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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 】 非 洲 大陆 如何 形 成 适合本土 需 要 且 能 促进 国 家

发展 的 政 治体制 ,
是 一个 巨 大 的 时 代 难题 。 苏丹建 国 5 0 多年来 ,

国 家政权体制 经历 了 复 杂 的 更替 。 独 立之初 承袭 的 西 式议会 政体

因缺乏 必要 的 本土条件支撑 并未促成 新 生 的 国 家 一体化建构 与 经

济社会 的 健康发展 。 过去数 十年 苏 丹在 大体保 留 形式上 的议会政

党 制 情 况下 , 深 陷 军政权 与 文 官 政府 非正 常更替 的 困境 中 。 巴 希

尔政权 自 1 9 8 9 年执政迄今 巳 经 2 0 余年 , 尽 管政绩不 斐 , 却 始终

没 能破解达尔 富 尔 冲 突 与 南方 分裂 的 危 局 ,
2 0 1 0 年 虽 然 赢得 大

选继 续 执政 , 却 不得 不于 次年吞下 南 方公投 苦果 , 国 家 由 此
一分

为 二 。 当代 苏丹 的 政 治 进程 反 映 了 非 洲 大 陆政 治 发 展 的 普遍 困

境 。 目 前 巴 希 尔 政府 承 受 着 南 方独 立后 果 、 达 尔 富 尔 冲 突 和 国 际

刑 事 法 院逮 捕 令等 内 外 压 力 , 其执 政 前 景 面 临诸 多 挑 战 与 不 确

定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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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丹共和 国 ( 简称苏丹 ) 位于非洲大陆东北部 , 面积为 2 5 0 多万平方

公里 , 是非洲 国土面积最大的 国家 。 苏丹现有人 口 3 9 0 0 多万 ( 2 0 0 8 年第

五次人 口普查结果 ) , 分属 1 9 个种族或种族集 团 ,
5 9 7 个民族 ( 或部族 ) 。

苏丹是
一

个历史悠久 、 文化独特的 国家 , 其北部 的努 比亚地区被史学家称

为非洲大陆诸文明与 中东及地中海古代多元 文明交汇往来 的
“

努 比亚走

廊
”

。 早在 四五千年 以前 , 苏丹境内 的尼罗 河流域
一

带已 有黑人原始部落

居住 , 并建立了原始 的政治组织与部落联盟 。 两千多年前 , 这里出现了相

对成熟的
“

努 比亚文明
”

。 公元五六世纪前后 , 基督教文明逐渐传人 了苏

丹 。 随后便在这
一

地区 出现了繁荣近千年 的
“

基督教努 比亚文 明
”

。 公元

九十世纪后 , 苏丹北部地区再次出现文明与历史 的重大转型 , 即
“

努 比亚
’

文明的 阿拉伯
一

伊斯兰化
”

, 这一持续上千年的 文明交汇过程 , 逐渐将苏

丹北部和 中部的居民转变成了阿拉伯人 。 随后 , 这一进程在土耳其
一

埃及

统治期 间 ( 1 8 2 0
—

1 8 8 5 年 ) 得到 了重 大推进 , 并最终将苏丹北部变 成了

阿拉伯世界的
一

部分 , 而苏丹南部则仍然处于 比较原始的 部落割据状态 。

1 9 世纪中期欧洲人的 到来及末期英国殖 民统治的建立 , 不仅使苏丹北方

和南方有了政治与管理上的 紧密联系 , 而且使苏丹的社会与政治进程与外

部世界联系在了
一

起 。

作为一个现代国家 , 苏丹 的政 治版图是在 1 8 9 8
—

1 9 5 6 年的英 国
一

埃

及共同统治时期才最终形成的 。 作为英 国殖 民统治的结果 , 差异巨大的北

部苏丹与南部苏丹被组 合到同
一块殖民地 内 , 奠定 了现代苏丹的政 治版

图 , 但英国长期执行的 限制南北往来 、 对南北分而治之的殖民政策 , 又给

这个未来的 国家埋下 冲 突 的祸根 。
1 9 5 6 年在英 国殖 民地范 围上建成的 幅

员 广阔的 苏丹新兴国家 , 从一开始就面临着严峻的如何维护国家统
一

、 促

进 民族融合 、 推进经济发展及改善 民众生活 的种种时代任务 。 要推进这些

复杂的时代任务 , 必须要有适合 自 身实际 的 国家政权体制并执行强有力的

内 外政策 。 但是 , 受历史因素制约与外部持续干涉的影响 , 这一进程充满

艰辛 ,

一

波三折 , 国家能力建设与发展意识培养长期严重不足 。 在历经数

十年政治动荡与 冲突 内战后 , 苏丹终于无力维系 国 家南北统
一而分裂为

二
。 然而 , 分裂后的北南双方政权 , 同样面临 巨大生存挑战 。 毕竟公投和

选票或许可以决定国家是分裂还是统
一

, 但并不意味着带来 国家发展问题

尤其是经济发展与 民生改善问题的 自然解决 。 如何维护 国家统
一

与推进经

济发展 , 如何获得执政能力与治 国智慧 , 如何推进新国家内部的 民族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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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国家一体化 , 这些根本性的命题 , 依然考验着分裂后 的 巴希尔 和基尔的

北南新政权 。

－

殖民遗产 ： 当代苏丹民主政治的缘起

在英国殖民者到来之前 , 苏丹 已经历 了土耳其一埃及殖民者 6 0 多年

的 专制统治和马赫迪神权国家十多年的集权统治 , 但其传统的部族政治与

部族酋长制并未被有效改变 , 南方和达尔富尔地区尤为 如此 。 英
一

埃共管

时期 , 英 国人在推行名为
“

本土管理
”

的 间接统治制度的 同时 , 迫于 日益

壮大的苏丹 民族主义的压力而将议会民主制度应用到对苏丹 的管理之 中 ,

这不仅为新生 的苏丹政党争取民族独立提供了合法斗争手段 , 而且为新生

的苏丹国家提供 了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 。

“

再征服
”

苏 丹后 , 英 国和埃及通过
“

共管协议
”

共享 了对苏丹 的

“

联合主权
”

, 并为苏丹创造 了
一

个新颖而独特的
＂

混合治理方式
”

： 苏丹

由英 国政府提名并经埃及赫迪夫任命的总督治理 , 其中 央政府由英 国总督

控制 , 而行政机构 中 的高级官员 (英 国人 ) 也 由 总督直接遴选和任命 。 由

于苏丹在理论上是
一个

“

主权 国家
”

, 苏丹总督名义上要对英埃两 国政府

负责 , 实际上他只通过开 罗 的英 国总领事 向英 国外交部 ( 而非殖 民事务

部 ) 报告 。

？

对苏丹全境的有效 占领远非摧毁马赫迪国家那 样迅速而直接 。

② 平定

反抗及合并领土过程 中 的巨大人力物力投入 , 直接催生 了英国在苏丹的低

？ 英国人是以
＂

再征服 ”

为幌子摧毁苏丹马赫迪 国 家的 , 因此无法简单地将 苏丹作 为殖 民

地直接兼 并 。 为 了既
“

尊重” 埃及对苏丹 的主权要 求又 确保 自 己 的 利益 , 英 国和埃 及于 1 8 9 9 年

签署了共享苏丹统治主权 的
“

共管协议
”

