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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马吉姆博主义是独立后肯尼亚政治中的一股重要思

潮， 意指地方分权或者联邦制， 它代表了肯尼亚少数族群的主要诉

求。 在肯尼亚独立后的半个世纪里， 建立中央集权或者实行地方分权

的争论， 一直是肯尼亚政治中的核心话题之一。 肯尼亚独立之初， 肯

尼亚民族主义者内部围绕着究竟是建立中央集权政府， 还是地方分权

的 “马吉姆博主义” 联邦制政府而发生激烈纷争， 最终中央集权主

张占据上风。 此后， 肯尼亚政府的中央集权倾向日益强化， 马吉姆博

主义受到压制。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 伴随着民主化和多党制的重新

实行， 马吉姆博主义再度兴起， 2010 年肯尼亚新宪法确立了地方分

权， 这在独立以来的肯尼亚政治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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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吉姆博” （majimbo， 斯瓦希里语） 意为 “省” 或者 “州”， 而

“马吉姆博主义” 意指建立地方分权的联邦制， 而不是中央集权制， 肯尼

亚少数族群意图借此捍卫自身利益。 马吉姆博主义最早是由肯尼亚非洲民

主联盟在 1960 年至 1963 年的肯尼亚殖民地独立前夕谈判过程中提出的宪

法诉求， 希望由六个或者更多的省份享有平等地位， 从而保护较小族群免

受较大族群的控制。 在肯尼亚独立后的半个世纪里， 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



权的争议， 一直是肯尼亚政治话语的核心话题之一。 早在肯尼亚独立之

初， 肯尼亚民族主义者内部就围绕着究竟是建立中央集权政府， 还是地方

分权的 “马吉姆博主义” 联邦政府而发生激烈纷争， 最终中央集权主张

占据上风。 马吉姆博主义很快就让位给约莫·肯雅塔 （Jomo Kenyatta） 所

主张的 “哈拉姆比” （harambee， 意为 “齐心协力”）。 此后， 肯尼亚政治

体制的中央集权特征日益明显， 马吉姆博主义受到压制。 无论是在肯尼亚

治理结构， 还是在公开政治辩论中， 联邦主义都彻底消失了。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 伴随着民主化和多党制重新实行， 马吉姆博主义重新兴起， 联

邦主义的影响日渐增强。 2010 年肯尼亚新宪法确立了以地方分权作为国

家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
关于马吉姆博主义， 一直有三种不同的解读： 加利·瓦瑟曼 （ Gary

Wasserman） 将马吉姆博主义视作英国殖民者的伎俩， 意图对付约莫·肯

雅塔和奥金加·奥廷加等潜在的肯尼亚民族主义激进派， 这一观点深刻影

响到后来的英帝国史学家。 政治学家唐纳德·罗柴尔德 （ Donald Roth-
child） 对马吉姆博主义进行了深入分析， 认为欧洲白人意图通过马吉姆

博主义来构建跨种族联盟； 第三种观点， 也是目前肯尼亚的主导观点， 是

由肯尼亚著名历史学家贝斯维尔·阿兰·奥戈特 （Bethwell Alan Ogot） 提

出的， 认为马吉姆博主义是一种短暂的偏离 “民族主义” 正轨的细微事

件， 是无足轻重的， 在殖民主义力量消除之后很快就会消失。 尽管奥戈特

的分析承认了非洲人的主动性， 但这三种分析都未充分认识到马吉姆博主

义在肯尼亚族群政治进程中的重要性。 通过研究马吉姆博主义的演变进

程， 有助于理解当代肯尼亚族群政治的基本特征。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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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马吉姆博主义”的短暂出现（20 世纪 60 年代）

（一） “马吉姆博主义” 的出现背景

  1963 年的自治宪法是当时主要政治派别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 （ KA-
NU， 简称 “肯盟”） 和肯尼亚非洲民主联盟 （ KADU， 简称 “肯民盟”）
之间围绕着肯尼亚政治前途的争论的结果。 肯民盟主张肯尼亚实行联邦

制； 而肯盟则主张实行单一制， 主张沿袭殖民时代的议会民主制， 并保留

殖民统治后期的省、 区 （ district） 两级行政区划单位。 1962 年 2 月， 第

二届兰卡斯特议会宪法会议召开之际， 肯民盟对于新宪法提出诉求， 其中

包括建立两院制立法机构， 将肯尼亚分为六个地区 （ region）， 各地区独

立选举政府， 有各自独立的公务员队伍。 这些地区与殖民时代晚期的省份

不同， 反映的是那些希望生活在一起因而主张重新划分行政区划的族群的

诉求， 他们竭力避免遭受基库尤族的统治。 ①

肯盟和肯民盟在宪法观念上的深刻差异， 意味着两党无法就独立后肯

尼亚宪法的结构和形式达成共识。 最终， 英国政府提出自治宪法的框架，
从而打破了僵局。 肯盟和肯民盟领导人承诺组建联合政府， 这是双方都愿

意接受的。 正如肯盟领导层所希望的， 行政部门将由总理领导， 而总理需

要在议会下院获得大多数支持。 肯民盟的诉求也获得满足， 肯尼亚议会建

立上院， 每个区都有一名代表， 另外， 六个地区议会负责具体职能。 该宪

法框架对于宪法修改的条件和程序做出极为严苛规定， 但是白人高地和非

洲人土地的土地所有权等关键问题却留给新内阁来做最后决定。
在殖民部公务员和殖民地政府领导层的协助下， 英国殖民部法律职员

起草了自治宪法， 自治宪法最终需要肯尼亚内阁同意， 但是直至 1963 年

2 月底， 肯尼亚政府内阁中的两党仍然对其中至少 20 处内容存在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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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兰卡斯特会议是确定肯尼亚宪法架构和独立的一系列会议， 一共包括 1960 年、 1962 年

