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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 摘 要】 作 为 世 界上人 口 结 构最 为 年轻 的 大 陆 , 非 洲 国

家 的 青年发展 问题及其 政 治 化趋 向是
一

个值得关 注 的 现 象 。

一

方

,

面 , 持 续数 十年 的 人 口 高速 增长 积 累 的 人 口 红利 有 可能 成 为 非 洲

发 展 的
一个积 极 因 素 , 但另 一

方 面 , 在 政 治体 制 僵化 、 老人政 治

弊 端难 破 、 青年 日 益边缘化 的情 况下 , 青年 也可 能 日 益成 为 社 会

反叛 与 极端 政 治 滋 生 的 温床 。 此 次北 非发 生 的 以 青年 为 主体 的 社

会反抗 , 是 这些 国 家长 期积 累 的 青年 问题 的 一次 集 中爆发 , 反 映

出 非 洲 国 家 面 临 严 峻 的 青年 问题 。 如 何 克服老人政 治 积弊 , 改进

社会政策 , 重视 青年权 益 与 发展 , 已 摆在 大 多 数 非 洲 国 家 面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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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维护青年权益 , 发挥青年作用 , 是当代世界各 国实现政治稳定与

经济发展必须着力解决的普遍性 问题 。 在不同 的政治与社会环境条件下 ,

青年问题的表现形态也十分不一样 。 青年既可能是促进国家发展进步的积

极力量与生力军 , 也可能是冲击社会稳定 、 滋生 反叛暴乱的 温床 。

一

方

面 , 青年本身具有的创新意识与变革意识 , 使得青年往往是国家发展的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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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 , 是社会变革的动力 。 另一方面 , 在国家政治积弊沉重 、 经济持续衰败

的情况下 , 青年因往往最先承受社会的苦难和边缘化而走上反叛道路 , 成

为挑战 国家权威和发动暴力革命的主力 。

今天 , 在广大的发展 中 国家 , 特别是在非 洲 国家 , 由 于人 口 急 速增

长 , 已经形成了庞大的青年人 口群体 , 他们 的生存状况 、 政治倾向 与参与

意识 , 对国家的发屐稳定有着越来越直接的影响 。 非洲是 目 前世界上青年

人 口增长最快 的地区 ,

“

青年潮
”

( ｙｏｕ ｔｈｂｕｌｇ ｅ ) 是 当前非洲人 口发展的

一个突 出特征 。 在非洲人 口 结构 日益青年化的情况下 , 老人政治及其僵化

体制与政策 日益成为严重的结构性社会矛盾 。
老人政治因墨守成规 、 维护

传统权威和既得利益 , 同时普遍忽视青年权益及其发展需求 , 日 益引发青

年群体的反抗 。
2 0 1 0 年年末以来 在北 非和 中 东爆 发的 政治动荡及战乱 ,

很大程度上是这些国家长期积累的青年问题集 中爆发所致 。 尽管撒哈拉 以

南非洲 国家的情况与北非 中东国家有所不同 , 但事实上 , 青年 问题今 日 在

整个非洲大陆都非常严峻 。

？ 总体上可以说 , 如何在促进经济发展 、 解决

民生问题的过程 中克服老人政治弊端 , 重视广大青年的权益 , 通过改进社

会政策让青年成为建设 国家积极力量而不是成为 滋生暴力 、 反叛和革命的

温床 , 已经 日益紧迫地摆在绝大多数非洲国家的面前 。

￣

非洲人口红利与青年问题

从 2 0 世纪 9 0 年代开始 , 非洲经历 了青年人 口 的快速增长期 , 青年人

口 已经成为许多非洲 国家的最大群体 , 给非洲 国家经济增长带来了潜在的

人 口红利优势 。 然而 , 在许多国家 , 日 益扩大的青年人口并没有随之获得

相应的政治地位与话语权 , 相反却处于越来越被边缘化 的境地 。 而全球化

的 冲击 , 经济危机引发的失业与贫困 , 越来越普遍 的青年犯罪与艾滋病流

行 , 都加剧了非洲青年的绝望。

一些青年被恐怖组织招募或被政治势力利

用 , 青年不满与反叛问题 日益对 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构成巨大挑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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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非洲人口 红利

非洲青年人 口增长非常迅速 , 这加速了非洲 国家人 口结构的变化 , 青

年人 口 占总人 口 的 比重越来越大 。
2 0 1 0 年 ,

2 4 岁 以下人 口 占 非洲人 口 的

比重为 6 0 ． 4 ％ ,
1 5
—

2 4 岁 的 青年人 口 比例 达到 2 0 ．
 2 ％ 。

？据美 国 人 口 局

2 0 1 0 年的数据 , 在世界上最年轻的 1 0 个 国家中 , 非洲 国家就 占 了 9 个 。

？

根据肯尼亚青年 事务 部 的统计 , 肯尼亚 1 

一

3 0 岁 的 人 口 比例高 达 7 5 ％ ,

其 中 1 5
—

3 0 岁 的青年占 3 2 ％ 。

？ 青年人 口 的增加使非洲 国 家形成 了稳 固

的金字塔式Ａ 口结构 , 在人 口学研究看来 , 非洲青年人 口 的增加为国家发

展提供 了更多 的劳动力 , 加上抚养儿童和赡养老人成本的降低 , 这是
一

个

国家健康发展的前提 , 或者称之 为人 口红利 。 人 口红利在 2 0 世纪 的东亚

经济快速崛起过裎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

一些研究者认为其在经济增长 中

的作用可以 占到 1
／

4 到 2
／

5
。

？然而 , 非洲却正在失去人 口红利所带来 的机

遇 , 青年不但没有成为 国家发展的推动力 , 反而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
一种

负担 。 在一些研究看来 , 非洲未来的经济增长最终取决于两个 因素 ：

一

是

就业人 口 的 比重 , 二是 国家制度建设水平 。

？而青年 的就业和生存问 题正

是这次北非变局的
一

个重要原因 , 在埃及 、 约旦 、 突尼斯等大部分 中东北

非国家 , 青年的就业率只有 3 0 ％左右 ( 见表 1
、 表 2 ) 。 而且 即使在这些

就业人群中 , 相 当比重的就业者只 是在非正式 的私有企业中从事低薪酬 、

临时性的 、 没有社会保 障的工作 。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 , 按平均计算 ,
7 2 ％

的青年人 口生活在每天 2 美元的贫困线 以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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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非洲青年就业与失业比例 1 9 9 8 年
,

2 0 0 8 年
,

2 0 0 9 年

比例青年 占 总就业人 口 的青年 占总失业人 口失业青年占 青年人 口

比重 ( ％ )比重 (
％ )比重 (

％ )