。 Ｓ ｅｅＰ ．Ｍ．Ｈ ｏｌ ｔａ ｎｄＭ ．Ｗ．Ｄａ ｌｙ
, ＡＨ ｉ ｓｔ ｏｒｙｏｆ

ｔｈ ｅＳｕ

ｄａ ｎ ｉＦ ｒｏｍ ｔｈ ｅＣｏｍｉｎｇ ｏｆ
Ｉ ｓ ｌａｍ ｔｏ － ｔｈｅＰｒｅ ｓｅ ｎｔ

,  5 ｔｈＥｄ ｉ ｔ ｉｏｎ , Ｌｏｎｇｍａｎ ：Ｐｅ ｒｓｏｎ 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Ｌ ｉｍｉ ｔ
？

ｅｄ
,  2 0 0 0

？ｐｐ ．  1 0 ｌ

—

1 0 2 , 1 0 4 

—

 1 0 6
．

② ｆｅ共 管的头几年 , 马赫迪国 家的残余军 队和苏丹边缘地 区此起彼伏 的马赫迪 主义起 义给

英埃殖民者制造了不 少麻烦 。 而对西部和南方 的 占 领更是耗 时耗 力 ,
直到 1 9 1 6 年殖 民者 才征服

再度复兴的富尔王 国并将 迗尔富尔地区全盘井 人苏丹 , 而始于 1 9 0 4 年 的对南 方的征服则更 是持

续 了近 3 0 年 。 详见李安山 《非洲 民族主义研究 》
,
中国 国 际广播 出 版社 2 0 0 4 年版 , 第 1 2 2

—

1 2 4

页 ；
Ｓｅ ｅＰ ．Ｍ

．
Ｈｏ ｌｔ ａｎｄＭ ． Ｗ ．Ｄａ ｌｙ , ｏｐ ＿ｃｉ ｔ

．

, ｐ
． 1 0 3 , 1 1 0

；Ｓ ｅｅＲｏｂ ｅｒｔＯ－

Ｃｏ ｌｌ ｉｎ ｓ
,
ＡＨ ｉｓ ｔｏｒｙｏｆ

Ｍ ｏｄ ｅｒｎ Ｓｕｄａｎ 
, Ｃａｍｂｒ ｉｄｇｅＵｎ ｉ

ｖｅ ｒｓ ｉ
ｔ
ｙＰ ｒｅ ｓｓ , 2 0 0 8

, ｐｐ
． 3 4 

—

 3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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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地方管理方式
——

“

本土管理制
”

。

？“本土管理制
”

对苏丹政治产生

了深刻影响 , 并且这些影响至今仍然存在 。

“

本土管理制
”

的直接 目 的之

一是限制受过西方教育的本地精英在苏丹政治权力 中的合法性 , 以 此遏制

苏丹民族主义的兴起 。 第
一

次世界大战后 , 以苏丹工会联盟 ( Ｌｅ ａｇｕ ｅｏｆ

ＳｕｄａｎＵｎ ｉ ｏｎ ) 和 白旗 同盟 (Ｗｈ ｉ ｔ ｅＦ ｌ ａｇ
Ｌ ｅａｇｕｅ ) 为代表的苏丹 民族主义

运动逐渐掀起高潮 , 他们坚决反对英国 的间接统治 , 并先后提出 了苏丹 民

族 自 决和
“

尼罗河流域统
一

”

的政治主张 。 然而 , 由 于缺乏群众基础 , 这

些早期的苏丹民族主义运动未能给英 国 的殖民统治构成严重威胁 。 相 反 ,

英国人通过颁布强化传统部落首领管理权 的法令 的方式 , 特别是通过 在

1 9 2 4 年危机中彰显的强硬态度与手段 , 使苏丹 民族主义进人了长达 1 0 年

的低迷期 。 与此 同时 , 埃及人也被迫撤 出苏丹 , 埃及只保留 了 名义上 的共

管权 , 直到英埃两国签订 1 9 3 6 年协议 。

？

1 9 3 8 年毕业生大会 ( Ｇｒａｄｕａ ｔｅ ｓ

’

Ｃｏｎｇｒｅ ｓｓ ) 的成立既是苏丹 民族主

义运动 的转折点 , 也是当代苏丹多党政治的起点 。 毕业生大会从
一开始就

存在着
“

两个赛义德
”

或被英国人戏称为
“

萨尔
”

和
“

萨姆
”
的宗派主义

斗争 。
？ 以伊斯梅尔 ？ 阿扎里为首的亲埃激进派

“

兄弟会
”

( Ａｓ ｈｉｇｇ ａ , 阿

语意为
“

亲兄弟
”

) 得到 了哈特米亚教 派领袖赛义德 ？ 阿里 ？ 米尔 加尼 的

支持 , 而亲英温和派则得到 了 马赫迪的 遗腹子安 萨教教长赛义德 ？ 阿布

德 ？ 拉赫曼 的支持 。 围绕着这
一

分歧 , 苏丹的 民族主义正式成为两个对立

的运动 , 并进而成为长期影响且 至今仍然影响苏丹政治进程的两大政党 ：

“

兄弟会
”

于 1 9 4 3 年正式成为苏丹的第一个政党
“

兄弟党
”

( 1 9 5 2 年改名

①
“

本土管理制
”

( Ｎａｔ ｉｖｅＡｄｍ ｉ ｎ ｉ ｓ ｔｒａ ｔ ｉｏｎＳ ｙｓ ｔ ｅｍ ) 是米尔 纳勋 爵 以英 国在 尼 日 利亚 的统 治

经验为基础 , 结合苏丹的本土情况而于 1 9 1 9 年推 出 的
一种 间接 统治制度 , 其核 心内 容是将 苏丹

的地方行政管理 职 能交 与苏 丹 的传 统部 落首 领 , 而 英 国 的地 区事 务 专 员 只 充 当 顾问 的 角 色 。

Ｐ． Ｍ ．Ｈｏ ｌ
ｔ ａｎｄＭ．

Ｗ． Ｄａｌ ｙ , ｏ ｐ ． ｃ ｉ ｔ． , ｐｐ ．  1 1 7 

—

 1 1 9 ．

② 1 9 2 4 年苏丹发生了一 系列针对英 国殖 民统治的示威游行 、 叛乱及埃及驻军起义 , 特别是

因苏丹总督李 ？ 斯达克在开罗被 暗杀而导致的埃及 军队被迫撤离和苏丹军队起义 , 这些事件被 统

称 为
“

1 9 2 4 年危机
, ’

。 Ｓｅ ｅＰ．Ｍ ． Ｈｏ ｌ
ｔａｎ ｄＭ ．

Ｗ．Ｄａ ｌｙ , ｏｐ． ｃ ｉ
ｔ ． ,

ｐｐ
．  1 1 5 

—

1 1 6 ；Ｒｏｂｅ ｒｔＯ ．Ｃｏ ｌｌ
ｉ
ｎｓ ,

ｏｐ ． ｃ ｉ
ｔ． , ｐ ｐ ． 3 9 

—

 4 1 ；Ｒｉａｎｇ
Ｙｅ ｒＺ ｕｏ ｒ , Ｍｏｄ ｅｒｎ Ｓｕｄａｎ：

Ｉｔ ｓＨ ｉｓ ｔｏ ｒｙａｎ
ｄｔｈｅＤｅｎｅ ｓｉ ｓｏｆｔｈ ｅＣｕｒ

？

ｒｅｎｔＣｒ ｉ
ｓｅｓ , Ｂａ ｌ

ｔ
ｉｍｏ ｒｅ ：Ｐｕｂ ｌ ｉｓｈ Ａｍ ｅｒ ｉｃａ ？ 2 0 0 5

, ｐ ｐ
． 9 2 

—

 9 3 ．

③
“

两个赛义德 ” 是指安 萨教派领袖赛 义德 ？ 阿 卜杜拉 ？ 拉赫曼 (
Ｓａｙｙ ｉｄＡｂｄａｌ

－Ｒ ａｈｍ ａｎ )

