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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论摘要 #

编者按: 本文以西方人的视角重点介绍评析了刚果 (金 )、布隆迪、科特迪瓦、尼日利亚、

多哥、津巴布韦等非洲国家在实行政治民主化过程中的一些动态和非洲民主化总体情况, 或许

对读者了解和深入研究非洲相关情况有些许帮助, 现刊发如下。本文仅代表作者的观点。

非 洲 在 民 主 的 道 路 上

/蹒 跚 学 步 0*

[美国 ] 查莱恩 #哈恩特 -高尔特

*  非洲是一个不断向前发展的大陆。 1960年,

当英属非洲殖民地纷纷打破殖民枷锁获得独立的

时候, 英国首相哈罗德 #麦克米伦就说 /变化

之风0正在吹遍非洲。非洲国家获得独立后, 努

力消除殖民主义的残余影响, 走它们自己设计的

发展之路。但是, 它们在独立后的发展道路上遭

遇了重大的困难和挫折, 许多国家内部和国家之

间陷入了失序、冲突, 非洲的 /悲观论 0 一度

充斥全大陆, 死亡、疾病、灾难和绝望使非洲成

为世界上的 /苦命儿 0, 这些表征和干旱、洪水
等自然灾害成为阻碍非洲进步的主要因素。然

而, 当非洲人走在实现非洲复兴的大道上和开始

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候, 非洲就出现了希望的曙光。

当非洲人取得国家独立后想要自主发展的时

候, 他们认识到, 大多数国家因太贫穷而不能独

立地自我发展。联合自强成为非洲国家的必然选

择, 于是非洲联盟和 5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 6
(NEPAD ) 相伴而生, 这开启了非洲发展的新纪

元。非盟的前身是 1963年成立的非洲统一组织,

其初期的宗旨是消除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影响。

在这一历史使命完成后, 非统组织于 2002年将

其自身职能转为一个具有新使命和新的奋斗目标

的新组织。非盟的首要任务即是要使非洲和非洲

国家的人民实现统一、团结、凝聚、合作。 5非
洲发展新伙伴计划 6 代表着非洲人的美好向往,

目标是消除贫困, 以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为中

心, 在全球化竞争中防止非洲处于边缘化。

非 洲 国 家 曲 折 的 民 主 之 路

冷战结束前后, 民主化浪潮为非洲国家带来

了第二股 /变化之风 0, 但是在非洲国家通往民

主道路上的时候, 许多国家出现了持久的动荡和

混乱, 甚至引发了暴力冲突和内战, 非洲国家的

民主之路曲折而艰辛。南非前总统姆贝基经过一

系列斡旋, 使非洲国家许多棘手问题得到协调,

使许多国家的矛盾冲突得以化解, 为非洲国家的

民主制度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 ) 刚果 (金 )

持续了 4年的刚果 (金 ) 内战给该国人民

带来了深重灾难, 死于疟疾、痢疾和暴力的人数

超过了 300万, 大量无辜平民在国内过着颠沛流

离的生活。 2003年初, 姆贝基用了 45天时间,

召集处于战争中的冲突各方到南非接受调停。经

过坚持不懈的努力, 南非终于促成了一项和平协

议, 使刚果 (金 ) 冲突各方在政府中共享权力,

并使他们承诺结束敌对状态。这项计划要求在两

年内进行选举, 给予饱受战乱之苦的人民以发言

权, 自刚果 (金 ) 挣脱比利时殖民统治, 赢得

独立以来, 国民从未对自己的命运有发言权。尽

#68#

* Sou rce: Charlayne H unter- Gau lt, N ew N ew s out of Af rica:

Uncovering Af rica. s R ena issance, Oxford: Oxford Un ivers ity Press,

2006, pp171- 106, / Ch apter Tw o: B aby Step s to Dem ocracy01



管各派力量达成了和平协议, 但如期举行选举的

目标很难实现, 不过多数人认为选举最终还是要

举行的。尽管未来依然任重道远和荆棘丛生。刚

果 (金 ) 总统卡比拉承诺自己将遵守南非斡旋

达成的和平协议, 其中包括制定一部新宪法和民

主选举。但是, 刚果 (金 ) 的局面仍然十分混

乱, 和平显得非常脆弱, 国民军各派还在国家的

东部彼此争斗, 不但使大约 10万人流离失所,

而且使国家今后的和平、民主之路面临着威胁。

(二 ) 布隆迪

在布隆迪, 胡图和图西两族间经历了十余年

的冲突, 死亡人数已逾 30万。2001年, 在南非

前总统曼德拉的调停下, 布隆迪迎来了脆弱的和

平, 于 2004年成立了权力共享的政府, 制定了

一部临时宪法。 2005年 8月, 前叛军领导人皮

埃尔#恩库伦齐扎当选为总统, 他是 /自布隆
迪内战爆发以来第一位通过民主方式选出的

总统0。

(三 ) 科特迪瓦

科特迪瓦 (原名 /象牙海岸 0 ) 1960年独立以

来, 担任总统长达 33年的费利克斯#乌弗埃 -

博瓦尼在 1993年去世, 引发了该国十多年暴力

与内战的恶性循环, 国家也以宗教为界分裂为基

督徒占多数的南方和穆斯林占多数的北方。 1999

年 12月, 政府反对将阿拉桑 #奥特加列为 2000

年总统候选人, 使科特迪瓦的暴力冲突加剧。

2002年, 总统大选的获胜者洛朗 #巴博挫败了
一起企图推翻他的未遂政变, 再次引发全国内

战。2004年 11月巴博的军队袭击了法国驻科特

迪瓦的维和部队, 并造成 9人死亡, 使科特迪瓦

的局势愈加恶化, 法国匆忙撤侨, 联合国对科特

迪瓦实行武器禁运。 2003年 1月, 由法国主持

谈判抛出的和平协议陷于流产, 而姆贝基接连不

断的斡旋在 2005年 4月初显成效, 冲突各方同

意停止敌对行动并开始为 10月的选举做准备。

巴博同意奥特加成为总统候选人, 使关键的争议

点得以解决。然而, 这并非预示着科特迪瓦的问

题得到了解决, 奥特加在讲话中表示, 允许他参

加竞选的决定使科特迪瓦在通向民主的道路上迈

出了坚实的一步。尽管战争各方仍存在着一些不

信任, 使预定于 2005年 10月举行的选举被迫推

迟, 但是姆贝基和奥巴桑乔都希望科特迪瓦加入

到民主制度成功的非洲 /大家庭0 中来。

(四 ) 尼日利亚

奥巴桑乔不仅肩负着非盟的重任, 也要将已

吹遍本国的民主化 /变革之风 0 推向全非洲。

奥巴桑乔是 5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 6 的设计者
之一, 他原是尼日利亚军政权的统治者, 1979

年他自愿将权力移交给民选政府, 此举得到了广

泛赞誉。他对后来的军政权提出批评, 包括残

暴、腐败的军事独裁者萨尼#阿巴查, 使他受到

了国际社会的尊敬 ) ) ) 也给他带来了三年的牢狱

之灾。他后来获释, 并于 1999年作为民选候选

人当选为总统。 2003年, 他首次以全民选举的

方式竞逐第二个任期, 2 400多万尼日利亚人参

加了投票。这次总统大选备受关注, 结果奥巴桑

乔获得连任。然而这次大选也备受争议, 人们对

这次大选褒贬不一, 落选者称这次大选是 /一
次严重的、由国家组织的对民主的亵渎 0。一些

国际观察员也发现在选举中存在弊病。但是, 总

部设在华盛顿的国家民主国际事务研究所派了一

个观察团到尼日利亚, 他们的团长克里斯 #佛芒
尤说, 即使在这样不规范的情况下, 许多认识到

存在舞弊现象的人正在用合法程序来表达他们的

不满, 因此, 尼日利亚的民主仍然有希望。尼日

利亚民主化的 /成功 0 也得到南非领导人姆贝

基、曼德拉, 以及英联邦国家秘书长唐#麦克其

农的赞扬。姆贝基同意塞内加尔政治家阿卜杜拉

耶 #巴斯礼领导的非盟观察团的建议, 即 /任
何心存不满的政党都应该充分利用合法手段来处

理所争论的任何问题。0虽然社会上有不满情绪,

并有铁碗手段, 但是尼日利亚政局没有陷于动

荡。虽然尼日利亚还面临很多的挑战, 从暴力事

件和腐败现象到大多数人民生活困难, 但是这个

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为非洲作出了贡献。

(五 ) 多哥

2005年初, 多哥总统、非洲在位时间最长

的纳辛贝#埃亚德马去世, 这位铁碗统治者掌握

最高权力的时间超过了 38年。他辞世后不久,

军方推举他的儿子 ) ) ) 福雷#纳辛贝为国家领导

人。多哥人纷纷上街游行, 要求举行选举。同

时, 由 15个成员国组成的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威胁多哥, 如果多哥不恢复宪政, 就将对它实施

制裁。非盟谴责这一事件, 称其为一次政变, 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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吁多哥进行选举。经历了几天的动荡和冲突后,

