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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马格里布地区一体化进程

赵 慧 杰

  内容提要  马格里布地区一体化进程已启动近 20年, 但进展缓慢, 呈曲折发展的趋势。

内部矛盾是影响一体化进程的主要因素。由地区内因引发的国家间关系紧张、失和, 以及地

区局势存在的多种不安定因素, 造成地区一体化发展步履蹒跚。但从历史和发展的角度看,

马格里布地区一体化的积极因素又为该地区一体化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区域组织的机制化

建设也为区域一体化发展奠定了基础。特别是近年来区域组织各级机构的活动明显增多, 使

马格里布一体化进程显现良好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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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全球化进程明显加

快。所谓 /全球化正在摧毁一切壁垒 0¹ 的说法

即是这一进程迅猛发展的真实反映。受全球化发

展趋势的影响和推动, 发展中国家日益觉醒, 走

区域合作发展道路以实现 /联合自强、共同发

展 0 的意识空前强烈, 各地区的一体化发展成

为全球化进程中的一种必然趋势。马格里布地区

一体化也于 20世纪 90年代初启动, 但它的发展

轨迹出现了一些与其他地区不同的情况, 主要表

现为进展缓慢, 呈曲折发展的态势。笔者根据一

些年来对马格里布地区形势的关注, 以及对该地

区有关国家的感性认识, 试图对马格里布地区一

体化进程作一历史与现实的分析。

地 区 一 体 化 进 程 历 史 回 顾

(一 ) /马格里布0 的地域性成为地区一体

化发展的基础

/马格里布 0 (M aghreb) º 最早是个地理概

念, 意指 /阿拉伯西方 0。此称谓最初泛指北非
地区, 后专指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突尼斯三国

所在地区。因此, 这一称谓具有明确的地域性或

区域性。虽然作为现代国家的阿、摩、突三国享

有独立的国家主权, 但依然被习惯地称为 /马
格里布国家 0, 而三国历史上形成的许多相似性

始终存在。此后, /大马格里布 0 概念»的出现

更进一步强化了 /马格里布0 的区域性。

(二 ) 区域性组织为地区一体化发展创造了

条件

早在 1964年, 阿、摩、突、利四国就共同组

建了 /马格里布常设协商委员会0 ( Standing Con2
su ltat ive Comm ittee of theM aghreb, SCCM ), 以协

调四国的发展计划。此后, 为制定共同的发展政

策, 四国又成立了贸易、工业、交通、财政等多

个专门委员会。经过大约 20年的实践, 由于这种

按部门进行的 /贸易自由化0 未能实现预先设定

的目标, 四国领导人再度聚首, 重新审视形势,

并作出决定: 联合毛里塔尼亚, 组建区域联盟,

以建立共同市场, 联合应对与欧共体 (欧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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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世界经济论坛主席克劳斯 # 施瓦布所言, 参见 5经

济全球化 ) ) ) 亚洲与中国: 21世纪论坛 2000年会议文集 6, 中

国文史出版社, 2001年版, 第 32页。

/马格里布0 是由阿拉伯语衍生, 意为 /日落的地方0, 是

历史上对北非地区的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突尼斯的统称。

/大马格里布 0 概念大约形成于 20世纪 60年代中期,

除包括阿、突、摩 3个传统意义上的马格里布国家外, 还包括

利比亚和毛里塔尼亚。



身 ) 在贸易谈判中的挑战。 1988年 6月 10日,

阿、摩、突、利、毛塔五国元首在阿尔及利亚泽

拉尔达举行会议, 决定成立一个联合委员会, 负

责组建五国联盟事宜。经过 8个月的筹建准备,

1989年 2月 17日, 五国元首在摩洛哥马拉喀什会

晤,发表了 5马拉喀什宣言6 ( D�claration deM arra2
kech), 正式宣布成立五国联盟, 定名为 /阿拉伯

马格里布联盟0 (Un ion duM aghreb Arabe, UMA,

下称 /马盟0 )。随后五国领导人共同签署 5马拉
喀什条约6 ( T ra it�deM arrakech), 条约规定的宗

旨是: 在尊重各成员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

前提下, 加强兄弟关系, 促进社会进步和繁荣;

