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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过去 ４０ 年来ꎬ关于族群冲突的研究呈现爆发式增长ꎬ其首要的研究问题

是:在什么样的文化、社会、经济、政治和国际条件下ꎬ更容易出现族群冲突或和平? 本文

将 ２０１２ 年前的研究分为四个波次ꎬ据此批判性考察其理论和实证上的研究进展ꎮ 文章

认为ꎬ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证上而言ꎬ该领域已经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进展ꎮ 在理论层

面上ꎬ该领域早已超越了三大范式的辩论(原生论、工具论和建构主义)ꎬ形成了新共识ꎬ

即研究需要从三大范式和其他路径中抽取有效的元素来加以整合ꎮ 此外ꎬ新制度主义已

经(再次)崛起为该领域内一种主要的研究路径ꎮ 在实证层面上ꎬ在诸如地理信息系统

(ＧＩＳ)等日益精致的方法和技术以及更多、更好的可用数据集的联合推动下ꎬ学界对族群

冲突原因的探索不但产生了新的研究领域ꎬ而且收获了更为深入、更加丰富的知识ꎮ 随

后ꎬ本文着重介绍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新研究ꎬ它们整合了理论和实证ꎬ代表了未来优

秀研究的方向ꎻ同时指出了当前研究还存在精细化甚至有些碎片化的两种趋势ꎮ 最后ꎬ

文章在方法、数据和研究议题等方面指出了未来若干可能的研究领域和方向ꎮ

关键词:族群冲突　 族裔性　 实证性　 国际关系理论

引　 言

族群冲突已成为世界上不安全、破坏和平与人员伤亡的最致命因素之一ꎮ 根据丹

尼和沃尔特的研究ꎬ全球最近数十年间 ６４％的内战发生在不同的族群之间ꎮ① 更骇人

听闻的是ꎬ自越南战争以来ꎬ族群冲突导致了空前的人道主义灾难ꎬ如发生在前南斯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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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和前苏丹境内的强制迁徙和大屠杀ꎬ以及卢旺达胡图族对图西族的种族屠杀ꎮ 此

外ꎬ包含族裔因素的恐怖主义在袭击数量和造成的伤亡总数上都遥遥领先于其他种类

的恐怖主义ꎮ①

因此ꎬ社会科学家近几十年来ꎬ特别是在冷战结束之后ꎬ以从未有过的热情着手集

中研究族群冲突爆发的原因ꎮ 在这批丰富且持续增长的文献中ꎬ首要的研究问题是:

在哪些文化、社会、经济、政治和国际条件下更容易导致族群冲突或和平? 具体来说ꎬ

为什么一些族群选择抵抗或反叛母国的中央政权ꎬ而另一些族群选择服从? 民族主

义、国族建构和国家建构这些概念与族群冲突有什么关系? 国际层面的变化和族群冲

突之间存在何种联系? 自然资源会引起族群冲突吗? 为什么族群战争往往比非族群

内战和国家间战争持续更久? 为什么有些族群成功获得了自治甚至独立ꎬ而另一些却

失败了? 曾敌对过的族群能否在暴力冲突之后和平相处?

全部回顾浩如烟海的族群冲突文献不仅难以完成ꎬ而且得不偿失ꎬ因此我们对文

献回顾的范围附加两项限制:首先ꎬ我们仅仅考察与族群冲突 /战争的爆发相关的文

献ꎬ同时承认ꎬ更完整地理解族群冲突还需要考察冲突的持续和冲突后的和平ꎻ其次ꎬ

只考察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的文献ꎮ 因为在 ８０ 年代之后ꎬ学界才取得了广泛的理论和

实证进步ꎮ 即使有了这两项限制ꎬ由于篇幅所限ꎬ我们仍然不得不舍弃对其他优秀研

究成果的梳理ꎮ

此外ꎬ出于下述三个原因ꎬ本文忽略了著名的三大范式(原生论、工具论和建构主

义)对于族裔性、民族(国族)和民族主义的争论ꎮ 第一ꎬ最新的文献已经远远超越了

这种争论ꎮ 我们非常同意阿素托史瓦尔西尼的评价:“再也没有谁真的认为族群身

份是原生的了ꎬ也没有谁会认为它没有任何内在价值ꎬ而仅仅能被当做战略工具使用ꎮ

再也没有纯粹的原生论者或纯粹的工具论者了ꎬ由于经验证据的力量ꎬ他们再没有可

能东山再起ꎮ”②第二ꎬ结合三大范式中有用的元素是唯一正确的研究方向ꎬ这种看法

正逐渐成为共识ꎮ 在大多数情况下ꎬ当今绝大多数族群冲突研究者首先都是一个建构

主义者ꎬ其次则是一个工具论者ꎬ同时还会承认某些原生性元素仍然在影响族群冲突ꎮ

实际上ꎬ一些最新的理论整合式的研究已经尝试从三大范式中提取有用的元素并加以

超越ꎮ 第三ꎬ一篇简短的文献综述中难以讨论清楚上述问题ꎬ并已有若干研究对此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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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简要讨论ꎮ①

后文还将讨论若干关于内战的重要研究ꎬ尽管这些研究没有区分族群战争和非族

群战争ꎬ但它们对族群冲突 /战争研究同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ꎮ② 即便如此ꎬ我们依然

认为族群战争和非族群战争存在根本性区别ꎬ将这两种类型的冲突混杂在一起讨论并

不合理ꎮ
本文分析结构如下:第一部分简要回顾基本的概念ꎻ第二部分通过将既有文献分

为四个“波次”来回顾和评价族群冲突研究的演化历程ꎻ第三部分着重介绍若干令人

印象深刻的理论和经验整合式研究ꎬ这类研究代表了未来研究的方向ꎬ然后再指出当

前学界精细化研究的两种趋势ꎻ最后ꎬ本文强调应该重视既有研究中常被忽视和误解

的理论化问题ꎬ并在方法、数据和研究议题等方面为未来研究指出了若干可能的领域

和方向ꎮ

一　 关键概念

没有概念ꎬ也就没有科学讨论ꎮ 遗憾的是ꎬ很多族群政治领域的关键概念并没有

被广泛接受的定义ꎮ 处理这些棘手的概念问题超越了本文的范围ꎬ在此仅提供这些概

念的工作定义而不深究细节ꎮ
(一)族裔性(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和族群(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
尽管对“族裔性”概念尚未达成完全的共识ꎬ但当今大部分研究族群政治的学者

可能都会承认“族裔性”通常包含至少三个关键要素ꎮ 首先ꎬ族裔性意味着“基于一系

列如语言、文化、历史、地区和外貌等共有特征而产生的对共同起源的感知”ꎻ其次ꎬ同
族裔的成员常常会赋予这些与族裔性息息相关的共同特征更深的含义ꎻ再次ꎬ这种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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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体或群体意识可能会提供集体行动的基础ꎮ①

