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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与津巴布韦政府的民族政策比较

李安 山

内容提要 ： 本文分别对南非和津巴布韦的民族和民族政策 问题进行述评 , 并

比较 了 两者之间的异 同 。 作者认为 , 在 南非和津巴布韦的 国 内政治 中 ,
民族问题

的重要性在下降 。 换言之 , 是政策而不是族际分野或民族情感在驱动两 国 的政党

竞 争
,
民族问题仅仅是影响政治行为 的诸因素之一 。 民族 问题处理是否得 当对

一

国 的政治稳定起着极重要的作用 ；
民族 问题上的失策可以 引起经济上的损失甚至

倒退
；
民族政策与 一个 国 家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关联和互动作用 。

关键词 ： 民族政策 南非 津巴布韦 政策比较

本文的
“

民族政策
”

是指
“

政治主体为规范国家范围内的民族事务而采取的

策略 、 准则和措施
”

；

1

特指一个政府为解决多个民族存在所产生的相关问题而

采取的应对策略 、 机制和方法 。 非洲各国民族问题的复杂性不容置疑 。 然而 ,
非

洲国家既无特有的处理民族事务的行政部门 ,
也无具体的民族政策 。 本文之所以

以南非和津巴布韦为个案进行比较 , 主要是因为两国在黑人掌权后出现的情况既

有相同点 , 又有差异 。 由于新南非实行相对温和的政策 , 在转型过程中并未出现

政治动荡
；
人民生活逐步改善 , 长期处于劣势地位的黑人的社会地位得以提升。

津巴布韦则不同 。 自 1 9 7 9 年独立后 , 穆加贝较合理地处理了 白人政权遗留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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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政策科学导论 ： 当代中国 民族政策理论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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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矛盾 , 津巴布韦
一

度被称为
“

非洲奇迹
”

。 然而 , 随着时间的推移 , 由于积累

下来的矛盾未能及时化解 , 加上英国政府拒绝兑现曾经做出 的许诺 , 津巴布韦政

府难以应对各种经济问题 ( 特别是土地问题 ) 和政治困境 。 由此 , 解决土地问题

成为当务之急 。 然而 , 相对激进的土改政策使
一部分白人的利益受到威胁 , 黑人

的根本利益也未得到相应提高 。 政策的失误致使民族问题逐渐转化为政治问题 。

津巴布韦与西方的关系 日 益恶化 , 穆加贝总统受到各方面的压力 。

一

、 南非的民族与民族政策

南 非 共有 约 4 7 4 0 万 人 , 包括 四 大 民 族 , 即 非 洲 黑 人 ( 约 3 7 7 0 万 , 占

7 9 ． 5％ ) 、 白人 ( 4 4 0 万 , 占 9 ． 2％ ) 、 有色人 ( 4 2 0万
, 占 8 ． 9％ ) 与亚裔 ／ 印度人

( 1 2 0 万 , 占 2 ． 5％ ) 。

1

其中黑人又包括多个族体 。 在新南非的民族团结政府成立

时 , 在黑人中间曾
一

度出现祖鲁族要求独立的情况 ； 黑人与白人在历史上存在的

统治与被统治关系在经济方面也有所表现 。 从政府的构成以及相应的政策文件

看 , 南非官方对多民族这
一

事实采取的是低调处理的方式 。 政府并未设置主管民

族事务的部门 , 民族事务由文化艺术部处理 。 针对多民族存在的客观事实 , 政府

文件或网站一般用
“

文化多元性
”

或
“

多语言
”

来描述多民族的相关现象 。

南非执政党
“

非洲人国民大会
”

( 下称
“

非国大
”

) 的民族政策实际上源于

南非前总统曼德拉的民族和解思想 。

2

曼德拉在 1 9 8 9年从监狱中写给博塔总统的

信中 , 要求政府和非国大在谈判中须重视两个问题 ： 在统
一国家实行多数统治的

要求 ； 多数统治不意味黑人对白人施加统治的结构保证 。

3

曼德拉表示 , 黑人反

对 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的斗争可看做是
“

不同肤色的兄弟之间的斗争
”

。

4

他希望

看到一个统
一

而非分裂的南非 , 黑人摆脱白人少数政权的统治而当家做主 , 白人

与黑人并肩参与国家管理 ,

“

当我从监狱走出的时候 ,
同时解放被压迫者和压迫

者成为我的使命 。

” 5

新南非的民族团结政府成立后 2 0 多年的发展从根本上解除

了白人的忧虑 , 使南非的民族和解政策得到落实 。 在民族问题上 ,
新南非的主要

挑战来 自两个方面 ： 因卡塔 自 由党代表的祖鲁族传统势力要求实行联邦制
6

与阿

1南非政府网站 
ｈｔ ｔ

ｐ： ／／ｗｗｗ． ｓｏｕｔｈａｆｒｉｃａ． ｉ ｎｆｏ／ｅｓｓＪｎ ｆｏ／ｓａ＿ｇ ｌａｎｃｅ／ｄｅｍｏ
ｇ ｒａｐ

ｈ ｉ ｃｓ／ｐ
ｏ
ｐｕ

ｌ ａｔ ｉｏｎ  ？

ｈｔｍ 〇

2 曼德拉的民族主义思想的演变经历了形成 、 成熟和充实三个阶段 。 这一演变过程有两次飞跃 ： 从非洲

主义即狭隘的排外的 民族主义转变到 吸收黑人 ( 非洲人 、 有色人和亚裔 ／ 印度人 )
的非 洲民族主义 ；

从仅 、

容纳黑人的非洲民族主义转变 到吸收所有南非人 (

包括白人
)
的南非民族主义。 关于曼德拉民族主义思想

的演 变 ,
参见李安山 ：

“

曼德拉民族主义思想 的缘起与演变
”

, 载 《北京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Ｉ 》 ,

1 9 9 7 年第 6期 。

3 Ｇ ｒｅｇ
ＭｃＣａｒｔａｎ , ＮｅｌｓｏｎＭａｎｄｅｌａ：Ｓｐｅｅｃｈｅ

ｓ 1 9 9 0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ａｔｈｆｉｎｄｅ ｒＰｒｅｓｓ
, 1 9 9 0

, ｐｐ
． 9 －

1 8 ．

4Ｎ． Ｍａｎｄｅ ｌａ
, 
Ｌｏｎ

ｇＷａｌｋ ｔｏＦｒｅｅｄｏｍ
, Ｂｏｓｔｏｎ ： Ｌｉ ｔｔ ｌｅＢｒｏｗｎ

,  1 9 9 4
, ｐ． 4 8 0 ．

5Ｎ ．Ｍａｎｄｅｌ ａ, Ｌｏｎｇ Ｗａｌｋ 
ｔｏ

Ｆｒｅｅｄｏｍ
, ｐ

． 5 4 4 ．

6 参见韦祎红 ：

“

南非因卡塔 自由党主席布特莱齐
”