和 1963 年三次会议。 第一次会议召开于 1960 年 1 月， 是在殖民事务大臣伊安·麦克劳德 （ Iain
Macleod） 主持下召开的， 此次会议并未达成协定， 只签署了一份临时宪法。 第二次会议召开于

1962 年 2 月， 此次会议确定了自治框架。 第三次会议召开于 1963 年， 此次会议确定了肯尼亚独

立， 颁布独立宪法， 标志着 70 余年殖民统治的终结。



最终， 殖民地事务大臣邓肯·桑迪斯 （Duncan Sandys） 做出决断。① 桑迪

斯同意肯民盟的要求， 即每个地区都应该拥有对于各自公职人员的控制

权。 1963 年 5 月， 肯尼亚举行大选， 大选过后， 肯尼亚开始实行独立宪

法。 肯尼亚独立宪法规定： 建立两院制立法机构， 设立七个地区议会， 对

于少数种族和族群权利进行全面保护； 对于省级行政机构做出改革， 它原

本是管理殖民地的关键机构。 地区宪法规定： 每个地区的行政秘书 （civil
secretaries） 为最高级别的公务员， 他们服务于地区政府和中央政府； 每

个地区由多个分区组成， 分区 （district） 主管被称作地区政府代理人， 他

们的主要职能是为地区议会的利益服务。
选举完成后， 肯盟立即着手修改宪法。 肯盟赢得了议会下院和上议院

选举， 约莫·肯雅塔成为肯尼亚第一任总理。 肯雅塔、 司法和宪法事务部

部长汤姆·姆博亚 （Tom Mboya） 以及内政部长奥金加·奥廷加 （Oginga
Odinga） 主张肯尼亚尽早实现独立， 并且要求尽早召开会议决定肯尼亚的

宪法形式。 宪法会议定于 1963 年 9 月 25 日召开， 但在此之前， 肯盟政府

力图通过行政手段干预自治宪法的实行， 包括延迟移交各地区职员和资

金， 并试图由中央政府监管分配给各地区的职能。 除此之外， 肯盟领导人

和亲政府的记者还发布公开声明， 极力宣扬修改宪法， 理由是独立宪法所

规定的政府体系极为臃肿， 远远超出了肯尼亚国家所能承受的限度。 而

且， 很多新设立的地区没有足够资源和训练有素的人力来推动新宪法的运

转。 肯盟还声称， 马吉姆博体系将催生出部族主义， 并且破坏民族团结，
这一所谓的 “马吉姆博” 的概念是自私自利的欧洲移民政客发明出的概

念， 他们将这一联邦主义概念强加给缺乏经验的肯民盟领导人。 肯盟还批

评这些肯民盟领导人并非真正的民族主义者。
在第三次兰卡斯特会议时， 肯盟提出修改宪法的要求， 要求对宪法中

的 20 处内容做出修改， 其中包括建立统一的公职委员会， 所有公务员任

用和警察机关完全由中央政府控制。 肯盟还要求减少上议院和下议院批准

宪法修正案所需的多数票数量。 按照英国政府所坚持的框架， 倘若对各地

区的基本权利和架构做出修正， 需要在上院获得 90% 以上的多数票。 肯

民盟仅仅赞成做出向独立过渡所需要的变化， 除此之外， 反对对宪法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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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修改， 并且呼吁全面执行自治宪法。
随后， 肯尼亚民族主义者内部围绕修宪出现激烈纷争， 肯盟和肯民盟

双方均威胁退出会议， 英国政府最终做出回应， 选择支持肯盟。 桑迪斯同

意由中央政府全面控制警察力量， 独立后的肯尼亚将设立单一的公职委员

会， 并且建立统一标准的公务员制度。 最具有影响力的修改是针对宪法修

正程序， 原本需要上院 90% 的同意票才能修改宪法， 改为在两院共同获

得 75% 的赞成票就可以修改宪法。① 随着肯盟在两院逐渐占据上风， 修改

宪法可能性逐渐增大。 这次会议结束后， 肯盟政府违背了对桑迪斯的承

诺， 拒绝全面遵守宪法， 例如， 拒绝将基塔莱 （ Kitale） 和泛恩佐亚

（Trans Nzoia） 区的部分土地转交给西部地区， 以换取裂谷地区的土地。
这一转交是严格按照宪法规定执行的， 并且得到这两个地区议会的同意，
但是肯雅塔政府拒绝执行。

独立后的几个月， 肯尼亚总理即宣布政府打算删除其中有关联邦制的

条款。 宪法修正案草案表面上并没有取消保护个人权利以及地区和两院制

立法机关的条款， 但是这些条款暗中却遭破坏。② 到 1964 年 11 月， 在肯

民盟被迫解散的情况下， 宪法修正案在两院获得通过， 其中的一个重大变

化是， 土地控制权收归中央政府， 这一行动于 1965 年完成。
1965 年， 肯盟政府继续修改宪法。 修改后的宪法对于提出宪法修正

案的多数票要求进一步降低， 只需在两院获得 65% 的多数即可。 关于宣

布紧急状态， 宪法要求从 65% 降低至简单多数票， 这是肯盟领导人从

1963 年 6 月获得政权之后所一直寻求的目标。 尽管参议院依然存在， 但

是此时的地区已经改为省， 省级行政部门重新以殖民时代的形式出现。 省

专员取代了之前的行政秘书， 成为省内级别最高的公务员。 地区政府负责

人重新恢复了地区专员的头衔， 他们身着与殖民时代相似的制服， 并且职

能也相似。 地区议会只是名义上存在， 它们的职能已经丧失。 1966 年 12
月， 宪法再次遭到篡改， 肯盟取消参议院， 所有参议员被并入一院制议会

之中， 这意味着马吉姆博主义的彻底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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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马吉姆博主义” 的消失原因

