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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难民问题及解决前景

李   涛

  内容提要  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 伊拉克出现了一波又一波难民潮, 大批被迫游离海

外者成为难民。伊拉克难民潮给伊拉克现政府以及国际社会都带来了深远影响, 它不仅给周

边国家带来了沉重的社会与经济负担, 削弱了伊拉克政府的执政基础, 还给复杂的中东局势

增添了新的不稳定因素。国际社会虽给予了伊拉克难民人道主义援助, 提出诸多解决伊拉克

难民问题的方案, 但由于伊拉克难民规模之大、广度之深及难民本身的复杂性, 使难民问题

的解决变得尤为困难。

关 键 词  伊拉克  难民  寻求庇护者  执政基础
作者简介  李涛,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博士生 (厦门  361005)。

  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在伊拉克已不是新现象。早在萨达姆 #侯赛因统治时期, 伊拉克当局就对

政治异己者长期推行驱逐出境的政策。其主要受害者是伊拉克的库尔德人、反对极权统治的什叶派穆

斯林, 以及成千上万的 /沼泽阿拉伯人0。2003年伊拉克战争之前, 伊拉克境内就有 100万国内流离

失所者, 还有 100万 ~ 200万担心回国受迫害而被迫生活在国外的伊拉克人。¹ 如今, 伊拉克难民º已

成为仅次于巴勒斯坦的世界第二大难民群体。

伊 拉 克 难 民 问 题 概 况

(一 ) 国内流离失所者

伊拉克境内流离失所者的人数很难准确统计。据联合国难民署 (UNHCR ) 估计, 在伊拉克境内

每月约有 6万流离失所者。» 难民署估计截至 2007年 9月 21日, 在伊拉克 450万逃离原居住地的人

中, 约有 240万为国内流离失所者。¼ 而 2007年 9月国际移民组织 ( IOM ) 则认为, 自 2006年 2月

以后有 105万伊拉克人成为国内流离失所者, 加上萨迈拉事件之前的流离失所者, 共有 225万人。½

而伊拉克红新月会 ( IRCO ) 则认为伊拉克流离失所者每月有近 10万人。¾ 红新月会 2007年 9月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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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露, 自萨迈拉爆炸事件后全国有 282 672户家庭流离失所。¹ 大多数逃往伊拉克与土耳其边境地

带, º 其余则逃往南部诸省 (见下表 )。

伊拉克各省流离失所者分布情况表

省  份 人  数 省  份 人  数

安巴尔 71 376 巴格达 143 202

巴士拉 120 468 杜胡克 184 460

穆萨纳 15 438 迪亚拉 80 250

迪瓦尼耶 25 524 埃尔比勒 223 716

纳杰夫 ) 66 864 卡尔巴拉 164 550

苏莱曼尼亚 332 736 米桑 142 146

基尔库克 13 944 尼尼微 76 062

巴比伦 62 850 萨拉赫丁 65 196

济加尔 57 264 瓦西特 61 398

  说明: 数据截至 2007年 4月。

Sou rce: UNHCR, / D isp laced Iraq is, Ap ril20070, In ternal Disp lacem entM on itoring Cen ter1

