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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2011 年以来，中东地区爆发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动荡和变革。
随着时间推移，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等国相继从 “革命”阶段进入 “后

革命”的重建、调整、震荡期。但叙利亚危机 “高烧不退”，乱象四起。自阿拉伯

国家联盟从叙利亚撤出观察团后，叙局势继续恶化，逐渐演变为阿拉伯大变局中的

特殊个案。本文试图对叙危机特殊性及其危而不倒的原因进行初步剖析，为预测叙

未来政局走势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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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叙利亚动荡的特殊性
如果在半年前看叙利亚局势，多数人都

会认为其与埃及等国的动荡十分相似，叙当
局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即为民众推翻。但以
目前情况看，叙动荡形势应该是阿拉伯大变
局中最特殊的，有两个表现:

( 一) 长时期的危而不倒。叙利亚动荡
自 2011 年 3 月开始，至今已有 1 年时间，

从最初的民间和平抗议，发展为有组织的反
政府行动; 反对派从无到有，在国外建立基
地、召开会议，展开国际游说; 部分反对派
甚至掌握和走私武器，和当局进行武装对
抗，伤亡人数不断上升。叙总统巴沙尔·阿
萨德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却也挺过来，还
宣布了不少改革举措。4 月，巴沙尔宣布取
消实行多年的紧急状态法; 8 月，叙当局颁
布新的政党法和选举法，似欲实行多党制选
举; 12 月，叙举行地方议会选举，一些过
去不能参选的人士获得参选资格。此间，叙
局势几度紧张: 如 7 月底至 8 月初，叙当局
动用重武器在中部城市哈马镇压抗议，造成
百余人丧生，联合国安理会差点就要通过对
叙 “措辞强硬”的决议; 11 月中下旬，阿

拉伯国家联盟 ( 简称阿盟) 吊销叙成员国
资格、对叙实施经济制裁，叙拒不妥协，叙
危机国际化、西方复制 “利比亚模式”的
风声一度极盛。2012 年 1 月 23 日，阿盟外
长会议提出叙利亚问题新倡议，呼吁巴沙尔
交权，并在 2 个月内组建包括反对派在内的
临时政府。叙政权在紧张与缓和的交替中
“捱”了过来，危而不倒的状态似将持续。

( 二) 迷 局 难 以 探 明。长 期 持 续 的 抗
议、伤亡、暴力让所有观察家都感到困惑:

叙利亚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是最需要回答却
最不易回答的问题。叙当局禁止西方记者随
意赴叙采访，英国广播公司 ( BBC) 、美国
有线电视新闻网 ( CNN) 、半岛电视台等均
未被允许进入叙境报道。这些标榜 “客观”
的主流媒体只能从网络上摘取视频片段，或
是从叙近邻黎巴嫩发来相关消息。BBC 涉
及叙暴力冲突的新闻，都会在文末附加一句
“该消息难以独立查证”; 对相关的伤亡数
据，也只能引用一些人权发布组织的信息。
倒是中国中央电视台记者可以从大马士革发
回一线报道，其报道的准确性虽也很难判
断，但肯定与西方媒体的报道差异显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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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受众而言，一方面在外媒尤其是西方媒
体的大肆报道中感到叙局势日益紧张，一方
面却听到中国驻叙大使张讯在采访中 ( 11
月底) 很放松地说: “叙国内形势总体稳定
……无进一步集体撤离计划”① 等语。远在
中国的人感觉摸不清形势，身在叙国内的人
也未必好到哪里去。《环球时报》特派记者
邱永峥等曾于 12 月 18 日探访抗议和暴力频
发的重镇霍姆斯，其见闻是 “一过下午 3
时，家家户户门窗封闭，入夜后更是彻夜枪
炮声，但天亮市民仍外出工作采购，生活和
战争竟如此默契，诡异如同地狱。”② 看来，

叙动荡真是旁观者迷、当局者亦迷了。在此
境况下，叙当局、反对派、西方之间大打宣
传战就更让人困惑。比如叙动荡导致的死亡
人数，媒体引用最多的是联合国数据，如联
合国人权高级专员皮雷 12 月 12 日称 “叙动
荡致死人数很可能超过 5000 人，其中包括
平民和叛变的士兵; 叙当局所属的士兵和安
全人员也可能有数百人死亡。”③ 叙利亚方
面，总统巴沙尔 12 月 5 日接受美国全国广
播公司采访时称 “多数死者是政府的支持
者，其 中 包 括 1100 名 军 警”。④ 叙 官 方 的
“叙利亚阿拉伯通讯社”12 月 22 日报道称
叙军队及安全部队人员死亡已逾 2000 人，

