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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读联合国首次竞聘秘书长

!$ 印度青年挣脱包办婚姻束缚

!% 美小镇为接收叙难民心纠结

热点锁定
8位联合

国秘书长候
选人12日开
始接受联合
国会员国公
开“面试”，全
程通过网络
直播。

相关链接

国内民众人人自危
阿德里安娜·卡里略 !"#$年第

一次遭遇绑架时，绝对想不到事隔
不到两年会再次被绑匪盯上。“不
要！别再来了！”她被歹徒持枪逼着
下车时捂住脸无助地喃喃着。
这个善良的姑娘不知道为何会

一而再被绑匪盯上。她家并不富贵，
姐妹 %人全靠父母开杂货店养活。
她 &岁起就在店里帮忙，大学毕业
后当了收银员。如此普通的人家，如
今也成了绑匪眼中的“香饽饽”。
毒品犯罪和有组织犯罪在墨西

哥历史悠久，根深蒂固，滋生出一系
列相关“产业”，绑架就是其中之一。
以往犯罪分子喜欢找有钱人下手，
索要大笔赎金，但近年来他们不再
挑三拣四，从中产阶级到底层穷人，
木匠、司机、摊贩、泊车员……在歹
徒眼中统统有利可图。

在绑架案高发的莫雷洛斯州，
警方说赎金能低至 !'"美元。谈判
专家费尔南多·卡纳尔斯经手的案
例中，有些绑匪最后放人的条件竟
然只是一个冰箱或微波炉，甚至是
一堆水果蔬菜。他们如此“不挑”，意
味着几乎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受害
者。州首府库埃纳瓦卡社会活动人
士赫拉尔多·贝塞拉感慨道：“绑架
威胁到每一个人，没有差别。”

墨西哥近年绑架案不断攀升，
频频创下历史新高。官方数字显示，
!"$' 年全国有案可查的绑架约为
$'""至 $%""起。但国家统计局表
示，实际情况严重得多，绑架案可能
年均超过 $"万起，其中仅 $(在警
察局备案。
部分专家认为，绑架案件激增

一定程度上是政府禁毒战争的副产
品。这场战争打击了贩毒集团的传
统业务，迫使他们寻求替代收入。而
随着大小毒枭陆续落网，墨西哥开
始出现犯罪团伙小型化趋势。这些
团伙组织结构简单，机动灵活，具备
逃脱警方追捕能力。他们除了贩毒，
更多从事绑架、抢劫和勒索，妄图以
零成本获取快速、高额利润。

谈判专家需求旺盛
为什么绝大多数受害者家属不

去警察局报案？主要原因在于对政
府不信任：一是怕警察中有“内鬼”
和绑匪勾结，二是认为警察能力不
够，报案也没用，反而可能惹恼绑匪
抬高赎金甚至撕票。
这样的担心不无道理。墨西哥

警界腐败之风严重，令历届政府颇
为头疼。以往破获的绑架案中不少
能看到警察作案的身影，有的给绑
匪通风报信，有的在抓捕时包庇罪
犯，有的甚至直接策划、参与绑架。
上世纪 )*年代莫雷洛斯州就曝出
丑闻，警察总长、反绑架行动队队长
等警方高层因参与绑架获刑入狱。
即便是作风正派的警察，面对

强大的黑帮势力有时也自身难保。
警察被绑架、受恐吓甚至遭暗杀的
新闻比比皆是，令人唏嘘不已。

如此现实催生出一个热门职
业———人质谈判专家。他们或受聘
于警局，提供免费帮助，或受雇于保
险公司或专门的谈判团队，提供有
偿服务。有的谈判专家甚至也向绑
匪提供服务，充当与人质家属沟通
的桥梁。不管他们来自何方，目的都
是为了谈出双方都满意的条件，让
绑匪拿钱放人。

私人谈判专家马克斯·莫拉莱
斯在这行干了 !*多年。他说，他们
从不直接和绑匪谈判，而是选一个
和受害者关系紧密的人出面，他们
在旁边指导，“能不能选对人和绑匪
谈是成功的关键”。

谈判专家选人会考虑很多因
素：大到性格、心理素质、应激能力，
小到性别、年龄、语调乃至口音。一
旦选定人，中途不便更换，否则更容
易刺激绑匪。尘埃落定前，谈判专家
会悄悄搬进受害者家里，以便随时
出谋划策，最关键的是在保障人质
安全的前提下压低赎金。
“我们的工作是尽量不让绑匪

牵着鼻子走，不按他们的开价付
钱。”莫拉莱斯说，“因为如果你答应
得太快，对方就可能要得更多，甚至
再次绑架你。”他认为，整个过程中
最大的风险发生在支付完赎金、与
歹徒失去联系时，对方能否如约放
人不在掌控中。
警方谈判专家介绍，警方有时