和哈特米亚教派领袖赛义德 ？ 阿里 ． 米尔加尼 ( Ｓ ａｙｙ ｉ ｄＡ ｌ ｉ ａｌ

－Ｍ ｉｒｇｈａｎｉ )
, 而这两位传统对手 的姓

名 的首字母组合分别为
“

萨尔
”

( ＳＡＲ ) 和
“

萨姆
”

( ＳＡ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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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 民族联合党 , Ｎ ａ ｔ ｉｏ ｎａ ｌＵｎｉｏｎ ｉ ｓｔＰａｒｔｙ ) , 其政治纲领 是与埃及联合 即

“

尼 罗河流域 统
一

”

； 温和 派则 于 1 9 4 5 年创建了乌玛党 ( Ｕｍｍ ａＰａｒ ｔｙ ) ,

将苏丹的完全独立即
“

苏丹人的苏丹
”

作为其政治纲领 。

？

尽管声称其活动范围将局限于慈善事业 、 社会事务及涉及政府的公共

利益 , 但身为 民族主义组织的 毕业生大会很快就 触及 了政治 问题 。 1 9 4 2

年 4 月 毕业生大会执委会向共管政府发 出 了
一

份颇具挑衅性的备忘录 , 提

出 了让共管政府承诺战后给予苏丹 自决权 , 增加殖 民政府 中的苏丹人文职

官员 等 1 2 项要求 。

？ 为 了 转移人们对毕业生大会 的注意 , 并安抚苏丹市

民 , 其对政府管理中 的代表性 的 日 渐关切 , 共管当局于 1 9 ． 4 3 年组建了 一

个基础广泛的议会
——

咨询理事会 。 虽然象征意义远甚于代表性
——排除

了南方人和大多数政治上觉醒的北方人 , 但咨询理事会是第
一

个 ( 部分成

员 ) 经选举产生 的苏丹人的议会 ^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 苏丹问题 ( 即苏丹的未来地位问题 ) 再次成

了英 、 埃两国 争论不休的 难题 。 为 了在苏丹建 立
一

个 反对埃及 的堡 垒 ,

1 9 4 6 年 4 月 殖民政府宣布成立一个行政会议 , 就
“

使苏丹人与 国家管理

更加紧密结合 的下一步举措
”

提 出建议 。

一年后行政会议发布 了其首份报

告 , 要求设立代表全苏丹的立法议会 以取代咨询理事会 , 并成立至少半数

成员为苏丹人的执行委员 会以取代总督政务会。
1 9 4 8 年 3 月 咨询理事会

批准了 《执行委员会与立法议会条例 》 , 并于同年 1 1 月 1 5 日举行了议会

选举 。 由于 民族联合党的抵制 , 乌玛党赢得了 压倒性多数席位 。

一个月

后 , 苏丹第一届立法议会正式开幕 。

？

在埃及废除 1 8 9 9 年和 1 9 3 6 年的英埃协议 , 并单方面宣布 了
一

部规定

埃及和苏丹统
一于埃及国 王之下的苏丹宪法后 , 苏丹立法议会针锋相对地

于 1 9 5 2 年 4 月 颁布 《 自 治法 》 , 规定新的 苏丹政府将由 部长委员 会组成 ,

①Ｓｅ ｅＰ ．Ｍ．Ｈｏ ｌｔ ａ ｎｄＭ ．Ｗ ． Ｄａｌｙ ,
ｏｐ． ｃ

ｉ
ｔ．

, ｐｐ ． 1 1 3 

—

1 1 5 , 1 2 4
—

 1 2 7 ；Ｒｏ ｂｅｒ ｔＯ． Ｃｏ ｌ
ｌ ｉｎｓ ,

ｏｐ , ｃｉ ｔ ．

, ｐｐ ． 4 9 

—

5 3 ． 另 见刘 鸿武 、 姜 恒 昆编著 《 苏丹 》
, 社 会科 学文 献 出 版社 2 0 0 8 年 版 , 第

1 2 0
—

1 2 1 页 。

②Ｍ．
Ｗ ．Ｄａ ｌｙ ,

 Ｉｍｐｅ ｒ
ｉａ ｌＳｕｄａｎ 

；ＴｈｅＡｎｇ ｌｏ
－Ｅｇｙｐｔ

ｉａｎＣｏ ｎｄｏｍｉｎｉ ｕｍ , 1 9 3 4
—

 1 9 5 6 , Ｃａｍ
？

ｂｒ ｉｄｇｅ ；Ｃａｍ ｂ ｒ ｉｄｇｅＵｎｉ ｖｅ ｒｓｉ
ｔ
ｙＰ ｒｅ ｓｓ

, ｐｐ ．  1 5 7
—

1 5 8 ．

③Ｒｏｂｅ ｒｔ
 0 ．Ｃｏ ｌ ｌ ｉｎｓ

, ｏｐ ．
 ｃｉ

ｔ
． ,ｐｐ

． 5 1 

—

5 2 ．

④ 立 法议会 由 7 5 名议 员组成 , 其 中 1 0 名 由 总督任命 ,
1 3 名专 门 留 给南方人 , 其余 5 2 人

中 的 1 0 人 由直接选举产生 , 其余 4 2 人经各省选举 团 间接选 出 , 而乌 玛党赢得 了其 中 的 2 6 个席

位 。 Ｓ ｅｅＲｏｂｅｒ ｔＯ ．Ｃｏ ｌｌ ｉｎｓ ？ｏｐ
．
 ｃ

ｉ
ｔ ． , ｐ ． 5 8

；Ｐ ．Ｍ ． Ｈｏ ｌ ｔａｎｄＭ． Ｗ ．
Ｄａ ｌ

ｙ , ｏｐ
．
 ｃｉ ｔ

．
, ｐｐ

． 1 2 9 , 1 3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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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长委员会 向两院制议会负责 。 数月 后 , 埃及王朝被埃及军官组成的革命

指挥委员会推翻 。 随后 , 埃及迅速放弃
“

尼罗河流域统
一

”

的主张 , 并在

1 9 5 3 年 2 月 与英国签署了 同意予 以苏丹在 3 年 内 自 决并实现苏丹化的新

协议 。

？ 1 9 5 3 年 1 1 月 , 苏丹举行 了首 次全 国多党议会选举 , 民族联合党

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
1 9 5 4 年 1 月 , 苏丹 自 治政府成立 , 民族联合党领

袖伊斯梅尔 ？ 阿扎里出任 自 治政府总理 。

简言之 , 半个多世纪的英埃共管既是苏丹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过程 ,

也是苏丹政治制度的逐步成型时期 。 苏丹之所 以走上议会制多党民 主道

路 , 与英国对苏丹的殖民统治及苏丹的宗教文化有着直接关系 。 英国 的间

接统治及
“

分而治之
”

