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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与政局稳定对
“
一

带
一

路
”

落地非洲的意义

——

以 坦 桑尼亚 为 例

〔 布 隆迪 〕 阿 尔 弗 雷德 ？ 布里玛索

【 内容提要 】 在
“
一

带
一 路

”

倡议 背 景下 ， 为 了 吸 引 中 国 的投

资 ，
东 非 国 家 必须满足 国 家安全与政局稳定这两 个基本要求 。 但是 ，

除坦桑尼亚 外 ，
该地 区 多 数 国 家处 于 安全没有保陣 与 周期性政局 动

荡 中 。
坦桑 尼亚前领导人朱利 叶斯 ？ 尼雷 尔 制 定并 实 施 了 重要政策

与政治措施
，
成功 维护 了 国 家安全 与政局穗 定 。 本文主要选取

“

包

容性
”

与
“

政 治领导权承继机制
”

探讨坦桑尼亚政局稳定的核 心要

素 。
这些政策是坦桑尼 亚成 为政局稳定典 范的基础 ， 可以 启 发 东 非

其他国 家 实现政局穗定 ，
以 借

“
一

带
一路

”

倡议吸引 中 国投资 。

【 关 键 词 】 安全与 稳定
；

一 带一路
；
非 洲

；
投资

【 作者简介 】 〔布 隆迪 〕
阿 尔 弗 雷德 ？

布里玛 索 ， 华 中师 范大 学

政治 与 国 际关 系 学 院博士研究 生 。

引

国家安全与政局稳定是投资安全的基本要求 。 投资者通常首选 ， 同

时也最安心且有保障地将资产置于稳定 的环境 中 。 如 果安全与风险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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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资产可能受到威胁 ， 则没有 哪个投资者愿意投资 。 很多东非共同体

成员 国与非洲之角 国家都面临安全方 面的挑战和周期性政局动荡 ， 大选

期间尤其如此 ， 卢旺达 、 布 隆迪 、 肯尼亚 、 索马里及 厄立特里亚等 国就

是例证 。 尽管东非存在政局动荡 和安 全挑战 ， 但有 一个 国 家却是例外 ：

坦喿尼亚 。 虽然拥有 １ ２０ 多个族群 ， 这个东非国 家却保持了 和平 、 安全 、

统一与友善 。 作为
“

和平之岛
”

（
ａｎｉｓｌａｎｄｏｆ

ｐ ｅａｃｅ ） ， 坦桑尼亚几乎收容

了南部 、 东部及中部非洲毎个国家的难民与寻求庇护者 。

因此 ， 有人 自然会问坦桑尼亚何 以能维持有利 于投资的 和平与安全

可靠的环境 ？ 该国制定与实施 了 何种政策与政治措施 ， 当启 发其他 国家

并成为他们为实现社会政治稳定 而效仿 的榜样 ？ 在
“
一

带一路
”

倡议背

景下 ，
坦桑尼亚 目前在稳定东非地区和促进国际合作中可扮演何种角 色 ？

本文分四个部分回答这些 问题 ： 第一部分根据坦桑尼亚朱利叶斯 ？

坎巴拉吉 ？ 尼雷尔的做法 ， 探讨政治领导人在 国家建设中 的作用 。 该部

分进一步强调这位政治家 、 领导人所实施的关键政策及政治措施是坦喿

尼亚稳定 的核心要素 ，
主要是

“

包容性
”

政策与
“

政治领导权承继机制
”

（
Ｐｏｌ ｉｔｉｃａ ｌＬｅａｄｅ ｒｓｈｉ

ｐ
Ｓｕ ｃｃ ｅｓｓｉｏｎｍ 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 。 第 二部分着 眼于坦桑尼亚 的

地区领导作用 ， 及对地 区安全与政治事务 的影 响 ，
由 此 有助 于推断该国

在东非地区稳定中可发 挥的作用 。 第三部分指 出 了坦桑 尼亚地缘战略位

置的重要性 ，
认为坦桑尼亚不仅能够影 响东非地区 的稳定 、 政治与安全 ，

其印度洋沿岸 的地缘战略位置使其还能够借助
“
一带一路

”

倡议切实促

进国 际合作 。 第 四部分 总结前述几部分所列各要点 ， 并指出 在 东非共 同

体国家中 ， 只有坦桑尼亚与 中国保持 了 长期而坚定的友好合作关系 ， 双

方实行社会主义政策的 历史增强 了坦桑 尼亚成为 中 国
“
一带一路

”

倡议

关键伙伴的信心 。 本文认为 ，
坦 桑尼亚可对东非地 区起到 启 发作用 ， 该

国在政治与安全领域具有相 当 的 影响力 ， 位于印度洋沿岸 的 战略位置 、

与 中国保持了长期而坚定 的合作关系 ， 使坦桑尼亚在
“
一带

一

路
”

倡议

背景下可以对国际合作产生重大影响 ， 并将成为其中 的重要伙伴 。

一

政治领导人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

政治领导人在国家建设 中至关重要 。 没有坚定 、 无 私 、 富有远见 的

领导人 ，
国家建设就无法取得重大成果 。 这是因 为领导人确定 国家 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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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愿景
，
指引 和领导

， 率先垂范 。 他们是开创者 ， 是社会发展 的 舵手 。

他们有能力设计 国家愿景 ， 并谆谆教诲追随者 ， 形成国 民共 同的愿景 。

一些东非国家缺乏这样 的政治领 导人 ， 这是该地区 经历周期性暴乱

与政局动荡 的原 因所 在 。 很多 领导 人失败 了
，
而尼雷尔却 获得了 成功 ，

他是如何做到 的 ？ 他采取 了何种战略？ 这位政治家取得杰 出成就 的主要

原因是什么 ？ 尼雷尔得 以成 功解决坦桑尼亚的 族群 与宗教多样性 问题有

四大原因 。 首先源于他的清廉 、 无私 、 不贪恋金钱 等物 质 ， 这与非洲大

陆其他领导人大不相 同 ， 简言之 ， 他具有髙 尚 的道德情操
；
其次在于他

的
“

融合理论
”

（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 ｉｏｎＴｈｅ ｏｒｙ ） ， 借此 团结所有人 ， 尤其是那些不

