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性不再的疆域――評《新疆再教
育營：中國的高科技流放地》

蔡如雅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股長

壹、科技宰制的能力

有句廣告台詞說：「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但沒想到極權政府讓科技開

始泯滅人性，讓新疆地區的維吾爾族人以及哈薩克人成了高科技宰制的客體，

並進一步成為發展科技的犧牲者。這本由加拿大學者寫成的作品，主要透過詳

實的資料，描述新疆目前經歷的再教育營以及相關的周邊措施，使得新疆在事

實上成了高度科技發展，但低度人性開展的高科技流放地。人們在這裡喪失了

自主性，自我審查成了日常必須，為了生存，成為高科技控制下的單純生物。

書的開頭從恐怖主義犯罪論談起，這個論調裡預備犯罪定罪變得更為容

易，在新疆很多看似平常的行為，都是犯罪的。過去可能曾經有部分抗議及

暴力行動，但與武裝的恐怖分子進行自殺式攻擊恐怕還有相當的差距。為了避

免所謂的恐怖主義蔓延，中國政府在新疆設置了密集的檢查站及通行證系統，

並運用高密度的警網來進行手機、身分證的檢查。在虛擬網路部分，中國政府

經常聲稱並沒有所謂網路長城的存在，但實際上網路言論自由乃至於隱私都被

一定程度的限制。透過 VPN（Virtual Private Network，虛擬私人網路）連線到

國外網站，有時將面臨勾結外國勢力甚至企圖顛覆國家等罪名，並進一步遭

受人身自由的侵害，進入所謂「集中管理的教育訓練中心」（以下簡稱集訓中

心），進行各種思想改造。而思想改造的目的，即是確保所有的人都和生產線

上的產品一樣，具有相同的性質，監控所有被統治者視為「不良」的行為乃至

於「思想」，一一透過各種身體、心理的暴力加以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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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集訓中心的去人化

接著是一位曾經在所謂集訓中心授課過的教師所分享的經歷。課堂中，他

的教學活動被攝影機監視著，即便他對學生充滿同情，他也不能夠如己所願的

表現。學生一旦提出除了回答問題以外的回應，都可能受到懲罰，因為那些監

視器背後，真的有人負責監視。學生除了上課的時間受到嚴格的限制，毛髮也

被剃光，整個運作充滿了各式各樣的暴力，透過升旗、避孕、思想檢查等措

施，來達到控制的效果。這樣宰制措施的常態化，改變了以往僅由刺鐵絲網、

自動武器、通行冊、檢查哨等可見的控制。透過無所不在的攝影機，以及情緒

／情感辨識科技，使得監視更為綿密，更深入生活的每時每刻，加上原有的自

動化武器、高築的圍牆等，再再顯示這並不是一個集訓中心，而是一個嚴格意

義上的拘禁場所。為這樣的組織工作，不僅是受關押的人在各樣權利上受到侵

害，甚至連執行監控工作的人都需要把工作與自身分離，以免在精神上無法繼

續進行監控。這樣的現象顯示了這個監禁工作的情緒負擔如此重大，以至於正

常心智的人都無從負荷，並且在執行的過程中難免擔憂自己落入類似的處境之

中，而這樣的陰影揮之不去，這也是人權問題應該受到關心的價值所在：沒有

人能夠確保這樣的戕害不會發生在自身身上，因而對於議題的關注有其必要

性。

除此之外，受拘禁者甚至無法正常的生活，他們每週僅能淋浴一次，而且

時間窘迫，只有 10 分鐘的時間。而管理者在進入舍房時，會大吼要他們「抱

頭」，也就是雙手抱住頭部，並且蹲踞在地上。這樣的姿勢不僅難以反抗，也

具有屈從的效果。所有的命令都以大吼的方式傳達，並且對稍有偏離規定的人

實施不同程度的毆打。這些言語、肢體上的暴力，都使得受拘禁者產生習得無

助的絕望感，而這樣的絕望感將影響他們的健康與生存。其他有關生存所需的

食物也經常不充足，廁所不僅有攝影機，有時便桶滿了也不允許清理。經歷過

這些的受訪者宣稱，在集訓中心的生活遭受到幾乎像是牲畜一樣的對待方式，

管理者甚至認為他們並不屬於人類，因而可以任意對待。更有甚者，受拘禁者

在這樣的生存條件下，還被迫要說違心之論。因為思想檢查和懷抱獲釋的希望

迫使這些受拘禁者壓抑自身的遭遇，習得無助得做出所有管理者要求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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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所有行為和思想改造的要求。除此之外，他們也被迫學習本來並不熟悉的

