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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巴基斯坦一个塔利班分支组织公布一段视
频，其中人质疑似一年前在巴基斯坦西北部遭绑架的一
名中国游客。视频中，这名人质请求解救他，但没有提
及绑匪具体要求。

2015年5月26日 星期二
编辑胡正球 | 组版胡燕舞 | 校对陈文彪国际热点GUOJIREDIAN

18

这段视频由塔利班一个分支组织提供给

美联社。美联社当天公布视频时说，视频真实

性有待核实，其中人质与去年 5 月在巴基斯坦

失踪的一名中国游客长相相似。

2014 年 5 月 19 日，一名中国游客在巴基

斯坦开伯尔－普什图省的德拉伊斯梅尔汗地

区德拉本镇被绑架。警方在事发地区发现了

他的护照、自行车和其他个人物品。

据了解，这名中国游客遭绑架时正独自骑

车旅行。他去年 4 月从印度进入巴基斯坦，打

算骑车从巴东部的拉合尔前往西南部的奎达。

据阿富汗媒体报道，人质的英文名字是

Hong Xudong，这与去年 5 月网传的在巴基斯

坦失踪的中国湖北“80 后”青年洪旭东吻合。

视频中只出现了洪旭东一个人，他表示，塔利

班已经告诉他，如果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

他将被杀死并且会被录像。

新华社驻伊斯兰堡分社首席记者张琪说，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目前正在与巴有关方

面密切联系，核实情况，开展工作。

据新华社电 印度官方一项对“黑钱”的调查结果显示，印

度城市地区每户居民每年平均花大约4400卢比（约合429元

人民币）向警察、官员和政客行贿，农村地区每户人家每年“行

贿成本”约为2900卢比（283元）。

主要城市：每户每年上万

《印度时报》24 日报道，受印度政府委托，国家应用经济

研究委员会 2012 年 9 月至 12 月进行这项调查。相关报告已

于 2013 年至 2014 年提交印度财政部，但直到现在才报送给

其他政府部门征求意见。

调查显示，北方邦首府勒克瑙、东部比哈尔邦首府巴特

那、奥里萨邦首府布巴内什瓦尔、南部泰米尔纳德邦首府金

奈、安得拉邦首府海得拉巴、西部马哈拉施特拉邦浦那市的居

民为日常生活和工作付出的“行贿成本”最高。为了“托关系”

求职、调职，这些城市的家庭每年平均花费大约 1.8 万卢比

（1757 元），同时；他们要花大约 600 卢比（59 元）买通交通警

察，以免吃罚单或遭刁难。

路边摊贩、街头小吃摊也得行贿。在首都新德里及其附

近的北方邦诺伊达市、北方邦首府勒克瑙、比哈尔邦首府巴特

那以及海得拉巴，小贩平均每个月需要花大约1100卢比（107

元）行贿，相当于他们月收入的13%。

农村地区：扶贫项目敛财

调查显示，行贿受贿现象在农村地区猖獗，尤其是一些专

门面向农村贫困居民的扶贫项目，更是变本加厉。

报告说，包括“圣雄甘地全国农村就业保障计划”、向农村

穷人提供住房的“英迪拉·阿瓦斯计划”在内的众多社会保障

项目和奖学金项目，许多农村居民必须行贿才能得到名额。

对北方邦、东部比哈尔邦、奥迪沙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安得

拉邦、西部马哈拉施特拉邦359户人家的调查发现，他们中半

数受益于这些扶贫项目的人是靠花钱买到资格。

公共投资：回扣比例惊人

《印度时报》说，一系列调查发现，行贿者给官僚和政客

“黑钱”，后者则回报以工程合同，泄露开发计划、授予开矿、出

售石油产品等权利，以及解决银行“坏账”。

印度腐败现象之普遍，从公共领域的投资可见一斑。根

据调查人员对退休政府官员的访问，报告指出，公共领域投资

是政客和官僚获得非法资金的便利渠道。平均而言，这些“黑

钱”相当于工程成本即计划支出的2%至10%；一旦工程延期，

官员拿到的好处可以高达工程款的20%。这意味着，工程额

外支出的5%到10%落入了贪官们的腰包。

根据对安得拉邦、比哈尔邦、古吉拉特邦、卡纳塔克邦、北

方邦和西孟加拉邦等15个邦私人承包商的抽样调查，报告指

出，项目成本的 9%用于行贿；接受调查的承包商中大约 80%

承认，他们是靠花钱买到承包项目的机会。

制造业也一样。报告说，接受调查的制造商中 91%承认

曾经行贿。

印度官方揭秘“行贿成本”

居民年均行贿429元

塔利班视频
疑现中国人质

中国驻巴大使馆：正就人质事件开展工作

巴塔分支组织发布的人质视频截图 网上流传的中国失踪游客照片

人质或经塔利班不同派系
转移交易

美联社说，提供这段录像的武装组织名叫“哈

迪德军”，意译为“钢铁军”，据信隶属于巴基斯坦

塔利班。“钢铁军”并不是去年直接绑架这名人质

的组织。

去年５月，最先宣称绑架这名人质的组织叫

做“谢赫里亚尔·马哈苏德”，这一组织也自称是巴

基斯坦塔利班的分支。当时，该组织指挥官阿卜

杜拉·巴哈尔直接向媒体承认了绑架事实，但巴哈

尔后来在一次疑似美军无人机空袭中丧生。

现阶段，不清楚“钢铁军”和“谢赫里亚尔·马

哈苏德”组织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联。媒体分析，

这可能是两个相互合作的组织，也可能是同一个

组织使用不同名称以躲避安全部队的追查。

不过，巴基斯坦塔利班下属分支之间互相转移

人质并不罕见。曾常驻伊斯兰堡和喀布尔的新华

社记者张宁称，在巴基斯坦塔利班等武装组织中，

不同派别或分支间转移人质的情况十分常见，当一

个组织发现无法从手中人质获得它诉求的政治利

益或经济利益时，通常会把人质“转交”或“转卖”给

它认为更有能力和影响力的组织去交涉和谈判。

张宁在驻外期间曾参与多次解救外国人质的

报道。在他看来，大多数解救人质的过程都是通

过谈判的方式，寻找中间人，例如西北边境地区的

部族长老等。而且，并不是所有谈判都由政府出

面，有些谈判是通过民间渠道进行的，由企业或民

间机构出面。一般而言，有关人质的谈判通常需

要辗转多人，也需要花费不少时间。

视频中人质
疑为湖北“80后”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