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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 容提要 】 南 苏 丹持 续 武 装 冲 突 导 致 大 董 难 民 产 生
， 使 其 迅速

成 为 全球 第 四 个难 民 超过 百 万 的 国 家 。 南 苏 丹 难 民 源 源 不 断地 涌 入 邻

国
，
而 邻 国 的 应 对 能 力 极 为 有 限 ， 国 际 救援 又 因 协调 困 难 而 面 临 多 种

挑 战 ，
这使 南 苏 丹 难 民 处 于极度 恶 化 的 生 存 环 境 之 中 。 难 民 规模 的 庞

大 、 难 民 生 存 环 境 的 日 益 恶 化 和 人 道 主 义 救援 的 受 限 是 造 成 难 民 救援

困 境 的 主 要 因 素 。 虽 然 南 苏 丹 难 民 问 题 短 期 内 难 以 解 决 ， 但 为 了 摆 脱

眼 前 的 保 护 困 境 ， 南 苏 丹 冲 突 各 方 必 须 立 即 停 止 袭 击 平 民 ， 邻 国 应 迅

速 扩 大 其 对 南 苏 丹难 民 的 安 置 和 救 助 ， 而 国 际 社 会 则 应 着 力 帮 助 南 苏

丹 邻 国 改 善 人道 主 义 救 助 环境 。 当 然 ， 南 苏 丹 难 民 问 题 的 最 终 解 决 取

决 于 南 苏 丹 国 内 和 平 与 穗定 的 实 现 ， 以 及 南 苏 丹 邻 国 和 国 际 社会 的 积

极合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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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 民 问题长期 困 扰非洲 国 家 ， 南苏丹邻 国 的南 苏丹难 民 问题也不例

外 。 据联合 国难 民署 ２０ １ ６ 年 ７ 月 ７ 日 公布 的数据显示 ， 目 前南苏丹 已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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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 洲研 究

成为 全球 由 冲 突导致的人 口 流离失 所最 为 严 重 的 国 家之一 。

？ 另 根据 联合

国 人道 主 义事 务协调办公室 （
ＯＣＨＡ

）２０ １ ６ 年 １ ０ 月 的报告 ， 南 苏 丹难 民

人数 已 超过 １ ００ 万
， 使南苏丹成为继叙利 亚 、 阿富 汗和索马里之后 的世界

第 四 个难 民超过百万 的 国 家 。

？ 深人探讨南苏丹难 民 的保护 及其 面 临 的现

实 困 境 ， 有助 于 国 际社会找寻行之有效 的 短期应对措施和长期解决途径 。

一

南苏丹难民的产生及其分布

南苏丹 国 内 不安全局势 的扩散 和 经济危机 的持续是导致南苏丹难 民不

断产 生 ， 并发展为 大规模难 民潮 的 主要原 因 。 与 此 同时 ， 南苏丹 国 内 数量

众多 的 流 民不仅极 易 沦 为难 民 ， 而且 随时有 可能 引 发更大规模 的难 民潮 。

由 脆弱 的政治 生态不断引 发 的不安全局 势和 冲 突是南苏丹难 民不 断 出

现的 最 主要原 因 。 独立之初 ， 南苏丹便 因 领土纠 葛 、 石油 收人分成 、 返 回

苏丹 的南方武装组织等问题 ， 不断与 苏丹在边界地 区发生摩擦 ，
并爆发大

规模武装 冲 突 ，
导致大量难 民产生 。 更为严重 的是 ， 南苏丹 国 内 种族关系

复杂 ， 政治派别之间 的权力 斗争异常激烈 ， 局部 冲 突甚至全 国 范 围 的 内 战

持续不 断 。 战乱 引 发 的严重人身不安全和粮食不安全 ， 迫使大量平 民逃往

邻 国
，
沦 为难 民 。

２０ １ ３ 年 １ ２ 月 ， 南苏丹首都朱 巴 爆发激烈武装 冲 突 ， 并

迅速演变 为 全 国 范 围 的 内 战 。 仅在 冲 突 的 第 一 个 月 就 有 ４ １ ．３ 万 南苏 丹人

流离 失 所 ， 成千上万 的平 民逃往联合 国 临 时搭 建 的 难 民 营避难 。

？ 冲 突使

南苏丹 陷 人 了 人道 主 义 和人权 的 双重危机 ， 头一个 月 的 冲 突就使南苏丹这

个新生 的共和 国倒 退 十年 ， 国 家 面 貌 又 回 到 了 十 年前 的 状 况 。

￥在 国 际社

①联 合 国 新 闻 ： 《 南 苏丹这 五 年 》 ，

２ ０ １ ６ 年 ８／］ １ ８口 ，
ｈ ｔ ｔ

ｐ／／ｍ
ｐｗ ｅ ｉ ｘ ｉ ｎｑ ｑｒ ｏｍ ／ ｓ ？ｈ ｉ ｚ＝

Ｍ
ｊ
Ｍ ５ Ｎ ｚ Ｕ ４ ＯＴＭ ０ Ｍ Ｑ

＝
＆ ｍ ｉ ｄ＝ ２ ６５ １ ０ ２ ８ ４ ７ ３ ＆ ｕ ｌ ｘ ＝ ４ ＆ ａ ｎ

＝
９ ７ ａ ｌ ７ ５ ｅ ａ７ １ ｄ ｅ ８ ｅ０ ｃ ２０４ ５ ０９ ｃ ７ ４ １ ３ ０９ ｅ ａ４ ＆ ｍ

ｐ
ｓ ｈ ａ

ｒｅ ＝ ｌ ＆ ｓ ｃ ｅ ｎ ｅ ＝ ２４＆ ｓ ｒ ｃ ｉ ｄ 
＝  １ ０ １ ８２ １ Ｄ Ｂ ｅ ｒｎ

ｊ

＾ Ｑ ｂＧＣ Ｂ ｖＷ ｉ ｋ ｌ Ｐｔｆｗ ｅ ｃ ｈ ａＬｒｅ ｄ ｉ ｒｅ ｃ ｔ
。

②Ｕ ＮＯ ｆｆ ｉ ｃ ｅ ｆｏ ｒ  ｔ ｈ ｅＣ ｏ ｏ ｒｄ ｉ ｎ ａ ｔ ｉ ｏ ｎｏ ｆＨ ｕ ｍ ａ ｎ ｉ ｔ ａ ｒ ｉ ａ ｎＡ ｆｆａ ｉ ｒｓ
，