满现状的社会群体 ；
再次 ， 本 文认为在于坦桑 尼亚不存在支 配性 族群 ，

即寻求并实际控制其他族群 的超级族群 ；
最后也是很重要的

一

点 ， 全 国

使用 同一种语言
——斯瓦希里语 。

？

（

—

＞ 尼曾尔 的商 尚迸德情操

与很多东非国家领导人髙度腐败及对 国家工程资金 中饱私囊 的行径

相反
，
尼雷尔将所有资源用于为 国家谋利 ， 他在这方面非同 寻常 ， 从不

利用公职谋取私利 。 《 阿鲁沙宣言》 坚决禁止政党及政府官员 追求 成为超

级富有的个人 。 该宣言规定 ： （
１
） 坦 噶尼 喀非 洲 民族联盟 （ 以 下简称

“

坦盟
”

） 及政府的领导人都必须是工人或农民 ，
绝不应该参与资本主义

或封建活动 ； （
２

）
坦盟及政府 的领导人均不得在任何公 司 中 拥有 股份 ；

（
３

） 坦盟及政府的领导人不得在任何私营企业 中担任董事 ； （
４

） 坦盟及

政府的领导人不得拥有 出租房产 。
？

尼雷尔具备高风亮节 ， 因而取得如此成绩 ， 并作为领导人贏得拥戴

及合法性为人们所接受 。 姆玛利 （
Ｍｍａｒｉ

） 借用姆万萨苏 （
Ｍｗａｎｓａｓｕ ） 的

话阐 明 了这一点 。 他指 出 ，

“
……尼雷尔作为领导人之所 以为人所接受 ，

在于他 的坚定 、 方向感 、 使命感 ， 以及做 出个人牺牲 的意愿及将人 民利

益置于其个人利益之上
”

。 他进
一

步指 出 ，

“

关于导师 （此处指尼雷尔 ）

这一方面的 书籍 、 文章 、 学术论文 、 学位论文很多 ， 有些是积极评价 ，

①Ｃ ．Ｋ ．Ｏｍａｒｉ ，

“

ＴｈｅＭ ａｎａ ｇｅｍ ｅｎ ｔ ｏｆＴｒｉｂａ ｌ ａｎｄＲｅｌｉ

ｇ
ｉｏｕ ｓＤ ｉｖｅ ｒｓ ｉ ｔ

ｙ

”


， ｉｎＬｅｇｕｍ ， Ｃｏｌ ｉｎ ａｎｄ Ｍｍ ａｒ ｉ

Ｇｅ ｏｆｆｒｅｙ
，
ＴｈｅＩｎｆｌｕ ｅｎｃｅｏｆ

Ｎｙｅｒｅｒｅ
ｔ
Ｔｒｅｎ ｔｏｎ

：Ｂｒｉ ｔａ ｉｎ
－

Ｔａ ｎ ｚａｎ ｉａＳｏｃ ｉｅ ｔｙ （Ａ ｆｒｉｃ ａＷｏ ｒｌｄＰｒｅｓｓ ，

１ ９９５ ．

②Ｎｙ ｅｒｅｒｅ Ｊ ｕ ｌ
ｉｕ ｓＫａｍ ｂａ ｒａ

ｇ
ｅ

，ＦｒｅｅｄｏｍａｎｄＳｏｃ ｉａ ｌｉｓｍ
： ＡＳｅｌｅｃｔ ｉ

ｏｎ
ｆｒｏｍ Ｗｒ

ｉ
ｔ
ｉｎｇｓ ａ ｎｄ Ｓｐ

ｅｅｃｈｅｓ

ｔＬ

ｏｎ ？

ｄｏ ｎ
：ＯｘｆｏｒｄＵｎ ｉｖ ｅｒ ｓｉ ｔｙＰｒｅｓｓ


ｔ
１ ９６８

，ｐ
． ２４９．



１ ５４ 非洲研究 ２０１ ８ 年 第 １ 卷 （ 总 第 １２ 卷 ）

有些并不积极 ，
甚至有所嘲讽

”

。
？

批评者对尼雷尔痛加批判 ， 甚至嘲讽 ， 但是他并没有放弃建设平等

社会的努力 ，
这说明他作为一位领导如此非凡 ， 同 时也说 明他逆水行舟

之如此不易 。 他的想法与行动常 为人们所不解 ， 与其他领导人的 中饱私

囊 、 歌功颂德 、 独裁专制等不民主做法形成鲜 明对照 。 这些批评者 中甚

至不乏贪污腐败 的政府官员 。 尽管尼雷尔坚决反腐 ， 但他并不排斥而是

包容批评者 。

（ 二 ） 融合战略

尼雷尔的创造力在很多方面均有体现 ， 尤其是在处理坦桑尼亚 的多

样性方面 。 他运用融合 战 略团结坦桑 尼亚人民 。 奥马里将这种 战略描述

为
“

通过让社会不 同阶层参与 同一群体的 决策过程 ， 从而实现治理社会

的理论与实践
”

。
？

尼雷尔十分善于利 用各种机会吸 收所有派系 参与决策 。 如今 ，
坦喿

尼亚革命党 （
Ｃｈａｍａ Ｃｈａ Ｍ ａｐ

ｉｎｄｕｚ ｉ
，ＣＣＭ ） 可 以 自 豪地说 ， 这份遗产在

多党政治发展时期也为人们所承认与认可。 尽管坦桑尼 亚革命党可 以 自

恃有功 ， 但是灵感创意却来 自坦噶尼 喀非洲 民族联盟及其后 身坦桑尼亚

革命党主席的尼雷尔 。 没有尼雷尔的 技术与创造力 ， 这个单一执政党很

难保持 内部的相对团结 。 尼雷尔对党 内乃至全国形成派系 十分敏感 ，

一

旦发现苗头 ， 他的一个办法就是尽可能收编满腹牢骚 的社会群体 ， 成为

他消化异见的方 式 。 由 此 ， 包 容军方参 与政治 ， 吸纳 政治家参 与军方 。

这就是人们所知的
“

公务员军事化 、 军队科层化
”