保护本地区权益, 在所有领域实行共同政策, 逐

步实现人员、货物、服务和资本的自由流动; 充

分协调经济、社会方面的立场、观点和政策, 大

力发展互补合作, 最终实现经济一体化。¹ 5马拉
喀什条约 6 还规定了实施一体化进程的具体步

骤, 制定了分 4个阶段实现经济一体化的目标:

( 1) 在 1992年底成立马格里布自由贸易区, 允

许成员国的产品自由流通, 不征收双重关税, 以

加大五国间的贸易发展规模; ( 2) 在 1995年底

实现马格里布关税同盟; ( 3 ) 在 2000年底建立

马格里布共同市场, 允许成员国的人员、物资和

资金等自由流动; ( 4)最终实现共同的宏观经济

政策和货币政策, 建立完全的马格里布经济联

盟, 实现经济一体化。

(三 ) 马盟成为地区一体化进程的主要载体

马盟是一个经济框架下的条约机构, 其主旨

为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这一点在马盟成

立之初签署的 5马拉喀什条约 6 中清晰可见。
根据马盟历史文献记载, 从 1989年联盟成立后,

各成员国已经陆续签订了几十个条约性文件, 涉

及关税、贸易、运输、邮政、司法、知识产权保

护、禽畜生产卫生标准等社会及经济发展的各个

方面。º 马盟还成立了 4个部长级专门委员会,

分别为: 人力资源委员会、基础设施委员会、经

济与财政委员会、粮食安全委员会。这 4个部长

级专门委员会下设若干个专项工作委员会或专门

组织, 如粮食安全委员会就设有 /马格里布粮

食菜蔬组织 0 和 /马格里布农业培训、科普与

研究机构0, 以及 /防止沙化、环保与可持续发
展工作委员会 0 等。因此, 马盟较为完备的机

构设置为马格里布一体化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组织

与制度保障。

地 区 一 体 化 进 程 的 障 碍

马格里布一体化进程正式启动至今已近 20

年 (以 1989年正式成立马盟为开端 ) , 但一体

化进程蹒跚不前, 即使与非洲其他地区的一体化

发展相比 (如南部非洲和西非地区 ) , 马格里布

国家的区域一体化发展也明显滞后, 究其原因,

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一 ) 国家间政治利益上的冲突

马盟五国在关系到地区局势和平稳定发展的

西撒哈拉问题上态度各异、立场不同, 这直接影

响到地区一体化的进程。西撒哈拉问题的复杂性

影响到马盟五国在地区一体化发展上不能通力合

作。阿、摩、毛塔三国都深深地卷入了西撒哈拉

争端。

首先, 阿尔及利亚作为马盟中的 /老大0 »,

在西撒哈拉问题上虽然没有直接的利益, 但该国

一直支持 /西撒哈拉人民解放阵线 0¼ (简称

/西撒人阵 0) 争取西撒哈拉独立的行动。西撒

人阵在西班牙与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签署分治协

议 ½后提出了领土要求, 并且与摩洛哥因领土归

属问题发生了武装冲突, 双方交战达 16年。阿

尔及利亚也在舆论上谴责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瓜

分西撒哈拉的行径, 并积极支持西撒人阵在

1976年 2月 27日宣布成立 /阿拉伯撒哈拉民主

共和国 0。阿尔及利亚在西撒哈拉问题的立场显
然损害了摩洛哥的利益, 造成了摩、阿两国关系

恶化。直到 20世纪末, 布特弗利卡当选阿尔及

利亚新总统后, 两国关系才出现转机 ( 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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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马盟官方网站, http: / /www1m agh rebarabe1 org/ fr1
根据马盟官方网站资料, 截止到第六届首脑会议举行,

