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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桑联合过程和经验及其对两岸统一的启示

———兼论建构“一国两制”的“台湾模式”

路 阳
*

庄虔友 王鸿志
摘 要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是由坦噶尼喀共和国和桑给巴尔人民共和国联合

而成。坦桑联合虽然是两个国家的外在联合，与海峡两岸分裂国家实现统一是不同性

质的问题。但是，坦桑联合过程中的一些经验可以为我们破解两岸政治难题、推动祖

国和平统一提供一定的经验借鉴与理论启示。本文首先对坦桑联合的背景、条件及发

展过程进行简单介绍，同时总结出由其独特经验和特点构成的“坦桑模式”。在这一模

式中，“国家认同”是关键所在，“平等地位”是重要原则，“渐进整合”是成功保证，“独特

的国家结构形式”是典型特征。笔者尝试将“坦桑模式”运用于两岸统一的实践，为建

构“一国两制”的“台湾模式”提供初步的思考和建议。建构“一国两制”的“台湾模式”
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要重视“国家认同”的建构，要体现两岸关系的“渐进发展”特

征，要体现两岸的“平等地位”，要对“港澳模式”有创新和突破。在坚持“一国两制”原

则前提下，以“港澳模式”为初步基础，同时借鉴其他国家处理统一问题的经验，既有继

承也要有创新，惟有这样才能丰富和完善“一国两制”模式的具体内容。
关键词 “坦桑模式” 两岸统一 “一国两制” “台湾模式”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The 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 ，是由坦噶尼喀共和

国和桑给巴尔人民共和国于 1964 年 4 月 26 日正式联合而成。坦、桑原为两个

国家，但双方基于悠久的社会历史文化联系，以及双方领导人体认到联合后将对

彼此的政治经济利益产生巨大的加成效应，于是积极通过谈判缔约联合成立了

一个主权国家，并在联合后保持了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应该指出，

坦桑联合是两个国家的外在联合，这与海峡两岸分裂国家实现统一是不同性质

的问题。同时，我们也发现坦桑联合过程的一些经验可以为我们破解两岸政治

难题、推动祖国和平统一提供一定的经验借鉴和理论启示。

坦桑联合的背景、过程及发展

1. 坦桑联合的背景: 殖民历史与独立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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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坦桑尼亚所辖地区为古人类的发源地之一。公元 7—8 世纪，波斯人和

阿拉伯人大批迁入该地区。16 世纪初，葡萄牙殖民者侵入东非沿海。到 19 世纪中

叶，随着西方殖民者的入侵，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相继成为西欧国家的殖民地。1885

年坦噶尼喀被划为德国势力范围。1890 年，桑给巴尔沦为英国保护地。一战期间，

英军于 1917 年占领了坦噶尼喀全境。整个坦桑尼亚遂成为英国的殖民地。

二战之后，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坦噶尼喀划为英国的“托管地”。1929

年，坦噶尼喀非洲人协会成立，这标志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组织的出现。该组织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顽强地生存下来并开始在全国迅速发展。1954 年 7 月 7

日，该协会改组为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 TANU) ，并在后来坦噶尼喀独立和坦

桑联合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1961 年 5 月 1 日，坦噶尼喀实行“内部自治”并于