,
载 《现代国际关系 ＞

,
1 9 9 5 年第 4期 , 第 7 2－7 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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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民族 问题上 , 非里卡人中的 白人保守势力要求建立
“

民族国家
”

。 面对这

新南非的主要挑战来 一

复杂局面 , 曼德拉领导的非国大通过谈判和合理的权力分

自两个方面 ： 因卡塔 配
,
逐渐化解了因卡塔 自 由党的强硬要求 , 并使白人极端派

自 由党代表的祖鲁族 的力量 日渐削弱 。

传统势力要求实行联在国家政策层面 , 与民族问题有关的法令 、 规定或措施

邦制 与阿非里卡人中 体现在 以下方面 。

的白人保守势力要求 (

一

) 对种族隔离制时期的罪行持揭露从严 、 处理从宽

建立
“

民族 国 家
”

。 的政策 。 根据曼德拉总统签署的 《促进民族团结与和解法 》

面对这一复杂局面 ,
(  1 9 9 5 年 3 4号法令 ) , 政府建立了

“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
”

。 委

曼德拉领导的非国大 员会被赋予的历史性任务包括 ： ( 1 ) 促进民族团结与和解 ,

通过谈判和合理的权 以理解的精神超越过去的冲突和分裂 , 通过调查与听证 , 对

力分配
,
逐渐化解了Ｉ 9 6 0年 3 月 1 日至种族隔离制度废止期间发生的粗暴侵犯人

因卡塔自 由党的强硬 权的罪行进行认定 ；
( 2 ) 对于彻底坦白全部相关犯罪事实者

要求
,
并使白人极端 给予赦免 , 但其行为必须是出于政治动机 , 其坦白符合法令

派的力量日渐削弱。要求 ； ( 3  ) 确认并公布受害者的下落 , 通过给予受害者机会

讲述 自 己受害的情节以恢复其人格和公民尊严 , 并对给予

他们的赔偿措施提出建议 ；
( 4 ) 编写一部报告

,
记述

“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
”

在履

行上述三项职责时的活动和结论 , 包括对今后避免发生侵犯人权问题的措施建

议。

1

尽管委员会处理的是种族问题 , 但在审理过程中是以人性 、 人权和人格为

原则 , 并未刻意强调种族或民族因素 , 其工作始于 1 9 9 5年 1 2 月 1 6 日 ( 南非和解

日 ) ,
报告完成于 2 0 0 3年 3 月 2 1 日 ( 南非人权 日 ) 。

“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
”

共审理

2 1 2 万多个案例 。 到 2 0 0 3 年 3 月委员会提交报告时 , 共有 1 2 0 0人获得大赦 , 当时

大赦的 申请与审定仍在继续 。

2

(
二

) 各族语言的使用受宪法保护 。 语言是一个民族的重要文化特征 由于

地方民族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文化民族 , 即以 自身的语言文化和传统习俗为其主要

标志 , 因此 , 国家文化教育政策的制定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演变至关重要。 学校使

用何种语言教学 , 学校教材和课程设置以什么为主 ,
学校招生的各民族比例 ,

等

等 , 这些因素对国 民文化的建构和地方民族文化的取向是十分关键的
”

。

3

 1 9 9 6

年统计表明 , 南非有 2 2 ． 9％ 的人说祖鲁语 , 科萨语有 1 7
． 9 ％ , 阿非里卡语 1 4 ． 4％ ,

1 这一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于 2 0 0 3年出版 。 参见Ｖｏｌｕｍｅ
Ｓ ｉｘ

7ｈ也 7 ａｎｃ／ ｆｉｅｃｏｎｃ／勉＆ｂｎ ＣｏｍｍｆｅｓｆｃｗｉｏｆＳｏｏｔｆ )

撕ｃａＲｅｐｏｒｔ
, Ｆｏｒｍｅｓｅｔ , Ｇａｐｅ 

Ｔｏｗｎ
, 2 0 0 3 。

2 ＶｏｌｕｍｅＳ ｉｘ 7ｈ也) ａｎｃ ｆｆｌｅｃｏｎｄｆｅｔｏＣｏｍｍ ／^ ｓ／ｏｒ ？ ｏｆ ＳｏｕｔｆＭ晚ａ
Ｒｅｐｏｒｔ , 该报告共分 

6
个部分 , 长 

7 8 8

页 , 是对种族隔离制下的反人道行为的控诉。

3 李安山
：
《 非洲 民族主义 》 ,

北京 ：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
2 0 0 4 年版 , 第 2 6 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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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迪语 9
．
2％

,
英语 8 ． 6％。 4 0 0 1 年 , 说祖鲁语的 已达 2 3 ．

8％
, 科萨语 的 比例下

降为 1 7 ． 6％
, 阿非里卡语有 1 3 ． 3％

, 下降 1 ％
, 说佩迪语 的有 9 ． 4％

,
说英语的

8 ． 2％ 。

2

为满足各族人民的需要 , 宪法规定 1 1种官方语言 。 对不同民族使用不同

语言有以下具体政策 。

首先 , 语言的使用受到宪法保障 。 人人有权根据 自 己 的选择说某种语言 , 但

任何人都不许在行使这些权利时违背 《权利法案 》 的有关规定。 政府专门为保持

多种语言成立的泛南非语言委员会可对任何违反语言权利 、 语言政策或语言实践

的行为进行调查。

3

其次 , 教学语言受到宪法保障 。 人人都有权在任何条件下 自

己选择用某种语言教学 , 但必须遵守国家保持多元文化的政策 。 最后 , 政府部门

使用语言受到宪法保障 。 国家和省份的工作可使用任何官方语言 , 但必须考虑

到可行性 、 成本 、 地区环境以及对整个民族或特有省份人民喜好与需要的平衡。

政府必须至少使用两种官方语言 。 所有官方语言应享有同等地位 。

一些当地语言

已呈现出消亡的迹象 。 为了保护这些文化遗产 ,
政府采取了积极可行的政策以加

强这些语言的使用度 , 同时也力求平等和公正的政策 。 尽管存在着多种语言 , 但

在公共社会生活 中开始出现转向一种语言的趋势 , 英语开始成为交流的主要工

具 。

4

这种趋势也出现在政府发行的具有国家层面重要性的出版物和文件中 。 记

录南非议会每场辩论并定期 出版的 《议会议事录 》 保留议员当时的语言 , 但必要

时附有英文翻译。 议会还准备以其他语言发行 《议会议事录 》 , 并正在考虑保护

相关语言的各种政策 。

( 三 ) 不同宗教信仰受到宪法保护。 南非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家 , 3 2 5 0万人信

