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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巴布韦

严重的经济与政治危机剖析

高 秋 福

  内容提要  当前, 津巴布韦面临严重的经济与政治危机: 工、农业生产持续衰退, 通货

膨胀率居高不下, 债台高筑, 国民经济总体状况恶化; 国内各种政治势力不断制造事端; 西

方国家对穆加贝政权持续施压。这种危机状况既源于穆加贝政权抗衡西方式民主制而遭受西

方国家的制裁, 也与国内土地改革产生的负效应等因素不无关系。津巴布韦的经济与政治危

机已引起国际社会密切关注。非洲国家, 主要是南部非洲国家, 寻求在穆加贝继续执政的框

架内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以英、美为主导的西方国家执意继续施压, 执意欲搞垮穆加贝

政权。对此, 津巴布韦政府通过平抑物价、实行企业股份本地化两项措施, 以期缓解社会矛

盾和改善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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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秋福, 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北京  100803)。

近一段时间, 津巴布韦经济状况持续恶化, 国内反对派不断制造事端, 暴力冲突事件接连发生。

同时, 西方国家坚持多方施压, 制造要穆加贝总统下台的舆论。津巴布韦执政党和政府正在积极采取

措施应对, 效果如何尚待观察。

经 济 与 政 治 危 机 的 表 现

津巴布韦自然资源丰富, 工农业基础较好, 经济发展水平长期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是较高的。

但从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津巴布韦国民经济连年大幅度下滑, 出现长期负增长, 引发社会紧张和恐

慌。不久前, 该国政府确定 2008年 3月将举行总统大选, 各种政治势力之间, 特别是执政党津巴布

韦非洲民族联盟 ) 爱国阵线 (下称 /津民盟 0 ) 同主要反对党争取民主变革运动 (下称 /民革运 0 )

之间的斗争加剧。这样, 经济与政治矛盾相互交织, 使得政局更加动荡不定。

(一 ) 工农业生产持续衰退, 总体经济状况恶化

据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最近发表的报告称, 津巴布韦 2006年的经济增长率为 - 414% , 被视为

世界上 /经济运作最差的国家 0。津巴布韦所需能源基本靠进口。但是, 该国外汇短缺, 石油供应远

远落后于需求, 国家法定石油售价为每升 450津元, 实际售价却高达每升 18万津元。¹ 而且, 津巴

布韦水力资源不足, 火力发电设备老化, 所需电力 35%以上靠从南非、莫桑比克、刚果 (金 ) 等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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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进口。可是, 由于该国无力支付进口电费, 有些供应国开始停止对津巴布韦供电。石油和电力严重

短缺, 不但影响津巴布韦居民的日常生活, 更迫使许多工厂难于正常开工。几年来, 制造业产值在整

个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已由 24%下降到 1515%。城市人口失业率达 80% , 为世界所仅见。¹ 同

时, 津巴布韦农业生产也面临严重问题。津巴布韦曾被称为南部非洲的 /面包篮子 0。农业曾是该国

经济发展的支柱之一, 但自 2001年始津巴布韦出现粮食短缺。近几年, 该国许多地区发生旱灾, 水

利灌溉设施几近于无, 土地耕种面积减少 6%, 再加上种子、化肥、农业机械供应不上, 造成粮食大

幅减产, 2005年津巴布韦粮食减产达 1218%。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粮食计划署于 2007年 4 ~ 5月