＼份

＼1 9 9 8 2 0 0 8 2 0 0 9 1 9 9 8 2 0 0 8 2 0 0 9 1 9 9 8 2 0 0 8 2 0 0 9

地区＼

世界 2 5 ． 7 2 4 ． 4 2 4 ．  4 4 1 ． 0 4 0 ．  2 3 9 ． 0 6 ． 8 6 ． 1 6 ． 6

北非 3 3 ． 3 3 0 ． 6 2 9 ． 9 5 4 ． 0 5 1 ． 3 5 1 ． 2 1 0 ． 4 8 ． 6 9 ． 0

黑非洲 3 5 ． 7 3 5 ． 5 3 5 ． 4 4 5 ．
 3 4 3 ． 6 4 3 ． 3 7 ． 8 6 ．

 8 6 ． 9

资料来 源 ： ＩＬＯ , Ｇ ｌｏｂａｌ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 ｎ ｔｔｒｅｎｄ ｓｆｏ ｒｙ ｏｕ
ｔｈ , Ｇｅｎ ｅｖａ , 2 0 1 0 ．

表 2部分国家青年失业率 1 9 9 0
—

2 0 0 4 年单 位

年份2 0 0 1 2 0 0 4 2 0 0 0 1 9 9 7 2 0 0 4 2 0 0 1 2 0 0 3 1 9 9 7 1 9 9 0 1 9 9 9 2 0 0 4 2 0 0 2 2 0 0 3

博茨 埃塞 加纳 莱索 毛里 纳米 南非 斯威 赞 比 津巴 阿尔 埃及 摩洛
国家 ｜

瓦纳


托求斯 比 亚


士兰亚布韦 及利亚


比例 3 9 ．  7 3 5 ． 0 1 5 ． 9 4 7 ． 4 2 4 ． 9 4 4 ． 8 6 0 ． 1 5 5 ． 2 2 0 ． 9 1 4 ． 0 4 3 ． 4 2 7 ． 1 1 7 ． 0

资料来源 ： ＩＬＯ
,
Ｇ

ｌ
ｏｂａ ｌｅｍｐ ｌ ｏｙｍｅｎｔ ｔ ｒｅｎ ｄｓｆｏ ｒｙｏｕｔｈ？

Ｇｅｎｅ ｖａ ,
 2 0 0 6 ．

2 ． 被边缘化 ： 弱势的大部分

青年是非洲 国家
一

个特殊的群体 , 国家和社会提供给青年的空 间非常

有限 , 青年总被贴上各种标签 。

“

非洲 的青年普遍被视为骨子里就是麻烦

制造者 , 社会学家 、 政策制定者 、 非政府组织 、 政府和 国际组织都强调非

洲青年 总是制造麻烦 , 而且偏爱暴力冲突 。

”？这种社会认知影响着青年发

展政策 、 群体间关系和青年的 自 我认知 。 在政策制定领域 , 后殖民时代非

洲政治 的一个明显特征是精英对权力 的垄断 , 而且为了维护政权不惜采用

血腥手段 。

＂

在东非和南非 , 掌权 的
一代总是试 图阻止年轻

一代参与政治

和政府机构 。

”“

独立 4 0 年后 , 青年人获取政权和权力依然非常 困难 , 总

体上 , 青年人的 生活并没有实质性的提高
”？

。 当政者把更多 的精力放在维

护 国象政权上 , 而不是真正促进青年发展成才 , 甚至为 了 防止年轻
一

代对

政权的威胁 , 他们还通过培养官方青年势力来对抗可能威胁其政权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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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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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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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力 。 在非洲 国家 , 有很多亲政府 的青年势力 , 例 如喀麦 隆 曾 经建立 的

ＰＲＥＳＢＹ 组织就是用来对抗 民主和基层的 抗议 ,

？ 而 当前利 比亚亲政府与

反政府民众间 的对抗也可窥见
一斑 。 在经济领域 , 非洲很多当政者缺乏发

展经济的经验 , 甚至缺乏政治意愿 , 他们垄断着石油 、 原材料 、 资源等能

够带来外汇的行业 , 但是在发展其他产业 , 尤其是鼓励私有企业的发展上

缺乏有效的政策 。 这导致国 内就业 市场萎缩 , 大量青年失业或者根本就找

不到工作 , 加上贪污腐败和不公平的分配体系 , 青年 的生存现状 日 益恶化 。

从社会秩序的角度理解 , 失业而待在家中 的青年被视为家庭的负担 , 被家庭

所轻视 , 从而导致这些无所事事的青年走上街头 , 成为社会不稳定和 国家动

荡的重要因素 。 缺乏政治参与 、 经济话语和社会认知 的青年又加剧 了社会对

其不利的认知 , 形成了恶性循环 , 从而导致青年处于越来越被边缘化的境地 。

二 绝望的政治 ： 当代非洲的政治场景

自 独立 以来 , 非洲国家尤其是撒 哈拉以南 非洲 国家经历 剧烈的 动荡 、

战乱 、 冲突 ： 经济衰退 。 从 2 1 世纪初开始 , 非洲 经济开始企稳恢复 , 并

维持了较高的增长率 ( 见表 3 ) , 同 时 , 非洲 国家在 国家建设和 民主化道

路上取得了不 同程度 的进步 , 主要表现在选举和权力轮替上 ( 见表 4 ) 。

这在
一

定程度上维系 了非洲国家政权的合法性 。

表 3非洲 ＧＤＰ 增长率 ( ％ )

＼ 年份
2 0 0 5 2 0 0 6 2 0 0 7 2 0 0 8 2 0 0 9 2 0 1 0 2 0 1 1

地 区＼


世界 4 ．  6 5 ． 2 5 ． 3 2 ． 8—

 0 ． 6 4 ． 8 4 ． 2

中 东 5
．

 4 5
．

6 6 ． 1 4 ．
 8 1 ． 3 3

． 6 5 ． 1

北非 5 ． 0 6 ． 15 ． 8 5 ． 3 3 ． 5 5 ． 1 5 ． 1

黑非 洲 6 ． 3 6 ． 4 6 ． 9 5 ．
 5 2 ． 6 5 ． 0 5 ． 5

资料来 源 ： ＩＬＯ , Ｇｌｏｂａ ｌ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 ｔＴｒｅｎｄ ｓ 2 0 1 1  ｔＧｅｎｅｖａ ．

①Ｐ ｉｅ ｔＫｏｎ
ｉ ｎｇＳ ｊ
Ａｎｇｌｏｐｈｏ ｎｅｕｎ ｉ ｖｅｒｓ ｉ

ｔｙ ｓｔ ｕｄｅｎ ｔ ｓａｎｄＡｎｇｌｏｐｈｏｎｅｎａ ｔ
ｉ
ｏｎａ ｌ ｉｓ ｔｓｔ ｒｕｇｇｌ ｅｓ ｉ

ｎ

Ｃａｍｅ ｒｏ ｏｎ
＂

,
 ｉｎ ＪｏｎＡｂｂ ｉ ｎｋａｎ ｄＩｎｅｋｅ ｖａｎＫｅｓ ｓｅ ｌ

,
ｅ ｄ ｓ ．

,
Ｖａｎｇｕａｒｄ ｏ ｒＶａｎｄａｌ ｓ ：Ｙｏｕｔｈ , Ｐｏ ｌ

ｉ
ｔ
ｉ ｃｓ

ａｎｄＣｏｎ ｆｌ ｉｃ ｔｉ ｎＡｆｒ ｉｃａ , Ｂｒｉｌｌ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ｕ ｂ ｌ ｉｓｈｅ ｒｓ ,  2 0 0 5 ,