虽然自 2007年夏季以来, 伊拉克教派暴力冲突逐渐减少, 但生存条件仍未明显改善。» 据国际

移民组织 2008年 8月的报告估计, 70%以上的流离失所者不能从公共分配系统中领取到口粮, 14%

得不到保健服务, 33%不能得到所需的药物, 31%失去财产。¼ 虽然绝大多数难民投亲奔友, 由亲属

资助或帮助租赁房屋, 但由于租金上涨和就业机会的缺失使接济者的处境也变得困难重重。目前, 至

少有 20%的流离失所者落脚在废弃的建筑物、军事基地、学校、公园、足球场甚至坟场等场所, 其

中 1% ~ 2%的难民居住在偏远地区的帐篷营地, 缺乏基本生活服务设施。½

(二 ) 在邻国得以安置的难民

由于与周边国家存在地缘、族缘及血缘等关系, 邻国是伊拉克难民考虑的 /首选庇护国 0。在

450万难民中有 200万越境到邻国。虽然邻国接纳了大量难民, 但他们在接纳国的处境仍令人堪忧,

他们在邻国的就业、医疗、教育等得不到保障。虽然约旦和黎巴嫩允许难民入境, 但大多数伊拉克人

被禁止就业 (高科技专业人才除外 )。即使难民可以在公立医院得到紧急治疗, 但要得到持续治疗须

具有该国公民身份。¾ 在约旦, 虽然在理论上所有儿童都有权享受公立教育, 但仅有 1 /5的难民学龄

儿童能上公立学校。¿ 在叙利亚, 虽然政府为伊拉克难民提供免费教育, 但伊拉克儿童的入学率很

低, 在 2007学年底, 只有不到 15%的伊拉克难民儿童 (估计学龄儿童有 25万 ) 入学。À 此外, 还有

许多伊拉克人家庭无法支付儿童的校服和文具费用, 被迫让孩子辍学。Á 在黎巴嫩, 由于伊拉克成

年人在街上会遭到逮捕, 有些人为了养家糊口, 将小孩送出去工作, 也使大量儿童失去受教育的

机会。�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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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重新安置在发达国家的难民

除上述情形外, 还有不少难民被重新安置在 /第三国 0 (发达国家 )。据难民署统计, 1992 ~

2006年西方发达国家共安置了 10万多名伊拉克难民。¹ 2007年 1月至 12月 7日, 有 20 472名伊拉克

难民被安置在澳大利亚、加拿大、丹麦、英国、新西兰、荷兰、瑞典、芬兰、挪威、冰岛、西班牙、

德国、智利和巴西等国家。º 在这类 /第三国0 中, 美国的态度与举措一直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

注。2003年美军入侵伊拉克以后, 截至 2006年底, 美国共安置伊拉克难民 772人, 仅占同期主要发

达国家安置伊拉克难民总数的 8165%。» 众所周知, 美国接收难民的能力要远远高于目前实际安置难

民的水平。每个财政年度, 美国总统都会签署有关难民问题的总统令, 授权在该财政年度安置一些难

民。2007~ 2008财政年度, 美国总统授权了 7万个安置点和 2万个后备安置点。 2007年初, 美国人

口、难民及移民事务局计划在本财政年度共安置约 7 000名伊拉克难民。然而, 这一年度, 美国实际

重新安置的伊拉克难民只有 1 608名。¼ 美国政府制定的 2008~ 2009财政年度接收伊拉克难民的目标

是 112万名, 然而该财政年度的头几个月, 实际难民安置量均低于上一财政年度同期水平。½

(四 ) 寻求庇护者

伊拉克人是世界上向发达国家寻求庇护的最大群体, 2006年达 212万人, 2007年上半年, 数目

又急剧攀升。目前可统计的数据显示, 有 1198万名伊拉克寻求庇护者申请到 36个发达国家, 而瑞典

就接纳了伊拉克寻求庇护的近一半申请者。¾ 2006年, 仅有 900万总人口的瑞典批准提出寻求庇护的

伊拉克申请人数比欧盟其他国家的总数还多。据悉, 瑞典接纳寻求庇护申请者在比例上能与美国接收

约 50万难民相当。¿

伊 拉 克 难 民 问 题 的 影 响

伊拉克难民问题是伊拉克战争的一大 /后遗症 0, 其规模与广度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 对

伊拉克国内以及国际社会均产生了重大影响, 主要表现为:

(一 ) 难民潮对邻国造成沉重的社会和经济负担

11叙利亚  叙利亚对伊拉克难民持同情和较为开放的态度, 逃到叙利亚边境的伊拉克难民均可

顺利入境, 并得到比较妥善的安置。至 2007年 9月, 难民署估算进入叙利亚的伊拉克人有 120万 ~

140万, 在 2007年 10月叙利亚禁止伊拉克人持护照入境之前, 每天还以 2 000人的规模涌入。À 伊拉

克难民潮给叙利亚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 据估计, 每年叙利亚政府援助伊拉克难民开支约 10亿美

元, Á 这使原本经济低迷且失业率较高的叙利亚 /雪上加霜0。
21约旦  该国是伊拉克难民潮流向的第二大目的地, 难民主要来自巴格达和伊拉克西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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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 10月, 难民署估计进入约旦的伊拉克难民达 45万 ~ 50万人。在萨达姆执政时期, 约旦就接

纳了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难民和伊拉克难民。这对仅有 600万人口的约旦是相当大的负担和压力。据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 约旦 2006年消费指数上升了 613% , 是 2003年以来的最高点。难民潮的涌入