， 有助于化解 冲突 和阻

止军事政变 。 征兵看学历和忠诚 ，

一改之前 以族群划线的方法 。

融合手段 的
一

个先决条件是 ， 开 明领导人愿意并善于以讨论的方式

解决分歧 。 尼雷尔不仅长 于倾听 ， 而且攘长辩论和演说 。 他 能与任何群

体对话 ， 安抚其怨 。 例如 ， 他曾赴 １ ９７ １ 年即 出任校长 的达累斯萨拉姆大

学 ， 上午与教师对话 ， 下午和农民交流 。 他拥有与不同 背景的人交流的

①Ｍｍａｒｉ Ｇｅｏｆｆｒｅ ｙ ，
Ｍ

Ｔｈ ｅＬｅｇａｃｙ
ｏ ｆ Ｎｙｅｒｅｒｅ

＂

ｔｉｎ Ｌｅｇｕｍ ，Ｃｏ ｌｉ ｎａｎｄＭｍ ａｒｉ Ｇｅ ｏｆｆｒｅｙ ，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 Ｎｙｅｒｅｒｅ
＾
Ｔｒｅｎ

ｔ
ｏ ｎ

： Ｂｒ
ｉｔ
ａｉｎ 

－

Ｔａｎ ｚａｎ
ｉ
ａＳｏｃ

ｉ
ｅ
ｔｙ

，
Ａｆｒ ｉｃ ａＷｏｒｌｄＰｒｅｓｓ

，
１ ９９５

，ｐ
．１ ７８ ．

②Ｃ． ＩＣ ．Ｏｍ ａｒｉ
，


“

Ｔ ｈｅ Ｍ ａｎ ａｇｅｍｅ ｎｔ ｏ ｆ Ｔ ｒｉｂａｌ ＆ Ｒｅｌ ｉｇｉｏｕ ｓＤ 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 ｉ ｎＣ ｏｌ
ｉｎＬｅ

ｇ
ｕｍ

，ａｎｄ Ｍｍａ ｒｉ

Ｇｅｏｆ ｆｒｅ ｙ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Ｎ
ｙ
ｅｒｅｒｅ

ｔＴ ｒｅ ｎｔｏｎ
：Ｂｒｉ ｔａ ｉｎ

－

Ｔａｎ ｚａｎｉａＳｏｃ ｉｅｔｙ ，Ａｆｒｉｃａ Ｗｏｒ ｌｄＰｒｅｓｓ
，

１ ９９５
，
ｐ ． ２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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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见天賦 ， 因而成为所有坦桑尼亚人民的领袖 。
？

作为一位领导人 ， 尼雷尔没有贪权恋找 ， 而是制定 了一套保证总统

权力和平交接的制度 。

（ 三 ） 继任制度与权力 和平交接

在东非很多国家 ， 权力 交接是一个颇具争议的 问 题 ， 经常 引 发暴力

与动荡 ， 但尼雷尔却毅然主动离职 ， 交权予继任者 。 这一传统在坦桑尼

亚十分牢固 ， 领 导人 和平接承 ， 与 东非其他 国 家截然不 同 。 尼 雷尔 于

１９ ６４ 年成为坦桑尼亚共和国 总统 。 １９８５ 年 ， 尼雷尔 自 愿离开 总统 宝座 。

他认为 ， 领导人应该在头脑清醒 、 体力 尚 好的 时候辞去职务 ， 将权力交

给继任者阿里
？

哈桑
？

姆维尼 （
ＡｌｉＨａ ｓｓａｎＭｗ ｉｎｙｉ

） 。

１？

尼雷尔承诺辞职并将权力交给继任者 ，
拒绝在坦桑尼亚建立

“

新世

袭制
”

（ ｎ ｅｏｐａｔｒｉ ｒｍｍ ｉａｌ ｒｕｌｅ ） 。

“

新世袭制
”

意指
“

基于公私利益界限不明

的个人忠诚与人际依附的任人唯亲 ， 而非根据理念或依法选举
”

。
？ 这一

制度包含
“

三个基本相关要素
”

。

其一 ，
滥用 公权 ， 作 为政 治精英获得地位 、 威望 与 回报 的 首要

资 源 ；

其二 ， 发展以 原 始 个人忠 诚 为 基础 的 关 系 导 致政 治 与 地 区 的

分化
；

其三 ， 利用 私人武装 、 民兵及雇佣兵为 主要统治 工具 。

④

这种政治制度具有排除异 己 的性 质 ， 因被 排斥 群体也要为 自 身利益

而寻求夺取与控制国 家机器 ， 故经常引发暴 力冲突 。 肯尼亚 （ ２００７ 年 、

２０ １７
年 ） 、 布隆迪 （

１９７６
年 、 １９ ８７

年 、 １ ９９３
年 、 １９９ ６

年 、 ２０ １ ５
年 ） 、 卢

①Ｃ． Ｋ．Ｏｍａｒｉ
，

“

ＴｈｅＭａｎａ
ｇ
ｅｍｅ ｎ ｔｏｆＴｒｉｂａｌ＆ Ｒｅ ｌ ｉ

ｇ
ｉｏｕｓＤ ｉｖ ｅｒ ｓｉ ｔｙ

”

，
ｉｎ Ｃｏ ｌｉｎ Ｌｅｇｕｍ ，ａｎｄＭｍａｒ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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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达 （ １９７８ 年 、 １９９０ 年 、 １９９４ 年 ） 、 乌干达 （
１９７９ 年 、