ｐｐ
． 1 6 3 

—

1 9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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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 金融危机对非洲 国家造成了 巨 大的冲击 , 使得 2 0 0 9 年非洲的

ＧＤＰ 增长率比前
一

年下降 了 1
／

2 强 , 同 时加速 了非洲 国 家国 内经济 的恶

化 ,

一系 列社会问题开始 凸显 , 北非变局更证 明 了非洲 国家政权的 脆弱

性 。

“

在 2 1 世纪初 , 政治依 旧优先于经济发展 , 尽管大部分国家出现了很

多富人 , 然而他们 的影响非常有限 , 尤其是在推进国 内法制建设 , 以及 自

由 市场的建设上 。

”
？尽管表面上看 , 非洲很多 国家已 经具备 了 民主制度的

形式 , 但是执政集团尤其是政治强人通过各种手段打压反对派 , 以及可能

的政权挑战者 。 实际上 , 从 2 1 世纪开始 , 这些以老人政治为代表 的非洲 国

家政权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

一是来 自 内部 ,
主要表现在不断壮大的反对派

夺取政权的诉求 , 民主化推动的 民主诉求 , 贫富差距拉大带来的 民生诉求 。

二是来 自外部 , 严重依赖 国外援助的非洲 国家政权不得不面临着 民主 、 人

权和良治的政治条件 , 然而 , 国外援助并没有推进政治制度的改善 , 相反 ,

又加剧 了政权的腐败 ,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这些政权。 非洲很多 国家

仍然把精力放在维护 自 身政权上 , 而在推进 国家经济发展尤其私有企业 的

发展壮大上投人很少甚至忽视 ,

“

非洲官僚资本主义的奇特本质以及失败 的

原因在于其是建立在
‘

权力寻租
’

而不是生产性投资基础之上
”

。

②

表 4非洲国家领导人失去权力原因的统计 Ｉ 9 6 0
—

2 0 0 3 年 单位 ： 人

原 因 1 9 6 0
—

1 9 6 9  1 9 7 0
—

1 9 7 9 1 9 8 0
—

1 9 8 9 1 9 9 0
—

1 9 9 9  2 0 0 0
—

2 0 0 3总计

政变 、 战争 、 入侵2 7 3 0 2 2 2 2 6 1 0 7

天灾或偶发事件 2 3 4 3 0 1 2

暗杀 ( 非政变 ) 1 1 1 1 0 4

自 愿退位 1 2 5 9 2 1 9

失去选举 0 0 1 1 2 6 1 9

过渡或看守政 府 6 8 4 1 4 1 3 3

资料来源 ： 转引 自ＧｏｒａｎＨｙｄｅｎ , Ａｆｒｉｃ ａｎＰｏ ｌ ｉｔ ｉ ｃｓｉｎＣｏｍ ｐａｒａ ｔｉ ｖｅＰｅ ｒｓｐ ｅｃｔ ｉｖｅ
, ＮｅｗＹｏｒ ｋ ：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 ｅＵｎ ｉ
ｖｅ ｒｓｉ ｔｙ

Ｐｒｅｓｓ
, 2 0 0 6

, ｐ
．  1 9 。

①ＧｏｒａｎＨｙｄｅｎ , Ａ ｆｒ ｉｃａｎＰ ｏ ｌ
ｉ ｔｉ ｃｓ ｉｎ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 ｖｅＰｅ ｒｓｐ

ｅ ｃｔ ｉｖｅ
, Ｎｅｗ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 ｉｄｇｅ

Ｕ－

ｎ
ｉ
ｖｅｒ ｓｉ

ｔ
ｙＰ ｒ ｅｓ ｓ , 2 0 0 6 ,

ｐ
．
 4 6 ．

②Ｊ ｏｎ Ａｂｂ
ｉ ｎｋ , 

＂
Ｂｅ ｉｎｇＹｏｕｎｇ ｉ

ｎＡｆｒ ｉｃａ ：Ｔｈｅ Ｐｏ ｌ ｉ
ｔｉｃ ｓｏ ｆ Ｄｅ ｓｐａｉ

ｒ ａｎｄ Ｒ ｅ ｎｅｗａ ｌ

＂

9ｉｎ
Ｊ ｏｎＡｂ

－

ｂ ｉｎ ｋａｎｄ Ｉｎｅｋ ｅｖａｎ Ｋ ｅｓｓ ｅｌ
,
ｅｄｓ．

,
Ｖａｎｇｕ ａｒｄｏｒ Ｖａｎｄａｌ ｓ


；Ｙｏｕｔｈ

,
Ｐ ｏｌ ｉ

ｔ
ｉ ｃ

ｓ ａｎｄＣｏｎｆｌ ｉｃｔ ｉ ｎＡｆｒ ｉ
－

ｃ ａ


？Ｂｒｉｌ ｌＡｃａ ｄｅｍｉｃ Ｐｕ ｂ ｌ ｉｓｈ ｅｒｓ ？ 2 0 0 5 , ｐ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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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非洲国家长期执政的领导人 (年 )