对于族群ꎬ笔者采用英格尔归纳的超越三大范式的极简主义式定义ꎬ即族群是

“一个更大社会的一部分ꎬ这部分的成员自认为或被其他人认为有着共同起源并共享

共同文化中的重要成分ꎬ而且ꎬ这些成员还会参加那种共同起源和文化在其中构成重

要组成部分的集体活动”ꎮ②

由于族群边界通常是模糊的ꎬ学界对于世界上到底有多少族群并没有一致意见ꎬ

估计数目从数百到数千不等ꎮ 能确定的是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是多民族的ꎬ只有小部分

国家几乎由单一族群构成(如日本、朝鲜和韩国)ꎬ或有一个占据主导地位的主要族群

(如法国和德国)ꎮ

(二)冲突、暴力和族群战争

唐纳德霍洛维茨将冲突定义为“一种为达成目标同时阻挡、伤害或消灭对手的

争斗”ꎮ③ 但是这个定义存在问题ꎬ因为它暗示冲突一定伴随暴力ꎮ 正如瓦尔西尼所

指出的ꎬ冲突在一切社会中几乎是永存的ꎬ但并非总是带来暴力ꎮ④ 本文同意瓦尔西

尼的观点ꎬ在讨论 ２０１２ 年前的文献时仅仅考虑暴力性族群冲突ꎮ

同样ꎬ笔者同意并使用詹姆斯费伦对族群冲突的定义:“暴力进攻可以在下述

条件下被理解为‘族裔性的’ꎬ即它被针对其他族群的敌意所驱动ꎬ或者受害者是通过

族裔标准选择的ꎬ或者攻击是在族群名义下进行的”ꎮ⑤

族群战争是更为剧烈的族群冲突形式ꎮ 只有双方都部署了军队或者民兵ꎬ暴力冲

突才可以被称为战争ꎮ⑥ 此外ꎬ根据常用的战争数据库(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ｓ ｏｆ Ｗａｒ)的定义ꎬ暴

力冲突必须导致超过 １０００ 人的战斗相关阵亡人数才可被视为战争ꎮ

最后ꎬ值得注意的是ꎬ尽管大多数的族群战争发生于一个族群和另一个控制着国

家的族群之间ꎬ部分族群战争也会发生在两个都无缘国家核心权力的族群之间ꎮ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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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ꎬ第二次苏丹内战期间ꎬ苏丹人民解放军的分裂和随之而来的努尔人(瑞克马查

尔领导下的苏丹人民解放军纳西尔派)和丁卡人(约翰加朗领导下的苏丹人民解放

军托利特派)之间的战争(１９９１－２００２ 年)ꎬ就是正在进行的南北苏丹族群战争中的另

一场独立的族群战争ꎮ

二　 理解族群冲突:四波研究

在简短的概念讨论后ꎬ本节转入对文献的考察ꎮ 根据关键文献和研究进展ꎬ笔者

将既有文献分为四个稍有重叠的波次ꎮ 使用“波次”的标签来整理和评价既有文献ꎬ

是因为族群冲突这个研究领域的学术发展存在明显的时代性ꎬ即受到一个时期的社会

科学整体发展态势的影响或是某些重要著述的影响ꎬ族群冲突领域在这一时期内的主

要研究成果在问题意识、理论构建和方法论上的相似性要大于其差异性ꎬ且总体上与

其他时期的学术研究特征存在显著的差别ꎮ①

(一)第一波(１９９０ 年以前):没有系统性证据的范式

理论上说ꎬ三大范式(也就是原生论、工具论和建构主义)间的大辩论支配了第一

波的研究ꎬ导致该时段中的很多文献过度抽象ꎮ 而且ꎬ这一时期中大多数重要的理论

家习惯于从他们最熟悉的某个特定地区选取少量案例ꎬ以此建立理论ꎬ在不与关注其

他地区的区域问题专家核实和讨论的情况下ꎬ就暗示他们的这些理论具有普适性ꎮ

然而ꎬ这一波族群研究更显著的特征或许是缺乏系统性的实证证据ꎮ 大多数实证

分析由单一案例或少量简单的案例构成ꎬ探寻驱动族群冲突的因素和机制的严谨的比

较研究几乎不存在ꎮ 最典型的是泰德格尔的«人为什么反叛»一书ꎬ发展了关于反

叛的“相对剥夺”(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ｄｅｐｒｉｖａｔｉｏｎ)理论ꎬ并提供了一长串假设ꎬ但几乎没有提供任

何实证证据给予支持ꎮ②

此后ꎬ唐纳德霍洛维茨的«冲突中的族群»问世了ꎮ③ 作为一部接近 ７００ 页的力

作ꎬ该书毫无疑问是族群冲突领域的基础性文献ꎮ④ 从理论上而言ꎬ霍洛维茨不但超

越了三大范式ꎬ还从亨利泰佛尔等人的群体社会心理学中吸收了营养ꎮ⑤ 其众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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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洞见预示了后来的许多关键性发展(如下文提到的新制度主义)ꎮ 在方法论上ꎬ该