＇ ＇

Ｈ ｕ ｍ ａ ｎ ｉ ｔ ａ ｒ ｉ ａ ｎＢ ｕ ｌ ｌ ｅ ｔ ｉ ｎＳ ｏ ｕ ｔ ｈＳ ｕ ｄ ａ ｎ

＂

，

Ｉ ｓ ｓ ｕ ｅ １ ５
，５Ｏ ｃ ｔ ｏ ｂ ｅ ｒ ２０ １ ６

，ｐ ！

③
“

Ｗ ｈ ａ ｔ

ｙ
ｏ ｕｎ ｅ ｅ ｄ ｔ ｏｋ ｎ ｏｗａ ｂ ｏ ｕ ｔ ｔ ｈ ｔ

＊

Ｓ ｏ ｕ ｔ ｈＳ ｕ ｄ ａ ｎｃ ｒ ｉ ｓ ｉ ｓ

”

，Ｍ ｅ ｒ ｃ
ｙ
ｒ ｏ ｒ

ｐ
ｓ

，Ｊ ｕ ｌ

ｙ １ １

 ，２０ １ ６
，ｈ ｔ

－

ｔ

ｐ 
：／／ ｗｗｗｍ ｅ ｒｃ

ｙ
ｃｏ ｒ

ｐ
ｂｏ ｒ

ｇ
／ ａｒｔ ｉ ｃ ｌ ｅ ｓ ？ ／ ｓｏ ｕ ｔ ｈ －

ｓ ｕ ｄ ａ ｎ／
ｑ
ｕ ｕ ｋ

－

ｆａｃ ｔ ｓ
－

ｗ ｈ ａ ｔ

－

ｙ
ｏ ｕ

－

ｎ ｅ ｅｄ
－

ｋ ｎ ｏｗ －

ａｂ ｏ ｕ ｔ

－

ｓ ｏ ｕ ｔ ｈ
－

ｓ ｕ ｄ ａ ｎ
－

ｃ ｒ ｉ

－

８ １ Ｓ ．

④ 《 联合 国 称 南苏丹 冲突持续
一

月 ． 致使 该 国 倒 退 十年 》 ， 载 中 国 新 闻 网 ２０ １ ４ 年 丨 月 ２Ｈ ，

ｈ ｔ ｔ

ｐ ：／／ ｎ ｅｗ ｓｓ ｏ ｈ ｕｃ ｏｍ／２０ １ ４０ １ ２０ ／ ｎ ３ ９ ３ ８ １ ８ ３ ２０ｓ ｈ ｌｍ ｌ 〇



南苏丹难 民 的救援 困境及应对措施 ９ ７

会 的大力斡旋下 ， 南 苏 丹交 战 双方于 ２０ １ ５ 年 ８ 月 签 署 和 平协议 ， 并 于

２０ １ ６ 年 ４ 月 组建 了 全 国 团结过 渡政府 。 安全环境 的改善 ， 使南 苏丹难 民

问题一度得到缓解 。 然而 ， 在过渡政府成立仅仅两个多月 后 ， 首都朱 巴又

爆发 了新一轮大规模武装 冲 突 ， 数 以万计的 民众被迫逃离家园 ， 前往联合

国 营地及南苏丹邻 国 避难 ， 使南苏丹难 民再次迅 速增 多 。 总之 ， 自 ２０ １ ３

年年底 内 战爆发 以来 ，
已 有约 １ ２０ 万南苏丹人沦为难 民 ，

且这一数字 目 前

仍在持续攀升 （ 见图 １
） 。

南苏丹经济危机 的持续和社会服务体系 的不完善是产生难 民 的另一重

要原 因 。 南苏丹 自 内 战爆发 以来长期深 陷 经济危机 ， 经济体系濒临瘫痪 。

冲 突导致的石油减产及 国 际油价 的暴跌 ， 导致 ９０％ 财政收人依赖石油 收

人的南苏丹政府面临 ４０％￣ ６０％ 的预算缺 口 。
？ 据 国 际货 币 基金组织 的调

査 ， 南苏丹 ２０ １ ６
—

２０ １ ７ 年财政赤字髙达 １ １ 亿美元 ， 占全 国 国 民 生产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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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２ ５ ％
。

？ 严重 的 财政 赤 字 导 致 南 苏 丹政府 已 经无 法 支付公 职人 员 、 教

师 ， 甚 至 医生 的 工 资 。 通 货膨胀 和 本 币 的 大 幅 贬值 ， 导 致 消 费 品 物价 飞

涨 ， 使 广大 民众得不 到基本 的 生活保障 ， 数百 万人 因 面 临饥饿 的威胁而纷

纷逃 至邻 国 ， 而 已 在邻 国 的南苏丹难 民 也 因 对 国 家 的 未来 发展 失 去信心 而

不愿返 回 。

此外 ， 南苏丹有 着 数量庞大 的 国 内 流离 失 所者 （
Ｉ ＤＰ Ｓ

）

？
， 存 在爆 发

大规模难 民潮 的 严重 隐患 。 南苏丹政府军与反对 派 军 队之 间 的 反 复激烈 冲

突 ， 导致南苏丹 出 现 了 大批流离失 所者群体 ，
且其规模随着暴力 冲 突 的 蔓

延 而不断扩 大 （ 见 图 ２
） 。 南 苏 丹 国 内 流 离 失 所 者人数 的 不断 攀 升 ， 加 之

人道 主 义救援行动 的 受 限 ， 特別是人道 主 义物 资 的难 以 交付 ， 使他们 因 生

活 状 况不 断恶化 而纷纷逃往邻 国 。 目 前 ， 南苏丹境 内 大部分道路及公路 干

线被 限制 或被瞥告通行 ， 而这些被 限制 或被警告通 行 的路线大 多 是通往受

２０ １ １ ２０ １ ２２ ０ １ ３２０ １ ４２ ０ １ ５ ２ ０ １ ６

Ｗ 冲突 导致的 南苏丹Ｈ 内流Ｗ人数 （ 人 ）

图 ２ 因 冲突 导致的 南苏丹国 内 流民人数增长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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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 突 影 响最严重地 区 的 道路 。 这些道路的 阻断 ， 意味着运 载人道 主义 物 资

