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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观察观察

新看点看点

奥地利老年人口女性贫困问题突出
■ 姜浩远

持续的通货膨胀浪潮使越来越多老年
人面临经济问题，老年人口贫困成为奥地利
近年来一项重要社会议题。奥地利社会民
主党主席帕梅拉·伦蒂-瓦格纳称，在50年
来最强通胀浪潮的背景下，迫切需要对养老
金数额进行调整，以对抗贫困并维持购买
力。然而，此类调整将对奥地利社会保障支
出造成沉重的负担。

15%老年人口存在贫困问题，女
性受到更大影响

根据奥地利统计局的数据，在2021年，
奥地利约有 23.2 万名 65 岁以上人口受到
贫困影响，约占 65岁以上人口的 15%，其
中超过三分之二为女性。根据奥地利养老
保险机构的计算，2020年男性平均养老金
为1622欧元，女性为1016欧元，女性的平
均养老金数额远低于 1371 欧元的贫困风
险门槛。平均而言，奥地利女性领取的养
老金比男性少39%，养老金性别差异因省
而异。与过去几十年相比，养老金方面的
性别不平等正在减弱，但这一发展速度过
慢：根据奥地利养老保险机构的估计，
1997 年至 2019 年，性别间差异只减少了
7.7%。以这种速度发展下去，奥地利在
107年后才能达到养老金方面完全的性别
平等。

奥地利的养老金制度是造成老年人口
贫困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并且特别与女性养

老金不足存在直接关联。由于养老金的数
额计算取决于收入，男女薪酬不平等的现象
进一步体现在养老金计算体系中。奥地利
全国范围内，女性收入平均比男性低
18.5%。奥地利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
奥地利私营部门中女性每小时毛收入平均
比男性低18.9%。此外，根据养老金法，护理
与育儿工作几乎不会得到任何补偿，由于这
种无偿工作主要由女性完成，因此也会导致
女性老年贫困的风险显著增加。

同时，自从奥地利政府在2003年引入
养老金“终身计算”制度以来，养老金数额计
算标准由先前基于收入最高的15年延长到
整个工作年限（40年），因此，边际就业、兼职
工作或育儿期均会导致养老金降低，这尤其
对女性产生了负面影响。

养老金体系面临巨大压力，数额
过度增长引发争议

在通货膨胀、新冠疫情和能源及粮食危
机等影响下，奥地利养老金体系面临巨大压
力。根据奥地利统计局的初步计算，奥地利
2021 年的社会保障支出相比前年增加
2.3%，达到了约1320亿欧元的新高。其中，
支出的43%用于养老金、退休福利以及护理
和照料福利等。根据奥地利养老金协会的
估计，由于通货膨胀压力，2022年养老金上
调幅度将至少达到约5.8%，该协会负责人彼
得·科斯特尔卡强调，这种增幅还远远不够，
鉴于实际物价最近上涨了约15%，养老金上
调10%才是“现实谈判的基础”。奥地利社

会事务部长约翰内斯·劳赫同样在几周前表
示，增幅应在8%至10%之间。

然而，进一步上调养老金数额同时面对
多方压力。新奥地利党发言人杰拉德·洛克
指出，“以年轻人为代价的养老金民粹主义
必须结束”，养老金每年都会根据通货膨胀
自动调整，而且在2022年，政府已经决定为
小额收入和均衡补贴的养老金领取者支付
超过1500欧元的援助金，因此进一步的养
老金上调并不合理；奥地利人民党的国务秘
书克劳迪娅·普拉科姆也呼吁“更多的代际
公正”，不应随意发放高于通货膨胀率的养
老金，将债务负担加于年轻人的肩上，这是
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她指出，已经有70%
的年轻人认为，政府在疫情期间的相关措施
给他们带来了债务压力。

据奥地利国家审计署估计，到2030年，
奥地利政府将为养老金出资 197 亿欧元，
到 2035 年，该数值将达到 289 亿欧元，整
套养老金体系已难以维系。社会事务部长
约翰内斯·劳赫无法在任期内提供永久性
的解决方案，但他作出承诺，将继续努力
确保依赖社会保障的公民能够负担生活基
本费用。