书也以领先于时代的方式明确强调了比较研究的价值ꎮ① 在实证方面ꎬ该书收集整理

了三个(亚)大陆的一大批证据ꎮ 不论以何种标准衡量ꎬ霍洛维茨几乎可以被认为是

独自将族群冲突这一领域从“社会科学的一潭死水”中拉了出来ꎬ②为族群冲突研究日

后成为社会科学中一个独特和繁荣的领域打下了基础ꎮ

(二)第二波(１９９０－２０００ 年):中层理论和统计分析的兴起

苏联的解体和中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导致了一系列族群战争ꎮ 与此同时ꎬ卢

旺达种族大屠杀中的暴行震惊了全世界ꎮ 这些事件的发展历程清楚地显示ꎬ族群冲突

可能成为后冷战时代新的苦难之源ꎮ 在此背景下ꎬ族群冲突研究的第二波兴起并迅速

扩展ꎮ

第二波文献与第一波存在显著差异ꎮ③ 从理论上而言ꎬ这批研究果断地从范式间

的大辩论转移到了对中层理论的探索ꎮ 沿着这条路径ꎬ该领域的理论通过与更为广泛

的文献进行交流和对话而获得新的发展ꎮ 从经验上而言ꎬ(粗糙的)基于跨国数据的

定量研究开始兴起ꎬ同时ꎬ有关族群战争的新议题进入族群文献的视野ꎮ

就理论发展而言ꎬ这批文献引入了两种关键性的中层理论传统ꎬ为未来的研究打

开了新天地ꎬ并启发了后续的重要研究ꎮ

首先ꎬ巴里波森将安全困境理论引入族群冲突研究ꎮ 他注意到ꎬ当一国的中央

政权开始崩溃或中央政权不再中立ꎬ开始敌视、歧视或排斥一些少数族群时ꎬ国内就会

逐渐出现这种事实上的、与国际无政府体系非常相似的国内无政府体系ꎮ 波森强调ꎬ

在这种无政府状态下ꎬ恐惧以及进攻与防御行动之间的不可区分性可能会导致行动和

反制行动之间的恶性循环ꎬ导致不同族群走向冲突ꎮ④

第二种被引入的理论是理性选择理论ꎮ 在一篇被广为引用的文章中ꎬ费伦问了一

个看起来简单的问题:如果冲突总是代价高昂ꎬ为什么国家间仍然相互攻伐?⑤ 他接

着列举了解释战争爆发的三个理性主义逻辑:不完善的信息、承诺问题和议题的不可

０４１ 欧洲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Ｄｏｎａｌｄ Ｌ. Ｈｏｒｏｗｉｔｚꎬ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 ｉｎ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ꎬ ｐｐ.１３－４１.
Ｉｂｉｄ.ꎬ ｐ.１３.
在更早的一篇评论中ꎬ布鲁贝克和莱廷认为ꎬ这一波的文献没有取得什么进步ꎬ但我们和瓦尔西尼的观

点一样ꎬ认为该波次研究有一定的进步ꎮ Ｒｏｇｅｒｓ Ｂｒｕｂａｋｅｒ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ｄ Ｄ. Ｌａｉｔｉｎꎬ “Ｅｔｈｎｉｃ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ꎻ
Ａｓｈｕｔｏｓｈ Ｖａｒｓｈｎｅｙꎬ “Ｅｔｈｎｉｃ ａｎｄ Ｅｔｈｎｉｃ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

Ｂａｒｒｙ Ｒ. Ｐｏｓｅｎꎬ “Ｔｈ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ｉｎ Ｅｔｈｎｉｃ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ꎬ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ꎬ Ｖｏｌ.３５ꎬ Ｎｏ.１ꎬ １９９３ꎬ ｐｐ.２７－４７.
Ｊａｍｅｓ Ｄ. Ｆｅａｒｏｎꎬ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Ｗａｒ”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Ｖｏｌ.４９ꎬ Ｎｏ.３ꎬ １９９５ꎬ ｐｐ.

３７９－４１４.



分割性ꎮ 费伦还认为ꎬ族群战争最好被理解为一个承诺问题ꎮ① 他随后与大卫莱廷

进行了长期合作ꎬ共同探索族群冲突领域ꎬ写出了一系列有影响力且不局限于理性选

择理论的文章ꎮ②

在实证分析中ꎬ有三项研究发展非常突出ꎮ

第一ꎬ保罗科利尔和安克赫夫勒尝试解释了“族群战争的经济原因”ꎮ③ 基于

一个包含了 １９６０－１９９２ 年间 ９８ 个国家内 ２７ 次内战的截面数据集ꎬ他们发现ꎬ较高的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有力地降低了内战的可能性(和持续性)ꎮ 另一个有趣的结果是ꎬ

自然资源可能对内战的爆发产生非单调性影响:“自然资源的占有会在初始时增加内

战的风险和持续性ꎬ但此后会起到抑制的效果”ꎮ 作为第一项虽粗糙却系统性针对内

战爆发进行持续的定量研究的成果ꎬ他们的文章一度走红ꎮ 遗憾的是ꎬ该文的数据和

方法都存在一定的问题ꎬ许多结果和解释后来陆续遭到批评和修正ꎮ④

第二ꎬ主要受到科利尔和赫夫勒的发现和一系列围绕争夺大量自然资源的冲突

(例如哥伦比亚的毒品和石油、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塞拉利昂的钻石、南苏丹的石油和

印度尼西亚亚齐省的天然气等)的启发ꎬ自然资源和内战之间的关系ꎬ又名“资源战

争”或“资源诅咒”成为一个关键性的子研究领域ꎮ 这个子领域经常和“贪婪还是不

满”之辩并列ꎬ强调在出现大量可掠夺自然资源时ꎬ不管是族群还是非族群的内战都

更有可能爆发ꎮ⑤

第三ꎬ注意到族群战争倾向于席卷相邻的国家和族群这一事实ꎬ学者们开始探索

跨国的族群亲属关系和权力争夺怎样推动了国内的族群冲突扩散到邻近的国家或族

群内ꎬ继而成为族群战争的次要原因ꎮ⑥

(三)第三波(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年):取得有限理论进展的定量研究大爆发

第三波研究持续时间相对较短ꎮ 这一时期内的文献取得了实证意义上的快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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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１４ꎬ Ｎｏ.１ꎬ ２００５ꎬ ｐｐ.１７８－２０７ꎮ

这两位学者在他们的研究中一直未区分族裔性内战和非族裔性内战ꎬ因此存在严重的缺陷ꎮ
Ｐａｕｌ Ｃｏｌｌｉｅｒ ａｎｄ Ａｎｋｅ Ｈｏｅｆｆｌｅｒꎬ “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ꎬＯｘｆｏｒ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ａｐｅｒｓꎬ Ｖｏｌ.５０ꎬ Ｎｏ.４ꎬ

１９９８ꎬ ｐｐ.５６３－５７３.
Ｓｅｅ Ｍａｔｓ Ｂｅｒｄａｌ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ｄ Ｍ. Ｍａｌｏｎｅ ｅｄｓ.ꎬ Ｇｒｅｅｄ ａｎｄ Ｇｒｉｅｖａｎｃ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ｇｅｎｄａｓ ｉｎ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ｓꎬ Ｂｏｕｌｄｅｒꎬ

ＣＯ: Ｌｙｎｎｅ Ｒｉｅｎｎｅｒꎬ ２０００ꎻ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Ｔ. Ｋｌａｒｅꎬ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Ｗａｒｓ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ꎬ ２００１.
Ｓｅｅ Ｄａｖｉｄ Ａ. Ｌａｋｅ ａｎｄ Ｄｏｎａｌｄ Ｒｏｔｈｃｈｉｌｄ ｅｄｓ.ꎬ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ｐｒｅａｄ 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Ｆｅａｒꎬ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Ｅｓｃａｌａｔｉｏｎꎬ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ꎬ ＮＪ: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８.



