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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 要 】 东 非地 区 一 体化 在 经 历长 期 的 停 顿 后 , 近年 来

有 了 成 效显 著 的发展 。 个 中 原 因 很 大程度 上在 于 东 非各 国 对 于 一

体化进程 中 的
“

发 展
一

安 全
”

关 系 问 题 的 正 确 认 识 及其 平 衡政

策 。 而 在此 之前 , 参 与 东 非
一体化进程 的 东 非各 国 多 忽视地 区 安

全建设 而 片 面 强 调 地 区 经 济 一体 化 , 结果 因 地 区 安 全局 势 恶 化 、

冲 突不 断最 终导 致地 区
一

体化 瓦解 。 近年来 , 东 非各 国 汲取 历史

教训 , 高度 重视地 区 安全机制 和 能 力 的培养 , 努力 营造地 区 一体

化 的 安全环境 。 不 过 , 目 前 东 非各 国 对安 全机制 和 能 力 的重视 主

要来 自 外部 力 量 的 推进 , 发展政策 也 因 此呈 现 出 过度安全化 的 倾

向 , 这 可 能有 损地 区 一体 化 的 可持续 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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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人 2 1 世纪 , 特别是 2 0 1 0 年 7 月 东非地 区共 同货币计划开始实施以

来 , 东非地区一体化进展迅速 。 而在此前的几十年中 , 东非地区一体化进

程进展缓慢 , 甚至一度死亡 。 是什么原 因导致东非地区
一

体化在近阶段快

速发展 ？ 这一快速发展的前景和可持续性如何 ？ 本文认为 , 东非地区
一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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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近期的快速发展 , 在于东非各 国注重并较好地处理了发展与安全两者之

间的平衡关系 。 在今 日发展中 国家 , 特别是非洲 国家 , 追求经济发展与实

现政治安全两者之 间有着复杂 的关联性 , 它们 大体上形成了
一

种互为动

因 、 互为条件 的
“

发展
一

安全 关联
”

 ( Ｄｅｖｅｌｏ ｐｍｅｎｔ
－

ｓｅ ｃｕ ｒｉ ｔｙｎｅｘｕｓ ) 关

系 。

？ 协调好两者 的关 系 , 使其形成 良 性互动的 平衡关系 有着 特殊的 意

义 。 在早期 的东非地区
一体化进程中 , 东非各 国专注于经济发展 , 对安全

治理关注不够 , 结果因安全问题恶化导致地区
一

体化进程无法推进 。 近年

来 , 东非各国高度重视安全问题 , 改进发展与安全失衡状态 , 重点推进
一

体化进程中 的安全合作 ,
从而为经济发展和 一体化进程创造了有利条件 。

自
2 0 0 8 年以来 , 东非各 国再次将 目 光转到这一关联的经济方面 , 在安全

环境许可的情况下加大了对经济发展方面的强调 , 从而促进了东非地区
一

体化的快速发展 。 不过 ,
应当看到 的是 ,

目前东非地 区
一

体化进程存在较

大 的发展政策安全化风险 , 这又可能为其未来发展造成不利影 响 。

－

早期努力的失败及其根源

在非殖民化成功后整个非洲都快速转入追求经济独立 的大背景下 , 东

非各国迅速启 动 了地区
一

体化进程 。
1 9 6 7 年 , 肯尼亚 、

坦桑尼亚和乌干

达决定 , 以殖 民时期的合作为基础成立东非共同体 ( Ｅａｓ ｔＡｆｒ ｉｃ ａＣｏｍｍ ｕ
？

ｎ ｉ ｔｙ ) ,以经济为 中心开展各方 面 的合作 。 尽管也取得了一定成果 , 但这

一

倡议仅持续 了 1 0 年时间便宣布解散 , 而下一波次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启

动则要等到 2 0 年之后 。 回顾而言 , 直到 2 0 世纪 9 0 年代末前东非地区一

体化进程的失败 , 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东非各国忽视了
“

发展
一

安全
”

关

联中的安全方面 ,
1 9 6 7 年 的 《东非共 同体条约 》 甚至没有涉及与地 区安

全或国家防务相关 的问题。
？

如果 回顾整个非洲 在非殖 民化成功后的发展历程 , 可 以发现 , 尽管在

① 有关
“

发展一安全关联
”

的讨 论 , 参 见张春 《

“

发展一安全关联 中美 欧对非政策 》 ,

载 《 欧洲研究 》 2 0 0 9 年第 3 期 。

②Ｅａ ｓｔ Ａｆｒ ｉ ｃａｎＣｏｏｐｅ ｒａｔ ｉ
ｏｎＳ ｅｃｒｅ ｔａｒ ｉａ ｔ ,

＂

Ｔｈｅ Ｔｒ ｅａ ｔ ｆｏ ｒＥａ ｓｔ Ａ ｆ ｒ ｉｃａｎＣｏｏｐ ｅｒａ ｔ
ｉｏｎ ？

”
ｉｎＤｏｎ？

ａｌｄＲ ｏｔｈｃ ｈ ｉ
ｌｄｅｄ ． , Ｐ ｏｌ ｉ ｔｉ ｃｓｏｆＩｎｔ ｅｇｒａ ｔｉ ｏｎ ：ＡｎＥａｓ ｔＡｆｒｉ ｃａ ｎＤｏｃｕｍ ｅｎｔａｒｙ ？

Ｎ ａｉ ｒｏｂ ｉ , Ｋｅｎｙａ
＊

Ｅａ ｓｔＡ ｆｒｉｃａ ｎＰｕｂ ｌ ｉ ｓｈ ｉｎｇ
Ｈｏｕ ｓ ｅ ,  1 9 6 8 , ｐ ． 3 0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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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获得独立之初曾有过 不错 的经济表现 , 但非洲 的 发展很快就陷入 了 困

境 ,

一

直持续到 2 1 世纪初 。 东非地区也不例外 。 其原 因很大程度上在于 ,

新独立的非洲各国 尚 未建立起完整的现代国家制度 , 其 内部不安全因素仍

相 当多 。 但革命成功 的热情导致非洲各 国普遍忽视 了这
一

问题 , 迅速投身

于经济发展中 。 随着时间 的推移 , 国 内 和地区不安全要素 的积累 , 终于导

致了发展
一

安全关联的全面失衡 , 进而导致安全压力 的全面爆发 。 就东部

非洲而言 , 地区经济
一

体化 的努力严重忽 视 了 国家和地区层 面的安全 问

题 。 尽管面对严重的边境冲突 , 可能和极可能产生溢出效应 的国 内 权力斗

争的挑战 , 但东非各 国并未就此展开全面合作 , 最终导致地区一体化努力

的失败 , 且在之后的 2 0 年时间里难 以恢复 。

东非各国地区合作 中面临 的 第
一

个重要 安全 问题是 , 肯尼亚与乌干

达 、 肯尼亚与坦桑尼亚边境地 区的游牧部落冲突 问题 。 这种冲 突主要是 围

绕游牧文化的核心即牛 的拥有展开的 。 东部非洲游牧部落的几乎全部生活

都是围绕着牛展开的 ： 牛是游牧部落的
一

种社会纽带 , 无论是友谊 、 婚姻

抑或是政治关系往往都是通过牛 的赠送得以体现 ； 同时 , 抢牛也被认为是

一

种区分游牧部落的
“

自我与他者
”

