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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方 应 对 达 尔 富 尔 危 机

的 动 因 和 限 度

王   猛

  内容提要  西方国家的强势介入以及对危机的解读和应对, 是达尔富尔危机持续升级的

最主要外因。这些因素从对内层面看主要有三点, 即西方国家曾在非洲殖民侵略的 /原罪0

心结; 政府回应国内人权、宗教组织的压力; 执政党对国内政治选举的策略考虑。从对外视

角看, 西方国家促使达尔富尔危机升级的主要考虑, 既隐含攫取苏丹石油资源的利益冲动,

也蕴含打压中国和平发展、维护旧国际秩序的战略考虑。从达尔富尔危机的事态发展来看,

西方国家对危机的解读和应对方式已经显现出其内在限度, 有时甚至起了阻碍达尔富尔危机

解决进程的负面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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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理论上讲, 任何国际关系行为体都有权利

根据自身生态和知识结构参与国际事务。国际体

系本身就是众多国际关系行为体基于自身参与基

础而进行跨国界互动的结果。因为整体发展滞后

和地区间发展不平衡, 苏丹政府对达尔富尔危机

的应对僵硬而单调, 在与西方国家的互动乃至碰

撞中一直处于下风。相反, 以人道主义为旗帜高

调介入苏丹内部事务的西方国家, 则表现出一种

根深蒂固的 /道德优越0 感, 交替以军事干预、

经济制裁和国际刑事法院指控等多重手段持续地

促使达尔富尔危机升级。从实际效果看, 西方国

家对达尔富尔危机的一系列解读和应对, 不仅把

苏丹政府越来越推向协商解决达尔富尔问题的对

立面, 更使当地尚未纳入和平进程的反政府武装

越来越采取强硬和不妥协的立场, 最终给达尔富

尔和平进程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因素和更为严峻

的考验。只有深刻了解西方国家的危机应对, 才

能够更有针对性地回应西方国家的责难与所施加

的压力, 也才能够更全面地理解达尔富尔危机,

并找到解决办法。

西 方 对 达 尔 富 尔 危 机

的 误 读

  达尔富尔地区 (下称 /达区 0) 的武装冲

突, 从 20世纪 80年代开始已经断断续续进行了

20多年, 但无论是发生在冷战时期的 80年代,

还是后冷战时期的 90年代, 这些冲突都不曾引

起西方国家的太多关注。然而自 2003年以来,

西方一边倒的舆论报道和苏丹政府的僵硬单调应

对, 使发生在达区的部族间冲突迅速上升为国际

热点和世界性的政治外交战争。

在达尔富尔危机的升级过程中, 1994年卢

旺达发生的大屠杀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因素。 2004

年恰逢卢旺达种族大屠杀十年祭, 达尔富尔冲突

的部族、种族和宗教背景, 容易使人产生又一场

/种族屠杀0 的联想。尽管苏丹政府一再声称很

难用肤色和外貌区分达尔富尔民众的部族归属,

不存在纯粹的阿拉伯部落或者未曾与其他部落通

婚的非洲部落, 达尔富尔是 /国际社会和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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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因卢旺达事件而感到良心不安的替罪羊 0¹。

