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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油 的 族＿地理分布 与

族＿ 冲 臾 升级
＊

熊 易寒 唐世平

【 内容提要 】 近年来 ，
族群冲 突 已成为经济学 、政治学 、社会学 、 国 际关 系等 学科

共同 关注的热 门领域 。 以往的研究 已经注意到石 油资源对于族群冲突 的影响 ，但对于

二者之间 的 因 果机制缺乏认识 。 基 于一个关于族群冲 突的广 义理论 ，作者认为石 油的

族群地理分布才是决定石 油是否导致或加剧族群冲 突的核心 变量 ，
并通过三个因果机

制 导致族群冲突的升级 。 在其他条件不 变的情况下 ， 当 少數族群聚居 区 的核心领地发

现石油时 ，
这一 少数族群将会倾向 于反抗 由 多 数族群主导的 中 央政府 ，

从而导致族群

冲 突的 强度升级 。 苏丹 、伊拉克 、尼 日 利 亚和加蓬等案例可 以检验上述假说 。 这一关

于石 油的族群地理分布与 族群冲突升级关 系 的理论指向一个更加广 泛的关 于 自 然资

源的族群地理分布和族群冲 突的理论 。 而关 于石 油的族群地理分布与族群冲 突 的升

级的特定理论和经验支持也佐证 了 族群冲 突 的广 义理论的 强 大整合能 力和解释力 。

该研究在 以下三方 面具有一定的政策含义 ： 多 族群的石 油 国 家如何缓和族群冲 突 、 中

国 的 资源型企业如何规避政治风险 、 中 国 的海外投资如何兼顾 经济利益与 国 家形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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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油的族群地理分布与族群冲突升级

一问题的提 出

由于二战以来 ，族群冲突爆发得越来越频繁 ，
烈度越来越升级 ，

以至族群冲突成为

经济学 、政治学 、社会学 、国际关系等学科共同关注的热门领域 。 在对族群冲突的研究

中
，
有不少学者特别关注 自然资源与族群冲突 的关系 ，

石油 因其特殊的战略地位更是

备受研究者瞩 目 。

一些学者认为 ，包括石油 、天然气在内的 自然资源可能会加剧国 内的武装冲突 ，譬

如伊朗 、苏丹 、印度尼西亚 、尼 日 利亚 、安哥拉 、哥伦比亚等 国都存在这种情况 。

？ 争夺

自然资源的控制权会增加冲突 、暴力和战争的风险 。 在所有的 自然资源 中 ，石油被认

为是诱发国 内冲突的最大因素 ，因为它能够提供数额庞大的租金 ，对政府和 国 民经济

的影响更为巨大 。
？ 还有研究发现 ，高油价会增加产油地区或输油管道地区的冲突风

险 。
？ 但要准确地评估石油对族群冲突的 因果效应是非常困难的 。 武装冲突的个案

通常都是那些缺乏产权保护 、合同执行不力 、领导人不是由公平选举产生和更替的

国家 。

④

石油资源之所以会加剧族群冲突 ，主要有 ４种不同 的解释路径 ：

一是贪婪 （ ｇｒｅｅｄ ）

假说或分离主义激励机制 （
ｓｅｐａｒａ ｔｉｓ ｔ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

） 假说 ，
二是怨恨 （ ｇ

ｒｉｅｖａｎｃｅ ）假说 ，
三是

弱 国家 （ ｗｅａｋｓｔａｔｅ
）假说 ， 四是劫掠 （ ｌｏｏｔｉｎｇ ）假说 。

贪婪假说认为 ，对 自然资源的控制权会诱发叛乱和竞争 ，导致内战 。 也就是说 ， 石

油资源形成的财富会增加分离主义战争的风险 ， 产油地区民众建立独立国家的行为

给予激励 。 因为大型油田会产生 巨额的石油收人 ，给现任领导人或政权带来
一

笔意外

之财 ，如果统治者不能令人信服地分配这笔财富 ，反对派就会动员 民众向统治者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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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 ，从而导致武装冲突升级乃至爆发内战 。
① 詹姆斯

？ 费伦 （
Ｊａｍｅ ｓＤ

．
Ｆｅａｒｏｎ

） 和戴

维 ？ 莱廷 （ Ｄａｖ ｉｄＤ ．Ｌａｉｔｉｎ
）也认为 ，资源战争有非常理性的根源 ，石油 国家往往存在

严重的收入不平等 ，贫穷有利于叛军的招募。
②

怨恨假说认为 ， Ｘｆ石油资源的开发会引发土地征用 、环境退化 、缺乏工作机会 （石

油产业之外的工业部门欠发达 、失业率高企 ） 、石油收人分配中 的主观不平等 ６ 资源

的发展会提髙冲突的收益 ，历史事件背后的族群怨恨被激活 。 也就是说 ，资源发展的

外部性会创造新的怨恨 ，进一步激化抗争 。

③

弱国家假说提出 ，非洲的族群冲突往往是与弱 国家联系在一起的 。

？突如其来的

石油资源带来了巨大财富 ，极有可能削弱政府的能力 ， 因为政府会过度依赖 自然资源 ，

成为一个食利国家 （
ｒｅｎｔｉｅｒｓ ｔａｔｅ

） 。
⑤ 食利国家不 同于税收国家 ，税收国家必须建立

一

个财政体系向民众征税 ，
这就需要与人民建立一种契约关系 ， 向社会汲取资源的 同时

对民众负责 ；而食利国家直接从 自然资源中获得资金 ，不需要对民众负责 ，
相反 ，

统治

者可以利用财富的分配权建立庇护体系 ，
这会导致国家的合法化能力贫弱 、科层制效

率低下
，
这都会诱发更多的族群冲突 。

？

劫掠假说认为 ，
若一个国家以石油等初级产品为主要出 口商品 ，反叛群体可 以通

过直接提取和销售这些能源产品 ，
或者对石油生产商进行敲诈勒索来获得收人 。 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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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 的族群地理分布与族群冲突升级

会拉大国 内的贫富差距 ，这使得反叛者有了 劫掠的对象 ； 而能源行业不同 于制造业企

业 ，对产油地有绝对的依赖性 ，
它们很难通过搬迁来逃避战乱 。 如此一来 ， 国内冲突就

会急剧增长 。

？

本文认为 ，
以上 ４ 种假说都具有

一

定的解释力 。 贪婪假说和怨恨假说强调利益的

重要性 ，只不过前者强调收益 ，后者强调损害 ，
为少数族群的反叛提供了动机

；
弱国家

假说强调族群叛乱的政治机会结构 ，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
劫掠假说揭示了社会经

济环境 （经济不平等 ） 对族群冲突 的诱发作用 。 本文的解释会或多或少吸收以上四种

假说的合理因素 。

基于一个关于族群冲突的广义理论 ？本文认为石油 的族群地理分布 （
６＆ １１０

－

８６〇
－

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ｒ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ｏ ｉｌ ）才是决定石油是否导致族群冲突的核心变量 。

石油作为一种点源分布的 自然资源 ，
与水资源或森林资源相 比

，

缺乏共享性 ， 因此
，
油

田的地理位置就特别重要 。 本文主要关注大型油 田
——最终可采储量达到 １ 亿桶以

上的油田
——

对于族群冲突烈度的影响 。 之所以强调大型油 田
， 是基于两方面的考

虑 ：

一是大型油田涉及的利益足够大 ，才能构成一个足以改变力量对比的经济冲击
；

二

是大型油 田开采的时间足够长 ，可以为重要的政治行动者提供持续的激励 。 如果大型

油 田位于中央政府 （ 多数族群 ） 控制区 ，对族群冲突基本没有影响 ， 因 为它强化的是中

央政府的经济权力 ，少数族群与多数族群的实力差距进一步拉大 ；而如果大型油 田位

于少数族群控制区 ，
则会加剧族群冲突 。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

一方面 ，
油田会加大族群

竞争的赌注 ，
石油会带来丰厚的财富 ，构成巨大的经济冲击 ，无论中央政府还是少数族

群都会受到激励——中央政府希望获得绝大部分石油收益 ，避免少数族群尾大不掉 ，

少数族群则认为 自 己地盘上的石油财富应该属于本民族 ，而独立是获得财富的最佳途

径 ；另
一方面

，油 田一旦被少数族群控制 ，其产生的巨额财富可以用来购买武器 ，招募

军队 ，从而提升少数族群的反抗能力 ， 这会导致中央与地方 、多数族群与少数族群的
“

安全困境
”

。
？ 因此

，
在民族国家内部 ，如果存在

一

定程度的族群冲突 ， 同样可能产生

安全困境 。 中央政府害怕少数族群控制石油资源 ，变得强大 ，走 向独立 ，于是加强对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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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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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族群地区的全面控制 ，譬如中央集权 、加强驻军 、加大资源攫取力度 ，而这会损害少

