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达尔富尔 /灭绝种族论 0 剖析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王锁劳

=内容提要 >  2003年爆发的达尔富尔冲突造成了平民大量伤亡和流离失所。

美国于 2004年将其定性为灭绝种族, 推动对苏丹实施国际制裁。 2005年联合国发

表调查报告 , 否定达尔富尔灭绝种族论, 认为苏丹政府没有奉行灭绝种族政策, 此

报告引起西方不满。 2008年 7月, 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指控苏丹总统巴希尔犯有

三项灭绝种族罪, 等于再次肯定了达尔富尔灭绝种族论。美国等西方国家将达尔富

尔问题营造成一个国际政治问题, 一方面是要给苏丹政府扣上一个紧箍咒, 一方面

则是为了遏制中国发展。对此, 我应有清醒认识, 采取适当措施, 灵活应对。

=关键词 >  达尔富尔  灭绝种族论

  2008年 7月 14日, 国际刑事法院检察

官莫雷诺 -奥坎波披露调查证据, 指控苏丹

总统巴希尔在达尔富尔冲突中犯有三项灭绝

种族罪、五项危害人类罪和两项战争罪。他

同时向国际刑事法院预审庭提出申请, 要求

正式向巴希尔签发逮捕令。¹ 经过 3个月的

证据评估, 预审第一庭于 10月 15日做出裁

决, 要求莫雷诺 -奥坎波在 11月 17日 16

时以前, 向预审庭提交补充支持材料, 以便

最终决定是否向巴希尔签发逮捕令。
º
莫雷

诺 -奥坎波对巴希尔的所有犯罪指控中, 以

三项灭绝种族罪最为重要和关键。事实上,

莫雷诺 -奥坎波本人正是打算以法律的方

式, 将达尔富尔灭绝种族论打成铁案, 强行

终结近年来国际社会对达尔富尔灭绝种族定

性的争论。»

一、美国鼓吹达尔富尔 /灭绝种族论 0
美国是达尔富尔 /灭绝种族论 0 的始

作俑者。 /灭绝种族 0¼
被认为是人类历史

上最严重的犯罪行为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

期间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就被公认为

典型的灭绝种族。事实上, /灭绝种族 0 一

词正是波兰犹太人莱姆金于 1943年融合希

腊文 / genos0 (意为 /种族 0、 /部落 0 ) 和

拉丁文 / cide0 (意为 /谋杀 0、 /杀人 0 )

两词而创造出来的。在莱姆金和其他人的努

力推动下, 联合国大会于 1948年 12月 9日

通过了 5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 6, 使
灭绝种族正式成为世界公认的具有法律意义

上的犯罪行为。截至 2008年初, 全世界共

有 140个国家签署与核准了 5公约 6, 其中
包括中国 ( 1983年 ) 和苏丹 ( 2003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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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斯# 莫雷诺 -奥坎波的调查证据以 5检察官请求根

据第 58条向奥马尔 # 哈桑 # 艾哈迈德 # 巴希尔签发逮捕令 6

(Prosecutorps Applica tion for Warrant of Arrest under Article 58Aga inst Omar

HassanAhmad AL BASHIR ) 为名, 原文见国际刑事法院网站: h ttp: / /

www1 icc2cpi1 in t/ library /organs /otp / ICC2OTP2Summary2200817042ENG1pdf。

/ Pre2Trial Cham ber I reques ts add it iona lm ateria ls in relation

to the requ est for a w arrant of arrest for Sudan ese Pres iden tOmarH assan

A l Bash ir0, 见国际刑事法院网站: h ttp: / /www1 icc2cp i1 int /press /

pressreleases /4301h tm l。

参见莫雷诺 -奥坎波对于起诉巴希尔总统的声明 (Prosecu torps

S tatem ent on the ProsecutorpsApplication for awarrant of Arrestund er Article 58

Again stOmarHassan Ahmad AL BASHIR ), 原文见国际刑事法院网站: h t2

tp: / /www1 icc2cp i1 int / library /organs /otp / ICC2OTP2ST200807142ENG1pd f。

Genocide一词在国内又被译为 /种族灭绝 0。



5公约 6 对于灭绝种族定义的核心在于
以下两个要点: 一是 /蓄意 0 和 /故意 0,
表明了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意图; 二是 /团
体 0, 无论是民族、宗教或其他团体, 表明