的车辆难 以 进人这些地方 ， 亦 即 这些救援物 资无法顺利 交付给那里 的 流离

失所者 。 在缺乏安全保护 和可持续 的食物供给 的情况下 ， 国 内 流离失所者

通 常会选择跨境寻求邻 国 的庇护 与 帮 助 。 就此而言 ， 南苏丹 国 内 流离 失所

者很可能在持续 冲 突 的影响 下 而成为南苏丹难 民 的
一部分 。

难 民通 常都会 涌 人邻 国 ， 南苏丹难 民也不例外 。 逃离 的 南苏丹难 民集

中 生活在乌 干 达 、 埃塞俄 比 亚 、 苏丹 、 肯 尼 亚 、 刚 果 （ 金 ） 和 中 非 共 和

国 等南苏丹邻 国 （ 见 图 ３
） 。 截至 ２０ １ ６ 年 ９ 月 ， 逃离 和避难 于邻 国 的 南 苏

丹难 民人数 已 经超过 １ 〇〇 万
， 使南苏丹成 为继叙利亚 、 阿富汗和索马 里之

后 的世界第 四个难 民 超过 百 万 的 国 家 。
？ 到 ２０ １ ６ 年 年底 ， 在 邻 国 的 南 苏

丹难 民 已 达 １ ２９ 万人 。

？

（ 人 ）

６００ ０００

５００ ０００

４００ ０００

３ ００ ０００

２００ ００ （）

１ ００ ０００

０

乌干达埃塞俄 比亚苏丹肯尼亚刚果 （ 金 ） 中非共和国

■２ ０ １ ３年 １ ２月 以前□ ２ ０ １ ３年 １ ２月 以后

Ｗ ３ 南苏丹难 民分布图 ？

据 ２ ０ １ ６ 年 ９ 月 ３ ０ 日 的统计数字 ， 在乌 干达 的南苏丹难 民 占 在乌 干达

难 民 总数 的 ４ １ ． ５ ％
。
④

自 ２０ １ ６ 年 ７ 月 朱 巴 冲 突 以 来 ， 南 苏丹每 日 都有 源

①ＯＣ Ｈ Ａ
，

＇ ＊

Ｈ ｕ ｍ ａ ｎ ｉ ｔ ａ ｒ ｉ ａ ｎＢ ｕ ｌ ｌ ｅ ｔ ｉ ｎＳ ｏ ｕ ｔ ｈＳ ｕ ｄ ａ ｎ

＂

， Ｉ ｓ ｓ ｕ ｅ １ ５
，Ｏ ｃ ｔ ｏ ｂ ｅ ｒ ５

 ，２０ １ ６
，ｐ

． １ ．

②Ｕ Ｎ Ｈ Ｃ Ｒ
 ，

“

Ｓ ｏ ｕ ｔ ｈＳ ｕ ｄ ａ ｎＥ ｍ ｅ ｒ
ｇ
ｅ ｎ ｃ

ｙ

”

，
ｈ ｔ ｔ

ｐ ：／／ ｗｗ ｗ ．ｕ ｎ ｈ ｃ ｒ ． ｏ ｒ
ｇ
／ ｓ ｏ ｕ ｔ ｈ

－

ｓ ｕ ｄ ａ ｎ
－ ｅｍ ｅ ｒ

ｇ
ｅ ｎ ｃ

ｙ
．ｈ ｔ ｍ ｌ ．

③Ｏ Ｃ Ｈ Ａ
，

“

Ｓ ｏ ｕ ｔ ｈＳ ｕ ｄ ａ ｎ
：Ｈ ｕ ｍ ａ ｎ ｉ ｔ ａ ｒ ｉ ａ ｎＳ ｎ ａ ｐ

ｓ ｈ ｏ ｔ

”

，
Ｏ ｃ ｔｏ ｂ ｅ ｒ ２０ １ ６ ．

④Ｕ Ｎ Ｈ Ｃ Ｒ
，

“

Ｒ ｅ ｆｕ
ｇ
ｅ ｅ ｓａ ｎ ｄＡ ｓ

ｙ
ｌ ｕ ｍＳ ｅ ｅ ｋ ｅ ｒｓ ｉ ｎＵ

ｇ
ａ ｎ ｄ ａ

＂

，Ｓ ｔ ａ ｔ ｉ ｓ ｔ ｉ ｃ ａ ｌｓ ｕ ｍｍ ａ ｒ
ｙ ，３ ０Ｓ ｅ

ｐ
ｔ ｅｍ ｂ ｅ ｒ

２０ １ ６ ．



１ ００ 非 洲 研究

源不断的难 民逃至 乌 干达 ， 仅 ７ 月 ２ １ 日
一天就有 ８ ３ ３ ７ 名 南苏丹难 民抵达

乌 干达 。

？ 在苏丹 ， 南苏丹难 民人数 占 苏丹难 民 总数 的 ６ ５ ％
。

？２０ １ ６ 年 ６

月 ， 超过 ３ ８０００ 名 南 苏 丹难 民 抵达 苏丹寻求避难 ， 这 也 是继 ２０ １ ３ 年 １ ２

月 南苏丹 内 战爆发后 出 现 的规模最大 的 一 波难 民 潮 。 截至 ２０ １ ６ 年 １ ２ 月 ４

日
，
在苏丹 的南苏丹难 民人数 已 达 到 ２ ６ ．３ 万 。

③
自 ２０ １ ３ 年 以 来 ， 逃至 埃

塞俄 比亚的南 苏 丹难 民 人 数 已 达 ３ ２ 万 人 ， 绝 大 多 数分 布 在 埃 塞 俄 比 亚

西部甘 贝 拉地 区 。 这些难 民绝大多数来 自 南苏丹东北部的 上尼 罗 州 ， 其余

来 自 中 部 的 团结 州 。
？ 截 至 ２０ １ ６ 年 １ ０ 月 ３ １ 日

， 埃 塞俄 比亚 的 南 苏 丹难

民 已 占在埃塞俄 比 亚难 民 总 数 的 ４ １ ％
。

⑤ 此 外 ， 肯 尼 亚 也 接 收 了 大 量 南

苏丹难 民 ， 使 南 苏 丹 难 民 成 为 仅 次 于 索 马 里 难 民 的 肯 尼 亚 第 二 大难 民

群体 。

对南苏丹的邻 国 而言 ， 收容规模庞大 的 南苏丹难 民 无疑是一个 巨大挑

战 。 南苏丹的邻 国 均 为极端贫 困 国 家
， 其 中 中 非共 和 国 和 刚果 （ 金 ） 的

人均年收人分别 为 ６００ 美元和 ８ ００ 美元
， 位列全球第 ２２ ８ 位 （ 倒数第 二 ）

和 ２ ２６ 位 （ 倒数第 四 ） ，
而苏丹 、 肯尼 亚和乌 干达则 分列 １ ７４

、
１ ８ ６ 和 ２０４

位 。

？ 由 此可见 ， 南苏丹所有邻 国 的经济实力 均非 常 有 限 ， 无 力 接纳 和 安

置大量难 民 ，
导致南苏丹难 民 长期处于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 。 此外 ， 南苏

