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鲁杰原则与
“

動责働主权
”

——

以尼 日 利亚 的尼 日 尔河 三角 洲 为例
？

【
尼 曰 利 亚 】 爱德华 ？ 奥桑 ？ 奥比

【 内容提要 】 当前尼 日 尔 河 三 角 洲 地 区 的 环境破坏 、 经 济停

滞和社会失 序 , 这是企 业相 对于 无数本土族群或 语 言群体 的 优势

地位所 导致 的 直接 结果 。 这 一 优 势 的确 立 也是 因 为 相 关 国 家机构

的 监管缺 失 。 鲁杰 原 则 ( ＲｕｇｇｉｅＰｒｉｎ ｃｉ

ｐ
ｌｅ

)
有效地 实现 了 国 家和

公 司 之 间 的分 割 , 用 以 消 除企业 经营 活 动 在 人权方 面 所造成 的 负

面影 响 , 从 而 有效地保护 自 己 的 民 众 。

【 关键 词 】 尼 曰 利 亚 ； 尼 曰 尔 河 三 角 洲
；
鲁杰 原 则

；
发展 中

国 家安全 ； 经 济增长

【 作者 简 介 】 爱 德 华 ． 奥 桑
？

奥 比 (
ＥｄｗａｒｄＯｓａｎｇＯｂｉ

) ,

尼 日 利亚社会 与 企业责任 中 心 执行 主任 。

导 言

在过去的 4 0 年里 , 自 然资源的开采以及随之而来的 财富分配不 当 ,

①
“

鲁杰原则
”

Ｐｒｉｎｃｉｐｋ ) 即《企业和人权指导原则 》
,是 由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 、哈佛大

学的约翰 ？ 鲁杰 ( ＪｏｌｍＲｕａｊｅ ) 教授于 2 0 0 8 年提出 的
,
该系列指导原则主要 用于约束跨国公司 与当地社

会关系。
——译者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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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尼 日 利亚成为一个有着
“

灾难性发展经历
”

的典型 国家 。
？Ｉ 9 6 0 年

独立时 ,
尼 日 利亚是个相对富裕的 国家 。 在 2 0 世纪 7 0 年代 的全球石油

危机 中 , 尼 日 利亚获利甚丰 , 此后却逐渐陷入经济困 境 , 竟成 了联合 国

开发计划署 (
ＵＮＤＰ

) 的人类发展指标 中排名 倒数 的 国家之
一

。 著名 政

治经济学家曼库尔
？

奥尔森 (
Ｍａｎｃｕ ｒＯｌ ｓｏｎ

) 曾慨叹
“

声威赫赫的庞大

帝国逐渐衰败或毁于一旦
”

, 而与之 形成鲜 明 对 比 的是 ,

“

许多蛰居蛮

荒默默无 闻的 民族决然兴起 , 创造 了 巨大 的财富与灿烂 的文化
”

, 他试

图 弄清楚人类历 史上 这
一

反 复 出 现 、 难 以 捉摸 的 现象 , 奥 尔森指 出 ：

“

如果能够很好地理解古代 帝国 的 崩溃原因 …… 就不会有那么多与 此相

反的
‘

神秘
’

兴衰史引 ￥
历 史学家长期 不断地 探索 了 。

” ② 在 经济学研

究 中 ,
这种神秘 的 、 尚＾法准确解释 的衰败 , 常被用 来解释这些资 源富

集 的发展 中 国家持续 的发展失败 。
③ 直至最近 , 尼 日 利亚

一

直被视做持

续衰败导致经济社会发展严重停滞的典型 。 尽管 目前 的 行政管理机构 中

充斥着大量 的技术官僚 , 丰 富 的 自 然资源似乎使得分配政 治 (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

ｔｉｖｅｐｏ ｌｉｔｉｃ ｓ ) 仍将是政治 阶层关注的 焦点 ,
最为 明显 的表现是肆无忌惮

的权力寻租行为 。

由于社会制度的脆弱 性 , 寻租行为带来 了资源经济学 中所说的
“

贪

婪效应
”

( ｖｏｒａｃ ｉｔ
ｙｅ

ｆｆｅｃ ｔｓ
) , 即

“

利益群体将它们的精力集 中 于获取经

济租金
＂

。
④ 这种效应 ,

“

其特征是对于资源控制 的争夺 , 产地要求 获取

资源的更大份额 , 而其他贫穷地 区则要求实现财富 的再分配 , 这两 种要

求处 于
一

种持续的紧张状态 , 其 中伴 随着猜忌 、 信息不畅 、 缺乏 透明度

①Ｘａｖｉａ ｒＳａ ｌａ
－

ｉ
－Ｍａ ｒｔｉ ｎａｎｄＡ ｒｖｉ ｎｄＳ ｕｂｒａｍａｎ

ｉ
ａｎ

,


“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ｉｎｇｔ

ｈｅＮ ａｔ
ｕ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Ｃ ｕｒｓｅ ：

ＡｎＩｌ ｌｕｓ ｔ
ｒ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Ｎ ｉ

ｇｅ ｒｉａ ,

＂

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Ｂｕｒｅａｕ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Ｗｏｒｋｉ ｎｇＰａｐｅ ｒ

,

Ｎｏ．  9 8 0 4
,

Ｍ ａｙ2 0 0 3 , ｐ
．


4 ．

②ＭａｎｃｕｒＯｌｓｏ ｎ
,ＴｈｅＲｉ

ｓｅａｎｄＤｅｃｌｉｎｅｏｆＮａ ｔ
ｉｏ ｎｓ ：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Ｇ ｒｏｗｔｈ