间在津巴布韦进行联合调查后发表的一项报告称, 作为一般居民主食的玉米、小麦、高梁和大麦,

2007年的产量估计将比 2006年减少 44%。在津巴布韦的 1 300万人口中, 现在约有 210万人严重缺

粮, 而到 2008年第一季度可能要达到 410万。º

(二 ) 外汇管理失控, 债台高筑, 通货膨胀飞升, 人民生活困难

2007年 6月, 津巴布韦货币同美元的官方比价是 15 000: 1, 而黑市上的比价却高达 300 000: 1,

是法定比价的 20倍。津巴布韦有 300多万人在国外打工, 其国内家属基本上靠侨汇为生。他们拿到

侨汇都到黑市兑换, 造成黑市无处不在, 国家无力掌控。» 近八年来, 津巴布韦政府财政连年赤字,

国库几近空虚, 外债总额不断增加, 从 2002年的 39亿美元增至 2006年的 54亿美元。¼ 2007年 2月,

津巴布韦官方公布的通货膨胀率是 1 370%, 到 6月猛增到 4 500%。据有的经济学家估计, 实际上还

远不止于此, 可能已达 20 000%, 为当今世界之最。国内大众普通消费品价格 2007年第二季度上涨

最快, 其中: 食品价格上涨 283% , 衣物消费价格上涨 241%, 水电价格上涨 251% , 交通费用上涨

150%。政府人士多次将 /以惊人速度飞涨 0 的物价称为 /我们的头号敌人 0。国内市场上的面粉、

食油、肉类和日用品价格昂贵, 且极端匮乏, 全国 7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½

(三 ) 国内各种政治势力利用经济问题发难, 不断制造事端

津巴布韦主要反对党民革运在 2002年总统选举中失败, 在 2005年的国民议会选举中又失利。但

它并不甘心, 提出 /政治变革和经济振兴 0 的口号以争取民心。 2007年 3月 11日, 它以祈祷为名举

行群众集会, 指责穆加贝总统 /把国家经济搞垮0, 要求进行政治改革, 特别是修改宪法, 保障 2008

年的大选自由、公正地举行。同年 4月 4日, 民革运又策动工会大会举行为期两天的大罢工, 要求政

府解决失业和温饱问题。 4月 8日, 在民众中有较大影响力的全国天主教主教会议趁复活节之机发表

公开信, 严词批评政府 /将整个国家毁掉 0, 警告穆加贝再不改革 /就会引起百姓造反 0。津巴布韦

民权组织全国制宪大会和一些退伍军人也发表声明或讲话, 指责政府腐败, 要求给国民以生路。

(四 ) 政府对反对派动武, 使社会矛盾激化

对于国内反对党、工会、教会联合起来发难的举动, 津巴布韦政府采用分而治之的策略应对。基

于教会敏感的宗教背景, 政府对教会的指责只好保持沉默。对于工会, 政府指责它是民革运手中的工

具, 组织执政党津民盟成员对抗工会组织的罢工活动。津巴布韦执政党深知对其政权的主要威胁来自

民革运, 遂将它列为重点打击对象。 2007年 3月 11日, 军队和警察以民革运私藏武器、阴谋从事恐

怖活动为借口, 对其总部进行搜查, 逮捕其领导人摩根 #茨瓦吉拉伊和 30多名成员, 还有 200多名

成员被拘留。

(五 ) 西方国家极力插手津巴布韦内部事务, 极力欲把穆加贝搞下台

出于各自的政治目的和国家战略, 英、美两国带头, 在坚持对津巴布韦实施严厉政治和经济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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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时, 抓住穆加贝政府以武力对付反对派问题大做文章, 大肆渲染津巴布韦现政府 /政治独裁、

道德腐败、经济管理混乱0。2007年 4月 5日, 美国国务院公开宣称, 美国支持反对穆加贝的所有政

党和组织, 要在津巴布韦 /制造一个更加平坦的政治竞技场 0。美国驻津巴布韦大使克里斯托弗 #戴

尔更是直言, 西方在加大对津巴布韦反对派的财政和其他形式的援助, 以便 /尽早改换奉行失败政

策的穆加贝专制政权 0。

危 机 的 缘 起

津巴布韦在 1980年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并取得独立后, 穆加贝先后以总理和总统的名义当政。他