丹多数邻 国 的难 民 营 内 粮食 短 缺且缺乏 基本服 务 ， 难 民 营 内 疾病广 泛传

播 ， 导致南苏丹难 民常处于极其严峻 的人道 主义环境之下 。

首先 ，
由 于南苏丹难 民 的 规模过 于庞大 ， 导致南苏丹邻 国 的接纳 和安

①Ｏ Ｃ Ｈ Ａ
 ，

“

Ｈ ｕ ｍ ａｍ ｌ ａ ｒ ｉ ａ ｎＢ ｕ ｌ ｌ ｅ ｔ ｉ ｎＳ ｏ ｕ ｔ ｈＳ ｕ ｄ ａ ｎ

”

，
Ｉ ｓ ｓ ｕ ｅ １ ０

 ，２ ２ Ｊ ｕ ｌ

ｙ 
２ ０ １ ６

， ｐ
２

②ＯＣＨ Ａ
，

“

Ｓ Ｕ ＤＡ Ｎ
：Ｈ ｕｍ ａ ｎ ｉ ｔ ａ ｒ ｉ ａ ｎＳ ｎ ａ

ｐ
ｓ ｈ ｏ ｔ

＂

 ，３ ０Ｓ ｅ
ｐ

ｔ ｅｍ ｂ ｅ ｒ２０ １ ６

③
“

Ｏ ｖ ｅ ｒ５ ０
，

０００Ｓ ．Ｓ ｕ ｄ ａ ｎ ｅ ｓ ｅｒｅ ｆｕ
ｇ
ｅ ｅ ｓｆｌ ｅ ｅ ｌ ｏＥＤ ａ ｒｆｕ ｒ

＂

，Ｓ ｕ ｄ ａ ｎ ｔ ｒ ｉ ｂ ｕ ｎ ｅ
，Ｎ ｏ ｖ ｅ ｍ ｂ ｅ ｒ２ ６

，

２０ １ ６
，ｈ ｔ ｔ

ｐ ：／／ｗｗｗ ． ｓｕ ｄ ａ ｎ ｔ ｒ ｉ ｂ ｕ ｎ ｅｃ ｏｍ ／ ｓ
ｐ

ｉ

ｐｐｈ ｐ ？ａ ｒ ｔ ｉ ｃ ｌ ｅ６０９ ５ ５ ．Ａ ｃ ｃ ｅ ｓ ｓ ｅｄ ２ ０ １ ６
－

 １ ２－ ２ ７

④
“

６００ｃ ｉ ｖ ｉ ｌ ｉ ａｎ ｓｆｌ ｅ ｅ ｔ ｏＧ ａｍ ｂ ｅ ｌ ｌ ａｄ ａ ｉ ｌ

ｙ

”

，Ｅ
ｙ
ｅＲ ａｄ ｉ ｏ

，Ｎ ｏ ｖ ｅｍ ｂ ｅ ｒ １ ０
，２０ １ ６

，ｈ ｕ
ｐ ：／ ／

ｗｗｗ ．ｅ
ｙ
ｅ ｒａ ｄ ｉ ｏ ．ｏ ｒ

ｇ
／６００ －

ｃ ｉ ｖ ｉ ｈ ａ ｎ ８
－

ｆｌ ｅ ｅ
－

ｇ
ａｍ ｂ ｅ ｌ ｌ ａ

－

ｄ ａ ｉ ｌ

ｙ

－

ｕ ｎ ｈ ｃ ｒ／ ．Ａ ｃ ｃ ｅ ｓ ｓ ｅｄ２０ １ ６
－

 １ ２
－

２ ３ ．

⑤Ｕ ＮＨＣ Ｒ
，

“

Ｅ ｔ ｈ ｉ ｏ
ｐ

ｉ ａ
，ｒｅ ｆｕ

ｇ
ｅ ｅ

，
Ｒｅ

ｇ
ｉ ｏ ｎ ａ ｌ Ｏ ｖ ｅ ｒｖ ｉ ｅｗ

”