国 家领导人时间国 家领导人时间

利 比亚卡扎菲 4 1喀麦隆比亚 2 8

赤道几内 亚姆 巴索戈 3 2乌干达穆塞韦尼 2 5

安哥拉桑托斯 3 2斯威士兰姆斯 1 ：蒂三世 2 5

律巴 布韦穆加贝 3 1布基纳法索孔波雷 2 3

埃及穆 巴拉克 ( 前 ) 2 9刚果恩格索 2 2

在这种 国家发展与稳定 的结构性 困境中 , 边缘化的青年成为 了最受伤

害的群体 ,

“

从肯尼亚到喀麦隆 , 通过招募青年人来加深部族间 的分裂 、

打击持异见者 、 对外 宣示对权力 的 控制 , 是政治精英维护政 权的有效途

径 , 这也是非洲政治
一

个普遍的特征 。 在
一些国家 , 组建效忠于领导人的

青年军是主要途径 , 在其他国家 , 为了 防止青年夺取政权 , 领导人并不与

青年建立正式的关系 。

”？
这 种结构性 困境在很大程度上影 响 着青年 的发

展 , 甚至最终将成为青年谋求改变的动力 。 实际上 ,

一

切 的 民主和政治诉

求最终可归因于 自 身的 民生诉求 。
尽管青年是 目前非洲国家的 主要群体 ,

但是他们被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排斥在 国家政治决策之外 , 不公正的分配体

系使他们很难分享到 由少数人和利益集 团控制的经济利益和成果 , 最致命

的是这种结构困境最终 限制 了青年通过 自 身努力 实现经济 自 立 、 政治参与

和社会责任的 目 标 。

？
青年问题 已经成为非洲 国家普遍 面临 的挑 战 , 最 近

一

份关于肯尼亚青年的研究很有代表性 。 目前肯尼亚青年存在着许多严峻

的问题 ：

一是持续增长 的中学和大学学生退学率 , 导致这一问题的最重要

原因是教育投人的极低 回报率 。
二是失业以及缺乏技术 、 资金以及可 以 自

我创业的渠道 。 三是在 已经饱和的就业市场里 , 好不容易获取
一

份工作 的

青年人成为 了被剥削 、 性侵犯的对象 , 童工现象也比较严重 。 四是因为贫

困和受虐待 , 青年 的健康 问题更加恶化 , 如疟 疾 、 文滋病 、 性传播疾病

①Ｍ ｉｃｈｅ ｌ ｌｅ Ｇａ ｖ ｉｎ
,

＂

Ａｆ ｒ ｉ ｃａ

＇

ｓＲｅ ｓｔ ｌｅ ｓｓＹｏｕｔｈ
＂

,
Ｃｕｒ ｒｅｎｔ Ｈｉｓ ｔ ｏ ｒｙ ,

Ｍａ ｙ 2 0 0 7
, ｐ．  2 2 3 ．

②Ｃ． Ｍｗｏｎｇ ｅｌ ｉ Ｍｕｔｕｋ ｕ ,

＂

Ｙｏｕ ｔｈＰｅ ｒｓｐｅ ｃｔ ｉｖｅ ｏｎＴｈｅｉ ｒＥｍｐｏｗｅ ｒｍｅｎ ｔ
ｉｎＳｕｂ

－

Ｓａｈａ ｒａｎＡ ｆｒｉ ｃａ：

ｔｈｅ Ｃａｓ ｅｏ ｆＫ ｅｎｙａ
＂

,
Ｐａｐｅ ｒｐｒｅ ｓｅｎｔｅｄａ ｔ ｔｈｅ ａｎｎ ｕａｌｍｅ ｅｔ 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Ｍ ｉｄｗｅ ｓｔ Ｐ ｏｌ ｉｔｉ ｃａ ｌＳｃ ｉｅｎｃ ｅＡ ｓｓｏｃｉ

？

ａ ｔ ｉｏｎ 6 7 ｔｈＡｎｎｕａ ｌＮａｔ ｉｏｎａ ｌＣｏｎ ｆｅｒ ｅｎｃ ｅ
,ＴｈｅＰ ａ ｌｍｅ ｒＨ ｏｕｓ ｅＨｉ ｌ

ｔ
ｏｎ

,
Ｃｈ

ｉ ｃａｇｏ ,
ＩＬ ,

Ａｐ ｒ ｉ ｌ0 2 ,

2 0 0 9 , ｐ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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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 五是体育和公共设施的 缺乏 。 以上五点最终导致了第六个问题 ： 青年

的无业 ( ｉｄ ｌｅｎｅｓｓ ) 和挫折感 。

？
七是有限 的参与 和 缺乏机会 , 由 于社会对

青年的认知 、 社会文化 、 经济障碍 以及缺乏合适的青年组织 , 青年在政治

和经济事务中 的话语权太弱 。 八是环境问题 , 以及信息和 网络科技的不发

达 ,

？ 不过这也从
一

个侧 面反 映 了此 次北 非变局 中 网 络新媒 体 的重 要

作用 。

③

被边缘化促使非洲青年开始通过合法和不合法政治运动的形式 , 包括

抗议 、 暴力 活动甚至政变 , 获取更大的权力 。 实际上 , 青年与执政集团之

间 的紧张关系在非洲有较长的历史 , 在 2 0 世纪 4 0 年代 , 肯尼亚就发生过

由 失业青年和无事可做的青年士兵支持和参与 的罢工抗议 , 随后青年政治

开始向暴力冲突和军事对抗转变 , 如今 , 青年和老人政治之间的代际冲突

已经成为肯尼亚 国 内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 。

“

尽管青年从来没有形成
一

个

有效的整体 , 然而 , 在代际冲 突 中 , 他们却能够形成统
一的立场 。

”④
1 9 9 9

年 , 科特迪瓦发生军事政变 , 总统亨利 ？ 科南 ？ 贝迪埃 ( Ｈｅｒ ｉｋｏ ｎａｎＢｅ
－

ｄ ｉｅ ) 以及他 的科 特迪瓦 民 主党 ( ＰＤＣ Ｉ ) 被 推翻 , 在很多 观察 家看 来 ,

“

这表明青年逐渐成为新的 政治力量
”

。

⑤
2 0 0 2 年 的兵 变再次将 青年人 推

到 了前沿 , 由 9 0 年代的 ＦＥＳＣＩ 学生联盟 分离出 来的两个组织开始对立

斗争 , 青年爱国者 ( Ｙｏｕ ｎｇＰ ａｔｒｉｏｔｓ ) 声称保卫国 家和 巴博总统 , 反叛组

织新力量 ( Ｎ ｅｗＦｏｒｃｅｓ ) 则要求罢免 巴博 , 同时进行政府机构和宪政改

‘革 。 而通过这些斗争 , 青年在科特迪瓦 国 内 的 地位再次得到 了提高 。

？
同

①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 为什么外 界认为非洲人 比较
“

懒
”

。 事实上 , 非洲人认为 主要 的

原 因在于无业 可就 。

②Ｃ． Ｍｗｏｎｇ ｅｌ ｉ Ｍｕｔｕｋｕ
, 

＂

Ｙｏｕ ｔｈＰｅｒ ｓｐｅｃ ｔｉｖ ｅ ｏｎＴｈｅｉｒＥｍｐｏｗｅｒｍ ｅｎｔ ｉｎＳｕ ｂ－Ｓ ａｈａ ｒａｎＡｆ ｒ ｉｃａ；

ｔｈｅ ＣａｓｅｏｆＫ ｅｎｙａ
＂

,
Ｐａｐｅ ｒ

ｐｒｅｓ ｅｎｔ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ａｎｎｕ ａｌｍｅ ｅｔ ｉｎｇ ｏｉ ｔｈｅ Ｍｉｄｗｅｓ ｔＰｏｌｉｔ ｉｃａ 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ｓｓ ｏｃ ｉ

