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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锁定
第八次中日

韩外长会24日在
日本东京举行。
中国外长王毅、
日本外相岸田文
雄以及韩国外长
尹炳世出席。

! ! ! !在美国，不少公益组织致力于
帮助刑满释放人员融入社会、降低
再次犯罪率，纽约非营利组织“就业
机会中心”（!"#$"% &'% ()*+',)"#$

-**'%$.#/$/"0，!"#）以其特殊而颇
有成效的救助模式受到关注，更得
到州政府和私人慈善家联手支持。
对后者来说，这不光是做善事，还是
一项有利可图的投资。

让刑释人员融入社会
!"#模式听起来很简单：向有

刑事犯罪史的人提供就业培训，为
每人安排一份工期最长 $%天的临
时工作，之后协助他们独立求职。对
很多刑满释放人员来说，这几十天
的短暂工作让他们在从监狱过渡到
社会的彷徨期重塑信心，更好地融
入陌生已久的世界。

查尔斯·拉塞尔起初因毒品犯
罪服刑 &年，后来因二级谋杀罪在
牢里待了 '%年。当他 '()&年夏重
获自由时，外面的世界已变得十分
陌生。他花了不少时间来适应那些
变化：路上很多行人边走边看手机，
那些看似喃喃自语的人其实是在通
过蓝牙设备通电话。
拉塞尔一度进入一家企业招聘

的面试最终环节。面试官一听说他
犯的是二级谋杀罪，马上退缩了，说
上级不会同意她聘用拉塞尔。“（犯
罪记录）是一个没法视而不见的事
实，你摆脱不了它的阴影，”拉塞尔
告诉《大西洋月刊》。
不过，现在的拉塞尔每天西装

革履，看上去更像个慈祥祖父，而不
是重罪犯。他说，是 !"#帮助他重
获自信，为他提供面试培训，教他在
面试中如何应对关于自己犯罪前科
的问题：强调他在狱中良好的行为
记录、学习成果，少谈犯罪原因。

经过一周就业培训，!"#把拉
塞尔安排进一个就业小组，一组 %

到 $人，轮换着为法院、社区大学或
公租房等公共建筑做清洁、设施维
护之类的工作。组员们会互相鼓励，
分派的监督员记录每个组员表现并
打分，如是否有团队合作精神、上班
能否准时、工作是否努力等。初期一
周工作四天，每天下班后能拿到当
天薪水，第五天与咨询师见面，为克
服自己找工作的障碍接受指导。

临时工作满 *+ 天后，!"# 安
排的每周工作天数逐渐减少。它想
让每个人明白最终得学会自己找工
作，但不会因此停止帮助。总会计师
特里·埃利斯说，咨询师会告诉组
员，拿到手的第一份工资要用来买
几条裤子，下次可以买条领带，然后
是正装衬衫，日后应聘时他们就有
身得体服装可以穿。埃利斯也会指
导组员如何推销自己，提醒他们面
试中不要用太多俚语。

临时工体验意义非凡
几乎每名刑满释放人员都面临

如何被社会重新接纳的问题。由于
歧视，他们求职、就业时处处碰壁，
而一旦难以靠正常途径谋生自立，
很多人会因此重新坠入犯罪深渊。
每年全美大约有 $(万人获释出狱，
而重新犯罪率平均为 &(,。
美国有数十个帮助刑释人员重

新融入社会的组织，做的事大同小
异：提供就业培训、帮助申请住房、
入读大学培训和心理咨询等。!"#

与众不同的一点就是，它为刑释人
员提供了一份真正的工作，哪怕是
临时工。执行总监山姆·谢弗说，这
正是 !"#模式的关键环节。
对那些从未工作过、或数十年

没工作的人来说，突然有一天拿到
一张地铁卡、每天早上能去同一个
地方报到、还有个人负责“管”着你，
这其中意义非同寻常。用谢弗的话
说：“每天都能拿到工资，然后你突
然坐上了地铁，读着报纸，你会觉
得，‘是啊，我可以这么活。’”

谢弗介绍，客户从开始接受
!"#帮助到实现就业，平均需要 *

个月时间。调查显示，过半年后再统
计，-),的受助对象会维持全职工
作；一年后，全职工作者比例为
%*,。只要经历过拿薪水的日子，哪
怕再短暂，也能让刑释者体验到真
实世界的美好。
拉塞尔说，离开社会那么久还

能重新得到一份工作，他感到受宠
若惊，“（工作）会让你不去惹事生
非，还能挣钱吃饭”。他以前在监狱
里干活，两星期才拿 )%美元工钱，
现在，他每天挣的钱超过 &%美元。
这让他记住一件事：“外面”的世界，
不管多么艰难，也总好过牢狱生活。

“我出来以后，最糟糕的日子也比我
在牢里最好的日子过得舒服。”

根 据 社 会 政 策 评 估 组 织
./0!'(1'年发布的报告，!"# 帮
扶的刑释人员再次犯罪率减少
1-,至 '',，对再次犯罪风险较高
的群体帮扶效果尤其明显。

做善事也求!回报率"