到 20 世纪 60 年代末， 马吉姆博主义已经消失， 其原因主要包括：
第一， 肯盟激烈反对马吉姆博主义。 相比普通成员， 肯盟领导层更加

反对马吉姆博主义， 他们决计要推翻独立宪法。 肯盟之前在第二届兰卡斯

特会议上遭受严重挫折。 在 1961 年立法委员会选举获胜后， 肯盟代表团

访问伦敦， 他们所提出的宪法计划是按照威斯敏斯特模式建立单一制的共

和国， 但第二届兰卡斯特会议却是按照肯民盟的主张建立起马吉姆博主义

的联邦制。 在前两次的兰卡斯特会议上， 英国一直希望尽可能分化肯盟，
推动汤姆·姆博亚领导的温和派疏离约莫·肯雅塔和奥金加·奥廷加，
并加入肯民盟； 希望促进肯民盟和肯盟组建联合政府， 促进肯尼亚稳

定。 这两个目的都有助于肯民盟的宪法计划： 肯民盟已经控制肯尼亚现

有内阁， 同意在 1961 年选举后组建政府， 帮助英国殖民部摆脱困境。 肯

盟拒绝参与选举， 除非释放肯雅塔。 早在 1953 年， 肯雅塔遭到英国殖民

当局逮捕。
肯盟意图废除独立宪法的重要理由， 是它强调独立后的肯尼亚需要强

有力的中央政府。 1963 年 6 月 1 日肯盟领导人掌权后， 主张肯尼亚建立

一党制的单一制国家。 肯民盟则主张建立联邦制， 以防范专制政府的产

生， 并且将多党制视作是民主政治的有效保障。 肯盟领导人反对这些建

议， 强调肯尼亚应当实现国家统一， 宣称马吉姆博主义会导致部族主义和

分裂。① 在肯盟掌权后的一个月内， 政府开始抨击多党制， 并呼吁国家实

现统一， 批评肯民盟领导人是部族主义者、 机会主义者。 肯盟部长很快意

识到， 自治宪法赋予地区相当大的权力和职能， 中小学教育、 卫生服务和

土地很难实现中央管理和控制。 如果要实现肯盟的政治和经济目标， 特别

是在土地转让方面的诉求， 肯盟政府必须实现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恢复殖

民统治时期的行政控制。 肯盟认为， 自治政府和独立宪法赋予地区议会太

多权力和责任， 以致中央政府无法实现控制。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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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政府公职人员激烈反对马吉姆博主义。 尽管自治和独立宪法并

未完全体现肯民盟所倡议的联邦政府结构， 但与殖民时期的行政制度相

比， 已经有很大突破。 例如， 立法机关的结构、 创制地区并将其作为职能

和权力下放的基本单位， 以及重组省级行政机构。 然而， 1963 年新宪法

所要求的结构和实践方面的变化难以实施， 因为肯尼亚缺少地区政府的传

统， 也没有民主决策机制。
公职人员尤其反对马吉姆博主义。 例如， 外籍公务员反对自治宪法带

来的变化， 特别是为各地区和中央政府设立单独的公务员队伍， 并将土地

控制权置于各地区议会， 而不是中央委员会控制之下。 外籍公务员的反对

意见十分重要， 因为他们支持肯盟在第三届兰卡斯特会议前夕进行修宪。
资深的非洲公务员也持反对态度， 例如， 邓肯·恩代格瓦 （Duncan Ndeg-
wa） 和肯尼斯·马迪巴 （Kenneth Matiba）， 他们强烈反对马吉姆博主义，
主张尽快消除肯尼亚政府架构中的联邦制。

第三， 肯民盟领导人以及中央和地区立法机构当选议员的态度。 肯民

盟领导人之所以坚持联邦制， 是认为这一体制最有利于维持民主价值观

念。 并且， 在它无法控制中央政府的情况下， 它可以先控制地区政府。 此

外， 马吉姆博主义的政府体制能够为单个族群的土地所有权提供保护， 以

免受基库尤人控制。① 在 1963 年选举前后， 许多肯民盟领导人借助族群

情感来捍卫土地权益。 针对卡伦金人和马赛人声称自己是白人高地 “合

法” 的所有者， 他们予以坚决反对。
马吉姆博主义诉求很快成为族群竞争的手段。 马吉姆博主义一旦实

现， 势必导致严重的族群清洗， 这遭到支持肯盟的基库尤人的激烈反对。
肯民盟还呼吁重新划定省界， 也是为了利用族群情感。 肯民盟的这一诉求

在很多地区深受欢迎， 但是对于选举并未产生太大影响。 例如， 恩布人

（Embu） 和梅卢人 （Meru） 在地区边界委员会的调查期间明确表示不希

望与基库尤人处在同一地区， 但在选举过程中仍然投票给肯盟。 此外， 肯

民盟的策略适得其反， 它提议设立包括卢西亚人 （ Luyia）、 卡伦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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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lenjin） 和图尔卡纳人 （Turkana） 在内的西北地区， 但这导致严重分