领导的津民盟宣布以社会主义为发展方向, 并紧密结合本国国情推行社会主义原则。津民盟曾明确宣

布, 津巴布韦 /当前的任务是彻底完成民族民主革命和实现经济独立, 而不是立即清除旧的资本主

义经济结构, 应在原有基础上进行结构性改造, 在逐步实现生产资料社会化的同时, 力求取得经济的

最大增长和发展 0。这样一种比较现实和稳健的政策, 较好地解决了独立前尖锐的种族矛盾和部族矛

盾, 因而该国国民经济发展较快, 社会比较稳定。西方国家曾视津巴布韦为新独立非洲国家 /发展

的样板 0。可是, 20世纪 90年代初以来, 国际和国内情况发生变化, 津民盟的政策随之也发生一些

改变, 穆加贝政权遇到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一 ) 穆加贝反对西方多党制, 受到美、英等西方国家打压

津巴布韦独立之初, 穆加贝政府同西方国家的关系一直较好, 英、美两国是津巴布韦主要投资国

和捐助国。苏联解体后, 西方在非洲大力推行 /民主化 0 和 /多党制 0。一直主张 /以马列主义原则

为指导, 在津巴布韦建立一党制社会主义社会 0 的穆加贝对西方所推行的那一套政治理念表示不能

接受。 1996年 10月, 津民盟对西方鼓吹的那一套政治制度仍表示难以认同。这样, 穆加贝同西方国

家的矛盾日益凸显。 1999年 9月, 脱胎于该国最大工会组织津巴布韦工会大会的民革运宣告成立,

号称拥有上百万党员, 公开同津民盟分庭抗礼。穆加贝被迫对民革运实行挤压政策。 2001年 5月,

美国公开批评穆加贝奉行 /反民主政策0。穆加贝立即反击, 批评美国干涉津巴布韦内政。这样, 津

巴布韦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交恶。

(二 ) 穆加贝搞土地改革, 同英国的关系破裂, 津巴布韦经济下滑

土地问题是津巴布韦独立时遗留下来的一个敏感而重要的问题。独立前, 全国 75%的良田掌握在

4 500多个白人农场主手中, 700多万黑人仅占有 25%的贫瘠土地。独立后, 广大黑人强烈呼吁实现 /耕

者有其田0。英国承诺帮助津巴布韦实行土改, 却一再以各种借口进行拖延。 2000年 6月, 津巴布韦启

动 /快车道0 土改计划, 规定白人农场主只能拥有一个农场, 其余农场没收后分配给无地农民和退伍军

人。这项土改政策涉及津巴布韦 3 041个白人农场大约 700万公顷的土地。¹ 这些土地约占全国耕地面积

的 40%, 其收获物约占全国农产品总量的 75%。这些白人农场主大多是英国人的后裔, 土改自然损害

了英国在津巴布韦的利益。于是, 英国联合其他西方国家对津巴布韦施压, 减少或停止对津巴布韦的投

资和援助, 先后有三四百家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公司从津巴布韦撤走。没收的土地分配下去之后, 因

种种原因经营不善, 全国的农业产量大幅度下降, 导致整个国民经济开始急剧下滑。

(三 ) 以 /大选舞弊0 为借口, 西方国家开始严厉制裁穆加贝政府

在 2002年 3月津巴布韦总统大选中, 穆加贝获胜, 第三次蝉联总统职务。民革运同美、英等西

方国家均指责穆加贝靠舞弊和恫吓手段胜选, 宣布不承认选举结果。同时, 英、美两国均宣布对津巴

布韦领导人实行禁止入境制裁。英国还怂恿英联邦中止津巴布韦成员国资格一年。次年 3月, 美国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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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布什指责穆加贝 /有系统地破坏民主体制0、 /诉诸暴力、恐吓和包括立法在内的压制手段扼杀反