展ꎬ但往往采用非此即彼和线性的思维来理解复杂的社会科学现象ꎬ因此仅收获了有

限的理论进展ꎮ

在实证上ꎬ本波研究最重要的发展也是第一项理论进展ꎬ即是三个关键数据集的

引入:最初由泰德格尔建立并在 ２００３ 年得到更新的“处于风险中的少数族群”数据

集(ｔｈｅ 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 ａｔ Ｒｉｓｋ [ＭＡＲ] ｄａｔａｓｅｔ)ꎬ阿莱西纳等人发布的包含 １９０ 个国家的族

群数据集ꎬ①以及费伦公布的 １６０ 国比较族群数据集ꎮ② 这些数据集和其他可获取数

据(如 Ｐｅｎｎ Ｗｏｒｌｄ Ｔａｂｌｅ)奠定了此后跨国定量分析快速扩展的基础ꎮ

第二项理论进展是关于“贪婪还是不满”的大辩论ꎬ但该辩论来得快去得也快ꎮ

基于新模型和包括 １９６０－１９９９ 年间 ７９ 场内战的新数据库的分析ꎬ科利尔和赫夫勒发

现ꎬ初级产品出口占整个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提高将大幅增加内战的风险ꎬ他们将这

种发现视为“机会(或贪婪?)是一种更关键的内战驱动因素”的证据ꎮ③ 而“不满”的

各项指标如仇恨、政治压迫、政治排斥和经济不平等仅具有很小的解释力ꎮ 这推动了

学界关于“贪婪还是不满”的争论ꎬ④而科利尔和赫夫勒是“机会(或贪婪?)”一方的忠

实拥趸ꎮ 然而ꎬ到了 ２００５ 年ꎬ对一些显著的“资源战争”的更为深入的研究已经使“贪

婪还是不满”的简单二分法失去立论的基础ꎮ⑤ 事实上ꎬ科利尔、赫夫勒和罗纳最终也

摆脱了“贪婪还是不满”的争论ꎬ开始强调“可行性”ꎮ⑥

第三项进展是受到作为叛乱的内战绝大部分发生在贫穷或弱小的国家这一事实

的启发ꎬ费伦和莱廷提出了族群战争的“弱国家假说”和“机会解说”ꎮ⑦ 他们发现ꎬ贫

穷、政治不稳定、恶劣的地理条件和庞大人口数量这几个变量与内战爆发存在正相关

关系ꎬ这表明强国遏制叛乱而弱国引发叛乱ꎮ 与科利尔和赫夫勒 ２００４ 年文章的观点

一致ꎬ费伦和莱廷也怀疑不满(用族群 /宗教差异、民主和收入不平等来测量)是内战

的关键推动因素的可能性ꎮ

或许这一波研究中最关键的进展是获得一种认知ꎬ即无论一项定量研究多么严

格ꎬ它最多也只能揭示出相关性而非推动族群战争的准确机制ꎮ 因此ꎬ就像政治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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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ｘｆｏｒ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ａｐｅｒｓꎬ Ｖｏｌ.６１ꎬ Ｎｏ.１ꎬ ２００９ꎬ ｐｐ.１－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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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学的其他领域一样ꎬ族群冲突研究也出现了关于研究方法的共识ꎬ即结合深度

且有过程追踪的案例研究与定量分析ꎬ比单独使用其中任何一种方法ꎬ更能促进我们

对社会现象的理解ꎮ① 这种认识带来了两卷本的族群战争研究论文集的问世ꎬ书中的

每篇论文分别对单个案例进行了深入的讨论ꎮ② 与此同时ꎬ结构化的、基于过程追踪

的比较案例研究也开始兴起ꎮ③

总体来说ꎬ与第二波一样ꎬ第三波研究也未取得很大的理论进步ꎬ但产生了两项重

要的创新成果ꎮ 注意到心理因素的重要作用后ꎬ斯图尔特考夫曼和罗杰斯彼得森

都开始探索仇恨、荣誉 /不满、利益和恐惧在推动族群走向冲突过程中的不同影响程

度ꎮ④ 在识别了族群战争的四类“故事”(即古老仇恨、操纵性的领袖、经济竞争和非安

全的螺旋)之后ꎬ考夫曼最终将沙文主义精英炮制的族群神话和恐惧认定为推动族群

战争的关键性直接驱动力ꎮ 同时ꎬ在正确认识到情感可以与工具理性相协调后ꎬ彼得

森试图把几种关键性情感驱动力(荣誉、仇恨、愤怒和恐惧)整合进一个更合乎逻辑的

族群冲突理论中ꎮ 他强调ꎬ对制度性支配的不满是一个有力且深层次的族群冲突驱动

力ꎬ而愤怒可能是针对外部族群的冲动型大屠杀的直接导火索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考夫

曼和彼得森都采用了结构化的比较案例研究去支撑他们的理论假设ꎮ

(四)第四波(２００５－２０１２ 年):族群权力关系数据库、地理信息系统和次国家研究

的到来

第三波没有持续多久就迅速被第四波研究所取代ꎬ这可能反映了日新月异的技术

变化和理论创新ꎬ这一波的研究特点是引入新的数据库和方法ꎬ并且开始重新讨论国

家的控制这一引发族群冲突的重要机制ꎮ

理论上ꎬ出于对非常粗糙的族群分裂度( ｅｔｈｎｉｃ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测量指标以及第

二、三波中文献缺乏讨论族群权力关系的不满ꎬ学者们开始寻求更富有成效的族群构

成测量方法ꎬ并将族群权力关系重新引入这一领域ꎮ 拉斯塞德曼、安德里亚维默

尔及其合作者共同建立并不断保持更新的“族群权力关系”数据库( ｔｈｅ Ｅｔｈｎ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ｄａｔａｓｅｔ)为新一代的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ꎬ使用该数据库的高质量论文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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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几ꎮ

在实证层面上ꎬ本波研究中最激动人心的进展非地理信息系统(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Ｉ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ꎬＧＩＳ)莫属ꎮ 按照其定义ꎬ族群冲突是一种次国家现象ꎮ 但之前的定

量研究仅仅依靠国家层级的综合数据ꎮ

哈尔瓦德布赫和斯科特盖茨于 ２００２ 年首次将基于 ＧＩＳ 的次国家层级数据引

入这一领域ꎮ① 自此之后ꎬ数个基于 ＧＩＳ 的全球数据集就被开发出来ꎬ它们大多来自

奥斯陆和平研究所、瑞典乌普萨拉大学以及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ꎮ 这些基于 ＧＩＳ

的数据集包括“武装冲突地点和事件数据(ｔｈｅ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ｖｅｎｔｓ Ｄａｔａꎬ

２０１０)”、“具有地理编码的石油和钻石数据集( ｔｈｅ ｇｅｏ－ｃｏｄｅｄ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ａｎｄ ｄｉａｍｏｎｄ

ｄａｔａｓｅｔꎬ ２００７)”、“族群地理定位数据集(Ｇｅｏ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ｉｎｇ 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 ｄａｔａｓｅｔꎬ

２０１０)”和“地理族群权力关系数据集(ｔｈｅ Ｇｅｏ－Ｅｔｈｎ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ｄａｔａｓｅｔꎬ２０１１)”ꎮ