仰基督教 , 约 占总人口 的 7 5 ． 4 9 ％。 穆斯林约 5 9 ． 8万人
,
占 1 ． 3 9％

；
印度教徒 5 8 ． 1

万
, 约 占 1 ． 3 5％

； 犹太教徒 7 ． 3 万 , 占 0 ． 1 7％
； 持非洲传统信仰者约有 1 ． 7万人 ,

占 0 ． 0 4％
；
还有其他信仰者 2 0 ． 7万。 无宗教信仰者和不确定者共有 9 0 7万人 , 所

占 比例为 2 1
．
0 7％ 。 白人、 大多数有色人和 6 0％ 的黑人信奉基督教新教或天主教 ；

亚裔中约 6 0％信奉印度教 ,
2 0％信奉伊斯兰教 ； 部分黑人信奉原始宗教 。 概言

之
,
多于四分之三的南非人口信仰基督教。 其他主要的宗教人 口为印度教信徒 、

穆斯林和犹太教信徒 。 其他很少一部分人不属于任何主要宗教 , 他们将 自 己界定

1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2 0 0 0／ 2 0 0 1

1 (
Ｏ ｒｉ

ｇ
ｉｎａｌ ｌ

ｙ ｐ
ｕｂｌ ｉｓｈｅｄ

ａｓ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ＹｅａｒｉＤｏｏｋ

ｉ
, Ｆｏｒｍｅｓｅｔ

,

Ｃａｐｅ Ｔｏｗｎ , ｏｎ ｂｅｈａｌｆ

ｏｆ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 ｔ


Ｐ ｒｉｎｔｅｒ

,
Ｐｒ

ｅｔｏｒ ｉａ
, ｐ ．

1 ．

2 ｈｔｔｐ ：／Ａ／ｗｗ ．ｓｏｕｔｈａｆｒｉｃａ ｉｎｆｏ／ｅｓｓ
＿

ｉ ｎｆｏ／ｓａ
＿ｇ ｌａｒＫ龙／ｄｅｎｎｏｇｒａｐｈ

ｉｃｓ／
ｐ
ｏｐｕ ｌａｔｉ ｏｎ．ｈ ｔｍ。 此表格为 

2 0 0 1 年的统计

数据 ,
系南非政府网站提供。

3 泛南非语言委员会可以传唤任何个人 ＇困体或国家组织来提供证据。 到 2 0 0 0 年 2 月
,
泛南非语言委员

会收到 了
7 0件违反语言权利的投诉 , 其中 5 件已经审结。

4 南非政府在改革法规中还将英语列入优先考虑 的课程之列
,
各校先后将英文教学作为与今后工作相联

系的重点课程来抓。 常永才 、 李红记 ：

“

试论新南非语言政策的演变及其对教育的影响
”

,
载 《西藏大学学

报 》 ,
2 1

：
 1

,
 2 0 0 6 年 3 月 ,

第 1 1 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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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ｉｉ￥ｉｉｙｉｆｆｌｗｇｒｏａＣＴｉ—

为传统主义者或没有明确的宗教信仰 。

1

南非宪法在第
一

章基本权利第 1 5 款保证

宗教 、 信仰和主张的 自 由 , 但是规定宗教活动必须遵循自 由和 自愿的原则 , 必须

符合宪法有关条款的规定 。 这样
, 信仰 自 由受到宪法保护 , 官方政策不干涉宗教

实践。

(
四 ) 对白人极端主义者采取宽容政策。 临时政府成立后 ,

一些坚持种族优

越论的阿非里卡人根据临时宪法成立了
“

民族国家理事会
”

,
为建立所谓的

“

阿

非里卡人家园
”

做准备 。 新政府建立后 , 为保障这些白人的权利 , 专门制定了

《民族国家理事会法 》 (  1 9 9 4 年 3 0 号法令 ) , 使
“

民族国家理事会
”

成为正式的法

定机构 , 其职责是向政府提供有关
“

阿非里卡人家园
”

的合理性和现实性 。

2

 1 9 9 6

年南非新宪法仍然保留了有关阿非里卡人继续探求
“

民族国家
”

问题的条款 。 阿

非里卡人保守势力并未放弃建立
“

民族国家
”

这一企图 。
一些白人极端主义者

甚至买下北开普省的
一块不毛之地 ,

建立一个排斥黑人的阿非里卡人
“

敖兰尼

亚村
”

( Ｏｒａｎ ｉａ ) ,  6 0 0 多村民 ( 包括妇女儿童 ) 在铁丝网围绕的村庄生产 、 生活 、

学习 。 这些人的 目的是保存阿非里卡人的文化和特征 , 并打算将敖兰尼亚扩大和

发展为一个
“

民族国家
”

。 南非政府采取宽容的态度 , 容许敖兰尼亚存在 ,
并鼓

励它参与地方政府的选举 。

3

(
五

) 实施旨在全面消除种族隔离制遗产的社会政策 。 为了根治种族隔离制

留下的社会固疾 , 新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 。 首先 , 给予长期受压迫的黑人各种

新机会 。 宪法对公民财产权利有如下规定 ( 第
一

章第 2 5 条 ) ： 除非依据普遍适用

的法律 , 为了公共利益的 目的 ,
并给予赔偿之外 , 任何人的财产不可被剥夺 , 任

何法律不可强制剥夺财产 。

“

公共利益
”

是指 国家对土地改革的承诺 ,
以及为平

等获取南非所有 自然资源而进行的改革 。 该条款特别规定对 1 9 1 3年 6 月 1 9 日 《土

著土地法 》 颁布后被剥夺土地的个人和团体有权恢复对该土地的财产权或达到合

理的解决 。 其次 , 增加黑人的就业机会 。 政府规定 , 单位 ( 主要是公共部门 ) 雇

员 比例要逐渐反映南非的种族构成。 当然
,
长期遗留的问题不可能立即解决 。 黑

人和白人对失业等问题都有失望和抱怨 。

4

最后 , 针对黑人城镇各方面远远落后

于 白人的局面 , 新政府在住房 、 电力供应 、 供水 、 教育 、 公共卫生和社会保障方

面对黑人城镇地区进行巨大的投人。 同时 , 新政府取消了对白人农场主的补贴 ,

社会救济也面向全体人民 。 新政府就业政策的受益者并非只有黑人 。 依照政府规

1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2 0 0 0／2 0 0 1

1ｐ
． 5 ．

2 杨立华 ：

“

新南非十年 ： 多元
一

体国家的建设＇ 载 《西亚非洲 》 ,
2 0 0 4 年第 4 期

,
第 4 3 页 。

3 杨立华 ：

“

新南非十年 ： 多元
一

体国家的建设＇ 第 4 6 页。

4 虽然黑人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 , 但黑人与白人的差距仍然十分显著 。 以就业为例 , 据 2 0 0 5 年 9 月 的统

计
, 失业率在黑人 中为 3 1 ． 5 ％

,
亚裔 ／ 印度人为 2 2 ． 4％ , 白人仅为 5 ． 1 ％。 住房 、 用 电及其他各种生活指

数的差别也很大 〇Ａ Ｎａｔｉｏｎｉｎ ｔｈｅＭａｋｉｎｇ：
Ａ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ｏｎ Ｍａｃｒｏ －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
ｃａ

