２０１７ 年 ， 到印度旅游的外国游客

突破 １０００ 万人次大关， 大大超过

上 年 的 ８８０ 万 人 次 ， 再 创 历 史 新

高， 旅游收入超过 ２７０ 亿美元。
报道援引印度旅游部长阿方斯

的话说， 旅游业占印度就业岗位的

比 例 为 １２％。 阿 方 斯 说 ， 印 度 是

个 “ 不 可 思 议 的 ” 地 方 ， 希 望

２０１８ 年通过更多的推介活动吸引

更多的外国游客来印度旅游。

一周封面

一周数字

“泄密者”&“变性人”如今要闯政坛

1987 年 12 月出生的美国人切尔

西·曼宁， 刚刚过了而立之年。 寻常

之人在这个年纪往往还在为自己的未

来打拼， 而曼宁身上已经被打上了两

个显著的身份 标 签 ： “泄 密 者 ” 和

“变性人”。
去年， 她差点成为美国哈佛大学

历史上首位变性人客座研究员， 现在

又瞄准了下一个目标———美国联邦参

议 员 。 据 美 国 有 线 电 视 新 闻 网

（CNN） 14 日 报 道 ， 曾 向 “维 基 解

密” 泄密的美军变性士兵、 民主党人

曼宁已向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递交材

料 ， 申请参选 马 里 兰 州 参 议 员 。 从

“布拉德利” 变身 “切尔西”， 从锒铛

入狱到竞选议员， 短短三十年， 曼宁

究竟经历了怎样的人生？

因泄密入狱，入狱后又
“变性”

提起当年闹得沸沸扬扬的 “维基

解密” 事件， 有两位人物赚足了国际

舆论的眼球———一位是 “维基解密”
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 一位是向阿

桑奇泄露 70 多万份秘密文件的驻伊

拉克美军情报分析员布拉德利·曼宁。
对于曼宁， 大多数人的印象还是那位

穿着美军军装的年轻帅小伙， 但变性

后的 “她” 现在已是模样大变。
曼宁的母亲是英国人， 父亲是驻

英 的 美 军 士 兵 ， 13 岁 时 父 母 离 婚 ，
曼宁跟着父亲生活。 高中被退学后，
曼宁进入一家软件公司上班 。 20 岁

那年， 为了存钱上大学， 曼宁 “子承

父业” 加入美军， 进入陆军第十山地

师服役， 并被派往伊拉克， 担任情报

分析员。 由于曾在软件公司上班， 具

有计算机知识的基础， 他利用职务之

便在美军保密网络上下载了 70 多万

份的机密文件 ， 并 提 供 给 “维 基 解

密” 网站。 其中最著名的一份机密文

件是 2007 年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

在伊拉克射杀 英 国 路 透 社 记 者 的 视

频。 该视频被 “维基解密” 公布后，
引发全球舆论的震动， 美国军方狼狈

不堪。
曼宁于 2010 年 5 月被捕。 有意

思的是， 他被捕的原因是向一位黑客

炫耀自己窃取并泄露机密的手法， 这

位 黑 客 随 后 向 美 国 当 局 举 报 。 2013
年， 曼宁被法院定为间谍罪， 并被判

处 35 年监禁。 与此同时， 2013 年 “棱

镜门” 爆发， 美国情报部门被搞得灰头

土脸。 而曼宁和斯诺登一样， 被一些人

视为对抗强权 、 勇于揭黑的 “英雄 ”，
外界声援他的声音也不断高涨， 而这也

成为他日后闯荡美国政坛的 “资本”。
入狱后， 曼宁宣布开始其第二段人

生———通过服用性激素进行变性， 并将

自己的名字改为 “切尔西 ”。 2017 年 ，
奥巴马下台前夕进行特赦， 把曼宁的刑

期 减 为 七 年 。 由 于 从 2010 年 被 捕 到

2013 年宣判已被关押了三年 ， 而这三

年也计入刑期 ， 因此曼宁于 2017 年 5
月出狱。 出狱之后， 曼宁开始为 《纽约

时报》 撰写专栏， 拥护变性人的权利，
直到哈佛大学想聘请她担任客 座 研 究

员， 使她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与哈佛大学客座研究员
擦肩而过

去年 9 月 13 日， 哈佛大学肯尼迪

政 治 学 院 发 布 了 一 条 饱 受 争 议 的 消

息———邀请切尔西·曼宁担任为期一年

的客座研究员 。 肯尼迪政治学 院 解 释

称， 他们长期以来会邀请对国际事件产

生重大影响的人物担任客座研究员， 以

便让学生们有机会聆听到富有争议人物

的讲课， 这样有利于培养更优秀的公共

政策领导人。
哈佛的这一决定可谓让美国情报界

暴跳如雷。 9 月 14 日 ， 美国现任中情

局局长迈克·蓬佩奥取消原定于在哈佛

的演讲， 并直呼母校 “丢脸”； 而中情

局前副局长迈克尔·莫雷尔则愤而辞去

肯尼迪政治学院高级研究员一职， 他表

示： “泄密可耻， 伤害国家， 哈佛此举

可能会鼓励泄密。” 但莫雷尔同时声明，
他支持曼宁变性和从军的权利， 而美国

总统特朗普曾表示将禁止变性人从军。
这表明， 美国情报界的抗议主要聚焦在

曼宁泄密上， 而非其变性人的身份。
9 月 15 日 ， 肯尼迪政治学院院长

道格拉斯·埃尔门多夫发表声明， 宣布

撤回对曼宁的邀请， 并称 “这一决定是

个错误”。 其实对于曼宁泄密行为的性

质， 美国国内也一直有争议。 有人认

为他是一位揭露美国政府战争暴行的

“英雄”， 而另一些人认为他是不顾国

家安全的 “叛国者”。
虽然没当成客座研究员， 曼宁还

是被肯尼迪政治学院邀请做了一次演

讲 ， 并与哈佛 的 变 性 人 团 体 进 行 联

谊 。 曼宁还在推 特 上 发 布 了 与 哈 佛

LGBT （同性恋、 双性恋和跨性别者）
学生团体的合影， 吸引了媒体和社交

网络的关注。
直到本月 14 日，曼宁在推特上证

实， 她正以民主党人的身份竞选马里

兰州的联邦参议员席位， 并附上竞选

广告。 马里兰州现任参议员为民主党

人本·卡丁。 卡丁现年 74 岁，2006 年

首次当选， 是美国参议院外交事务委

员会成员，也是调查“通俄门”的重要

人物之一。目前，卡丁尚未表态是否会

参选。 不过，美国舆论认为，曼宁想要

当上参议员的概率非常低， 她更多的

是希望积累更多曝光度， 为将来成为

美国政治新星积聚更多政治资本。

曼宁去年 5 月一出狱就参加支持 LGBT 群体的游行， 为将来从政积累人气。 东方 IC

厄瓜多尔驻英国大使馆的这个小小阳台， 成为阿桑奇 5 年半以来对外发声的唯一 “窗口”。 视觉中国

■本报驻联合国记者 贾泽驰

■本报记者 陆益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