同年 12 月 9 日宣布独立，一年后成立坦噶尼喀共和国。

英国通过苏丹王管理桑给巴尔内部事务，并一直维持其殖民统治到二战结

束以后。1934 年，以大陆非洲人为主要支持者的非洲人协会成立。1939 年，设

拉子人协会在奔巴岛成立，随后它的活动扩展到整个桑给巴尔。1957 年 2 月，

非洲人协会和桑给巴尔的设拉子人协会合并，成立了非洲 － 设拉子党( ASP) 。

桑给巴尔于 1963 年 6 月获得自治，并于同年 12 月宣布独立，成为苏丹王统治下

的君主立宪制国家。非洲 － 设拉子党领导桑给巴尔人民从事反帝民族独立运

动，于 1964 年 1 月发动革命推翻苏丹王的统治，成立了桑给巴尔人民共和国。①

2. 坦桑联合的内外条件

联合之前，坦噶尼喀是一个面积为942 370平方公里的大陆国家，桑给巴尔

则是一个面积仅为2 657平方公里的岛国。1964 年坦噶尼喀人口 900 多万，桑给

巴尔人口 30 余万。前者的面积和人口分别比后者大 355 倍和 30 倍。坦桑人民

有着悠久的社会历史文化联系，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斯瓦希里语言和文化。坦噶

尼喀的原住民主要是讲班图语的许多小部族，桑给巴尔原住民是从东非大陆移

来的班图语族人。桑给巴尔的地理位置也十分重要，成为列强的必争之地，苏丹

国的建立给桑给巴尔带来了伊斯兰化，导致坦桑间出现了族群和宗教信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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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争取民族独立的过程中，坦、桑人民相互支持，并肩战斗。坦、桑领导人及革

命政党共同奋斗的经历和两地人民天然的密切联系为坦桑联合打下了良好基础。

坦桑联合前，双方在社会制度和对外关系上都有明显不同，可以说具有来自

美苏双方的“两制”争议和“阵营”区隔。出于改变桑给巴尔革命政权“亲东方”

政策等考虑，美英等国对坦桑联合采取了比较支持的态度，为坦桑联合创造了较

好的外部条件。

3. 坦桑联合的过程和发展

1964 年 1 月 17 日，桑给巴尔三位主要领导人卡鲁姆( Abeid Karume) 、汉加和

巴布访问达累斯萨拉姆，向坦噶尼喀提出了一系列援助要求，还表示愿意同坦噶尼

喀讨论两国联合或建立联邦的问题。3 月，卡鲁姆再次访问坦噶尼喀，尼雷尔表示

坦卡尼喀已做好与桑给巴尔成立联邦的准备，卡鲁姆则随即表示桑给巴尔早已做

好了准备。① 4 月 22 日，坦、桑双方领导人尼雷尔和卡鲁姆在桑给巴尔就实现两国

联合举行了历史性会谈。会谈主要议题是如何将两个主权国家以条约的形式联合

在一起。会谈进展顺利，仅用一天时间双方就签订了联合条约。联合条约经过坦

桑两地立法机构批准通过后，由尼雷尔和卡鲁姆分别代表各自的国家在联合条约

上签字，完成了相关法律程序。② 同年 4 月 26 日，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联合共和

国正式成立。尼雷尔当选总统，卡鲁姆为第一副总统，并继续担任桑给巴尔总统。

同年 10 月 29 日，联合共和国更名为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1977 年 2 月，坦盟与非洲 －设拉子党合并，组成坦桑尼亚革命党，使坦桑尼亚成

为一党制国家。上世纪 90 年代，受国内外形势的影响，坦桑尼亚主动实施多党制的

民主化改造。与此同时，桑给巴尔的分离主义情绪也开始出现，坦桑联合面临一些挑

战。尽管如此，坦桑联合因获得坦桑领导人和大多数民众的支持仍然十分稳固。

“坦桑模式”: 坦桑联合的经验与特点

坦桑联合经历了四十多年的风雨之后仍屹立于东非大地。它以独特的联合

方式获得了成功，同时形成了有别于世界其他联合模式的“坦桑模式”。归纳起

来，坦桑联合的经验与特点如下:

651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第 2 期

①

②

裴善勤编著． 坦桑尼亚．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143-144
孙宝华． 坦桑联合踏着困难前进∥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编． 亚非研究( 第 1 辑) ． 时事出版社，

2007: 40



1.“国家认同”———坦桑联合的关键所在

联合后的尼雷尔政府非常重视国家认同对维护坦桑联合的重要作用。尼雷

尔认为，“人们只能加强内部的团结一致来保持一个国家的统一”①。为了充分

发挥国家认同对维护统一的作用，联合政府采取更改国名、整合政党、促进内部

融合等措施来培养和增进国家认同。

1964 年，新国家首先定名为“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联合共和国”( The United