数族群特别是精英的利益 。 这种情况下 ，少数族群更加缺乏安全感 ，
对中央政府愈加

失去信任 ，他们担心石油这种不可再生资源一旦被多数族群开采殆尽 ，本族群不仅在

经济和生态上蒙受巨大损失 （ 石油开采往往会造成环境污染和退化 ） ， 而且将永远被

多数族群统治和压迫 ，
因此 ，对多数族群的反抗必须与时间竞赛 ，宜早不宜迟 。

二 石 油的族群地理分布与族群冲突的理论建构

本文试图建构
一个更具整合性的族群冲突理论 。 这

一理论更为强调要素 的互动

以及直接驱动力的作用 ，并将因果机制作为理解族群冲突的核心所在 ，从而一举克服

上述两个在要素互动和直接驱动力方面的相互关联的缺陷 。

依据这一理论 ，石油的族群地理分布决定了石油与族群冲突的关系 。 在其他条件不

变的情况下
，

当石油资源位于
一

个聚居型少数族群的核心领地 ，这一少数族群更有可能

反对由其他族群控制的中央政府 。 石油的族群地理分布类似于
一个驱动族群冲突的扳

机 ，或者恶化既有族群冲突的催化剂 。 因此 ，那些油 田位于少数族群聚居区核心领地的

国家 ，更有可能发生族群冲突 ，或者使原有的族群冲突进
一

步升级 。 而如果
一

个国家的

油田位于多数族群的核心领地 ，或者该国的族群是均匀分布 （混居 ） 的 ， 因而没有任何
一

个族群可以声称对石油的专属权 ，
在这种情况下 ，石油就不大可能导致族群冲突 。

本文提出 了三个相互关联的因果机制将石油的族群地理分布与族群冲突联系在

一

起 （ 图 １ 是对三个因果机制的形象展示 ） 。
一方面 ，当少数族群聚居区的核心地带

发现了油田 ，
被多数族群控制 的中央政府必然要试图控制这些资源 ，原因有两个 ：

一

是

单纯的经济利益 ，任何国家都倾向于控制更多的资源和财政 ；
二是中央政府与少数族

群抢占对资源和财政的控制权 ，很大
一部分原因在于害怕少数族群借机寻求更大的独

立性 。 如果各族群在历史上存在过紧张关系 ，特别是少数族群与主导中央政府的多数

族群之间发生过冲突 ，那么中央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就更为严格 。 这两种动力几乎不可

避免地导致中央政府加强对少数族群领地和石油的掌控 ，具体的做法包括 ：强化军事

或准军事部署 、强制或诱导多数族群移民少数族群聚居区 ，
通常两者同步进行 。 由于

石油生产属于技术和资本密集型行业 ，
即便中央政府不进行鼓励 ， 炼油工业也不可避

免地需要从外地引进技术工人 ，而这些移民工人通常来 自 多数族群甚至其他国家 ， 因

为这些地区工业化程度更高 ，
其工人具有技术和语言优势 ，

与外部世界有更为密切的

政治 、商业联系 。 这就会导致多数族群对少数族群聚居区
“

内部殖民化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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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ｉｚａｔｉｏｎ
）

”

的问题
，

？进而引发谁才是
“

大地之子 （
ｓ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ｓｏ ｉｌ

）

”

的激烈冲突 。

？

另一方面 ， 即便历史上不存在族群紧张或冲突 ，少数族群也会对其他族群控制的

中央政府心怀不满 ， 因为它剥夺了少数族群对于其领地范 围内 自然资源的所有权 ， 这

就是所谓
“

大地之子
”

的观念 。 简言之 ，少数族群必然认为其核心领地所发现的油 田

是属于他们 自 己的 。 外族群移民工人不仅大量涌人 ，
并且 占据大部分高收人工作 岗

位 ，使得少数族群与多数族群的收人差距 日 益拉大 （ 无论是事实上还是主观上的
“

拉

大
”

） ，这都会令少数族群产生
“

相对剥夺感
”

，加剧他们的不满情绪 。 更糟糕的是 ，石

油的开采和提炼过程中通常会带来环境的退化 ，而无论是跨国石油公司还是国有石油

公司 ，几乎都不会对当地民众给予足够的补偿 ，或者采取补救措施来保护环境 。 这都

会让土生土长的少数族群更加痛恨外来的多数族群 。 最后 ，

一旦石油进入开采阶段 ，

少数族群的精英就可以利用石油的潜在收益来宣扬 自治或分裂的光明前景
，
并且可以

通过抢掠和敲诈石油企业来资助少数族群的反叛活动 。

因此 ，石油位于少数族群核心领地 ，
不仅会影响到少数族群的行动策略 ，也会影响

到多数族群主导的国家策略 。 更为关键的是 ，通过建构族群冲突的广义理论 ，将少数

族群与中央政府置于族群冲突直接驱动因素所交织的网络之中 。 具体而言 ，油 田坐落

在
一

个从属性少数族群的核心领地 ，会造成多数族群对于分裂的恐惧 、少数族群对于

掠夺的怨恨 、 双方的利益或贪婪以及少数族群潜在的能力提升 。 如果双方已有历史宿

怨 ，在少数族群聚居区发现石油会影响到族群冲突 ７ 个直接驱动力 中的 ５ 个因素 ，从

而将少数族群与中央政府 （多数族群 ） 卷人一个紧张升级与互不信任的螺旋 ，并最终

导致冲突。 据此 ，
在少数族群核心领地发现石油是族群冲突最为重要的预测指标之

一

。 族群冲突发生的动力机制如图 １ 所示 。

基于上述分析 ，本文提出 以下理论假说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
当少数族群聚

居区的核心领地发现石油时 ，这一少数族群将会倾向于反抗 由多数族群主导的中央政

府 ，而中央政府则会强化对少数族群的控制 ， 由此导致族群冲突的升级 。

本文采用案例研究方法 ，
论证石油的族群地理分布会导致族群冲突强度的升级。

一

方面 ，定性案例分析能够更加生动地展示冲突升级的动态 ；
另一方面 ，能够捕捉冲突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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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 （ 多数疾群主导 ）少数族群

在少数族群核心领地发现油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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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分享极少的财政份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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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 １


１

—
－
—

／少数族群的相对剥夺感加剧 ； ／
＼ 族群边界变得显著 （族群政＜

治动员 ） ； 怨恨升级

＜ 史积二

仇恨与愤怒加剧
；
双方均

利用石油收人扩军备战

ｖ

族群冲突爆发或升级

图 １ 石油的族群地理分布与族群冲突的爆发或升级 ：驱动力与机制

注 ：
三组箭头分别对应三种将石油 的族群地理分布与族群冲突联系起来 的机制 ，

而这

三个机制正好把族群冲突 中的驱动力
一

恐惧 、怨恨、贪婪和少数族群的潜在能力
——

连

接在了一起 。

资料来源 ：笔者 自制 。

过程的
一

些重要指标 （ 比如双方的伤亡人数 、战事的频繁 、军费开支 ） ，这是因为没有相

对好且具有连续性的全球性数据集 ，现有的数据集都存在非常多的问题。
①

① 比如 ，
目前被经常使用的关于冲突烈度 的数据集是战场死亡数据 （ ＢａｔｔｌｅＤｅａｔｈｓＤａ ｔａ

） 。 这个数据集主

要采用
“

战场死亡人数
”

作为测量指标 。 但是 ，
即便这些统计数字是准确 的 ，

也并不足以捕捉冲突 的烈度和升级。

原因在于
， 内战 中平民的伤亡人数能够比士兵阵亡人数更准确地反映冲突的烈度和升级 ，但目前没有这方面的系

统数据 。 参见 Ｂｅｔ
ｈａｎｙＬａｃｉｎａ

，

“

Ｅｘ
ｐ
ｌａｉｎ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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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油 的族群地理分布与族群冲 突升级

三 案例分析

我们对全球 １２５ 个国家的考察发现 ：在 ３８ 个石油位于少数族群聚居区的国家中 ，

有 ３０ 个发生族群冲突 ，只有 ８ 个没有发生族群冲突 ；
而在 ５３ 个石油集中在多数族群

聚居区的 国家中
，
仅有 ６个发生了族群冲突 ，

４７ 个国家没有发生族群冲突 。 在 ３４ 个

非石油生产国 中 ，
１６ 个发生了族群冲突 ，

１ ８个没有发生族群冲突 。 这就意味着是否盛

产石油并不重要 ，
重要的是石油的族群地理分布 。

①

为了进一步检验理论假说
，
本文将用南北苏丹 、尼 日利亚尼 日 尔河三角洲 、伊拉克

库尔德 自 治区三个正面案例以及加蓬作为
一

个负面案例来对上述理论假说进行检验 。

前三个案例展示本文所提出 的因果机制在现实世界是如何运作的 。 这三个案例所在

国都属于多族群国家 ，在少数族群核心领地均有丰富的石油储备 ，在石油发现之前和

之后都存在族群冲突 ， 因而很适合用来检验理论是否正确 。 更重要的是
，
它们分布在

非洲和 中东地区 ，国家规模 、族群结构 、人 口规模和地理环境存在较大差别 ，构成了最

大差异案例 （ ｍｏｓ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ａｓｅｓ
） 。 如果在差异如此之大的案例中还可 以发现上述机

制的存在 ，说明理论是强有力的 。 与理论预期相符 ，在三个正面案例 中 ，

一旦少数族群

核心领地发现大量的石油资源 ，就很有可能导致族群冲突的升级 ，直至爆发大规模内

战 。 在这些案例中 ，无论是少数族群的精英还是普通民众
， 都会称 自 己土地上发现的

石油为
“

我们
”

的石油 ，他们怨恨中央政府对于石油资源的开采
，
称之为

“

新殖民主义

的掠夺
”