对派0, 宣布对津巴布韦实行新的制裁, 禁止穆加贝及其政府的 76名高官入境, 冻结他们在美国的

资产, 他们同美国公民进行的商业交易也受到禁止。同时, 欧盟也采取了类似制裁措施。 2003年 12

月, 在英国的推动下, 英联邦首脑会议决定继续中止津巴布韦的成员国资格。津巴布韦随即宣布退出

英联邦。2005年, 津巴布韦进行议会选举, 英国宣布不承认选举结果。美国新任国务卿赖斯将津巴

布韦列为全球 6个 /暴政前哨国家0 之一, 津巴布韦政府对此作出强烈反应。

(四 ) 津巴布韦被迫从西方转向东方寻求支持, 但一时难以收到较大成效

2005年 4月, 穆加贝总统公开宣布, 其政府决定要背对西方, 转向东方。他说, 津巴布韦只有

转向蓬勃发展的东方, 才能保证资金与技术来源, 以及出口市场多元化, 才能摆脱面临的政治与经济

危机。为此, 他积极发展同中国的政治与经济关系, 并采取措施加强同印度、马来西亚、伊朗和其他

亚洲国家的经贸合作。这一政策对缓解津巴布韦的经济社会矛盾起到一定作用。但是, 原本同西方经

济关系极为密切的津巴布韦, 面临的政治压力没有缓解, 经济制裁造成的后果一时也难以根除。

非 洲 和 西 方 国 家 的 不 同 态 度

津巴布韦的经济政治危机已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不同方面在寻求不同的解决办法。

(一 ) 非洲国家, 主要是南部非洲国家, 寻求在穆加贝继续执政框架内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2007年 3月 29日,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14国领导人在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举行紧急首脑

会议, 集中讨论津巴布韦局势。据悉, 与会各国领导人表示不赞成穆加贝对反对派动用武力的做法,

希望穆加贝做出让步, 与反对派达成政治和解。会后发表的联合公报呼吁国际社会, 特别是呼吁西方

国家解除对津巴布韦的制裁, 帮助津巴布韦解决其国内问题。会议决定委托南非总统姆贝基为调解

人, 推动津巴布韦朝野双方进行对话。同时, 非洲联盟领导人也对津巴布韦问题表示关切, 希望矛盾

双方能够早日和解。

其实, 早在 2003年 5月, 南非、尼日利亚、马拉维三国总统姆贝基、奥巴桑乔和穆卢齐就受非

盟的委托, 对津巴布韦问题进行过调解。调解使双方矛盾有所缓解, 但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

解决。民革运承认了穆加贝在大选中获胜, 但坚持要对他的某些做法提出批评。调解者未能做到, 民

革运也认为调解者办事不公, 袒护了穆加贝。这次, 姆贝基单独出马担当调解人, 民革运表面上表示欢

迎, 希望趁此同政府进行 /充分透明的对话0, 但实际上对调解并没寄予多大希望。民革运认为, 姆贝

基是穆加贝的好朋友, 肯定会偏袒他。姆贝基强调, 他只是在津巴布韦朝野之间进行调解, /手中没有

棍子, 不会强迫津巴布韦进行变革0。目前, 调解会议在南非已经举行两轮, 尚无取得明显进展。

(二 ) 以英、美为主导的西方国家执意继续施压, 坚持欲把穆加贝政权搞垮

西方国家认为, 姆贝基不喜欢民革运, 对穆加贝只能采取 /容忍的绥靖态度 0, 调解工作因而不

会取得什么成效。即使取得一定成效, 民革运也对付不了从政经验丰富的穆加贝。穆加贝仍然牢牢控

制着军队、警察和情报系统, 地位一时难以动摇。¹ 但是, 穆加贝毕竟年逾 8旬, /穆加贝之后0 的
执政问题迫近。因此, 西方国家加紧在津巴布韦反对党和执政党两方面做工作。民革运现在分裂为两

大派, 实力较前几年有所削弱。2007年 6月下旬, 民革运两派领导人摩根 #茨瓦吉拉伊和阿瑟 #穆

坦姆巴拉联袂访问英、比、德、法四国。据悉, 经过这些国家做工作, 他们两人表示, 今后将努力消

除分歧, 联合起来, 将在 2008年大选中誓把穆加贝赶下台。他们的表现得到受访国家的赞许, 争取

到这些国家的政治与经济支持。

同时, 一些西方国家也设法在执政党津民盟内部做分化工作, 拉拢、培植其中反对穆加贝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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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参见 [美国 ] 5国际先驱论坛报 6, 2007年 4月 4日。