Republic of Tanganyika and Zanzibar) ，这体现了双方的对等地位。过渡后更名为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The 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 ，新国名确立了人民的

新国家认同并推动了坦桑进一步融合。建国初期，坦盟和非洲 － 设拉子党是坦、

桑地区的领导力量，两党通过协商推出代表整个坦桑尼亚国家的正、副总统候选

人。1977 年，两党合并成立坦桑尼亚革命党，桑总统就成了革命党分管桑给巴

尔事务的副主席。此外，联合政府还采取诸如保障桑给巴尔安全、提供各方面的

优待等措施使桑给巴尔人民从中受益。同时，联合政府为坦、桑人民之间的交往

沟通提供尽可能多的便利，使大陆和岛上的人民交往更加频繁，人民相互了解的

日益加深强化了彼此的认同。随着联合共和国因在国际社会尤其是处理非洲大

陆事务中起到越来越大的积极作用，并因而赢得了更多的尊重和尊严，使得坦桑

尼亚人对此引以为自豪，由此加深了双方人民对联合共和国的国家认同。随着

国家认同逐渐增强，坦、桑人民对联合体制的拥护程度也不断增强，坦桑尼亚的

统一得到了切实维护。

2.“平等地位”———坦桑联合的重要原则

具体来看，坦桑尼亚在坚持联合的基础上充分体现了坦、桑双方的对等地位。

桑给巴尔不仅在名义上，而且在实际上取得了巨大权力，这体现了坦桑联合的政治

诚意和平等互利的精神。中央政府在权力和利益的分配上对桑给巴尔有很大程度

的倾斜。坦桑尼亚建国后，联合共和国首任总统由尼雷尔担任，第一副总统由卡鲁

姆担任。革命党成立后，在召开的首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由 40 人组成的

全国执行委员会和 30 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在上述两个委员会中，来自大陆和桑