但和多数时候一样, 苏丹政府的批评没有对一贯

自恃 /道德优越 0 的西方舆论产生作用。

在苏丹这样传统氛围浓厚的地区, 沙漠生活

的经济社会状况把劫掠这种盗贼行径提升到了民

族风俗的地位, 好战成为游牧民族的一种心态,

劫掠是少数几种表现男子汉气概的职业之一。伍

麦叶王朝早期的诗歌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我

们以劫掠为职业, 劫掠我们的敌人和邻居。倘若

无人可供我们劫掠, 我们就劫掠自己的兄弟。0º

尽管如此, 很多西方媒体在报道达尔富尔危机时

却无视这种传统和现实, 他们无视达尔富尔危机

始于 20世纪 70年代末期的史实, 片面地把

2003年北达尔富尔州首府被反政府武装攻陷看

做达尔富尔危机爆发的标志, 刻意回避 1983 ~

2005年的第二次苏丹南北内战, 避免让那场非

洲持续时间最长的内战削减了人们对达尔富尔危

机的关注。» 西方媒体同时还无视达尔富尔 90%

以上居民都是逊尼派穆斯林, 且不存在宗教不睦

的现状, 刻意强调北方阿拉伯游牧部落的伊斯兰

宗教背景, 强调传统上由苏丹北方人主导的喀土

穆政权的伊斯兰性质。通过对冲突双方宗教文化

背景的刻意强调, 西方传媒把达尔富尔冲突爆发

的原因, 笼统地归结为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

和信仰原始宗教或基督教的非洲黑人之间的长期

不睦。

上述情形实际上是一些西方传媒戴着有色眼

镜分析苏丹危机, 表现之一就是曲解和利用在达

尔富尔与科尔多凡等地的部族间冲突。虽然柏迦

拉人在荒年有劫掠定居黑人的传统, 但西方媒体

却无视二者多数时间的和睦相处, 习惯性地把柏

迦拉人描述成天生的强盗和苏丹内部不睦的根

源, 以此煽动苏丹南方对北方的仇恨。与此同

时, 怀有 /原罪 0 心结的西方舆论对非洲黑人
的描述往往尽善尽美。在欧美那些带有政治倾向

的网站上, 丁卡人拿枪反对政府的举动也似乎是

天经地义。当然, 苏丹的各派势力也经常曲解和

利用部族间冲突。自马赫迪起义以来, 北方穆斯

林政治势力经常招募柏迦拉人参加 /圣战 0, 客

观上纵容了后者落后时代的文化。

对立双方长期的一边倒舆论, 对各自受众产

生了深远影响。苏丹民众普遍认为, 美国最心怀

叵测, 它在 1998年用 4枚导弹摧毁的希法制药

厂被完整保留成纪念馆供人参观。西方民众也大

多把喀土穆的阿拉伯高级官员当成坏人 ( Bad

Guy)。美国的那些右翼基督教组织和反阿拉伯

势力利益集团, 竭力将达尔富尔危机定性为

/种族屠杀 0, 以便为设想中的大规模军事干预

铺路。事实上, 正是美、法、英、德等国, 以及

联合国、欧盟、非盟、阿盟等机构高官对苏丹的

走马灯式访问, 使达尔富尔危机迅速成为国际

热点。

从意识形态视角看, 由于很多人顽固地把苏

丹内战和达尔富尔危机视为 /文明冲突 0, 许多

穆斯林和基督徒因而把苏丹视为向更远方延伸的

通道与发展前哨, 都自我感觉有义务在苏丹传播

/真理 0, 亘古已存的尼罗河被当成了真主和上

帝拔河的绳子。受此影响, 不要说苏丹人的国家

意识普遍淡漠, 即便是有国家意识的部分苏丹

人, 他们心中的祖国其实也很有局限: 完整的苏

丹要么是纯洁的穆斯林国家, 要么是完整的非洲

国度。

美 国 应 对 苏 丹 危 机

的 内 在 动 因

  西方国家原始积累时期的殖民侵略和奴隶贸
易, 让今天的西方人士在谈论非洲事务时怀有深

深的 /原罪 0 心结。在很多欧洲人特别是欧洲
左派看来, 苏丹南北内战实际上是一场宗教战

争, 而其肇因就是欧洲殖民者在苏丹南方传播基

督教。 /原罪 0 心结让欧洲人觉得他们并不具备
谴责苏丹政府的道德立场。¼ 正因为如此, 尽管

也造成了 200万人死亡和 400万人流离失所的惨

重后果, 欧洲人对始自 1983年的苏丹南北内战

却没有特别关心。苏丹在 1996年遭到联合国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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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的原因也不是什么人道灾难, 而是因为苏丹卷

入了刺杀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的恐怖活动。事实

上, 积极要求本国政府向苏丹施压或给南方黑人

武装组织提供援助的主要是西方国家的基督教组

织, 其中美国人更活跃一些。

美国人在苏丹问题上活跃的原因如下:

(一 ) 美国没有在苏丹殖民的 /原罪 0, 美

国人常常以自由民主监护人的心态处理与第三世

界国家关系

九一一事件后, 布什政府的直接介入已使苏

丹南北内战渐趋平息。 2005年 1月, 苏丹政府

同 /苏丹人民解放运动 0 签署 5全面和平协
议 6, 结束了长达 22年的内战。南北双方虽对

阿比伊耶地区归属、南北划界及石油收入分配等

问题上仍有分歧, 但不仅协议中约 90%的内容

得到了落实, 双方在民族团结政府内的合作基本

正常, 均表示将通过政治对话解决分歧, 决不重

返战争。

(二 ) 苏丹黑人的待遇是美国黑人团体和政

治家颇为关心的外交动向

事实上, 自 20世纪 60年代以来, 解放黑人

一直是美国最大的 /政治高压线 0, 威力所及甚

至连一贯作风强悍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也

对奥巴马仅因肤色就在黑人选票中拥有的优势敢

怒而不敢言。由于黑人是民主党的票仓; 虔诚的

基督徒是共和党的票仓, 美国的所有主要政治人

物, 无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 都在以基督徒为主

的苏丹南部黑人身上找到了共同点, 他们积极回

应宗教领袖们要求改善苏丹黑人处境的呼吁, 希

望苏丹内战能在伸张黑人基督徒民权的基础上获

得和平解决。布什政府在 2004年促使达尔富尔

危机升级的主要考虑包括占据道义制高点, 并与

克林顿政府应对卢旺达人道危机时的无所作为形

成对比, 为谋求总统连任争取更多的黑人和基督

徒选票等。¹ 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 2007年 5月。

为了回应宗教团体、非洲裔人权组织等院外活动

集团的施压, 也出于给共和党在大选年赢取政治

分数的考虑, 兼具宗教、种族冲突背景的达尔富

尔危机再次成了竞选砝码, 时任总统布什借助对

苏丹实施新制裁, 展示他在维护人权、弘扬西方

价值观, 以及充当 /卫道领袖 0 等议题上的
表现。

(三 ) 时任布什政府对苏丹的态度深受美国

人权组织的影响

由 160多个非政府组织结盟而成的 /拯救

达尔富尔联盟0, 其目的就是要提高美国社会对

达尔富尔危机的认识程度, 敦促美国政府采取更

多的干预行动。 2006年 1月, 该联盟发起了

/为达尔富尔发出 100万个声音 0 的行动, 号召

联盟成员给布什总统发送 100万张明信片, 要求

美国政府采取更积极的行动。该组织此次行动的

第 100万个签名者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竞争者希

拉里#克林顿。名叫 /屠杀干预网络 0 的人权

组织, 则一直致力于动员民众给本地的国会代表

施压, 给他们的 /达尔富尔表现 0 建立了一个

评分系统, 要 /提高政治家对屠杀保持沉默的

成本0, 甚至借助 /询问候选人 0 活动, 逼迫

2008年总统候选人在达尔富尔问题上表态。其

他像 /学生立即行动0、 /大屠杀纪念馆0、 /人

权观察 0、 /伊斯兰救援0 等组织, 也都纷纷采

取了类似行动。在此舆论背景下, 2007年 12

月, 大约 62% 的美国人认为, 应该把阻止达尔

富尔屠杀当做优先政策, 其在外交政策上的重要

性仅次于伊拉克问题。来自民间的压力强化了美

国政府对达尔富尔危机的干预态度。从对冲突双

方的几次调停到通过 5达尔富尔和平与责任法

案 6, 从公开谴责到对苏丹实行经济制裁, 布什

政府越来越重视对民间人权组织压力的呼应。º

此外, 崇尚民主选举的西方媒体, 普遍质疑

靠军事政变上台的巴希尔总统的合法性, 巴希尔

总统的主权论被视为试图给人类的恻隐之心划设

国界, 甚至他本人还被一些人权组织认定是达尔

富尔人道主义危机的幕后黑手。一些西方媒体很

多时候将达尔富尔和平进程受挫简单归罪于苏丹

政府, 对国际社会与苏丹政府积极合作所取得的

进展置若罔闻。

在多重内部因素的推动下, 美国政府顺理成

章地严防达尔富尔危机扰乱苏丹南北和解进程,

带头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对苏丹政府施压。而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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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宗教信仰的不同种族之间发生的战争, 也使达