？

ａ ｔ
ｉｏｎ 6 7 ｔｈＡｎｎｕａ ｌＮａ ｔｉｏｎａ ｌＣｏｎｆｅ ｒｅｎｃｅ

,
ＴｈｅＰａ ｌｍｅ ｒＨｏｕ ｓｅＨｉ ｌ ｔｏｎ

,Ｃｈ ｉｃ ａｇｏ ？
ＩＬ ,Ａｐｒ ｉ ｌ 0 2 ,

2 0 0 9 , ｐ ｐ
．

 2
＿

3 ．

③ 参见 此论文集赵俊 《北非变局 中 的网络 因素 》 。

④Ｐｅ ｔ ｅｒＭｗａｎｇ ｉＫａｇ ｗａｎ
ｊ
ａ ,

＂

Ｃ ｌ
ａｓ ｈｏ ｆ Ｇｅｎｅｒａ ｔ ｉｏｎ ｓ？Ｙｏｕ ｔｈＩｄｅ ｎｔ

ｉｔ ｙ , Ｖｉｏ ｌ ｅｎｃ ｅａ ｎｄ ｔｈｅ Ｐｏ ｌ ｉ

？

ｔ
ｉｃ ｓｏｆ Ｔｒａｎｓ ｉｔ ｉｏｎ ｉｎＫｅｎ ｙａ ,

 1 9 9 7 

—

2 0 0 2
”

, ｉｎ
ＪｏｎＡｂｂ ｉｎｋａｎｄ Ｉｎｅｋ ｅｖａｎＫｅ ｓｓｅ ｌ

？
ｅｄｓ．  ,Ｖａｎｇｕａｒｄ

ｏｒ Ｖａｎｄａ ｌ ｓ ：Ｙｏｕｔｈ
,
Ｐｏ ｌ

ｉｔ ｉｃ 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
ｉｃｔ ｉｎＡｆｒ ｉｃａ

？Ｂｒｉｌ ｌＡｃａｄ ｅｍｉｃ Ｐｕｂ ｌ ｉｓ ｈｅｒｓ 
＞
 2 0 0 5 ？ｐ ．  9 0

．

⑤转 引 自Ｋａ ｒｅｌＡｒｎａｕ ｔ ,
＂

Ｒ ｅｇｅｎ ｅｒａ ｔ
ｉ
ｎ ｇ

ｔｈ ｅｎａ ｔ
ｉ
ｏｎ

；Ｙｏ ｕｔｈ ,Ｒｅｖｏ ｌ ｕｔ
ｉ
ｏｎａｎｄ ｔｈ ｅＰｏ ｌ ｉ

ｔ
ｉｃｓｏｆ

Ｈ ｉｓ ｔ ｏｒｙ ｉｎＣｏ ｔｅｄ
,

ｉｖｏ ｉｒｅ
”

,
ｉｎＪｏ ｎＡｂ ｂ ｉｎｋａｎ ｄＩｎｅｋ ｅｖ ａｎＫｅｓ ｓｅ ｌ ,ｅｄｓ ． , Ｖａｎｇｕａ ｒｄｏ ｒＶａｎ ｄａｌ ｓ ：

Ｙｏｕ ｔｈ
,
Ｐｏ ｌ

ｉｔ ｉｃ ｓ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
ｉｃｔ ｉ ｎＡｆｒｉ ｃａ

,
Ｂ ｒ ｉ ｌｌＡｃａｄ ｅｍｉｃＰｕｂ ｌ ｉｓ ｈｅｒ ｓ

？
 2 0 0 5

, ｐ ．  1 1 3 。

⑤Ｉｂ ｉｄ ．

, ｐ．  1 1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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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 , 在喀麦隆 、 厄尔 特里亚 等国 , 青年与 国 家政权之间 也存 在着不 同的

问题 。

青年与现有政权之间 的关系将在很大程度上影 响着非洲 国家的政治前

景和经济发展 。 这将取决于 ： 其一 , 青年 自 身 的民生和政治诉求能否得到

改善 , 青年能否在实践 中不断提高 自 身的群体意识和组织建设 。 其二 , 非

洲 当政者能否充分重视青年问题的重要性 , 制订更好的青年发展政策 , 赋

予青年更多的权力并为其提供更大的参与政治经济事务和社会的空 间 。

一

个可以基本判定 的事实是 , 非洲 国家青年的 民主意识和政治诉求越来越强

烈 , 青年正在成为未来非洲 国 家变革的重要力量 。 此次北非变局中青年所

发挥的先锋和主力军作用 巳经很好地证明了这
一

点 》

？

三 北非变局 ： 个例还是幵端？

此次北非变局 ？反映了北非 国家严重的 国 内矛盾 和社会问题 ,
这些 问

题都不 同程度地存在于撒哈拉 以南非洲 国家 。 同时 , 突尼斯和埃及 的革命

对其他非洲 国家也产生巨大的 冲击 。

一方面 , 革命的成功在其他国家产生

了重要 的示范效应 , 喀麦隆 、 莫桑 比克 、 安哥拉等国都开始出 现类似的抗

议倡议和活动 。 另一方面 , 其他国家的 当政者也开始严肃考虑 自身 的政权

稳定问题 , 例如 , 利 比亚在 2 月 份马上推出改善青年生活状况的
一

系列计

划 , 包括由 国家石油公司 向毕业生提供 1 0 0 0 个就业 岗位 , 向 青年人分发

1 5 0 0 0 台 电脑 , 另外承诺改 善住房条件 。

？
但是 , 并没有阻止 国 内 的示威

抗议浪潮 , 并最终演变成 目前 的内战 。 那么 , 撒哈拉 以南非洲 国家会不会

重蹈北非国家的覆辙 ？ 北非变局是就此终结 , 还是仅仅是一个开端 ？ 本文

选取安哥拉和津 巴布韦两 国为案例来进行分析 。

①ＩｂｒａｈｉｍＡｌ
－Ｍａｒａｓｈ ｉ

, 
＂

ｔｈｅＹｏｕｔｈＲｅｖｏｌｕｔ 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Ｍ ｉｄｄｌ ｅＥａ ｓｔ

＂

,
Ｉｎ

ｔ
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 ｌ

Ｒ ｅｌ ａｔｉ ｏｎｓ

ＢＬｏｇ ｔｈｔ ｔｐ ：／ ／ｉ ｒ ．ｂ ｌｏｇｓ
． ｉｅ ． ｅｄ ｕ／ 2 0 1 1 ／

0 2 ／ 1 7 ／
ｔｈ ｅ

－

ｙｏｕｔｈ
－

ｒｅ ｖｏ ｌｕ ｔｉｏｎ
－

ｉｎ
－

ｔｈｅ
－

ｍｉｄｄｌｅ
－

ｅ ａ ｓｔ ／ , Ｆｅｂ ｒｕａ ｒｙ

1 7 ’ 2 0 1 1 ．

②Ｉｂ ｉｄ ．

③
＂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 ｉ ｃａ

＇

ｓＲ ｅｖｏ ｌｕ ｔ ｉｏ ｎ ：
Ｌ ｉｂｙａＭｏｖｅｓ ｔｏＰｒｏｖ ｉｄｅｅｍｐｌｏ ｙｍｅｎｔ

,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ｆｏ ｒＹｏｕｔｈｓ

＂

,

Ａｆｒｉ
ｑｕｅｅｎＬｉｇｎｅ , ｈｔ ｔｐ ：／ ／ｗｗｗ

．
ａ ｆ ｒｉ ｑｕ ｅ

ｊ
ｅ ｔ

．
ｃ ｏｍ／ｎｅｗｓ ／ａ ｆｒｉｃａ

－

ｎｅｗ ｓ／, Ｆｅｂ ｒｕａ ｒｙ  1 3 ,  2 0 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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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津巴布韦