１９８６ 年 ） 、 南苏

丹 （ 当前 的内战 ） 等国遭到排斥 的派 系或族群 为 了夺取 国家机器并服务

于 自 身利益 ， 导致多次政局动荡 、 军事政变及 与选举有关 的 暴力 冲突 。

如能像尼雷尔在坦桑尼亚实施的 政策 即融合战 略 ， 用这种 良好的继任制

度实现和平交接权力 ， 即可根除排他性的新世袭制度 。

上文谈及的要素反 映尼 雷尔擅长有效领导和 团结全 民 的 人格特质 ，

但下面一些因素并非直接源 自 他本人 。 例如 ， 主要靠阿拉伯 商人和德国

殖 民者形成的斯瓦希里语 ， 对于 当今坦桑尼亚的全 国统
一

发挥 了重要 的

支持作用 。 坦桑尼亚没有支配性族群 ，
也是尼雷尔政府遇到有利的 国 内

环境的另
一

决定性因素 。

（ 四 〉 斯瓦希里语 ．

？ 统
一

全 国的
一大要素

斯瓦希里语是助力 坦桑尼亚形成 的 民族统一 国家 的另 一要素 。 尽管

每个族群都有各 自 的语言 ， 多数属于班图语族 ，
虽然斯瓦希里语主要 由

班图语词构成 ， 但它并不属 于任何族群 ， 全 国通用 。 学校用斯瓦希里语

教学 ， 行政与商业领域以其交流 。 简言之 ， 斯瓦希里语是官方语言和 国

语 。 人民 自 然而流利地讲斯瓦希里语 ，
尽管存 在不同 的方言 ， 但确实是

通用语言 。 由 于斯瓦希里语不属 于任何族群 ， 因此各族群都不能用它支

配他人 。
？

斯瓦希里语从沿海地 区 向 内 陆传播 已达数百年之久 。 奴隶与象牙 贸

易商用斯瓦希里语交易 。
１９ 世纪 ， 德国 殖民者 出于 自 身 目 的帮 助推广斯

瓦希里语 的 ， 德国传教士将 《圣经》 等宗教著作翻译成斯瓦希 里语 ， 以

有助于 向 内陆传播 。 因此 ， 尼雷 尔进人政坛之时 ， 斯瓦希里语 已经变成

了事实上的 国语 ， 便于他 向全国 大部分地 区传递信息给 。 使用斯瓦希里

语在政治上培育了人 民对 国家 的归属感 。 这个语言 因素在坦桑尼亚发挥

了类似英语在印度 的作用 。 此外 ， 由 于坦桑 尼亚几乎人人会讲斯瓦希里

语
， 公务员可以从原籍转 至其他地 区任职 ，

不会遇到语言障碍 。 因此 ，

斯瓦希里语是一个统
一全 国的重要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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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带一路

”

落地 非洲的意义 １ ５７

（ 五 ） 不存在支配性部族

与 中部非洲 曾存在 的一些王 国不 同 ，
坦桑尼亚从来不是一个 由 一个

足够强大且组织 良好 的部族统治其他部族 的等级社会 。 可以说 ， 由 于没

有任何族群发展成超级族群 ， 从而制造对抗 以及 （ 或 ） 支配近邻 ， 因此

愿意团结在有远见卓识的新领导人周 围 。

？ 在卢旺达与布隆迪 ， 超级族群

有着支配其他种族 的强烈愿望 ， 这种要取得与维持支配地位的 欲望 ，
是

这些国家多次爆发 冲突 的一大原 因 。 尼雷尔来 自
一个小部族——扎纳基

部族 ， 使他与一些大部族瓜葛很少 ，
因此不存在本能地反对他的大集团 。

最髙领导人平易近人 、 善于
“

推销
”

自 己 及其思想 ， 这是个 优势 。
？ 因

此 ， 除人品与才能外 ， 本文 还发现 ， 尼雷尔 的 民族主义抱 负还得到 了有

利的 国 内环境的支持 。 权变理论 （
Ｃｏｎ ｔｉｎ

ｇ
ｅｎ ｃｙ

Ｔｈｅｏｒｉｅ ｓｏｆＬｅａｄｅ ｒｓｈｉｐ ） 的

支持者可以借此 阐释尼雷尔的成功 。

上述因素对坦桑尼亚的稳定有着重大 的贡献 。 坦桑尼亚 的和平与稳

定则有助于东非地区的稳定 。

二 坦桑尼亚对东非地区的贡献与影响

尼雷尔的领导能力并不仅 限于坦桑尼亚国 内 。 如果不谈尼雷尔在国

际关系 中的贡献 ， 则对其领导能力 的研究就不完整 。 他坚定致力于泛非

主义和非洲统一 ， 以及整个非洲尤其是南部非 洲的解放 斗争事业 。 值得

一提的是他影响 了一系 列政策与行动 。 易 卜拉欣 ？ 穆萨 巴哈指出 了 尼雷

尔支持非洲大陆解放斗争的原因 。

尼雷尔认为 ，

“

非洲 的解放斗争必不可少 ，
因为殖 民主义与种族主义

不仅是对人类尊严 、 平等 、 民族 自 决等最基本原则 的挑战 ， 同 时也对坦

桑尼亚构成了严重而直接的 军事威胁
”

。
？ 尼雷尔出 于对非洲解放本质 的

①Ｍｍ ａｒｉＧｅｏｆｆｒｅ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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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 ， 将坦 桑 尼 亚 打 造 成 一 个 避难港 ， 并 为 南 非 非 洲 人 国 民 大 会

（ ＡＮＣ ） 、 南非泛非主义者大会 （
ＰＡＣ

） 、 莫桑比克解放阵线 （
ＦＲＥＬＩＭ Ｏ

） 、

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 （
ＭＰＬＡ

） 、 津巴 布韦非洲 民族联盟 （
ＺＡＮＵ ） 、 津巴

布韦非洲人民联盟 （ ＺＡＰＵ ） 、 纳米 比亚西南非洲人民组织 （
ＳＷＡＰＯ

） 等

民族解放力量提供基地 。 肯尼亚 、 赞 比亚 、 马拉维 、 塞舌尔及科摩 罗 的

独立也得到了坦桑尼亚的支持 。
①

坦桑尼亚除对本地区 多 国做 出上述诸多贡献外 ， 在政治与安全领域

也仍旧施加相 当 的影响 。 尽管各 国 的 经济模式不尽相 同 ， 但本文认为 ，

鉴于历史上的联系 ， 其他国家可 以接受坦桑尼亚 的政局稳定模式 。

三 坦桑尼亚的战略性地理位置及与中国长期的牢固联系

坦桑尼亚地 处印 度 洋沿岸 ， 战略位 置显要 。 这使得坦桑尼 亚位 于
“

海上丝绸之路
”

的重要节点 ， 达累斯萨拉姆港在
“
一带一路

”

倡议中可

以发挥重要作用 。

此外 ，
坦喿尼亚与 中 国拥有长期 牢 固 的关系 。 两 国 的历史纽带可以

追溯到 ２０ 世纪 ７ ０ 年代中国建设坦赞铁路之时 。 由 于实施相似的社会主义

政策 ，
两国保持了 密切 的友好关 系 。 这表 明 ， 坦桑尼亚 除 以 国家安 宁 、

政治稳定著称外 ， 还＾很多 因素使其可 以成为
“
一带一路

”

倡议 的重要

参与者 。

四 结语

本文明确指 出 ， 坦桑尼亚建 立稳定政局的 模式可为东非及非洲更多

国家带来启示 。 该模式显示了如何实现政局稳定和安全 的投资环境 ， 在
“
一带

一

路
”