尔富尔冲突不再是一场宗教战争, 这让欧洲社会

同情弱势种族的良心终于有了表现之机。安理会

涉及苏丹达尔富尔的一系列决议因之得以通过。

自 2004年 6月到 2008年 7月, 安理会关于苏丹

问题的决议总共有 26份 (仅 2005年 3月就通过

了 5份决议 ) , 其中主要涉及达尔富尔问题的决

议总共有 8份。¹

西 方 国 家 干 预 苏 丹 事 务

的 利 益 因 素

  利益是国家制定对外政策的重要依据和决定

因素。十年前不愿发兵制止卢旺达种族屠杀惨剧

的西方国家, 现今却对军事干预达尔富尔危机态

度积极, 其中固然有经历卢旺达大屠杀后的

/良心发现0 因素, 但不容回避的事实是, 卢旺

达对西方来说不具备战略意义, 而苏丹却因为开

发石油而一举摆脱 20世纪 90年代初的经济濒临

崩溃状态, 由世界最不发达国家变成了石油引擎

强劲驱动的经济列车, 是非洲地区经济增长最快

的行为体。从 1999年出口第一桶原油算起, 苏

丹仅用十年就从一个几乎无任何现代工业的贫穷

国家发展成为当今世界重要的新兴石油生产国和

出口国。尽管油气总储量尚未确定, 但仅目前占

苏丹国土面积 10%的 21个油田就已探明 150亿

桶石油和 815亿立方米天然气。有人甚至推断苏
丹将与乍得、尼日利亚等国连成一条重要的

/能源带 0。进入 21世纪以来, 苏丹国内生产总

值在 7年内增加了 2倍, 年增长率在 8% 以上,

2007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 2 100美元。º

虽然苏丹的资源优势在于石油, 发展出路也在于

石油, 但攫取石油利益的冲动让西方国家再次对

苏丹抡起制裁大棒。

中东是当今世界的油库, 是世界上矛盾最错

综复杂、秩序最不稳定的地区, 同时也是美国在

世界上结怨最深的地区。致力于石油进口来源多

元化的美国政府, 虽然已经为减少对中东石油的

依赖作出了不少努力, 但仍有舆论指责美国对中

东石油的过分依赖是 /慢性自杀 0。因此, 尽管

非洲一度曾是美国外交政策中备受冷落的角色,

布什总统在 2000年曾轻描淡写地宣称非洲 /不

属于美国的战略利益范围 0, 但随着新世纪以来

油价的持续高企, 美国已经把石油来源多元化的

战略实施重点主要放在了非洲, 把增加非洲石油

输入作为一个 /国家安全 0 问题来对待, 决心

在非洲扮演更重要的战略角色。达尔富尔危机给

美国进入苏丹这个新兴的石油出口国洞开了方便

之门。事实上, 在美国国务卿鲍威尔 2004年 6

月对苏丹进行访问之前, 西方大国并未给予达尔

富尔危机以足够的关注。

除实在的经济利益因素外, 打压中国和平发

展的战略考量是西方国家积极推动制裁苏丹的另

一考虑因素。因为进入世界石油市场晚于西方发

达国家, 而世界前 20家大石油公司又垄断了全

球已探明优质石油储量的 81%。中国要想在西

方跨国石油巨头苦心经营了上百年的全球石油格

局中分享现有的油气资源, 必然会受到诸多因素

的干扰和制约, 只能到新兴的产油国和地区去寻

找油源。借用刘贵今特使对西方记者所言: /中

国何尝不想在人权制度好、安全的、资源更丰富

的国家搞石油, 但是好的地方都被你们占了。0»

尽管困难重重, 中国能源企业的 /走出去 0 战
略依然成果丰硕。苏丹石油项目是中石油在海外

最大、最成功的合作项目, 是中国最大的一块海

外利益区。西方国家不遗余力寻求制裁苏丹的醉

翁之意, 也许就包括对中国在苏丹已经颇具规模

的巨大战略利益表示眼红, 试图通过争夺非洲事

务发言权打压中国的和平发展。

中国在同苏丹的经济合作中, 注重根据苏丹

的资源优势确立援助合作重点, 并以此为突破

口, 带动经济全面快速发展, 中国行为体自身也

在参与苏丹经济事务的过程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

收益, 已有 5个非洲国家要求中国协助建设和苏

丹一样完整的石油工业体系。¼ 中国行为体的实

在收益令曾在苏丹空手而归的西方国家眼红不

已, 对苏丹周边国家产生的辐射效应更使在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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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积怨颇多的西方国家感到紧张。由于中国与苏