,

Ｔｈｅ

Ｐｒｅｓ ｉ ｄｅｎｃｙ,  2 0 0 6

, ｐｐ ． 2 8 － 2 9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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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
旧政府白人公务员的权益得到保护 , 不能随便辞退 。

1

南非总统办公室的报告用清晰和不带偏见的方式阐述了南非的现实 ： 国家民

族意识正在提高 。 5 3％受调查的人认为 自 己是南非人 ,
1 8％

的人认为 自 己是非洲人 , 1 4％ 的人按照母语来定义 自 己的身

份 , 只有 4％ 的人按种族来定义躲。 5 7％ 的南非人相信种

族关系已经改善 。

2

2 0 0 3輔调查表明 , 雜人 ( 6 1％ ) 、 Ｍ

人 ( 5 9％ ) 、 亚裔 ／ 印度人 ( 5 8％ ) 和白人 ( 4 2％ ) 对种族关 ｆ^
系的改善珊能态度 。 脑非实行酿獅練策不仙］

强了 国家民細麵力 , 耐也健了社链獅錄。 Ｉｆｆ^
南非的实践麵了多民細家＿力 。

二 、 津巴布韦的民族与民族政策

津巴布韦是一个多 民族国家 , 人口 约为 1 3 1 0 万 。

3

全国津巴布韦的民族

约有 1 5个民族。 非洲人占 9 8％
, 主要有绍纳族 ( 占 7 9％ ) 和问题分为两个方面。

恩德贝莱族 ( 占 Ｉ 7％ ) 。 恩德贝莱人集中在南马塔贝莱兰和 一是绍纳人与恩德贝

北马塔贝 莱兰 , 绍纳人集中在中部和东部的 5个省 。 白人不 莱人之间的矛盾 ；
二

足 1 0万 , 有色人 2 ． 5 万 , 亚洲人 1 万 , 各民族的比例在持续 是广大黑人与占人口

变化中 。 根据 1 9 8 0 年代末的统计 , 绍纳人当时 占 7 5％
, 恩 极 少部分 的 白人之

德贝莱人 占 1 9％ ； 小民族通加人 、 文达人和尚加尼人共 占人 间的矛盾。 殖民主义

口 4 ％。

4

津巴布韦的民族问题分为两个方面。

一

是绍纳人与 分而治之 的策 略在

恩德贝莱人之间的矛盾 ；
二是广大黑人与 占人 口极少部分的 津巴布韦的政治生活

白人之间的矛盾 。 殖民主义分而治之的策略在津巴布韦的政 中留下了深深的历史

治生活 中留下了深深的历史痕迹。痕迹 。

独立后的津巴布韦的民族政策与其政治发展紧密相连。

津巴布韦独立至今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 。 1 9 8 0
—

1 9 9 0年间为稳定期 ,
但新政府

当时面临各种困难 。

“

兰开斯特大厦协定
”

对穆加贝政府有各种限制 。

5

新政府奉

行民族团结与种族和解政策 , 注意协调各民族之间的关系 。 1 9 9 0年 , 政府不再

1Ａ 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Ａ Ｄ

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ｏｎＭａｃｒｏ ＳｏｃｉａｌＴｒｅｎｄｓ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 ｐｐ

． 2 9
－ 3 0 ．

2 Ａ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ｆｄｎｇ：

Ａ 
Ｄ

ｉ
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Ｄｏｃｕｍｅｎ ｔ ｏｎ

Ｍａｃｒｏ －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ｒｅｎｄｓｉ
ｎ

ＳｏｕｔｈＡ ｆｒｉｃａ
, ｐｐ ． 3

－

4 ,

3 1 ．

3 此数据是根据中国外交部网站的资料 。

4 Ｃｈ ｒｉｓｔｉｎｅ
Ｓｙｌｖｅｓｔｅｒ

, 
Ｚｉｍｂａｂｗｅ：ＴｈｅＴｅｒｒａｉｎ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 ｔｏｒ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Ｗｅｓｔｖｉｅｗ, 1 9 9 1 , ｐ ． 1 3 8 ．

5 
“

兰开斯特大厦协定
”

是在兰开斯特大厦会谈的结果 ,
于 1 9 7 9 年 1 2 月 2 1 日签署 。 会谈 (

1 9 7 9 年 9

月 1 0 日
一

1 2 月 1 5 日 Ｉ 由英国外交大 臣卡林顿主持 , 津巴布韦各派政治力置代表参加 了会谈 。 会谈就

三个问题达成协议 ： 独立宪法大纲 、 独立前期的安排以及各方停火协议 。 具体参见
“

ＬａｎｃａｓｔｅｒＨｏｕｓｅ

Ａ
ｇ

ｒｅｅｍｅｎｔ

ｗ

 , ｈｔ ｔｐ ： ／／ｅｎ ．ｗｉ ｋ ｉｐｅｄ ｉａ ．ｏ ｒ
ｇ ／ｗ ｉｋ ｉ／Ｌａｎｃａｓｔｅｒ

＿

Ｈｏｕｓｅ
＿

Ａｇ ｒｅｅｍｅｎｔｏ

一一一——－—— ． ． ． ．． ． 2 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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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

兰开斯特大厦协定
”

约束 , 修宪规定土地重新分配 。 政府接受了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
“

经济结构调整计划
”

, 以偿还借债和进一步引进外资 。

1

政府控制放开导致失业人数增加 、 物价上涨和生活水平下降 。 1 9 9 9 年 , 以工会为

依托的
“

争取民主变革运动
”

( 简称
“

民革运
”

) 成立 ,
成为对

“

民盟
一

爱国阵

线
”

构成威胁的政治力量 。 2 0 0 0年国际捐助方针对津巴布韦政府制定 了
一整套

原则以指导第二阶段的土地改革 , 遭到津巴布韦政府的抵制 。 由于土改 、 出兵刚

果 ( 金 ) 和对政治反对派进行压制等多方面的原因 , 西方大国对穆加贝极为不满 ,

国际组织停止经援 , 津巴布韦陷入严重的政治 、 经济和外交危机 。

第
一次选举胜利后 , 穆加贝 曾发表电视讲话 , 声明将在新的津巴布韦实现平

静、 团结与和解 , 呼吁津巴布韦的白人与黑人一起重建国家 , 并让原来领导过镇

压游击队的种族战争的白人将军沃尔斯中将继续留任 。 他明确表示 ：

“

我们不想

把任何人赶出这个国家 。

”

他确实也是这样做的 。 概括起来 , 独立后 , 特别是在

第
一

个阶段 , 津巴布韦采取了以下政策来缓和民族矛盾 , 加强津巴布韦的民族凝

聚力 。

(

一

) 保障各民族的基本权利 ,
尊重各族传统领袖和保护各民族语言 。 1 9 7 9

年宪法规定 , 不分种族 、 部落和性别 ,
每个人都享有基本的权利和 自 由 。 执政

党
“

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
”