裂。 族群动员不仅在选举过程中没有取得成功， 而且使得肯盟领导人有理

由将肯民盟视作分裂肯尼亚并破坏民族主义的部落主义者。 肯民盟宣称，
支持马吉姆博主义主要是为了捍卫民主， 但这很难激起选民的广泛支持。
这些大多数是文盲的选民大多认为， 获得独立要比言论自由或权力分立等

民主价值观念更为重要。
在 1963 年宪法制定过程中， 肯民盟的很多宪法目标都获得实现。 但

是， 肯民盟的自身弱点削弱了该党及其宪法计划， 其重要原因是肯民盟的

少数地位以及党员脱党。 1963 年选举对于宪法执行和马吉姆博理念保护

至关重要， 但该党表现不佳。 由于资金缺乏， 肯民盟在三次投票中只能采

取防守策略。 不过， 肯民盟赢得三个地区议会多数席位以及足够多的参议

院席位， 使得议会无法通过该党所不赞成的宪法修正案。 但是， 肯民盟在

下院和全民投票中遭遇决定性失败。 此次投票之后， 很多众议员由肯民盟

转投执政党肯盟。 1964 年， 脱离肯民盟的党员日渐增多。 背叛肯民盟并

加入肯盟的大多数人， 主要是由于中央政府所提供的恩庇资源的吸引力，
而不是意识形态和政策考虑。 1963 年至 1964 年， 大批政客离开肯民盟转

投肯盟。 肯民盟主席丹尼尔·阿拉普·莫伊 （Daniel arap Moi） 的情况很

有代表性。 1962 年至 1963 年， 莫伊是马吉姆博主义的发言人， 在 1964
年却改投肯盟。 莫伊在独立当天进入内阁， 最终成为约莫·肯雅塔的继承

者， 担任政府领导人， 并在此过程中获得巨大权力和巨额财富。
第四， 前殖民宗主国英国的态度。 1963 年 10 月以后， 英国希望在

维持自治政府和独立宪法的同时保持地区主义， 这反映了它希望肯盟和

肯民盟在政府中实现妥协。 在第二届兰卡斯特议会会议上， 英国殖民部

支持肯民盟， 并不是因为英国政府支持马吉姆博主义， 殖民部公务员以

及政治领导层对此并不热衷。 在此之前的 10 年里， 英国一直希望扶持

稳定的非洲继承力量， 从而维持肯尼亚在独立后继续保持稳定和秩序。 英

国的战略意图是保护私有财产 （特别是土地） 以及英国在肯尼亚的投资，
并确保肯尼亚在 “冷战” 中站在英国一边。 事实上， 肯尼亚倒数第二任

总督帕特里克·瑞尼森爵士 （ Sir Patrick Renison）， 以及当时的殖民部东

非司负责人 F. D. 韦伯 （F. D. Webber） 曾经于 1961 年 10 月表示， 肯民盟

的计划将导致 “这个国家彻底巴尔干化， 并使得各国对肯尼亚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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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失信心”。① 从 1963 年年底开始， 英国人开始将肯雅塔领导的肯盟政府

视作实现自身战略意图的保证。

（三）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肯尼亚政治

20 世纪 60 年代， 肯民盟的宪法计划缺乏选举吸引力， 这反映了肯尼

亚政治的族群特性， “少数” 族群支持的政党无法赢得全国选举。 肯盟在

1961 年和 1963 年选举中获得当时两个最大的族群基库尤族和卢奥族的支

持。 这种支持在 1963 年以及随后的多党选举中已经是十分重要的因素。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至 80 年代末， 联邦制乃至于 “马吉姆博” 这个

词语从肯尼亚政治话语中彻底消失， 在肯盟内部以及外部的政治和意识形

态竞争中已经不起作用。 1966 年至 1969 年的反对党肯尼亚人民联盟

（Kenya Peoples' Union） 在挑战肯盟的过程中也没有提到过联邦制。 马吉

姆博主义观念已经无人再提及， 并且被公众所遗忘。
不过， 肯民盟支持者在肯尼亚政治中仍然十分活跃。 尽管马吉姆博主

义已经消失， 但是很多肯民盟党员在 1969 年之后的单一制政党体系中继

续获得权力和影响， 有些肯民盟党员在肯盟担任领导职务。 但是， 20 世

纪七八十年代， 马吉姆博主义并未受到任何支持， 肯尼亚政客们对这一问

题避而不谈。

二 马吉姆博主义重新出现（1990 年至 1997 年）

20 世纪 60 年代肯民盟所倡导的联邦制和多党制， 在肯雅塔统治时期

已经全然消失。 不同地区公平发展的诉求， 成为这时的马吉姆博主义诉求

的重要内容， 这表现为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的 “区域重点农村发展计

划”。 该计划目的是重新关注地区发展， 并实现决策权下放， 从而为那些

在 1963 年之后发展滞后的地区提供更多资源， 例如， 人均收入、 基础设

施、 学校和卫生设施等。 然而， 该计划并未成功实施。② 20 世纪 9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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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 随着肯尼亚重新实行多党制， 马吉姆博主义再度出现在肯尼亚政治