马盟共通过了 36个条约性文件。H ttp: / /www1m agh rebarabe1 org/

fr/ convent ions1 cfm1

阿尔及利亚因其国土面积和人口是马盟五国事实中的

/老大0, 因而也常以 /老大 0 自居。

/西撒哈拉人民解放阵线 0 成立于 1973年 5月, 它的

目标是通过武装斗争争取西撒哈拉的独立。

西班牙与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于 1975年 11月 14日签

订了 5马德里协议 6, 规定 1976年 2月 26日西班牙撤出西撒,

由摩洛哥、毛里塔尼亚分别管辖。



和 2005年两国元首实现互访, 但对推动地区一

体化进程并未有实际的促进作用 )。

其次, 摩洛哥作为马盟中的重要国家, 在西

撒问题上不仅有最直接的利益, 而且有重建 /大

摩洛哥0 的战略设想。¹ 1975年西班牙宣布撤离

后, 摩洛哥与毛塔签署分治协议, 根据协议, 摩

洛哥占领西撒哈拉北部 1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毛

塔则占领南部的 9万平方公里土地。此后, 摩洛

哥、毛塔与 /西撒人阵0 三方之间的武装冲突拉
开了序幕。摩洛哥为对抗西撒人阵还与毛塔结成

军事联盟。1979年, 毛塔政府宣布放弃对西撒哈

拉的领土主权, 主动退出西撒冲突, 摩洛哥政府

立即派兵占领原由毛塔控制的南部地区, 并宣布

该地区为摩洛哥的一个 /省 0。之后, 摩洛哥不

断向西撒腹地推进, 所控制的地盘不断扩大, 几

乎控制了西撒哈拉 90%的土地。然而, 随着摩洛

哥不断扩大对西撒哈拉的控制, 西撒人阵与摩洛

哥的军事冲突不断升级, 双方也由局部的小规模

战事发展为激烈的大战。直到 1991年 4月联合国

安理会通过决议, 设立 /联合国西撒哈拉全民投
票特派团0, 双方才被迫停火。

再次, 毛塔也是西班牙撤离后享有西撒哈拉

部分领土控制权的国家, 但毛塔政府疲于应付国

内乱局, 面对西撒人阵强大的军事攻势既无力也

无暇应对, 于 1979年 8月 5日与西撒人阵签订

和平协定, 放弃对西撒哈拉的领土要求, 且在

1984年宣布承认由西撒人阵领导的 /阿拉伯撒
哈拉民主共和国 0。毛塔退出西撒冲突, 意味着

它与摩洛哥缔结的军事联盟解体, 地区国家间关

系的格局也发生变化。

最后, 突尼斯和利比亚虽然与西撒哈拉没有

直接的利益瓜葛, 但它们在西撒哈拉的未来地位

问题上依然有各自的立场和主张。利比亚支持西

撒人民自决的原则, 并在军事和财力上给予西撒

人阵大量援助, 同时主张摩洛哥与西撒人阵直接

谈判。利比亚还是最早承认 /阿拉伯撒哈拉民

主共和国0 的国家之一 ( 1980年 4月承认 )。利