并指责联合国相关说法无实据、政治化，忽
视了 “恐怖团伙”违反人权的行为。⑤ 叙利
亚反对派组织 “地方协调委员会”12 月 15
日则称已有 5216 人成为 “革命烈士”，其
中因投奔革命而被打死的军人达 968 人。⑥

上述各方提供的数据差异较大，显然是为了
服务于各自立场。外界也根据各自立场来解
读上述数据，如俄罗斯政府就认为应该谴责
叙反对派使用暴力 ( 造成军警死亡) ，而西
方国 家 则 认 为 更 应 谴 责 叙 当 局 使 用 暴 力
( 造成平民死亡) 。

二、叙利亚局势僵持的原因
叙利亚局势僵持不下，巴沙尔政权长期

危而不倒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 一) “三大支柱”控制党政军大权。

一是家族统治。近 40 年来，阿萨德父子一
直占据着叙利亚总统宝座。1971 年，叙利
亚举行公民投票，老阿萨德当选总统; 2000
年，老阿萨德突然病故，巴沙尔接替父位。
在 “子继父位”的背后，是阿萨德家族精
英们的保驾护航，且举数例: 巴沙尔的弟弟
马赫尔领导叙军精锐第四装甲师、共和国卫
队 ( 约 1. 2 万 人) 及 shabbiha 民 兵 组 织
( 主要由阿拉维派组成) ; 巴的姐夫阿瑟夫
·肖卡特曾长期主管叙军情部门，现任叙武
装力量副总参谋长; 巴的表弟拉米·马克卢
夫则是叙工商业寡头、号称叙首富; 巴表哥
哈菲兹·马克卢夫则为大马士革安全总局头
目。⑦ 危难之际，巴沙尔应该不得不信任家
庭成员把持的国家机器。二是教派统治。阿
萨德家族信奉伊斯兰教阿拉维派 ( 可视为
什叶派支系) ，信奉该派的群众仅占叙人口
的 11. 5% ( 包括该派在内的什叶派群众占
17% ) ，而叙国内逊尼派信众占到了总人口
的 68%，基督教信众占 14%。⑧ 虽然叙当局
为少数派政权，但当局把持着国家强力部
门，比如叙高级军官中 80% 来自阿拉维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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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战 争 ‘一 触 即 发’ 担 心 没 必 要”， http: / /
world. people. com. cn /GB /157278 /16437680. html，2011 年 1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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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 亚 国 家 概 况 ( 中 国 外 交 部 国 别 资 料 ) ， http: / /
www. fmprc. gov. cn /chn /pds /gjhdq /gj /yz /1206 _ 36 /， 2011 年 11
月。



阿萨德也受到叙利亚基督教团体的支持，他
们担心局势不稳定，受到宗教迫害，不想重
复伊拉克境内多数基督教徒被迫背井离乡的
惨剧。伊斯玛仪派、库尔德人也因类似的问
题继续支持阿萨德。近来，叙当局也有意识
地向其他派别分散权力。4 月初，巴沙尔颁
布法令给予境内数十万库尔德人叙国籍，意
在笼络库尔德人群体。①三是党派统治。叙
执政党 是 阿 拉 伯 复 兴 社 会 党 ( 简 称 复 兴
党) ，党史悠久，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曾以
“团结、自由、社会主义”的口号风靡一
时。到阿萨德家族统治时期，该党已经演变
为与官僚体系相结合的庇护网络，维系起党
国一体的政治形态。叙宪法规定复兴党为
“领导国家与社会的政党”，该党在 2007 年
议会大选中占据全部 250 席中的 134 席，以
该党为主的政党联盟 “全国进步阵线”则
占据 169 席。老阿萨德在位时还要求所有高
级将领加入复兴党。正是在复兴党庞大网络
的支撑下，阿萨德父子通过选举或全民公投
成为总统。这些选举难称真正的民主，也难
代表真正的民意。巴沙尔在 2007 年全民投
票中得票率达 97%，这在民主框架内是很
难达到且不正常的高票。当然，复兴党也有
契合民意之处。该党在 20 世纪 50—70 年代
阿以战争的氛围中成长，抗击以色列是其重
要的政治立场。“三大支柱”相辅相成，构
成叙当局维稳保权的最后屏障。正是因为阿
萨德家族、阿拉维派、复兴党的团结，叙当
局才能控制党政军大局。但随着国际国内压
力的逐渐增大，叙政权正遭遇前所未有的严
峻挑战。