目前ꎬ绝大多数有关族群冲突的定量研究都或多或少要使用基于 ＧＩＳ 的数据ꎮ 其结果

是ꎬ我们对族群战争的理解变得更为细致ꎮ ＧＩＳ 的引入给这一领域带来了重大变化ꎮ

借助更加丰富和细致的数据ꎬ研究者们开始重新评估之前的实证发现ꎮ 最显著的

发现是第四波文献挑战了前人关于族裔性和不满并未推动族群冲突的结论ꎬ重新确立

了因政治支配带来的不满和族群战争爆发之间的稳健的因果关系ꎮ② 族群权力关系

再次回到学界的视野ꎮ

第四波研究中一个关键的理论发展是新研究路径的出现ꎬ可称之为“新制度主

义”ꎬ因为它与旧制度主义关于协和民主制是管理族裔分裂最佳制度安排的主张截然

不同ꎮ③ 这种新制度主义路径复兴、扩展并整合了来自罗斯柴尔德 (１９８１ 年)、霍洛维

茨 (１９８５ 年)和布拉斯 (１９９１ 年)的不少核心理论洞见ꎮ 简而言之ꎬ新制度主义路径

认为ꎬ理解了那种“因控制和塑造现代(民族)国家而产生的斗争”才能理解族群冲突ꎮ

对此ꎬ霍洛维茨曾作出如下有力的论断:“对国家的控制ꎬ控制一个自己的国家ꎬ免于

被其他人控制ꎬ都是族群冲突的主要目标ꎮ”④

苏联时代仅有一些少数民族得以建立制度化的共和国ꎬ并由此导致了后续的风

波ꎮ 受上述现象的启发ꎬ菲利普罗德尔提出ꎬ(新)民族国家只能从 “共同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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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ｍｍｏｎ－ｓｔａｔｅ)内现存的“独立州”(ｓｅｇｍｅｎ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产生ꎬ因为只有“独立州”才能为

寻求分裂 /自治的民族主义运动提供政治平台ꎬ让后者得以萌芽、发展ꎬ甚至最终在战

争不可避免之时成功挑战“共同国家”ꎮ① 罗格斯布鲁贝克关于苏联、南斯拉夫和捷

克斯洛伐克解体后成立的新国家怎样试图国族化(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ｉｎｇ)的研究ꎬ也属于同一

类ꎬ虽然他并没有聚焦暴力性族群冲突ꎮ②

三　 超越第四波:理论－实证整合与精细化

经过族群冲突研究领域四波学术演进的积累ꎬ近期研究在理论、方法和问题意识

上都有明显的变化和发展ꎮ 本节将首先着重介绍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新研究ꎬ它们直

指族群冲突背后的深层因素ꎬ即国家建构、国家内部权力斗争和政治统治ꎬ或是将深层

因素与各类情绪等直接因素结合起来讨论ꎬ整合了碎片化的理论假说和实证证据ꎬ代
表着未来优秀研究的方向ꎮ 笔者认为ꎬ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有机结合才是我们一直该遵

循的研究原则ꎮ 其次ꎬ本节描述了第四波之后族群冲突研究的另一面ꎬ即更加精细化

甚至依然有些碎片化嫌疑的两种趋势:将族群冲突细化为不同类型和解析为不同行为

体的行为及其互动ꎮ 一方面ꎬ这种精细化对于我们理解各类族群冲突无疑是有益的ꎻ
另一方面ꎬ过度精细化可能会导致该研究领域的碎片化ꎬ失去对核心问题和重大问题

的关注ꎮ 这些精细化取向的研究话题本身并不新颖ꎬ但是系统性、大范围和使用严谨

的实证方法来进行精细化的研究才刚刚开始ꎮ
(一)迈向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整合

自第二波之后ꎬ理论整合就不再是族群冲突研究领域的核心关切ꎬ研究者纷纷寻

找驱动族群冲突的因素和机制ꎮ 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的蓬勃发展ꎬ使这个领域变得更

加碎片化ꎮ “从定量研究中ꎬ我们获得了很多看似将一些因素与族群战争 /和平联系

起来的相关关系ꎬ但往往缺乏因果机制的讨论ꎮ 从定性研究中(比较案例研究)ꎬ我们

依赖某些因素和因果机制ꎬ发展了一些关于族群战争的具体理论ꎮ 然而ꎬ目前的族群

冲突研究不仅缺乏整合ꎬ而且研究族群战争的学者往往会偏爱某些因素和机制ꎬ并将

后者与另一些因素和机制对立起来ꎮ 在这些学者看来ꎬ仅仅用他们喜欢的那些因素和

机制就能够充分地解释族群战争这个复杂现象ꎬ而且这些不同的因素和机制之间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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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互相影响ꎮ”①

２０１３ 年ꎬ学界卓有成效的合作带来了两项整合式的研究ꎬ在很大程度上遏制甚至

可能终结了上述持续的碎片化趋势ꎮ 这两部著述是赛德曼、格莱迪奇和布赫的«不平

等、不满和内战»以及维默尔的«战争之潮»ꎮ② 通过拓展斯图尔特关于横向不平等的

新制度主义观点和罗德尔关于“独立州”的研究主题ꎬ并将“政治上的排斥和统治所导

致的不满”作为族群战争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ꎬ这两本著作提出了一个关于国家建

构、国家权力斗争、政治统治和族群冲突的整合的新制度主义理论ꎮ③ 此外ꎬ维默尔的

理论还将国际体系的系统性变化ꎬ尤其是帝国的崩溃引入理论框架ꎮ 利用几乎跨越两

个世纪的原始全球数据ꎬ这些作者在 ＧＩＳ 的帮助下进行了严谨的定量分析ꎬ并得到了

支持其理论洞见的强有力的证据ꎮ 他们发现ꎬ以族群为界的政治和经济不平等能导致

大量的不满ꎬ进而引发族群战争ꎮ 进一步而言ꎬ族群战争更可能在重大的制度变迁期

爆发ꎬ如原领地被并入一个帝国时ꎬ或根据族裔的统治或排斥原则来创建民族国家

时ꎮ④ 同时ꎬ这两本著作对盖尔纳和安德森等人的经典作品中有关民族主义、民族建

构、国家建构、现代化和族群战争的重要理论提出了严肃的质疑ꎮ⑤

唐世平的族群战争爆发的广义理论是对该领域的一个新贡献ꎮ⑥ 基于前人理论

的整合尝试ꎬ⑦他首先将诸如恐惧、仇恨、愤怒和不满的情绪因素视为暴力行为的直接

因素ꎬ再将诸如政治制度、不平等、统治和排斥等其他引发冲突的因素当做必须通过直

接因素起作用的深层因素ꎻ其次ꎬ使用“安全困境”和“族间－族内互动”两个元机制作

为整合器ꎬ通过它们将众多散见于既有文献中的因素和机制包容进来ꎬ共同组成一个

更加整合和动态的族群冲突理论ꎮ 上述广义理论及其理论化路径ꎬ为进一步理论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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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具体的族群战争爆发中的动态机制提供了有价值的起点ꎮ