了犯罪受害人的群体特征。凭此两点, 可以

把灭绝种族与其他刑事犯罪有效地区别开来。

自达尔富尔冲突于 2003年 2月爆发以

后, 达尔富尔地区无辜平民的生命和财产遭

到了极大损失, 遍布全球的美国媒体给予了

连续追踪报道, 对美国大众尤其是非洲裔美

国人产生了强烈影响。美国务院发言人鲍彻

在 2003年 12月 16日发表声明, 称达尔富

尔处于反政府武装与政府军和民兵的 /交
战 0 状态, 约有 60万平民成为国内难民,

715万人成为流亡邻国乍得的国际难民, 另

有 3000平民死于非命。¹ 2004年 4月 2日,

美国务院副发言人伊莱里指责苏丹政府支持

被称为 /金戈威德 0 的武装民兵烧毁村庄
和杀害平民, 造成了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

他说达尔富尔国内难民数目达到 70万, 国

际难民达到 11万, 称 /美国以最强烈的字
眼谴责这些暴行 0º。

3个多月后, 美国会参众两院于 2004

年 7月 22日分别通过联席决议, /宣布正在
苏丹达尔富尔展现的暴行就是灭绝种族 0,
/敦促布什政府用 -灭绝种族 . 这个正确的
名称称呼在苏丹达尔富尔犯下的暴行 0,
/呼吁布什政府继续引领国际努力以阻止苏
丹达尔富尔的灭绝种族 0, /敦促 (布什 )

当局在安理会未能采取行动的情况下, 严肃

考虑多边甚至单边干预以便结束苏丹达尔富

尔的灭绝种族 0, /要求政府 (对苏丹 ) 实

行有目标的制裁 0。» 国会的这个决议是美
国官方首次正式将达尔富尔危机定性为灭绝

种族, 这一立场对美政府、媒体舆论、专家

学者乃至普通民众的态度产生了极大影响。

为了证明国会的论断正确和属实, 美国

务院派专家于 2004年 7- 8月赴乍得东部,

随机采访了 19个达尔富尔难民营中的 1136

名苏丹难民。他们主要依赖难民们提供的信

息, 撰写了 5达尔富尔暴行文件记录 6。¼

根据这个文件, 同时结合他们访问苏丹及达

尔富尔的感受, 国务卿鲍威尔于 9月 9日在

参议院作证时宣布: /我得出结论, 灭绝种

族确实已经在达尔富尔犯下, 苏丹政府和金

戈威德对此负责, 而且灭绝种族仍将继续发

生。0½ 鲍威尔对苏丹政府的指控, 开创了

一个主权国家向另一个主权国家以灭绝种族

罪进行指控的先例。同一天, 白宫发表布什

总统声明, /我们已经得出结论, 灭绝种族

已经在达尔富尔发生。0¾ 至此, 美国行政

当局继国会参众两院之后 , 也将达尔富尔危

机定性为灭绝种族。

二、联合国 5报告 6 否定灭绝种族论
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极少数在官方

层面上将达尔富尔危机定性为灭绝种族的国

家。美要求安理会对苏丹采取制裁措施, 但

安理会多数成员国对美的说法表示怀疑。经

过反复磋商, 安理会于 2004年 9月 18日以

11票赞成、 4票弃权 (中国、俄罗斯、巴

基斯坦和阿尔及利亚 ) 的表决结果, 通过

了有争议的第 1564号决议。它决定 /请秘
书长尽快成立一个国际调查委员会, 以便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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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kesm an R ichard Bou cher, / Sudan: S ituat ion in Darfur0

( P ress S tatem ent ) , D ecem ber 16, 2003, 见美国国务院网站: ht2

tp: / /www1 state1 gov / r /p a/prs /p s /2003 /273231h tm。

Deputy Spokesm an Adam E rel,i / S ituat ion in Darfur0 ( Press

Statem ent), April2, 2004, 见美国国务院网站: ht tp: / /www1 state1gov/

r/pa /prs /ps /2004 /311081h tm。

该决议在众议院以 422对 0票通过, 在参议院以口头表决

方式一致通过, 见美国国会图书馆网站: h ttp: / / thom as1 loc1 gov /

cg i2b in /query/ z? c108: H1CON1RES1467。

State Pub licat ion 11182, / Docum en ting Atrocities in Darfu r0,

Sep tember 2004, 见美国国务院网站: http: / /www1 state1 gov /g/d rl /

rls /360281h tm。

Secretary C olin L1 Pow el,l / Th e C ris is in Darfu r0 ( Testim ony

Before the S enate Fore ign Relat ion s Comm it tee) , S eptem ber 9, 2004,

见 美 国 国 务 院 网 站: h ttp: / /www1 state1 gov/secretary/ form er/

pow ell / rem ark s/360421h tm。

W h ite H ouse Press Release, / Statem ent By The Pres iden t on

V io lence in Darfur, Sudan0, Septem ber 9, 2004, 见美国国务院网站:

ht tp: / /www1 state1 gov /p /af / rls /p rsrl /360651htm。



即调查关于各当事方在达尔富尔违反国际人

道主义法和人权法的报告, 确定是否曾发生

种族灭绝行为, 并查明此类行为的实施者,

以确保追究其责任, 吁请所有各方与这一委

员会充分合作 0¹。根据这一决定, 安南秘

书长随后于 10月 8日写信给安理会主席,

决定任命一个五人调查委员会, 成员有卡塞

(意大利 )、法耶克 (埃及 )、希纳吉拉尼

(巴基斯坦 )、恩采贝扎 (南非 ) 和特里格

纳 -斯科特 (加纳 )。

五人调查委员会及其助手于同年 10月

25日开始工作, 前往苏丹达尔富尔三个州

进行实地调查, 广泛会晤了政府官员、军队

高官、叛军头领、部族首领、国内难民、受

害人和证人等。在此基础上, 委员会撰写了

调查报告并于 2005年 1月 25日向安南提

交。 5报告 6 一方面不否认在达尔富尔出现
了某些类似灭绝种族的行为, 称 /政府部
队和其控制下的民兵实施了大规模侵犯人权

的行为, 也许可以从中推导出灭绝种族的两

个要件 0; 但是另一方面, /至少就中央政
府而言, 似乎缺乏一个关键要件: 灭绝种族

的意图。一般来说, 袭击、杀害和强行迁移

一些部落成员的政策没有表明全部或部分消

灭一个在种族、族裔、民族或宗教方面不同

的群体的具体意图。相反, 策划和组织袭击

村庄者的意图似乎是, 把受害者赶离家园,

主要是出于平叛作战目的。0 因此, /根据
以上分析, 委员会做出结论认为, 苏丹政府

并没有奉行灭绝种族的政策。0º 5报告 6 的
这个结论等于否定了美国的官方立场。

虽然国际调查委员会拒绝接受达尔富尔

灭绝种族的说法, 但并不等于否定了达尔富

尔人道主义灾难存在的事实。 5报告 6 披露
了大量实地调查而来的案例, 证实达尔富尔

存在着严重违反 /国际人权法 0 和 /国际
人道主义法 0 的事件, 诸如袭击村庄、杀

害平民、强奸妇女、掠夺财物、武力驱逐等

等。 5报告 6 强调指出, 这些人道主义灾难

并不都是由政府军和金戈威德制造的 , 以

/苏丹解放军 0 和 /正义与平等运动 0 为主
力的武装叛乱集团也蓄意制造了一系列惨

案。鉴于苏丹刑法没有对 /战争罪 0 和
/危害人类罪 0 做出规定, 为了建立 /追究
责任机制 0, /委员会强烈建议安全理事会
立即根据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第十三条第 2

款, 把达尔富尔局势提交给国际刑事法院审

理 0, 以便 /结束在达尔富尔犯下的战争罪
和危害人类罪不受惩罚的局面 0。»

根据国际调查委员会的上述建议, 安理

会于 2005年 3月 31日以 11票赞成、 4票弃

权 (阿尔及利亚、巴西、中国和美国 ) 的

表决结果, 通过了颇有歧议的第 1593号决

议, /决定把 2002年 7月 1日以来达尔富尔

局势问题移交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 0, /还
鼓励该法院根据 5罗马规约 6 酌情支持国
际社会配合该国努力在达尔富尔促进法治,

保护人权和打击有罪不罚现象 0。¼ 根据
5罗马规约 6 第十二条的规定, 国际刑事法

院行使犯罪管辖权的先决条件是 /一国成
为本规约缔约国 0。由于苏丹不是 5罗马规
约 6 的缔约国, 因而从理论上讲可以不受

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但因安理会多数国家

尤其是少数大国的坚持, 第 1593号决议将

国际刑事法院的司法管辖权延伸到了苏丹境

内, 无疑会对苏丹的司法主权构成严重挑战

和威胁。苏丹常驻联合国代表埃尔瓦愤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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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理会第 1564号决议 5苏丹局势 6, 2004年 9月 18日,