 ，３ １Ｏ ｃ ｔｏ ｂ ｅ ｒ
，２０ １ ６ ．

⑥Ｃ ＥＮＴＲＡＬ Ｉ ＮＴＥ ＬＬ ＩＧＥ Ｎ Ｃ ＥＡＧ Ｅ Ｎ Ｃ Ｙ
 ｔＴｈ ｅＷ ｏ ｒ ｌ ｄＦ ａ ｃ ｔ ｂ ｏ ｏ ｋ

，ｈ ｔ ｔ

ｐ
ｓ

：
／／ ｗｗｗ ． ｃ ｉ ａ ．

ｇ
ｏ ｖ／ ｌ ｉ ｂｒａ ｒ

ｙ
／

ｐ
ｕ ｂ ｈ ｃ ａ ｔ ｉ ｏｎ ｓ／ ｒｅ ｓｏ ｕ ｒｃ ｅｓ／ ｔ ｈ ｅ

－

ｗｏ ｒ ｌ ｄ
－

ｆａ ｃ ｔ ｂ ｏ ｏ ｋ／ ｒａ ｎ ｋ ｏ ｒｄ ｅ ｒ／２００４ ｒａ ｎ ｋ ． ｈ ｔｍ ｌ＃ ｃ
ｇ

．



南 苏丹难 民 的救援 困 境及应对措施 １ ０ １

置能力严重超 出 负荷 ， 使难 民不得不生活在拥挤的环境之 中 。 以 乌干达为

例 ，

２０ １ ６ 年 ７ 月 南苏丹难 民 的 涌 人 已 使位 于 乌 干 达各地 的 难 民 集合点 、

中转站和收容 中 心严重超 出其应对能力 ， 仅乌干达北部的埃勒古 （
Ｅ ｌｅ

ｇ
ｕ

）

集合点就有超过 ７０００ 名 南苏丹难 民
， 这远 远超 出 了 其 １ ０００ 人 的 收 容 能

力 。

？ 拥挤的生活环境 ， 导致这些难 民不得不再次转移和重新寻找栖 身之

处 。
２０ １ ６ 年 ９ 月 ， 有超过 １ ７０００ 名 受 困 于索 巴 地 区 （

Ｓｏｂａ
） 的南苏丹难

民被重新安置到生存条件 同样极端恶劣 的奥里亚 山 区 （ Ｊｅｂ ｅ ｌＡｕ ｌ ｉａ
） 。
？

与此 同 时 ， 由 于难 以 承担安置和容纳难 民而产生 的财政压力 ， 南苏丹

邻 国政府也不得不慎重 考虑难 民 安 置 问 题 ， 甚 至拒绝接 收 南 苏丹难 民 。

２０ １ ６ 年 ８ 月 ， 约 ２００００ 名 南苏丹难 民 涌人苏丹西科尔多凡州 的梅拉姆地

区
， 但当地政府拒绝为其搭建难 民 营 ，

导致这些南苏丹难 民不得不 冒 着瓢

泼大雨 ， 到 当地 的市场及公共场所临时避难 。

？

此外 ， 南苏丹多数邻 国难 民营 内粮食短缺且缺乏基本服务 ， 难 民 营 内

疾病广泛传播 ， 导致南苏 丹难 民 常 处 于 极 其严峻 的 人道 主 义环境 之下 。

２０ １ ５ 年 １ ２ 月 ７ 日
， 苏丹奥 里亚 山 营地 （

Ｊ ｅ ｂ ｅ ｌＡｕ ｌ ｉ ａ
） 的领袖 西 卡 ？ 侯赛

因 （
Ｓ ｉｋａＨｕ ｓ ｓｅ ｉｎ

） 称 ， 喀土穆南部市郊 的 南苏丹难 民 营 ， 存在缺乏食物

和缺少就业机会 的 问 题 。
④ 另 外 ，

２０ １ ６ 年 ９ 月 １ ４ 日
， 受南苏丹 冲 突 影 响

从西赤道 州辗转流离至乌干达 比迪一 比迪难 民 营 的南苏丹难 民称还未收到

来 自 人道主义组织 的粮食配给 ， 同 时难 民营 内卫生服务条件十分糟糕 ， 难

民 们正面临着粮食短缺和疾病广泛传播 的状况 。

？１ １ 月 ４ 日
， 乌 干达西诺

①联合 国 新 闻 ： （ 南苏丹新一轮 冲突 导致 大批 难 民 逃 往邻 国 乌 干 达 》 ，
２０ １ ６ 年 ７ 月 ２２ 日 ，

第 
４页 〇ｈ 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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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
．

②
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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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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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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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



１ ０ ２ 非 洲研究

难 民 营 内 的
一些难 民也抱怨难 民 营 内缺乏食物和 一些基本服 务 。

？２０ １ ７ 年

１ 月 ６ 日
， 乌 干达北部 波 罗 里 （

Ｂ ｏ ｒｏ ｌ ｉ

） 难 民 营 中 的 南 苏丹难 民 也面 临 缺

乏 卫生 和 教育等基础 服务 的严重人道 主义状况 ， 南苏丹难 民 的 人道 主 义环

境极其恶 劣 。

？

另 外 ， 埃塞俄 比 亚帕加 克地 区 （
Ｐａ

ｇ
ａ ｋ

） 因 为 毗邻 南 苏丹 ， 自 南 苏 丹

冲 突 开始就有 大量南苏丹难 民集 中 在帕加 克临 时收容 中 心 。 但该临 时收容

中 心 的环境异常糟糕 ， 饮 用水 十分有 限且水质很差 ， 食物不足 ， 缺乏 儿童

的保护服 务 ， 更没有提供任何安全保 护 ， 卫生 及 营 养服 务 也是 不堪重 负 。

因 为 基 础 服 务 和 食 物 的 缺 乏 ， 南 苏 丹 难 民 被 迫 到 收 容 中 心 以 外 寻 找

食物 。

？

三 人道主义救援的困境

除 了 南苏丹局势持续 动 荡 和邻 国 的 安置能 力 有 限外 ， 南苏丹难 民 的救

助 问 题还 与 国 际社会 的人道 主义救援 困难有 着 直接关 系 ， 这主要表现在 国

际援助行 为体之 间 的协调 困 难 、 救援资金有 限 、 人道 主义救援受 限 和救援

Ｔ
．作 者面 临 安全威胁等方面 。

（

一

） 合作 困境

保护难 民通 常需要 多个援助行 为体 的共 同 参与 ， 任何一个 国 家或者组

织都不可能单独进行人道主 义行动 和人道 主 义援助 ， 他们都有 帮 助 和保护

①
“

Ｕ Ｎ Ｈ Ｃ Ｒｂ ｅｇ ｉ ｎ ｓ ｌ ｏ ｒｅ ｌ ｏ ｃ ａ ｔ ｅＳ ｏ ｕ ｔ ｈＳ ｕ ｄ ａ ｎ ｒｅ ｆｕ ｇ
ｅ ｅ ｓ ｉ ｎＣ ｏ ｎ

ｇ
ｏ

”