比亚的立场严重刺激了摩洛哥, 导致两国断交数

年。突尼斯在西撒问题上保持相对中立, 希望

摩、阿两国弥合分歧, 以使西撒问题能够在马格

里布范围内解决。

(二 ) 地区间的不安定因素

11西撒哈拉问题构成直接影响地区和平稳
定发展的首要因素。  西撒哈拉地区虽然在国际
压力下摆脱了武力冲突, 但长期得不到彻底解

决, 不仅影响到马格里布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还

导致国家间关系僵持、紧张, 甚至失和。阿摩关

系长期不和, 就是因在西撒哈拉问题上立场对立

使然, 两国断交达十余年, 给地区国家间关系发

展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导致马盟最高级别机构

) ) ) 元首委员会中断会议制度十余年。西撒哈拉

问题久拖不决, 对地区稳定与发展、区域一体化

建设, 以及全球反恐均构成不利影响。

21宗教极端势力活跃。  马盟五国同为伊

斯兰国家, 虽然伊斯兰教在五国政治生活中的地

位不尽相同, 但宗教势力在国家社会政治生活中

都有重要影响。各国政府虽然对宗教活动采取非

严厉的控制措施, 并对宗教极端势力的活动保持

警戒和压力, 但宗教极端势力在这些国家依然有

扩大的趋势, 且对国家政权构成不小的威胁。其

中尤以阿尔及利亚的宗教极端势力表现得最为强

势, 对国家政权构成的威胁也最为严重。阿尔及

利亚 /伊斯兰拯救阵线0 (简称 /伊阵 0 ) 是以

5古兰经6 和圣训为根本指导思想的宗教政治极

端组织, 其奋斗目标是建立伊斯兰国家, 实行伊

斯兰法。伊阵在 1993年全国大选中险些获胜掌

权, 对合法政权构成空前的挑战。阿尔及利亚伊

阵企图颠覆已确立的世俗政权, 对地区政治的平

稳发展造成极大威胁。

31恐怖活动呈现上升态势。  马盟五国都

发生过不同程度的恐怖事件, 就连曾经最安全、

最平静的毛塔也在 2007年发生了恐怖袭击事件

(致使当年的巴黎 ) ) ) 达喀尔汽车拉力赛改变比

赛路线 )。五国恐怖活动中首当其冲的是利比

亚, 该国曾因恐怖分子制造的 1986年柏林夜总

会爆炸案和 1988年泛美航空公司客机在苏格兰

爆炸事件被美国列入全球恐怖国家的 /黑名
单 0。阿尔及利亚在 20世纪 90年代以后频发恐

怖活动, 特别是宗教极端势力 ) ) ) 伊阵在掌权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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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摩洛哥从历史渊源上就否定西撒的独立自决权利。哈桑

