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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撒 哈 拉 问 题

与 马 格 里 布 一 体 化

赵 慧 杰

  内容提要  西撒哈拉问题旷日持久, 是战后民族解放运动遗留问题, 也是当代国际政治

中继巴以问题之后又一难点问题。西撒哈拉问题表面上是西撒人民争取民族自决权利的问

题, 但实际上它是涉及马格里布多国的复杂问题。西撒问题使马格里布多国卷入, 不仅影响

到地区国家间关系的正常发展, 也阻碍着始于 20世纪 60年代马格里布国家的一体化构想。

尤其是马格里布联盟两大国 ) ) ) 阿尔及利亚与摩洛哥在西撒问题上立场对立而关系失和, 严

重影响地区一体化进程。因此, 西撒问题不解决, 马格里布一体化难言大发展。

关 键 词  西撒哈拉  马格里布国家  地区一体化

作者简介  赵慧杰,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 (北京  10007)。

 西撒哈拉问题 (简称 /西撒问题 0 ) 旷日持久, 而迄今仍然悬而未决。从 1985年联合国秘书长

德奎利亚尔与非统组织 (非盟前身 ) 联合发起斡旋, 继而提出解决西撒问题的和平计划, 即所谓

5解决计划6¹ 算起, 西撒问题的解决也已经历近 1 /4世纪。但如果从西撒独立问题算起, 解决西撒

问题的历史则更加久远, 1965年和 1966年联大先后通过的第 2027号决议和 2229号决议都是针对西

班牙结束对西撒殖民统治问题的。从联合国安理会有关西撒问题的文卷记载来看, 西撒问题自 1975

年就被列入安理会的讨论议程, 该问题的解决进程也已长达 35年之久。º 西撒问题经历了如此漫长

的解决进程, 使该问题成为继巴以问题之后的又一国际问题的难点。

西 撒 问 题 的 由 来

西撒是现西撒哈拉 (W estern Sahara) 和前西属撒哈拉 ( SaharaE spano la) 的简称, 它位于非洲西

北部, 北与摩洛哥接壤, 东、南与阿尔及利亚和毛里塔尼亚 (下称 /毛塔 0) 相邻 (其东北部与阿尔

及利亚有 30多公里的共同边界 )。据 5世界战争通鉴 6 记载, 1886年西班牙根据与当地部落首领签

订的一系列 /保护0 协定, 将该地区正式划归为 /西班牙保护地0», 此后这一地区才正式冠名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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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计划于 1988年正式提出, 主要内容为: 任命一位秘书长特别代表, 全权负责在西撒组织公民投票; 成立 /联合国西撒哈

拉公民投票特派团 0, 包括民事、军事和治安 3个小组, 负责监督停火, 组织公民投票。参见互动百科网站 ( ht tp: / /

www1hudong1 com /w ik i) 西撒哈拉条目。

安理会曾在 1975年、 1988年和 1990年分别通过有关西撒问题的决议或决定。 See h ttp: / /www1un1 org /ch inese/peace /peace2

keeping/W _ Sahara / s_ res6901pd f1

1887年西班牙政府将西撒哈拉划归加那利群岛总督管辖。



属撒哈拉0。西班牙最早曾在 1884年欧洲列强召开的柏林大会上正式宣布西撒哈拉为领地, 但当时并

未得到其他殖民列强的承认, ¹ 直到 1934年法国正式承认西班牙对撒哈拉的占领后, 西迪、伊夫尼、

塔尔法亚和阿尤恩地区, 以及大西洋沿岸的 /黄金谷地 0 (即今扎哈卜谷地 ), 遂属西班牙管辖。

1958年 1月 14日, 西班牙宣布西撒哈拉地区为该国的一个省, 至 1976年以前, 西撒哈拉地区一直处

于西班牙人的统治之下。实际上, 早在 20世纪初, 反对西班牙殖民主义的人民抵抗运动开始在这一

地区逐渐兴起, 直到 50年代初受其他国家和地区反对殖民主义运动的影响, 西撒哈拉出现了真正危

及西班牙殖民统治的运动, 即摩洛哥解放军参与到西撒哈拉人民进行的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斗争

中。1957年, 摩洛哥首先向国际法庭起诉, 提出对西撒哈拉的领土要求; 与此同时, 毛塔也提出对

西撒哈拉的领土要求; 而阿尔及利亚作为当时民族解放运动的一面旗帜, 更是坚决反对西班牙对撒哈

拉地区的统治, 明确提出给予西撒哈拉人民以民族自决权。摩洛哥、毛里塔尼亚和阿尔及利亚三国虽

然各自利益不同, 但在 1970~ 1973年间, 三国首脑先后举行过 3次峰会, 这就从客观上形成了三国

共同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行动。 1970年 9月 14日三国签署的 5共同声明 6 更是三国联合反对西班
牙殖民统治的体现。三国一致同意, /在联合国各项决议的基础上, 加快西撒哈拉的非殖民化进程 0,