，
Ｈ ａｄ ｉ ｏ ｌ ａｍ ａ ｚ ｕ

ｊ
，Ｎ ｏ ｖ ｅｍ ｂ ｅ ｒ４

，

２ ０ １ ６
，ｈ ｔ ｔ ｐ

ｓ
：／／ ｒａｄ ｉ ｏ ｔ ａｍ ａ ｚ ｕ

ｊ
． ｏ ｒ

ｇ
／ ｅ ｎ ／ ａ ｒ ｌ ｉ ｒ ｌ ｅ ／ ｕ ｎ ｈ ｃ ｒ

－ ｈ ｅ ｇ ｉ ｎ ｓ
－

ｒｅ ｌ ｏ ｃ ａ ｔ ｅ
－

ｓ ｏ ｕ ｔ ｈ
－

ｓ ｕ ｄ ａ ｎ
－

ｒｅ ｆｕ ｇ
ｅ ｅ ｓ

－

ｒ ｏ ｎ
ｇ
ｏ ．Ａ ｃ ｃ ｅ ｓ ｓ

？

ｅ ｄ２０ １ ６
－

 １ ２
－

２ ５ ．

②
＊ ４

Ｓ ｕ ｄ ａ ｎ ｅ ｓ ｅ
，ＳＳ ｕ ｄ ａ ｎ ｅ ｓ ｅ ｒｅ ｆｕ

ｇ
ｅ ｅ ｓａ ｔＢ ｏ ｒｏ ｌ ｉｃ ａｍ

ｐ
ｃ ｏｍ

ｐ
ｌ ａ ｉ ｎａ ｂ ｏ ｕ ｔ ｌ ａ ｃ ｋｏ ｆ ｂ ａ ｓ ｉ ｃ ｓ ｅ ｒｖ ｉ ｃ ｅ ｓ

＂

 ，Ｒ ａ
－

ｄ ｉ ｏ ｔ ａｍ ａ ＾ ｕ
ｊ ，Ｊ ａ ｎ ｕ ａ ｒ

ｙ
６

 ，２０ １ ７
 ，ｈ ｔ ｔ

ｐ
ｓ

：／ ／ ｒａ ｄ ｉ ｏ ｔ ａｍ ａ ｚ ｕ
ｊ

． ｏ ｒ
ｇ
／ ｅ ｎ ／ ａ ｒ ｔ ｉ ｃ ｌ ｅ／ ｓ ｕ ｄ ａ ｎ ｅ ｓｅ

－

ｓ
－

ｓ ｕ ｄ ａ ｎ ｅ ｓ ｅ
－

ｒ ｅ ｆｕ
ｇ
ｅ ｅ ｓ

－ ｂ ｏ ｒｏ
－

ｈ
－

ｃ ａｍ
ｐ

－

ｃ ｏｍ
ｐ

ｌ ａ ｉ ｎ
－

ａｂ ｏ ｕ ｌ

－

ｌ ａ ｃ ｋ
－

ｂ ａ ｓ
ｉ ｃ

－

ｓｅ ｒｖ ｉ ｃ ｅ ｓＡ ｃ ｃ ｅ ｓ ｓ ｅ ｄ２０ １ ７
－

０ ２
－

０ ３ ．

③Ｕ ＮＨ ｉ

ｇ
ｈＣ ｏｍ ｍ ｉ ｓ ｓ ｉ ｏ ｎｅ ｒ  ｆｏ ｒ Ｒ ｅ ｆｕ

ｇ
ｅ ｅ ｓ Ｅ ｖ ａ ｌ ｕ ａ ｔ ｉ ｏ ｎｏ ｆ Ｕ Ｎ Ｈ Ｃ Ｒ

’

ｓＲ ｅ ｓ
ｐ
ｏ ｎ ｓｅ  ｔ ｏ ｔ ｈ ｅＬ３Ｓ ｏ ｕ ｔ ｈＳ ｕ ｄ ａ ｎ

Ｒ ｅ ｆｕ
ｇ
ｅ ｅＣ ｒ ｉ ｓ ｉ ｓ Ｉ ｎＵ

ｇ
ａｎｄ ａａ ｎ ｄＥ ｔ ｈ ｉ ｏ

ｐ
ｉ ａ

”

， Ｊ ａ ｎ ｕ ａ ｒ
ｙ
２ １ ，２ ０ １ ６ ．



南 苏丹难 民 的救援 困境及应对措施 １ ０３

难 民 的共 同意愿 ， 但 同时也有利益竞争 。

？
目 前 ， 向 在邻 国避难 的南苏丹

难 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的 国 家主要有美 国 、 英 国 、 欧盟 、 日 本 、 德 国 、 爱