见联合国安理会网站: http: / /www1un1 org /ch inese /abou tun /p ri2

norgs/ sc/ sres /04 /s15641htm。

5达尔富尔问题国际调查委员会给秘书长的报告 6, 中文

版, 2005年 2月 1日, 第 4、 126页, 见联合国网站: h ttp: / /dac2

cessdd s1un1 org /doc /UNDOC /GEN /N05 /225 /35 /PDF /N 05225351pd?f

OpenE lem en t。

5达尔富尔问题国际调查委员会给秘书长的报告 6, 中文

版, 2005年 2月 1日, 第 4页, 见联合国网站: h ttp: / /daccess2
dds1un1 org /doc/UNDOC /GEN /N05 /225 /35 /PDF /N05225351pd ?f

OpenE lem en t。

安理会第 1593号决议 5苏丹达尔富尔局势问题移交国际

刑事法院 6, 见联合国安理会网站: ht tp: / /www1un1 org /ch inese/

aboutun /prinorgs / sc/ sres /05 /s15931h tm。



说: /事实上, 安理会今天没有解决达尔富

尔的责任制问题。相反, 它揭露了一个事

实, 即刑事法庭的原始意图是针对发展中国

家和弱国的, 它是一个实施文化优越性和强

加文化优越性的工具。这是那些认为在这个

充满不公正和暴政的世界上垄断优越的人的

工具。0¹

虽然联合国 5报告 6 否定了美国的官
方立场, 但美国官方执意坚持认为苏丹政府

正在实施有计划的灭绝种族政策。 2006年 9

月 21日和 25日, 美参众两院分别通过了

5达尔富尔和平与责任法案 6。该法案称:

/正在苏丹达尔富尔地区展现的灭绝种族以
恐怖主义和针对平民的暴行为特点, 包括大

规模谋杀、强奸和性暴力, 它们是由金戈威

德和相关民兵犯下的, 得到了全国大会党领

导下的苏丹政府的共谋和支持。0º 10月 13

日, 布什正式签署该法案, 使 /达尔富尔
灭绝种族 0 论成为美国的法律。布什同时
颁布了行政命令 : /继续冻结苏丹政府在美
国的财产 0; /禁止美国人与苏丹石油及石
化工业进行任何相关交易 0。» 2007年 12月

13日和 18日, 参众两院又分别通过了 5苏
丹责任与弃绝法案 6, 授权各州和地方政府
不得与那些同 /苏丹灭绝种族政府 0 做生
意的公司来往。¼

三、西方知识分子对联合国 5报告 6
的抨击

自联合国 5报告 6 公开披露以后, 赞

成者有之, 他们主要来自非洲联盟、阿拉伯

联盟、伊斯兰会议组织所属发展中国家; 反

对者亦有之, 他们主要来自美国与欧洲。赞

成者认为该 5报告 6 得自于实地调查的结
果, 比较符合达尔富尔的实际情况, 有利于

达尔富尔危机的政治解决。反对者认为

5报告 6 在理论方法和实际操作中都存在着
许多问题, 其结论难以令人信服。

美国马萨诸塞州史密斯学院英语语言文

学教授里维斯, 自 1999年以来热衷于研究

苏丹问题, 写出了大量文章, 如今被认为是

美国顶尖苏丹问题 /专家 0。此人是一个狂
热的达尔富尔灭绝种族论者, 自称早在

2003年 12月就认定达尔富尔 /正在进行大
范围的灭绝种族式的毁灭 0。½ 联合国 5报
告 6 公布一周后, 他就在自己的个人网站

上连续发表反驳长文, 言辞十分激烈。他指

责 5报告 6 的结论是站在 /喀土穆政权一
边 0 说话, 称 5报告 6 在事实上的误传是
十分 /可耻的 0, 并称安南未能从调查中得
出正确结论。¾ 称 5报告 6 没有得出灭绝种
族的结论是出于某种不合逻辑的政治考虑,