纳辛贝屈服于国内外的压力, 同意一旦选举顺利

进行, 他就下台。在选举开始前, 尼日利亚总统

奥巴桑乔将纳辛贝和反对派领导人奥林匹欧召集

到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进行调解, 让他们签署一

份包括建立民族和解政府的协议, 此举得到了美

国和非盟的支持。奥林匹欧曾经是一位政治流亡

者, 他推举鲍博 #阿蒂塔尼作为反对派的总统候

选人。奥林匹欧很感谢奥巴桑乔, 认为多哥有许

多地方需要向民主国家学习。但是, 后来纳辛贝

以 60%的得票率赢得了选举, 落选的候选人阿

蒂塔尼谴责说投票存在欺诈行为, 并号召多哥的

青年人行动起来反对政府。选举委员会能暂时接

受年轻的纳辛贝, 但期望非洲国家领导人不再允

许年轻一代的 /强人 0 取代他们的父辈。

(六 ) 津巴布韦

穆加贝政府于 2000年支持一批退伍老兵占

领白人的农场, 津巴布韦局势骤然紧张。大规模

的土地占领事件发生时, 正值该国自独立以来举

行的首次选举失败, 广大选民极力反对宪法修正

案。宪法修正案规定政府有权无偿占有土地和延

长总统的任职期限, 使穆加贝任职期限可达 30

年。此时, 反对党 /争取民主变革运动 0 与执
政党 /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 (爱国阵线 ) 0 不

断进行政治斗争。 /争取民主变革运动 0 在 2000

年议会选举中占据了 120个议席中的 57席, 虽

不足以影响执政党组建新政府, 但给越来越被动

的执政党政府敲响了警钟。 /争取民主变革运

动 0 也参加了 2005年举行的议会选举, 但他们

作为反对党始终受到政府的钳制和镇压。大赦国

际和其他人权组织认为使津巴布韦在一定程度上

变成了一个 /警察国家 0, 民主性的活动受到严

格控制和严厉监管, 对国际上认可的人权进行压

制变得司空见惯。虽然津巴布韦 2002年和 2005

年的选举被许多非洲机构称赞为 /自由和公平

的 0, 却受到了美国、欧盟和一些非洲分析家的

严厉谴责, 指出津巴布韦的选举有严重漏洞, 称

该国国家机构有民主之形, 但无民主之实。

姆贝基并没有在津巴布韦获得他在其他国家

那样的声誉, 他通过实施一项 /建设性参与 0

的战略, 为解决政治僵局作了许多努力, 他多次

利用各种机会访问津巴布韦, 并会见双方人士。

尽管姆贝基作出许诺, 问题即将得到解决, 但是

到了 2005年中期, 不但反对派和执政党没有任

何和好的迹象, 而且反对党 /争取民主变革力

量 0 坚定地指出, 鉴于南非支持津巴布韦的

2005年选举, 它已经对南非充当忠实调解者的

能力失去了信心。 2005年选举获胜后政府变得

愈加保守, 津巴布韦无迹象表明它在朝着更加开

放的社会发展。政府虽然赢得了选举, 却没有赢

得那些认为选举不公平的人的民心和民意, 没有

赢得关心国家命运的人, 他们关心政府是否还有

能力将国家从形势不断恶化和国际孤立之中拯救

出来。在独立后的 25年里, 津巴布韦已经从非

洲的粮仓变成非洲的 /空仓0。连年干旱给国家

带来了困难, 但经济管理不善和腐败丛生是主要

原因, 这导致了津巴布韦经济大幅下滑、通货膨

胀率飚升, 2002 ~ 2005年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

30%, 2004年通货膨胀率高达 623%。

非 洲 民 主 化 道 路 上

的 制 约 因 素

  非洲今后的发展之路仍然坎坷崎岖, 在这条

通向民主的道路上面临各种挑战。首先让非盟感

到棘手的就是自身财政问题。多数非洲国家深陷

于所欠西方机构的债务之中, 它们已经没有钱支

付应缴款项和特别款项。面对自己财政方面的难

题, 非盟的活动能力受到极大束缚, 尤其是在满

足日益增长的非洲维和人员的需求方面力不从

心。当非盟自己的生存都成为公开的问题时, 它

在推动非洲国家建立民主政治方面自然受到很大

掣肘。因此, 安全问题研究所的曼舍尔曾经说:

/非盟在形成政治决议方面较为高效, 但是当要

执行这些决定时就显得低效了。0

让非盟颇感头疼的挑战是索马里, 该国无政

府状态下的混战已逾 15年, 流亡中的民选政府

无法回国重建民主制度。穷兵黩武的军阀阻挠在

索马里的土地上驻扎外国军队, 虽然索马里过渡

政府多次强调他们决定接受一支非盟维和部队,

但是来自国内的反对使这一问题的解决搁浅。很

明显, 非洲人全面解决非洲问题的能力受到很大

限制, 尤其是当履行对各方都很重要的维和任务

的时候。当一些非洲国家, 特别是尼日利亚和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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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在全洲范围内派出部队执行维和使命的时