,Ｓｔａｇｆ
ｌａｔ

ｉｏｎ , ａｎｄＳｏ
？

ｃｉａｌＲ ｉｇｉｄｉ
ｔ
ｉｅｓ

,
ＮｅｗＨ ａ ｖｅｎａｎｄＬ ｏｎｄｏｎ

：Ｙａ ｌｅＵ ｎ ｉｖｅ 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  1 9 8 2

,
ｐｐ

．  1 
－

2 ．

③Ｃｌ ａｕｄ ｉｏＢｒａｖｏ
－Ｏｒｔｅｇａａ ｎｄＪｏｓ 6 ＤｅＧｒｅｇｏｒｉｏ

, 
＂

ＴｈｅＲ ｅｌａ ｔｉｖｅＲｉｃｈｎ ｅｓｓｏｆｔｈ ｅＰｏ ｏｒ ？Ｎａ ｔｕｒａ ｌ

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ｓ
,

ＨｕｍａｎＣ ａｐ ｉ
ｔａｌａｎｄＥｃ ｏ ｎｏｍ ｉ

ｃＧｒｏｗｔｈ
,


”

Ｗｏ ｒ
ｌ
ｄＢａｎｋＰｏｌｉｃｙＲｅｓ ｅａｒｃｈＷｏｒｋ 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Ｓｅ

？

ｒｉｅｓ
, ＷＰＳ 3 4 8 4 ,  2 0 0 5 ．

④Ｃ ｌａｕｄ ｉｏＢ ｒａｖ ｏ
－ＯｒｔｅｇａａｎｄＪｏ ｓ 6 ＤｅＧｒｅ

ｇ
ｏｒ ｉｏ

, 
“

ＴｈｅＲｅｌ ａｔｉｖ ｅＲｉ ｃｈｎｅ ｓｓｏ ｆｔｈｅＰｏｏｒ ？
＂

ｐ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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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责任的不确定性 。

”？ 过去几十年里 , 这一政治经济分裂所导致的累积

效应 , 已经造成并将继续使这个国度处于本 国精英的重重包 围之中 。 众所

周知 , 资源分配所导致的分歧将会造成持续的长期冲突 , 尼 日 利亚的尼 日

尔河三角洲就是
一

个例子 。 奥尔森 的著名 观点
“

那些政治不稳定或者时常

遭受外来人侵的社会可能会投资较少 、 发展速度较慢
”

, 这同样适用于尼 曰

利亚 , 他还指出 , 在这样的社会中 ,

“

将会发生更多的资本逃逸 ,
而回报较

慢的工厂设备方面的投资越来越少 。 财富积累将是以一种很容易 随时带走 ,

但却不利于社会财富积聚的方式 。

”② 尼 日 利亚的石油和天然气开采领域已

经出现类似情况 。 克劳迪奥 ？ 奥尔特加 ( Ｃ ｌａｕｄ ｉｏＢｒａｖｏ
－Ｏｒｔｅ

ｇ
ａ

) 和乔斯
？

格雷戈里奥 ( Ｊ
ｏ ｓ 6Ｄ ｅＧｒｅｇｏｒ ｉｏ

) 指 出 , 其他 自 然资源丰富 的 国家也存在

类似的趋势 , 他们认 为
“

人力 资源的分配在这种经济 中是扭 曲 的 , 资源

被转移到没有收益的活动上
”

,
这也印证了奥尔森的观点 。

③

一

矿业政策

我们认为 , 当前尼 日尔河三角洲 地区 的环境破坏 、 经济停滞和社会

失序 , 这是企业相对于无数本土族群或语言群体 的优势地位所导致的 直

接结果 。 这
一

优势的确立也是 因为相关国家机构 的监管缺失 。 而且 ,
这

是尼 日利亚国家与该地 区石油行业内 的跨国公 司之间 的相互依赖关系 的

核心 。 我们需要从历史视角来理解这
一相互依赖 , 尤其是殖 民时期经济

政策 ( 尤其是矿业方 面 ) , 因 为它是当 前法律 和制度框架 的根基 所在 。

不同 殖民 国家创办殖 民地企业 的原因是不同 的 。 理解这
一点 , 能使我们

管窥它们不同 的殖民地经济政策 。 法国为 了 弥补 自 身相对较少的 人 口 以

及人 口 出生率的下降 , 因此对于殖民地采取扩 张主义态度 ； 而英 国和德

国则不愿意为殖 民地 的运转承担更多 的责任 , 特别是用本土税收来为殖

①Ｅｈｔ
ｉｓｈａｍＡ ｈｍａ ｄａｎｄＲａ

ｊ
ｕＳｉｎｇｈ , 

“

Ｐｏ ｌｉ
ｔ
ｉｃ ａｌＥ ｃｏｎｏｍ ｙｏ ｆＯ ｉｌ

－Ｒｅ ｖｅ ｎｕｅＳｈａｒ ｉｎｇｉ
ｎａＤｅｖ ｅｌ

？

ｏｐｉ
ｎｇＣｏｕｎ ｔ

ｒｙ ：Ｉ ｌｌｕｓ
ｔ
ｒａ

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Ｎ ｉｇｅｒｉａ
,

“

ＩＭＦ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Ｓｅｒ
ｉ
ｅｓ

,
ＷＰ／ 0 3 ／ 1 6

,
Ｊａｎｕａ ｒｙ

,

2 0 0 3
’ｐ

． 3 ．

②Ｍａｎｃｕｒ Ｏｌｓｏｎ , ＴｈｅＲｉｓｅａｎｄＤ ｅｃｌ ｉｎｅｏｆ
Ｎａ ｔ

ｉｏｎ ｓ ：Ｅｃｏ ｎｏｍ ｉｃＧｒｏｗｔ ｈ
, Ｓｔａｇｆｌａｔ ｉｏｎ

,
ａｎｄＳｏｃｉａ ｌ

Ｒｉｇｉ
ｄ

ｉ
ｔ
ｉｅｓ

, ｐｐ
．
 4

－

5 ．

③Ｃｌａ ｕｄ
ｉ
ｏＢ ｒａｖｏ

－Ｏｒ
ｔ
ｅｇａａｎｄＪｏ ｓ£ ＤｅＧｒｅ ｇｏｒｉｏ

,


＂

ＴｈｅＲｅｌａ ｔｉｖｅＲ ｉｃｈｎｅ ｓｓｏ ｆｔｈｅＰｏ ｏｒ？

＂

ｐ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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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地管理埋单 。
？

