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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孤儿”现象，只是美国政府日益增多的人权欠债的一个缩影。

今天的世界，谁还把美国视为“人权的灯塔”、效仿的榜样？ 

美国媒体日前报道，新冠肺炎疫情已导致超过 20 万美国儿童失去父

母或主要看护者，成为“疫情孤儿”。这些孤儿还面临药物滥用、失学、

贫困等风险。然而，美国媒体指出，这一最需要得到帮助的弱势群体，并

没有被美国政府“当作紧迫的问题”。事实再次表明，经常以人权为借口

对他国指手画脚的美国，在尊重和保障本国民众人权方面正在欠下更多债

务。 

“疫情孤儿”数量庞大，是美国政府面对疫情考验“不及格”的结果。

迄今，美国新冠肺炎死亡病例已逼近 100万例，许多家庭支离破碎。据统

计，在美国 18 岁以下的孤儿中，每 12 名孤儿中就有 1 名“疫情孤儿”。

《纽约城》电子报调查显示，纽约市每 200名孩子中就有一个“疫情孤儿”。

然而，面对这些令人伤心的数字，美国政府与联邦法官仍在角力“口罩令”，

新的防疫措施拨款也因国会党派纷争而无法到位。美国政府卫生官员指出，

如果资金不到位，美国将难以跟上病毒演变的速度，人们的健康、经济和

心态将受到更大威胁。 

“疫情孤儿”处境悲惨，反映出美国政府对弱势群体基本人权的漠视。

美国《大西洋月刊》不久前发表题为《被遗忘的疫情孤儿》的报道指出，

幼年失去父母可能是人生经历中最灰暗无助的时刻。相关报道显示，有的

医务人员因抗疫去世后儿女无人照料，有的单亲母亲病故后孩子被迫流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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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美国政府缺乏针对性救助措施，招致广泛批评。美国纽约州立大学

石溪分校社会流行病学家雷切尔·基德曼指出，美国政府在面对本世纪最

大规模的孤儿事件时行动迟缓，联邦政府没有为孤儿群体提供长期生存所

需的资金和抚养安排。全球受新冠肺炎影响儿童研究小组主管苏珊·希利

斯认为，“疫情孤儿”的心理问题可能会伴随终身，需要大量的公共资源

等来治疗心理创伤。但目前美国政府连起码的物资保障都难以兑现，更遑

论关照其心理问题。 

“疫情孤儿”呈现明显的种族差异，放大了美国社会存在的系统性种

族歧视问题。美国学者研究发现，少数族裔人口占美国总人口的 39%，少

数族裔“疫情孤儿”却占 65%。平均每 753个白人孩子有一个成为“疫情

孤儿”，与此对应的是拉美裔平均每 412个孩子有一个成为“疫情孤儿”，

非洲裔 310个，土著印第安人 168个。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拉肖

恩·雷指出，系统性种族主义在美国并不是过去时，它继续在社会中蔓延，

并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正视民众疾苦，给予弱势群体特别的关爱，是一国政府负责任的表现。

然而，就在美国“疫情孤儿”引起舆论广泛关注之时，美国政府不思采取

补救措施，切实解决本国民众关心的问题，却故伎重演，再次发表所谓的

国别人权报告，对全球 198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权状况说三道四，却唯独漏

掉了美国自己。德国《青年世界报》刊文指出，美国每年发布报告评判其

他国家人权状况，但自身人权状况却不断恶化，“双重道德标准贯穿报告

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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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人权政治化，搞双重标准，企图转移本国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完全

是一种拙劣的表演，根本掩盖不了美国人权状况日益恶化的现实。“疫情

孤儿”现象，只是美国政府日益增多的人权欠债的一个缩影。今天的世界，

谁还把美国视为“人权的灯塔”、效仿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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