代表了在白人统治下所有弱势群体的共同期望 。 穆

加贝在独立后不久即召集主要民族的酋长开会 , 呼吁他们当好人民与政府之间的

桥梁 ,

一起建设津巴布韦 。 他还分别从绍纳人和恩德贝莱人中各任命 5 名酋长担

任政府参议员 。 部落酋长和首领保留一定的行政权力 ,
在省级酋长议会以咨询者

资格行事 。

2

近年来 ,
政府仍在实行有利于少数民族的政策 。 教育体育文化部和

土著语言促进会致力于制定少数民族土著语言课程大纲 。 土著语言促进会秘书长

伊弗里姆 ？ 马可瓦提表示 , 此课程纲要涵盖六种土著语言 , 即文达语、 卡兰加

语 、 通加语 、 索托语 、 纳姆比亚语和尚加尼语 。

3

 2 0 0 9年 , 政府通过
“

本土语言

法案
”

,
以保障土著语言和文化多元性 。 这无疑是

一种建设性政策
, 既可保护少

数民族的利益 , 也可维护多元文化 。

( 二 ) 对恩德贝莱族持合作态度 。 穆加贝 是绍纳人并担任曾 以绍纳人为主体

的
“

津巴布韦民族联盟
”

( 简称
“

民盟
”

) 主席 。 组建内阁时 , 他安排了 5 名以恩

1 这两家机构提出的贷款条件ＳＫ宽国家干预 , 削减政府开支 , 减少福利补贴 , 裁减冗员 。 根据农业改革

非洲研究院主任萨姆 ？ 莫约的研究 , 许多津巴布韦人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调整计划是导致粮食价

格增高和失业的原因 。 随着不满增加 , 这种情绪被民盟
一

爱国阵线中更激进派别所利 用 。 ＳａｍＭｏｙｏ , 

“

Ｔｈｅ

Ｌａｎｄ Ｏｃｃｕｐａ ｔｉｏｎ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ａｎ ｄＤｅｍｏｃ ｒａｔ
ｉｓａｔ ｉｏｎ ｉｎＺ ｉｍｂａｂｗｅ ：Ｃｏｎｔｒａｄ ｉｃｔｉｏｎ ｓｏｆＮｅｏｌ 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 ,

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

ｉ
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  3 0
：
2

,  2 0 0 1 ．

2 维克托 ？ 纳普主编 ： 《各国法律制度概况》 , 北京 ： 法律出版社 ,

2 0 0 2 年版 , 第 1 7 0 8 页。

3 
＾

Ｚｉｍｂａｂｗｅ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Ｍｉ

ｎ ｏｒｉ ｔｙ

Ｌａｎｇ

ｕａ
ｇ
ｅｓ

＂


,

ＴｈｅＨｅｒａｌｄ
 (
Ｈａ ｒａｒｅ

) , ．
ＯＰ ＩＮ ＩＯＮ

,Ｍａｒｃｈ 7
,  2 0 0 7

,

ｈｔｔｐ ： ／／

ａ
ｔ
ｌａｆｒｉｃａ ． ｃｏｍ／ｓｔｏ ｒｉｅｓ／ 2 0 0 7 0 3 0 7 0 1 3 0 ． ｈｔｍ ｌ

；
“

Ｍｉ ｎ ｉ ｓｔ ｒｙ 
Ｗｏｒｋｓｏｎ Ｉｎｄｉ ｇｅ ｎｏｕ ｓ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Ｓｙ ｌ ｌａｂｕ ｓ

”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ｈｒｏｎ ｉｃｌｅ ． ｃｏ ．ｚｗ／ ｉ ｎｓ ｉｄｅ ． ａｓ
ｐ
ｘ？ｓｅｃ ｔｉ ｄ＝ 1 3 6 8 ＆ｃａｔ＝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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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贝莱人为主体的
“

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
”

( 简称
“

人盟
”

) 成员任部长职务 。

在享受福利待迪方面 , 民盟和人盟的残废游击队员均可享受抚恤金 ； 废除殖民时

期用
“

族体
”

来辨别身份的做法以消除地方民族意识 ；
坚决打击少数极端民族分

裂者 。

1

在 1 9 8 5 年选举中 , 民盟在绍纳人占统治地位的 5个省的得票率均在 9 0％

以上 , 而在恩德贝莱人居住的南北马塔贝莱兰只获 1 2 ． 9 ％和 1 4％ 的选票 。

2

同时 ,

在马塔贝莱地区还发生了激烈的民族冲突 。 冲突之后 , 民族联合政府成立 , 从而

将恩德贝莱人纳入到建构民族国家的社会契约中 。 实际上 , 人盟在民族发展等核

心问题上的政策与执政党民盟
一致 。

1 9 8 7年底 , 两党达成
“

合并协议
”

, 组成
“

津

巴布韦非洲 民族联盟
一爱国阵线

”

, 其政治局 1 2 名成员 中 , 4名 为前人盟党员 ,

其中 3 名为恩德贝 莱人 。

3

人盟原领导人恩科莫表示 ：

“

我们以两党合并作为民族

统一和国家统一的基础 。

” 4

( 三 ) 对白人实行
“

宽恕和不咎既往
”

的政策 。 新政府对白人实施的
“

宽恕

和不咎既往
”

和
“

赎买
”

政策包括以下方面 。 宪法在保障白人的权利上有特殊规

定 。 众议院 1 0 0个议席中 8 0 ％ 经普选产生 ,
2 0％ 由 白人单独选举 。 参议皖 4 0个

席位中 1 0个 由 白人选举产生。 吸收原罗得西亚政府总理史密斯参加议会工作 。

政府还保留原白人政府军队司令沃斯特的职务 。

5

白人农场主享受大笔低息贷款

的优待 ,
补助多达 6 9 0 5万罗得西亚元 ,

“

而且还允许他们当中很多人的债务可

以拖欠不还
”

。 最后 , 新政府还包括两名 白人领袖 ：
工商部长为

“

罗得西亚阵线

党
”

的戴维
？ 史密斯 , 农业部长为经济作物农场主联合会主席丹尼斯 ？ 诺曼 。

内阁的这种安排保证了 白人利益 , 使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的 白人集团松了
一

口

气 。

6

1 9 8 7年 9 月 , 津巴布韦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 , 取消了 白人在众议院与参议

院享有保留席位的规定 。 政府在 1 9 8 8年又增补了 白人部长 , 致使政府内共有 3 名

白人正副部长 。 这种制度安排表明 ： 津巴布韦既需要 白人的管理技能 、 科学技术

和私人资本 , 也需要稳定的局面 , 还需要以此来吸引西方政府的援助 。

( 四 ) 土地问题上对白 人采取权宜之计。 土地是津 巴布韦独立时面临的最

棘手问题。 1 9 8 0年 , 黑人与 白人 的比例为 2 5 ：

1
, 而土地的分配是白 人和黑人

各 4 5 0 0 万英亩 , 这种分配并非 出于经济考量 , 而是一种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安

排。 当时约 6 0 0 0 名 白人农场主 占有的土地是黑人的数十倍 。 更有甚者 , 他们有

1 何丽儿 ：

“

津巴布韦的部族矛盾和穆加贝的部族政策
”