为 了使这些殖民地能够 自 给 自 足 , 同时尽可能有利可图 , 英国殖民者

在 1 9 世纪末 2 0 世纪初将所有的矿产和土地权攥在 自 己人手上 。
② 这一法

律环境就决定了最初创办这些公司的性质特征 , 它们注定只能是属于英国

人的
,
全尼 日利亚概莫能外 。

③ 这一对于英国人利好 的 , 甚至是未雨绸缪

的法律框架的 出现 , 很大程度上是 由于这些公司 同殖民立法者之间的密切

关系 。
④ 锡是在这

一

法律框架下开采出 的第一种矿产资源 , 而殖 民者在这

一过程 中 的态度也折射出 了他们当时对尼 日利亚民众和资源的态度 ,
即制

伏 、 压 制 并剥 夺 他 们 的 土地 和 资源 。
？ 正 如詹 姆 斯 ？ 莫 里 森 ( Ｊａｍｅ ｓ

Ｈ ．Ｍ ｏ ｒｒｉｓｏｎ
) 所提到的 , 第一步是以武力 制伏土著人 口

, 然后再确立殖民

者对于土地和资源的法律所有权 , 而丝毫不顾及当地民众对这些资源的诉

求 , 这里很有 必要引 述莫 里森所提及 的英 国 殖 民行政官员 卢加德勋 爵

(
Ｌｏ ｒｄＬｕｇ ａｒ

ｄ
) 的话 ,

“

唯有欧洲科学与资本才能勘探开采非洲矿产资源 ,

殖民政府能够为此提供安全与控制 ,
而这是土著酋长们无法提供的 , 殖民

政府还能为整个殖民地分配矿产收益 。

” ？ 因此 , 非洲人被剥夺 了矿产资

源的所有权 ,
也无法从 中获益 , 顶多是为矿山开采干些体力活 。 乔斯高原

( ＪｏｓＰｌａｔｅａｕ ) 的锡矿业所发生的情况 ,
也发生在尼 日 尔河三角 洲 的石油

业 , 时至今 日仍是如此 。 同样是 由于英国公司的 特权地位 , 另
一

家英 国公

司 ( 壳牌石油公司 ) 在 1 9 3 7 年获得尼 日 利亚全境内 的石油开采权 。

⑦
当

①ＪｏｈｎＨ ａｔｃｈ
,
Ｎ ｉｇｅｒｉａ ：ＡＨ ｉｓｔｏ ｒｙ ｔＬｏ ｎｄｏｎ ：Ｓｅ ｅｋｅ ｒａｎｄＷａｒｂｕｒ

ｇ ,  1 9 7 1
, ｐ ．1 2 1 ．

②Ｃ ｆ． Ｍ ． Ｓ ．Ｓｔｅｙ ｎ
,


“

Ｏ
ｉ
ｌＰｏ ｌ

ｉｔ ｉｃ ｓｉ ｎＥ ｃｕａｄｏｒａｎｄＮｉ
ｇ
ｅｒｉａ

：ＡＰｅ ｒｓｐｅｃ ｔｉ ｖｅｆｒｏｍＥｎｖｉｒｏｎｍ ｅｎｔａ ｌ

Ｈ
ｉ
ｓｔｏｒ

ｙｏｎ ｔｈｅＳ ｔｒｕ
ｇ ｇ

ｌｅ ｓｂｅ
ｔ
ｗｅｅｎＥ ｔｈｎ ｉｃＭ ｉｎｏｒ ｉｔｙａｎｄ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Ｇｏｖ ｅｒｎｍｅｎ ｔｓ

, 

“

Ｕｎ
ｐ
ｕｂｌ ｉｓｈ ｅｄ

Ｐｈ ． Ｄ ．
Ｔｈｅｓ ｉ 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
ｈｅＦｒｅ ｅＳｔａ ｔｅ

,
 2 0 0 3

’ｐ
．  7 4 ．

③Ｐ ．Ｄ ＿Ｏｋｏｎｍ ａｈ
, 

“

Ｒｉ ｇｈ ｔｔｏＣ ｌｅａｎＥ ｎｖｉｒｏｎｍｅ ｎ ｔ
：ＴｈｅＣ ａｓｅ ｆｏｒｔ

ｈｅＰｅ ｏｐｌｅｏｆｔｈｅＯｉｌ
－Ｐｒｏｄｕ－

ｃ ｉｎ ｇ
Ｃ ｏｍｍｕｎｉ ｔｉｅｓｉｎＮ ｉ

ｇ
ｅｒｉ ａｎＤｅｌ ｔａ

,

”

Ｊｏ ｕｒｎａｌ ｏｆＡｆｒｉ
ｃａｎＬａｗ


ｔ
Ｖｏ ｌ 4 1

, Ｎｏ
． 1

, 1 9 9 7
｝Ｙ ． Ｏｍｏｒｅｇ

ｂｅ ,

“

ＴｈｅＬｅｇａｌＦｒａｍｅｗｏ ｒｋｆｏ ｒ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Ｐｅｔｒｏｌｅｕ ｍｉ ｎＮｉ
ｇｅｒｉａ ,

＂

Ｊｏｒｕｎ ａｌ ｏｆＥｎｅｒｇｙａｎｄＮａｔｕ 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Ｌａｗ ｔＶ ｏｌ
． 1