岛的成员各占一半，这确保两党合并后双方均保持平等的地位和权利。

与此同时，桑给巴尔获得了参加中央政府和其他许多中央机构的平等﹑甚至

751第 2 期 路阳，庄虔友，王鸿志: 坦桑联合过程和经验及其对两岸统一的启示

① ［英］威廉·埃杰特·史密斯． 尼雷尔．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210



优待的权利。1977 年修订后的宪法规定，联合共和国的总统和副总统经全国选举

产生于同一政党，并且必须分别来自大陆和桑给巴尔，这保证最高权力实现了分

享。1995 年，该国首次举行多党大选，当选的姆卡帕( Benjamin William Mkapa) 总

统是大陆人，副总统则由桑岛人士担任。这已成为坦桑尼亚政治生活的惯例，为维

持坦桑平等和平衡创造了良好的基础和条件。在民意机构中，桑给巴尔获得远超

过其在整个国家中人口和地域比例的席位和实际的权力。此外，桑给巴尔还有独

立的立法和司法机构，保持单独的行政制度，独立处理自身的内部事务。

3.“渐进整合”———坦桑联合的成功保证

从坦桑联合的实践来看，通过渐进方式推动整合是其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

坦、桑之间的关系经历了由松散到紧密的过程。联合初期，桑给巴尔与大陆的合

作并不多。在桑给巴尔，卡鲁姆执政时期实行专制统治，没有进行过选举。尼雷

尔作为坦桑尼亚最高领导人，并没有过多干预桑岛事务。

1972 年，卡鲁姆被暗杀后，琼布继任桑总统，施行较温和的政策，同时也乐

于加强同坦噶尼喀的政治合作。尼雷尔也试图加强坦、桑在政治上的密切合作。

1977 年，非洲 － 设拉子党与坦盟合并建立革命党，革命党建立并成为坦桑

尼亚政治发展的关键力量。政党整合是坦桑联合走向深入的重要条件，这为坦

桑彼此间更紧密联合奠定了重要基础。同年，坦桑尼亚修订宪法，完善了国家的

政治体制并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此后，联合共和国政府又根据形势的变化不

断对政府组成、政党及选举制度等方面进行调整，并在宪法中作出具体规定。①

坦桑联合的渐进之路走到现在，联合体制得到很大调整和完善，坦、桑关系更加

密切，两地人民的相互沟通和内部联系也有进一步的发展，这些都为坦桑联合继

续前行提供了坚实基础和强劲动力。

4. 独特的国家结构形式———坦桑联合的典型特征

尼雷尔和卡鲁姆根据当时两国联合的实际情况，确定了与众不同的联邦框

架。从国家结构理论来看，坦桑尼亚的国家结构具有某些联邦国家的特征，但又

不符合真正联邦制的模式。

按照经典的联邦制标准，坦桑尼亚应具有一个联邦中央政府和两个对等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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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政府。根据 1964 年 4 月 25 日尼雷尔和卡鲁姆签署的《联合条款》，坦桑尼亚采

取了两个政府的模式，即: 联合共和国政府( Union Government) 和桑给巴尔革命政

府( the Zanzibar Revolutionary Government) 。联合政府( 中央政府) 负责坦桑联合

共和国及坦噶尼喀内部事务，坦噶尼喀由中央政府直接治理而不另设政府。桑给

巴尔革命政府( 成员政府) 对其内部事务进行管理，具有很大的自主权。除了外

交、国防等中央事务外，中央政府无权干涉桑地方事务。桑给巴尔总统由桑执政党

产生，后改由桑当地人民直接选举产生，具有较高的合法性和民意基础。

除了财政考虑之外，经济原因和政治考虑是实行两个政府体制的重要原因。

尼雷尔回忆到:“( 新体制) 既可避免桑给巴尔被并吞的忧虑，也能防止坦噶尼喀

承担两个政府运作经费的巨大压力。这就是两个政府联合体制的最初考虑。”①

从行政效率方面来考虑，不设置坦噶尼喀政府，可以减少重复的机构设置，减轻

财政负担。两个政府体制既维护了桑给巴尔的自主权，也减少了政府的财政负

担，符合当时的国情和现实需要，为后来的坦桑联合打下了较好基础。

坦桑尼亚国民议会在 1965 年根据《联合条款》制定了坦桑尼亚临时宪法，

并于 1977 年制定了一部正式宪法。② 此后又对宪法进行过多次修改，但都坚持

了建立两个政府的这项基本原则。从长远看，采取三个政府的体制，实际上是使

国家内部的两个地区对立化，不利于坦桑的进一步整合和对整个国家身份认同

的构建。相较之下，两个政府的模式无疑会在尊重桑给巴尔自主性和推动坦桑

内部联合的两个方面达到良好的平衡。

坦桑模式对于两岸统一问题研究的意义

1. 借鉴“坦桑模式”，建构“一国两制”的“台湾模式”

“一国两制”伟大构想是客观对待历史和现实的结果，是解决祖国统一大业

的有效途径，同时应在实践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完善。笔者认为，在坚持“一国两

制”原则前提下，以“港澳模式”为初步基础，同时借鉴其他国家处理统一问题的

经验，既有继承也要有创新，惟有这样才能丰富和完善“一国两制”的模式的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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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内容。对于这一问题，学术界已经取得初步的研究成果。①

笔者尝试将“坦桑模式”运用于两岸统一的实践，为建构“一国两制”的“台

湾模式”提供初步的思考和建议。按照这一体制: ①台湾将建立与桑革命政府

性质和功能类似的“台湾成员政府”。②新组建的“中央政府”管理中央层面的

全部事务，同时兼管全部大陆事务。大陆不另设政府，不存在一个与“台湾成员

政府”对立的同级政府。这样大陆仍将维持现有政治架构。③“中央政府”要在

现有权力架构中充分体现台湾的利益和地位。“台湾成员政府”管理除“中央政

府”必须的外交、国防等权力外，尽可能维持原有政府的制度架构。“两个政府”