策略导致了苏丹传统部落管理者与受过西方教育的

知识精英 即民族主义者的分化 , 随后又为 了应对后者参与国家管理的要求

而将代议制 引人了苏丹 。 随着知识阶层主导 的 民族独立运动的胜利 , 苏丹

“

顺理成章
”

地接受 了西式议会民主制度 。 与此 同时 , 基于不同教派的 苏

丹民族主义者因无法弥合其 内在分歧而裂变为政治主张迥异的政党 , 这不

仅给苏丹的独立进程带来了较大的负 面影响 , 而且使独立后苏丹的政治发

展充满了 曲折 。
－

二 民选政府和军政府交替执政

与以宗教为指导思想的马赫迪国家不同 , 缔造共和国的苏丹民族主义

者则深受西方 的文化与政治理念的影响 。 他们以不同程度的真诚和理解表

示 出对议会民主的迷恋 。 因此 , 苏丹共和 国本质上不是共管政府的取代者

而是其继承者 不过 , 英国人留下 的议会民主制度却未能在这个年轻的

非洲 国家开花结果 ； 相反 , 在独立以来 的半个多世纪里 , 苏丹一直徘徊于

民主与专政之间 , 陷于 民选政府与军人政权交替执政的
“

怪圈
”

而难 以 自

拔 。 纵观其当代政治进程 , 苏丹至少经历了三轮民选政府与军人政府的交

替执政 ： 第
一轮是 1 9 5 6 年 1 月 开始的三届文官政府及 1 9 5 8 年 1 1 月 政变

上台 的阿布德军政权 ； 第二轮 是 1 9 6 4 年 1 0 月 开始 的 六届 文官 政府 及

①Ｓｅｅ Ｒｏｂｅ ｒｔＯ ． Ｃｏ ｌ ｌ ｉｎ ｓ
,

ｏｐ,  ｃｉ ｔ ． , ｐ ． 5 9
, 6 2 ．

②Ｐ． Ｍ．Ｈｏ ｌ ｔａｎｄＭ ． Ｗ．
Ｄａ ｌｙ , ｏｐ

．
ｃ ｉ

ｔ
． , ｐ

． 1 4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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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6 9 年 5 月 政变上 台 的 尼迈里军政府 ； 第三轮为 1 9 8 5 年 4 月 开始 的 四届

文官政府 及 1 9 8 9 年 6 月 政变上 台 的 巴 希尔军政权 ( 详 见下表 ) 。 虽 然

2 0 1 0 年 4 月 的全国大选使苏丹再次走上 了所谓
“

民 主政 治
”

的道路 , 但

目前 尚难预料苏丹能否就此摆脱文官政府与军政权交替执政 的轮 回 。

独立以来苏丹民选政府与军政权交替执政情况

轮次 政 权性质及权力 获取方 式执政时 间政府 中的主导力量领导人

过渡政府 ( 独立前民 选 1 9 5 6 ． 1

—

7民族联合党＋ 乌玛党阿扎里

第自 治政府的延续 ) 1 9 5 6 ．

 7
—

1 9 5 8 ． 2乌玛 党＋人民民主党哈利勒

＾议会制多党联合政府
＂

“

 7

̄

％ 1 9 5 8 ． 2
—

1 1乌玛 党＋人民民主党哈利勒
( 民选 )

 

军人政权 ( 政变 ) 1 9 5 8 ． 1 1
—

1 9 6 4 ． 1 0军队阿布德

1 9 6 4 ． 1 0
—

1 9 6 5 ． 2职业阵线＋其他政党哈利法

过渡政府 ( 人 民起义 ) 1 9 6 5 ． 2
—

6乌玛党＋ 民族联合党哈利法

1 9 6 5 ． 6
－ 1 9 6 6

． 7乌玛党＋ 民族联合党马哈古 卜

5议会制 多党联合 政府 1 9 6 6 ．

 7
—

1 9 6 7 ．  5乌玛党＋ 民族联合党萨迪克

Ｓ ( 民选 ) 1 9 6 7 ． 5
—

1 9 6 8 ． 4乌玛党＋ 民族联合党马哈古 卜

1 9 6 8 ．  4
－

1 9 6 9 ．  5民主联合党 ＋乌玛党马哈古 卜

‘ｔ军 队 、 苏丹社会
军人政权 ( 政变 ) 1 9 6 9 ． 5

—

1 9 8 5 ． 4尼迈里
主义联盟

过渡政府 (人 民起义 ) 1 9 8 5 ． 4
—

1 9 8 6 ． 4过 渡军事委员会达 哈 卜．

第议会制多 党联 合政 府 ( 民乌玛党 ＋民主联合党 ／

三 1 9 8 6 ． 4
—

1 9 8 9 ． 6萨迪克
轮选 )全 国伊斯 兰阵线

军人政 权 (政变 ) 1 9 8 9 ．  6
—

2 0 0 5 ． 9军 队 、 全 国大会党巴希尔

过 渡政府 ( 根据 《全 面和平 ,全 国 大会党 ＋苏丹^

2 0 0 5 ．  9— 2 0 1 0 ． 6巴希尔
协定 》 成立 的民族团结政府 〉人民解放 运动

第

￡议会 制多党联合 政府全 国大会 党＋苏丹
％ 2 0 1 0 ． 6

—

巴希尔
( 民选 )人 民解放运动

． 军人政权 ？

由此可见 ,
尽管苏丹继承 了议会民主的制度框架 , 但并不具备实行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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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民主的稳定而强大的政治力量基础 。 从 1 9 5 8 年到 1 9 8 9 年 , 苏丹各届 民

选政府均因无任何政党能在选举 中 赢得绝对优 势而 被迫组成 多党联合政

府 , 可作为执政伙伴 的主要政治力量
——

乌玛党 、 民 主联合党《 ＞

、 伊斯

兰主义 、 共产主义及南 方党派
——

却从未彼此信 任过 , 这是 造成多党联

合政府短命且 无所作 为 的主要原 因 。 首先 ,
由 于苏丹南北 方的 长期 失

和 、 军政府 的党禁政策及各党 内部 的派别争斗 等原 因 , 苏丹迄今未形成

任何真正的全 国性大党 。 作为苏丹北方 民族主义 ( 当 时南方并未形成完

整而明 确 的 民族主义 ) 产物的 乌玛党和 民主联合党从一开始就没有得到

南方 的响应和支持 ,
而曾经左右苏丹政局的伊斯兰主义运动和苏丹共产

党也只是在北方具有影 响力 的政治力 量 。 在受到三届军政府长达三十多
？

年的党禁或
一党制的重创之余 , 苏丹的几乎所有主要政党都曾 受到 内部分

裂的严重困扰

其次 , 苏丹的各主要政党 因政治基础或 目标 的显著差异而缺乏合作基

础 。 且不说崇尚 神权政治的右翼伊斯兰主义运动和
“

无神论
”