并宣布成立一个常务协调委员会。º 三国协力反对西班牙对撒哈拉地区统治的行动, 加之来自其他方

面的施压, » 西班牙统治者弗朗西斯科#佛朗哥被迫于 1973年宣布同意这一地区独立, 但西班牙殖

民当局并未立即放弃对这一地区的控制权。1975年 9月 14日, 西班牙、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三国在

马德里举行会谈。会谈中, 西班牙同意于 1976年 2月 26日从西撒哈拉全面撤军, 但要求保留其在西

撒哈拉沿岸建立的军事基地, 及在西撒哈拉海域捕鱼的权力, 同时还要求获得奥克拉欧地区 60%的

磷酸盐产量; 而摩洛哥和毛塔根据两国此前共同签署的一项协定, 一致同意分割西撒哈拉, 划定边

界。由于西、摩、毛塔三国分歧严重, 会谈未果而终。 1975年 10月, 国际法院对西撒问题作出裁

决, 称 /在西班牙进入之前, 西撒与摩洛哥之间存在某种法律上的联系0。又称 /在西班牙进入之

前, 西撒同生活在那里的摩尔人 (现毛塔人 ) 存在某种部族性质的联系 0。但法院最后认为, /没有

找到其性质足以影响联合国大会关于西撒非殖民化决议的论据0¼。国际法院最终做出的裁决是: 在

西撒哈拉成为西班牙殖民地时, 该领土并非属于任何一方的领土; 西撒哈拉人民与摩洛哥和毛里塔尼

亚实体之间有某些法律关系, 但不是领土主权关系。½ 然而, 随后发生的摩洛哥 /绿色进军 0¾ 虽然

加速了西班牙殖民主义者的撤出, 但也在西撒哈拉埋下了战争的祸种。西班牙统治者弗朗西斯科#佛

朗哥重病在卧, 无意与摩洛哥展开正面冲突, 处于 /内外交困 0 的西班牙遂在一周后匆忙与摩洛哥
和毛塔签订了 5马德里协议6¿, 承诺放弃西撒哈拉, 并全部撤出。然而, 标志着西撒哈拉摆脱西班

牙殖民统治的 5马德里协议6 并未带来西撒哈拉独立国家的建立, 相反却把西撒哈拉人民拖入新的

战争和冲突中。因此, 5马德里协议 6 的签署完全是西班牙不遵守联合国决议、无视国际法院裁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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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一直与西班牙争夺这一地区, 并于 1900年、 1904年和 1912年三度签署分割这一地区的协议。参见 5世界知识年鉴 6

编辑部编著: 51965年世界知识年鉴 6,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5年版, 第 377页。

ht tp: / /www1 cgw1 cn /h tm l/w orldw ar/309 /310 /2009 /0327 /66751 sh tm l1

1965年 12月, 联合国要求西班牙对西撤哈拉实行非殖民化; 1973年西撒地区民族主义力量形成统一的组织, 萨基亚阿姆拉

和里奥德奥罗人民解放阵线宣告成立。

参见吴春秋主编: 5世界战争通鉴 6 中 /西撒哈拉战争 0 一章。 ht tp: / /www1 cgw1 cn /h tm l /w orldw ar/309 /310 /2009 /0327 /

66751 sh tm l1

参见李广一编著: 5列国志# 毛里塔尼亚西撒哈拉 6,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年版, 第 156页。

即 1975年 11月 6日摩洛哥政府动员组织 35万平民打着代表伊斯兰教的绿色旗帜 (绿色进军由此而得名 ) 越过摩洛哥和西

撒哈拉之间的分界线, 向西班牙统治者示威, 试图迫使其放弃对西撒哈拉地区的控制。

该协议签订于 1975年 11月 14日, 其主要内容为: 西班牙承诺于 1976年初全部撤离西撒哈拉, 并承认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

对西撒哈拉的领土要求。这就为两国分割西撒哈拉 /合法化 0, 摩洛哥控制北部萨基亚阿姆拉约 17万平方公里的地区; 毛塔控制南

部里奥德奥罗约 9万平方公里的地区。参见李广一编著: 前引书, 第 575 页; also see ht tp: / /b log1 s ina1 com1 cn / s/b log _