普通話，不管是愛國歌曲或者是習近平語錄，他們必須透過大聲唱誦來換取生

存必須的食物，而不斷的體罰、低下的衛生環境經常使得受拘禁者生病甚至死

亡，而這些如同牲畜般的受拘禁者並不受重視，以至於「生病」、「死亡」，皆

僅是一個統計數字。

前些時候新疆產製的棉花等貨物遭到大企業抵制，包含 H&M 等品牌都曾

拒絕使用強迫勞動生產的棉花。接下來的部分則是記錄除了思想改造以外的勞

動情況，在極端而強迫的政治教育之下，受拘禁者被迫同意所有的對待，包

含強迫勞動在內，而且這些強迫勞動還必須經過一定程度的測驗。中國政府

以「減貧」為理由，指定分配各樣工作到新疆。被拘禁者成為源源不絕且不敢

抱怨的勞動力，所有的生產剩餘價值都被中國政府無情地剝削殆盡。曾經有記

者訪問相關的工作人員，他們知道對方是記者，回答出了管理者想聽的答案，

也就是他們是自願來學習技能，並且黨是照顧他們的。他們的勞動條件是限制

的，不能夠返家，也不能夠辭任。不同程度的管制和計薪，勞動條件都遠低於

中國的平均水準，幾乎等同奴隸般的奴役，所有的行為都還必須受到觀察：在

這個過程中，他們是不是已經「集中訓練」成為一位「合於黨意」的勞工？

參、壓迫的來源與責任分配

何以新疆得以有如此嚴密的控制？以及又有什麼理由能夠如此迅速地發展

大規模的控制工具？除了非人道的對待之外，作者也提出「在西雅圖的背後站

著新疆」的提醒。也就是位於西雅圖的科技巨擘總部背後，恐怕支持著監視科

技不斷發展與進化，這正是新疆人權遭受迫害的事實。以中國目前的科技水

準，在軟體開發與硬體發展上，恐怕不足以自給自足地生產出這樣高科技的控

制系統，而出售相關科技技術、產品的科技巨擘不能自外於這樣的迫害，也無

法以科技具有中立性來逃避相應的責任，因為他們並非不知買受的對象是誰、

用來做什麼樣的用途。當這些工具成為戕害人權的工具時，科技巨擘也應該思

考是否應助紂為虐，不正當地提供相應的設備與科技。中國政府確實透過硬體

生產，也就是設置數以億萬計的攝影設備來蒐集人臉資料，並透過這些資料進

行數據分析來強化數據處理能力。然而軟體的進展，特別是演算法的訓練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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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僅有數據即能完成，提供相應的科技技術，乃至於發展所需的軟硬體設備，

科技巨擘自然不能自外於這樣的責任範疇，應該進一步省思在這個發展脈絡

中，應該負擔的責任。

也有論者討論到以攝影機的密度而言，中國並非數位攝影機最密集的國

家，美國的平均數位攝影機密度遠高於中國。但值得進一步思索的是，國家如

何處理這些數位攝影機所蒐集的資訊？如何保存這些攝影機所蒐集到的資料？

以及如何進行這些資料的處理？會怎樣運用這些資料？是否經過個人的同意？

如今有許多國家已經將街頭的攝影機所取得的影像用於犯罪偵查，似乎有助於

促使社會安全更為穩定。但人權關心的並不只是安全，當攝影機有所偏誤時，

誤判所產生的問題應該由誰來承擔後果？每個人都願意付出走在街上就被監控

的成本，來換取所謂的社會安全進展嗎？誰能夠說明社會安全進展能有多大的

進步，以至於多數人願意犧牲隱私權來交換？所謂的犯罪分析是否存在偏誤，

致使特定族群容易被懷疑犯罪？這些問題倘若尚未釐清，我們真的願意用隱私

權來交換所謂的社會安全嗎？都是人權議題上，值得進一步思索的，也是這本

書有關科技監控延伸出來的提醒。

肆、維護人權的可能

千里以外的人權問題，究竟與在臺灣生活的我們何干？有一種說法是用

「昨日疆藏、今日香港、明日臺灣」來說明中國政府消除自我認同，強化統一

思想的進程。對新疆、西藏而言，都有相應的書籍報導著當地如何遭受中國政

府的迫害，不斷移入其他民族進行種族清洗、強迫少數族群放棄原先信仰的宗

教、嚴格管控思想及行為，並將反對恐怖行動強加在所有的抗議、異議聲浪

上，形塑一種顛覆政府並且破壞法治秩序的形象。當臺灣的街道上不時出現不

同聲音的聚集，各種集會遊行因著共同的目標自發性的推展時，這些控制手段

是我們難以想像也不願接受的。因而新疆、西藏乃至於香港的人權問題、自由

法治都應該受到一定程度的關注。

另外，作者在訪談中也提到，外界對於相關議題的關注，有助於緩解情況

的惡化。來自國際社會的壓力，儘管我國有時仍不被視為國際社會的一員，仍

有機會針對特定議題表達立場，透過關注相關議題、了解現在的發展情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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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對壓迫者的壓力。儘管無法立即促使其停止人權迫害，至少現實上有助於