的左翼共产

主义政党原本就水火不容 , 就连乌玛 党和民主联盟党也是传统政治对手 。

乌玛党受马赫迪家族领导 , 其基础是安萨教派 , 其主要支持者是苏丹中西

部即 达尔富尔和科尔多凡地区 的安萨教徒 ；
民主联合党受米尔加尼家族领

导 , 其基础是哈特米亚教派 , 主要支持者分布在苏丹 的北部和东部 , 并在

① 在最近的 2 0 1 0 年 4 月 大选 之前 , 苏丹 曾先后举 行过 四次多党选 举 。 1 9 5 8 年苏丹 举行独

立后的第
一次选举 , 乌玛党获得 6 3 个席位 , 民族联合 党获得 4 4 个席位 , 人 民 民主党获 得 2 6 个

席位 。 由于未能获得半数以上席位 , 乌 玛党与 人民 民主党组成联合 政府 。 同 样 的情 况发 生在第

二 、 第三届民 选政府 ： 在 1 9 6 5 年大选 中 ,
由于人 民 民主 党抵制选举 , 乌玛党 获得 了总 共 1 5 8 个

席位 中的 7 6 个
, 民族联合党 获得了 5 4 个 , 剩下的被其他团体获得 ； 1 9 6 8 年苏丹 政府进行 了第二

次选举 , 民主联合党贏得了 国会 2 1 8 个席位中 的 1 0 1 个 , 乌玛党 的两个派别 即传统 派和萨迪克 派

分别获得了 3 0 个和 3 6 个席位 , 南方 的两个政党获 得了 2 5 个席 位 , 共产党 获得 了 1 个 席位 , 但

是没有一个政党贏得 议会多数 席位 。 1 9 8 6 年 4 月 的选举 同 样 没有 产 生绝 对 的赢家 , 乌 玛党 以

3 8 ． 2 ％的选票获得 9 9 个席 位 , 民主联合 党 以 2 9
．
 5 ％ 的选 票贏得 6 4 个席 位 , 全 国伊斯兰 阵线 以

1 8 ． 5 ％的选票贏得 5 1 个席位 。 萨迪克领导的 乌玛党只好先后选 择与 民 主联合 党和全 国伊 斯兰 阵

线组成了 联合政府 。 Ｓｅｅ Ｒｏ ｂｅｒｔ  0 ． Ｃｏ ｌｌｉ ｎｓ
, ｏｐ ．

ｃｉ ｔ
． , ｐ ．  7 0

,
 8 5 ,  8 9

’ 1 6 2 ．

② 民主联合 党 ( Ｄｅｍｏｃ ｒａｔ ｉｃＵｎｉ
ｏｎｉｓｔＰａｒｔ ｙ , ＤＵＰ ) 于 1 9 6 7 年 由 人 民 民 主 党 ( Ｐｅ ｏｐ ｌｅ

’

ｓ

Ｄｅｍｏｃｒａ ｔ ｉｃＰａｒｔｙ ,
ＰＤＰ ) 和民族联合党 ( Ｎａ ｔｉ ｏｎ ａｌＵｎ ｉ ｏｎ ｉｓ

ｔ
Ｐａ ｒｔｙ ,ＤＵＰ ) 合并而成 。

③ 例如 , 民族联合党于 1 9 5 6 年分裂为人 民民主党和 民族联合 党 ；
乌玛党 在 1 9 6 8 年分裂为

萨迪克 ？ 马赫迪领导的多数派和伊玛 目
？ 哈迪 领导 的传 统派两 大阵营 , 后来又在 1 9 9 8 年 分裂为

萨迪克领导的乌玛党和哈迪 ？ 马赫迪 革新
一乌玛党 ； 伊斯 兰主义运动 即全 国伊斯兰 阵线 在世纪之

交分裂为巴希尔领导的全国大会党和图拉比 领导 的人 民大会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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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和知识分子中有较大影响 。 早在争取国家独立之时 , 乌玛党和民族联

盟党就针锋相对 , 提出过完全不 同的独立 目 标 ； 独立后 , 为了垄断国家权

力 , 这两个 以教派为基础 的政党又限定其领导阶层只能来 自各 自 的宗教派

别 , 宗教领导就是党的领导 。

？

导致多党联合政府在短期 内垮台 的直接原因是 , 这些政党是出于各 自

的利益而临时联合 , 他们之间有着很多分歧 , 而且都企图在政府中加强和

突出 自 己的地位 。

？
在组成联合政府后 , 他们往往 陷于权力 斗争 。 更为糟

糕的是 , 党派内部的竞争也极为平常 。

③
以第二届 民选政府为例 , 该届政

府以频繁组阁和更换总理而著称 。
1 9 6 5 年 3 月 乌玛党和 民族联合党结成

执政联盟 , 紧接着在 1 0 月 , 联盟因 内 阁总理马 哈古 卜 和最高委员会 主席

阿扎里的对立 、 两党的分歧及乌玛党的 内部斗争而崩溃 。 在安萨教多数派

和民族联合党的支持下 , 萨迪克于 1 9 6 6 年 7 月 成为联合政府 的新总理 。

然而在短短 1 0 个月 后 的 1 9 6 7 年 5 月 , 萨迪克便因 民族联合党退 出联合政

府而将总理职位归还给 了马 哈古 卜 。 1 9 6 8 年初 , 乌玛党 内不断扩大的分

裂开始威胁到马哈古 卜政府的生存 。 由 于担心 占议会多数席位的萨迪克派

会做 出任何阻挠政府的行为 , 马哈古 卜 宣布解散议会 。 但是 , 萨迪克却拒

绝承认这一行为 的合法性 , 结果是 , 喀土穆出 现了令人啼笑皆非 的政治乱

象
——两个制宪国 民代表大会并存 ：

一个在国会大楼内 集会 , 另一个在国

会大楼的草坪上集会 。

④

毋庸置疑 , 军事政变及随后的军人专政是屡屡打断苏丹民主政治进程

的显 而易见 的原因 。 但是 , 导致
“

军人干政
”

的根本原因却正是民选政府

内无休止的党派利益之争及在 国家遭遇经济困难或面临重大政治问题时的

软弱无能 。 第
一

届 民选政府即哈利勒领导乌玛党和人 民民主党联合政府一

直斤斤计较于两党领袖的个人地位和教派利益 , 并在处理 同埃及因尼罗河

①
＂

Ｔｈｅ Ｂｌ
ａ ｃｋＢｏｏｋ ：Ｉｍｂａｌ ａｎｃｅｏ ｆＰｏｗｅｒａｎｄＷｅ ａｌ

ｔｈｉｎＳ ｕｄａｎ
＂

, ｈｔ ｔｐ ：／／ ｗｗｗ ． ｓｕｄａｎ
－

ｊ
ｅｍ ． ｃｏｍ ／ 2 0 0 4 ／ ｓｕｄａｎ

－

ａ ｌ
ｔ ／ｅｎｇ ｌｉｓｈ ／ｂｏｏｋ ｓ／ｂ ｌａ ｃｋ ｂｏｏｋ

＿ｐａｒ ｔ
ｌ／ 2 0 0 4 0 4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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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彭树智 ： 《 阿拉伯 国家史 》
,
高等 教育 出版社 2 0 0 2 年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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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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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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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代苏丹 的政治继承与换代 ：进程 、特点及走 向 6 5

水问 题而恶化的双边关系和是否接受美 国 的财政援助等重大问题时勾心斗

角 , 相互拆 台 。 在这种政治混乱的前提下 , 陆军司令易 卜拉欣 ？ 阿布德少

将发动政变并接管了 政权 , 而苏丹人也欣然接受 了这
一

不流血 的军事政

变 。

？
同样 , 第二次议会民主时期联合政府领导人之间 的个人对抗与频繁

倒阁 给尼迈里上校发动军事政变并和平接管苏丹政府提供了机会 , 而在短

短三 年 内历经 6 次组阁 却仍 未解决
“

伊斯兰法
”