，他们会要求更高程度的 自治 ，分享更多的石油收入 ，甚至寻求民族独立 。

第四个案例是
一

个负面案例 。 根据以往的族群冲突理论 ，
加蓬极有可能爆发族群

之间的 内战 ，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 ，那里的各个族群相安无事 。 本文认为 ，加蓬这样一

个存在族群多样性 、经济上高度依赖石油的非民主国家 ，之所以维持了族群和平
，

一定

程度上是因为没有任何
一

个群体能够声称加蓬的石油是专属于 自 己 的 。 那些将族群

冲突归因于石油的生产 、租金 、收入 、出 口和依赖度的理论都经不起加蓬这一案例的检

验 ，
而石油的族群地理分布假说则得到了有力 的反证 ： 当油 田不是位于少数族群核心

领地时 ，
即使有丰富的石油资源 ，族群冲突也不会因此爆发或升级 。

① 唐世平课题组主要应用了地理族群权力关系数据集 （
Ｇｅｏ－Ｅ

ｔ
ｈｎｉｃＰｏｗｅｒＲｅ ｌａｔｉｏｎｓＤａ ｔａｓｅｔ

）
，
该数据集实

际上是席德曼 （
Ｌａｒｓ

－ＥｒｉｋＣｅｄｅｒｍａｎ
）和 威默 （

ＡｎｄｒｅａｓＷ ｉｍｍｅｒ
）等人建立的族群权力关系数据集 （

ＥｔｈｎｉｃＰｏｗｅｒ

Ｒｅｌａｔｉ ｏｎｓＤａ ｔａｓｅｔ ） 的 ＧＩＳ 版本。 该数据集涵盖了全世界人 口在 ５０ 万以上的多族群国家 （ 朝韩因不属于族群冲突

的范畴而被排除在外 ） ， 时间跨度为 １９４５
－

２００５ 年 。 详见唐世平和李辉的工作论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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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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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南北苏丹内战？

２００５ 年 ，苏丹人口４０２０ 万人 ， 阿拉伯人约 占总人 口 的 ４０％
， 集中在苏丹北部 ，

官

方语言为阿拉伯语 ，
７０％的人民信仰伊斯兰教 ，属于逊尼派 。 苏丹南部的 ６００ 万人 口

多以务农为生 ，
相 比北方更为贫穷 。 南部主要的两大黑人族群为丁卡族 （

Ｄ ｉｎｋａ
） 和努

尔族 （ Ｎｕｅｒ ） 。 丁卡族约 １００ 万人 ，信仰基督教 ，是苏丹境内最大的少数族群 。 南苏丹

人民大多信仰非洲传统宗教和基督教 。

１３ 世纪 ，阿拉伯人大规模移人苏丹 ，主要集中于苏丹北部 ，南部则以非洲黑人为

主 。 在很长
一

段时间里 ，苏丹北部
一直是埃及领土。 １ ８９９ 年苏丹沦为

“

英埃共管
”

地

区
，实际成为英国殖民地 。 由于阿拉伯人在文明程度上较非洲黑人更高 ，

所以在共管

期间英埃统治者采用
“

以夷制夷
”

的策略 ，赋予阿拉伯人更高 的政治地位 。 从 １９０２ 年

起英国当局就酝酿苏丹南北分治 ，
二战后英国 唆使南方亲英人士提出南北分治的要

求 ，南苏丹问题由此而生 。 所谓南苏丹 ，是指苏丹南部 １０ 个省 。 这片地区 自古就是黑

人居住的地区 ，有努尔族 、丁卡族等民族 。 英国为了 自身的殖民利益 ，推行所谓的
“

南

方政策 （
Ｓｏｕｔｈｅ ｒｎＰ ｏｌｉｃｙ）

”

，
试图削弱埃及对南苏丹的政治控制和文化影响 ， 英国传教

士在南苏丹传播基督教 ，使部分人 口转而信奉基督教 ，从而阻止阿拉伯文化进人南苏

丹 ，保持南苏丹的社会习俗 、宗教信仰和说英语的 习惯 。 英国政府还漠视北苏丹要求

与南苏丹组成联邦制 国家的诉求 。

？１９５ ６ 年苏丹摆脱英国和埃及的控制宣布独立之

后 ，这种非阿分裂 （
Ａ＆ｏ－Ａｒａｂｓｃｈｉｓｍ

） 主张继续延续 。 南苏丹人民在苏丹犹如二等公

民 ，在文化上和制度上受到北方的歧视 ；北苏丹具有文化优越感
，
试图用伊斯兰文明来

“

同化
”

南苏丹人民 ，建立一个宗教统
一

的苏丹社会 ，在全国实施伊斯兰法 （ Ｓｈａｒｉａ
） 。

以 １９５５ 年苏丹寻求独立时成立的苏丹化委员会 （
Ｓｕｄ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Ｃ ｏｍｍ ｉｔｔｅｅ

）为例 ，
８００ 个

席位中南苏丹仅占 ６ 席 ，完全成了点缀 。 苏丹南方人 （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ｅｒｓ

） 自殖民期间即遭受

不平等待遇 ，独立之后仍然受到歧视 ，还面临北方政府同化政策的威胁 ， 因而在苏丹独

立之后要求 自治 ，并出现分离主义倾向 。

苏丹经济落后 ，但自然资源丰富 ，对外出 口主要依赖石油 。 根据英国石油公司 （
ＢＰ

）

发布的 ２０１ ０ 年全球能源报告 ，苏丹石油储量为 ６７ 亿桶 ，在非洲排名第 ５
，而其中 ７５％的

储量分布于南苏丹 。 南部 自治政府 ９８％的财政收人来 自石油 。 不过 ，炼油厂和石油出 口

① 资料来源 ：

Ａｎ ｄｒｅｗＳ．Ｎａｔｓ ｉｏｓ
，

Ｓｕｄａｎ
，
ＳｏｕｔｈＳｕｄａｎａｎｄＤａｉｆｉｉｒ

：ＷｈａｔＳｖｅｒｙｏｎｅ Ｎｅｅｄｓｔｏ Ｋｒｗｗ
，
Ｏｘｆｏｒｄ

：

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
ｔｙ

Ｐ ｒｅ ｓｓ
，
２０ １２

；Ｊｏ
ｈａｎＢｒｏ ｓｃｈｅａｎｄＤａｎｉｅ ｌＲｏｔ

ｈｂａ ｒ
ｔ

，
Ｖｉｏｌｅｎｔ

Ｃｏｎｆｌｉｃ
ｔａｎｄＰｅａｃ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ＴｈｅＣｏｎ

̄

ｔ ｉｎｕｉｎｇ
Ｃｒｉｓｉｓ ｉｎＤａｔｆｉｔｒ ，Ｌｏｎｄｏｎ

：
Ｒｏｕｔ

ｌｅｄ ｇ
ｅ

，
２０１ ３

。

②Ａｌｅｘ ｉｓＨｅｒａｃｌ
ｉ
ｄｅｓ ，

“

Ｊａｎｕｓｏ ｒＳｉｓｙｐ
ｈｕｓ ？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 ｒｎ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ｆ

ｔ
ｈｅＳｕｄａｎ

，

”

ＪｏｕｍａＺ抓

Ｓ
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 ｌ ．２５
，
Ｎｏ ． ２

，
１９８７

，ｐ．２
１７ ．

？

９ １
＊



石 油的族群地理分布与族群冲 突升级

基础设施基本在北方 。 苏丹的两家炼油厂分别位于首都喀土穆北部和苏丹港 ，南部必须

依靠穿越北部的输油管道才能出 口原油
；
没有来 自南方的原油 ，北部输油管道只是摆设。

１９６２ 年 ，南苏丹民族主义兴起 ，成立分离主义组织 。
１９７２年 南苏丹解放运动

”

与北苏丹签署阿迪斯阿贝巴协定 ，北苏丹同意南苏丹 自治 ，实现了１０ 年左右的和平 。

１９７６
－

１ ９７ ９ 年 ，南苏丹先后发现多个大型油 田
，
包括苏阿金 （

Ｓｕａｋｉｎ
） 天然气 田 、马拉

卡 （ Ｍａｌａｋａ ｌ ）油 田 、穆格莱德 （Ｍｕｇｌａｄ
） 油 田 、班提乌 （ Ｂｅｎｔｉｕ ）油 田等 。 ２０世纪 ８０ 年代

初阿 卜耶伊 （ Ａｂｙｅｉ ）地区发现大型石油蕴藏 ，这
一

地区恰位于北苏丹的南科尔多瓦省

和南苏丹的北加扎勒河省之间 ，居民则多为黑人丁卡族。

南方发现石油后 ， 中央政府决定南油北运 ，到北方提炼加工 、出 口
，
加大对南苏丹

的资源开发 。 这就出现了
“

内部殖民化
”

的问题 ，导致南北经济差距拉大 ，南苏丹民众

的相对剥夺感加剧 。 为避免南苏丹借助石油的财富而与 中央分庭抗礼 ，
中央政府将南

方 自治区分解为三个由 中央政府管辖的行政区 ，
收回 了 自治权 ，派北方军队驻扎南方 。

中央政府不断加强对少数族群地区的控制 ，引发南方少数族群精英的不满 。

１９８３ 年
，
北苏丹的喀土穆政权实施全国性的伊斯兰法 ， 改税制 为伊斯兰教的

“

天

课 （ Ｚａｋａｔ ）

”