倡议背景下 ，
吸引更多投资 。

本文证明 了该模式 以包容或融合战略 、 明 确的承继机制 、 明确而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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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家安全与政局稳定对
“
一带一路

”

落地非洲的意义 １ ５９

定地反腐及反新世袭制 的立场 、 强化公共建制 ，
而非依赖人治 （避免政

权的个人化 、 自 我陶醉及 中饱私嚢 ） 等重要 因素为基础 。

这些政策 、 战略及制度安排不仅需要东非官员 的大力提倡 ， 同 时也

需要 中国伙伴的推动 ， 从而保证建立安全而稳定的投资环境 。

本文还认为 ， 鉴于坦桑尼亚模式有利于本地区其他国家 的建设 ， 加

之坦桑尼亚在该地 区的政治与安全 问题上仍有影响 ， 如果认真推广 这种

模式 ，
相关国家有望接受 。 坦桑尼亚 的影响 在于 ， 政局稳 定与安全环境

使其成为本地区所有寻求庇护者的避风港 。 此外 ， 坦桑尼亚曾 支持过本

地区多个国家的解放组织 ， 因此与这些 国家保持了密切而牢 固的关系 。

本文还强调 ，
坦喿尼亚地处印 度洋沿岸 的 战略位置 ， 与中 国有着 长

期牢固的关系 ， 因而是
“
一带一路

”

倡议的重要伙伴 。

（李 雪冬译 ， 舒展校译 ； 责任编辑 ： 舒展 ）



２２８ 非洲研究 ２０１ ８ 年 第 １ 卷 （ 总 第 １２ 卷）

ｓ ｔｒａｔｅ
ｇｙ

ｈ ａｓｂｅｅ
ｎａｄｏｐ ｔｅｄ ａｓａｋ ｅ

ｙｐ
ｉｌｌ

ａｒｏ ｆ
ｔｈｅｒｅｇｉ

ｏｎ＾ｄｅｖｅ ｌｏ
ｐ
ｍｅｎ ｔａｇｅｎｄａ

．Ｔｈ ｉｓｐ
ａ
ｐ
ｅｒ ｅｘ－

ｐｌｏｒｅ ｓ ｔｈｅ ｒｏｌ
ｅｔｈａ ｔ

ｄｏｍｅｓｔ 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ｍｏｂｉｌｉ ｓａ ｔ ｉｏｎ
（ 

ＤＲＭ
＞ｃ ａｎｐｌ

ａ
ｙ

ｉ
ｎ ｆ

ｉ
ｍｄ

ｉ
ｎ
ｇ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

ｇｙ．Ｂ 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ｔｈｅｏ ｒ
ｙ 

ｏｆ 
ＤＲＭａｎｄｅｘｐ

ｅ ｒｉｅｎｃｅ ｓｗｉｔｈＤＲＭｉｎｄｅｖｅｌｏ
ｐ

ｉｎ
ｇ

ｃｏｕｎ
ｔ
ｒｉｅ ｓ

，
ｅ ｓ
ｐ
ｅ
？

ｃ ｉａ ｌｌ
ｙ

ｔｈｏｓｅｏｆ ＳＡＤＣｃｏｕｎｔｒｉ ｅ ｓ
， ｔｈ ｅｐ

ａ
ｐ
ｅｒｓｕｍｍａ ｒｉｚｅ ｓＤＲＭｏ

ｐ
ｔｉｏｎｓ ｆｏ ｒＳＡＤＣＣｏｕｎ ｔｒｉ ｅｓ ．Ｉｔ

ｃｏｎｃ ｌｕｄｅ ｓ ｔｈａ ｔ
，ｔｈｅＳＡＤＣ

＊

ｓ ｒｅｇｉ
ｏｎｓ ｍｅｄ

ｉ
ｕｍｔｅｒｍｔｏ ｌｏｎｇ 

ｔｅ ｒｍ
ｐ

ｌａｎ ｓａｒ ｅｈｉ
ｎ
ｇ
ｅｄ ｏ ｎ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

？

ｏ
ｐｍ

ｅｎ ｔ ａｎｄ ｍｏｄｅ ｒｎｉ ｓ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ｕ ｓｔｒｉａ
ｌ

ｓｅｃ ｔｏ ｒ ａｔ ｂｏｔｈｔｈｅ ｎａ ｔ
ｉｏｎ ａ

ｌａｎｄｒｅｇ
ｉｏｎａ

ｌ ｌ
ｅｖｅ

ｌ
；

ｔｈ ｅｒｅ

ｉｓｎｅｅｄ ｔｏｄｅｖｅｌｏｐ
ｒｏｂｕｓ ｔｆｉｎ ａｎｃ ｉｎ

ｇ
ｍ ｅｃｈ ａｎｉ ｓｍａｔ ｂｏｔｈ ｔｈｅｎａ ｔｉｏｎａ ｌａｎｄ ｒｅｇ

ｉｏｎａ ｌｌｅｖｅ ｌｓｔｏｅｎ
？

ｓｕ ｒｅ ｓｕ ｃｃ ｅｓ ｓｉｎｔｈｅｍｏｄｅｒｎ ｉｓａｔｉｏｎｏｆ 
ｂｏｔｈｔｈｅｎａ ｔｉ ｏｎａｌａｎｄｒｅｇ

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ｗｉｔｈ ｉｎＳＡＤＣ ．

Ｉｎｄ ｉｖｉｄｕａ ｌｓ ｃａｎ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 ｔｅ ｔｏｄｅｖｅｌｏ
ｐ
ｍｅｎｔ ｒｅ ｓｏｕ ｒｃｅ ｓｔｈ ｒｏｕ

ｇ
ｈ
ｐｅ ｒｓ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 ｅｔａｘ ａｎｄ ｓａｖｉｎ

ｇ
ｓ

，

ｃｏｍｐａｎ ｉｅ ｓ ｔｈｒ ｏｕｇｈｃｏｒｐ ｏｒａ ｔｅ ａｎｄｏｔｈｅｒ ｂｕ ｓ
ｉｎｅｓｓ

－ｒｅｌａ ｔｅｄｔａｘｅ ｓ
，

ａｎｄＧ ｏｖｅ ｒｎｍｅｎ
ｔ
ｓｔｈｒｏｕ

ｇ
ｈａｖａ？

ｒｉｅ ｔ
ｙ

ｏｆ
ｐ

ｕｂｌ
ｉｃｒｅｖｅｎｕｅｓ ｔｒｅａｍｓａｎｄｄｅｂ ｔｍａｎａ

ｇ
ｅｍｅｎ ｔｓｔｒ ａｔｅｇ

ｉ ｅ ｓ．

Ｋｅ
ｙ
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Ｓｏｕｔｈ ｅｒｎＡｆｉ ｒｉｃ ａｎＤ ｅｖｅ ｌｏ
ｐ
ｍｅｎｔＣｏｍｍｕｎ ｉｔ