二世国王曾依据历史上与西撒的联系, 坚称西撒是大摩洛哥的一

部分。他所说的 /大摩洛哥 0, 指的是公元 11世纪大摩洛哥阿尔

摩那维王朝, 除了现在的摩洛哥以外, 还包括阿尔及利亚西南

部、整个毛里塔尼亚, 以及马里和塞内加尔的部分地区。



遂后, 转而从事武装袭击军警, 以及制造恐怖暗

杀活动, 致使阿尔及利亚多名政府高官遇害身

亡, 数以千计的平民百姓无辜丧生。该国最大的

恐怖组织 ) ) ) /萨拉夫宣教与战斗组织 0 在

2002年阿尔及利亚独立 40周年制造的爆炸案和

2003年制造的绑架西方游客案都是震惊一时的

国际重大恐怖事件。摩洛哥在 20世纪 90年代中

也发生过枪击外国人的恐怖袭击, 2003年卡萨

布兰卡同时发生 5起自杀性连环爆炸案更是影响

极大。在当前的全球反恐战争中, 阿、摩、西

撒、毛塔接壤地区由于得不到有效管理, 已成为

恐怖组织策划袭击活动的重要据点。特别是阿尔

及利亚恐怖组织 ) ) ) /萨拉夫宣教与战斗组织 0

在 2006年底更名为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

织 0, 成为以本#拉登为首的 /基地 0 组织在北

非地区的分支, 使马格里布地区恐怖活动的态势

更加严峻。¹ 近期在摩和突两国发生的恐怖活动

也是该组织所为。对此国际上多有评论说, 包括

阿、摩、突三国在内, 北非地区的恐怖活动在沉

寂数年后重新进入活跃期。更有事实显示, 除阿

尔及利亚外, 摩、突两国也出现恐怖活动死灰复

燃的苗头。就在阿尔及尔政府大楼发生爆炸的前

一天, 摩洛哥卡萨布兰卡发生了 3起自杀爆炸事

件, 据悉是卡萨布兰卡极端组织的自杀爆炸者

所为。

(三 ) 各国外交政策的差异

马盟五国在外交政策取向上有很大的差异。

由于马格里布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战略地位,

马盟五国在全球外交中具有重要地位, 世界诸大

国的外交重点无一不涉及这一地区。美、法、德

等世界强国的外交利益在该地区均有所体现。

在与美国的关系上, 马盟五国表现出 /亲

美0、 /疏美0 和 /反美0 的不同立场。尽管近年

来与美国关系有所改善, 但利比亚曾作为国际上

最坚定的 /反美0 派代表, 无形中与马盟中意欲

发展对美国关系的国家形成了对立。摩洛哥作为

马格里布国家中的 /亲美0 派代表, 其在发展对

美国关系的政策取向上与利比亚形成了鲜明对比,

穆罕默德六世积极发展对美国关系的外交路线与

卡扎菲高举反对 /美帝国主义 0 旗帜的外交举动

完全是南辕北辙。马盟五国中除利比亚和摩洛哥

在对美国关系上表现出尖锐对立外, 其他三国

) ) ) 突、毛塔、阿在对美国外交上的立场也不尽

相同, 其中突、毛塔的立场比较接近, 它们都采

取了比较温和的、实用的对美国外交政策, 即在

外交上表现出 /保持与法国的传统友好关系, 同

时也发展与美国的关系, 必要时也不惜采取积极、

主动的对美国外交策略0。而阿尔及利亚在对美国

关系上则表现出更多的 /疏美0 倾向, 与美国关

系即若即离。阿尔及利亚曾作为法国的海外省达

132年之久, 与法国关系在阿尔及利亚外交中的

重要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但美国强势外交的渗透

力也不可能让阿尔及利亚将美国拒之门外。布特

弗利卡总统既有拉近与美国关系的举动, 也有敢

于向美国说 /不 0 的勇气 (率先反对美国在非洲

设立 /非洲司令部0 就是一例 )。

在与法国的关系上, 马盟五国中除利比亚

外, 均与法国有源远流长的传统关系 (法国曾

是马格里布三国的宗主国; 毛塔曾被划入 /法

属西非洲 0 ) , 因此, 法国在马格里布国家的外

交取向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利比亚虽然在历史

上并不是法国的 /势力范围 0, 但出于利比亚

/反美 0 外交的战略需要, 也努力拉近与法国的

关系。

地 区 一 体 化 进 程 的 积 极 因 素

马格里布地区一体化进程的发展也有诸多积

极因素, 其中既有随历史发展而来、不可逆变的

因素, 也有后天发展而形成的因素。

(一 ) 历史因素

马格里布这个古老的地理概念可追溯到中世

纪, 古代阿拉伯人把整个北非地区都称之为

/马格里布 0, 后阿拉伯人又限指埃及以西的广

大地区, 即 /阿拉伯西方 0 (与 /阿拉伯东方 0

相对应 )。近代以后, 马格里布就专指阿、摩、

突三国 (而这三国的历史又十分相近 )。因此,

马格里布无论是作为北非地区的总称, 还是作为

现代国家阿、摩、突三国的统称, 已有 1 000多

年的历史 (从 7世纪中叶, 伊斯兰教第三任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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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该组织加盟 / 基地 0 组织后, 恐怖活动变本加厉,