。
？ 南方信仰基督教的黑人族群迅速做出反应 ，

南苏丹精英进行广泛的族

群政治动员 ，
族群边界进一步显著 。 １９８３ 年 ５ 月 ，

以约翰 ？ 加朗 （ ＪｏｈｎＧａｒａｎｇ ）为首的

部分南方官兵发动兵变 ，成立南苏丹的
“

苏丹人民解放运动
”

和
“

苏丹人民解放军 （ Ｓｕ
？

ｄａｎＰｅｏｐｌｅ

’

ｓ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Ａｒｍｙ ）

”

， 开始反政府武装活动 ，南北苏丹第二次内

战爆发 。 在内战的早期 ，南苏丹军队主要采取了传统的游击战术 ，发动小规模的袭击 ，

并从中央政府的军队那里缴获武器 。 １ ９８６ 年苏丹人民解放军发展到 １２５００人 ，
１ ９８９

年增至 ２ 万一３ 万人的规模 。 随着南苏丹军队实力 的增强 ，
双方很快爆发全面战争 。

１９９ １年 ，苏丹人民解放军已拥有 ５万一６万兵力 ，在加朗的带领下 ， 中央政府军队被驱

逐出南苏丹 。 但是 ，此时南苏丹内部出现分裂 ，丁卡族的加朗与努尔族的里克 ？ 马沙尔

（ ＲｉｅｋＭａｃｈａｒ
）展开内战 。 １９９４年

，北苏丹利用努尔族的马恰需要武器援助 ，与其签署《和

平协定》 ，
努尔族军队加人政府军。 北苏丹控制了西尼罗河油田 ，并与多国合建输油管道 。

１９９ ８ 年
，
苏丹的石油产量大幅提升 。

１ ９９８
—

２０００ 年的产量依次为每天 １ ． ２ 万桶 、

６ ．３ 万桶 、 １
７

． ４ 万桶 。 这使得南北对峙背后的经济利益进
一

步加大 。 在石油 的刺激

下 ，

１９９９ 年
，
苏丹的军费几乎翻番 ，达到 １２ 亿美元。 中央政府为了垄断石油收益 ，

通

过屠杀部族居民 、焚烧村庄等手段
“

清理
”

油 田周边区域 。 石油的收人使得中央政府

①
“

天课
”

又称
“

济贫税
”

，

是伊斯兰教五大宗教信条之一。 伊斯兰教法规定 ，
凡有合法收人的穆斯林家庭 ，

须抽取家庭年度纯收入的 ２． ５％用于赈济穷人或需要救助的人 。

？

９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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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军费进一步上涨至 １５ ．８５ 亿美元 。 作为报复 ，南苏丹则将石油管道作为重要的军事

打击 目标 ，不断发动对油 田和管道的攻击 。 南北苏丹均积极扩军备战 ，双方的军事行

动进
一步升级 。 ２００１ 年

，
由于南苏丹军队的破坏行动

，

中 央政府的收人锐减 ， 军费也

降至 １０ 亿美元以下 。

２００２ 年 ，政府军南方产油中心克尼尔
一

迪据点被苏丹人民解放军攻陷 。 同年
，
中

央政府与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在肯尼亚的马查科斯签署协议 ，达成原则性框架 ，包括承

认南苏丹的民族 自决权 ，为和平协议奠定了基础 ，南北关系有所缓和 。 由于中 央政府

财政收入锐减 ，
２００３ 年的苏丹军费大大下降 。 ２００４

—

２００６ 年 ， 中 央政府再度重整旗

鼓 ，军费开支前所未有 ，高达年均 ２２ 亿美元 ，
以夺回南方油 田 的控制权 ，无奈战果不

佳 。 苏丹人民解放军也在战争中进
一

步壮大 ，鼎盛时期军队人数多达 １８ 万人。

２００５ 年 ，南北双方签署《全面和平协定 》 ， 中央政府同意南方就独立举行公投 ，结

束长达 ２２ 年的内战 。 内战期 间
，
南北苏丹

一

共有 ２００ 万人丧生 。 在随后 ６ 年的过渡

期中
，
南苏丹可以与北苏丹平分苏丹南部的石油和其他收入 ，中央政府也进行了重组 。

在新政府中 ，来 自原苏丹政府的人员 占 ５２％
，
苏丹人民解放运动人员 占 ２８％

， 国内其

他政治派别 占 ２０％
；
南苏丹领导人加 朗担任副总统 。

２００７ 年
，
因 阿 卜 耶伊地区的归

属 、重新部署双方军队等问题迟迟未得到解决 ，南苏丹 （ 苏丹人民解放运动 ） 宣布停止

参与中央政府的工作 ，
北南和平进程遭遇危机 。 双方通过协商最终就南部油田非军事

化以及双方军队重新部署等问题达成一致 。 ２０ １ １ 年
，
南苏丹就独立与否举行公民投

票 ，公投结果显示 ９８ ．
８３％的选民选择与北方分离 ，

南苏丹正式宣告独立 。

南北苏丹内战期 间 ，原油探明储量在不断增长 。
１９８ １ 年

，
苏丹第一次探明 的原油

储量为 ２亿桶 ，

２００３年以前不到 １０ 亿桶 ，
２０ １０ 年则跃升至 ６７亿桶 。 ２０ １ ０ 年苏丹的原

油产量高达 ４６． ５ 万桶／天 。 这就为南苏丹的独立运动提供了持续的激励 。 苏丹历年

的军费开支也说明了这一点 ，石油产量上升 ，军费开支随之上升
，
双方的军事冲突规模

也随之升级 （详见图 ２
） 。

（
二

）
尼 日利亚尼 日尔河三角洲解放运动？

尼 日利亚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最大的产油国 ， 曾为英国殖民地 ，现在是由 ３６ 个州组

① 综合了以下文献的资料 ：
Ａｄｅｒｏ

ｊ
ｕＯ

ｙ
ｅ ｆｕｓｉ

，

“

Ｏｉ
ｌ
－Ｄｅ

ｐ
ｅｎｄｅｎ ｃｅ ａｎｄＣ ｉｖｉ

ｌＣｏｎｆｌ ｉｃｔｉｎＮｉ

ｇ
ｅｒｉａ

，

”

ｈｔｔ
ｐ

： ／／ｗｗｗ ．

ｅ 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 ， ｏｘ ．
ａｃ ．

ｕｋ／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

ｔｈｅ
－

Ｓｔｕｄｙ
－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 ｉｅｓ
－

Ｓｅｒｉｅｓ／ｏｉ
ｌ
－ｄｅ

ｐ
ｅｎｄ ｅｎｃｅ

－

ａｎｄ
－

ｃ ｉｖｉ
ｌ
－

ｃｏｎｆｌ ｉｃｔ
－

ｉｎ
－

ｎｉ
ｇ
ｅｒｉａ

，
登录

时 间 ：
２０１５

年 ８月１ ８日
；

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ｅ Ｉｋｅ ｌｅ
ｇ
ｂｅ

，

“

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
ｙ

ｏ ｆＣｏｎｆｌ ｉｃｔｉｎｔｈｅＯｉ
ｌＲｉ ｃｈＮｉ

ｇ
ｅ ｒＤｅｌ

ｔ ａＲ ｅ
ｇ

ｉｏｎｏｆＮｉ
－

ｇ
ｅｒｉａ

，

＂

Ｎｏｒｄ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
１ ４

，Ｎｏ ．２
，２００５ ，ｐｐ

．２０８
－

２３４
；Ｅｌ

ｉａｓＣ ｏｕｒｓｏｎ
，


＂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ｆｏｒｔ
ｈｅ

Ｅｍａｎ ｃｉ
ｐ
ａｔｉｏｎｏｆｔ

ｈｅＮｉ
ｇ
ｅ ｒＤｅ ｌ

ｔａ（
ＭＥＮＤ

） ：Ｐｏｌ ｉｔｉｃａｌＭａｒ
ｇ
ｉｎａｌ ｉｚａｔｉｏｎ

，
Ｒｅ

ｐ
ｒｅ ｓｓ ｉｏｎａｎｄＰｅｔｒｏ

－ Ｉｎｓｕｒｇ
ｅｎｃ

ｙ
ｉｎｔ

ｈｅＮｉ
ｇ
ｅｒ

Ｄｅ ｌ
ｔａ ／

１

ＴｈｅＮｏｒｄ ｉｃＡｆｉ
－

ｉｃａ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ｉｎＵ
ｐｐ

ｓａｌ ａ
，２００９ ，

ｈ ｔｔ
ｐ ：

／／ｗｗｗ ．ｄ
ｉｖａ

－

ｐ
ｏｒｔａＩ ． ｏ

ｉ＾／ｓｍａｓｈ／
ｇ
ｅ

ｔ
／ｄ ｉｖ ａ２ ：

２８０４７０／ＦＵＬＬ－

ＴＥＸＴ０ １ ．

ｐ
ｄｆ

，
登录时间 ：

２０１ ５ 年 ８ 月 ２６ 日 。

？

９ 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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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 ３０００００
ｒ

万

｜ ２５〇〇〇〇
－

 Ｋ

２０００００
－ Ｉ

Ｖ

１ ５００００
－Ａ

１０００００
－／ｖ ｓ

ｊ

５００００
－／／

（￥＃ ）

图 ２ 苏丹军费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 ： ＴｈｅＳＩＰＲＩＭｉ ｌｉ
ｔａｒｙＥｘｐｅｎｄ ｉｔｕｒｅ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