尔兰等 ， 但 由 于历史经验 、 组织 习惯 、 制 度实践 、 对救援对象的 了解程度

等方面 的差别 ， 特别是在利益诉求上 的不 同 ， 这些 国 家常常无法实现有效

合作 。

国 际救援组织之间也存在类似 问题 。 虽然 目前在南苏丹邻 国参与难 民

救助 的主要是联合 国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 （
ＯＣＨＡ

）

？ 等联合 国机构 ，

但 国 际红十字会 （
ＩＲＣ

）

？ 等 国 际非政府组织 也在 参与 救助 。 由 于在分工

上时常 出 现重合 ， 加之彼此间存在协调 困难 ，
这些救援组织很难做到有效

的协调和配合 。．

（
二

） 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和资金有限

援助物资和 资金十分有 限且来源途径狭窄 ， 是南苏丹难 民救助工作面

临 的主要 困境之一 。 除 了 南苏丹邻 国 提供 的 有 限 的人道 主 义救援物 资之

外 ， 其他的物资和资金 主要来 自 美 、 英 、 德等西方 国 家 ，

？ 然后 由 人道 主

义救援组织分配和管理 。 截至 ２０ １ ６ 年 １ ０ 月 ２０ 日 官方统计 ，

２０ １ ６ 年收 到

的援助善款为 ８ ． ０ ８ 亿美元 ， 仅 占 ２０ １ ６ 年人道 主义应 急计划所需 １ ２ ． ９ 亿

美元资金 的 ６３％ 。

？ 另 据联合 国难 民署 的通报 ， 联合 国方面早些时候为 南

苏丹难 民救援行动发起 了 总额 为 ６ ． ３ ８ 亿美元的 紧 急募捐 倡议 ， 但却 只 有

（３）Ｒ ａ ｉｍ ｏＶ ａ
ｙ
ｒ
ｙ
ｎ ｅ ｎ

，Ｆｕ ｎｄ ｉ ｎ
ｇ 
Ｄ ｉ ｌｅｍｍａ ｓ  ｉ ｎＲ ｅ ｆｕ

ｇ
ｅ ｅ Ａ ｓｓ ｉ ｓ ｔａ ｎ ｃ ｅ

；Ｐｏ ｌ ｉ ｔ ｉ ｃ ａ ｌ  Ｉ ｎ ｔｅ ｒｅ ｓ ｔｓ ａｎ ｄ  Ｉ ｎ ｓ ｔ ｉ ｔ ｕ ｔ ｉ ｏ ｎ ？

ａ ｌＲ ｅ ｆｏ ｒｍ ｓ  ｉ ｎＵ Ｎ Ｈ Ｃ Ｒ
＂

 ，Ｔｈ ｅ  Ｉｎ ｔｅｒｎａ ｔ ｉｏｎａ ｌ Ｍ ｉｇｒａ ｔ ｉｏｎ Ｒｅｖ ｉｅｗ
，Ｖ ｏ ｌ ， ３ ５

，Ｎ ｏ ．  １
 ，Ｓ

ｐ
ｅ ｃ ｉ ａ ｌ  Ｉ ｓ ｓ ｕ ｅ

：ＵＮ ＨＣ Ｒａ ｔ

５ ０ ＊Ｐ ａ ｓ ｔ
，Ｐ ｒｅ ｓｅ ｎ ｔ ａ ｎ ｄＦｕ ｔ ｕ ｒｅｏｆ Ｒ ｅ ｆｕ

ｇ
ｅ ｅＡ ｓ ｓ ｉ ｓ ｔ ａ ｎ ｃ ｅ （

Ｓ
ｐ
ｒ ｉ ｎ

ｇ ，２００ １
）  ，ｐ

．  １ ４４ ．

② 主要 包括联合 国难 民署 （
Ｕ Ｎ Ｈ Ｃ Ｒ ） 、 国 际 移 民 组 织 （

ＩＯＭ ） 、 世 界粮食计 划 署 （ ＷＦＰ
） 、

联 合 国 儿 童基金会 （
Ｕ Ｎ ＩＣ Ｅ Ｆ

） 、 联合 国 开发计划署 （
Ｕ Ｎ Ｄ Ｐ

） 、 联合 国 粮农组织 （
ＦＡ０ ） 、 世界卫

生组织 （
Ｗ ＨＯ

） 。

③ 主要包括红新 月 会 （
Ｒ Ｃ Ｓ ） 、 全 球援 助之 手 （

ＧＨＡ
） 、 瑞 士 国 际护理组织 （

Ｃ Ｉ Ｓ
） 、 国 际

医疗 队 （
ＩＭ Ｃ

） 、 天 主教 救援服 务 （
Ｃ ＲＳ

） 、 拯救儿童 （
Ｓ ａ ｖ ｅ ｔ ｈ ｅＣ ｈ ｉ ｌ ｄ ｒｅ ｎ

） 、 乐 施会 （
Ｏｘ ｆａｍ

） 、 无

国 界 医生 （
ＤＷ Ｂ

）

④ 例 如 ，
２０ １ ６ 年 ９ 月 ， 美 国宣 布 向 在周边 国 家避 难 的 南 苏 丹难 民提 供近 １ ． ３ ３ 亿美 元新援

助 ；
２０ １ ６ 年 １ ２ 月 ， 爱尔 兰宣 布 向 在乌 干达的南苏丹难 民提供超过 ２００ 万美元 的人道 主 义授助 。

⑤Ｕ ＮＯ Ｈｌ ｃ ｅ ｆｏ ｒ  ｔ ｈｅＣｏ ｏ ｒｄ ｉ ｎ ａ ｔ ｉ ｏ ｎｏ ｆ Ｈ ｕｍ ａ ｎ ｉ ｔ ａ ｒ ｉ ａ ｎＡ ｆｆａ ｉ ｒｓ
，