量。英国 5卫报 6 网站最近透露, 英、美两国看好津巴布韦前陆军司令所罗门 #穆菊如及其妻子、

(现任副总统乔伊丝#穆菊如 )。他们都对穆加贝紧握权柄不放表示不满。乔伊丝 #穆菊如在 2006年

1月曾公开表示, 她是接替穆加贝总统职务的最佳人选。穆菊如将军曾同美国和欧盟官员接触, 不但

获得支持, 还获得一旦当政就取消制裁、恢复援助的许诺。¹ 另据悉, 2007年 5月底, 津巴布韦政府

挫败了一个政变阴谋, 该国前陆军上尉艾伯特 #马塔波和 6名现役军人被捕。西方媒体在报道此消息

时, 回避政变阴谋同西方国家的干系, 强调阴谋背后的主使者可能是津巴布韦执政党中的一位要人。

此事件反映了津巴布韦执政党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日益加剧。º 穆加贝总统于 2007年 7月 18日

在哈拉雷发表讲话, 没有具体谈这次政变阴谋, 但他强烈批评了英国。他说, 英国企图乘津巴布韦遭

遇经济困难之机在津巴布韦策动政变, 但是遭到津巴布韦军人的坚决回击。

津 巴 布 韦 采 取 的 应 急 措 施

穆加贝政府已经意识到所面临政治与经济问题的严重性, 正在加紧采取措施进行应对。年届 83

岁高龄的穆加贝, 本来早已公开表示到 2008年总统任期届满后要退休。可是, 在 2007年 3月召开的

津民盟中央委员会会议上, 他又当仁不让地接受推举, 成为 2008年总统候选人。有些人讥讽他 /死

守权力不放 0, 另有些人则认为, 他这是出于津民盟的团结和前途考虑。事实上, 穆加贝担心, 自己

若不出面, 津民盟可能会陷于内斗, 甚至发生分裂。他认为, 在这一关键时刻, 他就顾不得别人对他

/不信守退休诺言 0 的指责了。

最近, 穆加贝政府还断然采取了两项非常措施, 从短期看, 旨在缓解社会矛盾, 改善民生; 从较

长时期着眼, 则旨在赢得民心, 为 2008年的大选取胜铺路。

(一 ) 发布政令, 宣布强行压低 50%的物价

早在 2007年 5月, 穆加贝就签署了一项国民收入和物价法案, 授权成立物价和收入委员会, 查

处各种投机倒把活动, 将哄抬物价的奸商处以 5年监禁。随后, 政府同一些企业的劳资双方签订一项

社会契约, 提出共同努力、把每月的通货膨胀率控制在 25%以内。但是, 在 6月中下旬的一周之内,

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不但没有下降, 反而猛涨, 涨幅竟达 300%。因此, 6月 25日, 津巴布韦政府

发布政令, 要求厂家和商店立即将面粉、食油、牛奶、肉类等生活必需品和水电、石油等社会服务品

的价格降低一半, 恢复到 6月 18日以前的水平。穆加贝就此发表讲话强调, 降价的法令必须强制性

执行。同时, 他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 /像在民族解放战争时期打败殖民者那样打败经济恶化这个

敌人0。随后, 工业和国际贸易部长奥波特#姆波夫宣布, 已经由警察、保安人员、军人、经贸官员

联合组成精干的督察小分队, 派遣到全国各地督导与监察降价政令的执行。拒不执行者, 都将遭到罚

款、传讯、拘捕、审判, 甚至被没收全部财产。

(二 ) 实行企业股份本地化, 加强政府对企业的控制和管理

一个时期以来, 穆加贝和一些部长一再指控, 包括工矿业在内的一些私人大公司 /玩弄减产涨

价的肮脏把戏0, 扰乱市场, 从中渔利。这些公司实际上是受英国摆布的 /毒蛇0, 旨在 /毒化津巴

布韦的经济和政治氛围, 最后颠覆津巴布韦政府 0。他们警告说, 如不改弦易辙, 这些公司将被国有

化。降价法令出台后, 津巴布韦政府又公布了一项企业本地化和经济授权法草案, 提出企业的兼并、

重组、投资都必须得到政府批准, 而津巴布韦人要占所有企业和公司股份的 51%。这显然是要加强

政府对包括外国公司在内的所有大企业的监控。

穆加贝政府采取这些非常措施, 实属面对日益恶化的经济状况而做出的无奈之举。特别是降价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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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英国 ] 5卫报 6 网站, 2007年 3月 26日报道。