,
载 《西亚非 洲 》 ,

1 9 8 2 年第 1 期 , 第 9
－

1 3页。

2 何丽儿 ：

“

南部非洲 的
一颗明珠

”

, 第 1 2 1 页 。

3Ｍａｓ ｉｐｕ ｌ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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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Ｅｔｈｎ ｉ

ｃ
ｉ
ｔ
ｙ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Ｔａｔ ｉ

ｚａｔ
ｉ

ｏｎ


ｉｎ
Ｚ ｉ
ｍｂａｂｗｅ ：Ｆｒｏｍ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ａｔ
ｉ

ｏｎｔｏ
Ａｃｃｘｉｍｍｏｄａｔ ｉｏｎ

,

＂

ｐ
． 1 4 6 ．

4Ｅ ｌｓ ｉ ｅＢ．

Ｗａｓｈ ｉｎｇｔｏｎ＆
Ｖａｌ ｅｒｉｅＶａｚ , 

＾

ＺｉｍｂａｂｗｅＢ ｕ ｉ

ｌ ｄｉ ｎ
ｇ
ａ Ｎａｔ

ｉｏｎ
,

＂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Ｏｃｔｏｂｅ ｒ, 1 9 8 9 ,ｈｔｔｐ ：

／／

ｆｍｄａｒｔｉｃ
ｌ

ｅｓ ．ｅｏｍ／ｐ／ａｒｔ
ｉ

ｃ ｌｅｓ／ｍ ｉ

＿

ｍ 1 2 6 4 ／ ｉｓ
＿

ｎ 6
＿

ｖ 2 0／ａｉ

＿

7 9 4 3 6 8 1
．

5 津巴布韦政府后来发现沃尔特将军策划政变 , 将他驱逐出境。

6 Ｔｈｅ
Ｔ

ｉ
ｍｅｓ (

Ｌｏｎｄｏｎ
)

, Ｍａｒ
ｃｈ 1 3

,

1 9 8 0 ．

 2 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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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根本不在 国内 , 只是挂名的土地所有者 。 这些土地包括大批属于英美公司 、 伦

敦
一

罗得西亚公司和利比格斯公司之类的外国公司的庄园 。 兰开斯特谈判历时 3

个月 , 在土地问题上几乎失败 。 英国最后同意在
“

愿买愿卖
”

原则的基础上为土

地改革提供资金支持 。 这种政策安排为后来的冲突埋下种子。 尽管白人控制了经

济命脉 , 种族矛盾尖锐 , 由于新政府采取相对宽容的政策 , 不仅避免了 国家经济

的崩溃 , 也未 出现莫桑比克独立时大量白人外逃的局面 。 然而 , 正确的分配土地

对新政府来说非常重要 。

( 五 ) 土地 问题从民族问题变为政治问题。 1 9 9 0年代初 , 大批参加过独立战

争的黑人老战士已届退休年龄 , 纷纷向政府提出
“

分地
”

要求 , 解决大部分黑人

的土地问题成为政府迫在眉睫的重大任务。 1 9 9 2 年 , 津巴布韦议会通过 《土地

征购法 》 , 废除了
“

愿买愿卖
”

这一条款
,
以加速土改进程。 该法授权政府可征

购土地用于再分配 ； 对被征购的土地给予公平补偿 ；
土地所有者如不同意提出的

价格 , 有权提出上诉。 政府计划通过 自愿原则赎买白人土地 , 安置 1 6 ． 2 万户黑人

家庭 。 然而 , 白人农场主援引法律条文拒绝出让土地 , 在 1 9 9 2
—

1 9 9 7年间 , 白

人的反抗加强
,
英国政府也不兑现提供资助的承诺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出面干

预 ,
土改进程远未达到既定 目标 , 黑人群众特别是退伍老兵的不满逐渐滋长。

民众特别是城市居民对民盟
一爱国阵线的长期统治产生厌倦情绪 ,

1 9 9 6年

选举投票率只有 3 1 ． 7％。 国外的批评也在增多 。 穆加贝 在会见记者时曾 表示 ：

“

我们的制度尽可能地允许个人享受 自 由 。 我们不仅仅是容忍白人 , 我们接受他

们 。

” 1

 1 9 9 7 年 5 月 ,
英国工党领袖布莱尔上台后断然否认保守党以前在兰开斯特

协定中所做的承诺 。

2

穆加贝对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十分气愤 ：

“

我们将拿走这些

土地 , 同时我们不会为此付款 。 我们的这些土地从未出卖过 , 我们何以要将它们

买 回来？ 如果英国政府想要赔偿的话 , 请它给我们钱 , 这样我们可以将这些钱转

给它的孩子 。

” 3

 1 9 9 8年 , 民盟一爱国阵线启动土地改革计划 ,
赢得农村黑人的

支持 , 却引起反对党 、 工会 、 右翼势力及西方的不满 。 民革运成立后开始挑战民

盟一爱国阵线 ,
在 2 0 0 0 年议会选举中 ,

民盟一爱国阵线仅以 3个百分点的优势险

胜民革运 。 然而 ,

“
一个动员起来了的农民阶级和

一

个拥有解放斗争历史的民族

主义政党将不会接受这样
一

种局面 ：
4 5 0 0 名 白人农场主控制了 4 2％ 的农业用地 ,

1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Ｔｉｍｅｓ
 (
Ｌｏｎｄｏｎ

)
,  2 4 Ｏｃｔｏｂｅｒ

,  1 9 9 6 ．

2 1 9 9 7 年 1 0 月
, 穆加贝在会见布莱尔时满怀希望能得到英国政府曾答应的用来买地的 2

．
5 亿英镑 。 然

而
, 布莱尔 以津巴布韦 的买地计划不能使穷人 受惠为 由拒绝提供这批钱。 关于双方的分歧 , 参见 Ｓ／ｏｏｄ

ａｎｄＳｏｉ
ｌ：
Ｌａｎｄ ,Ｐｏ ｌｉｔｉｃ ｓａｎｄＣｏｎｆｌｉｃ ｔＰｒｅｖｅｎ ｔｉｏｎ ｉｎＺｉｍｂａｂｗｅａｎｄ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 ｐ ． 5 7 

■

, 伦敦声称已经提供 了

4 4 0 0 万英镑资助 , 而津巴布韦卫生部长提姆希 ？ 斯坦普斯称英国提供的资助仅为 1 7 0 0万英镑 。

3Ｔｈｅ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

Ｌｏｎｄｏｎ
)

, Ｏｃｔｏｂｅｒ  1 5
,

1 9 9 7 ．

2 6 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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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1 2 0万户黑人家庭靠 4 1 ％ 的土地维生
”

