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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雷 : 非 洲 发 展 的 毒 瘤

张 湘 东

内容提要 非洲是全球地雷问题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

其中莫桑比克和安哥拉是世界上布

设地雷较为密集的两个国家
。

旷日持久的地雷问题对非洲的发展产生了诸多危害
,

其主要体

现在对人身的伤害
、

经济发展的破坏
,

及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三方面
。

为此
,

国际社会
、

非洲国家和非政府组织在解决非洲地雷问题上进行 了艰苦的努力
。

但国际社会对解决禁雷问

题的声音并不一致
,

现在还不可能全面禁雷
。

非洲国家当务之急是进一步限制滥用地雷
,

同

时加强排雷的国际合作
。

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
,

地雷问题仍将是困扰非洲安全与发展的重大

问题
。

关 键 词 非洲 地雷 严重性 危害性 国际合作

作者简介 张湘东
,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北京 100 87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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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后
,

地雷成为一个现实的裁军话题

之一
。

像核武器和化学武器一样
,

地雷也会导致

大规模的毁灭
。

地雷就其类型来看
,

可大约分为

360 余个类型
,

大体分为常规型
、

改进常规型和

散射型 3 种
。

常规型地雷易被探测 ; 改进型地雷

一般不含或含少量金属
,

难以探测 ; 散射型地雷

可用飞机
、

大炮进行大面积布雷
,

其中一些
“

智能地雷
”

配有电子定时器
、

遥控系统和使用

磁性
、

地震
、

声音
,

以及红外线传感器的
“

目

标认别
”

系统
。

美国在 20 世纪 50 年代还开始研

究和试验核地雷
。

就地雷在全球布设的地域而

言
,

非洲是全球地雷问题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

“

是世界上最密集的布雷区
”
¹

。

地 雷 问 题 的严 重 性

国家中有 10 国每年都有地雷伤亡的报告
,

其中

莫桑比克和安哥拉两国最为严重
。

»

(一 ) 莫桑比克
1964 年 9 月 25 日

,

莫桑比克解放阵线 (下

称
“

莫解阵
”

) 领导人民开展反葡萄牙殖民统治

的武装斗争
。 1974年 9 月 7 日

,

莫解阵同葡萄牙

殖民当局签署了关于莫桑比克独立的 《卢萨卡协

议》
。 19 75 年 6 月 25 日

,

该国正式宣告独立
。

独

立后的莫桑比克并不太平
,

政府军同莫桑比克全

国抵抗运动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战争
,

直到 199 2 年

内战才结束
。

莫桑比克内战极大地破坏了本来就

很落后的莫桑比克经济
,

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惨重
。

更为严重的是
,

内战结束后却遗留下被埋设的

1的 万颗地雷 (还有人估计数字为 2田 万颗)
。

人

权观察组织曾宣称
,

在莫桑比克
,

除了 19 种反坦

据统计
,

非洲 目前至少有 19 个国家埋设了

3 700 万颗地雷
。

º 地雷总数 100 万多颗的国家

包括莫桑比克
、

安哥拉
、

埃塞俄比亚
、

厄立特里

亚
、

乍得
、

索马里
、

苏丹等
。

在南部非洲
,

地雷

问题更为严重
。

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
,

地雷在

这里已经肆虐了 40 多年
。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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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雷
,

至少有 28 种不同的杀伤性地雷被埋设
,

这

些地雷产自苏联
、

东欧国家
、

意大利
、

英国
、

美

国
、

南非等
。

¹ 从地雷种类的数量和丰度我们可

以看出莫桑比克清除地雷的困难
。

此外
,

该国排

雷的艰难还在于
:
这些地雷出产国诸多

、

制式不

同
,

且很多地雷埋下以后根本无标记
。

从该国地

雷布设的情况看
,

莫桑比克 4 个省拥有全国 75 %

的地雷
,

它们分别是太特省 (Te le )
、

马尼卡省

(Ma nic
a )

、

伊尼扬巴省 ( Inh a 比山an e ) 和索法拉省

( So fa la )
。

其他省虽然地雷数目略少
,

但其潜在危

险依然令人恐惧
。

º

(二 ) 安哥拉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以后

,

安哥拉人民解放

运动 (下称
“

安人运
”

)
、

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

(下称
“

安解阵
”

) 和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

联盟 (下称
“

安盟
”