舞台。

（一） 1992 年选举冲突

1991 年年中， 联邦制重新出现在肯尼亚政治和宪法话语之中， 这是

当时很多肯尼亚人所始料未及的。 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受到密切关注， 而

马吉姆博主义重新成为关注焦点。 莫伊及其支持者声称， 肯盟政府为肯尼

亚带来和平、 团结与繁荣。 20 世纪 80 年代， 肯尼亚经济发展遭遇严重困

难， 这与经济环境密切相关， 但是也与莫伊政府腐败日趋严重、 经济管理

不善有关系， 莫伊政府也因此招致国内外激烈批评。
1990—1991 年， 在经济形势恶化的情况下， 肯尼亚局势尤为动荡，

来自援助国和国际援助组织的压力增加， 针对莫伊政权的抗议活动加剧，
并引发严重的暴力事件， 特别是 1990 年的 “萨巴萨巴” 抗议活动。 冷战

结束后， 西方国家不再对支持莫伊政权感兴趣。① 新成立的政党恢复民主

论坛 （FORD） 提出重新回归多党制的要求， 积极推动肯尼亚政治朝民主

方向发展。② 然而， 联邦制并非改革诉求的重要组成部分， 无论是以往并

未支持马吉姆博主义的奥廷加、 卢比亚、 马蒂巴等政客， 还是加入恢复民

主论坛的前肯民盟领导人， 他们都未明确支持联邦制。③ 恢复民主论坛之

所以回避联邦制问题， 主要是因为莫伊政权试图将联邦制作为回绝政治变

革诉求的手段。 莫伊总统的支持者在 1991 年 7 月议会发言中提出实行联

邦制的口号， 强调人们真正想要的并非结束一党制， 而是马吉姆博

主义。④

马吉姆博主义的鼓吹者主张将 “外人” 赶出自己合法购买的土地，
这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引发严重的政治紧张关系。 1991 年 8 月， 卡伦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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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委员约瑟夫·米索伊 （ Joseph Misoi） 在公开会议上提出马吉姆博主

义诉求。 接下来， 大批的卡伦金族和马赛族政客呼吁实现马吉姆博主义，
他们在集会上明确宣扬反基库尤。 威廉·欧莱·恩提玛玛 （ William ole
Ntimama） 积极鼓吹马吉姆博主义诉求， 企图借此驱赶其他族群离开裂谷

省， 强调该省土地属于卡伦金族、 马赛族、 图尔卡纳族和桑布鲁族等。 马

吉姆博主义成为 1991—1992 年族群冲突的前奏， 1991 年 10 月从南迪地

区开始， 冲突很快席卷裂谷省、 尼扬扎省和西部省， 数千名肯尼亚人遭受

冲击。 在此期间， 莫伊总统并没有公开表态。 莫伊的一些支持者显然接受

马吉姆博主义观念， 但他不愿意改变这种将巨大权力置于总统手中的单

一制。①

1992 年选举为莫伊及其肯盟提供了实现变革的机会。 当年 3 月， 肯

盟政府公布法案， 提出要改变一党制， 但并未表明是否要建立联邦制政

府。 无论是肯盟还是反对党， 都没有提出建立联邦制的诉求。 在 1992 年

12 月总统大选中， 莫伊取得胜利， 肯盟取得总统职位和议会控制权。 与

1961 年和 1963 年多党选举一样， 选民按照族群分化。 1963 年强烈反对马

吉姆博的族群， 此时激烈反对莫伊和肯盟， 例如就有 98% 的基库尤人投

票反对。 卡伦金人、 米吉肯达人和马赛人曾经在 1963 年投票支持马吉姆

博主义， 然而此时却积极支持肯盟和莫伊， 他们中间的投票支持者分别占

93% 、 79% 和 78% 。

（二） 1997 年选举冲突

莫伊胜利并未结束马吉姆博主义， 而是不断爆发族群暴力， 这些暴力

活动在 1997 年选举时达到顶峰。 肯尼亚滨海省、 裂谷省和西部省爆发的

族群冲突的具体原因各不相同， 但是大体上可以看作是由于 “马吉姆博

主义” 所致。 这其中包括历史上存在的土地不满， 怨恨和反对 “外来者”
占用本地区土地， 而这些土地应当留给 “土著” 居民， 还认为政府职员

雇佣方面偏袒某些族群， 并要求公平分配资源和社会服务设施。 这些

“土著” 群体将马吉姆博主义视作捍卫自身利益的途径， 但是并未明确提

出实行联邦制度的具体建议。 此外， 反对党、 教会团体、 肯尼亚的法律协

会， 以及越来越多的代表公民社会意见的非政府组织， 他们的诉求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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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总统权力， 包括要求废除限制政治活动并剥夺公民自由的法律， 改革

选举法和程序以确保选举更加公平。 在这些变革要求中， 并没有马吉姆博

主义诉求。①

这些群体及其要求成为 1997 年选举的关注焦点， 因为国民议会执行

委员会急切地在选举前推动宪法改革。 由于街头抗议、 罢工和暴力活动的

爆发， 肯盟和反对党领导人在投票之前以跨党派议会小组一揽子改革方案

的形式实现妥协， 意在遏制总统操纵选举结果， 并使竞争环境变得更加公

平透明。 跨党派议会小组改革方案包括允许组建联合政府的修正案。 更重

要的是， 跨党派议会小组承诺修改宪法， 并且建立修宪委员会来征集公众

意见。② 莫伊和肯盟再次击败了分裂的反对派， 因为跨党派议会小组改革

方案未能阻止莫伊操纵选举。
尽管如此， 宪法改革在选举后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这一事实以及改革