又称 5报告 6 在道德上和智慧上都做出了
/致命的妥协 0。¿

法国非洲问题专家普鲁内尔以 1995年

出版的 5卢旺达危机: 一部种族灭绝史 6
蜚声国际学术界。达尔富尔冲突爆发后, 他

开始聚焦达尔富尔的 /种族清洗 0 问题,

于 2005年出版 5达尔富尔: 不确定的灭绝

种族 6 一书。书中批评联合国 5报告 6 过
分看重认定灭绝种族时的主观意图, /这种

)25)

5亚非纵横 6 2008年第 6期

¹

º

»

¼

½

¾

¿

5安理会第五一五八次会议 ( 1593号决议 ) 临时逐字记

录 6, 2005年 3月 31日, 第 11页, 见安理会网站: h ttp: / /dac2

cessdd s1un1 org /doc /UNDOC /PRO /N05 /292 /46 /PDF /N05292461pd ?f
OpenE lem en t。

/ Darfur Peace and Accountab ility Act of 20060, 见美国国会

图 书馆 网 站: h ttp: / / thom as1 loc1 gov /cgi2b in /bdquery/ z? d109:

h1 r103127。

/ Tex t of aL etter from the P res iden t to the Speaker of theH ou se

of Representat ives and the President of the Sen ate0, 见白宫网站: ht2

tp: / /www1w h itehouse1 gov /n ew s / releases /2006 /10 /20061013 -

161htm l。

/ Sudan Accountab ility and D ivestm ent Act0, 见美国国会图

书馆网站: ht tp: / /www1 th om as1 gov/cg i - b in /bdqu ery / z? d110:

s102271。

In terv iew by JoelWh itn ey, / Gods ofH is tory, E ric Reeves on

Fa ilure in D arfu r0, GUERN ICA, on line m agaz ine, M arch 2006, ht2

tp: / /www1 guern icam ag1 com / in terv iew s /113 /gods_of_h istory /1

E ric Reeves, / R eport of th e In ternational C omm ission of In2
qu iry on Darfur: A critical analys is ( Part Ñ ) 0, Feb ru ary 2, 2005, ht2

tp: / /www1 sudan reeves1 org /Sect ion s2art icle489- p11htm l1

E ric Reeves, / R eport of th e In ternational C omm ission of In2

qu iry on Darfur: A critical analys is ( Part Ò ) 0, Feb ru ary 6, 2005, ht2

tp: / /www1 sudan reeves1 org /Sect ion s2art icle488- p11htm l1



文字游戏最终落得了逃避现实 0 的下场。¹

他认为受害者的数量在认定灭绝种族时意义

重大, /对于世界舆论具有现实和潜在的冲
击力 0。达尔富尔冲突所造成的庞大伤亡数
字, 他估计至 2005年初约为 28- 31万, 足

以使达尔富尔危机成为 /真正的 0 灭绝
种族。º

英国犹太裔作家兼记者利勃尔于 2006

年出版 5与邪恶共谋: 联合国在当今灭绝

种族时代 6, 对联合国未能制止当今灭绝种
族的灾难予以了尖锐抨击。他在书中煞有介

事地披露: /一些联合国内部人士声称, 国

际调查委员会本来得出了达尔富尔是灭绝种

族的结论, 但在经历了几个安理会常任理事

国的游说之后, 被劝告不能这样说。0» 可

惜他没有明确给出这些内部人士究竟是谁,

也没有指出常任理事国的国名, 难免给人一

种捕风捉影的感觉。此外, 他还刻薄地讽刺

调查委员会成员就像中世纪的神学家一样,

玩弄文字把戏, 不仅把自己绕糊涂了, 也使

读者不明就里。¼

那么, 如何用这两个新概念来评价联合

国 5报告 6 呢? 英国苏塞克斯大学国际关

系及政治学教授马丁 #绍说: /委员会的否
认 (灭绝种族 ) 不仅依赖于歪曲事实和逻

辑失败, 而且依赖于灭绝种族理论的总体错

误 0。½ 其一, 5报告 6 假定灭绝种族的特征
只是 /身体的摧毁 0, 而对于其他方面的摧
毁关注较少。其二, 5报告 6 将灭绝种族与
镇压叛乱区别开来, 无视镇压叛乱中出现的