) 先后成立
。

60 年代
,

上

述 3个组织先后开展了反对葡萄牙殖民统治的

武装斗争
。

从那时起
,

地雷就开始被广泛使用
。

197 5 年 1月 15 日
,

安哥拉 上述 3个组织与葡萄

牙殖民当局达成了关于安哥拉独立的 《阿沃尔

协议》
。

1 月 31 日
,

安哥拉上述 3个组织与葡萄

牙殖民当局共同组成过渡政府
。

不久
,

安人运

同安解阵
、

安盟之间发生冲突
,

7 月过渡政府

解体
。

1975 年 11 月 fl 日
,

安人运宣布成立安

哥拉人民共和国
。 1985 年 7 月

,

美国公开支持

反政府的安盟
,

并向其提供军援
。

此后
,

长达

27 年的安哥拉内战打打停停
,

地雷的数量迅

速增长
。

至今
,

在安哥拉约 125 万平方公里的土

地上
,

约有 9 00 万
一 2 0以〕万颗地雷

。

» 2003

年
,

安哥拉人 口约为 1 100 万¼
,

几乎是
“

人均

一颗地雷
” 。

( 三 ) 其他非洲国家

一般说来
,

发生过内战或地区冲突的国家地

雷问题都比较严重
。

在乍得
,

地雷布设主要集中

在与尼 日尔和苏丹接壤的北部边界
,

与利比亚边

界也有一些 20 世纪 80 年代埋设的地雷
。

在厄立

特里亚境内有超过 100 万颗地雷
。

该国政府设立

了专门的军事和民间机构负责排雷
,

但由于设备

和技术落后
,

无法彻底排雷
,

在已排除地区
,

如农

田
、

水路和边界附近仍可以探测到零散的地雷
。

在埃塞俄比亚境内约有 110 万颗地雷
,

大部分是

在内战时期埋设的
。

½ 另外
,

索马里
、

塞拉利昂
、

利比里亚
、

卢旺达和苏丹等国的地雷问题也比较

严重
。

对于饱受战乱之苦的非洲人民来说
, “

和

平
”

是很令人神往的字眼
。

而在一些国家
,

重

建和平需要消除地雷的威胁
,

它不只是意味着不

再埋设地雷而已
,

而那些留下来的地雷依然存在

杀伤力
。

地雷问题的严重性不只在于已埋设的地

雷
,

还在于生产地雷的机器仍在加速运转
,

并且

布雷速度远远超过排雷速度
。

20 世纪 90 年代
,

国际社会投人了 1 亿多英镑
,

清除了大约 2 万颗

地雷
,

而同期在全球又有 300 万颗地雷被埋设
,

其中大部分在非洲
。

¾

地 雷 问 题 的危 害 性

地雷虽小
,

对非洲发展的影响却是巨大的
。

具体说来
,

其危害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

(一 ) 伤害人身

从
“

地雷
”

定义的本身就可以看出它对人

身的危害
。

刊发于《英国医学杂志》( 1991 年 12

月 )一篇文章将地雷的定义界定为
: “

地雷⋯⋯

对人身体有毁灭性的打击 ; 它可以把泥 土
、

病

菌
、

布料
、

金属和塑料碎片射人人体
,

导致二次

感染
。

地雷爆炸的冲击波可以破坏到大腿以上身

体的血管
,

以致医生不得不切除比伤口更大范围

的肢体
。 ” ¿ 一颗地雷 的平均杀伤力年限为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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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
,

地雷可以威胁几代人的安全
。

地

雷杀伤的人员中
,

80 % 的受害者是平民
,

其中

儿童占了很大比例
。

很多饵雷被制造成钢笔
、

手

表等形状
,

很容易吸引儿童去触碰
,

从而造成惨

剧
。

根据莫桑比克残疾人协会的统计
,

50 % 的伤

亡是由地雷造成的
。
¹

大量地雷不直接造成死亡
,

而是炸断人的四

肢
。

据统计
, -
价遭地雷炸伤者所需的输血量是普

通外科手术的3倍
,

手术时间比一般外科手术长 4

倍
,

住院时间也比普通病人长得多
。

º 被迫因此截

肢者又往往是家中的壮劳力
。

靠假肢才能行走的

人
,

生活质量大受影响
。

在安哥拉
,

每 23 6 个人中

就有一个肢体残缺者
。

在截肢人数方面
,

安哥拉居

世界之首
。

据统计
,

194 1 一 1望拓年
,

地雷导致的伤

亡比核武器
、

生化武器造成伤亡的总和还要多
。

2仪)2年
,

安哥拉 (触雷死亡287 人 )
、

乍得 (触雷

死亡 2田 人 ) 和布隆迪 (触雷死亡 n 4 人 ) 居全球

平民地雷伤亡数的前 12 位
。»