“

Ｈ ｕ ｍ ａ ｎ ｉ ｌ ａｒｉ ａ ｎＢ ｕ ｌ ｌ ｅ ｔ ｉ ｎＳｏ ｕ ｔ ｈＳ ｕ ｄ ａ ｎ

＂

，

Ｉ ｓ ｓ ｕ ｅ １ ６Ｏ ｃ ｔ ｏ ｂ ｅ ｒ ２０
，２０ １ ６

，ｐ
． １ ．



１ ０４ 非 洲 研究

约 １ ７ ％ 的 资金 到位 。

？

人道 主义援助 物 资 和 资 金 的 不 足 直 接 限 制 了 人 道 主 义 救援 行 动 的 开

展
， 导致救援机构 只 能 以 救助生命 的 紧急 响 应行 动 为 主 ， 无法关注安全饮

用 水 、 卫生 、 医疗保健 、 庇护所等其他重要 的难 民救助工作 。 此外 ， 尽管

儿童构 成 了 难 民 人 口 的 ７ ０％ ， 但 儿 童 的 保护及 教 育 等 工作 却 因 资 金短 缺

而大打折扣 。
？—方面 ， 南苏丹难 民规模仍 在 不 断扩大 ；

另 一方面 ，
能 够

筹集 到 的 援助 物 资 却 十分有限 ，
人道 主 义救援所需 资金 与 所得 资 金之 间存

在 巨 大缺 口 （ 见 图 ４
） ， 这 使对南 苏丹难 民 的救助 工作举步维艰 。

ｉｊ ■ 筹资金 ｕ ｓａ 不足资 金 ｕ ｓ

阓 ４２ ０ １ ６ 年 商苏丹 人逍 上义应急 计 划所⑷ 资 金 阌
？

（
４

）
人道 主义救援行动受限

人道 主 义救援行动受 限 主要有 五种 表现形式 ： 第 一是 敌对行 为 ， 救援

地 区 正 处 于 战斗 状态 ， 无法进 人 ； 第二是东道 国 阻碍进入 ， 主要表现 为 阻

碍人道 主 义援助组织进 人 东 道 国 开 展 人道 主 义 救援 活 动 ； 第 三 是 干 涉 执

行 ， 亦 即 虽 然 东道 国 允许进 人 ， 但会给救援行动设 置 障碍或者实施破坏行

动 ； 第 四 是 限 制 移 动 ， 即 以 安 全为理 由 限 制 国 际组 织进 入 ； 第 五是针 对个

人或 资 产 的 暴 力 行 为 ， 主要表现为 袭击人道 主义救援人 员 。

①联 合 ＩＩ 新 闻 ： 《 联 合 人 道机 构 为 南 苏 丹 难 民 救 援 行 动 发 出 总 额 逾 七 亿 美 元 的 募 捐 倡

议 》 ，

２０ １ ６年
７月 １ ５日 ， 第３ 

—

４贝 ｈ ｔ ｌ

ｐ ：／／ ｗ ｗ ｗ ． ｃ
ｇ

ｃｘ ａ ． ｏ ｒ
ｇ
／ ａ ｒ ｔ ｉ ｄ ｅ／２０ １ ２ ２０ １ ４０ ６ １  ？

② 同 上 。

③Ｆ ｉ ｎａ ｎ ｃ ｉ ａ ｌＴ ｒａ ｃ ｋ ｉ ｎ
ｇ
Ｓ ｅ ｒ ｖ ｉ ｃ ｅ （

ｆ ｔ ｓ
）２０ １ ６ ．ｈ ｔ ｔ

ｐ ：
／／ ｆ ｔ ｓ ． ｉ ｉ ｎ ｏ ｃ ｈ ａ ． ｏ ｒ

ｇ
／



南苏丹难 民 的救援 困境及应对措施 １ ０５

南苏丹邻 国经常发生针对人道主义援助工作者 的袭击及限制行动 ， 迫

使 国 际组织 出 于安全考虑而 中 断对难 民 的人道 主义援助 。 仅 以 苏丹为例 ，

２０ １ ６ 年 ３ 月 底至 ５ 月 初就发 生 多起 限 制 人道 主 义工作者 的 事件 。
３ 月 ２７

日
， 粮食计划署 的一名 苏丹籍工作人员 在南达尔 富 尔州 尼 亚拉被抢劫 ；

４

月 ５ 日
，

一个 国 际非政府组织 的三名 当地工作人员 在西达尔 富尔朱奈纳 附

近遭抢劫 ； 在东达尔 富尔 ， 有一个机构间特派 团要在若干地点评估南苏丹

难 民 的境况 ， 被拒绝放行三次 ， 直到 ５ 月 １ ０
—

１ １ 日 才被放行 。
①

四 南苏丹难民问题的应对

由 于南苏丹难 民救援和保护存在着种种 困境 ， 加 之南苏丹 国 内仍然 冲

突不断 ，
这使南苏丹难 民面临 的人道主义 困难有可能进一步加 剧 。 难 民 问

题通常涉及难 民输 出 国 、 难 民 中转 国 、 难 民接纳 国 以 及 国 际社会 四个方面

的 因 素 ， 因此难 民 问题的最终解决需要充分 的 国 际合作？
。 同 时 ， 国 际机

构 、 地方政府 和 民 间 社 团 必须强 化对 突 发事件 的 准 备 和 响 应 能 力 。
？ 同

样 ， 南苏丹难 民 问题的解决也应充分考虑上述影响 因 素 ， 并从 当前措施和

长期办法 的确定人手有效应对 。

（

一

） 当前措施

当前来看 ， 南苏丹 国 内 冲突各方停止袭击平 民 ， 扩大邻 国 的难 民安置

以及 国际社会 的有效协 商 和救援 ， 是缓 解 南苏丹难 民救援 困 境 的 首要任

务 。 首先 ， 南苏丹冲突各方应停止袭击无辜平 民 ， 避免造成更多难 民 和潜

在 的难 民 ， 并通过重新开放重要路段 、 停止公路袭击等措施 ， 为难 民 的 回

归 和 国 内 流离失所者 的重建家 园创造 和平和稳定 的环境 。 南苏丹政府还应

积极为人道主义救援工作者 的救援行动提供便利 ， 为人道主义救援工作者

和救援物资 的运送提供保护 ， 为 国 内 流离失所者争取到最佳救援时 间 和救

①联 合 国安理会 ： 《秘书 长关 于 非 洲 联 盟一联 合 国 达 尔 窗 尔 混 合 行 动 的 报 告 》 ，

２０ １ ６ 年 ７

月 １曰 〇ｈ ｔ ｔ ｐ ：／／ ｆ ｔ ８ ， ｕ ｎｏ ｃ ｈ ａ ＊ ｏ ｒ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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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条件 ， 从而 防止他们 涌 人邻 国 ， 成为新 的难 民 。

其次 ， 南苏丹邻 国 应 积极 呼 吁 和争取 到 更 多 的 国 际 人道 主 义 援 助 资

金 ， 并通过 国 际援助 资金提髙接收和安置难 民 的能 力 ，
改善南 苏丹难 民 的

生存状况 。 在接纳 南苏丹难 民 的 同 时 ， 南苏丹邻 国 应扩 大或增 建难 民 营 以

提高 其承载能 力 ， 改善其对难 民 营安全保 障 、 饮水供应 、 医疗服 务等 基本

服 务 的提供能 力 。 在南 苏丹安全环境得 以 改善 的前提下 ， 邻 国 还 应积极鼓

励南苏丹难 民返 回 家 乡 。

此外 ， 国 际社会应 加 大援助力 度 ， 协调救援行动 ， 并 帮 助南 苏丹尽早

实现和平 。 国 际社会应积极 开拓筹 资渠道 ， 寻求 和保证援助 资源 的来源 多

元化 ， 同 时还 应通 过加 强协调和组织管理 、 增 加救援工作 的透 明 度 、 建 立

有效 的 监督机制 等措施 ， 保证援助项 目 的顺利 实施 。 更 为 重要 的 是 ， 国 际

社会还应继续加大斡旋力 度 ， 帮 助南苏丹尽快实现 和平 ，
以 防止其规模 庞

大 的 国 内 流离 失所者 因 安全局势和生 活环境 的 恶化而成 为难 民 ， 从而避免

人道 主 义局势 的恶性循环 。

（
二

） 长期办法

虽然南苏丹难 民 问 题 的 解决 因 南 苏 丹 问 题 的 复 杂性 而 不 可 能 一蹴 而

就 ， 但南苏丹 、 邻 国 及 国 际社会均不应忽 视这
一

问 题的严重后果 。 就本质

而言 ， 南 苏丹难 民 问题 的根源在南苏丹 ， 其最终解决取决于南苏丹 的 和平

与 稳定 ， 而这 又离 不开包括南苏丹邻 国 在 内 的 国 际社会 的共 同 努 力 。

首先 ， 南 苏丹 国 内 持续 的 武装 冲 突是南 苏 丹难 民产生 的根本原 因 。 作

为难 民 的生产 国 和输 出 国 ， 南苏丹 自 身 负 有解决南苏丹难 民 问题 的责任和

义务 。 南 苏丹 国 内 结束 冲 突 、 稳 固政权 、 重 建社会 和 发展经济是解决南苏

丹难 民 问 题 的 根本途径 ， 而这有赖于南 苏丹 冲 突 各方 的真正 妥协 ，
以 及 国

际社会 的大 力 支持 。

其次 ， 作 为南苏丹难 民 的接纳 国 ， 苏丹 、 乌 干达 、 埃塞俄 比亚 、 肯尼

亚等邻 国在南 苏丹难 民 问 题 的解决上扮演着 十 分重要 的 角 色 。 为 了 应对还

将长期存在 的 南 苏丹难 民 问题 ， 南苏丹邻 国 应尽快建立难 民接收 、 安置和

帮助返 回 制 度 ，
设立专 门 负 责难 民工作 的机构 ， 在制 度 、 政策 和行动 上 对

国 际人道 主义救援工作提供支持和保障 ， 帮 助 国 际组织注册和登记南苏丹

难 民 ， 有效发放救援物资 ， 为难 民提供 生存和 生活保障 ， 跟踪 、 调査 和评

估难 民 的生存状况 ， 并积极 帮助难 民早 日 返 回 家 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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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 ， 南苏丹难 民 问题的长期性还要求 国际社会各种力量之间 的共同

合作与努力 。 作为人道主义援助行动 的重要参与者 ， 联合 国救援机构及其

他 国 际救援组织不仅应在提供人道 主 义救援物 资 、 筹集人道 主义援助 资

金 、 派遣人道主义工作 者等 方面 发挥重要作 用 ， 而且应在难 民 的 长期生

活 、 生计开发和 自 愿返 回方面发挥更积极 的作用 。 此外 ， 联合 国 、 非盟 、

伊加特 、 欧盟 、 美 国 、 中 国等 国 际社会重要成员 ， 应在积极筹集人道主义

物资和资金的 同时 ， 进一步推动南苏丹和平进程 ，
帮 助南苏丹早 日 实现和

平 、 稳定 和战后重建 。 只有南苏丹实现和平与发展 ， 南苏丹难 民 问题才能

得到最终解决 。

结 语

主要 由 南苏丹 国 内 冲突导致的南苏丹难 民 问题不仅是非洲难 民 问题的

一个缩影 ， 更是 当下备受全球关注的难 民 问题 的重要组成部分 。 对南苏丹

难 民 问题 的产生原因 及南苏丹难 民保护 困境的分析 ， 有助于 了解南苏丹难

民 问题的 复杂性 、 长期性和重要性 。 虽然南苏丹难 民 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形

成的 ， 其真正解决也不 可 能 一蹴而就 ， 但是无论是从 眼下 还 是从长 远来

看 ， 南苏丹难 民 问题 的缓解和最终解决都离不开南苏丹本 国 的努力及包括

南苏丹邻 国在 内 的 国 际社会 的充分合作与大力 支持 。

（ 责任编 辑 ： 周 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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