关系 的可接受规范 。

？ 尽管殖民统治

引人了货币 和现代经济体系 , 但对远离都市生活 的游牧部落来说 , 牛仍具

有重要的社会和政治功能 ； 拥有牛 已经成为东非地 区游牧部落的一种价值

观 , 而非
一

种经济手段 。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 , 肯尼亚分别与乌干达和坦桑

尼亚 的边境地区 的抢牛或偷牛行为 , 成为三国 边境冲 突 的主要形式 , 严重

阻碍 了地区经济合作 的发展 。

在肯尼亚 与 乌 干 达边 境 , 这 种 冲 突 体 现 为 肯 尼 亚 的 图 尔 卡 纳 族

( Ｔ ｕ ｒｋａｎａ ) 抢夺乌 干达 的卡拉莫琼族 ( Ｋａｒａｍｏｎｊ
ｏｎｇ ) 的 牛和后者 的 反

抗 。 其原因不仅在于游牧部落的牛文化 , 还在于肯尼亚经济发展对于牛 肉

的需求快速 增长 。 到 2 0 世纪 7 0 年 代 中期 , 图 尔 卡纳族从索 马里匪 盗

( Ｓｈ ｉｆ ｔ ａ ) 手中获得 了枪支 , 使得卡拉莫琼人处 于
一种完全无法抵抗 的 地

位 。 这很快导致卡拉莫琼人设法从本国政府军 中获得枪支予 以对抗 , 进而

使得两个部落的抢牛斗争逐渐上升为武装斗争 。 到 8 0 年代 , 肯 、 乌边境

的抢牛事件 已经变得相 当复杂 , 不仅两个部落广泛参与 , 甚至当地的执法

①Ｓ ｅｅＭ ｉｃ ｈａｅｌＦ ｌｅｉ ｓｈｅ ｒ
,
ＫｕｒｉａＣａ ｔｔ ｌ ｅＲ ａ ｉｄ ｅｒ 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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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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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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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员 和反政府武装也介入其中 。

？

相对于肯 、 乌边境 , 肯 、 坦边境的情况明显不 同 。 由 于两国都投入大

量资源用于边境地 区发展农业 或者旅游业 , 且两国 的游牧人群 属 同一部

落 , 即玛赛族 ( Ｍａａｓａ ｉ ) , 这一地区 的游牧部落本身并不抢牛 。 但 由 于肯

尼亚生活水平更高 , 对 牛 肉 的需求更大 , 肯 、 坦两 国 的 牛 肉 价格差距很

大 , 为偷牛带来 了很高的经济收益 。 而充分利用这
一机会发财的是库里亚

人 ( Ｋ ｕｒｉ ａ )
。 这在 1 9 7 8 年乌干达与坦桑尼亚战争后变得更为猖獗 , 主要

原因在于战争中坦桑尼亚军 队 中有 5 0 ％ 的 战士来 自 库里亚族 , 他们
一

方

面在 战后无计为生 , 另一方面私下保留 了不少枪支 。 这两方面的 因素相结

合 , 导致肯 、 坦边境的偷牛活动在 8 0 年代变得更为严重 。

？

导致早期东非地 区一体化进程难以实现的第二个安全问题 , 在于地区

各国 国 内政治动荡的溢出效应 , 主要来 自于肯 、 坦 、 乌三国 的邻 国 。 总体

而言 , 无论是卢旺达的图西族 、 布隆迪 的胡 图族和 刚果 民主共和国的 图西

族 ( 又称班亚穆楞吉人 , Ｂａｎｙａｍｕ ｌ ｅｎｇ ｅ ) , 还是苏丹南部的 基督教徒和拜

物教徒 , 都为 了争取更大 的国 内政治权力 , 而与本 国政府产生激烈对抗和

冲突 , 进而导致严重的 冲突外溢效应 。 这种溢 出效应可分为三类 , 首先是

示范效应 , 主要发生在卢 旺达与布隆迪
——

现在都已成为东非共 同体的成

员 国
——之间 , 有时也会波及刚果 民主共和 国 。 卢 旺达与布隆迪都由 三个

民族组成 , 且民族结构近乎
一

致 ： 卢旺达则是 8 4 ％ 的人 口为胡图族 ,
1 5 ％

的人 口为 图西族和 1 ％ 的人 口为塔瓦族 ； 布隆迪有 8 5 ％ 的人 口是胡 图族 ,

1 4 ％ 的人 口为 图西族和 1 ％ 的人 口为塔瓦族 。 尽管种族构成相似 、 社会经

济 的分层也相似 , 但两国 的政治轨迹完全不同 ： 直到 2 0 世纪 9 0 年代 , 胡

图族主导着卢旺达的政治 , 而图西族则主导着 布隆迪的政治 。

“

布隆迪 的

种族关系更具流动性 , 不易归纳为简单的胡 图
一

图西族分裂 。

…… 因为布

隆迪与卢旺达 的种 族关系 的差异 , 这两个 国家 的 政治轨迹完全 不同 。

”？

由 于地理上的接近和种族结构的相似 , 种族团体间不同 的权力关系就非 常

①ＦｒａｎｋＭｕｈｅ ｒｅｚ 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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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导致相互间的 反复冲突 。 其结果是卢旺达 国内 胡 图族对 图西族 的压

迫 , 和布隆迪国 内 图西族对胡 图族的压迫二者之间 的恶性循环 。

由 这
一示范效应导致的第二种效应 , 或者说后果 , 是波及整个地区 的

难民 问题 。 因种族或部落冲突产生的严重 国 内 和跨 国冲突 , 导致大量无辜

平民背井离乡 。 无论是卢旺达 、 布隆迪还是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难民 , 都纷