灭绝种族问题, 而事实上, 有些灭绝种族行

为正是打着镇压叛乱的旗号进行的。马丁#
绍认为, 按照他的定义来衡量, 达尔富尔危

机显然就是典型的灭绝种族。

四、中国的立场和态度

在现实国际社会中 , 达尔富尔灭绝种族

论显然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 也不仅仅是一

个深奥的法律问题, 它在很大程度上被渲染

成一个具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国际政治问

题。在它的背后, 实际上隐藏着国与国之间

的刀光剑影和明争暗斗。具体来说, 达尔富

尔灭绝种族论直接影响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

国家、苏丹与美国、美国与中国以及苏丹与

中国之间的多边博弈。

首先, 达尔富尔灭绝种族论是美扣在苏

丹政府头上的紧箍咒。自 1989年巴希尔通

过政变上台以后, 苏丹与美国之间的双边关

系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 / 9# 110

事件前, 苏美关系紧张, 美于 1993年将苏

丹列入支持国际恐怖主义的黑名单 , 并于

1998年轰炸了喀土穆一家制药厂。 / 9# 110
事件后, 苏丹积极配合美国反恐, 苏美关系

得到改善, 美积极推动苏丹南北和平谈判,

帮助苏丹南北双方于 2005年达成了 5全面

和平协议 6。但是伴随着中国与苏丹全面伙
伴关系尤其是能源合作关系的快速健康发

展, 美对苏丹的不满与日俱增。此外, 达尔

富尔冲突爆发之时, 正是美推翻萨达姆和占

领伊拉克之际, 布什政府激进推行大中东民

主计划, 使许多中东国家与美关系变得紧张

起来。由于美军在伊拉克战场未能迅速扭转

安全局势, 伊拉克重建困难重重, 伊拉克问

题成为全世界批评和嘲笑美国的绝佳口实。

为了重振美国的软实力, 扭转持续下滑的美

国际形象, 一部分美政治家敏锐地嗅出, 可

以利用达尔富尔问题来平衡美在伊拉克的道

德失分。达尔富尔灭绝种族论之所以在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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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多的支持者, 绝不是偶然的, 美需要一