, Ｎｏ．

 5
,  1 9 8 7 ．

④Ｂ ｅｎ
ｊ
ａｍｉｎＯｂ ｉＮｗａｂｕｅｚｅ ,ＡＣｏ ｎｓｔｉ

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Ｈｉｓｔｏｒ
ｙｏｆＮ ｉ

ｇ
ｅｒｉａ

,

Ｌｏｎｄｏｎ 
：Ｃ ．Ｈｕｒ ｓｔ＆Ｃｏ

．
,

1 9 8 2
,
ｐｐ

． 3 5 
－

3 7 ．

⑤ＳｅｅＪａｍ ｅｓＨ． Ｍｏ ｒｒｉｓｏｎ
,

“

Ｅａｒｌ
ｙＴｉ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ｉ ｏｎａｎｄＮ ｉｇ

ｅｒｉａｎＬ ａｂｏｕｒｏｎｔ
ｈｅＪｏｓＰｌ ａｔｅａｕ

1 9 0 6 
－

 1 9 2 1
,


“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Ｊｏ ｕ ｒｎａｌｏｆ
Ａｆｒ

ｉｃａｎＳｔ ｕｄｉｅｓ
ｔＶｏｌ

． 1 1
, Ｎｏ ． 2

,
1 9 7 7 ．

⑥ Ｉｂ ｉｄ ．

, ｐ
．  2 0 8 ．

⑦Ｓｅ ｅＢ ｒｏｎｗｅｎＭａｎｂｙ ,
Ｔｈｅ ＰｒｉｃｅｏｆＯｉ

ｌ
：Ｃｏｒｐ

ｏｒａｔｅＲｅｓｐｏｎｓ ｉ
ｂ
ｉ
ｌ
ｉｔｙａｎ

ｄ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Ｖｉｏｌａ
？

ｔ ｉｏｎｓ ｉ
ｎＮｉｇｅｒｉａ

＇

ｓＯｉｌＰｒｏｄｕｃｉ ｎｇＣｏｍｍｕｎｉ
ｔ
ｉｅｓ

ｔＮｅｗＹｏｒｋ ：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 ｔｓＷａｔｃ ｈ
, 1 9 9 9

, ｐ ． 2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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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外国公司对于石油业的控制 以及它们肆无忌惮的经营行为 ,
这都要归咎

于它们当初的特权地位以及它们在独立前与 殖民政府所建立的密切关系 。

尼 日利亚政治精英将这
一关系保持了下来 , 这既是尼 日 利亚能吸引外资的

原因 , 同时也是其问题所在 。 奥卢费米
？

 0 ． 阿莫 (
Ｏｌｕｆｅｍｉ 0 ．Ａｍａｏ

) 等

学者认为 ,
在这些脆弱地区 ( 如发展中 国家 ) , 除非 国 内层面在

“

外资公

司监 方面确立 了最为基本 的制度框架
”

, 否则对于跨 国公司 企业 的监督

将是缺失的 。
？

毫无疑问 , 尼 日 尔河三角洲是壳牌石油公司在欧洲之外的
“

大本营
”

。

壳牌公司 目 前无可匹敌的
“

先驱优势
”

(
ｆｉｒｓｔｍ ｏｖｅｒ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 ,

主要得益

于它所拥有的尼 日 尔河三角洲地区 1 5 0 0 0 平方千米的土地使用权 ,
因此竞争

是几乎不存在的 。
② 只是在壳牌石油公司牢牢站稳脚跟后 , 其他西方公司才

被允许进来 , 即便如此也不是由 于它 的疏忽大意导致的 。 乔治 ？ 弗莱纳斯

(
Ｊｅｄｒｚｅ

ｊ
Ｇｅｏｒ

ｇ
Ｆｒｙｎａｓ ) 等人认为 , 这主要是由 于英国政府希望

“

控制它对

于殖民地的财政支出 , 从而确保政府预算和货 币的稳定……这 主要是 由 于

英国国内严峻的经济局势
”

。
③ 我们可以看出 , 殖 民管理者并没有突然变得

慷慨 , 这全都是认真盘算好的 。 到 Ｉ 9 6 0 年尼 日 利亚独立时 , 壳牌石油公 司

又重新订立了土地出让协议 , 壳牌石油公司在石油储量最为丰富 的地区获

得了至少 4 6 个石油矿区租约 (

Ｏｉ ｌＭ ｉｎ ｉｎ
ｇ
Ｌｅａｓｅ ) , 为期 3 0 年至 4 0 年 ,

这

意味着壳牌公司不会受到后来进人者的 冲击 后来者只能到那些条件更为

艰苦 、 产出少得多的地区去 。 这一优势意味着 ,

“

取得许可证的过程以及壳

牌石油公司在其中所起到的 角色 ,
这些都使得公司取得 了最有发掘潜力地

区的租约 , 从而避免了对手的竞争威胁 , 并能够维持着相对的优势地位
”

。
⑤

由于壳牌石油公司 的主要租约地在陆上而非近海 , 而这些地方 当时是最适

宜居住的地区 , 土地肥沃 ,
河流密布 。 因此

, 当前最令人深恶痛绝的环境

①Ｏ ｌｕｆｅｍｉ 0 ．Ａｍａｏ
,

“

Ｃｏｉｐｏ ｒａ ｔｅＳｏｃ ｉ
ａ ｌＲｅｓｐｏ ｎｓ ｉ

ｂ
ｉ
ｌｉ ｔ

ｙ ,

Ｍｕｌ
ｔｉ
ｎａｔ ｉ

ｏｎａｌＣｏｒｐｏ
ｒａ

ｔｉｏ ｎ ｓａｎｄｔｈｅＬａｗ

ｉｎＮ ｉｇｅｒｉ
ａ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ｌｉｎｇＭｕ ｌｔ ｉ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ｓｉｎＤｅｖｅ ｌｏｐｉ ｎｇＣ ｏｕｎｔ ｒｉｅ ｓ
,