56eccef30100geiq1htm l1



结果。阿尔及利亚旗帜鲜明地站在代表西撒哈拉人民的波利萨里奥阵线 ¹一边, 强烈反对 5马德里协

议 6, 宣布它无效。布迈丁政府提出阿尔及利亚对解决西撒问题的原则立场, 即两个 /必须 0的原

则 ) ) ) /在西撒哈拉肃清殖民主义, 必须在联合国范围内解决, 必须尊重当地人民的自决权 0º。与

此同时, 西撒哈拉民族主义力量 ) ) ) 波利萨里奥阵线在其控制的地区立即宣布建立 /阿拉伯撒哈拉
民主共和国 0»。

1976年 2月西班牙撤出后, 西撒哈拉虽然摆脱了殖民主义统治, 却陷入了战争之中。分别控制

了西撒哈拉北部 17万平方公里和南部 9万平方公里的摩洛哥和毛塔与代表西撒哈拉人民的波利萨里

奥阵线之间随即进入战争状态。事实上, 摩洛哥自 1975年发动 /绿色进军0 后就与波利萨里奥阵线

交火不断, 加之其与毛塔分治西撒哈拉后, 又怂恿毛塔结成军事联盟, 共同对付西撒哈拉波利萨里奥

阵线, 而致使双方敌对状态加剧, 双方之间的战争也从小战发展成大战。西撒哈拉地区战争升级使西

撒问题从原本的 /非殖民化0 范畴转入到 /国家与民族纷争 0 的范畴。¼

因此, 西撒问题从历史上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非殖民化0 阶段, 从 1884年西班

牙正式宣布占领到 1976年全部撤出, 这一阶段问题的主要矛头是针对西班牙殖民当局。这一阶段问

题的主体较为单一, 解决起来相对容易。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世界范围内掀起的反对殖民主义的

斗争形成巨大规模, 并成为历史发展的潮流, 而西撒问题成为当时殖民主义统治的最后几个堡垒之

一, 在历史发展潮流的冲击下, 西撒哈拉的非殖民化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西撒问题的第二阶段即

/国家与民族纷争 0 阶段所面对的问题主体是多重的, 摩洛哥和毛塔分治西撒哈拉后, 与西撒哈拉国

家, 以及与支持 /西撒国 0 的阿尔及利亚之间的纷争使这一问题复杂化, 解决起来难度加大。这就

是 1976年以后, 西撒问题完成了非殖民化的解决进程后而一直未能得到最终解决的历史状况。

西 撒 问 题 的 症 结

西撒问题实际上是 1976年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成立后为争取民族自决权利的问题。然而,

这一问题旷日持久而未能解决, 最主要的原因来于与 /西撒国 0 相邻的各国对其国家利益的不同考

虑, 即地区各国国家利益的冲突。

首先是摩洛哥因素。  这也是当前解决西撒问题最主要的因素。摩洛哥曾是推动西班牙撤出西撒

哈拉的最主要力量。从 20世纪 50年代起, 摩洛哥就在国际上为西撒哈拉摆脱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

立而持续斗争。但是, 摩洛哥在推动西撒哈拉非殖民化的背后有其自己的利益需求。这一点在 50年

代末期就已开始显露, 且越来越公开、越来越无所顾忌。摩洛哥 1957年在向国际法院控告西班牙对

西撒哈拉的统治时提出自己对这一地区的领土要求 (虽未明确到具体的区域 ) , 这是摩洛哥首次公开

提出对西撒哈拉的领土要求。摩洛哥于 1975年组织的 35万人 /绿色进军0 大行动不仅是该国领土

野心的一次大暴露, 更是对国际法院裁决摩洛哥对西撒哈拉领土要求缺乏合法性的一次公开挑战。而

1973年摩洛哥解放军进入西撒哈拉地区, 貌似支援西撒哈拉人民反对西班牙殖民主义的斗争, 但其

行动完全是欲盖弥彰。在 1975年 9月举行的马德里会谈之外, 摩洛哥与毛塔商议分治西撒哈拉更是

摩洛哥领土要求的具体体现。特别是当 1979年毛塔与西撒哈拉波利萨里奥阵线签订和平协定, 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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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利萨里奥阵线 ( POL ISARIO FRONT ), 即萨基亚阿姆拉和里奥德奥罗人民解放阵线 ( Frente Popular de L ib eraci�n d e Sagu�a

elH am ra y R�o de Oro) 的简称, 其主要支持者是阿尔及利亚, 大量难民营都设在阿尔及利亚廷杜夫省。

正是在阿尔及利亚的努力坚持下, 联合国安理会在 1975年首次讨论并通过了关于西撒问题的决议。 See h ttp: / /www1un1 org/

ch in ese/peace/peacekeep ing /W _ Sahara/ s_ res6901pdf1

/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 0 (英文为 / Sah raw iA rab D emocratic Repub lic0 ) , 成立于 1976年 2月 27日, 3月 5日组成政府。