另一项更近的创新性研究来自菲利普罗斯勒ꎮ① 注意到很多非洲国家自独立

后就反复陷于政变和族群战争的循环ꎬ罗斯勒认为ꎬ来自一个族群的试图占据统治地

位并控制国家的尝试ꎬ以及来自其他族群的反抗ꎬ在很大程度上能解释为什么许多独

立后的非洲国家长期陷于政变、预防政变和族群战争的恶性循环中ꎮ 结合深度案例研

究和定量分析ꎬ罗斯勒极大地促进了我们对族群政治和国家权力斗争之间相互作用的

理解ꎮ

(二)将族群冲突细化为不同类型

自第四波以来ꎬ族群冲突研究的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对族裔性内战爆发与否的研

究ꎬ在继承了族群冲突研究不断演化过程中达成的一些共识(如对中层理论和方法的

重视)ꎬ目前的研究呈现出越来越精细的趋势ꎮ 研究人员进一步将族群冲突细分为各

个小类ꎬ如非暴力运动、族群清洗 /种族屠杀、族裔恐怖主义和民族自决运动ꎬ进而去讨

论各小类的族群冲突是否存在不同的因果发生机制ꎮ 虽然这些话题并非新话题ꎬ但这

些新一代的研究往往能够使用合适的研究设计和令人信服的数据ꎬ并为一些重要的研

究问题提供可信的回答ꎮ

相比于暴力冲突ꎬ非暴力形式的族群冲突往往缺乏系统的研究ꎮ 暴力冲突通常关

注非政府的武装组织ꎬ而非暴力冲突还会讨论公民和非武装的反对派在各类运动中的

作用ꎮ 在全球国家间战争和内战数量同时呈现下降态势ꎬ而诸如在“阿拉伯之春”和

民粹主义等事件持续影响全球政治经济的时代ꎬ研究涵盖族裔或非族裔的非暴力冲突

显得尤为重要ꎮ 在这一研究议题中ꎬ埃里克切诺韦思领导的公民抵抗(ｃｉｖｉｌ ｒｅｓｉｓｔ￣

ａｎｃｅ)研究无疑成绩突出ꎬ他们建立的“非暴力和暴力运动和结果”数据库是该领域重

要的研究成果和研究资源ꎬ目前涵盖了 １９４５－２００６ 年以来 ２５０ 起以推翻政权、驱逐侵

略者或争取独立为目的的非暴力和暴力起义事件ꎮ 在切诺韦思与玛利亚史蒂芬合

著的«为什么公民抵抗能够成功»一书中ꎬ作者综合使用该数据库和案例研究后发现ꎬ

非暴力运动存在与暴力冲突不同的机制ꎬ且比后者更容易达成政治目标ꎬ更能促进长

期稳定的民主ꎬ而暴力叛乱往往并非最合适的战略ꎮ② 虽然切诺韦思等人的研究讨论

并非聚焦族群政治ꎬ却能缓解族群冲突研究对“暴力”的偏爱ꎬ并提供新的思路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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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ꎮ 例如ꎬ下文中讨论的凯瑟琳康宁汉姆对族群自决运动中非暴力运动的研究就借

鉴了切诺韦思的研究成果ꎮ

族裔或种族屠杀属于针对非战斗人员(平民)暴力的一种ꎬ历来不乏研究ꎮ 例如ꎬ

屠杀行为的罪魁祸首不一定都是中央政府或主要族群ꎬ族裔或非族裔的武装组织在获

取外部援助之后会降低获取民心的动机ꎬ因而更容易做出践踏人权的行为ꎮ① 斯科

特斯特劳斯 ２０１５ 年对非洲种族屠杀的新研究ꎬ是代表了那些具有强烈的方法论意

识的好作品ꎮ② 种族屠杀毕竟是小概率事件ꎬ斯特劳斯认为很多既有解释过度预测了

(ｏｖｅｒｐｒｅｄｉｃｔ)种族屠杀的发生ꎬ而且绝大部分研究没有系统地分析那些可能发生但最

终没有发生屠杀的案例(ｎｏｎｃａｓｅｓ)ꎻ为了回答这些问题ꎬ他在明确了自己选择案例的

限制条件(ｓｃｏｐ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的基础上ꎬ提出了通过两个促进因素(战争导致不断升级的

威胁和关于国家身份的初始话语)和四个最重要的阻止因素(反对话语、国家能力、经

济动机以及外部因素)的理论解释框架ꎮ

以族群矛盾为由发生的恐怖主义是全球性问题ꎬ受害者包括本族群成员、其他族

群成员和无辜群众ꎮ 据相关统计ꎬ全世界超过三分之一的恐怖主义组织(声称)为促

进某些族群利益而存在ꎬ且族裔形式的恐怖主义在袭击数量和造成的伤亡总数上都遥

遥领先其他种类的恐怖主义ꎮ③ 有关内战研究发现ꎬ反叛群体倾向于在国家首都和边

缘地区使用恐怖主义ꎬ以期惩罚政府的平叛战略并在地理范围上扩大自己的影响

力ꎮ④ 但主流的恐怖主义研究总体上忽视了族群和恐怖主义之间的因果关系ꎬ目前仅

有零星、不成系统的讨论ꎮ 例如ꎬ布兰登博伊兰发现ꎬ对母国的政治和经济不满ꎬ以

及族群内部精英之间的斗争ꎬ都会引发族群恐怖主义ꎮ⑤山姆布达加塔克等人研究

了民主国家内部的恐怖主义ꎬ其结论是ꎬ政体类型对国内恐怖主义的影响受到国内是

否存在政治上被排斥的少数族群的调控ꎮ 当国内政治排斥存在时ꎬ任何民主国家都会

出现恐怖主义ꎮ⑥ 笔者认为ꎬ在恐怖主义研究基础上ꎬ探索和族裔相关的恐怖主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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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ꎬ回答诸如为什么某些族裔武装会采用恐怖主义这类问题ꎬ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

实践上都具有重要意义ꎮ
自决运动(ｓｅｌｆ－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作为一个族群冲突中更小的分类ꎬ依据的

并非族群组织采取的不同战略手段ꎬ而是根据族群组织的战略目的界定的ꎮ 它指的是

群体要求更多自治权力、独立、与其他国家统一、建立泛族裔的超国家政治实体等目的

的运动ꎬ大多与特定的族群联系在一起ꎬ例如土耳其的库尔德人民民主党要求文化和

语言自治权力的运动ꎬ乌克兰克里米亚地区不同的政治团体对联邦主义和独立的不同

要求ꎮ 凯瑟琳康宁汉姆团队对自决运动研究的重要贡献是ꎬ建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后关于自决运动的数量、内部派系竞争和战略选择等变量的数据库ꎮ 该数据库表明ꎬ
自决运动中的内部派别(组织)存在很大差异ꎮ 平均来说ꎬ每个运动中的内部派别大