个展示自我公正和道德楷模的国际机会。达

尔富尔问题之所以成为举世瞩目的热点问

题, 离不开美的故意炒作。如今达尔富尔灭

绝种族论已经变成美手中的一张王牌, 美随

时可以用它来敲打苏丹政府和巴希尔政权,

用它来警告世界其他所谓独裁政权和无赖

国家。

其次, 达尔富尔灭绝种族论是美遏制中

国崛起的重要杀手锏。 / 9# 110 事件后中
国的迅猛发展和快速崛起已经成为美朝野甚

至普通民众的一个心病 , 如何应付日益强大

的中国成为美政客经常面对的难题。达尔富

尔冲突的爆发, 使部分美国人意识到了遏制

中国崛起的大好机会。中国与苏丹近十年来

双边关系发展迅速, 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务

实合作、互利共赢的良好典范。达尔富尔灭

绝种族论具有较强的杀伤力, 美积极鼓吹这

一论调既可以敲打苏丹 , 更能够破坏中国的

国家形象, 侵蚀中国的软实力, 从而对中国

的和平崛起构成遏制、牵制与损害。看看美

国人是如何将达尔富尔灭绝种族论与北京奥

运会密切挂钩的 , 就不难读懂其不良用心。

前面提到的美国教授里维斯, 是一个十

分仇视中国的人, 他将达尔富尔危机迟迟难

以解决的原因归罪于中国。正是这个人在

2006年底明确建议将 /达尔富尔 0 与 /中
国 2008年奥运会 0 挂钩, 以便 /迫使中国
领导人做出选择: 要么努力制止达尔富尔的

灭绝种族, 要么经常面对奥运会被作为凸显

中国犯罪的工具。0¹ 他于 2007年 2月发起

了 /羞辱中国的运动 0, 称 /中国奥运会的
口号 -同一个世界 , 同一个梦想 . , 对于北
京在达尔富尔灭绝种族中的共谋作用来说,

是一个多么可怕的讽刺。0º 另一个对华不

友好的人士是来自好莱坞的电影明星法罗,

她与其子勒南# 法罗于 2007年 3月 28日在

5华尔街日报 6 发表 /灭绝种族奥运会 0 一
文, 不仅攻击中国, 而且批评著名跨国公司

强生、可口可乐、通用电器、麦当劳等, 指

责它们赞助北京奥运会就是支持达尔富尔灭

绝种族。» 5月 7日, 美国国会 106名议员

发出公开信, 攻击我政府 /已经资助了灭
绝种族 0。¼ 6月 5日, 美众议院以 410对 0

票通过了所谓 /中国决议 0, 要求中国政府
/公开承认并谴责发生在达尔富尔的暴行 0。
再次, 达尔富尔灭绝种族论是美国安插

在中苏关系中的绊脚石。在 2004年以前中

国与苏丹关系一直发展平稳, 势头良好, 但

是自从达尔富尔灭绝种族论公开亮相以来,

中苏关系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一是中苏

政治互信关系面临考验。在安理会讨论制裁

苏丹的问题上, 中国既要为苏丹说话, 反对

通过制裁决议, 同时又不能苟同西方大国,

只好常常在投票时弃权。二是西方大国常常

要求中国向苏丹施加压力 , 迫使苏丹在许多

重大问题上做出让步。这样的两难处境给中

国的外交工作增加了难度。

事实证明, 达尔富尔灭绝种族论不仅是

苏丹的心腹大患, 同样也是中国的敌人。对

待这一邪恶论调, 中国需要采取一些有利于

我方的预防性措施: 第一, 维护 2005年联

合国 5报告 6 的权威性, 不赞成各种质疑

和攻击性言论; 第二, 维护 1948年 5公
约 6 的合法性, 不赞成任何重新解释 /灭
绝种族 0 的举措; 第三, 在安理会阻止国

际刑事法院起诉和审判苏丹总统的企图, 不

使这一企图得逞, 避免将给中苏关系的发展

蒙上更深的阴影。

(责任编辑  周仁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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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W all Street Financial Crisis and Chinaps External Econom ic Environm ent
Chen Fengying

 Since the beg inning of 2008,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 ic situation has turned much complicated,
characterized by such phenomena as the worsening of sub prmi e mortgage loan crisis in the U1S1, the
v iolent fluctuation of the value ofAmerican dollars, the soaring and declin ing of the prices for grain and
o i,l inflation going up high and stock market stay ing low, wh ich resulted in an econom ic crisis of global
scale and the cropp ing up of uncerta inties. O f late, FannieM ae and FreddieM acwere taken over by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Lehman BrothersHoldings Inc. has gone bankrup,t M errill Lynch& Co. has been
merged, M organ Stan ley and Go ldman Sachs have been transformed, and theW all Street financial storm
is sweeping across theworld. A ll th is has put Europe deep into financial cris is, brought insurmountable
difficulties for some emerging markets and made Chinaps external econom ic env ironment even more
complicated. However, the development opportun ities for China remain, Chinaps economy is basically
healthy and the general trend of further developmentw ill not be interrupted.

Features and Developm ents of Sino2African Relations over the
Past 30 years Since the Start of Chinaps Open2Door Policy

Zhang Yongpeng

 Over the past 30 years, S ino2A frican re lations, after some adjustm ents and adaptations, have
resulted in a new type of mature strateg ic partnersh ip, which has facilitated frequent exchange of
high level v is its and produced great achievem ents in econom ic cooperation. Such a partnersh ip has
its own features and contrasts sharp ly w ith those of the W es.t In sp ite of the satisfactory
developm ents of S ino2A frican re lations, there are som e challenges that call for the jo int efforts of
Ch ina and A frica to cope w ith. The new type of strategic partnersh ip and the ach ievem ents have
prov ided the foundation for further deve lopm ent of S ino2A frican re lations and the princip les
conceived from such a partnersh ip w ill enab le both s ides to efficiently cope w ith the cha llenges and
prom ote a sustainable developm ent of bilatera l relations.

Promote a Sustainable Developm ent of Strategic Relations
ofMutual Benefit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Gao Haikuan
 2008 w itnessed the 30 th anniversary o f theCh ina2Japan Peace and Friendship Treaty. In the past
tw o years, China and Japan have made great efforts to promote strategic relations ofm utual benefi,t
w ith the bilatera l relations deve loping health ily along the lines designed by the peace and friendsh ip
treaty. W ith the recent political developm ent in Japan, peop le once again got concerned w ith the
future of the relations. Ch ina and Japan need to consistently prom ote mutual trust and po litica l
understanding so as to susta in the development of such relations.