此举得到阿尔及利亚政府的全力支持。 /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 0 目前已得到 70多个国家的承认, 但至今未得到中国承认。

这是笔者的看法。



放弃对西撒哈拉南部 (里奥德奥罗地区 ) 的控制权后, 摩洛哥立即宣布吞并这一地区, 并派遣军队

加以占领, 同时宣布该地区为摩洛哥的一个 /省0。此后, 摩洛哥在西撒问题上采取无视联合国、不

顾及国际舆论的完全强势的做法, 加剧了西撒问题的解决难度。特别是 80年代中期后, 摩洛哥在西

撒修建了一道被称做 /摩洛哥长墙0¹ 的包围地带, 将具有经济意义的西撒哈拉地区全部包围起来,

这就更加造成西撒哈拉的对峙局面。由于摩洛哥对公民投票的结果没有充分的信心, 因此长期以来它

只能借助移民手段来增加亲摩洛哥立场的公民人数。与此同时, 公民获得投票的资格还需要时间, 这

样摩洛哥只有不断延迟举行公投的时间, 希望经过较长一段时间的移民后, 在举行公投时, 确有获胜

的机会。因此自 1988年后, 联合国先后通过了 20多个有关西撒问题的决议案, 均未获得摩洛哥的配

合而无法实施, 西撒问题也一拖再拖, 至今仍悬案未决。

其次是毛里塔尼亚因素。  这一因素在西撒问题中起着特殊的重要作用。毛塔的特殊作用不仅是

因为该国作为分割西撒哈拉、控制西撒哈拉 1 /3土地的一方, 还因为它曾经是西撒哈拉民族自决机

构 ) ) ) 波利萨里奥阵线的有力支持者, 或是说坚强后盾之一。 1973年 5月, /解放西撒哈拉运动 0º

在毛塔全国民主运动的支持下, 在毛塔的西北城镇 ) ) ) 祖埃拉特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 正式宣布成立

/波利萨里奥阵线 0, 并得到毛塔政府在政治上和物质上的大力支持。但是, 1976年西班牙撤出后,

毛塔与摩洛哥分割西撒哈拉, 使双方关系急剧变化, 由曾经的 /战友 0 关系变成了后来的 /占有 0

关系。毛塔与西撒哈拉关系的戏剧性变化加剧了西撒问题的复杂性, 从争取 /民族独立 0 到争取
/民族自决0, 代表西撒哈拉人民的波利萨里奥阵线为捍卫民族主权与毛塔发生武装冲突。特别是在

/西撒国 0 成立后, 毛塔为加强与西撒哈拉波利萨里奥阵线的对抗实力, 于 1977年 5月与摩洛哥签

订 5共同防务协定6», 以应付波利萨里奥阵线对毛塔的武装袭击。波利萨里奥阵线曾于 1976年 6月

和 1977年 7月两次袭击了毛塔首都努瓦克肖特; 又于 1977年 5月和 7月两次袭击了毛塔境内的祖埃

拉特铁矿 (毛塔重要的经济命脉之一 ), 并摧毁了该矿至第二大城市 ) ) ) 努瓦迪布港口的铁路线, 使

毛塔的经济命脉受到重创, 政权岌岌可危。 1978年 7月 10日, 毛塔发生军事政变, 达达赫政权倒

台, 新上台的军人政权海德拉采取积极的和平政策, 于当年 10月与波利萨里奥阵线在利比亚首都的

黎波里进行谈判。1979年 8月, 毛塔政府与波利萨里奥阵线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签订和平协

定: 承认西撒哈拉人民的自决权; 承认该阵线为西撒哈拉人民的合法代表, 并宣布撤出里奥德奥罗地

区 ¼ ; 同时宣布退出西撒哈拉纷争, 取消与摩洛哥缔结的军事联盟。½ 因此, 毛塔在西撒问题中的作

用经历了从 /积极0 ) ) ) /破坏 0 ) ) ) /积极 0 的变化过程。在此过程中, 毛塔的破坏作用体现在

西撒哈拉取得民族独立后采取 /分治西撒的政策 0, 这在西撒问题的整个历史进程中应该说是短暂

的。西撒独立后所面临的民族自决问题已经持续了 34年, 而毛塔只是在最初 3年间控制了西撒的南

部地区, 其后的 31年里毛塔对西撒哈拉人民的民族自决权则予以承认。但我们还应看到毛塔这一破

坏作用虽时间不长, 但其深远影响不可低估, 它是加剧西撒问题复杂性、曲折性的一个因素。

最后是阿尔及利亚因素。  阿尔及利亚在西撒问题上一直是 /积极的推动者 0。阿尔及利亚在解

决西撒问题上所奉行的坚定和积极的立场固然有其政治诉求的一面 ) ) ) 支持所有国家和地区人民的反

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西撒哈拉波利萨里奥阵线的成立使西撒哈拉本土要求民族独立的呼声得以具体