Ｍ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ｆｒｉｃａｎＬａｗ ,ＶｏＬ 5 2
,

Ｎｏ ． 1
, 2 0 0 8

, ｐ ． 8 9 ． 

‘

②Ｊｅｄｒｚｅ
ｊＧｅｏｒｇＦ ｒｙ ｎａｓ ,Ｍａ ｔｔｈ ｉａｓＰ．Ｂ ｅｃｋ

, ａｎｄＫａｍｅ ｌＭｅ ｌｌａｈ ｉ
,

Ｍ

Ｍａｉｎ ｔａｉｎｉｎｇＣｏ ｒ
ｐ
ｏｒａｔｅＤｏｍｉ

？

ｎａｎｃｅａｆｔｅ ｒＤｅｃ ｏｌｏｎ
ｉ
ｓａ

ｔｉ
ｏｎ

：ＴＴｉ ｅＦｉｒｓｔ Ｍｏｖｅｒ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ｏ ｆＳｈｅｌ
ｌ
－

Ｂｐｉ
ｎＮｉ ｇｅｒｉａ , Ｒｅｖｉ

ｅｗ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Ｐｏ ？

ｌ
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 , Ｎｏ．

 8 5
, 2 0 0 0

, ｐ．
 4 1 1

．

③Ｉｂｉ ｄ．

, ｐ ． 4 0 9 ．

(ＤＩｂｉ
ｄ ．

, ｐ
．
 4 1 1

．

⑤Ｉｂ
ｉ
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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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问题 , 恰恰是因为这离当地居 民生活地区太近了 。 最适宜居住谋生的

地方 , 竟然成了环境污染最为严重之地 。

二 公司治下的尼曰尔河三角洲

跨国公司的得名在于它们在世界范围 内 的广泛联系
,
因此 , 能够影响

到广大发展中 国家的经济命运 。 它们能够影响这些 国家的政策 , 并为世界

贸易组织设定议题 , 它们充分具备从尼 日利亚石油 出 口 中大捞
一笔的财政

力量和技术实力 。 这些石油公 司在尼 日 利亚是无孔不入 的 。 通过为尼 日 利

亚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提供资本 , 并将其 主要的经济资源销售到 国 际市场 ,

他们能够影响 , 甚至是主宰尼 日 利亚政府的经济政策 。 而面对着 巨大的经

济潜力 , 在贸易 、 投资 、 环境政策和工业标准等方面 , 实施 自 由 化政策 ,

这对于政府而言是难以抵制的诱惑 。 但是 , 除了融资方面的好处之外 , 或

许也正 因为 如此 ,
这些公 司在履 行法律规定 责任方 面表现 得十分

“

滑

头
”

。 尼古拉 ？ 雅格 (
Ｎ ｉｃｈ ｏｌａＭ．Ｃ

．
Ｐ

．Ｊａｇｅ ｒｓ ) 充分意识到这一 问题 的严

重性 ：

“

跨国公司同时在很多不同的 国家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 这使得它们

处于国 内法和国际法的有效监 管之外 ,
因 此很容易 出 现严重漏洞 。

”？ 因

此 , 在监管缺位情况下 , 公司几乎是为所欲为 , 肆无忌惮 。 在尼 日利亚案

例中 ,
这些大公司与政府沆瀣一气 , 在大肆攬取资源财富的 同时 , 却逃避

相应的社会责任 。

以上就是外部势力如何影响新兴经济体的 残酷现实 , 尤其是在这样

一个法律制度监管能力较弱 的 国家 。 作 为跨国 的
“

个体
”

, 外 国公司 凭

借其在全世界范 围 内 的联 系 网 络 , 使其能够操纵甚 至无视 国家法律法

规 。 它们在尼 日利亚逍遥 法外 , 严重践踏当地人的人权和环境权 ,
这在

南部石油产 区表现得尤为严重。 例如 , 斯特拉 ？ 阿马 蒂 ( Ｓｔｅｌ ｌａＡｍ ａｄ ｉ )

等人 的一项关于石油巨 头挪威 国家石油公司 (
Ｓｔａｔｏｉ ｌ

〉 在尼 日 利亚 的经

营活动 的研究表 明 , 利益攸关方对 于国 际石油公司 的认知 ,

“

主要受到

过去几十年里原油开采冶炼过程 中所发生情况的 影响
”

,
阿马蒂等在讨

①Ｎ ｉ ｃｈｏｌａＭ ．Ｃ ．Ｐ．
Ｊ＆ｇｅｒ ｓ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ＨｕｍａｎＲ ｉ

ｇ ｈ
ｔｓＯｂｌ

ｉ

ｇａ
ｔ ｉｏｎｓ 

：
ＩｎＳ ｅａｒｃｈｏｆＡｃｃｏ ｕｎｔａｂ ｉｌ

ｉ
ｔｙ

,

Ｍｏ ｒｔｓｅ ｌ
：Ｉｎｔ ｅｒｓｅｎｔｉ

ａ
, 2 0 0 2 , ｐ ． 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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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环境恶化问题时指出 ,
巨大的 天然气和 自 然资源储备意味着采掘活动

仍将长期持续 ,
这些公司很少考虑环境补救措施 ,

以尽可能减少对于环

境生态的负面影响 。
？

直至现在 , 改善尼 日尔河三角洲地区社会状况 的补救措施仍然乏善可

陈 。 这一地区 的民众仍然生活在沿河搭建的茅草棚屋里 , 大多靠着撑独木

舟捕鱼为生 。 电力 、 清洁水源 、 道路和基本卫生设施的严重匮乏 , 使产妇

和新生婴儿死亡率奇高 , 用 Ｗ ． 阿德班伟 ( Ｗ ． Ａｄ ｅｂａｎｗ ｉ
) 的话讲 ,

“

这些

地方 的贫困 , 与他们土地下所埋藏的丰富财富形成 了强烈反差 ,
这一财富

被石油公司 同它们的侨民 以及尼 日 利亚职员所 占有 。

”②

(

一

) 政府俘获与阶级利益政治

之所以会 出 现上 文所述 情况 ,
这 主要 是 由 于

“

政府 俘获
”