ｙ（
ＳＡＤ Ｃ

＊

ｓ
） ；Ｄｏｍｅ ｓｔ ｉｃ

Ｒｅｓｏｕ ｒｃｅ Ｍｏｂ ｉ
ｌ
ｉｓａｔｉｏｎ（ＤＲＭ ）

；Ｉｎｄｕｓｔ ｒｉａ
ｌ
ｉｓ ａｔｉｏｎＳ ｔｒａｔｅ

ｇｙ ；Ｓ ｏｕ ｔｈＡ ｉｆｒｉｃａ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Ｗｅａ ｔｈｅｒＩｎｄｅｘ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
ｅｎｔ

ｉｎＡｆｒｉｃａ
：Ｆａｒｍｅｒｓ

’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Ｂ 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ｎｄＲｉ ｓｋＤ ｉｓｐ
ｅｒｓ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ＺｈａｎｇＹｕｅｈｕ ａａｎｄＺｈａｎｇＱ ｉ／ １３４

Ａｂｓ ｔｒａｃ ｔ
：
ＷｅａｔｈｅｒＩｎｄｅｘＩｎｓｕｒａｎ ｃｅ

（
Ｗ Ｉ Ｉ

） ，
ｗ ｉｔｈｉｔ ｓａｂ ｉｌｉ ｔｙ

ｔｏ ｒｅｄｕｃ ｅｍｏｒａ ｌｈａｚａｒｄａｎｄ

ａｄｖｅ ｒｓｅｓｅ ｌｅｃｔ ｉｏｎａｎｄｏｖ ｅｒｃｏｍｅｍａｒｋｅ ｔ＆ ｉ
ｌ
ｕ ｒｅ

，
ｈ ａｓ

ｇ
ｒａｄｕ ａｌｌｙ

ｂｅｃｏｍｅａｎ ｉｍ
ｐ
ｏ ｒｔａｎ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ｉ ｎ

ａｌｌｅｖｉ ａｔｉｎｇｐ
ｏｖｅｒｔ

ｙ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

．
Ｔｈｉｓ

ｐ
ａ
ｐ
ｅｒｍｅａｓｕ ｒｅｓｔｈｅｉｍ

ｐ
ａｃ

ｔ
ｓａｎｄｉ ｎｆ

ｌ
ｕｅｎ ｃｅ ｓｏｆ 

Ｗ Ｉ ＩｉｎＡｆｒｉ ｃａ

ｆｒｏｍｆｏｕ ｒｄｉｍｅｎ ｓｉｏｎ
， ｔｈａ ｔｉｓｆａｎｎｅｒｓ

＊

ｐ
ｌａｎ ｔｉｎ

ｇｂ
ｅｈａｖｉｏｒ

，ｒｉ ｓｋｄｉ ｓ
ｐ
ｅ ｒｓ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 ｉｓｍ

，ｗｉｌｌｉｎ
ｇ
？

ｎｅｓ ｓｔｏｉｎ ｓｕｒｅｄ ａｎｄｃｒｏｐｙ
ｉｅ ｌｄ

， 
ｍｅａｎｗｈ ｉｌ

ｅ ｓｕｍｍａ ｒ
ｙ

ｔ
ｈ ｅｍａｉｎｒｅ ｓｅａ ｒｃｈｍｅ ｔｈｏｄｓ

，
ｅｓ
ｐ
ｅｃ ｉａ

ｌｌｙ 
ｅ－

ｃｏ ｎｏｍ ｅｔｒｉｃｍｅ ｔｈｏｄ ｓ ａｎｄ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ｌｉ
ｍ

ｉ ｔ
ａ ｔｉｏｎｓ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Ａｇｒｉ ｃｕｌ ｔｕｒａｌＩｎ ｓｕｒａｎｃ ｅ
；
Ｐｏｖ ｅｒｔｙＲｅｄｕ ｃｔ ｉｏｎ

；
Ａ＆ｉｃａ

Ｓｔｒｅｎｇｔ
ｈｅｎｉｎｇ

Ｓ ｅｃｕｒｉ ｔ
ｙａ

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 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

ＢＲ ＩＩｎｖｅｓ ｔｍ ｅｎｔｉｎＥＡＣ ：Ｌｅａｒｎ ｉｎ
ｇ
ｆｒｏｍ Ｔａｎｚａｎｉａ

ＡｌｆｒｅｄＢＵＲＩＭＡＳＯ ／１ ５ １

Ａｂ ｓｔｒａｃｔ
：Ｔｏａ ｔｔｒａｃ ｔ Ｃｈ ｉｎｅ ｓ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 ｔｓ  ｉｎｔｈｅｃｏｎ ｔｅｘｔ ｏｆ 