化, 也使西撒哈拉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形成一股强大势力, 在国际舞台上得到越来越多的同情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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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在西撒建立起 6道总长 2 720公里的防御墙, 并派驻数万军队加以保护, 同时在此设立行政管理机构。

即 /解放萨基亚哈姆拉和里奥德奥罗运动 0 的简称, 该运动领导人是穆罕默德# 赛义德# 巴西尔 (M oh amm ed Said B rah im

Bass ir)。

该协定的主要内容是: 毛里塔尼亚与摩洛哥成立两国高级防务委员会和联合参谋部, 共同对付波利萨里奥阵线对两国在西撒

哈拉控制区的袭击。参见 5世界知识年鉴 6 编辑部编著: 51982年世界知识年鉴 6,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2年版, 第 395页。

参见 5世界知识年鉴 6 编辑部编著: 51982年世界知识年鉴 6,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2年版, 第 3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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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此前西撒问题多由摩洛哥代言, ¹ 而波利萨里奥阵线成立后西撒问题才更多地成为 /西撒人的

问题0 )。因此, 波利萨里奥阵线的成立不仅标志着西撒哈拉人民终于有了自己的利益诉求者, 也在

客观上加速了西撒哈拉民族独立的进程。阿尔及利亚在西撒问题上的作用不言而喻, 波利萨里奥阵线

从其诞生到发展成为民族权力机构与阿尔及利亚政府的鼎立相助分不开。首先, 阿尔及利亚与波利萨

里奥阵线的关系不仅仅是支持, 而且完全是一种同盟关系。在 5马德里协议 6 签订后, 阿尔及利亚

就明确指出, /摩洛哥和毛塔瓜分西撒哈拉, 是新殖民主义行为, 阿尔及利亚将不会袖手旁观, 而会

积极支持 -西撒人阵 . 的独立解放运动0º。为阻止摩军对西撒平民百姓的驱赶、搜剿, 阿尔及利亚

还在 1976年初派出军队与摩军在西撒的安加拉绿洲兵戎相见。在波利萨里奥阵线宣告成立 /阿拉伯

撒哈拉民主共和国0 后, 阿尔及利亚率先予以承认, 并表示愿为 /西撒国0 提供 /实现其人民的民

族愿望所需要的政治、道义和物质支持 0»。随后, 阿尔及利亚又将其境内的廷杜夫地区辟为波利萨

里奥阵线开展活动的大本营, 即成为新生的 /西撒国0 的行政中心 (这就是国际上有人所说的 /西

撒国的行政中心不在西撒哈拉地区, 而是设在阿尔及利亚 ); 同时也是 /西撒国 0 安置难民的基地。
阿尔及利亚还充分利用国际舞台为解决西撒问题寻求支持, 并在国际上作出巨大努力, 20世纪 70年

代末和 80年代初就曾先后推动利伯维尔首脑会议和哈瓦那首脑会议, 以及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

会会议就西撒问题做出了决议。¼ 阿尔及利亚也是联合国安理会介入西撒问题的主要推力, 1975年

11月, 阿尔及利亚代表就率先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发言, 称 /如果大量摩洛哥人进入撒哈拉领土, 将

给西北非地区的和平带来严重后果0。此后, 阿尔及利亚一直都是联合国安理会解决西撒问题的重要

帮手, 多次就解决西撒问题提出议案, 其中 2004年 9月和 12月分别在联大四委 (非殖民化委员会 )

和联大会议上提出的关于西撒问题的提案均以投票表决方式获得通过。因此, 阿尔及利亚在西撒问题

前后 30余年里都是一个重要角色。

西 撒 问 题 与 地 区 一 体 化

我们对西撒问题的定论似乎不应把它单纯视为一个国家与民族自决的问题, 而是该把它放回到战

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进程中来看, 它是一个未得到彻底解决的民族独立问题的延续。阿拉伯国家联