承诺意味着接下来 10 年时间里， 肯尼亚的政治主题是修改宪法。 1998 年

至 2008 年间， 所有这些修宪承诺都失败了。 然而， 马吉姆博主义在宪法

话语中重新处于中心地位。

三 马吉姆博主义与肯尼亚新宪法

进入 21 世纪， 肯尼亚加快宪法修订进程。 2010 年通过的新宪法意味

着联邦制成为制定宪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马吉姆博主义在肯尼亚历史上首

次获得大多数选民支持。

（一） 2002—2005 年修宪进程

1998 年， 肯尼亚政坛和公众开始谈论制定新宪法， 不过各方很快就

对肯尼亚宪法审查委员会 （CKRC） 的构成和目标发生分歧。 征集民意和

宪法改革进程进展十分缓慢， 包括新教徒、 穆斯林和印度教领袖在内的群

体试图为肯尼亚民众提供一部由 “人民所推动的” 宪法。 在国家发展党

（NDP） 议员和该党总统候选人莱拉·奥廷加 （Raila Odinga） 支持下，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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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成立特别委员会监管修宪进程。 1999—2000 年， 这种情况引发不同形

式的分歧、 抗议与对抗， 在紧张局势和断断续续的暴力进程中， 修宪进程

停滞下来。 2000 年 5 月， 新的宪法审查委员会成立， 肯盟和国家发展党

控制了修宪进程。①

正是在这一条件下， 联邦制重新出现在宪法修订进程之中。 过去 10
年里， 一直主张实行马吉姆博主义的肯盟领导人再次站在前列。 倘若肯尼

亚要制定新宪法， 就必须保护他们自己以及所属族群的利益。 卡伦金族和

马赛族领导人力求保护他们认为属于自己的土地和资源。 这在 20 世纪 90
年代族群冲突之后显得尤为重要， 许多被赶出家园的人希望在肯盟下台后

重新夺回自己的财产。 推动马吉姆博主义兴起的另一重要原因在于， 在经

济形势恶化和腐败日益严重情况下， 需要公平分配国家资源和社会服务，
以确保均衡发展。 削弱行政权力， 并且实现权力下放， 能够确保莫伊接任

者不会偏袒自己所属族群。 虽然这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被解释为重新回归到

20 世纪 60 年代初的问题， 但是此刻选民对于马吉姆博主义的支持并不比

1962—1963 年多。 基库尤人、 恩布人、 梅卢人和卢奥人依然敌视马吉姆

博主义， 而卢西亚人 （ Luyia）、 坎巴人 （ Kamba） 和古西人 （ Gusii） 并

未期望建立联邦框架。② 因此， 包括联邦制在内的修宪进程面临重重

困难。
2000 年， 资深的肯尼亚宪法律师雅什·帕尔·盖伊 （Yash Pal Ghai）

被任命为肯尼亚宪法审查委员会主席， 负责召集肯尼亚修宪委员会， 在

2002 年大选之前制定新宪法。 宪法修改受到多方面因素的推动： 首先，
肯尼亚民意。 肯尼亚修宪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的公民教育和民意征集表

明， 公众强烈希望修改宪法， 改变此前 40 年时间里肯尼亚高度集中的总

统制。 除了削减行政权之外， 民众还希望扩大公民自由， 并结束各种形式

的腐败。 民众希望建立对人民负责的政府。 其次， 外部力量支持。 20 世

纪 90 年代初以来， 肯尼亚的捐助国组织， 尤其是美国和欧盟成员国， 与

世界银行和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一道， 迫使莫伊政权进行政治改

革， 敦促肯尼亚制定新宪法。 美国和德国政府为肯尼亚宪法审查委员会提

供资金和技术支持。 由于这两个国家都有长期的联邦制传统， 是运转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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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联邦制国家的代表， 有助于提升马吉姆博主义在肯尼亚宪法改革进程中

的重要性。 再者， 肯尼亚民众普遍认为肯尼亚首任总理和总统约莫·肯雅

塔与当前肯尼亚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密切相关， 因而开始反思宪政体制问题。
2002 年 9 月， 盖伊教授代表宪法审查委员会公布新宪法草案， 对马

吉姆博主义的支持表现为权力和权威去中心化。 宪法草案要求经由 “混

合成员比例选举制度” 选出两院制立法机关。 在行政机构改革方面， 要

求削弱总统权力， 总理负责管理政府并对议会负责。 在向联邦制迈出的重

大举措中， 选举产生的区域和地区委员会被赋予特定职能以及一定的立法

权。 新的分配法案于 10 月中旬提交给议会， 接下来是召开宪法会议批准

草案， 但这是行不通的， 因为在扩大议会和总统任期方面没有达成协议。
莫伊和肯盟领导人更在意总统继承人， 而不是新宪法。 莫伊试图向他所青

睐的接班人乌呼鲁·肯雅塔移交权力， 但是遭遇强烈反对。 莫伊试图通过

解散议会来压制这些反对意见并实现党内团结。 新宪法批准需要等到当年

12 月份总统选举之后。①

在这一过程中， 肯盟开始崩解， 很多人离开肯盟并组建反对党， 团结

在候选人、 前任副总统姆瓦伊·齐贝吉 （ Mwai Kibaki） 周围， 从而对总

统和议会选举结果产生深刻影响。 肯盟惨遭失败， 失去了自 1963 年以来

一直享有的权力控制。 这对于马吉姆博主义的命运产生重要影响。 恩提玛

玛、 前副总统乔治·塞托提 （ George Saitoti）、 前部长斯蒂芬·卡隆佐·
穆西约卡 （Stephen Kalonzo Musyoka） 退出肯盟。 他们过去曾经支持过马