适用 问题 的 萨迪克政府

( 1 9 8 6
—

1 9 8 9 年 ) , 不仅激怒了
“

伊斯兰原教 旨 主义者
”

, 疏远了世俗主义

者 , 丧失了南方人的信任 ,
而且也使军人失去了耐心

——

巴希尔率领一批

中层 军官发动了苏丹的第三次成功的不流血军事政变 。

虽然 因 民选政府的 软弱无能而发动政变上 台 , 但是军政权同 样难 以

长期维持统治地位 。 首先是军政权为稳定局势而禁止政党活动的 专制做

法招致 了苏丹 民 众特别 是传统政治力 量 的 不满与 反抗 。 尼 迈 里统 治时

期 , 反对尼迈里的 力量在 1 9 7 4 年结成包括乌 玛党萨迪克派 、 民族联合

党 、 伊斯兰宪章阵线在 内 的
“

民族阵线
”

, 并 于 1 9 7 6 年 7 月 发动
一

场未

遂政变 。 巴希尔统治时期 , 南 北方 的 众多反 对派 又组 成
“

全 国 民 主联

盟
”

, 共 同反对 巴希尔政府 。 此外 , 依靠政 变上 台 的军政府 的执政合法

性也备受质疑 。 为 了 维持其统治地位 , 军政府大都有在执政后期通过选

举 回归 民主的趋势 。 但是 , 军政府为获得执政合法化性而举行 的这些选

举的 效果往往会适得其反 。 在 1 9 7 8 年 2 月 的人民议会选举 中 , 尼迈里同

意流亡归来的乌玛党 、 民主联合党及穆斯林兄弟会成员 作为独立候选人参

加选举 , 这些独立候选人赢得了 3 0 4 个席位中的 6 0 席 , 另外 6 0 席被无党

派人士获得 , 从而使尼迈里领导的苏丹社会主义联盟失去了对议会 的绝对

控制 。

？

不过 , 导致阿布德政府和尼迈里政府下台的最终原因却是二者在南方

推行 的阿拉伯化和伊斯兰化政策 。 时布德统治时期 , 苏丹政府大力推进南

方社会 的阿拉伯化 , 希望以此实现伊斯兰教下 的民族融合 。 政府在南苏丹

开办伊斯兰学校 , 建造清真寺 。
与此同时 , 政府压制南方 的基督教势力 ,

1 9 6 2 年通过了 《传教士社团法令 》 , 1 9 6 4 年 2 月 , 阿布德下令驱逐南方的

外国传教士 , 随后又关闭议会 。 军政府的做法引起南方 的强烈不满 , 南方

①Ｒｏｂｅｒ ｔＯ ．Ｃｏ ｌｌｉｎ ｓ
,
ｏｐ ．ｃｉ ｔ

．

, ｐｐ ．  6 9 

—

 7 3 ．

②Ｓ ｅｅＨ ｏ ｌ
ｔ

,Ｐ ．Ｍ．
 ａｎ ｄＤａｌｙ , Ｍ．

Ｗ．
, ｏｐ ． ｃ ｉ

ｔ． , ｐ ． 1 7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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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 出 现反政府武装 。 不久 , 阿布德军政府被
“

全国 职业 者阵线
”

( Ｎａ
？

ｔ ｉｏｎａ ｌＦ ｒｏ ｎｔｆｏｒＰｒ 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 ｌｓ )领导 的
“

十 月 革命
”

推翻 。 虽然南北苏丹

在尼迈里统治时期实现了和解 , 但不幸的是尼迈里在执政后期改变了其南

方政策 。 1 9 8 3 年 6 月 和 9 月 尼迈里先后发布
“

六 ？ 五总统令
”

和
“

九月

法令
”

, 取 消南方 自 治地位 , 并在全 国强制实 施伊斯兰法 , 即 沙里亚法

( ｓｈａｒ ｉａ ) 。 此举 引起南方人 的极大愤慨 , 南方叛乱再起 , 并形成了 如今南

方最大的政治力量苏丹人 民解放运动 。 尼迈里的南方政策引发了第二次 内

战 , 也直接导致其军政权的垮台 。

三 军政府的执政能力强于民选政府

当代苏丹政治进程 中的
一个显著 的现象是 , 议会民主政府的执政时间

远远短于军政权的执政时 间 。 在独立至今 的 5 5 年里 , 议会 民主政府仅执

政 1 1 年 , 且执政时 间最长 的
一届也 只持续 了 3 年 ( 1 9 8 6 年 5 月 至 1 9 8 9

年 6 月 的萨迪克 ？ 马赫迪政府 ) 。 相 比之下 , 阿布德执政 了 6 年 , 尼迈里

执政 了 1 6 年 , 而 巴希尔将军则 自 1 9 8 9 年政变上 台后
一

直执政至今 。 无论

是在执政时间的长短上 , 还是在发展经济和解决重大政治 问题方面 , 军政

府都表现出 比民选政府更强 的执政能力 。

在发展经济方面 , 在苏丹经济陷 于困境时政变上 台的各届军政府均有

所建树 , 而苏丹几乎所有经济发展规划和大型工程都是在军政府时期完成

的 。 阿布德政府上台 不久 , 就改善了 同埃及 的关系 , 并达成了 《 1 9 5 9 年

尼罗河水协议 》
, 使苏丹多分得 了 1 4 5 亿立方米的尼罗 河水 。

？ 此外 , 阿

布德政权积极发展对外关系 , 为发展国家经济获得了大量外国援助 , 是苏

丹进入 了独立以后的第一个繁荣 时期 。 尼迈里时期开始实施规模庞大的琼

莱运河计划 , 琼莱运河 的长度相 当于苏伊 士运河两倍 , 运河的建成不仅可

以使 白 尼罗河绕过苏德沼泽 , 有助于减少尼罗河水的蒸发损失 ,
而且可以

为大量耕地 提供灌溉 。 如果不是 因为尼迈里的其他政策导致内战再起 , 琼

莱运河的挖掘早已完成 。

巴希尔政府在近年取得 的成就表明 , 只要有一个和平 的环境 , 有一个

①Ｓｅ ｅＲｏｂｅｒｔ  0 ．Ｃｏ ｌｌｉｎｓ
,
ｏｐ

．ｃ ｉ ｔ
．

, ｐｐ ．  7 4
—

7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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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 的经济政策 , 苏丹就能发展 。 以石油开发为例 , 虽然苏丹早 已发现石