盟就曾发表声明, 认为 /西撒哈拉问题作为非殖民化中的阿拉伯问题 0, 并表示: /盼望西撒哈拉问

题能得到解决, 以使阿拉伯马格里布地区输入阿拉伯兄弟的新鲜血液, 进一步实现土地和人民的团结

统一, 割掉殖民主义的尾巴, 铲除殖民主义的后患 0。在国际上把西撒问题还原到 /未彻底完成的民

族独立 0 问题上, 持这种见解的学者也不在少数, 其中台湾学者的认识 ) ) ) /西班牙撤出之后, 西

撒哈拉并未获得独立, 因为它的北邻摩洛哥的军队在当年 11月 6日入侵西撒哈拉, 和另一邻国毛塔

瓜分了它的领土, 并展开摩洛哥 30年的殖民统治0½。这种观点姑且无论有否值得商榷之处, 但也代

表了对解决战后西撒问题的一种认识。国际上也不乏大有声音批评主宰世界话语权的西方大国, 认

为, /西方国家和世界强权枉顾民族自决的原则, 姑息摩洛哥的非法占领0。另外, 联大讨论西撒问

题也一直将其放在 /非殖民化委员会 0。

因此, 从 /未完成的民族解放运动 0 这一认识出发, 西撒问题就是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遗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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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早在 20世纪 20年代就在西班牙统治区爆发了民族主义者阿布德# 艾尔# 克里姆领导的武装起义, 并建立著名的 /里

夫共和国 0。摩洛哥对西班牙的殖民统治深恶痛绝, 形成了反对西班牙统治的斗争传统。

参见吴春秋主编: 5世界战争通鉴 6 中 /西撒哈拉战争 0 一, h ttp: / /www1 cgw1 cn /htm l /w orldw ar /309 /310 /2009 /0327 /6675.

shtm l1

同上文。

See h ttp: / / learn ing1w enda1 sogou1 com /question /88972411h tm 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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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这一问题得不到解决, 势必影响到当今世界一体化和全球化的发展潮流。笔者探讨西撒问题与

地区一体化这一问题, 旨在说明西撒问题与马格里布一体化关系密切, 它是马格里布一体化的重要因

素, 决定着马格里布一体化的发展进程, 同时也决定着这一进程的成败。西撒问题是马格里布一体化

无法回避和无法逾越的问题。

(一 ) 西撒的地缘属性

根据历史学家的研究, 西撒哈拉的历史与阿拉伯的历史和伊斯兰的历史是分不开的。西撒哈拉最

早的历史是从古代利比亚的一些游牧部落迁徙到这里而开始的。一般认为自公元 682年伊斯兰拓疆到

达这里后, 西撒哈拉就归属马格里布的政治势力范围。¹ 因此在阿拉伯人到达这里后, 包括西撒哈拉

在内的整个马格里布地区就已经是一个具有诸多同一性的地区。近代马格里布的变迁也并没有改变该

地区从历史上形成的内在联系。早期殖民主义的扩张触角也是对准整个马格里布地区的, 只是各列强

在争夺该地区的较量中不得不对这一地区进行瓜分, 以平衡它们之间的利益。现代西撒哈拉的疆界完

全是早期殖民主义者为争夺各自利益而人为划定的 (主要是法国和西班牙经过 1900年、 1904年和

1912年三次协商而划定º ) , 而并非是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自然形成的。当今的西撒在地理上完全是

摩洛哥向南的水平延伸 (西撒总面积超过摩洛哥国土面积的一半 ); 同时又是毛塔向北的水平延伸。

而大西洋岸的布朗角 ( / Cap B lanc0, 西班牙统治时称 / Cape B lanco0 ) 半岛东侧的毛塔港口 ) ) ) 努

瓦迪布离西撒港口 ) ) ) 圭拉仅 10公里。另据史料记载, 1885年西班牙宣布西撒哈拉地区为西班牙

/保护地 0 时是将布朗角半岛包括在内的。» 因此, 现代西撒的疆界带有明显的殖民列强瓜分的痕迹。

(二 ) 西撒的人文属性

今天的西撒人是历史上柏柏尔人的后裔, 他们融合了阿拉伯人与柏柏尔人的文化影响。¼ 而另一

种说法是, 西撒哈拉人是阿拉伯人、柏柏尔人和非洲黑人的混血后裔½。这两种说法都表明: 西撒哈

拉人在人文属性上与马格里布地区的居民完全是相同或是相近的。柏柏尔人的后裔、柏柏尔人和阿拉

伯人的混血后裔, 以及阿拉伯人和黑人的混血后裔在马格里布国家普遍存在, 特别是西撒哈拉人中的

摩尔人 (即阿拉伯人和黑人的混血 ) 与毛塔的摩尔人是同族人。而从西撒哈拉使用的语言上更能说

明这一点, 西撒哈拉通用阿拉伯语和法语, 这和马格里布国家 ) ) ) 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摩洛哥别无