。

1

2 0 0 0 年 , 津巴布韦就无偿征用白人土地农场土地的修宪条款举行全民公决 ,

结果未过半数 。 穆加贝 在民盟一爱国阵线的议会选举险胜后将土地修宪案交议

会表决并获通过 。 此时 , 上万名老战士强行占领了 1 2 0 0个白人农场并引发冲突

事件 , 相当多的白人离开了津巴布韦 。 津巴布韦 国 内事务部长要求老战士从占

领的农场撤走 , 最高法院裁决占地者在
一天时间内离开所占农场 , 并指示警察

介入占地者的撤离 。 穆加贝却对黑人老兵的做法表示支持 ,

“

我们要让白人知道 ,

土地属于津巴布韦人
”

。

2

这种态度引起英国 的极大不满 。 津政府在所谓
“

快速

土改计划
”

的执行过程中征用了约 9 8 0 多万公顷土地 , 安置了
2 6万农户 , 对安

抚无地黑人农民 、 稳定局势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3

白人的撤资或出走不仅损

害了津巴布韦 的国际形象 , 也使经济受到严重损失 。 白人农场分给农民这种化

整为零的转变使农业生产力受到很大影响 , 土地所有权转移和生产下降引起大

量农业工人失业 。 西方大肆抨击这一土改政策并随后对津实施制裁 ,

一

些国际

组织也停止了经济援助 。

4

 2 0 0 5 年 , 由 民盟
一

爱国阵线控制 的议会通过宪法修正

案 ,
规定土地国有化并剥夺土地所有者的上诉权利 , 这给经＋ ±＊

丨

、

5
1翻 ＋

济带来负面胸并Ｗ 了－部分津Ｅ布韦人的生活条件 。 ＝

2 0 0 6 年 1 1 月
,
政府给予黑人农民 9 9年的土地租赁期 , 数千

②
名 白人雜細 。 尽徹府訪了 

－概对翻夺土賴自

人农场主的赔偿方案 , 但白人农场主的商业组织号召成员抵
＾ 5改对津巴布韦的发展

制这一万茱 。

至 关重 要 对抗不
土地何题已超出 民族问题的范畴 , 它直接关系到津巴布

韦的稳定和发展 。 土改对津巴布韦的发展至关重要 ； 对抗不 ＾

制

,
能解决问题 , 强制或能暂时解决问题 , 却后患无穷 ； 合理 、 ：

合法 、 有效、 有序的土改才能真正促进全民利益 。

6

面临一

场严重的政治危机 ,
民盟一爱国阵线与民革阵经过长时间谈

判 , 对政权分享获得了一致看法 , 最后组建联合政府 。＝
酡具 促进芏氏

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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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南非与津巴布韦的民族政策得失比较

南非的非国大与津巴布韦的民盟都是在第
一次民族选举中贏得胜利 , 并在此

基础上建立了以黑人为主体的民族团结政府 。 从两国新政府民族政策的制定 、 实

施和效果看 , 两者有以下相同点 。

(

＿

) 机构的设置和对与民族问题有关事件的处理上态度相 同 。 两国政府都

未设专门机构 。 民族问题分别由文化艺术部和教育体育文化部处理。 官方避免使

用
“

多民族
”

的提法 , 往往用
“

多元文化
”

或
“

多种语言
”

来形容 。 津巴布韦废

除 了殖民时期用
“

族体
”

来辨别人们身份的方式 , 希望借此消除地方民族意识 ,

努力营造民族和解的气氛 ,
这种政策对国家民族的建构无疑起到了积极作用 。 在

对民族问题的处理上 , 两国都尽量采取低调方式 。

1

( 二 ) 对黑人种族主义进行抵制。 两国新政府均产生于第
一

次全民选举 ,
废

除了种族隔离制 。 在独立初期 , 主导民族试图扮演单
一

( 政治 ) 实体的倾向十分

强烈 。

2

曼德拉明确表示 ：

“

我们新的民族将包括黑人和白人 , 祖鲁人和阿非里卡

人 ,
以及说其他任何一种语言的人们……要达这一 目的 , 我们必须消灭一切形式

的派别活动和地方主义 。

” 3

穆加贝 实行和解政策 。 白人被允
随着国家民族认

许保留公民身份 ； 参与零星暴力行动的反政府者得到赦免并

同感的加深 , 民族问 可重新参与公民生活 。 成千上万的白人带着恐惧离开这个国
题的重要性

,
弱

, 人 家 , 但后来又回到津巴布韦 。

4

开始对＆治、

(
三 ) 民族 问题的重要性开始下降。 经过多年的国家民

(

Ｓ
］题或政策层面的 1

＊
1

族建构过程 , 民族问题在两国逐渐失去争取国家独立时卿

种顏性。 隨ａ家赚认同麵加深 , 赚隱的重要性

党来代表民族利益已 减弱 , 人们开始对政治 、 经济问题或政策层麵内容更感兴
胃

趣 。 通过政党来代表民族利益已经不太可能 。

1 曼德拉对
“

大猩猩事件
”

的处理是
一个很好的例证 。 2 0 0 0 年 , 南非全国警察总署发生了

一

件严重的种

族歧视事件 ： 在总部大楼里的
一

间办公室 的电脑屏幕上出现了类似大猩猩的曼德拉头像。 当 曼德拉得知

此亊后并不
“

过分在意
”

,
因为他认为他的尊严

1 ■

并不会因此而受到损害
”

。 他认 为 , 此事反映的是应该

整顿＊察总署的纪律问题。 李新锋 ： 《 非凡洲游 ： 我在非 洲当记者 》
,
北京 ： 晨光出版社 ,

2 0 0 6 年版 , 第

5 0 2
—

5 0 3
页。

2ＹｕｓｕｆＢａｎｇｕｒａ ,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ｏｆ 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 Ｕｎ 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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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ｅｃ ｔｅ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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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ｎ ｌ ｉｎｅ
； 杨立华 ： 《 新南非十年 ： 多元

一

体国家 的建设 》 , 第 4 2 页 。

3Ｇｒｅｇ
ＭｃＣａｒ

ｔａｎ , Ａ／ｅｔｅｏｎ ／Ｗａｎｄ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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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ｐｅｅｃｈｅｓ 7 9 9 0
, ＮｅｗＹｏ ｒｋ , 1 9 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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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穆加贝在 1 9 8 0年 5 月 2 0 日的一次针对白人农场主的讲话中表示 ： 如果 白人接受改革并准备为共同的利

益作出贡献的话 ,
他们是没有什么需要害怕的。

一位白 人农场主在听完他的讲话 以后说 ：

“

我原想离开这

个国家 ,
但听了穆加贝的讲话后 ,

我和许多像我这样的人都准备留下来了
,
看看亊情的究竞 。 穆加贝 先生

对我们的问题很通情达理
,
也很敏感 , 他的保证也非 常真诚。

”

Ｔ？ 7ｅ 7 7ｍｅｓ
 (
Ｌｏｎｄｏｎ) , Ｍａｙ

2 1
, 1 9 8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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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的不同点如下 。