导致约旦的住房、交通、食品和燃料价格上涨。其中房价在过去 4年里增长了 300%。¹

31黎巴嫩  难民署估计进入黎巴嫩的伊拉克难民有 2万 ~ 4万人, 其中有 1万人为 2003年之前

进入黎巴嫩的难民。º 与叙利亚和约旦相比, 在黎巴嫩的伊拉克难民相对较少, 但对一个总人口仅

400万且接收了 35万 ~ 40万巴勒斯坦难民的国家而言也不堪重负。

41其他国家  陆续进入埃及、伊朗、土耳其等其他中东国家的伊拉克难民也在当地聚集成为相

当可观的群体。各国对伊拉克移民潮的涌入反应强烈, 均对国家安全和地区稳定表示担忧。

(二 ) 难民潮动摇了伊拉克现政权的执政基础

伊拉克目前有 2 700万人口, 其中有近 200万人流亡海外, 约占该国总人口的 8%, 虽然流亡人

口中大部分是民众, 但也包括很多伊拉克重建急需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等。2003年以来, 该

国 40%的专业人才出国避难, 其中包括数目不少的管理与行政人员 (如 50%的医生 ) , 仅巴格达的

教师数量就减少了 80%。» 在伊拉克只有不足 1%的人接受了研究生教育, 而仅逃往叙利亚的难民中

就有 10%拥有高等学历, 其中 415%有博士学位。0¼ 这些人才的流失对伊拉克经济建设产生了消极

影响。更重要的是, 无论这些人的政治倾向如何, 选择难民之路对伊拉克现政权都是一种背弃和政治

上的否定, 直接构成对当权者执政能力的挑战。从近期逃离伊拉克、前往西方发达国家避难人员的构

成情况看, 有许多是曾经为美军及伊拉克现政权工作或提供过帮助的人。不管其政见与当局有何不

同, 为美国和伊拉克现政府服务是出于本意还是为生活所迫, 但他们帮助美军和美国政府的行为倍受

争议, 被国内伊拉克反美武装视为 /叛徒 0, 甚至遭致追杀和恐吓, 其中相当一部分人不得不在直接

面对生命威胁时逃离伊拉克。½ 他们本应是美国在伊拉克构建民主政体和伊拉克政府赖以依靠的主体

阶层。他们沦为难民出走, 从而增加了伊拉克 /政治重建0 的困难。
(三 ) 难民潮使美国在伊拉克陷入被动局面

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有深层次的战略考虑。在政治上, 美国的战略目标是在伊拉克建立一个西方

式的民主政权, 为中东阿拉伯国家树立一个民主样板。同时, 以强大的军事存在和政治影响力, 实现

对伊拉克的周边国家伊朗和叙利亚的战略遏制。然而战后大量难民的出现, 使美国期待的伊拉克

/民主样板0 开始 /走样0, 国际社会普遍开始质疑布什政府对中东的政策。
伊拉克动荡的局势表明, 正是由于美国利用军事权力彻底打破了伊拉克原有的社会政治结构, 催

化了恐怖主义的萌生和扩大, 导致了今天的无政府状态, 产生了一波又一波的难民潮。如今美国在伊

拉克陷入两难境地: 一是如果美国从伊拉克撤出势必将使中东激进势力强烈反弹, 改变中东力量对

比, 也暗示着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以来所作出的一切都劳而无功; 二是继续驻留伊拉克, 但仅靠军事

占领或者扶持一个缺乏民众基础、亲美的伊拉克政权是难以真正推行民主的。现实的伊拉克难民问题

可以说是美国促使伊拉克重建过程中遇到的一大 /瓶颈 0。
(四 ) 难民潮给地区安全带来重重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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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出现难民危机, 不仅对周边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管理和国家安全带来重大影响, 也给十

分复杂的中东局势增添了新的不稳定因素。

有人担忧如果在叙、约两国的难民得不到一定程度的国际援助, 该地区将很可能成为恐怖主义与

暴力袭击的 /温床0。伊拉克专家丹尼尔 #拜曼也曾警告说, 伊拉克难民危机将进一步 /搅动 0 原本

复杂的中东局势。¹ 难民署官员也表示, 约旦和叙利亚国家安全部门已 /意识到伊拉克人正改变着他

们的社会属性, 担心他们的存在会引起教派与族群冲突 0º。比如, 在叙利亚, 国民大多为逊尼派穆

斯林教徒, 什叶派约占人口的 12%。大量伊拉克逊尼派穆斯林难民的涌入改变了叙利亚国内教派政

治力量的对比, 伴随难民而来的政治、族群矛盾和偶发因素带来的不确定后果非常难以控制。难民的

教派背景和政治分歧随难民一同进入叙利亚, 大大地增加了伊拉克教派冲突伸展到叙利亚的可能性。

叙利亚境内流入了大量支持伊拉克前政权的逊尼派难民, 这也为外部政治干涉提供了口实。

伊 拉 克 难 民 问 题 的 解 决 前 景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古特雷斯认为, 伊拉克难民迅速增加严重威胁着地区稳定, 若国际社会