对抗老年人口女性贫困问题亟待
进一步措施出台

今年的8月3日为奥地利“平等养老金
日”，这一天在每年的日期并不固定，用于表
示奥地利男性在该日得到的养老金平均数额
达到了女性年底才能实现的水平。就日益严

重的老年人口女性贫困问题，奥地利非政府
组织“公共援助”指出，应出台一系列相关举
措，促进女性老年保障。

主要由女性承担的育儿等无偿工作，应
在养老金计算中得到补偿。这项措施不仅
可以为女性提供更多养老金，而且还可以激
励男性承担更多的育儿工作；在养老金方
面，教育必须得到与雇佣劳动相同的待遇。
目前的养老金体系中，在校接受教育时期不
计入养老金计算，对于“实习一代”而言，这
意味着低养老金的风险增加。与男性相比，
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人数仍在增加，这也是
女性养老金数额相对较低的原因之一；引入
独立于伴侣的补偿性津贴，将增加女性养老
金，同时也确保老年时更加独立。目前，在
计算用于补齐养老金与门槛费率之间差额
的均衡补贴时，是基于整个家庭收入进行发
放的，这意味着不少女性被迫放弃享受均衡
补贴的权利。

此外，该组织还呼吁，通过积极的劳动
和家庭政策确保进一步的性别平等。在全
国范围内扩大托儿设施建设，使女性能够全
职工作；提高以女性为主的就业领域工资，
特别是社会高度相关的领域，如儿童保育、
教育、保健或护理等；改变固有性别角色，扭
转集体意识中女性“天生”更适合无偿护理
工作等偏见，才能达成无偿护理工作的公平
社会分配，推动男性休育儿假、承担护理工
作并与女性一样做家务等可能性，从根源上
实现性别平等和经济公平。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学院硕士
研究生)

综合外媒报道，近来，芬兰总理马林参
加派对时的视频引发争议。当地时间19
日，马林透露她已接受了药检，结果将于下
周公布。

据报道，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显示，
36岁的马林和出席者一起唱歌、热舞。一
些芬兰政界人士批评其行为不符合总理身
份，马林在视频中表现的状态还让一些人
猜测她吸了毒，应该接受药检。

当地时间19日，马林透露她已接受了
药检，结果将于下周公布。马林再次否认
自己曾服用过毒品，并称“没有做任何违法
的事情”。

马林还表示，参加活动的人喝了酒，但
据她所知没有人吸毒。她此前还称，这些
视频是“在私人空间拍摄的”，并不知道被
谁泄露。 （来源：中国新闻网）

法媒法媒：：加拿大红衣加拿大红衣
主 教 被 控 性 侵主 教 被 控 性 侵
据法新社报道，法庭文件显示，在针对

加拿大魁北克教区80多名神职人员的一
起集体诉讼中，在梵蒂冈担任要职的加拿
大红衣主教马克·韦莱被控性侵。
报道称，这起关于涉嫌侵犯一名女实习

生的指控是在教皇方济各访问加拿大仅几
周后作出的，他刚在这里为天主教寄宿学
校曾在数十年时间内虐待原住民儿童的行
为道歉。

报道称，今年5月，魁北克最高法院裁
定这起民事诉讼可以继续进行。有101人
称，从1940年到今天，他们遭到了神职人
员和教会工作人员的性侵，对韦莱的指控
是其中之一。

一名被称为“F”的韦莱的指控者
称，这位红衣主教——当时是魁北克
大主教——对她进行了多次侵犯。迄
今为止，这位红衣主教没有面临刑事
指控。

报道称，今年2月，在一个梵蒂冈神职
人员身份问题研讨会开幕时，韦莱在包括
教皇方济各在内的观众面前，为“失格”的
神职人员和掩盖天主教神职人员对儿童的
性侵行为道歉。 （来源：参考消息网）

性别如何影响对性别如何影响对
人工智能的看法人工智能的看法？？

通货膨胀、新冠疫情和能源及粮食危机致使养老金体系面临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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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报全
媒 体 报 道 日 前 ，
《性别平等进展披
露指南》（以下简称