津巴布韦 与变局前 的突尼斯 和埃及有很多相似之处 , 领导人长期执

政 , 国 内失业率居高不下 , 在最近
一

次的选举中 , 三国领导人都声称获得

8 0 ％
—

9 0 ％ 的选票 。 因此在突尼斯和埃及发生革命之后 , 很快就有媒体提

出津 巴布韦会不会成为下一个 。

？确实 , 津 巴布韦可能存在着 比突尼斯 和

埃及更加严峻的 国 内 问题 , 最近几年津 巴布韦经济恶化 , 通货膨胀严重 ,

失业率非常高 , 有估计津 巴布韦 的失业率高达 7 0 ％ ,
2 0 0 8 年 ＧＤＰ 增长率

为 一 1 4 ． 4 ％ 。

？
同时 , 已经执政 3 1 年的穆加 贝 所采取的铁腕和粗暴手段也

更容易引起国 内 的不满 。 然而 , 至少到 目 前 , 津巴布韦并没有出现类似北

非国家的民众抗议 , 甚至很多媒体也
一边倒 , 基本认为此次浪潮不会对穆

加贝政府产生很大 的影响 。 因有多个层面 ： 第一 , 穆加 贝 通过铁腕对

国家拥有绝对 的控制权 , 穆加贝 的安全部队在管控国家上发挥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 。 而穆加贝 通过招募青年组建青年军进而打击其他试图对抗的青年

和势力 , 津巴布韦 的青年
一方面成为 了独裁政权的受害者 , 同时又扮演着

施害者的角色 , 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 了青年可能带来的挑战 。 实际上 , 在

北非变局后 , 穆加 贝政府高度警惕 , 其安全部队严密控制并取缔
一切可能

会影响其政权 的群体行为 。

？
第二 , 长期高压下 的恐惧使人们不敢走上街

头 。 这又可归 因于 民族宗教方面的原因 , 津巴布韦 的 民族和宗教信仰 比北

非国家复杂 , 相对于阿拉伯青年的圣战和牺牲精神 , 恐惧下的沉默和不对

抗姿态似乎 已经成为津 巴布韦人的一种 习惯 。 第三 , 津 巴布韦 的农业在安

排就业和解决生存 问题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 北非 国家缺乏耕地 , 国 民 的

生存更依赖于国家 的
“

福利
”

, 而津 巴布韦 的农 田则能有效地缓和失业带

来的 冲击 。 第四 ,
受国 内政治经济条件 的影响 , 越来越多 的津巴布韦青年

①
“

ＩｓＺ ｉｍｂａ ｂｗｅＮｅ ｘｔ ？Ｆｏ ｌ ｌｏｗ ｉｎｇ
ｔｈｅＰａｔ ｈｏ ｆ Ｐｏｌ ｉ

ｔ
ｉ ｃａｌＲ ｅｖｏ ｌ ｕ ｔ

ｉｏｎ
＂

, ｈｔ ｔｐ ：／ ／
ｗｗｗ ．ｂ ｒｏｏｋ

－

ｉ
ｎ ｇｓ．ｅｄｕ／ｏｐ ｉ

ｎ
ｉ
ｏｎｓ／ 2 0 1 1 ／ 0 2 2 4

＿
Ｚｉ
ｍ ｂａｂｗ ｅ

＿
ｔａ ｉｗｏ


＿
ａｓｍａｈ ． ａ ｓｐｘ ．

②Ｉｂ ｉｄ ．

③
＂

Ｌｅｔ ｔ ｅ ｒｆ ｒｏｍＺ ｉｍｂａ ｂｗｅ ；Ａｆａｉｌ ｅｄｒｅｖｏ ｌｕ ｔ
ｉｏｎ

＂

, Ａｆ
ｒ ｉｃａ ｎｆ ｉ ｌｅｓ

,
ｈｔ

ｔｐ ：／ ／ｗｗｗ ．ａｆｒｉ ｃａ ｆ
－

ｉ
ｌｅｓ ． ｏ ｒｇ ；Ｂｒ ｉａｎＮｇｗｅｎｙａ ,


＂

Ｚ ｉｍｂａ ｂｗｅ ：Ｅｇｙｐｔ
－

Ｓｔ
ｙ ｌｅ Ｒｅｖｏ ｌｕｔ

ｉｏｎＩｍｐｒｏｂａｂ ｌｅ ｉｎ ｔｈｅＣｏｕｎｔ ｒｙ
＂

,
Ｚｉｍ

？

ｂａｂｗｅＩｎｄｅｐｅｎ ｄｅｎｔ ,
Ｆｅｂ ｒｕ ａｒｙ土

8
’ 2 0 1 1 ．

④ 2 0 0 8 年 2 月 2 3 日 ,
穆加页 政府拘 留 了 参加

“

埃 及和突尼斯革命 ： 对 津巴布 韦和 非洲 的

启示
”

会议的 4 6 名参会人员 。 这也可能是 目 前规 模最大 的一 次集会活动 。

“

Ｚｉｍｂ ａｂｗｅ ｈｏ ｌｄｓ 4 6

ｆｏｒａ ｔ ｔｅｎｄｉｎｇ ｌｅ ｃｔｕｒｅｏｎＥｇｙｐｔｕｎ ｒｅｓｔ

”

,
ｈ

ｔ ｔ ｐ ：／ ／ｗｗｗ ． ｂ ｂｃ ．ｃｏ
．
ｕｋ／ ｎｅｗｓ ／ｗｏｒｌ ｄ

－

ａ ｆｒ ｉｃ ａ
—

1 2 5 5 8 0 7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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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或非法移民到 国 外 , 其中 很多是政治避难 。

《津巴布韦青年要么选 择

离开 , 要么选择沉默 。 同时 , 海外移 民 的外汇在
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改善国