油 , 但直到 巴希尔执政时期才真正将石油开发出来 ． 近年来 , 在石油经济

的带动下 , 苏丹实现了经济的重大发展 。 苏丹北方和南方都享受着经济发

展带来 的好 处 。 苏丹 的 ＧＤＰ 在 2 0 0 6 年 和 2 0 0 7 年 分别 达到 1 1
．
 3 ％ 和

1 0 ． 2 ％ , 受金融危 机 的影响 ,
2 0 0 8 年 为 6 ． 8 ％ , 2 0 0 9 年为 4 ． 5 ％ ,

2 0 1 0

年预计达到 5 ． 5 ％ ,  2 0 1 1 年预计达到 6 ． 0 ％ 。 消费指数也在下降 ,
2 0 0 8 年

为 1 4 ． 3 ％ , 2 0 0 9 年 为 1 1 ． 3 ％ , 2 0 1 0 年预计为 1 0 ． 0 ％ ,
2 0 1 1 年预 计为

9
．

0 ％
。

？ 2 0 0 9 年人均 ＧＤＰ 达到 了 2 3 0 0 美元 。 可 以看 出 , 苏丹的 经济正

在蓬勃发展 。

② 此外 ,
巴希尔政府还十分重视改善基础设施 , 并致力于发

展农业 、 水电 、 交通 、 电信等民生工程 。

在政治方面 , 且不论到底哪一种政体更为适合于苏丹 , 但明显 的现象

是没有哪一届 民选政府能在解决影响苏丹政治进程的重大问题 , 特别是南

方问题上有所建树 。 相反 , 尼迈里和 巴希尔两届军人政权却在南方问题上

取得过重大突破 ： 前者结束 了第一次 内 战 , 后者结束了第二次内 战 。 南方

问题是独立后苏丹各届政府均无法回 避的重大问题 。 阿布德 因南方问题下

台后 , 民选政府
一

直忙于 内 斗 ,
1 9 6 5 年的 喀土穆圆 桌会议也未能提 出 任

何政治解决方案 。 尼迈里上台后立即着手解决南方问题 , 致力 于通过给南

部 自 治地位和发展南方经济来结束南方战争 。
1 9 7 1 年 1 0 月 , 尼迈里政府

与南苏丹解放运动建立了联系 。 在多次磋商后 , 两方 的代表 团于 1 9 7 2 年

2 月 在埃塞俄 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 巴举行会谈 , 并最终达成 了 《 亚的斯亚

贝 巴协定 》 。 《 亚的斯亚贝 巴协定 》 给南方以 自 治地位 , 结束 了长达 1 7 年

的第
一次 内 战 , 使苏丹有了 1 1 年的相对和平时期 。 巴希尔政府从 1 9 9 3 年

开始参与 由 尼 日 利亚 、

“

伊加特
”

、 联合 国等 国家和国际组织先后倡导的南

北和平进程 , 经过十多年时断时续的艰苦谈判 , 双方最终在 2 0 0 5 年达成

《全面和平协定 》 , 结束了长达 2 3 年 的南北 内 战 , 为苏丹社会 、 经济 的快

速发展赢得了 和平环境 。

①Ｓｅ ｅＩｎｔ ｅｒ ｎａｔ ｉｏｎａ ｌＭｏｎｅ ｔａ ｒｙＦｕｎ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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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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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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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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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ｍ ,
Ｏ ｃｔ ｏｂｅ ｒ 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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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驻苏丹经商参处 ：

“

苏丹南方政府披露 2 0 0 9 年石油产量及近年石油分配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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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ｄ ． ｍｏ ｆ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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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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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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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苏丹与南苏丹的政治走势

虽然苏丹的政治精英阶层是
一

个严重分裂和极端机会主义的 阶层 , 加

之军人频频干政和南方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 , 使苏丹的民主政治道路充满

了 曲折 , 但总体而言 , 苏丹是当代非洲
一

直保 留议会民主体制和选举制度

的 国家。 研究苏丹政治制度的学者也认为 , 就政治文化而言 , 苏丹属于阿

拉伯世界和非洲最 民主的 国家 。

？
与大多数 中东和北非 国家不 同 , 苏丹在

事实上
一

直尝试 以世俗 的宪法为基础实现其政治制 度的 民主化 , 而 2 0 1 0

年举行 的全国大选和 2 0 1 1 年 1 月 举行 的南方公投也将进
一

步加快苏丹的

民主化进程 。

2 0 1 0 年 4 月 举行的全 国大选 , 是 巴希尔执政 以来进行的第一次民 主

选举 。 本次大选基本上是 民主的 , 也得到 了 国际社会的承认 。 结果 巴希尔

获得 6 8 ． 2 ％的选票 , 是选 民对巴 希尔执政业绩 的肯定 。 这是苏丹历史 上

进行的 民主选举 中 , 获选政党首次 以绝对优势胜 出 。

？
巴 希尔 以高票 当

选 , 全国大会党和苏丹人 民解放运动又分别赢得了全部 2 5 州 中 的 1 4 州 和

1 1 州 的地区选举 , 这说明 苏丹 的政治力量对 比 已 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 以

往选举无任何政党能绝对胜出 的局面被打破了 , 这至少从表面上证 明苏丹

的选举政治正朝着有利于政治稳定的方向发展 。

对北方的政治前景而言 , 南方问题 的消失是
一

把双刃剑 。

一方面 , 南

方的分离将有助于北方政局 的稳定 , 至少南方问题不再是引起苏丹政治动

荡的重要因素 。 对绝大多数北方人而言 , 届时的苏丹是
一

个真正的伊斯兰

国家 , 伊斯兰教在国家政治生活 中的作用将会进
一

步加强 , 而类似达尔富

尔冲突问题只是穆斯林弟兄的
“

内部
”
问题 。 另

一方面 , 南方的独立并不

意味着北方 内部矛盾和冲 突的减少 ； 相反 , 北方的民族 、 敎派 、 党派及地

区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将会 因南方问题的解决而进
一杀凸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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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希尔政府 的未来命运关乎苏丹 ( 北方 ) 的政治走 向 。 就近期而言 ,

南方独立后巴希尔政府的合法性就会面临挑战 。 首先 , 南方的独立意味着

苏丹人民解放运动要退出现政府 , 而抵制或质疑 2 0 1 0 年大选的北方反对

派必然要求重新选举 。 如果 巴希尔政府因无法控制局面或迫于各方压力而

允许重新选举 , 则失去南方
“

支持
”

的 巴希尔总统连任的可能性将大打折

扣 , 甚至全国大会党能否再次获胜也未可知 , 毕竟北方还有乌 玛党 、 民主

联合党 、 人民大会党等很有影响力的政党 。 对在发展 国家经济和解决南方

问题上颇有建树 , 但又身负 国际刑事法院逮捕令的 巴希尔总统而言 , 军队

的支持及达尔富尔问题的进展至关重要 。 前者是其在关键时刻控制局面的

‘

有效保障 , 后者则是其赢得 民众的支持并缓解国际压力 的前提 。 巴希尔政

府的未来取决于民众的拥护和军队的支持 , 而这直接决定苏丹 ( 北方 ) 的

政治前景
——

走 向 民 主 , 抑或 再次 陷人 民 选政 府与 军政权交替 执政 的

轮回 。

对南方而言 , 独立后在这 片土地上将 出现世界上最年轻的 国 家 。 在

为 自 由 、 平等和 民 主斗争几 十年后 , 世帒 和 民 主道路是南 方 的 当 然选

择 。 不过 , 短期 内南苏丹政局很可能比北方更为动荡 。 南方的 内部差异

远大于北方 , 种族 、 部落之 间长期存在尖锐矛盾 , 占 优势地位 的丁 卡人

和其他半都市化的赤道人之间经常发生部族冲突 。 政治上 , 由 于苏丹政

府 的长期边缘化与压制 , 南方 的行政体系 极不完善 。 南方几乎没有成形

的政党政治 , 目前 围绕在苏丹人 民解放运动周 围 的政治力量是一个松散

的联盟 , 而苏丹人民解放运动总体上仍是
一个军事组织 , 不断分裂 且尚

未完成政党转型 。 经济上 , 南方的基础设施极为落后 , 甚至没有一条像

样 的公路 。 除了 石油 收益 分成 外 , 其财政 支 出 只 能 依靠 国 际援 助 。 此

外 , 南方 的认 同是在 与北方对抗 的基础上形成的 , 虽然一定程度上有助

于南方人的 团结 , 但这种认同 的基础本身就很脆弱 。 在失去北方这个共

同敌人且 尚未形成新 的 国家认 同 的情况下 , 南苏丹原有 的各种矛盾 必然

会再次浮出水面 。

同苏丹政局不稳 的原因
一样 , 权力分配问题最有可能影响南苏丹的政

治稳定 。 目前苏丹人 民解放运动的主体是丁卡人 , 而人数众多的努尔人及

其他种族则处于相对或绝对弱势地位 。 如果南方独立 , 丁卡等强势民族将

继续保持甚至扩大现有优势 , 南苏丹很可能出现与北方类似的 由 少数强势

民族联合执政的局面 , 而权力分配问题同样可能成为南苏丹 内部动荡的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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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线 。 在 2 0 世纪 9 0 年代 , 因丁卡 、 努尔和希鲁克领导人之间的权力斗争