在非洲很多地方
,

随着地形的变化
、

草木的

覆盖
,

给探测埋设的地雷造成很大困难
。

住在雷

区附近的人经常会被地雷炸死
、

炸伤
,

甚至雨

后
,

其他地方的地雷会被雨水冲过来
,

令人防不

胜防
。

(二 ) 阻碍经济发展

地雷不是阻碍经济发展的决定力量
,

但是它

的存在肯定会让经济发展受到迟滞
。

非洲已经形

成了这样一个怪圈
:
内战或民族冲突一旦爆发

,

地雷就会被大量埋设 (如利比里亚
、

卢旺达和塞

拉利昂 )
,

而受到地雷威胁的人们就会举家逃难到

安全地方
,

甚至是邻国
。

这就使得难民流人区人

满为患
,

甚至形成难民潮
,

并且有些本该富庶的

地区却因地雷的存在而人烟稀少
。

在安哥拉
,

该

国部分地区土地肥沃
,

但是人们因害怕遭到地雷

伤害
,

而不敢去耕种
,

只得挨饿
。

人们在战后安

哥拉看到的情景是
:
肥沃的良田和花园被遗弃 ;

人们不敢游泳
、

捕鱼
、

洗衣服或者取水 ; 玩耍的

儿童触雷
、

饥饿的农夫在自己的田地里收摘可以

食用的果实时踩上地雷而致残
。

据统计
,

该国有

33 % 的土地因为雷患而撂荒
。

¼ 从这个意义上讲
,

地雷也是和洪水
、

干旱一样的环境灾难
。

地雷造成破坏性的直接后果之一是基础设施

残破不堪
。

联合国安哥拉事务专员曾写道
: “

安
·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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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拉一直没有能从 30 年的战争中恢复过来
,

也

没有有效地清除地雷
。

每天地雷都在造成伤亡
。

重修公路
,

种植粮食
,

恢复正常生活似乎还遥遥

无期
。 ”

½ 因为地雷的排除成本非常高昂
。

一颗

普通地雷的成本只有 3 美元
,

而排除一颗地雷平

均要耗费 300 一 1 0( X) 美元
。

¾ 由于清除地雷缓慢

且代价高昂
、

基础设施恢复非常缓慢
,

再加上地

雷致伤
、

残人员需要消耗大量的资金和医药资

源
,

对于急需经济重建资金的非洲国家来说
,

是

一笔不小的经济负担
,

无疑给这些国家发展经济

雪上加霜
。

(三 ) 破坏生态环境

地雷对非洲环境的影响已经引起国际社会高

度关注
。

有学者指出
:
地雷对人是伤害

,

对恢复

生态平衡却不见得是坏事
,

甚至还举出朝鲜半岛

的
“

非军事区
”

的例子
。

50 多年来
, “

非军事

区
”

的自然环境没有受到人为破坏
,

还成为来

自俄罗斯
、

中国
、

日本
、

澳大利亚等国的候鸟栖

息乐园
。

但是在非洲
,

地雷对生态带来的负面影

响远远大于正面影响
。

地雷会造成土质退化
、

森林危机四伏
。

非洲

的一些种植园成了雷区
,

大批经济作物因无人管

理而死亡
。

非洲国家在雨季时一般雨量大
,

地雷

及其分解后的有害物质随雨水进人河流和井中
,

使其受到污染
。

同时
,

地雷给非洲野生动物也带

来了极大的威胁
。 1980 年以来

,

有 9 0 84 头野生

动物被地雷炸死
。

¿ 莫桑比克的某村村民曾经很

容易地捕获了一头野猪
,

发现它原来曾被地雷炸

掉了一条腿
。

雷区的存在使非洲一些地方成为瘟疫的源

头
。

在津巴布韦
,

雷区使人们消灭萃萃蝇和 口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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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的工作陷人停滞
。