Ｂ ｅｌ ｔａｎｄＲｏａｄＩｎ ｉ
ｔ
ｉａ ｔｉ ｖｅ

，ｔｈｅ

Ｅ ａｓｔ Ａ＆ｉｃ ａｎｎ ａｔ ｉｏｎ 
－

ｓ ｔａ ｔｅ ｓｈａｖｅ ｇ
ｏｔ ｔｏ ｆｕｌｆｉｌｌ

ｂ ａｓ ｉｃ ｒｅ
ｑ
ｕｉｒ ｅｍｅｎ ｔｓ ｏ ｆ 

ｓｅｃｕｒｉｔ
ｙ

ａｎｄ
ｐ

ｏｌｉｔ ｉｃａｌ ｓ ｔａｂｉｌｉ
？

ｔ
ｙ

．Ｅｘｃｅ
ｐ

ｔＴａｎｚａｎｉａ
，
ｍｏ ｓｔ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 ｅｒｅ

ｇ
ｉｏｎｄｏｅｘ

ｐ
ｅｒｉｅｎ ｃｅ ｉ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

ｙ
ａｎｄｃｙｃｌ

ｉ ｃａｌ ｐ
ｏ ｌｉ ｔ ｉ

－



Ｃｏｎｔ ｅｎｔｓ２ ２９

ｃａ
ｌｉｎ ｓｔａｂｉｌｉ

ｔｙ．
Ｔｈｅｃｏｕｎ ｔｒ

ｙ
＾ｌｅａｄｅｒ

，Ｊ
ｕ ｌｉｕｓＮ

ｙ
ｅｒｅｒｅｄｅ ｓ ｉ

ｇ
ｎｅｄａｎｄｉｍ

ｐ
ｌｅｍｅｎ

ｔ
ｅｄｋｅｙｐ ｏｌｉ ｃｉｅ ｓ

ａｎｄ
ｐ

ｏ
ｌ
ｉ ｔｉ ｃａｌａｐ ｐｒｏａ

ｃｈ ｅｓｔｈａ ｔ ｓｕｃｃｅ ｓ ｓ ｆｕｌｌ
ｙ 
ｍａ ｉｎ ｔａｉｎｅｄ ｔｈｅｃｏｕｎｔ ｒ

ｙ
ｓｅｃｕｒｅａｎｄ

ｐ
ｏ

ｌ
ｉｔｉ ｃａｌ ｌ

ｙ
ｓ ｔａｂｌ

ｅ．

Ｔｈｉｓ
ｐ

ａ
ｐ
ｅｒ ｃｉ ｔｅ ｓｍａ ｉｎｌ

ｙ

“

ｉｎ ｃ ｌｕｓ ｉｏｎ
”

ａｎｄ
“

ｐ
ｏ

ｌ
ｉ
ｔ
ｉ ｃａ

ｌｌ
ｅａｄｅ ｒｓｈｉ

ｐｓｕ ｃ ｃｅ ｓ ｓ ｉｏｎｍｅｃｈ ａｎｉ ｓｍ
”

ａ ｓｋｅｙ

ｆａ ｃｔｏｒ
ｓａ ｔｔｈｅｈｅ ａｒｔ ｏｆ ｓ ｔａｂｉｌｉ ｔ

ｙ
ｉｎＴａｎｚａｎｉａ ．Ｔｈｏｓｅ

ｐ
ｏ

ｌ
ｉｃ ｉｅ ｓｃｏｎｓ ｔｉ ｔｕ ｔｅａ ｂａ ｓｉｓｆｏｒｔｈｅＴａｎ ｚａｎ ｉａｎ

ｍｏ ｄｅ ｌｏｆ
ｐ
ｏ

ｌ
ｉｔ ｉｃ ａｌｓ ｔａｂ ｉｌｉｔ

ｙ
ａｎｄａ ｓｏ ｕｒ ｃｅｏｆ 

ｉｎ ｓ
ｐ

ｉｒａｔ ｉｏ ｎ ｔｏｏ ｔｈ ｅｒ ｅ ａｓ ｔ Ａｆｒｉｃ ａｎｎａ ｔｉ ｏｎ ｓｔ
ｏ ａ ｃｈ ｉｅｖｅ

ｐ
ｏ ｌｉｔ ｉｃ ａ

ｌｓ ｔａｂｉｌ ｉｔ
ｙ

ｔｈｅ
ｙ 

ｎｅ ｅｄｔｏ ａｔ ｔｒａ ｃｔ Ｃｈ ｉｎ ｅｓｅ ｉｎｖｅｓ ｔｍｅｎ ｔ ｉｎ 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ｘ ｔ ｏ ｆ
Ｂ ｅｌｔ ａｎｄＲｏ ａｄｉｎ ｉｔｉ

？

ａｔ ｉｖｅ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 ｅｃｕｒｉ ｔ

ｙ
ａｎｄＳｔａｂ ｉ

ｌ
ｉｔ
ｙ ；

Ｂ ｅ
ｌ
ｔａｎｄＲｏ ａｄ

；Ａ＆ｉ ｃａ
；
 Ｉｎｖ ｅｓ

ｔ
ｍｅｎ ｔ

Ｓ ｔａｔｕｓｏｆＡｆｒｉｃａｎＴａｘＰｏ ｌｉｃｉｅｓａｎｄＴａｘＲｉｓｋ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Ｉｎｖｅｓｔｉｎｇ ｉｎＡｆｒｉｃａ

ＪｉｎＳｈｕｉｙｉｎｇ ＾Ｐｅｎｇ
ＨｕｉａｎｄＣｈｅｎＹｅ ／１ ６０

Ａｂｓ ｔｒａｃ ｔ
：
Ａｆｒ ｉｃ ａｎｔａｘ  ｓ

ｔ
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ｓｎｏｒｍａ ｔｉｖ ｅｔｏｓｏｍｅ ｅｘ ｔｅｎ ｔ

，ｂｕｔ ｔａｘ ｌａｗ ｓａｎｄｒｅｇ
ｕｌ ａｔ ｉｏｎ ｓ

ｈａｖ ｅ
ｎｏｔ ｂｅｅｎ

ｐ
ｅｒｆｅｃ ｔｌ

ｙ
ｂｕｉｌｔＡｌ ｔｈｏｕ

ｇ
ｈ ｔｈｅｔａｘｓ

ｙ
ｓｔｅｍｓａ ｒｅｄ ｉｆｆｅ ｒｅｎ ｔｉｎｄｉｆｉｅｒｅｎ ｔ ｃｏ ｕｎ ｔｒ

ｙ ，ｂ
ｕ ｔ

ｍｏｓ ｔＡｆｒｉｃ ａｎｃｏｕｎ ｔｒｉ ｅｓｃｌ
ａ ｓｓ

ｉｆｙ
ｔｈｅ ｇ

ｏｖ ｅｒｎｍｅｎ
ｔ ｔａｘａｄｍｉ

ｎｉ ｓｔｒａｔ ｉｏｎｓ
ｙ
ｓ ｔｅｍ ．Ａｔ

ｐ
ｒｅ ｓｅｎ ｔ

，ｔｈ ｅｍａ
？

ｊ
ｏ ｒｉ ｔ

ｙ
ｏ 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ｃｏｕｎ ｔｒｉｅ ｓ ａｒｅ ｉｎａ ｓｔａ

ｇ
ｅ ｏｆ 

ｅｃｏ ｎｏｍｉ ｃｒｅｆｏ ｒｍ
，ｔｈ ｅ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ｔａｘ ｌａｗｓａｒｅ ｏｆｔｅｎ