 (
ｓ ｔａ ｔｅ

ｃａｐ ｔｕ ｒｅ
) 理论所描述 的现象的存在 。

“

政府俘获
”

主要是指 , 个人或群

体控制了 国家机器 的主要部 门 , 从而
“‘

俘获
’

矿产出 口所获 的租金或

外来援 助 ,
通过腐败行径来维持特权地位 , 换言之 , 主要是通过运用操

纵选举等方式来维持 这种不平等 。

”③ 显然 ,
正是 由 于

“

政府俘获
”

的

存在 , 所 以缔造现代国家 、 塑造 民族凝 聚力的 任务在尼 日利 亚是很难实

现的 。 二十多年前 , 理査德 ？ 约瑟夫 (
Ｒ ｉｃｈａｒｄＪｏ ｓｅｐ

ｈ
) 指 出 ：

“

国家 面

临着持续 的 压 力 以 及 由 此导 致 的 国 家权力 的 碎 片 化 或 俸 禄 进 贡 化

( ｐｒｅｂｅｎ
ｄａｌｉｚ ｉｎｇ )

在一定程度上 , 阶级利益 的追 求方式 , 将 包括财

富和权力斗争 中对于族群象征和界限 的强调 。

” ④

( 二 ) 个人统治与尼 日利亚精英的角 色

与
“

政府俘获
”

相伴随的是个人统治现象 , 因此 , 我们说 2 0 世纪 6 0

①Ｓｔｅ ｌｌａＡｍａｄ ｉ
 ｆＭｅｋｏｎｎｅｎＧｅｒｍ ｉｓｏａｎｄＡｓｌｅＨｅｎｒ ｉｋｓｅｎ

ｔＳｔａｔｏ ｉｌｉｎＮ ｉｇｅｒｉａ
：Ｔｒａｎｓｐ ａｒｅｎｃｙ

ａｎｄＬｏｃａｌＣｏｎｔｅ ｎｔ ｔＲｅ ｐｏ ｒｔＮｏ． 1
, Ｏｓｌｏ ：Ｆ ｅｌｌｅ ａｒ＆ｄｅ ｔｆｏ ｒＡｆｒｉｋ ａ

, Ａ ｐｒｉ
ｌ 2 6

, 2 0 0 6
,ｐ

．

 4 0 ．

②Ｗ ．
Ａｄｅｂ ａｎｗ

ｉ
,


”

Ｎ
ｉ ｇｅｒｉａ ：ＳｈｅｌｌｏｆａＳ ｔａｔｅ , Ｄｏｌ ｌａｒｓａｎｄＳｅ ｎｓｅＭａｇａｚｉ

ｎｅ
ｔＪｕｌｙ／Ａｕｇｕｓｔ

2 0 0 1 ． ｈｔ ｔｐ ：／／ｗｗｗ．ｔｈｉｒｄｖｒｏｒ ｌｄｔｒａｖｅｌｅｒ． ｃｏｍ／Ａｆｒ ｉｃａ／Ｎ ｉ ｇｅｒｉａ＿Ｓｈｅｌｌ
＿Ｓｔａｔｅ , ｈ ｔｍｌ［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2 3 ／ 0 4 ／ 2 0 1 1
］

③Ｒ ｉ ｃｈａｒｄＪｏｓ ｅｐｈ ,
“

Ｅ ｃｏ ｎｏｍ ｉｃ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 ａｎｄＤｅ ｖｅ ｌｏ
ｐ
ｍｅｎｔａｌＧｏｖｅ ｒｎａｎｃｅｉｎＮｉｇ ｅｒｉａ

：

ＴｈｅＰ ｒｏｍｉｓｅｏｆａｎＯｂａｍ ａＥ ｒａ
,

”

Ｂｒｏｏ ｋ ｉｎｇｓ ,  2 0 0 9 ． ｈ ｔｔｐ ：
／／ｗｗｗ ．

ｂｒｏ ｏｋ ｉ
ｎ
ｇ ｓ ．ｅｄｕ／ｓ

ｐ
ｅ ｅｃｈｅｓ／ 2 0 0 9 ／

0 5 2 1 ＿ｎｉｇｅ ｒｉａ＿ ｊ
ｏ ｓｅｐｈ ． ａｓｐ

ｘ ( 
ａｃｃ ｅｓｓｅ ｄ 5 ／1 ／2 0

1 1 )

④ＲｉｃｈａｒｄＪｏ ｓｅｐｈ ,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ｎｄＰｒｅｂ ｅｎｄａｌＰｏ ｌｉｔ ｉｃｓｉｎＮｉ
ｇ
ｅｒｉａ

：ＴｈｅＲ ｉｓｅａｎｄＦａｌｌ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Ｒｅｐ ｕｂ ｌｉｃ
, Ｃ 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 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 ｉｖ ｅｒ ｓｉ ｔ

ｙＰｒｅ ｓｓ
,  1 9 8 7

, ｐ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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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中叶至 7 0 年代有抱负 的精英 阶层要为尼 日 利亚的发展失败负责 。 这

一受过良好教育的群体管理着政府部 门 和 国有企业 , 与数任 的独裁者合

作 , 延续着个人统治 。 正如在尼 日 利亚和其他非洲 国家所发生 的 , 个人统

治构成了
“

个人意愿和 活动 的世界 , 与其说它是 由 制度或非个人化的社

会力量 , 不如说是 由个人权威和权力所塑造的……在这种独特的政治体系

之中 , 政治生活为有权势者之间 的竞争所左右 ,
而不是由 非人化 的制度 、

意识形态 、 公 共政策 或 阶级 利 益 所决 定 。

”