( 二) 危 机 背 后 的 大 国 博 弈。一 直 以
来，叙利亚被认为是中东的 “心脏”，战略
位置极其重要。叙周边都是敏感国家，包括
伊拉克、约旦、以色列、黎巴嫩，以及北部
的土耳其和隔着伊拉克的伊朗。同时，中东
几个重大热点问题，如阿以和谈、伊拉克问
题、反恐问题、库尔德民族问题，无不与叙
利亚息息相关。更重要的是，叙是伊朗重要

的反美盟友。如果巴沙尔倒台，伊朗将失去
向中东投送力量的主要手段，尤其是失去向
黎巴嫩真主党和加沙地带的哈马斯提供军
事、经济后勤支持的手段。美国不喜欢巴沙
尔，“9·11”事件之后，美将叙利亚列为
“无赖国家”行列，从 2005 年至 2010 年，

美国共资助叙反对派 1200 万美元。目前叙
面临严重的政治危机，正是美拔除 “眼中
钉、肉中刺”的最佳时机。俄罗斯为什么
力挺叙利亚? 其重要原因在于保住俄罗斯在
地中海的出海口、在中东的战略位置。伊拉
克、阿富汗、利比亚这些涉及俄罗斯地缘利
益的国家政权，已经相继被美国颠覆了，俄
罗斯在中东只剩下伊朗、叙利亚等少数盟
友。前苏联和叙利亚于 1944 年建交，比叙
美建交还要早。1963 年，叙利亚军事政变
爆发，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上台，和前苏联签
署合作协定，从而在美国精心布置的中东防
线上打开一个巨大缺口，被称为 “苏联在
冷战期间的得意之笔”。1974 年，叙利亚同
意将塔尔图斯港升格为前苏联海军的正规海
外基地，这也是前苏联在海外的第一个正规
海军基地。巴沙尔上台后，继续和俄罗斯保
持良好关系。2010 年，梅德韦杰夫实现了
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总统对叙利亚的首次访
问，将两国关系带入新的 “蜜月期”。叙利
亚局势发生动荡后，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
明，反对西方国家要求巴沙尔下台。俄当选
总统普京明确警告法国总理: “叙利亚离俄
罗斯很近。”随即，俄媒体宣布，俄军最新
型的 T—90 主战坦克已运抵叙利亚; 俄唯一
一艘现役航母 “库兹涅佐夫”号将搭载 8
架苏—33 型战机、2 架 Ka—27 型 “蜗牛”
式反潜直升机和不明数量的新型米格—29K
型战机，停靠叙利亚塔尔图斯港。② 除了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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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总统颁布法令给予库尔德人叙国籍”，http: / /
news. xinhuanet. com /world /2011 － 04 /08 /c _ 121278810. htm，2011
年 4 月 8 日。

“叙 利 亚 各 方 博 弈 的 舞 台”， http: / /news. sohu. com /
20111202 /n327709529. shtml，2011 年 12 月 2 日。



俄之外，中东各国也各有盘算。土耳其借机
高调介入，以扩大地区影响力。从一开始，

土就决心抛弃巴沙尔政权，增强未来战略筹
码。伊朗是叙坚定盟友，与叙同属什叶派穆
斯林掌权的国家。叙利亚骚乱发生后，伊朗
多次警告西方国家， “不要插手叙利亚事
务”。到目 前 为 止，叙 利 亚 危 机 不 单 单 是
“民主革命”，而是逐渐演变为一场愈演愈
烈的代理人战争。各方力量的此消彼长直接
关乎叙局势的走向。