纷到肯 、 坦 、 乌三 国寻求庇护 。 当然 ,
这里还有来 自苏丹冲突 的难 民 , 他

们也对乌干达和肯尼亚两国产生了很大的社会经济影响 。 正如一位著名 的

非洲 问题专家所言 , 每次产生难 民的暴力 冲突 , 都会导致伴随暴力 的难 民

潮 。 在部落或种族界线被错误划分的国家间 , 冲突极可能从
一

国溢 出到另

一国 , 使得有着亲属关系 的部落成为跨国暴力 中 的强有力组成要素 。

？
因

此 , 非洲大陆的任何地方都不如东非 , 国 内 问题与 外交 问题联系得那么密

切 。 对东非 国家而言 , 国 内安全与否 , 取决于其抵抗来 自 于邻 国动荡溢出

的威胁的能力大小 。

②

而 由 国 内政治动荡的溢出效应产生 的第三类影响是宗教矛盾 , 这主要

来 自 苏丹的长期 内 战 。 尽管有诸多原 因 , 但北方 的穆斯林与南方的基督教

徒和泛神论徒之间 的宗教矛盾仍是不可忽视的 。 这一 内战对肯 、 乌两国的

冲击更多体现在难民流动上 , 但对坦桑尼亚而言就更多是宗教意义上的 。

由于并不与苏丹接壤 , 因 此坦桑尼亚对苏丹 内部冲 突不如肯 、 乌两 国热

心 , 但正如
一

份研究报告所说 , 不只是苏丹的接壤邻 国担心喀土穆的不可

抵抗的伊斯兰冲动 , 就连遥远 的坦桑尼亚都害怕苏丹的影响 。

③

在上述两大主要安全问题之外 , 东非地区
一

体化 的早期努力 的失败还

与 当时的冷战格局 , 区域内经济发展极不平衡 , 东非各 国 民族整合不够等

内外部因素有关 。 所有这些 因素 , 都更多是发展
一安全关联 中 的安全 方

面 , 而这也为 1 9 9 9 年重新成立的东非共同体重点关注安全治理机制 的建

①ＲｅｎｅＬｅｍａ ｒｃｈａｎｄ
ｔ

＂

Ｅｘ ｃ ｌｕ ｓ ｉｏｎ , Ｍａｒｇ ｉｎ ａｌ ｉｚ ａｔ ｉｏｎａ ｎｄＰｏ ｌ ｉ
ｔ
ｉ ｃａ ｌＭｏｂ ｉ ｌ ｉｚａ ｔ

ｉｏｎ ；ＴｈｅＲｏａｄｔｏ

Ｈｅｌ ｌ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ｅ ａ ｔＬａｋｅｓ ,

＂

Ｏｃｃａ ｓｉ ｏ ｎａ ｌＰ ａｐ ｅｒ
？Ｃｅｎ ｔｒ ｅｏｆ Ａｆｒ ｉｃ ａｎＳｔｕｄ ｉ 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 ｉ ｔ ｙｏ ｆＣｏｐｅ ｎｈａｇ

？

ｅｎ
＊ 2 0 0 0

, ｐｐ ．  1 5 

—

 1 6 ．

②Ｒ ｅｎｅＬｅｍａｒｃｈａｎｄ
？

＂

ＴｈｅＤｅｍｏｃ ｒａｔ ｉｃＲ ｅｐｕｂ ｌ ｉｃｏ ｆＣｏｎｇ ｏ ：Ｆｒｏｍ Ｃｏ ｌ ｌａｐｓｅ
ｔｏＰｏ ｔｅｎｔ

ｉａ ｌＲｅ ？

ｃｏｎｓ ｔｒｕ ｃｔ ｉｏｎ ,


＂
Ｏｃｃａ ｓ ｉｏ ｎａ ｌＰａｐｅ ｒ ,Ｃｅｎ ｔ ｒｅｏｆＡｆ ｒ ｉｃａｎＳｔ ｕｄ ｉｅｓ ,Ｕｎｉ ｖｅ ｒｓ ｉ

ｔ
ｙｏ ｆＣｏｐｅｎｈａｇｅｎ ？ 2 0 0 1

,

ｐｐ ． 1 3 

—

 1 4 ．

③Ａｆｒ ｉ
ｃａＲｅ ｓｅ ａｒｃｈＢｕ ｌｌ

ｅ
ｔ ｉ
ｎ  ：Ｐｏ

ｌｉ ｔ 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

ａ
ｌ ？
ａｎｄＣｕｌ

ｔ
ｕ ｒａ ｌＳ ｅｒｉ ｅｓ ,Ｖｏ ｌ

．

 3 2 ,
 1 9 9 5 ,

ｐ
．  1 1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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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提供了合理基础 。

二 重建后的安全机制建设

在解散了 2 2 年之后 , 东非共 同体于 1 9 9 9 年再度成立 。 实际上 , 肯 、

坦 、 乌三国于 1 9 9 3 年 1 1 月 就开始恢复合作 , 并于 1 9 9 6 年 3 月 成立了东非

合作体秘书处 。 与旧的东非共同体相比 , 复活的共同体在使命和优先次序

上有所变化 , 特别是在对待安全问题的态度上 。 如 果说 1 9 6 7 年的共同体条

约完全忽视了安全问题 , 那么 1 9 9 9 年共 同体条约的 6 条共同体根本原则中 ,

至少有 3 条是关于安全 , 包括
“

相互信任 、 政治意愿与 主权平等
”

、

‘‘

和平共

处与好邻 居
”

和
“

和平解决争端
”

。 而涉及经济的根本原则 只有 2 条 , 即

“

平等分配获益
”

和
“

为共同利益合作
”

。

？ 可以认为 , 这很大程度上出 于对

早期努力失败的反思 , 复活 的东非共同体将重心放在了发展
一

安全关联 的

安全
一

端 , 尽管其终极 目 标仍是促进经济发展和地区
一体化 。

应当 承认的是 , 东非共同体的这一转型 ,
很大程度上与非洲大陆的总

体趋势是
一

致的 。 事实上 , 和 平与安全的地区化正 日益被认为是非洲 的发

展方式 。 非洲各 国认识到非洲冲突的本质是
一

种 国 内而非国家间 冲突 , 呼

吁合作方法或集体安全 , 导致了 与安全 问题相关联 的地 区化 自 建立以

来 , 非洲联盟更多将重点放在 了建立非洲和平 与安全架构 ( Ａ ｆｒｉ ｃａｎＰ ｅａｃｅ

ａｎｄＳｅｃｕｒ ｉ ｔ
ｙ
Ａｒｃｈ ｉ ｔ ｅｃｔｕ ｒｅ ,ＡＰＳＡ ) 上 ；

它是非洲大陆最终迈 向共 同 的非

洲安全与防务政策
’