ｈｔｔｐ ：
／／ｍｉｌｅｘｄａｔａ ． ｓｉ

ｐ
ｒｉ

．ｏｒ
ｇ
／

，
登录时

间 ： ２０ １５ 年 ８ 月 １ ８ 日 。

成的联邦 国家 ，官方语言为英语。 尼 日利亚北部的苏丹王和酋长系统与南部分散的政

治社会组织大相径庭 。 英国殖民政府的 间接统治政策维持了这些差异 。 尼 日利亚有

２５０ 多个民族 ，其中最大的是北部的豪萨
一富拉尼族 （ 占全国人 口２９％ ） 、西部的约鲁

巴族 （ 占 ２ １％ ）和东部的伊博族 （ 占 １ ８％
） 。 尼 日利亚人民主要信奉基督教及伊斯兰

教
，基督教占总人 口 的 ４４

．
２ １％

，伊斯兰教为 ５２．６ １％
，传统宗教约 ３％

。 然而 ，施行伊

斯兰教法的北方 １２ 个州 ，
相较于南方来说 ，普遍处于劣势 。 １９６０ 年 ，

尼 日 利亚从英 国

治下获得独立 ，北方的穆斯林和南方的基督教徒为取得国家控制权而不断斗争 。

尼 日 利亚早在 １９５６ 年就发现油 田 ，到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开始大规模生产 。 尼 日 利

亚已探明的石油储量为 ３５ ８亿桶 ，位居全球第 １０ 位 。

尼 日 利亚的石油几乎全部蕴藏在尼 日 尔河三角 洲 的地下和海底 ，
总储量占全国

９５％以上 。 尼 日 尔河三角洲位于尼 日 利亚南部 ， 由尼 日 尔河冲积形成 ，面积 ７ 万平方

公里 ，是非洲最大的湿地 。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发现丰富的石油 、天然气后 ，
迅速成为重要

的石油产区 。 更重要的是 ，
这里的石油属于

“

甜蜜原油
”

，含硫量低 ，能够轻易炼制出

高标号油品 ，深受世界各地炼油商的青睐。 石油主产地尼 日 尔河三角洲在 国家中的经

济地位与 日倶增 ，
所占国民经济比重从 １９５９ 年的 ０ ？

１％飆升至 １ ９６７ 年的 ８７％ 。 尼 日

利亚外汇收人的 ９５％ 、 联邦政府财政收人的 ８０％均来 自 三角洲地区的石油开采 。

１９９０
—

１９９９ 年 ，尼 日利亚新发现了
５ 个大型油 田

，
也全部位于尼 日 尔河三角洲地区 ，

其中邦加 （
Ｂｏｎｇａ ）油 田 的最终可采储量超过了１０ 亿桶 。

？

９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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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７ 年 ，南方基督教徒伊博族聚居的
“

东部地区 （ ＥａｓｔｅｒｎＲｅｇｉｏｎ ）

”

发现油 田
，石

油带来的 巨大经济冲击强化了少数族群的分离主义倾向 。 １９６７ 年 ５ 月 ， 以伊博族为

主的力量宣布
“

东部地区
”

独立 ，成立
“

比亚夫拉共和国 （ Ｒｅｐｕｂｌ ｉｃｏｆＢｉａｆｒａ ）

”

， 由此开

始为期 ３ １ 个月的内战 。 １９７０ 年 ， 中央政府提出
“

３ Ｒ （
ｒｅｃｏｎ ｓｔｒｕｃ ｔｉｏｎ

，
ｒｅｈａｂｉ ｌｉ ｔａｔｉｏｎ

， ｒｅ？

ｃｏｎｃ ｉｌｉａｔｉｏｎ
）

”

口号 ， 即
“

重建 、恢复 、和解
”

，冲突暂时平息 。 三年的 内战导致了７ ．５万

人死亡 。

１ ９７０ 年
，
尼 日利亚政府成立了管理全国石油资源的石油资源局和 国家石油公司 ，

与跨国石油公司合作开发尼 日尔河三角洲 的石油资源 ，主要由 国家石油公司控股 ，外

国公司作业 ，大量技术移民涌人三角洲地区 ，

“

内部殖民化
”

的进程进一步升级 。

自 １９５６ 年以来 ，尼 日利亚累积开采了１０００亿桶原油 ，获利超过 ６０００ 亿美元 。 然

而 ，石油主产地尼 日 尔 河三角洲却是尼 日 利亚最不发达的地区之
一

， 贫 困率高达

７４ ．
８％

，
７３％的人缺少安全饮用水 ，

７０％的家庭电力不足 ，大多数社区教育设施奇缺 ，

小学的入学率低于 ４０％
。 由于贫困 ， 最基本的医疗仅能覆盖这里 ２％的人 口

， 当地居

民平均寿命只有 ４６ ．８ 岁 ，
５ 岁 以下儿童死亡率高达 ２０％

。
１ ９７０
—２０００ 年

，
尼 日 尔河三

角洲一共发生了超过 ７０００ 起原油渗漏事故 。 仅 ２００８ 年上半年 ，漏油事故就多达 ４１８

起 。 这不仅破坏了当地脆弱的生态系统 ，而且严重威胁到 当地人民的健康 。 同时 ，尼

日利亚的
“

内部殖民化
”

进
一

步加剧 。 由于缺乏技术和教育 ， 当地居 民无法成为石油

公司的雇员 ，却不得不承受石油开采的负面后果 ，
不少人失去土地和家园 ，深受环境污

染 、政治压迫之苦 。
？ 受移民 、环境恶化等因 素影响 ，

三角 洲地区的经济状况每况愈

下 。 少数族群的被剥夺感越来越强烈 ，
在地方精英的动员下 ，族群之间 的边界趋于显

著化 ，开始出现针对中央政府和油田 的游击队行动 。
１９９ ８

—２００３ 年 ，每年有 ４００ 起针

对石油设施的破坏活动 ；

１ ９９９
一

２００８ 年 ， 国家因各种冲突而导致的石油收入损失达

１ ６８ 亿美元 。 这不仅造成尼 日 利亚国家财政几十亿美元的流失 ， 同时还迫使近 １／３ 的

石油生产企业关闭停产 ，直接威胁到尼 日利亚这个经济结构过分单
一

国家的经济命脉 。

从 ２００５ 年年底开始 ， 以
“

尼 日 尔河三角洲解放运动 （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ｆｏｒｔｈｅＥｍａｎｃｉｐａ
？

ｔｉｏｎｏｆｔｈ ｅＮｉｇｅｒＤｅｌｔａ
，简称

ＭＥＮＤ
）

”

为首的反政府武装开始对尼南部产油区的石油

及天然气管道等设施进行袭击破坏 ， 冲突升级。 ＭＥＮＤ 通常破坏输油管道 、与政府军

开展游击战 ，绑架外 国石油公司工人 ， 目 的是破坏外国在尼 日尔三角洲的石油利益 ，
与

政府进行谈判 ， 以获得石油开采权 ，分享石油工业的巨大经济收益 。

？Ｒｏｔｉｍ ｉＴ ．Ｓｕｂｅｒｕ
，
Ｅｔｈｎｉｃ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ａｎｄ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ｉｎＮｉｇｅｒｉａ
ｔ
Ｉｂａｄａｎ

：Ｓ
ｐ
ｅｃｔｒｕｍＢｏｏｋｓＬ ｉｍｉ ｔｅｄ

，１９９６
；

Ａｕ
ｇ
ｕｓｔｉｎｅＩｋｅｌ ｅ＾ｔ

ｅ
，
ｅｄ ．

，
Ｏｉ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ｉｎＮｉｇｅｒｉａ

＾Ｂｅｒｌ ｉｎ
：ＬＩＴＶｅｒｌａ

ｇ ，２０ １ ３ ．

？

９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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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 国际原油价格首次增长到 １００ 美元一桶 ，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的斗

争更加白热化 ，
双方都积极扩军备战 。 反政府武装对石油管道和设施的军事打击使得

尼 日 利亚石油产量减半 。 这一年
，
尼 日利亚的军费暴增至 １６ 亿美元 ，较前一年增长了

４０％ 。 三年后更是飆升至 ２２ 亿美元 （详见图 ３ ） 。

； ２５００００
「

０ ２０００００
－Ｘ

１ ５００００
－八！

１ ０００００
－ａ ／

５００００
＾ Ｚ

０

獻 為物Ｗ身ＷＷＷ鄭Ｗ
、

（年份 ）

图 ３ 尼 日利亚军费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 ： ＴｈｅＳＩＰＲＩＭｉ ｌｉ ｔ
ａｒ
ｙＥ

ｘｐｅｎｄｉ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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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录时

间 ：
２０ １５ 年 ８ 月 １ ８ 日 。

２００９ 年
，奥马鲁 ．

穆萨
？ 亚拉杜瓦 （ ＵｍａｒｕＭｕｓａＹａｒ

’

Ａｄｕａ
） 政府决定对尼南部产

油区武装分子采取两手策略 ：

一方面 ，派政府军对武装分子盘踞的地区进行围剿 ；另
一

方面 ，发布
“

政府特赦令
”