？ 按 照彼 得 ？ 艾肯 (
Ｐｅｔｅｒ

Ｐ
．Ｅｋｅｈ

) 的观点 , 殖民 主义者所培养的尼 日 利亚精英 , 认为 自 身对于两

个公共领域负有
“

责任
”

： 包含家庭 、 族系 、 部族 和族群等在 内 的原始领

域 ( ｐ
ｒｉｍｏ ｒｄｉａｌ

ｐｕ
ｂｌｉｃ

) ；
由公务员 、 警察 、 军队和 国营组织等殖民政府部

门组成 的公民领域 (
ｃ ｉｖｉｃｐｕｂ

ｌｉｃ
) 。
？ 前者是由 奉献与责任所构成 的神圣

道德范畴 , 相比之下 ,
后者则是世俗的 、 道德无涉的世界 , 它是以权利积

累而非责任履行为基础的 。
？ 艾肯认为 ,

“

由非道德的机制化所导致 的这

一道德视角 的双重性是殖民与后殖 民时代核心的社会生存原则……这最初

无法进行任何道德 界定 ,
现在仍是如此 。

”④ 在这
一环境中 , 政治变成 了

“

垂直的个人庇护关系
”

, 国家和社会之间 的区分也被消解为普遍存在 的

政治和经济
“

侏儒症
”

( ｄｗａｒｆｉｓｍ
) 。

经验表明 , 个人统治 中 的 决策过程
“

时常是独断的 、 不透明 的 , 统

治者对于资源和制度的控制毫无约束可言 。 而且 , 公共和私人资源之间 的

区分显得无足轻重 ,
因 为领导人在利用 、 处置 国家资源及提供就业机会和

商业合同或者市场机会方面有着很 大的操作空间 。

”⑥
因 此 , 这一 制度领

①Ｒｏｂｅ ｒｔＨ ．

 Ｊａｃｋｓｏ ｎａｎｄＣａｒｌ Ｇ．Ｒｏｓｂｅｒ
ｇ

,
Ｍ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Ｒｕｌｅ
：Ｔｈｅ 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 ｃｅ ｉｎＡｆｒｉ ｃａ

,

’ ,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Ｐｏ ｌｉｔｉｃｓ
,Ｖ ｏｌ．  1 6

, Ｎｏ．
 4

,  1 9 8 4
,ｐ ．

 4 2 1 ．

②Ｐｅｔ ｅｒＰ ．Ｅ ｋｅｈ
,


Ｈ

Ｃ ｏｌ
ｏｎ

ｉａｌｉ
ｓｍａｎｄｔｈｅＴｗｏＰｕｂｌ ｉｃｓｉｎＡ ｆｒｉｃ ａ ：ＡＴｈｅｏ ｒｅｔ ｉｃａ ｌＳ ｔａｔｅｍｅ ｎｔ

,

“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
ｉｖ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Ｖ ｏｌ

．  1 7
, Ｎｏ． 1

,  1 9 7 5
, ｐ

．
 9 2 ．

③Ｒｏｂｉ ｎＴｈ ｅｏｂａｌ ｄ
,Ｃｏｒｒｕｐｔ

ｉｏｎ
, Ｄｅｖ 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Ｕｎｄｅ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ｏ ｎｄｏｎ


：Ｍ ａｃｍ ｉ
ｌｌａｎ

,

1 9 9 0
,ｐ ．  6 ．

④Ｐｅ ｔｅｒＰ．
Ｅ ｋｅｈ

, 
“

Ｃｏｌ ｏｎ ｉａｌ ｉ ｓｍａｎｄＳｏｃ ｉ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

＂

ｉ ｎＩｎａｕｇｕｒａｌ Ｌｅｃｔｕ ｒｅ
,
Ｓ ｔｈＪｕｎｅ

,
 1 9 8 0

,

Ｕｎ ｉｖｅ ｒｓｉｔ ｙｏｆ Ｉｂａｄａ ｎ ,  1 9 8 3
, ｐ ．

 4 2 3 ．

⑤Ｒｏｂｅ ｒｔ Ｈ ．Ｊａｃｋｓｏｎａｎ ｄＣａ ｒｌＧ．Ｒｏｓｂｅｒｇ ,
＊ ＊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Ｒｕｌｅ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 ｅｉ ｎＡｆｒｉｃ ａ

,

＂

Ｃ ｏｍｐａｒａｔ
ｉｖ ｅＰｏ ｌ

ｉｔ
ｉｃｓ

,Ｖｏｌ
．  1 6

, Ｎｏ ．

 4
,  1 9 8 4

, ｐ
．
 4 2 3 ．

⑥Ｐｅ ｔｅｒＭ ．Ｌｅｗ ｉｓ
, Ｇ ｒｏｗｉ ｎ

ｇ 
Ａｐａｒｔ

：
Ｏｉ

ｌ
,

Ｐｏ ｌ
ｉｔ ｉｃｓ , 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Ｉｎｄｏｎｅｓ ｉａａｎｄＮｉ

？

ｇ ｅｒｉ ａ
 ｔＡ ｎｎＡｒｂｏ ｒ

, ＭＬ ：ＴｈｅＵｎ ｉ
ｖｅ ｒｓ

ｉ
ｔｙｏｆＭｉ

ｃｈ
ｉｇａ ｎＰｒｅ ｓｓ

, 2 0 0 7
,
ｐ ．

 6 5 ．





鲁杰原则与
“

作为责任 的 主权
”