候, 多数非洲国家却拿不出钱来支持维和或履行

使命。因此, 非洲与西方建立合作关系就显得非

常紧迫, 特别是如果不需要西方派出地面部队,

那么就需要西方的训练和后勤支援。一般来说,

民主的进步不能只用选举来衡量, 而实现民主的

重要前提就是国家保持和平与稳定, 但是非洲国

家在民主道路上往往伴随着政局动荡和暴力冲

突, 甚至战争。现在说和平已经降临全非洲还为

时过早, 即使在那些已经签署和平协议的国家仍

然有低度的战斗发生, 如苏丹达尔富尔地区。

非洲人的贫困状况和沉重的债务负担也成为

非洲民主化道路上的制约因素。 1981年以来,

非洲赤贫人口 (每天的生活费不到 1美元 ) 增

长了一倍, 约为 3115亿。 2000年, 联合国设立

了到 2015年贫困人口减半的目标, 这对非洲来

说是一个特别不切实际的要求。国际社会帮助减

轻非洲贫困状况的最好方式就是免债。非洲的全

部债务大约在 2 500亿 ~ 3 000亿美元之间, 人

均外债达 365美元, 超过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308美元的数额。尽管西方国家表示要勾销 1999

年穷国所欠的 1 000亿美元债务, 但是在世界银

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 /重债穷国动议 0 框
架下, 非洲的债务依然令人担忧。非洲的减债之

路任重道远, 如八国集团成员国, 目前离全面尽

自己对非洲穷国的减债和援助义务也相去甚远。

非 洲 民 主 化 的 成 就 与 希 望

虽然非洲在通向民主的道路上只迈出了试探

性的小步, 但是在非洲广袤土地上仍可看到这个

大洲的成就与希望。例如南非十多年来的和平与

稳定, 一些曾经最棘手的冲突获得解决。刚果

(金 ) 走上了民主之路, 而且这在很大程度上归

功于南非的斡旋。 2005年, 苏丹政府已经与南

方的反对势力达成和平协议, 为实现苏丹的和平

与稳定而携手合作。 2005年 11月, 利比里亚历

史性的选举选出了非洲的首位女总统 ) ) ) 艾伦 #

约翰逊 #瑟利夫, 她的当选给利比里亚带来了一

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奥巴桑乔帮助利比里亚前总

统泰勒到尼日利亚避难, 使利比里亚避免了又一

轮种族屠杀的惨剧, 帮助利比里亚铺就了和平、

稳定和民主之路。在局势不断恶化的津巴布韦,

2005年在执政党 /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 ) 爱
国阵线0 和反对党 /争取民主变革运动 0 的普

通成员之间举行了一场足球赛, 这是双方缩小分

歧的一步, 被赞为 /足球外交 0。泛非议会等非

洲国际机构将强化非洲的民主政体作为它们奋斗

的紧迫目标, 这不仅是取信于西方的需要, 而且

是非洲人民自身的需要。通过多哥人和津巴布韦

人的实例就可以清楚地看出, 非洲普通民众正在

给予非洲的民主制度建设越来越多的支持, 将本

国作为民主制度的目标并努力去实现。

/非洲正在为自己创造一个充满机遇的时

代, 这样的事情我们已经有一代人的时间没有看

到了, 0 2005年 10月联合国大会主席詹 #埃里

亚松在大会开幕时说, / 1998年有 14个非洲国

家处于武装冲突和内乱状态, 现在陷入大规模冲

突的国家减至 3个。0 在非洲, 没有一位领导人

公开站出来说民主不适合非洲。南非记者彼得 #

法布里修斯在 2005年底写道: /当民主在非洲逐

渐取代独裁的时候, 很少有领导人是被赶下台

的, 更多的是以和平方式离任的。0

民主政治要求政府对人民负责, 非洲在民主

道路上的进步促进了各国的社会发展, 这在很大

程度上为非洲带来了新希望。从多哥到津巴布

韦, 甚至是南非, 在这第二次 /变革之风 0 的

吹拂下, 人民上街要求权利、自由和公平。非洲

民主最具有希望的 /新消息 0 是非洲人开始为

其领导人制订规范。到 2006年初, 已经有 26个

国家的元首签署了承诺书, 要以这些规范为基础

评判自己, 这不仅适用于现任领导人, 也适用于

今后继任的领导人。对于报道和关注非洲 8亿人

民的那些人来说, 这个大洲新出现的乐观主义精

神就是 /新消息 0。希望这种乐观主义精神传播
到非洲之外, 传播到那些欠这个大洲 /债务 0

达数个世纪的国家, 希望它们来主动帮助非洲人

创造一个全新的非洲, 一个真正独立的非洲, 一

个屹立于世界民族大家庭的全面发展的成员。

(杨廷智  编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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