，
对愿意放下武器 、归降政府的人员予 以特赦 。 ＭＥＮＤ 领导

人亨利 ？ 奥卡 （
ＨｅｎｒｙＯｋａｈ ） 在接受了特赦之后 ，被政府释放 。 同年 ，

尼 日 利亚中央政

府决定 ，尼 日尔河三角洲产油 区的各个社区将在下
一

个财政年度中获得国家石油收入

１０％的资金 ， 即 ３ ． ７６８ 亿美元 ，现金收益将通过信托式机制发放给社区居民 。 双方的

冲突有所缓和 。

（
三 ）伊拉克库尔德分离运动①

截至 ２００９年 ４ 月 ，伊拉克人 口约 ３ １００ 万 ，大约 ７５％的伊拉克居民为阿拉伯人 ，居

住在北部山 区和东北部的库尔德人是另一个主要民族 ， 占总人 口 的 １５％—２０％ 。 阿拉

伯语是国家的官方语言 ，库尔德语则在北方广泛使用 。 在伊拉克 ，信仰伊斯兰教的阿

①Ｍａｈｉ ｒＡ．Ａｚｉｚ
，
ＴｈｅＫｕｒｄｓｏｆ

Ｉｒａ
ｑ ：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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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
ｉ Ｋｕｒｄｉｓ

ｔ
ａｎ

，
Ｌ ｏｎｄｏｎ ：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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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伯人大部分都属于什叶派 ；
大多数库尔德人是逊尼派穆斯林 ，

他们的语言 、服装 、 习

俗都与阿拉伯人不同 。

伊拉克的库尔德人聚居在伊北部地区 ，
包括杜胡克 、苏莱曼尼亚和埃尔 比勒省 以

及基尔库克 、摩苏尔和迪亚拉省地区 ，面积约 ８ 万平方公里 ，人口约 ４００ 万 。 库尔德人

有着强烈的民族独立愿望 。 早在 ２０世纪 ２０
—

３０ 年代 ，库尔德人就长期进行反对英帝

国主义和费萨尔王朝统治的武装斗争 ， 当时主要以游击战为主 。

截至 ２ ０１ ０ 年年底 ，伊拉克原油探明可采储量 １ １５０ 亿桶 ， 占世界的 ９ ．３％
， 排名 中

东地区第 ３ 位 ，世界第 ５ 位 ；
天然气探明可采储量 ３ ． １７ 万亿立方米 ， 占世界的 １ ． ７％

，

排名 中东地区第 ５ 位 ，世界第 １ １ 位 。

１９３０ 年前后 ，库尔德地区发现储量惊人的大油 田 。 目前 ，库尔德地区的石油产量

占伊拉克一半以上 ，石油储量估计在 ４００亿至 ４５０ 亿桶 ，仅西库尔纳 ２ 号油 田实际储

量就高达 ２４０ 亿桶 。 此外 ，该地区农牧产品丰富 ，有
“

谷仓
”

之称 。 库尔德人主要以农

牧业为生 ，随着石油工业的兴起 ， 已有部分库尔德人成为石油工人 。

１９４６年 ，穆斯塔法 ？ 巴尔扎尼 （ ＭｕｓｔａｆａＢａｒｚａｎｉ ） 成立伊拉克库尔德民主党 （
Ｔｈｅ

Ｋｕｒｄｉｓｔａｎ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Ｐａｒｔｙ ）
，

该党成为领导伊库尔德人斗争的主要力量 〇１ ９５８ 年
，伊

拉克共和国成立后 ，
流亡海外的巴尔扎尼应伊拉克领导人阿 卜杜勒 ＿卡里姆 ？ 卡塞姆

（
Ａｂｄａｌ－ＫａｒｉｍＱａｓ ｉｍ

）之邀回国 。 库尔德人同伊拉克政府进行过多次谈判 ，库尔德人

区域 自治的要求未能得到满足 。 在 １９５ ８ 年 以后的 １ ０ 年里 ，
库尔德人在伊拉克的高层

行政管理人员中只 占 ２％
，在低级管理人员中 占 １ ３％

；而在君主制时期 ，库尔德人在政

府高层和基层分别 占 １５％和 ２５％ 。 伊拉克
“

内部殖民化
”

的局面逐步形成 。

１ ９６ １ 年 ， 巴尔扎尼挫败了内部的亲政府势力 ，
将所有的伊拉克官员逐出库尔德境

内 ，并向 中央政府提出 自治诉求 ， 遭到卡塞姆拒绝 。
１９６ １ 年 ９ 月 ，

第一次伊拉克
一库

尔德内 战爆发 。 中 央政府出动 ４．８ 万军队 ，与 ６０００ 名叙利亚援兵一道对库尔德地区

发动进攻 ，并进行空袭 ，但在军事上并未取得优势 。 之后伊拉克政府经历了政变和领

导人的意外死亡 ， 内部出现分裂 ，外部则与伊朗剑拔弩张 。

１９７０ 年 ，在苏联的干预下 ，伊拉克政府与库尔德民主党签订和平协定 ，库尔德语

作为库尔德人聚居区的正式语言 （ 同 时也是伊拉克的第二官方语言 ） ，发展库尔德人

的教育文化 ；库尔德人参加政府 ，担任包括
一

名副总统在内的重要职务 ；
库尔德人聚居

区成立 自治政府 。 协定规定 ４ 年内给予库尔德人 自治 ，但库尔德人认为伊政府在 ４ 年

中只给了他们有限的 自治 。 １９７０
－

１ ９７４ 年
， 自 治区获得的中央发展援助只有全国平

均水平的 ７％— １２％
， 中央政府 １５０个发展项 目 ， 自治区只获得了４个。 这一时期 ，伊

？

９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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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克
“

内部殖民化
”

进一步深化 ，库尔德与中央政府控制区的经济差距持续扩大 ，库尔

德人的被剥夺感增强 ，
以族群认同为基础的库尔德民主党以此强化库尔德与伊拉克的

族群边界 。 更为关键的是 ，库尔德 自治区的疆域并没有确定 ，其中 的
一个重要分歧就

在于基尔库克油 田的归属问题 。 基尔库克油 田是世界第六大油 田 、伊拉克第二大油

田
，探明储量 ２４

． ４ 亿吨 ，位于库尔德 自治区边缘地带 ，周边地区库尔德人占
一

半左右 ，

土库曼人和阿拉伯人各占 １／４ 。 根据协议 ，
７ 年后根据人 口 统计来决定基尔库克油 田

的归属 。

１ ９７４ 年第二次伊拉克
一

库尔德 内战爆发 ，库尔德民主党领导下的库尔德斯坦 自

由战士 （
Ｐｅ ｓｈｍｅｒｇａ ）有 ５ 万兵力 ， 而伊拉克政府派 出 了９ 万军队镇压 ，包括 ２００ 架飞

机 、 １２００ 辆坦克和装 甲车 ， 由于力量悬殊库尔德人军事失利 ， 巴尔扎尼及其支持者 ２０

万人逃亡伊朗 。 战争期间 ，冲突双方各有 ２ 万人阵亡 。 战后伊拉克政府开始在库尔德

地区推行阿拉伯化 内部殖民化
”

达到
一

个新的阶段 。 １９７５ 年 ，另
一

个反政府组织库

尔德斯坦爱国联盟 （ ＴｈｅＰａ ｔｒｉｏｔｉｃＵｎｉｏｎｏｆＫｕｒｄｉｓ ｔａｎ
）成立 。 该组织主张通过武装斗

争和 国际援助来实现库尔德 自治 ，其游击队在伊拉克北部与政府军进行对抗 。 为了避

免基尔库克油 田落人库尔德人之手 ，
萨达姆在基尔库克更改行政区划 ，鼓励南部阿拉

伯人向基尔库克移民 ，
大规模驱赶库尔德人和土库曼人 ，甚至强迫一部分库尔德人将

民族归属改为
“

阿拉伯人
”

 ，

６０ 万库尔德人失去家园 。 １９７７ 年之后 ，在伊朗 、美国和以

色列的支持下 ，库尔德人采用游击战术与政府军周旋 。 １９７ ８
—

１９７９ 年 ，有大约 ６００ 个

库尔德村庄被焚毁 ，
至少 ２０ 万库尔德人被迫迁徙至别处 。 在中央政府的高压打击下 ，

库尔德人的经济状况跌人谷底 ，族群身份的边界愈加显著 ，库尔德人与伊拉克政府之

间的怨恨继续升级 。

１９ ８０ 年至 １ ９８８ 年的两伊战争和 １ ９９ １ 年的海湾战争期间 ，伊拉克境内 的库尔德

人曾趁机举事试图脱离伊拉克 ，但相继遭到政府军的严厉弹压 。 １９８７
—

１９８８ 年 ，伊拉

克对库尔德人的镇压达到顶峰 。
１９８８ 年 ３ 月 １６ 日

，萨达姆 ． 侯赛因使用生化武器攻

击库尔德人的村庄 ，造成 ５０００ 人死亡 ，
３ 万人受伤 ，并令成千上万的人流离失所 。 在

伊拉克政府与库尔德人长达 ２４ 年的 内战中 ，总计有 ４０００ 个村庄被摧毁
，
２５ 万库尔德

人被杀害 ，
库尔德武装也 由巅峰时期的 ５ 万人减至 ３５００人 。

①

１ ９９ １ 年 ，美 、英等 国以保护库尔德人为 由 ，在伊领土北纬 ３６ 度以北划 出 了一个

面积为 ４
．
４ 万平方公里左右的

“

安全区
”