参见 [英国 ] 5泰晤士报 6 网站, 2007年 6月 16日和新华社 2007年 6月 17日报道。



颁行后, 社会各方反应极为强烈。普通百姓表示拥护, 纷纷到超市和商店购买所需物品。一时间, 社会

上出现一股抢购风, 不少商店的商品被抢购一空。有的店主抱怨损失惨重; 有的厂家停产; 有的超市和

商店拒不减价; 还有的则干脆将货物下架, 存藏起来。政府鉴此下令, 所有工厂必须照常生产, 所有商

店必须照常营业。任何人都不准大量购买基本生活用品, 防止囤积居奇。政法机构和督察小分队到处巡

查, 发现违法者就严加惩处。据津巴布韦警方宣布, 政令颁行两周之内, 已有 1 328家违法商店遭罚款、

200多名违法店主和公司老板遭逮捕, 被移交司法机构审处。
¹
但是, 强行降价能否取得预期的成效, 津

巴布韦政府内部看法并不一致。一些人士坚持采取强硬态度, 认为非此不能制服奸商, 也不能挫败国内

外敌人颠覆现政府的政治阴谋。另一些人士则认为, 这些措施也许能收到一时之效, 安抚一下贫困的大

众, 赢得一些支持, 但恐伯难以坚持下去, 因为经济问题必须按经济规律办事, 行政上的强迫命令终究

难以长期奏效。此外, 国内反对派和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津巴布韦政府的这些非常措施大肆指

责和反对。民革运的两派领导人均发表谈话说, 通货膨胀率失控和津元大幅度贬值, 使所有支持穆加贝

的人都开始反对他, 穆加贝政权 /已经走进死胡同 0。美国驻津巴布韦大使戴尔说, 津巴布韦政府采取

的这些措施无助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根本的解决办法是彻底改变现行政策。他认为, 目前不是西方要

在津巴布韦 /策动政权改变 0, 而是 /走投无路的穆加贝自己在搞政权改变0。º

现在, 津巴布韦政府不得不三面作战: 一面回击国内反对派和西方的攻击; 一面平息一些厂商和

店主花样翻新的抵制; 一面采取后续行动, 确保压价政令和其他措施坚持执行下去。据悉, 为保障压

价后厂家和商店经营不亏损, 政府不得不开始对 ) 些基本商品的产销实行补贴。但是, 补贴的钱从何

而来, 一时又成为问题。如果政府要大量加印钞票, 那恐怕只能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 造成更为严重

的后果。因此, 穆加贝政府采取的上述应急措施, 究竟会带来哪些长远效应? 能否缓解津巴布韦当前

面临的经济与政治危机? 以穆加贝为首的津民盟能否在 2008年大选中继续获胜? 人们不妨拭目以待。

(责任编辑: 安春英  责任校对: 樊小红 )

¹ 参见美联社哈拉雷 2007年 7月 6日和路透社哈拉雷 2007年 7月 7日讯。

º [英国 ] 5卫报 6, 2007年 6月 22日。

#资料库 #

联 合 国 / 千 年发 展 目 标 非 洲 指 导 小 组 0
  /千年发展目标非洲指导小组0 由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世界银行、伊斯兰发展银行、非洲发展银