¹

地 雷 问 题 的解 决

世界上现有 55 个国家生产杀伤性地雷
,

年

产量 500 万
一 1 00 0 万颗

,

有 35 个国家出 口地

雷
。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

世界上受地雷之害最深

的国家都不生产地雷
,

而生产地雷的国家却很少

受地雷之害
。

尽管如此
,

解决非洲的地雷问题已

提到国际社会和非洲国家的议事 日程
。

(一 ) 国际机构或组织

鉴于地雷问题的严重性
,

禁止地雷的国际谈

判一直没有停止
,

但直到 1980 年举行的联合国

大会上
,

与会国才开始就地雷品种等问题展开磋

商
,

如禁止生产不可探测地雷等
。

此次会议通过

了解决地雷问题的共识— 《禁止或限制使用

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

常规武器公约》 (即 《特定常规武器公约》
,

下

称 ((公约》)
,

其中 《公约》第二号议定书为

《禁止或限制使用地雷
、

诱杀装置和其他装置的

修正议定书》 (下称 《地雷议定书》)
。

《公约》

规定交战国不能滥用地雷
,

在战争结束时
,

交战

各方应设法达成协议
,

共同清除曾埋设的地雷
。

此公约仅适用于国际冲突
,

对国内冲突无约束

力
。

而非洲的地雷问题主要缘于内战
,

因此
,

很

难用这些条约来约束
。

另外
,

《公约》没有规定

对违背公约行为进行监督与核查
,

也没有具体措

施既限制侵略国在他国领土上使用地雷
,

又充分

保障被侵略国采取必要的自卫手段
,

包括使用地

雷等权利
。

由于这些弊端
,

至 1995 年
,

签署

《公约》的国家才有 50 个
。

联合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

1993

年
,

法国提议联合国大会修改 《公约》
。

于是
,

联合国于 19 95 年 10 月在维也纳
、

19 % 年 5 月在

日内瓦
,

相继召开了 《公约》修改会议
,

主要

围绕 4 个方面展开
:
第一

,

地雷的使用不仅限制

在国与国冲突中
,

国内冲突也要限制 ; 第二
,

所

有雷区布设都必须有记录 ; 第三
,

清除地雷的责

任主要在布雷者身上 ; 第四
,

提高对国际红十字

会和其他人道救援团体的保护
。

对于在国内冲突中也要限制使用地雷这一

条
,

目前没有太大的异议
。

对非洲来说
,

这一条

尤其重要
。

而后三条很难实现
,

非洲广大地雷区

基本上都没有记录 ; 让布雷者去排雷也没有意

义
,

因为布雷容易
,

而排雷需要设备和专家
,

这

是非洲国家最欠缺的
。

但是 《公约》修正案的

意义在于对于违反以上规定的行为可以定义为战

争犯罪
,

至少在理论上
,

今后只布雷而不记录的

行为都可以被认定为犯罪
。

新修订的 《公约》禁止生产不能探测的地

雷
,

要求以后生产的地雷要有自动销毁的功能
。

那么
,

为什么该公约不全面禁止地雷的生产
,

销

售和使用呢 ? 原因很简单
,

因为地雷便宜而有

效
。

非洲是世界上最大的地雷市场
。

非洲的买家

喜欢便宜的地雷
,

而 《公约》规定的配备定期

自毁或自动失效装置的地雷价格昂贵
。

而且所谓

的
“

自我销毁
”

装置现在还不成熟
,

人们依然

会因为地雷销毁失效而受到伤害
。

国际组织除了在决议和条款上试图解决全球

的地雷问题
,

同时也采取了一些具体行动
。

如联

合国 19 93 年牵头制定了一份莫桑比克全国排雷

计划
。

计划要求在莫桑比克至少 2 000 公里的主

要道路上清除地雷
,

以方便居民行走
、

重建经

济
。

联合国计划在 10 年内提供 142 万美元排雷

专项基金
,

该款项主要由意大利
、

荷兰和瑞典提

供
。

º 美国国际开发署把该合同交给了容科公司

( R o n e o )
。

199 5 年 12 月
,

该公司完成 了 400 公

里的道路排雷工作
。

»

到目前为止
,

国际组织在非洲国家的排雷成

效不是很大
,

主要受资金来源不足
、

排雷效率低

下等因素的制约
。

(二 ) 非政府组织

国际上相当多的非政府组织
,

如人权和环境

保护组织
,

都把反对地雷视为自己的重要任务
。

它们把全面禁止地雷的生产
、

销售和使用作为自

己的目标
。 “

人权观察
” 、 “

残疾人联盟
”

等一些

非政府组织建立了国际禁雷联盟 ( Ic BL )
。

国际

禁雷联盟于 1997 年召开 了成立大会
,

至今
,

已

经有 103 个国家加人该组织
。

引人注目的是
,

包

¹

P
.

18
.

S e e Jo se p h R
.

o p p o n g a ll(1 Ez e k ie l K山p e ni , o p
. e i t ,

º

»

U n ited S t a te s , D e part me n t Of St at e , o p
.

e it , p
.

4 8
.

ls e b ill V
.

C功hn , o p e it ,

卜 69()
.