( 三) 反对派尚未形成气候。叙利亚反
对派主要有 “全国委员会” ( SNC) 、自由
派、穆斯林兄弟会、协调委员会、库尔德人
团体和 亚 述 人 团 体 等 政 治 派 别，还 有 因
2005 年黎巴嫩前总理哈里里遇刺案而流亡
的叙前副总统阿卜杜·哈利姆等，他们在海
外从事反阿萨德活动。老阿萨德总统的弟弟
瑞法特也一直窥视着总统宝座，他提出巴沙
尔应该辞职，由他自己接管政权，希望国际
社会提供帮助。从形式上看，叙利亚没有成
形的反对派，且分散于国内外，各派系难以
整合成一个类似于利比亚那样的统一的反对
派阵营。况且，反对派依然分歧严重，没有
展示出真正的共同目标，有序的指挥和掌控
能力，以及统一的社会经济平台，普通民众
没有看到可以取代阿萨德政府的切实可行、
稳定有序的替代品。此外，反对派缺乏代表
性的组织。叙利亚 “全国委员会”虽被视
为反对派武装的总代言人，实际情况却是，

该组织的合法性在叙利亚国内受到其他反对
派武装的质疑。叙利亚国内和国外的反对派
在很多问题上说法还不一致。比如是否需要
国际军事干预，是否要求阿萨德立即下台等问
题。叙国内的主要反对武装由“国家协调委员
会” ( NCC) 领导，他们不愿意接受外国直接
干预，依旧对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危机保持一定
乐观。

三、叙利亚问题未来走势
叙利亚问题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关

于叙局势未来走向，目前有很多猜测。第一

种可能: 叙利亚陷入内战之中。最近几个月
来，反对派已积极筹建武装，频繁对叙军警
机构发动袭击，和平抗议日益演变为武装对
抗。第二种可能: 政权平稳过渡。按照阿盟
和平计划，巴沙尔交权，叙组成民族团结政
府，在阿拉伯国家和国际社会的监督下举行
透明 和 自 由 的 选 举。第 三 种 可 能: 复 制
“利比亚模式”。目前来看，第三种可能性
最大，形势 正 朝 着 这 个 方 向 发 展。2 月 4
日，联合国安理会就摩洛哥代表阿盟和西方
国家提交的决议草案进行了表决。俄罗斯、
中国两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否决了这一决议
草案。但面对西方步步紧逼，巴沙尔举日维
艰，恐难逃此劫。

第一，美欧颠覆巴沙尔政权的决心已
定，不会善罢甘休。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苏
珊·赖斯在安理会投票后发表措辞强硬的讲
话，坚称巴沙尔必须下台。① 中俄的否决只
能暂时延缓叙利亚危机爆发的时间，不能从
根本上浇熄西方颠覆巴沙尔政权的 “虎狼
之心”。离开了联合国这个舞台，中俄阻止
军事干预的努力恐难发挥作用。尽管中俄一
再呼吁给叙利亚一个对话的机会，美国却断
然拒绝，并称: “在叙局势初期，巴沙尔有
机会与反对派对话，但他没有抓住机会，美
认为目前已经没有谈判的机会了”。美国、
法国及欧洲部分国家已着手研究 “联合国
框架外”干预叙利亚的方案。法国迅速牵
头组建 “叙利亚人民朋友联络小组”，此举
几乎是 “利比亚联络小组”的翻版，西方
可能由此拉开新一轮施压的序幕。

第二，阿盟对叙态度日渐强硬，“框架
外”干预可能性增加。阿盟倡议在安理会
未获通过后，阿盟对叙态度日渐强硬。突尼
斯率先宣布驱逐叙利亚大使，不再承认巴沙
尔政府。阿拉伯各国议会联盟发表声明称，

由于巴沙尔政权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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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美国坚称巴沙尔必须下台”，http: / /www． junhun918．
com /hqsy /zixun /2012 /0201 /9038． html，2012 年 2 月 1 日。