( Ｃｏｍｍ ｏｎＡｆｒｉｃａｎＳｅ ｃｕｒ ｉｔｙ 
ａｎｄＤ ｅｆｅｎｃ ｅＰｏｌ ｉｃｙ ,ＣＡＳ－

ＤＰ ) 的和平与安全倡议体系 , 其核心是非盟的和平与安全理事会 ( Ｐ ｅａｃ ｅ

ａｎｄＳｅｃｕ ｒｉ ｔｙＣｏｕｎｃｉ ｌ ,ＰＳＣ ) 。

？1

①Ｔｒｅａｔｙｆｏ ｒ
ｔｈｅＥｓｔａｂｌ 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Ｅａ ｓ ｔＡｆｒｉ ｃ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 ｔｙ ,
Ａｓ ａｍｅｎｄｅｄｏｎ

1 4 ｔｈＤｅｃｅｍｂｅ ｒ
,

2 0 0 6 ａｎｄ 2 0 ｔｈＡｕｇｕｓｔ ,  2 0 0 7 ,
Ａｒｔ ｉｃｌ ｅ 6 , ｐ． 1 3 ．

②Ａｄ ｅｍｏ ｌａ Ａｂａ ｓｓ ,
Ｒ ｅｇ ｉｏｎａ ｌＯｒｇａ ｎｉ ｚａｔ 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Ｃｏ ｌｌ ｅｃｔ ｉ ｖｅ Ｓｅｃｕｒ ｉｔｙ

ｊ

ＢｅｙｏｎｄＣｈ ａｐｔｅ ｒ顶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Ｃｈａ ｒｔｅ ｒ

, Ｏｘｆｏ ｒｄ ：Ｈ ａ ｒｔＰｕｂ ｌ ｉ ｓ ｈ ｉｎ
ｇ

, 2 0 0 4
(Ｋｅｎｎｅ ｄｙＧｒａｈａｍａｎｄ

ＴＳｎ
ｉａＦｅ ｌ ｉｃｉ

ｏ
,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 ｉｔｙａｎｄＧｌ ｏ 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 ｅ

？ＡＳ ｔ
ｕｄｙｏｆＩｎｔ 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Ｂｅ ｔｗｅｅｎＲｅ

？

ｇ ｉ ｏｎａｌ Ａｇｅｎ ｃｉｅ ｓ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Ｓｅ ｃｕｒ ｉｔｙＣｏｕｎｃ ｉ
ｌＷ ｉｔｈａＰｒｏｐｏ ｓａｌ

ＦｏｒＡＲｅｇｉｏｎａ ｌ

－Ｇ
ｌ ｏｂａ ｌ

Ｓｅｃｕ ｒｉ ｔｙ

Ｍｅｃｈａ ｎｉｓｍ , Ｂｒｕｓ ｓｅｌ ｓ ：ＶＵＢ ：Ｂｒｕｓｓｅ ｌｓＵｎ ｉｖｅｒｓ ｉ ｔ
ｙ
Ｐ ｒｅｓ ｓ

,
 2 0 0 6

, ｐｐ
． 1 4 9 

—

 1 5 0 ．

‘

③ＳａｍＭａｋｉｎｄａａｎ ｄＷ ａｆｕｌａＯｋｕｍｕ ？ＴｈｅＡｆｒｉ ｃａｎＵｎｉｏｎ ：Ｃｈａｌ ｌ ｅｎｇｅｓｏｆＧ ｌｏ ｂａ ｌｉ ｓａ ｔｉ ｏｎ ？

Ｓ ｅ ｃｕｒｉ ｔｙ 
ａｎｄ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
Ｌｏｎｄｏｎ ＊Ｔａｙｌ ｏ ｒＦｒａｎｃｉｓ

．
 2 0 0 8

？ｐ．  8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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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
一安全

”

关联性 问题 4 9

作为对非洲和平与安全的综合性方法 , 非盟本身并不具备提供集中指

导的权威 , 而是将这
一方法建立在与地区 经济共同体合作的基础上 。 因

此 , 非盟必须将其决策权分散
一

部分到地区组织身上 , 更多与地区现实相

结合 , 并使其有能力执行政策 。

？ 以此为基础 , 东非共 同体开始建设 自 身

的和平与安全架构 ,

？

即东非和平与安 全架构 ( Ｅａ ｓ ｔ ｅｒ ｎＡｆｒｉｃａｎＰｅ ａｃ ｅａｎｄ

Ｓｅｃ ｕｒ ｉ ｔｙＡｒｃ ｈ ｉｔｅ ｃｔｕｒ ｅ ,ＥＡＰＳＡ ) 。 在东非共 同体各 成员 国看来 , 和平与

安全已被承认为创造全方位的地区
一体化所需环境的关键 。 随着东非共 同

体共同市场的发展 , 与控制跨 国犯罪 、 确保人员和商品在地区 内 的安全相

关 的战略也应不断得到发展 。

？

这样 , 东非共同体复活后 , 发展最快的并非东非地区的 一体化 , 而是

地区和平与安 全架构 。 还在 共同体正式重建 前
一

年的 1 9 9 8 年 , 肯 、 坦 、

乌三国便签署了 《 防务合作理解备忘录 》 ( Ｍ 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ｏｆＵｎｄｅｒ ｓｔ ａｎｄ
？