美国各州普遍面临监狱人口不
断膨胀、消耗大量政府预算的困扰，
而纳税人不断抱怨不知道政府把他
们的钱花哪儿去了。纽约州政府希
望 !"#扩大帮扶规模，有效降低州
内再次犯罪率，同时又不想自己多
掏腰包，于是拉来 &(个富人，组成
一个项目协作团队。
按计划，包括美国前财政部长

拉里·萨默斯在内的 &(名投资人向
!"#注入共计 1*%(万美元，支持
它接收 '(((名重新犯罪风险最高
的刑释人员，给予就业帮扶。
这种项目协作模式名为“按成

果支付”：投资人资助一项公益事
业，寄望于它能取得更好的社会成
效，逐步降低工作成本。投资人团队
会跟踪监测每个环节，评估每步工
作是否达到预期效果。如果项目达
到预期目标，政府就会节省支出，投
资人获取收益，而社会上更多有需
要的人得到帮助，从而实现“三赢”。

投资人给 !"# 规定的目标是
将帮扶刑释人员的重新犯罪率降低
2,、就业率增加 %,。如果达标，州
政府就能在监狱上省下一笔费用，
这笔钱就用来支付投资人收益。如
果 !"#超额完成任务，投资人能获
取更大回报。投资回报率规定上限

为 1+,，对州政府来说反正不会亏：
这 '+++人如果重新入狱，政府花的
钱绝不止 1*%万美元。

按成果支付成新潮流
支持“按成果支付”模式的理念

起源于英国“社会影响力债券”机
制。随后，美国一些大城市也发起
“按成果支付”项目。致力于推广这
个模式的“社会财政组织”首席执行
官特蕾西·帕兰吉安介绍，截至
'+1%年 3月，包括 !"#在内，共 %+

个“按成果支付”项目分别在 1+个
国家启动。美国有 2个项目，汇集资
金将近 1亿美元，支持项目涵盖早
教和流浪者安置等不同领域。
作为新型公益模式，“按成果支

付”已显示出巨大潜力。帕兰吉安
说，目前，“按成果支付”项目的投资
人多是慈善家，并不太在意回报多
少，但普遍希望能有个工具可以监
测到所投善款是否花到实处。哈佛
大学教授杰弗里·利布曼说，!"#
项目则在政府和社会服务机构之间
建立一种独特的合作模式，在这种
模式下，双方在每个环节都可追责。
美国“按成果支付”项目的成绩

单喜忧参半。纽约市 '+1'年第一次
尝试，目标是减少赖克斯岛少年犯
再次犯罪率，项目本计划运行 &年，
但后来评估发现成效不彰，去年 2

月提前终止。尽管存在质疑，但对
!"# 这样的非营利组织来说，“按
成果支付”模式的出现是个福音，它
不用担心政府因削减支出而不再购
买服务，也不用到处求人捐赠，只要
对自己的项目有信心，就完全可以
求助于私人投资。

美国：帮刑释人员就业有个好模式
独立求职前安排一份最长75天的临时工作以降低再次犯罪率

文 1 沈敏

! !"#的工作人员在清扫纽约一座公园 图 &'

! ! ! !囚犯总人数超 $$% 万!每

&&%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人在监

狱服刑!美国监狱人满为患!一

些州或是把囚犯输出到外州关

押! 或是由于监狱太过拥挤而

不得不提前释放囚犯! 甚至还

出现了死刑犯太多不得不排队

等候死刑的奇葩现象"

不仅如此! 如加州等地监

狱每年每看管一个囚犯的花费

达到 '万美元! 全美监狱每年

要耗费纳税人 (%%亿美元!耗

资巨大自然成为美国监狱难以

承受之痛"

私营监狱由此应运而生"

但它未能解决美国公共监狱拥

挤和缺钱的问题! 反而演变成

政治影响力日增的利益集团!

和石油# 医药等政治游说行业

一道! 通过其雄厚的资本将美

国政治圈在利益的$铁丝网%下"

美国现代私营监狱自

&)(* 年获得第一份政府合同

以来! 已经发展成一项利润丰

厚的产业"居高不下的犯罪率#

严厉的量刑政策和日益增长的

非法移民! 足以让监狱产业成

为一桩长久不衰的大买卖"

统计显示! 美国私营监狱

产业在 $%&& 年一年的总收入

超过 '%亿美元"就连华尔街诸

多大银行也纷纷看好! 巨额投

资了私营监狱企业的股票" 长

期以来! 金钱和政治在美国是

一对密不可分的$搭档%"

美国私营监狱
成为热门产业

! ! ! !美国目前没有制定专门的

法律来明确保护刑满释放人员

犯罪前科资料! 但对刑满释放

人员前科资料隐私权保护已得

到美国社会的关注"

一些州注意到犯罪记录对

刑满释放人员就业的负面影

响! 试图有区别地将一些刑满

释放人员的犯罪记录去掉或部

分去掉! 并完全恢复他们的公

民权! 当刑释人员在一定的法

律期限内遵守法律! 他们的犯

罪记录将被销毁或封闭起来" 还

有些州对法院# 警察局的犯罪

记录的保存# 公开与销毁等都

有相应规定" 康涅狄格州和佛

罗里达州的法律还要求! 当被

逮捕者被宣判无罪# 被赦免或

被免予起诉! 法院和警察局关

于这一逮捕的记录必须销毁"

刑释者隐私权
受到社会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