继续镇压示威民众，阿拉伯各国应把叙利亚
大使驱逐出境。阿盟多个国家已经出现反叙
示威，甚至部分示威者冲入叙大使馆。总部
设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海湾合作委员
会 2 月 7 日也发表声明，宣布召回其成员国
驻叙利亚大使，同时要求叙利亚驻这些国家
的大使立即离境。12 日，阿盟外长会议呼
吁成立维和部队，取代叙利亚观察团，停止
阿盟成员国和所属组织与叙利亚政府间所有
形式的外交合作。阿盟对叙利亚的经济制裁
依然有效，除直接影响叙利亚平民生活的物
资外，阿拉伯国家应停止所有与叙利亚政府
的经贸往来。同时，阿盟决定开启与叙利亚
反对派的沟通渠道。起初，阿盟高调介入斡
旋，为和平解决叙危机提供了一线希望。但
以沙特、卡塔尔为首的海湾国家出于自身利
益，借机主导阿盟，导致形势对巴沙尔愈加
不利。随着叙国内暴力冲突持续升级，阿盟
框架内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正因为如此，为外部势力 “框架外”干预
叙局势提供了口实。

第三，反对派势力在外部支持下力量不
可小觑。叙利亚军队的中下层已经显露变节
端倪，当前的 “自由叙利亚军” ( FSA) 与
“自由军官团” ( FOC) 两大组织便是由变
节的前叙利亚正规军军人构成。曾任政府军
少校的里亚德·阿萨阿德在土耳其宣布组建
“叙利亚自由军”，随后合并了另外的叛军
组织 “自由军官运动”，其总部由土耳其重
兵把守。在这个所谓的 “军官营”里，有
六七十名从叙利亚军队中叛变来的战士。11
月上旬发生在哈马市与哈莫斯中心地段的激
烈交火，便是 “自由叙利亚军”所为。① 另
外，虽然各派反对势力尚未形成致命威胁，

但如果得到强有力的后盾，其实力不可小
觑。外部势力一直在向反对派提供资金、武
器和训练，煽动他们扩大事态，制造暴乱，

激化矛盾。近期，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日内
瓦与叙反对派会见时谈到叙利亚从 “残酷、
腐败的家族式独裁统治”向民主政权过渡

的计划，她认为新政权必须建立公民社会和
实行法治。她还强调，“必须推翻阿萨德!”
②更重要的是，巴沙尔面对的反对派有逐步
武装化的趋势。在承受了阿萨德政权长达 8
个月的高压后，叙国的示威民众似乎已经对
“和平”推翻阿萨德慢慢失去了信心。由于
叙利亚的进出口商品税务政策，该国多年来
一直存在着较为猖獗的有组织走私网。这些
和平时期走私汽车和酒精的网络，目前正肩
负着向叙境内运送军火的职能。③ 反对派的
组织性和武装性不断增强，频繁制造暴力冲
突，推动设立禁飞区，巴沙尔处境将更加
艰难。

近日，之前一直对军事干预持保留态
度的 土 耳 其 倡 议 在 叙 设 禁 飞 区。④据 英 国
《每日电讯报》消息，土耳其总理埃尔多
安 7 日表示，在中俄否决了联合国有关叙
利亚的决议案后，土方有意在叙利亚西北
部设立禁飞区，以保护叙利亚反政府组织。
禁飞区的地点很可能是叙利亚西北部城市
伊德利卜四周。禁飞区设立之后，巴沙尔
政府不可进入，一旦发生袭击，北约、土
耳其或阿拉伯国家将会派出战机空袭。土
耳其已就此事在和美国政府进行磋商。也
许这就是 “框架外”干预的集结号。叙利
亚局势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严峻的外部压
力不断压缩巴沙尔的生存空间，西方亡巴
之心已经箭在弦上，即使巴沙尔再神通广
大，稳控大局，恐怕也逃不出西方 “干涉
主义”的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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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迷宫困鼠”，http: / / roll． sohu． com /20111123 /n327187
755． shtm，2011 年 11 月 23 日。

“美决定武力推翻阿萨德”，http: / / club. china. com /data /
thread /1011 /2736 /93 /42 /3_ 1. html，2012 年 2 月 6 日。

http: / /news. sohu. com /s2011 /xuliya，2012 年 2 月 6 日

“阿拉伯六国驱逐叙大使，土耳其倡议在叙设禁飞区”
http: / /news. sohu. com /20120209 /n334154323. shtml，2012 年 02
月 09 日



ABSTRACTS
AnObjective Analysis and Judgment of China's External Economic Environment