约有 ８ 个ꎬ而印度的克什米尔穆斯林自决运动中则多达 ６７ 个派别ꎮ 在数据支持下ꎬ她
们发现ꎬ内部派系竞争和中央政府具有否决权的行为体数量ꎬ影响了中央政府对自决

运动的应对战略ꎬ进而决定了自决运动是走向成功还是引发冲突ꎻ①关于族群自决运

动中的非暴力运动ꎬ她们发现ꎬ小族群和地理上的分散导致族群更容易使用非暴力战

略ꎮ② 进一步区分自决运动中五种不同的非暴力战略(经济不合作、抗议、非暴力干

预、社会不合作和政治不合作)后ꎬ她们认为ꎬ自决运动中的组织不仅会模仿其他组织

的非暴力战略ꎬ而且还会根据战略环境调整和多元化己方的战略ꎮ③ 康宁汉姆等人的

研究是社会科学以及冲突研究领域中精细化趋势的典型代表ꎬ她们进一步将自决运动

的分析单位从群体 /运动层次降低为组织 /派别层次ꎮ 当然ꎬ研究路径是多样化的ꎬ莱
安格里菲斯将视角扩展到 １８１６－２０１１ 年整个时期ꎬ试图将国际和国内因素统合起

来解释全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分离运动是另一种整合路径ꎮ④

(三)将族群冲突解剖成不同行为体的行为及其互动

族群冲突越来越精细化的第二个特征是研究对象从笼统的冲突事件向相关冲突

行为体的行为及其互动转变ꎮ 族群冲突本质上涉及资源之争ꎬ对资源的争夺至少涉及

控制国家的中央政府、少数族群和第三方行为体ꎮ 解释这些相关行为体的行为有助于

我们更清晰地理解族群冲突的爆发动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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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ꎬ中央政府作为国家主权范围内的最高权威体现为资源的最终分配者ꎬ对族

群冲突爆发与否具有重要影响ꎬ但政府并非一定会保持公允ꎬ而是偏向某些族群ꎬ排斥

另一些族群ꎮ 同样ꎬ政府对少数族群的政策非常重要ꎬ一些重量级研究以及后续的同

类研究发现ꎬ一旦某些少数族群在政治上被排斥ꎬ国内各种形式的族群冲突的发生概

率会大幅增加ꎮ① 目前ꎬ学界就关于国家为什么会采取族群排斥政策出版了一些重要

的著作ꎬ但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安德烈维默尔比较了法国和土耳其的现代化过程后ꎬ
认为民族国家在建立过程中ꎬ如果缺乏制度能力(包括中央集中化程度不够、公共产

品提供能力不足和缺乏自发性组织网络)包容所有群体ꎬ便会采取排斥其他族群的政

策ꎻ②菲利普罗斯勒研究了当代的非洲政治ꎬ发现政府的排斥政策主要是为了预防

少数族群精英发动政变ꎻ③哈里斯米洛纳斯考察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巴尔干半

岛ꎬ发现国家的修正主义对外政策目标以及少数族群与敌国共谋的威胁导致国家更多

采取了排斥政策ꎻ④康宁汉姆对二战后的自决运动进行系统性研究后发现ꎬ自决运动

族群的内部越团结ꎬ国家权力太集中或太分散ꎬ排斥政策(非包容政策)的概率就越

高ꎮ⑤ 从上述著述中可以发现ꎬ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呈现出有趣的现象:其一ꎬ不同的学

者讨论了不同时空下的案例ꎻ其二ꎬ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ꎬ同时受到案例选择的影响ꎬ
这些学者考虑了从国家关系、国家到(亚)群体层次的不同影响因素ꎮ 这些现象既表

明了族群排斥政策的复杂性ꎬ又为我们进一步理解该问题和做出新的研究提供了基

石ꎮ
其次ꎬ族群冲突中涉及的第二个重要行为体就是少数族群以及代表少数族群的反

叛组织ꎮ 在承认了不满和贪婪并不存在竞争性关系ꎬ动机和机会对于族群动员同样重

要之后ꎬ目前的研究正从两个方面进一步探讨少数族群在冲突中的动态表现ꎬ这对我

们进一步分析群体层次的动态非常有价值ꎮ 其一ꎬ越来越多的文献将族裔反对派当做

一个重要的战略行为体ꎬ分析其使用的各种战略:联盟和竞争机制⑥、反对派外交⑦、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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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战略①、从非暴力到暴力甚至恐怖主义在内的多种战略的使用ꎻ②其二ꎬ若干重要文

献从“社会网络”的角度讨论了(族裔)反对派组织或武装团体的形成和特点ꎮ 本文想

强调这是一个被忽视却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ꎮ③ 珍妮刘易斯和珍妮弗劳森的一

系列研究考察了在冲突研究中这一几乎被完全忽略的问题———反叛组织最初是如何

形成的? 该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ꎬ提醒我们既有研究中存在的大规模案例选择偏误ꎬ

即只关注了那些发展壮大后的武装组织ꎬ而忽略了那些在初期就失败了的武装组织ꎮ

她们发现ꎬ大众社会中的网络结构决定了反叛组织能否从最开始的小团体成长为具有

挑战政府能力的武装团体ꎮ 具体而言ꎬ同质化的族裔网络有利于这种成长ꎻ④刘易斯

进一步使用自己收集的乌干达的数据库挑战了被广泛使用的“族群权力关系”数据库

中关于该国的资料以及基于该数据库的实证研究ꎮ 她发现该数据库忽视了一批“失

败”比较早的叛乱组织及其行为ꎬ而将这些失败组织纳入分析后ꎬ可以发现ꎬ塞德曼等

人关于排斥性政策和叛乱爆发之间的相关关系几乎消失ꎮ⑤刘易斯和劳森的研究表

明ꎬ对叛乱如何形成的微观探索是新的研究乐土ꎬ并提醒我们需要反思当前学界对族

群、族群组织和叛乱组织的基本定义和假设ꎮ

最后ꎬ第三方因素对国内族群冲突的影响机制也是目前学界的重要研究领域ꎬ但

对第三方行为体的研究显得纷繁芜杂ꎮ 这是因为第三方行为体本身类型复杂ꎬ大致可

以分为三类:全球性因素、外部国家和外部非国家行为体ꎮ 在全球性因素方面ꎬ研究者

发现ꎬ民族国家的建立会影响国内冲突ꎬ⑥冷战的结束导致国内冲突的形式发生了变

化ꎬ⑦但冷战后的国际机制降低了国内冲突的爆发频率ꎬ⑧民族自决运动和全球化却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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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少数族群对政治自治权的追求ꎮ① 具体到国家间层次ꎬ一方面ꎬ国家会更多地支