吉姆博主义， 此时对马吉姆博主义再度表示支持。 不过， 马吉姆博主义的

最重要支持者是莱拉·奥廷加。 作为议会特别委员会主席， 奥廷加一直支

持修宪委员会草案， 特别是在莫伊和其他肯盟领导人攻击该草案是不适合

肯尼亚需求的 “舶来品” 时。② 此后， 奥廷加支持宪法草案及其权力下放

的条款， 表明卢奥 （Luo） 族立场出现重大转变， 从而标志着以族群为基

础的肯尼亚政治发生重构。 卢奥族选民在 1963 年曾经响应莱拉的父亲奥

金加·奥廷加的呼吁， 对于马吉姆博主义持反对态度。 老奥廷加终生一直

反对马吉姆博主义。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 莱拉·奥廷加接受了他父亲的

思想， 拒斥联邦制。 莱拉的态度转变， 是推动肯尼亚重新实行联邦制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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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因素之一。
尽管出现这种转变， 但是以联邦制为基础的新宪法遭遇困难。 宪法纷

争的焦点是行政部门和总理担任政府首脑， 以及在选举前完成的肯尼亚宪

法审查委员会宪法草案中提出的下放权力。 齐贝吉和肯尼亚国家联盟党

（NAK） 支持总统担任政府首脑， 他们认为任何新宪法都不需要总理。 然

而， 齐贝吉在大选前夕曾经承诺赢得选举之后将会任命莱拉·奥廷加为

总理。
2003 年至 2004 年， 肯尼亚举行多次国家宪法会议， 在这些会议上爆

发出激烈的争吵， 反映了深刻的政治与族群分裂。 宪法会议还围绕着实行

联邦制或单一制的效果发生激烈纷争。 马吉姆博主义的反对力量认为， 对

于刚刚结束莫伊统治的肯尼亚来说， 实行马吉姆博主义的代价太过昂贵，
因为马吉姆博主义将引发国家四分五裂， 削弱民族团结， 助长部族主义。
而且， 并非所有获得职能下放的机构部门都有足够资源和训练有素的人

力。 批评者还强调， 苏丹和尼日利亚所实行的联邦制并未取得成功。 齐贝

吉的亲信在此前十多年里一直没有力量和影响力。 对即将到来的权力和财

富的饥渴， 他们所希望的是单一制和单一的行政权力中心， 以便最大限度

地获取财富。 然而， 倘若实行从中央向地方的权力下放， 他们的这一期待

将变得难以实现。 围绕着联邦制的族群界限仍然十分明显， 大多数基库尤

族、 恩布族和梅鲁族政客呼吁单一制国家， 而很多古西人也反对马吉姆博

主义。 宪法会议标志着卢奥族开始往另一方向转变。 由于政治分裂的加

深， 无论是以原则还是族群为基础， 宪法会议无法就新的统治工具获得宪

法形式达成共识。
这些分裂被证明是很难克服的， 以至于无法在 2004 年制定出一部新

宪法。 宪法会议制定出复杂的权力下放制度， 也就是所谓的 “零号草案”
（Zero Draft）， 其中包括地区和区级的管理机构和两院制立法机构。 大多

数议员认为议会应当拥有新宪法的最终决定权。 然而， 这一进程从未完

成， 因为肯尼亚高等法院裁定， 任何新宪法必须得到宪法会议或全民投票

批准。 这一裁决延迟了修宪进程。 马吉姆博主义已经回到肯尼亚宪法话语

的核心。 肯尼亚公众不再争论马吉姆博主义的必要性， 而是考虑实行马吉

姆博主义的具体形式。 很多人认为权力下放将使得政府对民众更加负责，
并且要比遥远的中央政府更能提供有效服务， 并为土地等当地资源的有效

管理提供手段。 马吉姆博主义得以存在， 但是对它的具体形式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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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
肯尼亚议会内外关于马吉姆博主义的讨论仍在继续。 新宪法于 2005

年 7 月获得议会批准。 齐贝吉内阁围绕建立一院制立法机构和两级权力下

放 （区和中央政府） 计划发生严重分歧， 最终保留了总理职位， 但是其

权力受到严重削弱。 总检察长阿莫斯·瓦科 （Amos Wako） 被授权制定宪

法草案， 并交由全民投票批准。 这份宪法草案于 8 月公布， 暴露出肯尼亚

国内深刻分歧。 2005 年 11 月举行的全民公决对 “瓦科草案” 投票表决，
“否决票” 一方获胜， 而马吉姆博主义是决定投票结果的关键因素之一。
橙色或反草案力量表示， “瓦科草案” 在权力下放方面做得不够， 而且民

众对于土地条款的一些内容感到不满， 包括土地管理和分配偏向中央政

府。 这一全民公决结果也反映出齐贝吉政府不受民众欢迎， 关键原因在于

此时权力下放 “深受民众欢迎”①。 马吉姆博主义之所以受到欢迎， 是因

为之前推行的选区发展基金带来了基础设施改善和社会服务。 当时的全国

彩虹联盟 （National Rainbow Coalition） 政府在 2003 年之后采取权力下放

措施， 规定将一定比例的政府发展资金用于所在选区的发展项目， 并交由

当地议员根据当地民众意愿来进行管理。 这次公投表明肯尼亚民众对联邦

制的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 1963 年曾经支持肯民盟的大多数地区和族群，
如裂谷省的卡伦金人和马赛人， 以及滨海省的米基肯达人和部分卢西亚人