而发生的严重分裂与暴力 冲突就是先例 。

结语 ： 十字路口的苏丹

尽管种种因素导致 了苏丹持续的政治动荡 , 但权力和财富分配不均是

其动荡的根本原因 。 迄今为止 , 苏丹的 国家权力
一

直被认为握在少数人手

中 。
2 0 0 0 年达尔富尔好战分子在 喀土穆秘密发行并被广为流传的 《黑皮

书 》 认为 , 苏丹北部的栋古拉人 、 沙亚吉亚人和贾阿林人 占 据了中央政府

超过 5 0 ％ 的代表席位 , 有时甚至高达 7 0 ％ 。 从独立到 现在 , 几乎没有哪

个总理或总统不是来 自 北部地区 , 军政府时期也不例外 。

？ 苏丹 的未来取

决于现政府及未来 的北 、 南政府能否公平合理地分配权力和财富 。 如果达

尔富尔等喀土穆以外地 区不再继续被边缘化 , 如果南方能真正实现 自治或

独立并设法阻止其 内部冲 突 , 不管是一个统
一

的苏丹还是两个独立的 国家

都会迎来期盼 已久的稳定与繁荣 。 反之 , 苏丹很可能重蹈动荡与 民选政府

和军政权交替执政的覆辙 。

( 责任编辑 ： 赵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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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ｅｘｐ ｌ ｉｃ ｉ ｔｌ ｙ
ｅｎｓｈｒｉｎｅｄｔｈｅｓｅｐ ａ ｒａ ｔｉｏｎ ｒｉｇｈ ｔａｎｄｔｈｅｒｉｇｈ ｔ ｔｏｓｅ ｌｆ

－

ｄｅ ｔ ｅｒｍ ｉｎａ ｔ 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Ｃｏ ｎｓｔ ｉ ｔｕ ｔ ｉｏ ｎ ( Ａｒｔ ｉｃｌｅ 3 9 ) , ｔｈｉｓｉ ｓａｂ ｉ

ｇ 
ｉｎｉ ｔ ｉ ａ ｔｉｖｅ ｉｎｔｈｅ

ｐ ｏ ｌ ｉ ｔ ｉｃａ ｌｈ ｉｓ
？

ｔｏｒ ｙｏ ｆＡｆｒｉ ｃａ ．Ａ 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ｓｅｐａ ｒａ
ｔ ｉ ｓｔａｌｗａｙｓｔｒ ｅａｔｎａｔ ｉｏｎａ ｌｓ ｅｌｆ

－

ｄｅ ｔ ｅｒｍ ｉ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ｓ
＂

ｍａｇ
ｉｃｗｅａｐｏ ｎ

, ,

,
ｉｎｓ ｉｓｔｔｈａ ｔｅｖｅ ｒｙｎａ ｔｉｏｎ ｈａｓｔｈｅｒｉｇ ｈｔ ｔｏｅｓｔａｂ

？

ｌ ｉ
ｓ ｈｔｈｅ

ｉ
ｒ ｉｎｄ ｅｐ ｅｎｄｅｎ ｔｓ ｔａｔｅ

,
ｂｕｔ ｔｈｅＥｔｈ

ｉ
ｏ ｐｉａｎ ｆｅｄ ｅｒａ ｌ ｓ ｙｓ

ｔｅｍｉ ｓｎｏｔｓｅ ｔｕｐ

ｔｏｅｎｃｏ ｕｒａｇ ｅｅ ｔｈｎ ｉ ｃｓ ｅｐａｒ ａｔ ｉｏｎ ．Ｂｕｔ ｆｏｒｎｏｗ ,ｔｈｅ
ｐｕｂ ｌｉｃ ｒｅ ｃｏｇｎｉ ｔ ｉｏｎｏ ｆｓ ｅｐ

？

ａｒａ ｔ ｉｏｎ ｉｎｔｈｅＥｔｈｉｏ ｐｉａｎＣｏｎｓｔ ｉ ｔｕｔ ｉｏｎｈａｓ
ｐ ｌａｙｅｄａｐｏｓ ｉ ｔ ｉｖｅｒｏｌｅ ｉｎ

ｐ ｒｏｍｏ
？

ｔｉｎｇｔｈｅｄｅｖ ｅｌｏｐｍｅｎ ｔｏｆｔｈ ｉｓｃ ｏｕｎ ｔ ｒｙ ．

Ｋｅ
ｙ
Ｗｏｒｄｓ ：Ｅ ｔｈｉｏｐ

ｉａ ；Ｆｅｄ ｅｒａ ｌｓｙ ｓｔｅｍ ；Ｃｏｎｓｔ ｉ ｔｕｔ ｉｏｎ ；Ｔｈｅｒｉ

ｇｈｔｏｆ

ｎａｔ ｉｏｎａ ｌｓｅｐａｒａｔ ｉｏ ｎ

Ｔｈ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ｌｌａｐｓｅ
ｏｆＡｌ ｌ ｉ ａｎｃｅｓ ｉｎＡｆｒｉｃａＳｔａｔｅｓ ： 1 9 4 6

－ 1 9 9 0

ＷａｎｇＳｈｉｓｈａｎ , Ｐｏｓｔ
－

ｇｒａｄｕａ ｔ ｅ , Ｄ ｅｐ ａ ｒｔｍｅｎｔｏ ｆＲ ｅｓｅ ａｒ ｃｈａｎｄＷｏｒ ｌｄ

Ｅｃｏ ｎｏｍ ｉｃｓａｎｄＰｏｌ ｉ ｔ ｉｃｓ
,ＣＰＣＪ

ｉａｎｇｓｕ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
ｌＣｏｍｍ ｉｔ ｔｅｅＰａｒｔｙ

Ｓ ｃｈｏ ｏｌ

Ｗａｎｇ
Ｙｉｎｇ ,Ｐｒｏｆｅｓｓ ｏｒ ,Ｄ ｅｐ ａ ｒｔｍ ｅｎ ｔｏｆ Ｒ ｅｓ 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Ｗｏｒ

ｌ ｄＥｃ ｏｎｏｍ
？

ｉ ｃｓａｎｄＰｏｌ ｉ ｔ ｉｃｓ
,
ＣＰＣＪ ｉ ａｎｇ ｓｕＰ ｒｏｖｉｎｃｉａ ｌＣｏｍｍｉ ｔ ｔｅ ｅＰａｒｔｙＳｃｈｏｏ 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