Gu Yuanyang

In 2011， although the world economy suffered from multiple risks and challenges， and the
economic decline continued， it was not yet in recession． While in 2012，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world economy involves the following key issues: first，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European
sovereign debt crisis; second，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U． S． economy; thir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merging economies; last， the trend of international oil prices．

The Gran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Wang Honggang

The world is entering an era of great change that has never been seen before． To cope with such a
change， theObama administration of the U． S． has intentionally carried out the reform of its global
strategy and has achieved some results． But because of the complicated situation， the subjective
nature of strategic thinking and internal politics， the reform of its global strategy is not a smooth one
and has some defects of its own．

Further Reminding the Chinese Enterprises and Workforces inAfrica
of the Risks and Necessary Safety Measures

YangMian Song Fei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is year， three incidents of kidnapping and one explosion that involved the
victims of Chinese overseas workers have occurred inAfrica． China has already become the largest
trade partner of Africa， where the cases of attacks on Chinese working there are the most． Presently，
the Chinese enterprises and workforces in Africa are confronted with many potential safety risks， and
they should be encouraged to raise their ability to evaluate the safety risks， heighten their awareness
of such risks and take necessary prevention measures．

The Particularities of the Syrian Turmoil and Its Development Trend
Liu Chen

Since 2011， theMiddle East has been caught in turmoil and reforms， the scale of which the world
has never seen before． Currently， the situation in Syria， suffering from a large scale of unrest， is
complicated and unpredictable． This paper intends to probe into the particularities of the Syrian
crisis and the factors that keep the present regime from falling so as to lay a foundation for predicting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Syrian political situation．

The Achievements and Challenges of Constructing
theHuman Right Mechanism in Africa

Nie Wenjuan

There are two prominent features inAfrica  s human right mechanism construction: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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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UM
A analyser et juger l'environnement économique

extérieur où se trouve la Chine
Gu Yuanyang

En 2011，quoique l' économie mondiale ait connu des risques，des défis et un ralentissement， elle
n'est pas entrée dans la récession． En 2012， l'orientation de l'économie mondiale comprendra des
questions clés citées ci-dessous: l' évolution de la crise de la dette souveraine européenne， de
l'économie américaine， des économies émergeantes et du prix de la pétrole au marché international．

La tendance générale Le Temp du Grand Changement et la
refondation de la stratégie globale américaine

Wang Honggang

Le monde entre dans le Temp du Grand Changement sans précédent． Pour relever le défi，
l'administration Obama fait avancer avec la conscience la refondation de la stratégie globale
américaine et a obtenu des résultats． Cependant en considérant la complexité de la situation
objective，de la limitation subjective de la pensée stratégique et de l'interférence sans cesse de la
politique intérieure ， la refondation de la stratégie globale n'est pas en bonne voie ，mais connait de
défauts évidents．

Renforcer davantage les sensibilisations aux risques etles mesures de
sécurité des entreprises et des employés chinois en Afrique

Yang Mian Song Fei

Dès que l'année du Dragon s'est commencé， trois incidents de prise en otages et un incident de l
explosion que des employés chinois ont connus en Afrique． La Chine est devenue le plus important
partenaire commercial de l'Afrique， mais l'Afrique est un continent où les employés chinois ont
connu le plus nombreux attaques． Pour le moment il existe des dangers cachés pour les entreprises et
des employés chinois à l'étranger． Donc on doit élever le niveau d évaluation sur les risques de la
sécurité des entreprises et des employés chinois et renforcer les sensibilisations aux risques et la
capacité de prévention．

Desétudes du Moyen －Orient et des études africaines
Laparticularité de la crise de la Syrie et sa future tendance

Liu Chen

Depuis 2011，le Moyen-Orient a connu des bouleversementsà grande échelle et des changements
sans précédent． La crise de la Syrie persiste jusqu'ici． Cet article va analyser la particularité de la
crise de la Syrie et les raisons que le régime syrien ne chute pas malgré des dangers， et préparer
pour des prévisions de la future tendance de la situation politique syrienne．

Réalisations et défis dans la construction du
mécanisme des droits humains de l'Afrique

Nie Wenjuan

La construction du mécanisme des droits humains de l' Afrique montre deux caractéristiques
distinctives: l'une est dans le domaine de la construction du mécanisme ， on a fait de majors progrè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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