ｉｎｇｏｎＣｏ
－

ｏｐ ｅｒａｔ ｉｏｎ ｉ
ｎＤ ｅｆｅｎｃ ｅ ) ；该备忘录于 2 0 0 1 年得到修订完善 。 东

非共同体成立 了 防务合作部 门委员会 ( Ｓｅｃ ｔｏｒａ ｌＣｏｍｍ ｉｔ ｔ ｅ ｅｏｎＣｏ
－

ｏｐ ｅ ｒａ
－

ｔ ｉｏｎｉｎＤｅ ｆｅｎｃ ｅ ) 和 国家间安全委员会 ( Ｉｎｔ ｅｒ
－

ＳｔａｔｅＳｅｃ ｕｒ
ｉ
ｔｙＣｏｍｍ ｉ ｔｔｅ ｅ ) ,

主要负责轻小武器扩散 ( Ｓｍ ａｌ ｌＡｒｍ ｓａｎｄＬｉ

ｇｈｔＷ ｅａｐｏ ｎｓ ,

ＳＡＬＷ ) 、 维

和 、 反恐和救灾等事务 , 其活动限制于联合演习和成员 国协作 , 无权调动

各 国军队 。

③
‘

为了实现其和平与安全使命 , 东非共同体 于 2 0 0 7 年建立了
一个 和平

训练与研究 中心 , 即尼雷尔和平研究中心 ( Ｎｙｅｒｅｒ ｅ
Ｃｅｎｔ ｒｅｆｏｒＰ ｅａｃ ｅＲ ｅ

？

ｓ ｅａｒｃｈ ) 。该 中心是东非共同 体和平与安全架构的
一

部分 , 以发展成为全

球知名 的和平与 冲突研究 中心为 目 标 , 其使命是通过培训和研究提升冲突

预防 、 缓解和解决的能力 , 并为共同体提供非正式的政策建议 。 尼雷尔 中

心将促进和平与安全 当做推进东非地区
一

体化和发展的主要渠道 。 它还试

图与地 区内和跨大陆的其他维持行动训练中心协调 , 如位于肯尼亚 的国际

①Ｂｅ ｎｅｄｉ
ｋ ｔＦｒａｎｋｅ ,

＂

ＩｎＤｅｆｅｎｃ ｅｏ ｆＲ ｅｇｉｏｎ ａｌＰｅａ ｃｅＯｐｅ ｒａｔｉｏｎ ｓｉｎＡｆｒｉｃ ａ
,

”

Ｊ 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Ｈｕ
？

ｍａ ｎｉ ｔａｒ ｉａｎＡ 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
Ｉ ｓｓ ｕｅ  1 8 5

,
 2 0 0 6

｝ＦｕｎｍｉＯ ｌｏｎｉ ｓａｋｉｎ
,Ａｆｒ ｉｃａｎＰｅａｃｅｋｅ ｅｐｉ ｎｇａｔ ｔｈｅ Ｃｒｏ ｓｓ

？

ｒ ｏａｄ ｓ ： Ａｎ Ａ ｓ 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Ｃｏｎｔ

ｉ ｎｅｎｔ

＇

ｓＥｖｏｌｖｉ ｎｇＰｅａｃｅａ ｎｄＳｅｃｕ ｒｉ
ｔｙ Ａ ｒｃｈｉ ｔ ｅｃｔｕｒｅ , ＮｅｗＹｏｒｋ ：

ＵＮＤＰＫＯ ’ 2 0 0 4 ．

② 参见东非共 同体网站和平与安全部分 ,
ｈｔ ｔｐ ： ／／ｗｗｗ ． ｅａ ｃ ． ｉｎ ｔ／ ｓ ｅｃｕ ｒ ｉ

ｔ
ｙ／。

③ 参见东非共 同体 网站对 自 身的相关介绍 ,
ｈｔ ｔ

ｐ ：／ ／ｗｗｗ
．ａｆ ｒ ｉｃａ

－

ｕｎ ｉｏｎ ．ｏｒｇ／ ｒｏｏ ｔ／ＡＵ／ ｒｅ ｃｓ／

ｅａｃ．
ｈ ｔｍ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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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支 持训 练 中 心 ( Ｉｎ ｔ ｅ ｒｎａ ｔ ｉｏ ｎａ ｌＰ ｅａｃ ｅＳｕ ｐｐｏ ｒｔＴｒａ ｉｎ ｉｎｇＣｅｎ ｔ ｒｅ ,ＩＰ
－

ＳＴＣ ) 和加纳 的科菲 ？ 安南 国际和平训练 中心 ( Ｋｏ ｆｉＡｎｎａｎＩｎ ｔ ｅｒｎａｔｉｏ ｎａ ｌ

ＰｅａｃｅＴ ｒａ ｉｎｉｎｇＣｅｎ ｔｒｅ ,ＫＡＩＰＴＣ ) 。

？

东非和平与安全架构的另
一

个重要组成要素是东部非洲 常备旅 , 这是

根据非盟的非洲常备军 ( Ａ ｆｒｉｃａｎＳｔａｎｄｂ ｙＦｏｒ ｃｅ ) 倡议所成立 的 。 非洲常

备军是 由非盟所实施一项充满野心 的计划 , 旨在将所有非洲 国家都置于非

洲维持和平的前线 。

？—方面 , 冷战后的 维持和平行动经验使非洲 国家认

识到 , 依赖于西方能力不再可信 ； 这一认识迫使他们努力创建
“

泛非
”