二致。再从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两国 /据理 0 力争西撒控制权的说辞中也能看出西撒哈拉与马格里

布地区国家事实上有许多同一性, 摩洛哥和毛塔分别以 /同西撒哈拉有宗教、司法、文化和人口统

计方面的联系0, 和以 /与西撤哈拉有天然的历史联系和移民关系 0 作为分割西撒哈拉北、南的理由

根据, 恰恰也说明西撒哈拉与马格里布地区国家有 /剪不断、理还乱0 的联系。西撒哈拉人在宗教

信仰上与马格里布地区国家的人民更是一脉相承, 伊斯兰教在马格里布地区 1 000多年的传播历史,

使西撒哈拉人与马格里布地区的其他居民有完全一样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

(三 ) 西撒与马格里布联盟国家的纷杂关系

马格里布联盟 (简称 /马盟 0 ) 国家 (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利比亚和毛塔 ) 五国中

有三国 ) ) ) 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都深陷西撒问题, 且由此分为两大极端对立面。阿尔及

利亚支持西撒独立与摩洛哥和毛塔分割西撒形成了两大对立阵营。马盟国家因西撒问题立场不同, 造

成联盟内部国家关系紧张, 甚至失和, 直接影响到地区一体化的发展进程。马格里布国家自 196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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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格里布这一地理概念在伊斯兰教传入之前就已存在。据 5马格里布通史6 记载, /贝督因人以弯刀和经典, 依次入侵、渗

透和征服叙利亚、埃及、波斯、马格里布、西班牙, , 0。参见 [法国 ] 马塞尔# 佩鲁东著; 上海师范大学 5马格里布通史 6 翻译组

译: 5马格里布通史 6,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年版, 第 82页。

参见李广一编著: 前引书, 第 135页。

See h ttp: / /b aike1ba idu1 com /view /432511h tm1

See h ttp: / /www1 forcedm igrat ion1 org /ph otos /w estern sahara1

参见李广一编著: 前引书, 第 135页。



创建区域性机构 ) ) ) /马格里布常设协商委员会0 到 1989年正式成立马盟, 前后经历了 20余年的

历程, 其间与西撒问题的困扰有很大关系。特别是 20世纪 70年代后围绕西撒独立而引发的一系列问

题, 使马盟 5个成员国中 4国都卷入其中 (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支持西撒独立; 摩洛哥和毛塔分割西

撒并成为占领者 ) , 而马盟中的两个重要国 ) ) ) 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更是因在西撒问题上立场截然不

同而龃龉不断, 致使两国断交十余年。¹ 其间虽有利比亚从中斡旋调解, º 但阿尔及利亚坚持其原则

立场 (即: 坚决维护联合国和非统组织关于西撒自决的原则; 1975年签订的马德里三方条约是无效

的; 波利萨里奥阵线作为西撒人民的合法代表应得到承认和各方面的支持» ) 不动摇, 并发表声明,

称 /在撒哈拉人民获得民族权力前, 不可能建立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 0¼。这足以表明西撒问题是阻

碍两国关系正常发展乃至马格里布国家一体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因素。1988年 5月阿、摩两国中断 12

年的外交关系得以恢复, 才使一体化进程向前迈进了一步 ) ) ) 翌年马盟成立。然而, 20世纪 90年代

后随着国际解决西撒问题的力度加大 (主要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干预与介入 ), 阿尔及利亚也在解决这

一问题中积极发挥作用, 这在客观上使摩洛哥在西撒问题上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1995年底, 摩洛

哥指责阿尔及利亚直接插手西撒问题, 要求中止马盟活动, 并拒任下任主席国。此后, 马盟最高级别

机构 ) ) ) 元首委员会一直处于停止状态。½ 2005年初马盟首脑会议出现转机, 但在会议前夕阿尔及利

亚总统布特弗利卡致电祝贺西撒波利萨里奥阵线成立 32周年, 而使阿摩关系再起波澜, 马盟首脑会

议未能举行。因此, 西撒问题对于马格里布地区和平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这一问题的存在严重阻碍