，禁止伊拉克飞机或军队进人 。 伊拉克政

府因此失去了对北部库尔德人地区的控制 。 １ ９９２ 年 ，库尔德民主党和库尔德斯坦

①ｈｔｔ
ｐ ：

／／ｗｗｗ ．

＾
ｌｏｂａｌｓｅｃｕｒｉ

ｔｙ ． ｏ ｉ＾／ｍｉｌｉ
ｔ
ａｒ
ｙ／
ｗｏｉｉｄ／ ｐ

ａｒａ／ｋｄｐ．ｈ
ｔ
ｍ

，
登录时间 ：

２０１ ５
年

８ 月１ ８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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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 国联盟两大军事武装组织举行历史上首次选举 ，
６ 月 成立议会 ，

７ 月 组成政府 ，但

未得到 中央政府的承认 。 也就是说 ，
从 １９９ １ 年到 ２００３ 年 ，库尔德人取得了事实上

的 自治 。 库尔德斯坦 自 由 战士也不断发展壮大 ，兵力估计少则 ８ 万 ，多则 ２５ 万 。 同

期伊拉克军队为 ４２ 万人 ， 双方力量差距大大缩小 。 ２００３ 年萨达姆倒 台之后 ，
库尔

德人在伊拉克北部建立了 实质性的 自治政权 。
２００５ 年 ，库尔德 自治得到 了伊拉克

官方的承认 。

根据伊拉克 ２００５ 年宪法 ，应于 ２００７ 年就基尔库克的归属进行公投 。 根据 １９９７

年的人口普查 ，基尔库克的阿拉伯人 口高达 ７２％
，库尔德人则降至 ２ １％ 。 基尔库克也

一直掌握在萨达姆手中 ，油 田的丰厚收人有力支持了他的对内统治和对外战争 。 在萨

达姆时代 ，阿拉伯人是基尔库克的主导族群 。 萨达姆倒台后 ，
之前被赶走的库尔德人

又回来了
，
并使用武器强行驱赶阿拉伯家庭 。 石油的巨大收益再次让族群关系趋于紧

张 。 伊拉克新政府担心再度发生种族屠杀悲剧 ，给予每户人家 １ ． ５ 万美元搬迁补贴和

土地安置 ，劝说阿拉伯人回迁到南部地区 。 数年之间 ，基尔库克再度成为库尔德人为

主的城市 。 只是在行政区划上 ，仍属于中央政府管辖 。

２０ １３ 年中央政府和库尔德政府的对话有 了进展 ， 当年 ９ 月 达成协议 ： 中央政府支

付至 ９ 月末尚未支付的 、库尔德政府应得的石油货款 ；库尔德政府接受与中 央政府的

和解并正式开始 向土耳其出 口石油 （此前是非法出 口 ） 。

２０ １４ 年 ，
库尔德人趁政府军与极端组织伊拉克

“

伊斯兰国 （
ＩＳＩＳ

）

”

激战之机 ，控制

了基尔库克 ，
以半价对外出售石油 。

？库尔德人武装接管基尔库克之后 ，库尔德 自 治区

主席内奇尔万
？

巴尔扎尼 （ ＮｅｃｈｅｒｖａｎＢａｒｚａｎｉ
） 提出 ，要举行独立公投 ， 成立库尔德斯

坦国 。 这一转变说明 ： 由于基尔库克油 田原先并不属于库尔德人的核心领地 ，库尔德

人更多的是要求 自治而非独立 ；而当库尔德人取得基尔库克的实际控制权 （ 即将其纳

入核心领地 ）之后 ，他们开始要求独立了 。

在上述三个正面案例中 ，苏丹的案例最完整地展现了因素
一

机制 ，其族群冲突的

烈度也最高 ， 内战的规模最大 ；其他两个案例可能缺少某
一

个因素 ，但基本符合理论逻

辑 。 萨达姆政权跨台后 ，伊拉克的库尔德地区获得事实上的高度 自治 ，
经济上反超其

他地区 ，
此后族群冲突逐步缓和。 在获得对基尔库克油 田的控制权之后 ，库尔德人再

次将独立建国提上议事 日 程 。 这也从反面印证了理论逻辑 。 在利益与认同之间 ，本文

优先考虑利益的重要性 ，族群的经济利益会影响族群精英的行为 ，进而通过政治动员

①ＴｉｍＡｒａｎ
ｇ
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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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族群认同和族群仇恨 。 正因为如此 ，
大型油 田 的发现才会成为族群冲突升级的

扳机 。



表 １ 伊拉克一库尔德历
Ｐ
战争伤亡情况与武装力量对比



＿

年代 Ｉ 

士兵阵亡人数
Ｉ

平民伤亡人数 伊拉克军队规模 库尔德军队规模

１９６ １
—

１９７０年第
一

次内 战１９０００７５０００
—

１ ０５０００４８０００１５０００—２００００

１ ９７４
—

１９７５年第二次内战２２００２００００９００００５００００

１９７９ 年 伊拉 克报 复毁 ，

３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

行动２０ 万人流亡

１ ９８６
—

１９８９
年安法尔行动不详５００００

—

１８２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００３５００

资料来源 ： ＩｂｒａｈｉｍＡｌ
－ＭａｒａｓｈｉａｎｄＳａｍｍｙ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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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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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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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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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ｔａｎｄｔｈｅＫｕ ｒｄｓ

，

＂

Ａｎ ｒｕｄｓｏｆ

ｔｈｅＡｍｅｒｉ
？

ｃａｎ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
Ｐｏｌ ｉｔ ｉｃａｌａｎｄＳｏｃ ｉａｌＳｃ

ｉｅｎｃｅ
，１９７７

，Ｖｏｌ ． ４３ ３
，Ｎｏ

． ｌ
，ｐｐ ． １ １ ８

－

１ ２０
；ＫｅｎｎｅｔｈＭ ．Ｐ ｏｌ

？

ｌａｃｋ
，
ＡｒａｂｓａｔＷａｒ

：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Ｅｆｆｅｃ 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１ ９４８

－

９１
，
ＬｉｎｃｏｌｎａｎｄＬｏｎｄ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Ｎｅｂｒａｓｋａ

Ｐｒｅｓ ｓ
，２００２ ；Ｍｉ

ｃｈａｅｌＧ ．Ｌｏｒｔｚ
，

＂

Ｗ
ｉ
ｌ ｌ

ｉ
ｎ
ｇｔ

ｏＦａｃｅＤｅａｔｈ ：ＡＨｉ ｓｔｏｒｙｏｆＫｕｒｄｉｓｈＭｉｌｉｔａｒ
ｙ
Ｆｏｒｃｅｓ

＇

ｔｈｅ

Ｐ ｅｓｈｍｅｒ
ｇ
ａ

＇

 ：Ｆｒｏｍ ｔｈｅＯｔｔｏｍａｎＥｍｐｉｒｅｔｏＰｒｅｓｅｎ ｔ
－Ｄａ

ｙＩｒａ
ｑ ，

＂

２００５
，
ｈｔｔｐ ：

／／ｄ ｉ

ｇ
ｉｎｏｌｅ

． ｌｉｂ ． ｆｓｕ ．ｅｄｕ／ｃ
ｇ

ｉ／

ｖ
ｉ
ｅｗｃｏｎ ｔｅｎｔ ． ｃ

ｇｉ ？ａｒｔｉ ｃｌｅ
＝

３２０３＆ｃｏｎｔｅｘｔ ＝ ｅｔｄ
，
登录时间 ：

２０１ ５ 年 ８月２６日 。

注 ： 由 于伊拉克与库尔德内战期间还与伊朗 、美国进行 了战争 ，所以其军费开支不能用来测量

族群冲突的烈度 ，我们采用内战的伤亡人数和武装力量对比来度量冲突的强度 。



表 ２ 三个正面案例的比较


因素南北苏丹尼 日利亚伊拉克库尔德

历史积怨


３Ｓ


强


＜

￥


经济冲击 （ 石油 ）



＆


＊


Ｍ


内部殖民化


＊


＆


是


中央集权化是 无 无

族群认同强 （ 种族 ＋宗教）强 （ 民族＋宗教 ） 强 （ 种族＋同一宗教的不同派别 ）

精英不满是是


＊


族群政治动员


＆


＆


＆


经济差距大大反超 （ 曾经大 ）

被剥夺感强


？


ｍ


冲突升级是 （最终独立 ）是＊ （

控制使得独立倾向加强 ）

资料来源 ：笔者 自制 。

？

１ ０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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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蓬是非洲西部沿海国家 ，
总人 口 约在 １５０ 万至 １７０ 万之间 。 加蓬是

一

个族群高

度分化
（
ｈｉｇｈｌｙｆｒａｃ 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ｅｄ ） 的社会 ：方族 （ Ｆａｎｇ ） 占 ２８ ．