持对手国国内的(族群)反对派组织ꎬ②为国家间的竞争和冲突寻找代理人ꎮ③ 另一方

面ꎬ外部国家并非一定会支持反叛组织ꎬ有时也会支持处于危机中的中央政府ꎬ从而避

免后者陷入内战ꎮ④ 在外部非国家行为体方面ꎬ跨国家的同族裔对国内族群冲突的影

响动态一直受到大量关注ꎮ 最近的研究表明ꎬ一国(族裔和非族裔)内战的发生概率

与邻国同一族群(Ｔｒａｎｓｂｏｒｄｅｒ Ｅｔｈｎｉｃ Ｋｉｎｓ Ｇｒｏｕｐ)的相对大小成倒 Ｕ 型关系ꎮ⑤ 对涉及

第三方因素的研究进行归纳后可以发现ꎬ总体上外部因素对国内族群冲突的影响几乎

无孔不入ꎬ全球性因素通过影响国家身处的制度性或权力性环境来影响国家内部冲

突ꎬ国家层次的因素更多地反映了国家间的竞争的国内化问题ꎬ包括跨国同族裔群体

等外部非国家行为体具有超越主权边界的浸入效应ꎬ似乎很难将这些研究放在一个统

一的分析框架中ꎮ 但是ꎬ回顾本节的分析ꎬ探究第三方因素如何通过影响国家中央政

府和国内少数族群的战略行为来导致或遏制某种具体类型的族群冲突将是有趣的尝

试ꎮ

四　 结论

回顾族群冲突的研究历程、现状和趋势ꎬ不难发现族群冲突学界已经度过了随意

提出无系统证据的理论或是盲目使用定量方法验证假设的阶段ꎬ而好研究往往需要在

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同时提供新的知识ꎮ 基于上述认识ꎬ本文提出了一些推动族群冲突

研究的建议ꎬ如重视研究中常常被忽视和误解的理论化问题等ꎬ并就方法、数据和研究

议题等方面为未来的研究指出若干可能的领域和方向ꎮ

第一ꎬ研究的理论化和实证检验必须更紧密地结合ꎬ这是一个基础性的、同时深及

根本的方向ꎮ 实证假设只能抓住实证规律ꎬ而理论的目的是解释这些实证规律ꎮ⑥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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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ꎬ在理想情况下ꎬ理论应该支持实证假设ꎬ而假设应源于理论核心ꎮ 然而ꎬ大量的

(定量)研究一开始就不厌其烦地罗列各种假设ꎬ但从未想过应该从一个理论内核中

推导出自己的假设ꎮ 因此ꎬ这类研究往往有将“提出实证假设”等同于“理论化”之嫌ꎬ

最多只能算是低度理论化:绝大部分此类研究的结果不过是相关性分析ꎮ① 这严重阻

碍了该领域的知识积累ꎬ②致使改变势在必行ꎮ

第二ꎬ我们必须弄清楚每种研究方法的基本知识ꎬ尤其是定量研究的知识ꎬ这是补

救措施ꎬ也是基础性的ꎮ 首先ꎬ我们必须避免“垃圾”回归ꎬ在把各种因素放入回归方

程之前应认真遴选ꎬ区别中介变量和混杂变量ꎬ并尽力处理好这些“自变量”之间潜在

的、复杂的交互关系ꎮ③ 其次ꎬ结合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和其他方法肯定优于单独使用

定量方法ꎬ④因为大多数时候ꎬ就像罗斯勒等学者强调过的ꎬ定量分析仅仅揭示相关关

系而非因果关系ꎮ⑤ 举例来说ꎬ通过比较定量分析结果和得自过程追踪的证据ꎬ唐世

平、熊易寒和李辉的研究表明ꎬ尽管数篇相关研究都表明石油的族群地理分布和族群

战争的爆发之间存在稳健的统计关系ꎬ但石油更多只是族群战争的直接导火索ꎬ而非

族群战争的深层原因ꎮ 根据他们的研究结论ꎬ用深度案例研究去检验一些特别引人注

目的定量研究的结果是非常有益的ꎮ⑥

第三ꎬ我们需要收集数据ꎬ以测量族群的政治烈度ꎬ这是一个新的研究方向ꎮ 因为

族群战争很少会突然爆发ꎬ而若干年的低烈度族群政治很容易逐步升级并最终激起暴

力冲突ꎮ⑦ 因此ꎬ无论在理论还是政策方面ꎬ理解那些尚未爆发族群战争的低烈度族

群紧张局势会在何时ꎬ以及通过何种方式最终升级(成为族群战争)或降级就变得十

分必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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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ꎬ无论从实证、理论还是政策层面来说ꎬ检验不同政体中“族群政治”和“社会

政治权力”之间的动态相互作用都能产出优秀的研究成果ꎮ 例如ꎬ哈克尼斯和罗斯勒

分别讨论了多族群国家内来自国家和精英的权力政治怎样影响族群政治、影响族群政

变和战争的发生ꎮ① 这种研究路线将把族群冲突和比较政治领域的其他关键话题聚

合在一起ꎬ很有可能成为一个成果丰硕的交叉领域ꎮ

第五ꎬ我们乐观地认为ꎬ冲突预测研究将前景光明ꎮ 对族群冲突爆发的研究本就

包含预测目的ꎬ我们一直希望能利用研究成果来采取冲突预防措施ꎮ 然而直到最近ꎬ

这方面的努力也仅取得了有限的进展ꎮ 在高速发展的计算社会科学ꎬ以及在我们不断

积累起来的有关族群战争的理论和实证知识的帮助下ꎬ也许能在不远的未来最终走上

成功之路ꎮ②

最后ꎬ正如格尔多年前首次提出的那样ꎬ我们希望ꎬ族群战争的爆发频率可能已经

在稳定地降低了ꎮ③ 最近ꎬ基于更系统的数据和分析ꎬ赛德曼等人的发现为格尔的观

点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ꎮ④ 如果他们都是正确的ꎬ那么这种趋势可能会持续下去ꎮ 然

而不管族群冲突是否已经并会继续减少ꎬ通过族群和解重建敌对群体之间的和平这个

话题在比较政治和国家关系领域依旧被严重忽视ꎬ我们认为对这个话题的研究应该成

为另一个关键的研究领域ꎮ⑤ 毕竟ꎬ在很多多族群国家ꎬ族群暴力和战争往往会反复

出现ꎬ在这种情况下ꎬ只有对立族群间的深度和解ꎬ才能为族群间和平打下基础ꎮ

(作者简介:唐世平ꎬ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特聘教授、陈树渠讲席教

授ꎻ 王凯ꎬ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ꎮ 责任编辑:莫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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