的

非洲何题解决方案 。 另
一

方面 , 西方 国家政府也非常支持这一计划 , 将其

当做更为切合实际的非洲冲突解决方法 , 特别是 , 当他们认为西方政府不

再有道德或财政义务介人非洲 冲突后 。 这样 , 为 了实现非洲 和平与安全架

构的设想 , 非盟积极发展其冲突预防 、 早期预警 、 快速反应 、 冲突解决和

冲突后重建的能力 , 要求 5 个非洲地区经济共 同体都发展或强化早期预警

系统 , 并强化或新建
一

支非洲常备军 , 最终组建全非洲 的常备军 。

③ 这支

常备军包括覆盖各地 区的 5 个地区旅 ： 西非常备旅 , 东非常备旅 , 南部非

洲常备旅 , 北非常备旅 , 以及 中非常备旅 。 各地区常备旅都将以多 国混合

快速反应部队的形 式出 现 , 有着严明 的 指导纪律 。 作为
一

支快速反应部

队 , 非洲常备军并不具备和平缔造或冲突后重建的能力 。 即使是在执行任

务过程 中 , 它也并非最终决定力量 , 而只是过渡力量 。 具体的维持和平行

动使命最终必须交 由 联 合国或非盟 、 或单个 国家 、 或者参与 到前两者之

中 , 从而得以实施 。 因此 , 非洲常备军并非解决非洲冲突的最终力量 , 但

如果它成为一支可靠的作战部队 , 它将为改善非洲 的维持和平行动作 出重

大贡献 。

东非常备旅是东部非洲 的非洲常备军 , 由东非 、 非洲之角 和一些印度

洋 岛国派 出 的军队组成 , 成员 国主要包括东非地区 的肯尼亚 、 乌干达 、 卢

①Ｎ ｙｅｒｅ ｒｅＣｅｎ
ｔ
ｒ ｅｆｏｒＰｅ ａｃ ｅ

Ｒｅ ｓｅａ ｒｃ ｈ
,Ｅａｓ ｔＡｆｒ

ｉ
ｃａｎＣｏｍｍｕｎ ｉｔｙ , ｈ ｔ ｔ ｐ ：／ ／ｗｗｗ ．ｅａ ｃ． ｉｎｔ

／ ｓｅ
－

ｃｕ ｒｉ ｔｙ／ ｉ
ｎｄｅｘ ．ｐｈｐ ？ｏｐｔ ｉｏｎ

＝

ｃｏｍ
＿ ｃｏｎ ｔ ｅｎｔ Ｓ＇． ｖｉｅｗ

＾
ａｒｔ ｉｃｌ ｅ＆－

ｉｄ
＝

 6 3 ＆－ Ｉ ｔ ｅｍｉｄ
＝

1 0 9 ．

②Ｖａｎｅ ｓｓａ Ｋｅｎｔ ａｎｄＭ ａｒｋＭａ ｌａｎ
,

“

Ｔｈ ｅＡｆ ｒ ｉｃａｎＳｔａｎ ｄｂ ｙＦｏｒ ｃｅ , Ｐ ｒｏ
ｇ
ｒ ｅｓｓａｎｄＰ ｒｏ ｓｐｅ ｃｔ ｓ ,

＂

Ａｆｒｉ ｃａｎＳｅｃｕｒ ｉ
ｔｙＲｅ ｖｉｅｗ

,
Ｖｏ ｌ ．  1 2

,
Ｎｏ ．  3

,
2 0 0 3

,ｐｐ
． 7 1 

—

8 1 ．

③ＡＵ , Ｐｏ ｌｉ ｃｙ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ｆｏｒ Ｅｓ ｔａｂ ｌ

ｉｓｈｍｅ ｎ ｔｏｆ
ｔｈｅＡｆｒｉ ｃａｎＳｔａｎｄｂｙ

－Ｆｏｒ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Ｍｉ
ｌ
ｉ
？

ｔａｒｙＳｔａｆｆＣｏｍｍｉ ｔ ｔ
ｅｅ

？
ｈｔ ｔｐ ：／／ｗｗｗ．

ａｆｒ ｉｃａ
－

ｕｎ ｉ
ｏｎ． ｏｒｇ／ ｒｏｏ ｔ ／ＡＵ／ＡＵＣ／ ｄｅ ｐａ ｒ ｔｍｅ ｎｔ ｓ／ＰＳＣ／Ａｓｆ／

Ｄ ｏｃｕｍ ｅｎｔｓ , ｈｔｍ ,  2 0 0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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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达和布隆迪 , 大非洲之角 的苏丹 、 埃塞俄比亚 、 厄立特里亚 、 吉布提和

索马里 , 以及印度洋岛国 中 的马达加斯加 、 科摩罗和塞舌尔等 。 东非常备

旅本身又包括好几部分 。 常备旅的司令部和后勤基地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

的斯亚贝 巴 , 而参谋部 ( Ｐｌ ａｎｎ ｉｎｇＥ ｌｅｍｅｎｔ , ＰＬＡＮＥＬＭ ) 和东非常备旅

协调机制 ( Ｃｏ－ｏｒｄ ｉｎ ａ ｔｉｎｇＭｅ ｃ ｈａｎｉ ｓｍ ,ＥＡＳＢＲＩＣＯＭ ) 则在肯尼亚 内 罗

毕 。 协调机制是东非常备旅 的政治和外交手段 , 目 的是将非盟 的战略政策

转化为东非常备旅的可操作决策 。 将混合旅和各国机动部队或快速部署部

队相结合 , 而得到 同步发展 。 如同更宏大的非洲常备军计划 , 东非常备旅

计划于 2 0 1 0 年拥有在非盟界定 的第 1
一

3 种 场合下干涉的 初步作战能力

( Ｉｎｉ
ｔ ｉａ ｌＯｐ ｅ ｒａ ｔ ｉｎｇＣａｐ ａｃ

ｉ ｔｙ ,ＩＯＣ )
, 到 2 0 1 5

年拥有可在
4
一

6
种场合下干

涉的全面作战能力 ( Ｆｕ ｌ ｌＯｐｅｒａ ｔｉｎｇＣａｐａｃ
ｉ ｔｙ ) ( 见表 1 ) 。

表 1非洲常备军使用的情况

使用场合描述部署要苯 ( 根据强制解 决方法 )

1非盟 ／地 区对政治使命的军事建议 3 0 天

2与联合 国使命共同部署的非盟 ／地区观察 团 3 0 天

3独立 的非盟 ／地 区观察 团 3 0 天

根据第六章和预 防性部 署及 和平缔造 而部署 的
4 3 0 天

非盟 ／地 区维和

为复杂 的多元 维和行 动 , 包括 涉及低 烈度 阻挠
5 9 0 天 , 军队在 2 0 天 内部署

行动 的非盟维和

非盟 干涉 , 如 国 际社 会 无 法快速 行 动 的 种族
6 1 4 天 , 强大的军事力量

清洗

资 料来源 ：Ａｆｒ ｉ ｃ ａｎＵｎ ｉｏｎ
,ＴｈｅＡＳＦＰｅａｃｅ Ｓｕｐｐ ｏｒ ｔＯｐｅｒ ａ ｔ ｉｏｎ

＇

ｓＤｏｃｔ ｒｉ ｎｅ ( Ａｄｄ ｉｓ Ａｂ ａｂａ ：

Ｐ ｅａ ｃｅ Ｓｕｐｐｏ ｒｔＯｐｅ ｒａ ｔ
ｉ
ｏｎｓＤ ｉ

ｖ
ｉ
ｓ

ｉ
ｏｎ , Ｐｅａ ｃｅａｎｄ Ｓ ｅｃ ｕｒ

ｉ
ｔ ｙＤ ｉ

ｒｅｃ ｔｏ ｒａｔ ｅ
, Ｍ ａｒｃ ｈ 2 0 0 6 ) 。

在上述建设东非和平与安全架构的努力之外 , 东非各国也展开了许多

具体行动 , 以缓解前述 的各种边境冲突 , 如肯 、 乌边界的抢牛和肯 、 坦边

界的偷牛事件 , 围绕维多利亚湖 的渔权斗争等 。 正是 由 于安全环境的改

善 , 东非共同体得 以在 2 1 世纪头十 年即将结束之际 , 再次将重心转移到

发展一安全关联的发展一端 , 致力于促进地 区
一体化和经济发展 。



5 2非洲研究


三 东非地区
一

体化展望

随着地区安全环境 的逐渐改善和东非和平与安全架构的逐步成型 , 东

非各 国再次将注意力转回 到地区共 同体的核心 目 标 , 即促进地区一体化和

经济发展上 。 随着东非共同 体于 2 0 0 1 年被加 以 改造 , 新
一

轮的地 区合作

与一体化进程得以开始 。
2 0 0 7 年卢 旺达和布隆迪加人东非共同体 , 以及

东非五国关于政治联盟的提议 , 都使得东非地区再次
一

体化有 了更好的前

景 。 尽管如此 , 东非地区一体化并非没有挑战 , 特别是在发展
一

安全关联

的平衡问题上 , 目 前仍存在着不小的发展政策安全化压力 。

2 0 0 4 年 1 1 月 , 东共体召开第六届首脑会议 , 坦
、 肯 、 乌三国 总统签

署了 《 加快东共体
一

体化进程时间 表》
, 提 出 2 0 1 0 年 1 月 前成立

＂

东非联

邦
”