内亲属 的生存状况 。 第五 , 通信和网络科技 的不发达可能也是
一

个原 因 。

第六 , 可能也是最重要 的 , 近几年来 , 津 巴布韦经济开始企稳 , 正逐渐改

变高通胀 、 高失业的局面 , 因此 , 可能更多的人不愿意再接受 国家动荡的

局面 。 总体而言 , 津巴布韦在国 内经济政治形势最恶化的时期就没有 出现

能够威胁穆加贝政权的 民众抗议 , 因此很难认为此次北非变局会对其统治

地位产生重大影响 。

2 ． 安哥拉

2 0 1 0 年 1 月 , 安哥拉颁布 了新的 宪法 ,

一个重要 的 内 容是赋予 总统

更大的权力 。 根据新宪法 , 总统将不采取直接选举的方式 , 而是由在议会

选举 中获胜的政党选举产生 。 如果
一

切顺利 的话 , 桑托斯将连任至 2 0 2 2

年 , 从而超过巳故加蓬总统邦戈成为非洲历史上任期最长的 国家元首 ( 4 2

年 ) 。 安哥拉会不会发生青年人推翻老人政治 的抗议 ？ 的确 , 最近一段 时

间
, 受突尼斯和埃及人民革命的鼓舞 , 安哥拉国 内也 出现了

一些小规模的

抗议活动 , 然而 , 这些抗议活动很快就被政府摆平 。

？虽然安哥拉也存在

着类似北非国家的社会矛盾和 问题 , 包括贪污腐败 、 不公正 的分配体系 ,

青年人的高失业率 , 但是 ,

一

系列原因决定 了安哥拉近期不会发生类似北

非 国家的变革 , 同时 , 这些原因在很多非洲 国家可能都 比较适用 。 第
一

,

安哥拉正处于国 家重建 的初期 , 人 民珍惜来之不易 的 和平与安定 。
2 0 0 2

年 , 安哥拉终于结束长达 2 7 年 的 内 战 , 国 家重建与和解成为安哥拉的首

要任务 , 大部分民众 , 包括反对派都不愿意 中断这
一

进程 。 对于最近的
一

次抗议活动 , 反对派并不支持 , 甚至指责这是政府设计 的圈套 。 第二 , 内

战结束以来 , 安哥拉经济获得 了巨大的发展 , 其 2 0 0 5 年 ＧＤＰ 增长率达到

2 0 ． 6 ％ , 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强 民众对政府的信心 ( 见表 6 ) 。

＂

尽管安哥拉

的经济仍然 主要依赖石油 出 口
, 但是非石 油行业也获得 了较快 的增 长 ,

①Ｒ ｅｖ
 Ｊａ

ｃｏｂ Ｍａｆｏｒｏ ,
＂

Ｚｉｍ ｂａｂｗｅ Ｙｏｕ ｔｈＬｉ ｖ ｉｎｇ ａｌ ｉ
ｆｅｏ ｆＨｉ

ｄ
ｉｎｇｏｎＦｏ ｒｅ ｉｇ ｎＳｏ ｉ ｌ ｓ

, ＇

,
Ａｆｒｉｃａ

ＹＭＣＡ
,ｈｔ ｔｐ ：／／ ｗｗｗ ．ａｆｒｉｃａｙｍｃａ ．ｏｒｇ／ ？

Ｆｅｂ ｒｕａ ｒｙ 2 5 ,
 2 0 1 0 ．

② 2 0 1 1 年 3 月 7 日 , 罗安达警方在独立广场逮捕 了
1 7 名疑似示威者 ,

其 中包括 7 名 记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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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0 年 , 非石油行业 的增长率连续 3 年超过石油行业 。

”？第三 , 长期 的 内

战 , 各派别之间 对青年的战争和政治动员造成 了青年不 同 的政治从属感 ,

青年很难形成统
一

的有影响 的政治力 量 。 自上而下而非 自 下而上的军事和

政治活动是独立后安哥拉的
一个重要特征 , 其可归 因 于尊重老人的传统 ,

“

儿子不能批评老子
”

,

“

誓死捍卫
‘

父亲
’

的 权力和地位
”

,

？ 或者简言

之 , 长期的战争造就了青年人的 顺从和从 属感 。

？
第 四 , 目 前 , 青年是安

哥拉 国家发展的
“

资产
”

, 而非问题 。
2 0 0 6 年的

一份研究报告称 , 安哥拉

青年能够在极其恶劣 的环境下获得生存的手段 , 而且在青年 的就业和生存

问题上也存在着
一些客观 的条件 , 比如农业 的发展和创新 , 职业培训从而

让更 多的青年人能够适应市场的需要 。

④然而 , 最近几年安哥拉青 年的 就

业和职业培训等并没有得到实质性 的提高 ,
这也注定会成为未来 国家发展

与稳定的 隐患 。

表 6安哥拉年人均收人 ( 美元 )

＼ 年份

2 0 0 2 2 0 0 3 2 0 0 4 2 0 0 5 2 0 0 6 2 0 0 7 2 0 0 8 2 0 0 9 2 0 1 0

地 区


安哥拉2 8 3 3 ．  3 2 8 9 7 ．
 8 3 2 0 6 ． 3 3 6 1 1 ． 5 4 2 9 9 ． 4 5 1 7 8 ． 3 5 8 3 0 ． 9 5 4 3 0 ． 9 5 6 7 9 ． 1

南非3 1 9 7 3 3 3 5 ．  6 3 5 6 2 ．  1 3 8 2 7 ． 9 4 1 2 1 4 4 4 4 4 6 4 2 ． 5 4 4 9 0 ． 8 4 4 8 9 ．  1

非洲 1 9 3 6 ． 6 2 0 3 6 ． 4 2 1 7 2 ． 4 2 2 9 3 ． 2 2 4 5 0 ． 4 2 6 1 7 ． 7 2 7 3 0 ． 1 2 8 1 8 ． 1 2 9 1 7 ． 3

资料来 源 ：
Ａｆｒｉ ｃａＥｃｏｎｏｍｉ ｃＯｕｔ ｌｏｏｋ ,  2 0 1 1 ．

3 ． 两个非洲的不同阶段

中东北非的人民革命在世界范围 内得到 了 回应 , 不仅在非洲 , 而且在

亚洲 、 拉美甚至欧洲 , 不仅在专制 国家 , 而且在
一些民主国家 , 都能感受

到这次革命的影响 。 基于民生诉求之上的政治对抗和对话可能是不同国家

①Ａｆｒ 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
ｉ
ｃ Ｏｕｔ ｌｏｏｋ , 2 0 1 1 ．

② 在安哥拉和其他 国家的军事革命 中 , 领导人总是将 自 己 视为
“

父 亲
”

, 通过 灌输思想 和

其他途径来培养青年 的忠诚 。

③ＩｍｏｇｅｎＰａｒｓｏｎｓ
,

＂

Ｙ ｏｕ ｔｈ
, Ｃｏｎｆ ｌ ｉｃ ｔａ ｎｄＩｄｅｎｔ

ｉ ｔｙ ：Ｐｏ ｌ ｉ ｔｉ ｃａｌＭｏｂ ｉ ｌ ｉｓａ ｔ ｉｏ ｎａｎｄＳｕ ｂ
ｊ
ｅｃ ｔ

ｉｏｎ ｉｎ

Ａｎｇｏ ｌ ａ

＂
？ｉｎＡｎｇ ｅｌａＭｃｌｎｔ

ｙｒｅ , ｅｄ ．

, Ｉｎｖｉ ｓ ｉｂ ｌ ｅＳｔａｋｅｈ ｏｌｄｅ ｒｓ 

？ＴｈｅＩｍｐａｃ ｔｏｆＣｈｉ
ｌｄ ｒｅ ｎｏｎＷａ ｒ

,

Ｐ ｒｅ
ｔ
ｏｒｉａ ：Ｉｎｓｔ ｉｔｕｔｅｆｏｒＳｅｃ ｕ ｒ ｉｔｙＳ ｔｕｄ ｉｅｓ

, 2 0 0 4
, ｐ ． 4 7 ．

④Ｃｌａｒｅ Ｉｇｎａ
ｔｏｗ ｓｋｉ

,
Ｃｒｉ ｓｔｉ ａｎＲｏｄｒｉｇｕ ｅｓ

,
ＲａｍｏｎＢａｌ ｅｓｔ ｉｏｎ , ＹｏｕｔｈＡ ｓ ｓｅｓ ｓｍｅｎｔｉ ｎＡｎｇｏ ｌａ

,

Ｕ ＳＡＩＤ , Ｍａ ｒｃｈ  3 1 ,  2 0 0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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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可以形成的共识 , 然而 , 这次革命最终还是深深烙上了阿拉伯世界青