Motivation and Prospect of Turkeyps Intent to Promote
C loser Cooperation w ith Africa

Huang Shejiao
 The recent Turkey2A frica Summ it has provided a new start for effective cooperation betw een Turkey
and A frica. Turkey intended, through close engagem entw ith A frica, to bring about econom ic recovery
and developmen,t seek the support of theA frican countries for its efforts to become a none2perm anent
m ember of theUN security council and resolve theKurds issue, and create conditions for its entry into
the EU. The summ it has issued an Istanbul Declaration advocating the estab lishment of perm anent
partnersh ip, which has successfully prov ided a platform for cooperation w ith a bright future.

An Analysis of ÷Genocide Theoryù in Darfur
Wang Suolao

 The Darfur conflict breaking out in 2003 has resulted in great civilian casualties. In 2004, theU. S.
government termed it genocide, and began promoting international sanctions aga inst the Sudanese
governmen.t In 2005, theUN produced a reportwh ich, to the great discontent of theU. S. , went again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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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enocide theory, indicating that the Sudanese government did not pursue a genocide policy in Darfur.
In July 2008, the procurators of the ICC indicted the Sudanese President al2Bashir on three accounts of
genocide. TheU1S1 and theW est are trying to turn the Darfur issue into a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issue.

Russiaps Policy Trend towards CentralAsia in theW ake
of the Russia2Georgia Conflict

Rong Hui
 Russ ia has been trying to restore its influence in Centra lA s ia since Putinps assumption of power.
The presentM edvedev2Putin power structure guarantees the continuation of Russiaps po licy tow ards
CentralA sia. In the wake o f the Russia2G eorg ia conflic,t Russ iaps Centra lA sia po licy tends to be
m ore positive and tough, so as to conso lidate the relative advantage it en joys in the geo2po litica l
contention in CentralA sia. A t the presen,t whileRuss iaps CentralA sia po licy rem ains unchanged on
the strateg ic leve,l som e changes in tactics d id occur.

The Evolution and Prospect of the U1S12Kazakhstan Relations
Chen L i

 Over the past 10 years s ince theU1S1 and K azakhstan established diplomatic relations, bilatera l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in the fields of politics, economy and m ilitary have developed
cons istently. The U1S1 hopes, through active engagementw ith K azakhstan, to contain and weaken
Russia, wh ile Kazakhstan hopes to get firm ly established and strong by associating closely w ith
Am erica. W ith the And ijan U pris ing in 2005 mak ing theU1S12U zbek istan relations coo ling o f,f the
U1S1 and K azakhstan seized the opportunity to upgrade their relations. Nonetheless, the U1S12
Kazakhstan re lations w ill not go smoo thly and is likely to meet w ith som e constra ints.

The Conflict of Interests and the Urban2RuralD isintegration
in the Process of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Thailand

Zhou Fangye
 S ince the beginn ing of 2006, the s ituation in Thailand has been in turm oi.l In the process of
po litical transform ation, the contention betw een those oppos ing Thaks in and those supporting him
m eans d ifferent w ays of rea llocating po litical interests. The former, m ade up of the m ilitary,
officials, local politicians and urbanm iddle class, is the benefited group thatw anted to reestablish
themulti2party structure, while the latter, consisting of the new ly em erged industrial groups and the
rural poor, w anted to keep the ÷one party in dom inanceù pattern. Thus, how to estab lish a structure
that can balance the interests of different po litical groups has becom e the key to the resolution of the
present cris is and perfection of democratic politics in Tha iland.

An Analysis of the D ifficult Situation Confronted by the A li ZardariGovernment
Ma Jia l,i Du B ing

 Since 2007, the s ituation in Pakistan has been in turmo i.l A li Zardar,i the new ly elected
president, is confronted w ith such d ifficulties as the pressure from the oppos ition headed by Sherrif,f
the worsen ing o f internal econom ic cris is, deterioration of security. The future po litica l developm ents
w ill not on ly test the w isdom o f A li Zardar,i but also exert great in fluence on the war against
terrorism and the reg iona l strateg ic pattern.

Som e Reflection on the Issue ofM ilitarization of Space
Lou Chunhao

 O f late, w ith more countries engaging in space exploration, the issue of space m ilitarization and
weaponization has become a hot top ic in internationalm ilitary strateg ic studies. A s early as theColdW ar,
the space assumed m ilitary s ignificance w ith the fierce contention between the U1S1 and the Soviet
Un ion. But spacem ilitarization does notmean spaceweaponization, which remains a far cry from reality.
M oreover, the un ilateral nature ofU1S1 space policy and the loopholes in international law s that govern
the space jeopard ize space security, and it calls for the concer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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