。
2 0 0 6 年 4 月 , 东共体召开第七届 首脑会议 , 决定 2 0 1 0 年 1 月 建立

东非共同市场 ； 审议了 《 东非联邦快车道计划 》 执行情况报告 ； 讨论了 布

隆迪 、 卢旺达两国 申请加入东共体的问题 ； 制定了 《东非共同体第三个发

展战略 ( 2 0 0 6
—

2 0 1 0 ) 》 。
2 0 0 7 年 6 月 , 东共体召 开 了 第五届 特别首脑会

议 , 峰会正式吸纳 卢旺达 、 布隆迪为东共体成员 ； 并计划于 2 0 0 9 年就建

立
“

东非联邦
”

举行全民公决 ；
2 0 1 0 年成立东非共 同市场 。 2 0 0 9 年 4 月

2 9 日 , 东共体在阿鲁沙召 开第十届首脑会议 , 坦 、 肯 、 乌 、 卢 、 布五国

元首发表联合声 明 , 表示将于 2 0 0 9 年 1 1 月 签署建立共 同市场 的条约 , 争

取在 2 0 1 0 年年初正式启 动共同市场 。 2 0 0 9 年 1 1 月 2 0 日 , 东共体在阿鲁

沙召开第十
一届首脑会议 ,

5 国首脑共同签署了 《 东非共 同体共 同市场议

定书 》 , 议定书经成员 国批准后将于 2 0 1 0 年 7 月 生效 。
随着共 同市场准时

生效 , 东非地区
一

体化的建设终于在时隔 4 0 余年 、 历经一次解散之后看

到 了曙光 。

但东非地区
一

体化仍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 其 中最为重要 的仍是对于发

展一安全关联的有效和合理平衡 的问题 。 如前所述 , 在过去 4 0 余年里 ,

前 3 0 年由 于过度忽视这
一

关联中 的安全
一

端 , 导致诸多发展努力 的失败 。

而近 1 0 年对安全一端的重视 , 为近期东非地区
一

体化的发展作出 了 重要

的贡献 。 尽管东非共同体巳经将重心调整为地区
一

体化和经济发展 , 但出

于政治惯性和外部环境 的影响 , 东非地区一体化进程仍面临着过度重视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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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的风险 , 进而导致发展安全化的危险 。

首先 , 当前的 国际发展话语存在着
一

种发展安全化的总体趋势 。 冷战

结束后 ,
国际社会对于发展与安全关系 的认识发生 了深刻的变化 , 出现两

个相逆的趋势 , 即发展政策的安全化和安全政策的发展化 。 但 由于冷战后

大量不确定风险的涌现 , 特别是 2 0 0 1 年
“

9
？

1 1
”

事件后 , 对国家安全的

威胁来源的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 , 这直接导致
“

发展政策的安全化
”
明显

占据上风 。

一

方面 ,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 , 安全议程得到 了有效拓展 , 不仅

包括 国家安全 , 而且还包括人类安全 , 进 而导致 国家主权的 特权大幅削

减 。 另
一

方 面 , 威胁的替代性来源巳经出 现 , 使得来 自 于他国 力量 的经典

威胁防务范式 , 现在转 向 了他者 的脆弱 ,
最 突 出 的表现便是失败国 家

由于这两个方面 的原因 , 导致对国家安全的威胁来源的判断 日 益困难 。 在

这一过程中 , 对威胁的认知也随着安全概念的拓展而拓展 , 使得国家安全

的实现必须与比威胁更大的危险相联系 , 即风险 。 风险是未认知 的威胁 ,

也指 向更低级和更不重要的现实 。 风险 内 在于行动 ： 每件事情都有可能失

败 。 因此 , 人和 国家所面临的风险总量不可能降至零 。

一

个充满威胁的世

界可能暗示没有威胁 , 但一个充满风险 的世界却是 以
一

种风险来平衡另
一

种风险 , 并用对抗战略产生的 风险来抵消
一

开始的风险 。 这样 , 当代的 国

家安全观念首先是其聚集点的转变 , 即从威胁 ( 的消 除 ) 转 向风险 ( 管理

或减少 )
； 其次是重心从纯粹 的安全提供者 的军事组织 , 转 向综合性 的跨

部 门方法 , 包括侦探 和行动 。 从威胁到风险 的 转变和从 防务 到安全 的转

变 , 都是为 了应对未来的风险 。 正是 由 于安全聚焦从威胁转变为风险 , 使

得 国家安全决策必须系统性地 、 前瞻性地思考未来 的风险 , 不仅要采取跨

部 门 的综合性方法 , 而且还要在发展政策中嵌人诸多安全方法 , 提前预防

发展中 的安全风险 。 尽管发展领域的专家和决策者也注意到这
一

趋势 , 但

他们显然无法及时发展出新 的手段来应对这些风险 。 这样 , 发展政策的安

全化便不可避免 。

其次 , 对非洲地区
一

体化发展影 响最大的外部行为体
——

为欧盟和美

国 , 总体上都对非洲发展采取
一种更具安全化的政策立场 。 就美国而言 ,

①ＭａｘＳ ｉｎｇｅ ｒａｎｄＡａｒｏｎＷ ｉｌｄａｗｓｋ ｙ , Ｔｈ ｅＲｅａｌＷｏｒ ｌｄＯｒｄｅ ｒ ：Ｚｏｎｅｓ ｏｆＰ ｅａ ｃｅ , Ｚｏ ｎｅｓ ｏｆ

Ｔｕｒｍｏ ｉ
ｌ , Ｃｈａ ｔｈａｍ , Ｎ．

Ｊ
． ：Ｃｈａ ｔｈａｍＨｏｕｓ ｅＰｕｂ ｌ

ｉｓｈ ｅｒ ｓ , 1 9 9 3  ；Ｔｈ ｏｍ ａｓＰ ．Ｍ ．
Ｂａｒ ｎｅｔ ｔ

,
Ｔｈｅ

Ｐ ｅｎｔａｇｏｎ
＇

ｓ ＮｅｗＭａｐ ,ＮｅｗＹｏｒ ｋ ：Ｐｕ ｔｎ ａｍａｎｄＳｏｎｓ
,
 2 0 0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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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

9 ？
1 1

”