着地区一体化进程。事实上, 马盟国家的一体化发展构想由来已久, 并且一体化的组织机构建制也较

为完善, 但是一体化进程缓慢, 一体化的阶段性目标迟迟不能实现, 如 / 2000年底建立马格里布共

同市场 0 的目标已大大推后。其中最主要的制约因素是, 至今控制着西撒 90%土地的摩洛哥与为西

撒民族权利机构提供各方面支持的阿尔及利亚之间有严重分歧。而这一深刻影响阿、摩两国关系的西

撒问题不解决, 马盟国家的一体化发展就不可能顺畅, 还有可能引发新的危机或问题。对此, 笔者认

同这样的观点, /西撒哈拉问题不解决, 对地区稳定与发展、区域一体化建设, 以及全球反恐形势构

成不利影响 0¾。

结   语

西撒问题持续 30余年, 从表面看, 这是一个关系到西撒人民争取民族自决权利的问题, 但实际

上它牵扯的已不是一个国家, 而是一个地区的和平与发展的大问题。西撒问题关乎马格里布国家的和

睦相处, 以及这些国家的经济协调发展。西撒问题不解决, 马盟内部国家间关系就不会和谐发展, 至

少阿摩的关系就难以一帆风顺, 而且地区一体化进程也仍将徘徊不前, 且大大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区。

因此, 只有排除了西撒问题的羁绊, 马格里布地区一体化才能大步向前。

(责任编辑: 安春英  责任校对: 赵  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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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 3月 7日, 阿尔及利亚因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分割西撒哈拉而宣布与两国断交。

1984年 8月, 利比亚领导人积极调解阿摩关系, 提议召开三国首脑会议, 两国表示愿意, 但最终因阿方坚持原则立场而未

能开成。

参见曹华、刘世英: 5阿尔及利亚西撒问题策略研究 6, h ttp: / / cqvip1 com1

ht tp: / /b log1 s ina1 com1 cn / s/b log_ 610d13d00100 j0y31htm l1

至 1994年第六次元首委员会会议后, 马盟最高级别会议一直中断。 2002年初曾决定当年 6月举行第 7次马盟首脑会议, 但

最终因摩洛哥国王托辞不予出席而被迫推延, 而后在 2005年会议前夕又生事端而中止至今。

新华网拉巴特 2007年 12月 6日讯。



Political Parties of Jew ish Imm igrants from the Soviet Union:

Cause and Influence

Zhou Cheng pp124- 31

  Jew ish imm ig rants from the former Sov ietU nion
have been themost popular imm igran t commun ity in
Israe.l In order to pro tect the ir ow n in terests o f
surv iva l and developmen,t they active ly partic ipated
in politica l life so that to ensure their survival r igh ts
and po litical interests. They formed a ll k inds o f
imm igran t politica l parties and seek po litical vo ice.
Themost representat ive imm igrant part ies were Israe l

Ba - A liya ( headed by Sharansky ), / Y israe l
Be iteinu ( headed by Lieberman ) and the Soc ia l
Just ice Party ( headed by Ga idamak).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se politica l parties w ere in fluenced by the
po litical trends and interests from the imm igrants,
and they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Israe l. s po litical
pattern and theM iddle E ast peace process.

TheW estern Sahara Issue and Integration ofM aghreb

ZhaoHu ijie pp155- 61

  A s a legacy of national liberat ion and a diff icult
issue of international po litics in th is reg ion after
follow ing A rab - Israe li con flicts, the W est Sahara
issue has a long h istory and still to be resolved. The
surface of the W est Sahara issue re flected the
demand of self - determ ination rights, but the
identity of th is issue w as a comp licated issue
invo lving m any coun tries in M aghreb. M any
countries in M aghreb had invo lved in W est Sahara

issue wh ich had no t only a ffected the relationsh ip
betw een countries in the reg ion but also blocked the
progress ofM aghreb integ ration since 1960s. A s the
tw o major pow ers in this reg ion, A lgeria and
M orocco had d ifferent op in ion on the issue o fW est
Sahara wh ich had made negative inf luence on
M aghreb in tegrat ion. So it is hard to reach the goa l
of M aghreb integrat ion if the W est Sahara issue is
not so lved.

The Subject Consciousness of A frican O il& Gas Development

and Sino- African Energy co- operation

Zhou shuqing pp162- 68

  O il and gas deve lopment regulations of A frican
concentrate on the demand of native in terests and the
trends of tendency of A frica wh ich reflect
consc iousness o f A frican o il& gas development in
practice. The SubjectConsc iousness ofA fr ican oil&
gas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Va lue determ ined o f
o il and gas resources and the progress of politica l
and soc ia l developmen.t Th is consc iousness
emphasizes to increase mo re share o f oil and gas
interests. The demand o f consc iousness of A frican

o il & gas deve lopment w ill increase the cost o f
Chinese o il compan ies. In order to dea l w ith the
trends of consciousness of A frican o il & gas
deve lopment, Ch inese compan ies need to reduce the
cost of o il deve lopment and managem en,t transfer
pro fit marg ins and streng then superv ision of cap ita l
accumulat ion and macroeconom ic. The fundamenta l
interest o f Ch ina in A frica depends on the overall
streng th of the upgrad ing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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