行、非盟委员会、欧盟委员会和联合国发展集团的

领导人组成。该机构成立的目的是: 加强在援助非

洲方面的国际合作, 充分利用联合国系统, 以及其

他多边国际组织和专门机构的优势, 帮助非洲在消

除贫困、饥饿、疾病等方面取得进展, 促进千年发

展目标在非洲的实现。

2007年 9月 14日,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召集

/千年发展目标非洲指导小组 0 成员, 在纽约召开

了首次会议。与会各方发表了联合声明, 宣布该小

组正式开始运作, 并表示将加强各相关发展机构的

协调与努力, 帮助非洲国家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与

会各方决定确立有效机制, 履行在医疗保健、教育、

农业、粮食保障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对非洲的援助承

诺。与会各方将努力保证各自对非洲的发展援助如

期兑现, 以便非洲国家政府能够对实现千年发展目

标的投资需求做出有效的规划。与会各方还承诺将

帮助非洲各国政府确定和实施能够实现千年发展目

标的适宜策略。

  (资料来源: 新华网 2007年 9月 21日 )

(筱  雪  摘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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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raeli Pre2emptive Strategy in the shadow of Iran . s Nuclear Crisis

Sun Degang pp125- 30

  Israeli government and m ilitary m anagemen ts

have been fermenting to make possib le preemptive

strike on Iran. s nuclear fac ilities since the nuclear

crisis broke ou.t There are five factors wh ich m ay

promo te Israe l to lunch a m ilitary act ion on Iranian

nuc lear fac ilities: ma intaining Israe li Security;

transfer ing attent ion o f public op in ion; the sanction

ofUN on Iran; the equivocal attitude ofU1S1; Is2
rael experiences in the pas.t There are a lso five lim i2
tation factors: the lim itation o f Israelim ilitary opera2

t ion; the opposite opin ions from Israe li in ternal par2
t ies; no a llies w ill support Israe;l the opposite atti2
tude from internationa l world; Iranian ability o f

counterattack. Israeli preemptive Strategy is con2
tained a t present by the lim itat ion factors. If the pre2
emptive Strategy w ill come into being, itw ill depend

on the trends of Iran. s nuclear plan, the lead ing at2
t itude of international public op in ion, and the po liti2
cal developmen t in U S, Israel and Iran.

Breaking the Lim itation andW eed Through the

O ld to Bring Forth the New

) ) ) Iran . sM odern Thinker Soroush and H is Theory on Re ligionM odernity

Wang Z ezhuang pp146- 51

  Abdo lkarim Soroush is a famous Iran ianmodern

th inker, he thinks that Islam and democracy can co2
ex ist in ideo logy, and he a lso th inks a re lig ious de2
mocracy sta te cou ld be estab lished on the basis o f re2
lig ious state, and th is theory is contradicted w ith that

of popular w est thinkers. Bu t the m ain problem is

that how w e understand the relig ion and its va lue,

how w e innovate our trad itional concept o f relig ion

w ith the changes of times and social env ironmen.t

The core conclusion of h is theory is that he th inks

the religion as a va lue and the democracy as meas2
ures to manage national a ffairs cou ld comprom ise,

and so tha t it is necessary to pract ice in po litica l

life. He thinks it cou ld be aw ay to innovate relig ion

idea fo r Islam to dea lw ith the changes o f t imes.

An Analysis on the Critical Econom ic and Political Crisis in Z imbabwe

Gao Qiufu pp152- 57

  Zimbabw e is facing critical econom ic and po liti2
ca l cr isis now. N ational economy to tally is in a bad

situation; a ll k inds o f po litica l fo rces are m aking

troub les w ith the governmen ,t and w est countr ies

ma intain sanctions on Z imbabw e. W est countr ies

have imposed grea t pressure on M ugabe because o f

his po licy of countering w estern democracy. The o th2
er cause of crises is the negative consequence o f land

re fo rm. In ternational w orld has pa id g reat attention

to Z imbabw e. s Situation A frican states, especia lly

southern A frican states tries to seek measures to get

rid of the crises w ith the frame of keepingMugabe in

pow er, butw est countries insist on imposing pressure

on Zimbabw e and choice to overthrowM ugabe govern2
men.t The presen t Jimbabw e governm ent has adopted

many adm inistrative orders such as to decrease

prices, to make enterprises shares nat ive- owned, to

enhance government. s capability to contro l enterpri2
ses and managemen,t so that to relax soc ia l contra2
dictions and improve peop les' livelih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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