再不采取行动, 危机甚至有失控的危险。因此, 国际社会提出了多种解决方案, 但大多利弊共存。

(一 ) 在伊拉克境内外建立大规模难民营或避难所

由于难民营能为难民提供公共服务和某种程度的安全保障, 故有人提出, 建立大规模的难民营或

避难所, 以进一步管理不断出现的难民, 接收更多的难民家庭和进一步遏制难民潮。» 但是也有人对

建立难民营的未来表示担忧, 今天的伊拉克安全区可能很轻易地被一个又一个民族团体接管而成为教

派攻击的目标。而且, 如果这些营地周边没有部队或警察, 里面的难民就很难得到保护, 但是何处的

部队或警察能起到这种保护作用又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因为保护难民的部队与警察的可靠性令人质

疑, 事实表明, 某些军官与那些推行教派清洗政策的民兵有联系。难民营很可能会成为其招募民兵的

重要来源, 从而达不到对难民的有效保护。而且, 与其留在难民营内生活, 伊拉克人显然更愿意投奔

亲朋好友。因此, 联合国秘书长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权代表瓦尔特 #卡林呼吁, 难民营将是在伊拉克使

用的 /最后的手段0, 他建议采取其他替代措施, 如资助一些家庭和社区, 建造更多的房屋来收留流

离失所者, 并为他们提供更广泛的公共服务。¼

(二 ) 实行伊拉克人口转移, 按族群划分行政区域

在暴力冲突不断升级的情势下, 有人提出实行有组织的人口转移。如此一来, 在国际社会的协助

下, 逊尼派、什叶派和库尔德人重新搬迁到他们族群占大多数的地区。这种人口转移的目标是实现国

家的 /软分割0, 将其变成库尔德人、什叶派和逊尼派地区。½ 然而, 这种解决办法并不可取, 甚至

招致强烈反对。人权问题专家菲利斯 #盖尔认为, /这种大规模的人口转移将付出巨大代价。0¾ 就伊
拉克而言, 人口转移很容易变成强制性行为, 转移可能会导致更多人失业、无家可归、贫穷并诉诸暴

力。而且这种行动也缺乏可行性, 因为伊拉克国民 35%的婚姻, 至少在过去, 都是不同种族和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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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的混合婚姻, 人们早已习惯一起生活和工作。但倡议者认为, 人口迁移的过程虽然痛苦, 但却可

能是保护人们免遭教派暴力冲突的唯一途径。然而, 有专家却反驳说, /人口迁移说 0 忽视了流离失

所者一旦安全威胁结束后返回家园的权利。事实上, 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人认为, 流离失所者应当不

仅有权选择安置, 也有权返回家园, 收回他们的财产。而人口迁移方案却剥夺了此种选择。¹ 然而,

在决定库尔德人未来地位时, 人口迁移也许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解决方案。º

(三 ) 建立有效的财产补偿或赔偿机制

为了鼓励难民, 尤其是 2003年以后出现的难民, 返回家园并提高在别处安置他们的能力, 急需

建立起一套有效的财产补偿或偿赔机制。在联合国的协作下, 伊拉克政府已对萨达姆#侯赛因时期受

害者建立了处理索赔相关机制, 但执法效率极低。截至 2007年底, 不动产纠纷解决委员会 ( the

Comm ission for the Reso lu tion of Real Property D isputes) 只处理了 1 /4的诉诸索赔案件 (约 1315万起中
的 317万起 ) »。而对那些索求集体土地的人 (如沼泽阿拉伯人 ) 在索赔财产时发现几乎得不到帮助,