西亚非洲 200 8 年第3 期

括美国
、

俄罗斯等一些大国还没有参加
。
¹ 当

前
,

非政府组织的工作重点是如何减少地雷对非

洲自然环境的影响
,

以及尽量降低地雷对非洲经

济发展的阻碍等
。

同时
,

它们也在加强对国际组

织和国内政治的影响
,

希望最终解决地雷这个全

球性的难题
。

与此同时
,

非政府组织把它们的这些思想付

诸实践
。

例如
,

在莫桑比克
,

由欧盟与挪威人民

援助团体组成的格卡安全机构 ( Gh ur ka s ec u ri ty

gu ard ) 完成了 180 公里路面的排雷 ; 英国的非

政府组织—
哈罗信托基金 ( HA LO Tru st )

,

帮

助该国政府在赞比西省训练排雷队
。

º

(三 ) 非洲国家

非洲国家非常积极消除地雷
,

目前只有 5 个

国家没有批准 《公约》
。

» 非洲联盟呼吁全面禁

止使用地雷
。

南非前总统曼德拉是积极反对制造

和使用地雷的非洲国家领导人之一
,

他认为地雷

给人带来的伤害是
“

违反人性
”

的
。

在他的努

力下
,

南非已经彻底禁止生产
、

销售
、

出口和转

卖各类长效杀伤性地雷
,

成为第一个销毁地雷的

非洲国家
。

目前
,

非洲受地雷危害的国家正在努力进行

清除地雷的工作
。

在莫桑比克
,

该国政府采用了

一种全新的地雷探测方式—
用老鼠当排雷兵

。

这是因为非洲老鼠嗅觉更灵敏
,

可以有效分辨金

属和地雷 ; 而且它们体重轻
,

在探测工作中一般

不会意外引爆地雷
。

同时
,

饲养老鼠也十分容

易
,

只需要喂给它们一些香蕉和花生即可
。

在坦

桑尼亚的一所农业大学里
,

还专门饲养了 60 只

老鼠
,

用于莫桑比克的扫雷工作
。

¼

在毛里塔尼亚
,

该国约 1乃 的国土上埋有地

雷
,

20 00 年 4 月
一 200 3 年4 月共清除5 294 颗地

雷
。

但正如前文所述
,

非洲国家扫雷工作难度很

大
,

如马拉维已经查明与莫桑比克的边境线上有

雷区
,

由于缺乏资金
,

至今还没有采取任何扫彩
:

’

行动
。

又如在埃塞俄比亚
,

20() 2 一 20 03 年 1 川

期间
,

在该国北部提格雷地区清理了约 40 万平

方米的雷区
,

销毁了 132 颗杀伤人员地雷和 12

颗反坦克雷
,

但与此同时
,

又有 67 名人员因触

雷伤亡
。

½

小 结

要真正实现全面禁止地雷的目标
,

需要国际

组织
、

发达国家和非洲国家的共同努力
。

全面禁

雷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人道主义理想
,

但消除一类

纯属于防御性的常规武器显然是一项重大的裁军

措施
。

解决地雷问题总的原则应平衡考虑人道主

义关切和主权国家进行正当自卫的军事需要
。

因

此
,

对杀伤人员地雷问题的处理必须考虑这一问

题的双重性质
,

具体措施和步骤不能不兼顾人道

主义需要
,

以及有关国家的正当安全关切
。

安全

问题本身也是人道主义的重要方面
,

但非洲联盟

内部对解决地雷问题还没有达成共识
。

不同的非洲国家对杀伤性地雷的依赖程度是

不相同的
。

对于那些拥有精良武器
、

享受盟国整

体防御
、

本土长期无战事而其安全环境又相对优

越的非洲国家来说
,

杀伤性地雷的军事价值并不

大
。

而拥有较长的陆地边界线
、

安全环境缺乏保

障
、

又缺少先进防御性武器的很多非洲国家
,

它

们认为杀伤性地雷仍是一种不可或缺的
、

正当有

效的常规军事防御手段
。

对于部分非洲国家长期形成的地雷泛滥问题
,

国际上很多学者和政客开出了各种
“

药方
” ,

但

是非洲需要的是具体行动
。

地雷问题的解决有助

于非洲国家重振经济
,

可促进国内的安全与社会

发展
。

面对国际上关于地雷问题的斗争和非洲联

盟内部的争议
,

非洲国家当务之急是进一步限制

滥用地雷
,

并尽可能使用带有供探测的标准金属

含量和一定时间后自毁装置的地雷
,

同时加强排

雷的国际合作
。

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
,

地雷问题

仍将是困扰非洲安全与发展的重大问题之一
。

(责任编辑
:
安春英 责任校对 : 邢永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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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们分别是埃塞俄比亚
、

摩洛哥
、

埃及
、

索马里和利

比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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