会将罪犯音频放到数据库里比对，
根据案犯前科判断他们是会拿钱放
人还是习惯拿钱后撕票。
在毒品暴力猖獗的地区，经常

会发现不少绑架团伙隶属于当地势
力比较大的贩毒集团。他们内部分
工明确，从锁定目标、跟踪监视、武
力绑架到后勤保障，个个训练有素。
部分成员是退役军人和退休警察，
有的甚至在国外特种部队锻炼过。
而单打独斗的绑架团伙一般集中在
涉毒暴力不太严重的地区，一开始
多是抢劫，后来发展到绑架。

安保行业空前繁盛
!*#! 年就任墨西哥总统的培

尼亚·涅托早在竞选时就提出“国家
减少暴力战略”，承诺将使绑架和凶
杀案件减半。为此他采取多项措施：
任命联邦反绑架总管，协调联邦和
各州执法力量，加大打击绑架犯罪
力度。不少州政府反绑架部门也建
立多项机制，对内加大反腐力度、重
整队伍，对外与美国加强合作、借鉴
经验，引进语音识别等刑侦技术。只
是目前来看，效果难以服众。部分州
宣称辖内绑架案件有所下降，但不
少民众并不相信。
“我没觉得绑架犯罪变少了，变

少的是对政府的信任。”莫拉莱斯表
示，虽然政府为显示自己的努力程
度而尽力将绑架案件数量往小里
说，但残酷的现实却让人感到，绑架
案已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出于对政府的不信任，不少民

众开始自谋对策寻找安全之道，安
保行业的兴起就是一例。

!*#' 年在墨西哥城举行的年
度安保行业博览会空前繁盛，数十
家国内外安保公司及顾问在人头攒
动的会场内寻找潜在客户，推销产
品和服务。+***美元一件的防弹上
衣，动辄数万美元、可以防爆防弹的
汽车改装，对富裕阶层不算什么，却
让普通家庭不堪重负。有条件的人
选择移民或者搬家，但更多的人只
是无能为力。
两次绑架让卡里略彻底换了个

人。起初她整整一个月拒绝走出家
门，后来即使出门也必须要人陪同。
爱美的她不再戴任何首饰，频繁改
变上下班路线，对陌生人相当警惕。
“我曾是理想主义者，我原以为

大家都是好人。”眼下她只想静静地
过日子，努力摆脱噩梦般的经历。

文 ! 王鑫方

墨西哥：底层穷人也成绑架目标
禁毒战意外造成副产品 绑架案年均高达10万起

墨西哥是全球绑
架案最严重的国家之
一，按墨西哥国家统
计局估算，近年来年
均绑架案可能高达10
万起，平均每天 274
起。受害者虽不乏富
豪与名人，但正不断
向社会中下层扩散，
水管工、理发师甚至
清洁工也可能被绑匪
盯上，绑架险成了热
门险种。用一名绑匪
的话说：“哪里都有我
们的人，而且每天都
在增加，说不定哪天
你就会碰到我这样的
人做邻居。”

! ! 英国广播公司记者弗拉基

米尔!埃尔南德斯采访到一个

化名克拉克的绑匪"

克拉克从卖毒品起家#起

初是贩毒团伙里的小喽啰#跑

腿送信$敲诈勒索$绑架杀人#

后来拉起一支队伍单干" 从他

的成长之路# 不难看出墨西哥

毒品犯罪和有组织犯罪的触角

伸得有多远"

在埃尔南德斯眼中# 这名

年轻的绑匪看上去彬彬有礼#

总是笑眯眯# 但在盯着人质时

就会凶相毕露"

%在墨西哥绑架人就像当

摇滚明星一样# 想要什么就会

有什么"&克拉克说#%我一般会

盯着他们# 让他们看着我的眼

睛#多数人就会开始大哭"我就

叫他们静下来# 告诉他们我只

想要钱# 他们如果听话就会少

吃点苦头" 我对他们说'(好好

合作#听话#不然我就玩死你"

一点点#揍你#烧你#拿刀把你

砍成泥) *&

克拉克有自己的一套 %绑

架经&'事前如何从目标枕边人

下手逼问目标行踪$ 找员工搭

讪套出雇主作息规律# 人质到

手后如何恫吓威胁# 如何跟人

质家属谈条件# 赎金到手后如

何安全脱身"

埃尔南德斯问他'%为什么

要人质和家人经受这么多苦

难+ 你后悔吗+ &

他答'%绑架是件极端的

事# 相当残忍" 但我一点不后

悔#对不起" &

事实上# 不少绑匪以摧残

人质精神和肉体为乐# 部分团

伙以特有的作案手段臭名昭

著# 如切下人质小指或割掉人

质耳朵等# 女性人质受到性侵

害的案例也十分常见" 这些受

害者即使得救# 在很长一段时

间内也难以平复精神创伤"

警方说# 如今绑匪普遍呈

年轻化趋势# 有的甚至只是十

三四岁的孩子" 他们的目标多

以尽快拿到钱为主# 金额大小

倒在其次# 只要有利可图就敢

于下手"

同时# 绑架之风盛行导致

有人跟风作案# 熟人作案越来

越多"而在人人自危的环境下#

即使有人知道谁是绑匪也不敢

报警#生怕惹祸上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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绑匪肆无忌惮
呈年轻化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