体制将由修订后的“中国( 中央) 宪法”和“台湾地区宪法”分别加以保证，两岸

双方的权力和利益都得到保障。“台湾成员政府”和“中央政府”的相互联系和

彼此互动构成中国政治架构中的“两个政府”体制。

2. 建构“台湾模式”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 1) “台湾模式”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一个中国原则是维护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以及双方建立互信、开启对话的政治基础。在追求统一的过程中，任何

形式的整合只要在这一原则下都应加以考虑，坚持“一中”原则将有效促进共同

的国家认同的建立。

( 2) “台湾模式”要重视“国家认同”的建构。建立共同的“国家认同”能够起

到有效维护国家统一的作用。两蒋时期，台湾人民对于“一个中国”有很高的认

同。李登辉、民进党上台后的“台独”施政，使台湾民众一个中国的“国家认同”日

益淡漠，成为实现祖国统一的重大障碍。未来两岸既可恢复并强化原有的国家认

同，亦可协商建构彼此都能接受，且传承中华民族认同的共同国家认同。其中的关

键就是双方应达成高度共识，使两岸人民都能对共同的国家产生高度认同。

( 3) “台湾模式”要体现两岸关系的“渐进发展”特征。台湾问题由于其自

身复杂性，最终解决要经过较长时期的不懈努力，惟有通过“渐进”的方式才能

实现统一目标。坦桑联合一开始是由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各自的执政党领袖就

联合及联合政府的组成形式举行会谈，并签署联合协议，经由政治上的安排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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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了统一，但在具体的政治、社会、经济和心理方面则需要很多时间来进行整

合。坦桑联合政府成立至今的四十多年是双方在政治制度上不断调适，在社会、

经济和心理上进行整合的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同时期间出现的新问题和新

困难需要不断加以克服和解决。在两岸关系复杂多变、各种问题盘根交错的形

势下开启两岸整合进程，我们一定要在坚持原则和立场的基础下，循序渐进，及

时调整政策和策略，以保持和推动两岸整合的成果。

( 4) “台湾模式”要体现两岸的“平等地位”。“平等地位”是两岸关系中的敏

感问题，这一问题处理好坏将直接影响两岸同胞的情感和认同、两岸协商的进行以

及统一目标的完成。“台湾模式”要体现出一定的“平等性”，这应由双方在一个中

国原则之下通过谈判协商加以解决。如未来统一后，在中央领导人的安排、最高民

意机关代表的比例分配等方面，要通过制度安排切实维护台湾人民的利益。坦桑

尼亚关于领导人“地域平衡”的一些经验可为我们所借鉴。按照“谈桑模式”下“两

个政府”的体制，“台湾成员政府”负责台湾内部事务，而“大陆成员政府”的职能由

中央政府来负责，中央政府与“大陆成员政府”具有“同一性”，这既体现了大陆和

台湾的“平等地位”，又在事实上承认了两岸平等而不对等的客观事实。

( 5) “台湾模式”要对“港澳模式”有创新和突破。学术界一般认为，我国的

单一制国家结构因港澳回归而具有某些联邦制的特色。港澳特区政府的权力来

源于中央的授予，实际是单一制下的地方政府，而其实际享有的权力却多于联邦

制下成员单位，可以说出现了“名不符实”的状况。已有学者提出:“‘一国两制’

中的‘两制’还指单一制和联邦制。因此，只要存在现实和理论上的可能性，‘一

国两制’和‘一个中国’的原则并不排斥以联邦制实现国家统一。”①

根据中国政府按“一国两制”解决台湾问题的建议，“一国两制”下的“台湾

模式”无疑将比现有“港澳模式”体现出更大的灵活性。我们可以借鉴坦桑联合

的经验，在不改变大陆地区现有政治体制的情况下，以某种特殊联邦制方式来处

理大陆地区( 内地及港澳) 与台湾地区的关系，让其实现“名实相符”。我们将

“坦桑模式”运用于解决两岸统一的问题，就会使我国的国家结构形式具有一定

的联邦制特征。在建构“台湾模式”过程中，我们要在原有成功经验基础上，不

断实现理论上的创新和突破。 ( 责任编辑: 张业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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