对涉及是否损害财产的明确法律规定也很少, 很多索赔因要求提交证明所有权的正式文件而被拒之门

外。如果不能很好解决难民应得的财产索赔, 使他们有能力返乡, 很多伊拉克难民是不会返回家园的。

由于国际社会没有财产索赔的长期经验, 伊拉克相关国家机构也缺乏这种能力, 国际组织应帮助伊拉克

建立这样的机制, 特别是在政府的相应政策基础上建立起解决财产索赔要求的 /独立和公正委员会0¼。

(四 ) 国际社会协助伊拉克政府执行其难民政策

2008年 7月, 伊拉克政府制定了国家难民政策, 规定了难民的权利, 以及政府对难民的义务。

该政策规定: 难民登记注册完成后, 他们可随时得到基本的公共服务, 确保丢失与破坏的财产得到赔

偿, 可以工作和享有住房, 可领取养老金, 并在受到人权侵犯时可获得援助和法律帮助。½ 为进一步

贯彻实施这一政策, 伊拉克政府还应在国际社会的协助下加强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 建立难民数据库, 收集各省流离失所者需要帮助的信息, 并定期更新全国评估标准; 第

二, 建立协商机制, 进一步密切与流离失所者、地方社区和致力于推行该政策的非政府组织的关系;

第三, 积极协调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相关部门 (如难民与移民、住房、医疗、教育、金融、人权和司

法等 ), 做好相关部门、警察、部队和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的培训工作, 保证政策执行的非歧视性, 遏

制教派暴力冲突、摧毁房屋, 抢夺土地, 袭击国际机构工作人员及其活动的供给行为; 第四, 调配资

源收益, 尤其是一定比例的石油收入, 以满足难民需求。¾ 伊拉克国会呼吁政府拨出 15亿美元用于

难民安置。¿ 还要求将部分资金直接拨给难民家庭, 分配一定资源给各省、地方社区和收容难民的家

庭与各地方非政府组织, 以提高他们援助难民的能力; 第五, 建立 2003年以来难民的财产补偿或赔

偿机制。注意库尔德地区人们的财产索赔要求, 防止更多暴力和难民的产生; 第六, 对难民返回条件

进行评估, 并建立特别行动计划, 在难民返回区域启动对话与和解程序, 联合各族群和宗教群体重建

住房与基础设施, 强化司法制度的公正性、促进和解和人权问题的解决。

(五 ) 美国在解决伊拉克难民问题上起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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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6~ 2007财政年度, 美国只向伊拉克的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提供了 4 300万美元援助,

2007~ 2008财政年度增至 1171亿美元, 而约旦和叙利亚为解决伊拉克难民问题急需的援助款就不止

26亿美元。¹ 美国国会议员和非政府组织敦促美国至少应资助难民署 2008年 1月要求用于处理伊拉

克难民问题基金 2161亿美元的 50%。在此敦促下, 美国将资助份额增至 9 540万美元, 同时增加了

对其他国际组织的资助, 到 2008年 4月这项资助计划已累积达 2108亿美元。º 但是, 这与美国 2008~

2009财政年度用于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用途的 700亿美元拨款相比还是 /相形见绌 0, 因此, 国会议

员要求 2009~ 2010财政年度拨款 10多亿美元援助伊拉克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 然而, 美国如要

切实促使解决伊拉克难民危机, 还需在以下方面起主要作用 ¼ : 敦促和帮助伊拉克政府投入更多资

源, 制定安全、可持续返回的难民规划; 敦促伊拉克政府补偿周边收容伊拉克难民的国家, 并动员美

国及国际资源, 确保约旦、叙利亚和其他伊拉克周边国家得到最大份额的国际援助; 接纳更多的难民

到美国, 敦促沙特阿拉伯、科威特、海湾国家和其他国家接纳更多的难民, 并向约、叙两国提供财政

援助; 协助约、叙两国安置不能或不愿回国的伊拉克难民, 并做好社会融合工作。

余   论

伊拉克战争之后, 美国一直无法完全控制伊拉克全国局势, 伊拉克国家安全始终处于不稳定状

态。美国促成伊拉克建立了现政权, 可是国内各教派间的矛盾反而进一步加剧, 这正是产生伊拉克难

民潮的根源所在。周边国家出于人道主义接收了多达 200万伊拉克难民, 但也特别担忧在它们境内的

难民会将其原有的部落和教派冲突蔓延至这些周边国家。大规模的伊拉克难民潮使叙利亚不堪重负,

不得不采取限制伊拉克人入境的措施。伊拉克政府为约、叙、黎三国提供了 2 500万美元, 用来帮助

它们解决伊拉克难民问题。然而, 当周边国家要求更多援助时, 伊拉克政府却无能为力。此外, 持续

动荡的国内局势让试图返回家园的难民们 /望而却步0。很多西方国家也很不情愿为伊拉克难民 /买

单 0, 认为美国与在过去几年里日渐积累石油财富的伊拉克政府应该肩负其主要责任, 在接收伊拉克

难民问题, 以及资助约旦、叙利亚政府安置难民问题上热情不高。½ 虽然联合国难民署 2007年收到

超过 1152亿美元, 用以解决伊拉克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 但这只相当于大约每人 30美元。该机构