事件以来 , 非洲 便成 为美国全球反恐 战争的第二战 场 , 因此其

对非安全政策更多 以其 自 身 的全球反恐 战略为依据制定 。 其结果是 , 美国

的对非洲政策将发展政策纳入安全政策框架 , 从属于安全政策 。 这可 以从

美国对非发展援助和对非军事援助 的对应关系 中看 出 。 尽管
“

9？ 1 1

＂

事

件后美 国对非发展援助增加不大 , 但支持美国全球反恐战争或在其 中有着

重要地位的 国家所得到的援助都有增长 , 如苏丹 、 埃塞俄 比亚 、 肯尼亚 、

卢旺达 、 坦桑尼亚和安哥拉等 。 与此相应 的是 , 那些已经成为反恐战争核

心的非洲 国家得到 了大量 国际军事教育与培训项 目 ( ＩＭＥＴ ) 资助 。 最大

的获得者是安哥拉 、 埃塞俄 比亚 、 卢旺 达 、 厄立 特里亚 、 吉布提和 肯尼

亚 , 仅有少数例外 。 这充分说明 , 美 国对非洲 的发展政策与非洲 的发展需

要并无非常直接的联系 , 更多与美 国的全球反恐战争相联系 , 或者说是被

安全化 了 。

而就欧盟而言 , 发展政策和安全政策原本都是其对外政策的 3 大支柱

之一 。 但如果考察欧盟对非发展政策与安全政策间关系的演变 , 会发现欧

盟对非政策 中的发展政策事实上正朝 向从属于安全政策的方向 发展 。 这一

趋势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 首先 , 几乎所有欧盟对非政策的重要文件

都强调 , 和平与安全是非洲发展的前提 , 而非相反 。 其次 , 与冷战结束前

相 比 , 欧盟对非洲国家的援助结构发生了 明显变化 , 援助重点流 向
一些存

在危机 的国家 , 特别是苏丹 、 刚果民主共和国和索马里 。 最后 , 欧盟事实

上将非洲当做其成为重要 国际行为体 的试金石 , 尤其是通过非洲 以发展其

共 同外交和安全政策 。 这非常明显地体现在其对非洲 的危机管理行动中 。

最后 , 非洲 自身的发展政策也出现了安全化趋势 。 尽管面临着相当严

峻的发展挑战 , 但非洲 以促进经济
一

体化为 目标 的发展议程很大程度上被

安全化 了 。

？ 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

一

方面 , 在非盟着重强调安全政策

并推出次地 区组织劳动分工的背景下 , 安全政策成为各次地区组织的关注

重点 。 如前所述 , 非洲联盟成立后 , 迅速启动 了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的建

设 , 还启动 了非洲常备军的建设计划等 。 另
一方面 , 非洲最重要的发展议

程 , 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本身也体现了发展政策的安全化趋势 。 尽管非洲

① 有关安全化的 内 涵及发展政策的安全化 , 参见潘亚玲 《安全 化 、 国 际合作与 国 际规范的

动态发展 》 , 载 《外交评论 》 2 0 0 8 年第 3 期 ； 张春 《

“

发展一安全关联 ”

： 中美欧对非 政策 》
, 载

《欧洲研究 》 2 0 0 9 年第 3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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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新伙伴计划既展示 了
“

使非洲大陆远离过去 4 0 年 中复兴 的危机
”

的

野心勃勃 的框架 , 也是
“

非洲扭转其滑 向 边缘化 的趋势 的最后希望
”

但整个计划却更多强调安全 。

“

非洲领导人从其亲身经历中 了解到 , 和平 、

安全 、 民主 、 良治 、 人权与合理的 经济管理是可持续发展 的条件
”

。

②
非

洲发展新伙伴计划事实上承认 , 和平 、 安全与 民主是经济发展包括吸引外

资的重要前提

结 语

东非地区一体化的发展历史体现了东非各国对于发展与安全关联性认

知的变化 。 目 前 , 东非各国虽然强调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 但 由于过于强调

地 区安全而存在将发展政策作过度安全化理解的问题 。 如何平衡好经济发

展与地 区安全的关系 , 使两者良性互动 , 是东非地区
一

体化进程未来的关

键 。 与东非地区对这一关联的认知 已达到相 当深刻程度相对 比 ,
非洲仍有

不少的地区合作和
一

体化进程并未认识到这
一

关联 的重要性 , 仍在追随西

方的发展政策安全化动 向 。 当然 , 面对这一强势的 国际性趋势 , 非洲 自 身

仍是脆弱 的 , 即使对此有更深刻认识的东非各国 , 也存在难以抵挡这
一

趋

势的可能 。 因此 , 强调和平与发展 同为 当今时代潮流的 中 国 , 或许可通过

与非洲 的互动 , 推动包括非洲在内 的国际社会在促进非洲
一

体化实践中调

整发展
一

安全关联 的安全导 向 。 或许 , 这正是发展 中非关系 的 国际贡献

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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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ｕ ｅｅｒａ ｌｔ ｅ ｒｎａｔ ｉｏｎｓｂ ｅｔｗｅｅ ｎｃ ｉｖｉ ｌ

ｇｏ ｖｅｒ ｎｍｅｎ ｔｓａｎｄｍｉ
ｌ
ｉ ｔａｒｙ

ｒｅｇ
ｉｍ ｅ ｓ , ａｎｄｄｅｍｏｎ ｓｔ ｒａｔｅ ｓａｄｉｓｔ ｉｎｃｔｃｈａｒａｃｔ ｅ ｒｉ ｓｔ ｉ ｃ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ｕ ｌ

ｉｎｇａｂ ｉ
ｌ
ｉ ｔｙ

ｏｆｔｈｅｍｉ ｌ ｉ ｔａｒｙｒｅｇ
ｉｍｅ ｓａｒ ｅｓ ｉｇｎ ｉｆ ｉｃ ａｎ ｔ ｌｙｓ ｔｒ ｏｎｇｅ ｒｔｈａｎｔｈａ ｔｏｆｔｈｅｅｌｅｃｔ ｅｄ

ｇｏ ｖｅ ｒｎｍｅｎｔ ｓ ．Ａｆ ｔｅ ｒｔｈｒｅｅｒｏｕｎｄｓｏｆａ ｌ ｔｅ ｒｎａ ｔ ｉｏｎｂ ｅ ｔｗ ｅｅｎｅｌｅ ｃ ｔｅｄｇｏｖ ｅｒ ｎ
？

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ｍ ｉ ｌ ｉ ｔａｒｙｒｅｇ
ｉｍ ｅｓ ,Ｓｕ ｄａｎｎｏｗｈｏｂｂｌ ｅｓｉｎｔｏａｎｅｗｐ ｅｒｉｏｄｏ ｆｐａ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