ｎｏｔ ｍａｔｕｒｅａｎｄ ｌａｃｋｏｆ 
ａｄｅｑ

ｕ ａｔｅｓ ｔａｂ ｉ
ｌｉ ｔｙ

．Ａｓ ａｒｅｓｕ
ｌｔ

 ｔ
ｍａｎ

ｙ
ｅｎｔｅ ｒ

ｐ
ｒｉｓｅｓｉｎｖｅｓ ｔｉｎｇ

ｉｎＡ＆ｉｃａ ｏｆ
？

ｔｅｎｂ ｒｅａｋｔｈｅｒｕｌｅｕｎｅｘｐｅ
ｃ ｔｅｄｌ

ｙ
．Ｔｈｅｙｏｆｔｅｎｅｎｃｏｕｎｔｅ ｒｈｕ

ｇ
ｅｆｉｎｅ ｓａｎｄｏ ｔｈｅｒ ｔａｘ

ｐ
ｒｏｂｌ

ｅｍｓｉｎ

Ａｆｒｉ
ｃａ

．Ｔｈ ｅＣｈｉ
ｎｅｓｅｃｏｍｐ

ａｎ
ｉ
ｅ ｓｉ

ｎ ｖｅ ｓｔｉｎｇ
ｉ
ｎＡｆｒｉ ｃａｎｅｅｄｔｏｆｏｌｌｏｗｔ ｉｍｅ

ｌｙ 
ｔｈｅｄｙ

ｎａｍｉ ｃｏ ｆＡｆｒｉ
？

ｃ ａｎ ｔａｘｌ
ａｗｓ

，ａｎｄｔｏｒｅｄｕｃｅｔ
ａｘｃｏｓ ｔｔｈｒｏｕｇｈｒｅａｓｏｎ ａｂｌ ｅｔａｘｐ

ｌａｎｎｉｎ
ｇ．
Ｃｈｉｎ ｅｓｅ

ｇ
ｏｖ ｅｒｎｍｅｎ ｔ

ｄ ｅ
ｐ
ａｒｔｍ ｅｎｔｓｎｅｅｄ Ｃｏｓ ｔｒｅｎ

ｇ
ｔｈｅｎｔｈｅｔａｘｃｏｏ

ｐ
ｅｒａｔ ｉｏｎｗｉ ｔｈＡｆｒ ｉｃａｎｃｏｕｎｔｒｉ ｅｓ ，ａｎｄ

ｐ
ｒｏｖｉｄｅｔａｘ

ｓｅ ｒｖ ｉｃｅ ｆｏ ｒｍｏｒｅｅｎ ｔｅ ｒ
ｐ
ｒｉｓｅｓｉｎｖ ｅｓｔｉｎｇ

ｉｎＡｆｒｉｃａ
．

Ｋｅｙｗｏｒｄ丨
：
ＴａｘＰｏｌｉｃ

ｙ ；
Ｉｎｖｅ ｓ ｔｍ ｅｎ ｔ

；Ａｆｉｉｃａ
；ＲｉｓｋＰｒｅｖｅｎ ｔｉｏｎ

ＡＲｅｖｉｅｗａｎｄＰｒｏｓ
ｐ
ｅｃｔｏｆＣｏ ｅｔｚｅｅＳ ｔｕｄｙ

Ｗａｎｇ
Ｊｉｎｇｈｕｉ／１ ８ １

Ａｂｓ ｔｒａｃ ｔ
：Ｃｏｅｔｚｅｅ

，ｔｈｅｗｉ ｎｎ ｅｒ ｏ ｆ Ｎｏ ｂｅ ｌＰ ｒｉ ｚｅ ｆｏｒ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ＢｏｏｋｅｒＰｒｉｚｅ ， ｉｓｎ ａ ｔｉｖｅ

ｏ ｆＳｏｕｔｈＡｆｒｉｃａ
，

ｔｒａｖｅ ｌｌ
ｉｎｇ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ｗｏ ｒ

ｌｄｗｉ ｄｅｌｙ
ａｎｄｔｈｅｎｓｅ ｔｔ ｌｌｉｎ

ｇ
ｉｎＡ ｕｓ ｔｒａ ｌ

ｉａ
．Ｈｉ

ｓｗｏｒｋｓ

ｈ ａｓａｔ ｔｒａｃ ｔｅｄｈｕｇｅ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ｉｎ ｔｅｒｅｓ ｔ
，ａｎｄｔｈｉｓａｒｔ ｉｃｌ ｅａ ｉｍｓｔｏ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 ｔｅｈｉ ｓｒｏ ｌｅ ａｓａ

ｇ
ｒｅａ ｔ

ｗ ｒｉ ｔ
ｅｒｂ ｕｔ ａｌｓｏａｓ ｉｇｎ ｉｆｉｃａｎｔ

ｐ
ｏｓ ｔ

－ｍｏｄｅｒｎｌ
ｉｔｅｒａｒ

ｙ
ｃｒｉｔ ｉｃ

，ｔｈ ｒｏｕ
ｇｈｃｏｍｂ ｉｎ

ｇ
ｈ

ｉ ｓｄｉａ ｓ
ｐｏ ｒａｅｘｐ

ｅｒｉ？

ｅｎｃ ｅ ｓ


９ｗｒｉｔｉｎ
ｇ

ｃａ ｒｅｅｒ
，ａｎｄａｎａ ｌｙ

ｚｉｎｇｈｉｓｗｏ ｒｋ ｓ
，ｐ ａｒｔｉ ｃｕ

ｌ
ａｒ

ｌｙｎｏｎ
－ｆｉｃｔ ｉｏｎｏｎｅ ｓ．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

ｍａｄｅａ ａｎ ａｌ
ｙ
ｓ ｉｓｔｏ ｄｏｍｅ ｓ

ｔｉｃａｎｄ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 ａｌ Ｃｏｅ ｔｚｅｅ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
ａｎｄ ｍａｋ ｅ ａｄｅｔａ ｉｌｅｄ ｉｎｔｒｏ ｄｕｃ

？

ｔｉｏ ｎｏ ｆ ｆｏｕ ｒａｓ
ｐ
ｅｃ ｔｓｔｈａ ｔ ｃａｎｇ

ｏ ｆｕ ｒｔｈｅｒｉｎ ｆ
ｕ ｔｕ ｒｅａｎａ ｌｙ

ｓｉ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