2007年在阿尔及利亚制造了 7起汽车炸弹袭击恐怖事件, 造成

100多人死亡, 数百人受伤。



里发奥斯曼征服这一地区开始 )。在这漫长的历

史进程中, 马格里布始终代表着一个统一的地

域, 只是其指向范围大小有所变化。因此, 马格

里布所具有的统一性是与生俱来的, 它是地区一

体化发展的重要基础之一。

(二 ) 文化因素

公元 7世纪, 随着阿拉伯人的到来, 阿拉伯

的语言文化开始在马格里布地区广泛流传, 取代

了原有的土著文化而逐渐在该地区占统治地位。

阿拉伯语遂成为该地区国家的正式语言。马盟五

国同为阿拉伯国家, 阿拉伯语均为国语, 这为五

国人员的自由交往扫清了语言障碍。 1990年马

盟第二届首脑会议通过决议, 设立 /马格里布

大学0 和 /马格里布科学院 0, 正是基于马盟五

国享有共同的语言文化的考虑。另外, 随着阿拉

伯语言文化的传入, 也带来了伊斯兰教信仰。以

阿拉伯语言文化为主要载体的伊斯兰教随着阿拉

伯语在马格里布国家统治地位的确立, 很快便成

为这一地区国家人民的思想道德信条。伊斯兰教

也逐渐被各国统治者确定为国教。马盟五国拥有

共同的宗教信仰, 也使五国具有较为同一的或者

说相近的价值观和思维方法。

(三 ) 经济因素

11马格里布地区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相似。
 历史的纽带已将阿、摩、突三国紧密地联系在

一起, 虽然独立后所选择的社会发展道路并不完

全一样, 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曾经选择了以

/计划经济0 为主要方向的所谓 /社会主义0 发

展道路; 而摩洛哥则在 /计划与自由经济相结

合 0 的资本主义道路上发展, 但经过近半个世

纪的实践, 各国国民经济均得到不同程度的发

展, 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也较为接近, 这为经济

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21马格里布地区各国经济具有互补性。  马
格里布国家的经济均曾遭受殖民主义的严重影响。

独立后, 在选择社会经济发展政策方面又出现种

种失误, 没有建立起合理的经济秩序和完善的经

济体制, 经济发展失衡, 工业欠发达, 债务负担

沉重等, 使这一地区国家经济发展处于相对落后

的水平。 /在区域内加强合作, 能够充分地利用各

国不同资源, 有效解决各自的和不同的需要, 促

进各国共同发展 0, 这是马盟成员国的共识。¹ 在

马盟五国中, 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具有丰富的石

油和天然气资源, 但两国农业都比较落后; 摩洛

哥则农业较发达, 并有丰富的磷酸盐矿 (占世界

储量的 75% ), 但缺乏能源资源; 突尼斯有磷酸

盐矿和石油; 毛塔有大量铁矿资源。五国在资源

和经济发展方面各有优势, 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

可以使五国的经济实现互补, 使各国的优势得到

最大发挥。马盟五国在一体化的框架下加强合作,

还能消除人员、物资流通上的障碍, 促进整个地

区的资源、人力、资金和技术等方面的交流与优

化配置, 提高这一地区的整体及综合实力。

结   语

马格里布一体化进程虽然步履艰难, 但它的

前进步伐并未停止, 除元首委员会因阿、摩两国

存在严重的政治分歧而中断外, 其他级别的机构

组织活动依然进行, 特别是外长理事会已举行

27届 (第 27届会议于 2007年 11月召开 ) , 而

且外长理事会在某些时候已经起到元首委员会的

作用。º 其他部长级专门委员会也都举行过十多

次会议, 如粮食安全委员会和经济与财政委员会

都分别举行过 14届和 12届会议。2007年以来,

马盟五国都表现出加快一体化进程的愿望, 五国

领导人都表示了积极的态度, 特别是因政治分歧

而直接影响马格里布一体化的阿、摩两个关键国

家之间出现了态度缓和、立场接近的积极变化。

这将成为推动一体化进程的最有力因素。马盟各

级机构组织的活动空前活跃, 近一年马盟各机构

举行的会议超过十次。» 透过这些积极因素可以

预见, 随着各种障碍的逐步消除, 以及不利因素

的日益减少, 马格里布一体化的发展前景乐观,

其进程也将逐步加快。

(责任编辑: 詹世明  责任校对: 邢永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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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马盟会议文件, http: / /www1m agh rebarabe1 org/ fr1

这是笔者的看法。阿、摩好比马盟的第一、二把手,

它们之间有严重分歧, 其他三国既无能为力, 也难于斡旋。这

就致使马盟元首会议一拖再拖。联盟活动虽受影响, 但并未停

止, 这其中外长理事会起到了很大作用。

马盟官方网站, http: / /www1m agh rebarab e1 org/ fr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