丹石油合作以和平方式稳定而持久地推动了苏丹

南北的和解, 意图打压中国的西方政客只能凭借

人道主义危机等因素来搅局。

西 方 国 家 应 对 苏 丹 危 机

的 限 度

  在没有周边国家和内部势力配合的情况下,

没有哪个西方国家敢冒 /二度殖民侵略 0 指责

的风险军事干预苏丹内部事务, 国际刑事法院的

指控也会因难以落实而成为空头缉捕令。因此,

对苏丹实施经济制裁就成为西方国家应对达尔富

尔危机的最主要措施, 一些西方媒体和人权组织

甚至把不赞成制裁苏丹的国家视为达尔富尔危机

制造者的帮凶。但经济制裁本质上却是对正确问

题的错误答案。

其实, 因某些事件而对特定地区或国家的全

体民众实施集体惩罚的制裁举措, 是西方式以压

促变的逻辑思维的结果。在整体生存环境恶化的

背景下实施制裁, 表面上是在惩罚直接造成危机

和冲突的对立武装集团, 实际的后果承担者却是

已在冲突中处于劣势且备受折磨的难民。制裁降

低了冲突相关地区的整体水平, 但没有改变地区

内部原本的等级体系。深受制裁之苦的是一般民

众, 体系内原本处于强势的人依然可以轻易获取

比其他人更多的资源, 而原本就处于劣势的人却

不得不面临更严酷的现实。

从本质上看, 达尔富尔冲突并非是 /宗教

矛盾0 或 /分裂活动 0, 而是优势群体对弱势群
体旨在抢夺生存资源的武力洗劫。达尔富尔多年

战乱, 200多万人的家园被毁坏, 牲畜被杀死,

难民们背井离乡, 只能生活在难民营中, 饥饿和

贫穷时刻威胁着他们的生命。即使冲突结束, 难

民们返回家园面对的也依旧是贫困、饥饿和水资

源匮乏。很多有幸一时逃过屠杀的难民最终还是

因饥馑、疾病和瘟疫而丧生。

因此, 制裁和孤立苏丹喀土穆政府, 只会加

剧达区的贫困, 加深当地社会的固有矛盾, 加速

难民的形成、逃亡和罹难, 不仅无益于解决问

题, 反而会造成国际社会和苏丹政府更严重的对

立。在全球化的今天, 苏丹的国营、合资企业,

以及官员、商人, 完全可以在国际上找到更广阔

的市场。西方国家放弃了苏丹市场, 苏丹必然与

其他国家加强交往, 双方的渐行渐远可能更会使

西方失去对苏丹的影响力。更何况, 工农业并不

发达的苏丹, 除了原油外几乎没有产品和西方进

行贸易。西方国家一再对苏丹的制裁和指控其实

起不了什么作用, 充其量只是政府层面表示不满

和回应舆论压力的政治声明而已。

余   论

现行国际体系是一个开放融合、注重规则、

具有深厚政治基础的体系, 还没有任何国家能够

规避这一体系而达到现代化目标。¹ 因此, 无论

达尔富尔危机发生和升级的原因是什么, 对国家

身份正从革命性向现状性过渡的苏丹而言, 危机

本身及其因之而生的各类挑战, 都是它必须直面

的棘手难题。º 回顾最近 5年达尔富尔危机的升

级历程, 由于对危机的爆发缺乏预案, 及对西方

国家的体制运作和危机解读方式了解不够, 苏丹

政府基本上处于被牵着走的被动境地。虽最终也

在强大压力下作出了种种让步, 却让国际社会对

苏丹政府的能力和诚意产生了深刻疑虑, 增加了

苏丹融入国际社会的深层障碍。痛定思痛, 转型

中的苏丹不仅需要务实解决内部的发展不平衡问

题以夯实对外参与基础, 也需要从过程视角理解

西方对达尔富尔危机的应对。从长远看, 在国际

体系中处于下游位置的苏丹, 不能一味以消极拒

绝的方式简单回应来自西方及国际社会的压力,

而有必要深刻了解西方国家的运作模式, 主动融

入既有的世界体系, 遵守规则, 利用规则, 享受

权利, 承担责任, 理性而有效地应对挑战, 在积

极参与国际体系运作的过程中维护自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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