年政治的印 记 。 中东北非 , 而不是整个非洲 , 再次证明 了 南北非洲在 政

治 、 经济 、 文化 、 民族和佘教上的差异性 。 从青年的角度或许可 以这样理

解 , 北非青年的价值观 、 政治意识和主张 已经与老
一

辈政治决策者出现了

明显的分歧 , 在 国 内经济形势恶化 , 青年民生得不到保 障 、 老人政治不能

给青年带来希望 的情况下 , 这种分歧将最终演 变成直接 的对抗 。 相 比之

下 , 撒哈拉 以南非洲 国家的青年因部族 、 宗教 、 文化 、 教育 、 思想和政治

控制 等因素的影响而处于隔离 、 沉默 、 恐惧甚至相互对抗的状态 , 这在很

大程度上归 因于非洲 国 家艰难的国家建设和现代化进程 , 很多人怀疑甚至

不相信政权 的改变会对其生活带来大的改变 , 因为 , 国家政权只是少数人

实现个人利益的
一

种工具 。 因此 , 从这个意义上讲 , 南部非洲青年 目 前的

现状及 国 内环境决定了 在现阶段他们不可能形成大规模乃至能导致政权更

迭的人 民革命 。

非洲政治领导人对 国家的管控能力 、 非洲青年 自 身 的群体意识 和独

立政治意识 、 非洲 国家 国 内 问题的差异性 以及 国家建设 的程度共 同决定

着青年在非洲 政治发展 中 的地位和作用 。 青年 的快速增长 以及 自 身受教

育水平和求变意识 的增强构 成了 非洲 国家变 革 的前提条件 ,
2 0 0 1 年美

国 ＣＩＡ 的 一份报告就指 出 , 非洲 国家如 果不能正确处理青年发展问 题 ,

将导致出现政治不稳定 、 部族战争 、 革命 、 反政府活动等严重 的恶性循

环 。

“

青 年人 口 的 增加将加 速诸如 贸 易 、 恐怖主义 、 反政府 、 战争 、 犯

罪 , 这将导致在解决这些 问题上的难度加大 。

”？然而 , 非洲 国家内部的差

异性以及政府管控能力 在很大程度上改变 了青年影响 国家政治 的轨迹 , 不

同于北非国家青年的群体意识和行为 , 南部非洲 国家的青年面临 的可能是

日 益分散化和碎片化的趋势 。
这在很大程度上 降低了青年整体政治实力和

地位提升的可能性 , 但是却加剧了国 内政治和社会问题 的严峻性 。

“

青年

更多地是被视为导致不安定的威胁 , 而不是潜在的导致 国家政治和社会转

型的代言人 。

”《＞

这
一

现实也反映了当前非洲青年政治意识和政治力量的有

限性 。

① 转引 自Ｍ ｉｃｈ ｅｌｌｅＧａｖ ｉｎ
,

＂
Ａｆｒｉｃａ

＇

ｓＲ ｅｓｔ ｌｅｓｓＹｏｕｔｈ
＇ ＊

, ＣｕｒｒｅｎｔＨｉｓｔｏ ｒｙ
, 施ｙ

2 0 0 7
, ｐ．  2 2 2 0

②Ｍ ｉｃｈ ｅｌ ｌ ｅＧａｖ ｉｎ ,
＂
Ａ ｆｒ ｉ ｃａ

＇

ｓＲｅ ｓｔ ｌｅｓ ｓＹｏｕｔｈ
＂

, ＣｕｒｒｅｎｔＨｉｓ ｔ ｏｒｙ
,Ｍａｙ 2 0 0 7 , ｐ ． 2 2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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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 语

北非青年的人民革命或街头政治证 明 了北非青年在国家政治 中影响力

的提高 , 也证明 了人 口结构变化是影响 国家发展与稳定的重要前提 。 但这

无法证明青年政治将成为 国家政治进步 的 主导力 量 , 或许在集体宣泄之

后 , 埃及和突尼斯仍将在传统势力 的博弈下恢复旧的秩序 , 或者只是某种

程度的改 良 。 青年 自 身的阶段性特征和操控政治的局限性决定了其可以 冲

锋在前 , 却无法深谙幕后的操作 。 但是 , 至少这次人民革命的胜利将增强

青年参与和影响 自 身和 国家政治命运的信心 , 或许这次革命最重要的进步

正在于街头政治将成为未来北非 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 的常态 。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青年呈现出与北非青年不同的特征 ,
主要表现在独

立政治意识和行为 、 面对挫折和绝望的反应 , 这最终取决于青年与 国 内环

境 (政治 、 经济 、 文化 、 部族 、 宗教和社会等 ) 之间 的互动关系 。 在既有

的客观条件之外 , 被操控 、 被分裂 、 被排斥 、 被忽视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

决定了青年不可能发展成为影响 国家政治变革的人 民力量 , 而更有可能加

剧彼此的矛盾和冲突 。

一个基本的思路是 , 青年不可能作为一只独立的政

治力量 , 而只是不同势力的参与者或被招募者 。 从这个角度理解 , 当前撒

哈拉 以南非洲受北非变局影响 而发生类似变局的可能性非常小 , 撒哈拉 以

南非洲 的政治格局在相当长时期 内仍将是由 传统政治 间的博弈来推动 。 值

得一提的是 , 今年有近 2 0 个非 洲 国家将举行 国家选举 , 是名 副其实的大

选年 , 其 中包括喀麦隆 、 津 巴布韦等领导人长期执政的国家 , 这将是对这

些领导人掌控力 和统治地位的
一种检验 。

青年最终是国家的破坏者还是建设者取决于诸多 因素 , 其 中最重要的

应该是 ： 政治精英操控青年的本质 、 青年的政治参与空 间 、 国家建设和管

理 的水平 、 私有部 门在实现青年发展上的作用 。 如何正确有效地制订青年

政策 , 将青年发展成为 国家发展的动力 , 而不是朝着相反的方 向发展 , 应

该是
．

任何
一个国家和政权都必须严肃考虑的 问题 。

( 责任编辑 ： 赵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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