对宪法投下 “反对票”， 以往一直反对马吉姆博主义的卢奥人和坎巴人也

投下了 “否定票”。 基库尤人、 恩布人和梅鲁人则投下 “赞成票”。 这反

映了民众接受有限的权力下放， 而不是对马吉姆博主义热情支持。

（二） 2007 年大选冲突

随着全国彩虹联盟联合政府在全民投票之后发生分裂， 修宪和马吉姆

博主义的问题留给了 2007 年大选。 奥廷加及其支持者建立橙色民主运动

党 （ODM）， 将马吉姆博主义作为推翻齐贝吉并接管国家控制权的手段。
奥廷加承诺在六个月内出台一项新宪法， 并且以 2003 年和 2004 年全国会

议制定的草案为基础， 该草案遭到齐贝吉及其盟友的激烈反对。 该宪法草

案规定了三级 （国家、 地区 / 省、 区） 权力下放和两院制立法机关。 橙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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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运动要求将马吉姆博制度作为解决区域不平等与贫困问题的重要途

径。 该党提出不仅要建立联邦制， 而且要把大部分的国家资金重新分配给

各个地区。 对于这一联邦制诉求， 齐贝吉的民族团结党 （Party of National
Unity） 予以激烈反对。 这场运动在族群上是分化的， 因为马吉姆博主义

的某些因素曾经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族群冲突中十分明显， 包括过去的土

地诉求和族群清洗， 往往要比治理和联邦制更受关注。 例如， 民族团结党

支持者认为， 所谓的马吉姆博呼吁是要将基库尤、 恩布和梅鲁人从他们并

未被看作是土著居民的地区赶走。
围绕马吉姆博主义以及其他问题所发生的族群分化， 导致肯尼亚在有

争议的选举结束后走向灾难。 支持橙色民主运动和联邦制的族群对于民族

团结党支持者发动袭击， 而后者也发动报复性攻击。 事后有关选举后暴力

事件原因的调查认为， 暴力发生原因在于一些政客和活跃分子利用马吉姆

博主义诉求作为攻击对手及其支持者的借口。 这次选举暴力结束后， 由齐

贝吉担任总统和奥廷加担任总理的联合政府成立。 然而， 这并不意味着联

邦制相关问题的结束。 尽管马吉姆博主义在一些地区名誉扫地， 但是联邦

制代表着很多民众的诉求。
联合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制定一部新宪法。 2008 年， 肯尼亚重新启动

宪法修订工作。 由肯尼亚人和非肯尼亚人组成的专家委员会共同负责制定

新宪法。 新宪法的目标是推动民族国家构建， “把政府权力下放作为权力

分享、 自治和公众参与的一种形式， 具有民族构建和国家构建的要素”①。
到 2009 年 11 月， “和谐草案” 公布， 其中要求总理作为政府首脑， 并实

行三级的权力下放制度。 议会专门委员会将三级减为两级， 分权政府主要

单位变为 47 个县， 每个县选举出县长和县议会。 委员会于 2010 年 2 月提

交最终草案。 中央立法机关是两院制的， 上院仍被称为参议院。 其权力和

责任主要与县和下放权力有关。 宪法草案还取消了总理职位， 因为民选总

统是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 尽管权力大大降低。 与过去不同， 各部负责人

将不再是立法机构成员。 这样一部权力下放的宪法最终于 2010 年 4 月获

得议会批准， 并且在齐贝吉和奥廷加的支持下， 于 2010 年 8 月在全民投

票中获得通过。 在肯尼亚政治史上， 这次全民公决是极为独特的， 因为卢

43  非洲研究

① Y. P. Ghai， “State， Ethnicity and Economy in Africa”， in H. Hino， et al. ， eds. ， Ethnic Di-
versity and Economic Instability in Af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143.



奥族和基库尤族也支持马吉姆博主义。 事实上， 马吉姆博主义宪法获得几

乎所有族群的大多数选民支持， 唯独绝大多数的卡伦金族选民投了 “否

决票”。 2010 年 8 月 27 日， 新宪法正式颁布， 是为肯尼亚第二共和国宪

法。 这部宪法于 2013 年 3 月大选之后生效。 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长期沉寂

的马吉姆博主义此时已经复活。 权力下放重新成为肯尼亚治理制度的重要

组成部分。

结 语

半个世纪以来， 除了数次族群冲突之外， 肯尼亚政治局势基本保持稳

定。 与此同时， 肯尼亚的民族国家建构经历了较为曲折的过程， 表现出明

显的恩庇主义特征， 一些政客操纵国家建设以满足狭隘的私欲。 鉴于独立

后的发展经历， 肯尼亚公众重新认识到权力下放的重要性， 在纷繁复杂的

政治纷争中， 肯尼亚于 2010 年颁行新宪法， 新宪法强调打破国家权力集

中化， 资源配置公平化， 构建肯尼亚公民身份意识， 并且通过承认多样性

来加强民族团结， 公平公正对待边缘群体和地区。 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途

径之一就是权力下放， 这在很多方面代表着回归到 20 世纪 60 年代初的马

吉姆博主义理念。① 马吉姆博主义的演变， 折射出独立后肯尼亚政治进程

的曲折性和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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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jimboism means devolution or federalism， which mainly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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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s political appeal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the half century after independ-
ence， the controversy of centralized unitary state or devolution had been the
central issue of Kenya politics. In the wake of independence， there was serious
division in Kenyan nationalist over the issue of centralization or decentralization，
finally it was the centralization ideology that had upper hand. The Kenyan gov-
ernment gradually centralized， and majimboism was curbed temporarily in the
1990s， with the advent of democratization and multiparty elections， majimbo-
ism had resurged， and the 2010 Kenya Constitution affirmed the decentralized
political framework， which formed one milestone of Kenya political process.

Keywords： Kenya， Ethnic Politics， Majimboism， D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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