“指南”）在联合国
妇女署官网正式发
布。《指南》旨在为
企业披露性别平等
进展情况，提供针
对性的指引，推动
企业将性别信息纳
入现行的报告体系
中。

“ 实 现 性 别 平
等，增强所有妇女和
女童的权能”是可持
续发展目标 5，也是
实现所有可持续发
展目标的前提。

然而，在现有的
报告框架下，性别
平等信息披露依然
缺乏专门的指引，
企业公开报告中性
别数据的披露率仍
然较低。《指南》的
编制并未创设新的
报告体系，而是强
调了在最常用的报
告框架下，如何更
好地披露性别平等
和妇女赋权相关进
展，便于企业的理
解和运用。

为促进推动性
别平等的商业实践，
联合国妇女署和联
合国全球契约办公
室于2010年联合制
定了“赋权予妇女原
则”，为企业在工作
场所、市场和社区中

推动性别平等提供指导。
《指南》以“赋权予妇女原则”为基

础，首先列出了“赋权予妇女原则”包
含的 6项具体行动，以涵盖企业推动
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的主要内容。由
于性别平等属于跨领域议题，原则上
可以涉及可持续发展的各个方面，《指
南》也选择其他未明确提到“性别”“性
别平等”，但最紧密相关的部分指标，
并进行了简要说明，以帮助企业更好
地将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纳入可持续
发展的测量与报告中。

借助《指南》，企业可以在报告中
更有针对性地、具体地披露自身推进
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的政策、措施、计
划、承诺和相关数据，提高报告透明
度，这是“赋权予妇女原则”原则7“评
估和公开报告企业推动性别平等的进
展情况”所倡导的，也是企业推进性别
平等的重要举措之一。

“守护大象，我并不孤单”

■ 新华社记者 王腾 宋宇

泰国北部南邦府气候温暖湿润、树木
葱茏，这里栖息着为数众多的亚洲象。世
界首家大象医院——“亚洲象之友”就坐落
于此。

“我住在这里，医院是我的家，大象是
我的孩子。”66岁的苏赖达·萨瓦拉边说边
拄着拐杖在山坡上行走。作为“亚洲象之
友”医院的创建人，近30年来苏赖达和她
的同事们救治了超过5000头亚洲象。

提起建立大象医院的初衷，苏赖达说，
小时候她和父亲遇见一头被卡车撞伤的大
象，她想把大象送到医院治疗，父亲告诉
她，大象太大了，没有医院能够收治。“最终
大象死去了，这件事一直留在我心里。”

1993年的一天，苏赖达目睹大象从山
坡滑落跌伤，她拨通当地野生动物保护协
会的求助电话，对方的答复是：每天都有大
象死亡，实在爱莫能助。

“既然没人肯救治大象，那就自己做。”
带着这个执念，苏赖达怀揣全部积蓄，从曼
谷来到偏远的南邦府，面对世界最大的陆
地动物，用女性柔韧的肩膀扛起救治大象
的“半边天”。

大象摩莎7个月大时被地雷炸断了右
前腿，曾是“亚洲象之友”医院里最年幼的

“患者”，如今它使用假肢已有15年。
“我们救活了摩莎，但3条腿站立的它，

有时只能借助鼻子支撑身体。”为了让摩莎
重新站稳，苏赖达和泰国的整形外科医生
们一起为摩莎设计了假肢，2007年摩莎成
为世界上第一头使用假肢的大象。

“看见腿部受伤的大象，就像看到我自
己。”苏赖达说，她从小患有系统性红斑狼
疮，离开拐杖便步履艰难，所以更能体会摩
莎身体和心理上承受的痛苦。

“站稳，站稳，别摔倒。”苏赖达冲着摩
莎高声说。不停晃动身体的摩莎，仿佛听
懂了话，立刻安静下来。

苏赖达说，她出差期间也常给摩莎“打
电话”，摩莎因为年幼时受到伤害，情绪不
稳定，但只要听到她的声音就会平静下

来。“大象内心不像身体那样强壮，很多时
候像是小孩子。”苏赖达说。

亚洲象已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
危物种，野生亚洲象据估算只有约 4 万
头。多年来，苏赖达除了救治伤病大象，还
奔走呼吁停止虐待和贩卖亚洲象。