避免情況惡化，透過各種外交、國際往來的手段，來改善人權問題。

在普利摩．李維（Primo Levi）《滅頂與生還（I sommersi e i salvati）》一

書中提到，集中營的經驗太過惡劣，以至於聽到的人都可能懷疑其真實性。究

竟是怎麼樣的意識形態使人泯滅人性到如此的地步，以至於透過集中營的各種

手段來對付也是生而為人類的人們。然而這些經驗、記憶的模糊化、乃至於

事不關己的想法，都是集中營的倖存者最為害怕的。他們在集中營內經歷的一

切，最後倖存下來不僅要面對那些恐怖暴力的陰影和揮之不去的恐懼，並且要

面對獨自存活的罪惡感，更有甚者去重述那些可怕的經驗，希望得到同情時，

那些沉默乃至於不耐煩，都可能再次造成人性的抹除與傷害。

為了生存的緣故，在極端的拘禁情境中，人們會選擇有利於自己的存活條

件和記憶，集中營的倖存者乃至於新疆受拘禁者的逃離，都是許多巧合的原

因。畢竟管理者任意的對待有時根本沒有太多的理由，各種程度不等的虐待，

都不具有規則可循。重述這些經驗是相當痛苦的，每一個回憶集中營或者是新

疆集訓中心的人，都承受著不只一次的傷害。

人權價值具有普世性，不管這些人權議題是否發生在自身身上，作為一個

理性、自由的人，都應該對無法擁有相似權利的人抱持同情且關心的立場，當

個人力量無從改變現狀時，透過對人權議題的關心與關注，從生活中的各樣事

情中做出決定，甚至連添購相關產品時，選用不強迫勞動、公平貿易的商品，

都是為人權盡一份心力。

回到臺灣的生活經驗，不管是上網瀏覽資料或者是宗教信仰，都保有一定

程度的自由，在相對宗教寬容的臺灣，甚至同一條路上同時有清真寺、廟宇以

及教堂。然而在新疆，宗教自由甚至不可得，拘禁的條件中若連宗教信仰的寄

託都遭受剝奪，想必對人性是相當大的傷害，更遑論要對領導階層做個人偶像

式的崇拜，以避免自身身體遭受虐待。對比之下，對於新疆目前維吾爾族人乃

至於哈薩克人的遭遇，恐怕有些難以想像，畢竟生活經驗中實在找不出這樣的

例子。

那麼，這些議題的人權教育如何可能？從關心議題著手，先從各樣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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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刊等管道了解現在發生在新疆的各樣實況，即便難以想像，仍能透過關注來

增加自身對於議題的了解，並進一步討論在生活中如何減低購買相關產品等作

法，來間接降低對當地人權的迫害，畢竟沒有了市場需求，就能在某個程度上

抑制生產行為。

馬克吐溫（Mark Twain）曾說過：「歷史不會重演，但會押韻（History 
doesn’t repeat itself, but it often rhymes）」，這些正在發生或過去發生的人權問

題都應該受到一定程度的關注，以避免同樣的憾事不斷或持續發生。當這世界

上仍存在這種類似種族滅絕或嚴重人權侵害的事件發生時，我們就不能聲稱活

在一個自由、法治的世界。儘管我們的社會中，多數時候仍以自由法治的方式

運作著，但其他地區的人權議題，仍有待一同投入關注，來改善當地的人權現

狀。

伍、人權未竟之事

這本書的目的，就是促進多數自由、法治國度的人們關心這樣的議題，特

別是科技巨擘可能參與其中的問題。我們使用著他們提供的科技產品、技術，

在不論是防疫、邊境管制等應用上，都享受著科技帶來的好處。但這本書要提

醒的是，歲月靜好恐怕是有人為此負重前行。新疆人的犧牲不應該是科技進步

的基礎，科技的便利也不該來自這樣的人權侵害。目前美中的貿易戰爭正是這

個議題的延伸，而對於科技巨擘，我們也應當戒慎恐懼地保護自己的各樣隱私

資料，一旦成為大數據分析的資料，不免就成為相關迫害的共犯，有一天科技

也可能反噬，戕害多數人的自由、隱私，而這些問題，都可能是在我們每天並

不自知分享的照片、影像等資料中，無聲無息地完成。作為一個敏覺保護人權

的每一個人，都有責任對這些問題進行思索，共同想像如何保護自由，保障隱

私。

本書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即是沒有說明為何這樣的人權侵害如此明確，

卻不見改善。中國把人權問題用內政壁壘阻擋各國干預，當各國提出新疆人權

議題時，中國政府不僅製作大外宣樣板說明黨僅僅是進行再教育，使得新疆維

吾爾族人脫離恐怖主義，加入生產行列，並且使用新疆問題是中國內政問題來

作為遁辭，使得各國政府的干預對新疆人權問題產生的改善有限，而各樣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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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不再的疆域──評《新疆再教育營：中國的高科技流放地》

注卻是使問題減緩惡化可能的少數途徑之一，若不是有相應的關注，恐怕各樣

變本加厲的情況會更為劇烈。如今，許多的報導依然顯示科技監控、監禁仍持

續的發生，而維吾爾族人仍然面臨相同的處境，值得所有人持續關注。相關的

問題希望能在世界的關注中，逐漸地獲得緩解以及解決，所謂的內政問題或恐

怖主義不再是討論人權問題的遮羞布，能夠真切地面對不同種族的生存需求，

才能使人權得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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