需要更多资金去保护和援助伊拉克人, 然而该机构却缺乏解决难民问题的更多资源。此外, 由于黎、

叙、约等国都不是 51951年难民公约6 缔结国, ¾ 从而使难民署保护难民的能力进一步降低。¿

总之, 伊拉克难民问题并非一朝一夕能得以彻底解决, 正如一名中东问题专家所言: /从现在起

20年里还将有数以百万计的伊拉克人仍然在境外生活 0À。

(责任编辑: 徐  拓  责任校对: 樊小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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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ICBC. s Strategy for Developing AfricanM arkets

) ) ) Concurrently D iscussing China- Africa F inancial Cooperation
in the Context of Post- F inancial Crisis

Zhan X iangyang, Zou X in& M a Suhong pp123- 28

  Desp ite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the g loba l
financial crisis on A frica. s cap ita l inf low, exports
and employm en,t A frica w as sligh tly struck in th is
round of crisis, judg ing from a global po int o f v iew.
The st ill huge development poten tials of A frican
financialmarketmake A fr ica an attractive important
target m arket for Ch inese investo rs. To meet the
needs of financ ial serv ice o f Ch inese compan ies
expanding A frican markets, ICBC has entered
A frican bank ing marke t through buying a stake o f
S tandard Bank o f South A fr ica and establishing long
- term strateg ic a lliance w ith Standard Bank. Th is

deal is a very successfu l case in terms of investmen t
benefits, strateg ic distribution and Ch ina - A frica
econom ic relations. To promo te Chinese banks to
expand theirs operat ions in A frica,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hou ld strengthen Ch ina- A frica financ ial
cooperat ion from the state leve,l properly tackle
prob lems of trade friction betw een Ch ina and A frica
so as to build better operation env ironmen,t guide
and encourage Ch inese institut ions to deal w ith
increasing intense international compet ition in
A fricanmarkets in a creativew ay.

Food Production in Z imbabwe: Predicam ents and Solutions

Kong L ingcong, Cheng X ingguang, L in Yuzhu& W ei J iq iang pp129- 33

  In recent years, food production in Z imbabw e
has fa llen sharply, causing sever crisis in its
domestic food security. Thema in reasons for this lie
in the w eak macro- managem ent o f the government
during econom ic crisis, insuffic ien t input into food
product ion, and unfavorab le natura l cond itions.
M eanwh ile, low food production results, low qua lity
of the farmers, and lack of soc ia lized serv ices,
among o thers, a lso account for the falling food

product ion. G iven the rea l situations in Zimbabw ean
agr icu lture, to rea lize the sustainab le deve lopm ent o f
food product ion, Z imbabw e shou ld stress the status
of food production as a basic sector, enlarge acreage
of irrigation ag riculture, promote the level o f
socialized serv ices, increase the basic producing
capacity of farm lands, and enhance scientific and
techno log ica l ab ilities in food product ion.

Refugee Problem s in Iraq and the Solutions Prospect

L iTao pp139- 45

  A fter the 2003 Iraq iW ar, w ith large number o f
disp laced overseas Iraqis becom ing refugees, Iraq
sees w aves of refugees, w hich has profound implica2
t ions for the current Iraq i governmen,t and the inter2
national community as w el.l The refugee tide brings
heavy social and econom ic burdens to Iraq. s ne igh2
boring countries, and w eakens Iraq i government. s

ruling bases; it a lso adds new factors of instability to
comp licated situations in theM iddle Eas.t G iven the
large number, the deep scope of in fluences o f Iraqi
re fugees, and the complex ity of the refugee issue it2
sel,f even w ith international commun ity. s hum ani2
tarian a id to Iraqi refugees and various solution op2
t ions, the prospect of so lut ion is full of diff icu lt 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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