几年前，为阻止象贩子将泰国大象非
法卖到国外，苏赖达与大象保护人士用身
体阻挡运象车，虽然最终留住了大象，但也
因此成为许多象贩子的报复目标。

“非法贩卖大象利润很高，所以象贩子
威胁过我很多回，有一次他们甚至开车撞
断了我的肋骨。”苏赖达说，她告诉象贩子，
只要她还活着，就绝不允许他们的非法买
卖得逞。

除了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大象医院的
运营支出也让苏赖达倍感压力。

“在‘亚洲象之友’医院，所有治疗和药
物都是免费的，有时甚至运送大象就医的

路费也得医院出。”苏赖达说，一年下来，医
院开支将近1000万泰铢（约合192万元人
民币）。

2017年是这所大象医院最艰难的一
年，因为缺乏资金，苏赖达不得不宣布暂
时关闭大象医院。这件事经媒体报道后，
爱心人士纷纷雪中送炭。“几天时间，我
们的账户余额从 50 泰铢变成 4000 万泰
铢。”苏赖达说，其中还有来自中国的捐
款。

“我很感激中国爱心人士的捐款，也很
赞赏中国对大象的关爱。”苏赖达告诉记
者，去年云南亚洲象北迁，她一直每天“追
更”，一路上中国人民为大象留下食物，还
用无人机等高科技手段追踪观察大象，让
她感到惊喜。

苏赖达说，无论在泰国还是在中国，人
们对大象的爱是相通的。“守护大象，我并
不孤单。”

8月6日，在泰国
南邦府“亚洲象之友”
大象医院，苏赖达·萨
瓦拉介绍为大象制作
的假肢。
新华社记者王腾/摄

——泰国泰国““象妈妈象妈妈””和她的大象医院和她的大象医院

3636岁芬兰总理马林岁芬兰总理马林
派对视频引争议派对视频引争议

8月6日，在泰国
南邦府“亚洲象之友”
大象医院，苏赖达·萨
瓦拉看望一头受伤的
大象。
新华社记者王腾/摄

根据对皮尤研究中心2021年11月收
集的调查数据的最新分析，美国女性比男
性更怀疑人工智能（AI）的某些用途，特别
是有可能广泛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汽车。

该分析还发现，在技术对社会的整体影
响和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的一些安全问题
上，以及在人工智能设计过程中纳入不同群
体意见的重要性方面，也存在性别差异。

美国女性更不可能认为技术对社会
产 生 的 影 响 大 多 是 积 极 的（42% vs.
54%），她们更认为技术带来的积极和消
极影响参半（45%vs.37%）。

此外，女性更不可能表示她们对人工
智能计算机程序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增
加感到兴奋而非担忧（13%vs.22%）。

在11月调查所问及的一系列可能的
人工智能应用中，女性始终比男性更可能
对计算机程序执行这些任务表示担忧。

男性比女性更可能对有关自动驾驶
汽车的几个问题做出积极的回应。大约
十分之四的男性（37%）认为无人驾驶汽
车对社会来说是个好主意，而只有17%的
女性持同样意见。

该中心在11月的调查还涉及其他两
个具体的人工智能应用：警方使用人脸识
别技术和社交媒体公司使用算法搜寻其
网站虚假信息。

在与这些应用有关的一些问题上，女
性和男性之间也存在差异。男性比女性
更有可能说他们至少听说过或读过一点
这三种技术的新闻：无人驾驶汽车（93%
vs.83%），警方使用人脸识别技术（86%
vs.74%）和社交媒体算法用于搜寻虚假信
息（81%vs.70%）。

女性更有可能表示自己不确定某些
人工智能应用对社会是好是坏。

女性更倾向于支持在人工智能设计
中纳入更多群体。例如，三分之二的女性
（67%）表示，社交媒体公司在设计用于搜
寻虚假信息的社交媒体算法时，将不同性
别的人群纳入设计过程中是极其重要或
非常重要的，而这样想的男性只占58%。
女性也更可能认为把不同种族和族裔群
体纳入同一人工智能设计过程中很重要
（71%vs.63%）。

只有大约十分之二的女性（22%）认
为有可能设计出能够持续做出公平决定
的人工智能程序，而这样认为的男性比例
（38%）则更高。 （来源：世界经济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