(

一

) 外部势力干预的程度——政策制定过程不同 。 津巴布韦 白人多持有英

国护照 , 因此英国政府 自始即参与了新政府的政策制定过程。 独立后的第一部宪

法也是在英国政府的积极参与下完成的 。

1

该宪法在土地问题上照顾了 白人农场

主的利益 , 津政府制定政策时必须考虑这
一

因素 。 在南非 , 有关民族政策的制定

主要是在执政党非国大的主导下进行 。 由于曼德拉的崇高威望 , 加之新政府保证

土地政策将遵循 1 9 9 3年的各政党会谈通过的基本原则和市场规则 , 非国大在国

内外的反对者较少 , 政策制定过程较少受外国势力的干预 。

( 二 ) 内部势力的分化与整合——政策制定的国内政治环境不同 。 以绍纳人

为主的民盟与以恩德贝莱人为主的人盟在独立运动中各 自为阵 , 在选举中又以所

代表的民族为主要力量 。 白人农场主对通过种族歧视制度所取得的财产毫无愧疚

之心 , 反而在英国支持下有恃无恐 。 不同民族的不同诉求使津政府制定政策的政

治基础不稳 。 在南非 , 绝大多数黑人和
一些白人支持曼德拉 , 积极参与反对种族

隔离制的斗争 。 虽然布特莱齐曾在独立初期有过祖鲁人独立的倾向 , 但这只是权

力谈判过程中的姿态 。

2

这种坚实的政治基础使执政党得以独立制定政策 。

( 三 ) 清算种族主义一对白人种族主义政权遗产的处理方式不同 。 穆加贝

政府成立后为了稳定 ,
没有惩处白人政权的首要人物 ,

反而将他们作为合法的反

对党领导人对待 。 在政策上处理从宽 , 而在意识形态上对种族主义也未彻底清

算 。 南非则不同 。

“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
”

对粗暴侵犯人权的罪行进行调査与认定 ,

提出处理意见 。 持续时间长达八年的工作是一次深刻的思想教育运动 , 对种族隔

离制的罪恶和造成的灾难进行了彻底清算 。 图 图主教在完成这
一

历史任务后表

示 , 和解委员会的成功 ,

“

确保我们避免了众多生命遭受种族冲突的灾难
”

。

3

( 四 ) 族际分野与政治分化的敏感性——两国面临的政局不同 。 政党已不

能反映某
一民族的要求 , 人民对政党的选择是根据其政策取向 , 而非其民族属

性 。 南非非国大已包括大量白人 , 在多次大选时得票率上升 。 津巴布韦则有所

不同 。 族际分野的重要性在减退 , 但这种分化在政治利益的
＿

感召下可重新组

合 。 从 2 0 0 0 年的土地修正案公决和后来的议会选举看 , 选民根据 自 己 的政治意

愿投票 。 投票结果表明 ,
大多数城市居民反对政府 , 农民支持政府 。 2 0 0 1 年的

议会选举和 2 0 0 2 年的总统选举表明 ,

“

族际分野在津巴布韦政治中的重要性 日

益降低 。 现在主要的政治分界线是城市和农村 ,
两大主要政党反映的正是这种

1
“

兰开斯特大厦宪法
■
■

通过后的 2 5年中进行了
1 7 次修改 , 这说明津巴布韦独立后的第

一

部宪法在诸多

方面很不完善 。

2 夏吉生主编 ： 《南非种族关系探析 ＞ ,
上海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1 9 9 6 年版 , 第 2 6 4
—

2 6 5 页 ； 张象主

编 ： 《彩虹之邦新南非 ＞ ,
北京 ： 当代世界出版社 ,

1 9 9 8年版 , 第 6 2 页 。

3 杨立华 ： 《新南非十年 ： 多元
一

体国家的建设 ＞ , 第 4 4 页。

 2 6 7



中 国 国际战略评论 2 0 1 1—ｇｇｍｒｏｉｉａａｉ

ｉａｉｍｐｉｍｍａｉｉ—

分野Ｖ

( 五 ) 反对派力量的消长一政策导致的政治后果不同 。 大凡多民族国家发

生族群纠纷和对抗 , 主要是对生存资源占有权的争夺 ’ 其他诉求均为派生 。 两国

都经历了建立在对黑人财产剥夺之上的种族主义统治 。 土地占有者白人与土地需

要者黑人之间产生冲突不可避免 。 新南非较平稳地逐渐解决这一问题 。

2

非 国大

获得人民的认可 , 代表白人利益的国民党分化后成立的新国民党竟然提出与非国

大合并 。

3

津政府在处理白人土地问题等方面遇到困难 , 土地问题演变为政治问

题。 快速土改计划虽解决了
一

部分黑人农民的问题 , 但大量白人出走或撤资导致

＾黑人农业工人失业 。 内外政策的不当引起国内不满和西方制
在南非

ｆ
津巴布

裁 , 后果之一是反对派力量的聚集 。 最后 , 穆加贝政府与民
韦
, 内政治中

,
民

革阵组成联合政府 , 希望解决津巴布韦面临的危机 。

通过对两国情况的分析和 比较 , 可以得出 以下基本结

降 。 由于国家民族的
论 。 在南非和津巴布韦的国 内政治中 ,

民族问题的重要性在

下降 。 由于国家民族的建构 已在广大民众中产生作用 , 民众
￥生作用 , 民众更＃ 更希難臓供与 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好处 , 都愿意在既定
望在既定的政

＾
框架 的政治框架中解决问题 。 换言之 ,

是政策而不是族际分野或

中解
＾
问题。 是政策 民族情感在驱动两国的政党竞争 ,

民族问题仅仅是影响政治
而不是族际分野或民 行为的诸因素之一。 民族问题处理是否得当对

一

国的政治稳
族
ＳＳ

在驱动两
？
的 定起着极重要的作用 ； 民族问题上的失策可以引起经济上的

政党
5
争

,
民

损失甚至倒退 ；
民族政策与

一个酿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
仅
严
是影响政治行为 有着重要的关联和互动作用 。 麵的 民族政策可能带来意想

不到的后果 , 津巴布韦的教训为其他国家提出了警示 。

1 在 2 0 0 1 年的议会选举和 2 0 0 2年的总统选举中 ,
恩德贝莱人 的选票开始分化。 马塔贝莱兰地区的城市

支持民革阵 , 但穆加 贝在该地区农村选区取得重大 突破 。 Ｙｕｓｕｆ Ｂａｎ
ｇ
ｕｒ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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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截至 2 0 0 1 年
,
政府为贫困黑人新建 1 2 0万套住房

,
向失地和无地民众重新分配 1 0 0 万公顷土地 。 陆苗

耕 ：

“

结束南 非种族主义统治的
一

代伟人
一南非第

一

任黑人总统曼德拉
”

, 陆庭恩、 黄舍骄 、 陆苗耕主

编 ： 《影响历史进程的非洲领袖 》 , 北京 ：
世界知识出版社 ,

2 0 0 5年版 , 第 1 3 9页 。 陆苗耕先生曾任中国

驻南非开普敦总领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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