６％
，普努族 （ Ｐｕｎｕ ） 占

１０．２％
，

内 比族 （他６ １＞ 丨
） 占 ８ ． ９％

， 法兰西族 （加１ １（ ；１１
） 占 ６ ． ７％

，
朋威族 （

］＾〇１＾６
） 占 ４． １％

。

（１）

同时
，
加蓬也不是一个民主国家 ， 自 Ｉ９６０ 年从法国独立以后 ，加蓬的政体得分 （ Ｐｏｌｉ ｔｙ

ＩＶｓｃｏｒｅｓ ）就一直在 ３ 分上下徘徊 。
② 自 １ ９６７ 年开始 ， 直至 ２００９ 年死亡

，
哈吉 ？ 奥马

尔
？

邦戈 （
ＯｍａｒＢｏｎｇｏＯｎｄｉｍｈａ ）

—直担任加蓬总统 ，而且每个任期都长达 ７ 年 。 最

近的三次总统选举都不具备最起码的公平竞争的特征 。 ２００９ 年 ，哈吉去世 ，他的儿子

阿里 ？

邦戈
？ 翁丁巴 （ Ａｌ ｉＢｏｎｇｏＯｎｄ ｉｍｈａ

）继任总统 。 新总统和他的亲密盟友们都极

其贪腐 。

③

１９２９ 年 ，加蓬发现石油 ，但直到 １９５７ 年才开始进行开采 。 在 １９７３ 年以前
，
加蓬

的经济是非常多元化的 。
１ ９７３ 年之后

，
石油开始成为该国经济的主导性产业 。 从

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 １０ 年间 ，平均而言 ，
５０％的 国内生产总值 （ ＧＤＰ ） 、 ８０％的政府财政收人和

８０％的出 口都来 自石油产业 。
④

从上述情形来看 ，加蓬的族群冲突应该很严重才对 。 然而 ，加蓬的各个族群却和

睦相处 。 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 ，加蓬是最繁荣 、最稳定的国家之
一

。 若按购

买力平价 （
ＰＰＰ ）计算

，

２０ １２ 年加蓬的人均 ＧＤＰ 为 ２０６ １２ 美元 ，
若按本国货币计算为

１３０３２ 美元 。 如果仅仅看石油收人与族群冲突 的关系 ， 加蓬是
一

个无法解释的案例 ，

因为它高度依赖石油 ， 同时族群的多元化 、碎片化程度很高 。 然而 ，在本文的理论框架

下 ，这个案例并不难解释 。

尽管加蓬是
一

个石油资源丰富的多民族国家 ，
但 由于以下三个因素的

“

庇佑
”

，得

以从族群冲突中幸免 ：首先 ，加蓬大部分族群都相对均匀地分布在全国各地 ，
跨族群婚

姻较为常见
，
没有

一

个主要族群可 以声称
一

个地区是其核心领地 （
ｃｏｒｅｈｏｍｅｔｅｒｒｉｔｏ？

ｒｙ ）。其次 ， 
Ｂ
卩便是加蓬最大的族群方族

，
也仅占全国总人 口 的

２６％
—

２８ ＿６％

，

并不构

成多数 ，
这可能使得他们难以寻求对国家的主导权 。 最后 ，加蓬的主要政治领导人都

拒绝以族群分界线来进行政治动员 。 因此 ， 尽管加蓬有一些要求民主化的 内部斗争 ，

但这些斗争从来都不是以族群为单位进行的 。 前任总统哈吉和现任总统阿里都没有

①Ｄａｖｉ ｄＥ ．ＧａｒｄｉｎｅｒａｎｄＤｏｕｇ ｌａｓＡ ．Ｙａ
ｔ
ｅｓ

，
Ｈｉｓ

ｔ
ｏｒｉｃａｌＤ 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ｏｆＧａｂ ｏｎ ，Ｌａｎｈａｍ ：Ｓｃ ａｒｅｃｒｏｗＰｒｅｓｓ

，

２００６
， ｐｐ

． ８０
－

８４ ．

②ｈ
ｔ中 ：

／／ｗｗｗ ． ｓ
ｙｓｔｅｍｉ

ｃ
ｐ
ｅａｃｅ ． ｏｒ

ｇ
／
ｐ
ｏｉｉ ｔｙ／ｇａｂ

２ ，ｈ
ｔ
ｍ

，
登录时间 ：

２０ １５年 
８
月２６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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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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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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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
ｅ 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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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６４．

④ＣｈｅｉｋｈＧｕｅ
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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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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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ｓＥｘ
ｐ
ｅｒｉｅｎｃｅｏ ｆＭａｎ ａ

ｇ
ｉｎ
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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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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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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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ｏｎｅ ｔａｒ
ｙ

Ｆｕｎｄ
，
２０ １２

，ｐｐ． １９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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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油的族群地理分布与族群冲突升级

尝试过打族群牌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他们来 自
一

个少数族群 。

加蓬的案例不仅没有挑战反而进一步强化了本文的理论 ：如果没有油 田 区位因

素 ，石油资源并不会导致族群冲突的发生或升级 。

四 结论

假定一个国家业已存在族群仇恨 ，少数族群地区发现大型油 田会加剧冲突的烈

度
，

？这一石油的族群地理分布假说得到了上述案例的支持 。 南苏丹 、尼 日 尔河三角

洲 、库尔德地区在油田发现之前就存在族群冲突 ，油田的发现使族群冲突的烈度增加 。

同时 ，该假说通过上述案例研究还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推论 ．

？石油探明储量增长会延长

冲突的持续时间 。 在三个正面案例当 中 ， 均可 以发现 ，新的油 田被发现或石油探明储

量增长 ，都会刺激少数族群与多数族群的冲突升级 。 负面案例则表明 ， 如果没有油 田

区位因素 ，
丰富的石油资源并不会成为族群冲突的

“

诅咒
”

。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 ：通过案例 比较研究 ，揭示了石油资源与族群冲突的关联机

制 ，有效地说明了石油 的族群地理分布对于族群冲突强度的影响 。 与以往的研究不

同 ，本文没有将族群冲突的动机 （个体理性 、族群认同与仇恨 ） 、能力 （ 资源 、动员 ） 和外

部环境 （地理、制度 ）孤立起来 ，而是用安全困境
“

因素
一

机制
”

的分析框架将上述因素

整合起来 ，展现一个真正动态的广义理论 。

本文还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首先 ，对于多族群的石油国家而言 ，虽然少数族群地

区发现大型油 田可能会激化族群冲突 ，但分享型的制度安排 （包括地方 自治和资源共

享 ）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少数族群的仇恨 。 譬如 ，库尔德的 自 治就有效地缓和了族

群冲突 。 从苏丹 、尼 日利亚等国 的悲剧 中可以发现 ，族群冲突既存在资源竞争等利益

诱因 ，又包含族群认同和仇恨等情感因 素。 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外资企业 ，在少数族

群聚居区进行石油天然气开采的时候 ，都要顾及少数族群的情感 ， 同时使他们分享石

油资源带来的经济利益 。

其次
，
中 国的资源型企业在非洲 、拉美 、中东等地进行投资的时候 ，

必须尤其重视

利益分配对族群冲突的影响 ，在创造利润的 同 时造福当地社会并尽可能规避政治风

险 。 中国能源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时 ，
必须事先对油 田所在地的政治风险 （ 内战 ） 进

行评估
，
从而更好地维护中国的海外利益 。 本研究表明 ， 当一个油田成为潜在的投资

① 如果一个国家内 的两个族群之前没有冲突的历史以及族群仇恨 ，
少数族群地区发现了石油之后

，

一般不

容易出现暴力性的族群冲突 ，但是会非常容易出现更加激烈的讨价还价 。

？

 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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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时 ，必须谨慎考虑它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当地的族群关系 ；若油 田位于少数族群

聚居区
，
且该国族群关系紧张 ，也许应当放弃投资 ，不可心存侥幸 。 此外 ， 中 国能源企

业在海外投资不仅要与对象国政府建立良好关系 ，也应该深人了解主要政党 、 民间团

体 、少数族群特别是反政府武装的立场 。 以南苏丹的石油投资为例 ，仅仅与当时的喀

土穆中央政府达成协议还远远不够 ，
因为在苏丹这样

一个族群冲突频繁 、宗教关系复

杂 ，而且制度化程度又很低的 国家 ， 中资企业要顺利进行大规模的资源开发 ，
还必须与

各主要族群的精英进行沟通 ，取得当地居民的信任 。 在那些分离主义倾向较强的少数

族群地区 ，
无论是掠夺式的开发政策 ，还是输血式的援助政策 ，

都很难获得当地民众的

认可 。 只有深人扎根 ，
与当地社群形成互惠关系 ，

才能更好 、更长远地实现
“

走出去
”

的 目标 。

最后 ，
中 国的海外投资要兼顾经济利益与国家形象 。 中国在非洲和拉美的投资受

到全世界的广泛关注 ，这一方面是大国崛起的标志 ，另一方面也令中 国政府和中资企

业饱受争议 。
一些竞争对手趁机宣扬

“

中 国威胁论
”

和新殖民主义论 ， 给中 国形象带

来负面影响 ， 中国的海外投资也经常受到经济民族主义和内战的冲击 。

？ 面对这种局

面 ， 中国需要
“

两手抓
”

：

一

是通过高质量的投资保障能源安全 ，
促进经济发展 ；

二是通

过经济外交和企业社会责任 ，确立中 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 中资企业特别是国有

企业应该在追求投资回报的同时 ，
协助中 国政府为缓和投资对象国的社会冲突 、改善

其投资环境做出积极贡献 。

（ 截稿 ：
２〇 １ ５ 年 ７ 月 责任编辑 ：主父笑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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