1 5 7

域并未成为对于政府权力 的约束 , 而是不断遭受着统治者及其侍从们的攻

击 。
？ 这因而成为 了腐败滋生之所 。 因此 , 尽管 国家和社会 的 区分是非常

有必要的 , 在行政和市场领域 , 仍然需要
“

第 三方来遏制贪欲 , 推行规

则 , 并引 导合作行为
”

,

② 在这样的食利型 国家 , 只 有如此 , 方能真正实

现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 。 在笔者看来 , 第三方主要是公民社会组织 。 在社

会经济发展 中 , 公共或政治制度所起到 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 这
一

直是政治

学家和经济学家关注的话题 , 贾斯廷 ？ 林 (
Ｊｕｓ ｔｉｎＹｉ ｆｕＬｉｎ ) 和杰弗里 ？

纽金特 ( Ｊｅ
ｆｆｒｅｙ

Ｂ
．
Ｎｕｇｅｎｔ

) 将制度视做
“
一系 列 由人类所设计的行 为规

则 , 它决定并塑造着人类的相互交往关系 , 部分通过形成对于他人行为的

期望 。

”③ 似乎这
一

可预测性是形成 目标以及设定社会和经济关系最 终标

准的关键 。 有鉴于此 , 笔者认为 ,

“

作为责任 的主权
”

可以用来描述国家

作为人民保护者的角色 。

三 作为责任的主权

我们今天所说的国家是公共和社会决策 的场所 , 决策关涉到 民众生活

中基本资源的分配问题 。 必须指 出 的是 , 这与 1 8 世纪之前破碎的西方社

会有着显著差异 , 当时 的资源分配方面的决定 ,
基于国 家对

“

富裕阶层

和强大的民众群体利益 的承诺… …之所 以穷人能够得以分享这些决定所带

来的实惠 , 主要是由 于政治强制 的结果 , 而不是因为政府关心所有人 。

” ④

①Ｓｅ ｅＰａ ｔｒｉｃ ｋＵ ｔｏｍｉ
,


“

Ｎ ｉ ｇｅｒｉａａ ｓａｎＥ ｃｏ ｎｏｍｉｃＰｏｗｅｒｈｏｕｓｅ
：Ｃ ａｎ Ｉ ｔＢ ｅＡｃ ｈ ｉｅｖｅ ｄ？

＂

 ｉｎＲｏｂｅｒｔ

ＬＲｏｔｂｅ ｒｇ , ｅ ｄ．

, Ｃｒａｆｔｉｎｇ ａＮｅｗＮｉｇｅｒｉａ ：Ｃｏｎｆｒｏ ｎｔｉ ｎｇ ｔｈｅ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Ｌｏｎｄｏｎ
,
Ｂ ｏｕｌｄｅｒ

,
ＣＯ ：

Ｌｙｎｎｅ

ＲｉｅｎｎｅｒＰｕｂｌ
ｉｓｈｅｒｓ

, 2 0 0 4
,ｐｐ

．  1 2 6 
－

 1 2 9 ．

②Ｐｅ ｔｅｒＭ
．
Ｌｅｗ ｉ ｓ

,


“

Ｇｅｔｔ ｉｎｇ ｔ
ｈｅＰｏｌ

ｉｔ ｉｃｓＲ ｉｇ
ｈ ｔ

：Ｇｏｖ ｅｒｎａｎｃｅａｎｄＥ ｃｏｎｏｍ ｉｃＦａ ｉ
ｌｕｒｅ ｉｎＮ ｉ

ｇｅｒｉａ ,

＂

ｉ ｎＲｏ ｂｅｒ ｔＩ
． Ｒｏ ｔｂｅｒｇ

,
ｅｄ．

,

ＣｒａｆｔｉｎｇａＮｅｗＮ ｉｇｅｒ ｉａ
：Ｃｏ ｎｆｒｏｎｔ ｉｎｇ ｔｈｅＣｈａｌｌｅｎ

ｇ
ｅｓ

ｔＬｏｎｄｏｎ ,
Ｂｏｕｌ ｄｅｒ

：

Ｌ
ｙ
ｎｎｅＲ ｉｅｎ ｎｅｒ Ｐｕｂｌｉ ｓｈ ｅｒｓ , 2 0 0 4

,ｐ
．  1 0 5 ．

③ Ｊｕ ｓｔｉｎＹｉｆｕＬｉｎａｎｄＪ ｅｆｆｒｅｙＢ ．Ｎｕｇｅｎ ｔ
,

Ｍ

 Ｉｎｓｔｉｔｕ ｔｉ ｏｎｓａ ｎｄＥｃ ｏｎｏｍ ｉｃＤｅｖ ｅｌｏ
ｐ
ｍ ｅｎｔ

,

＂

ｉｎ

Ｊ．Ｂ ｅｈｒｍ ａｎａｎｄＴ． Ｎ ．Ｓｒｉｎ ｉｖ ａｓａｎ , ｅｄ ． , Ｈａ ｎｄｂ ｏｏｋｏｆ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Ａｍｓｔｅ ｒｄａｍ


：Ｎｏｒｔｈ
－Ｈｏｌ

－

ｌａｎｄＰｒｅｓｓ
,  1 9 9 5

, ｐｐ．
 2 3 0 6 

－

2 3 0 7 ．

④Ｍ ｅｇｈｎａｄＤｅｓａｉ
,

“

Ｐｕｂ ｌｉｃＧｏｏｄｓ ：ＡＨ ｉ ｓ ｔｏｒ ｉｃａｌＰｅｒｓ
ｐ
ｅｃｔ ｉｖｅ

,

Ｍ

 ｉｎＩｎｇ ｅＫａｕｌｅ ｔａｌ．
,

ｅ ｄ ｓ ．

,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Ｇ ｌｏｂａｌＰｕｂｌｉｃＧｏｏｄｓ
：Ｍａｎａｇ ｉｎｇＧｌｏ ｂａｌｉｚａ ｔｉｏｎ

,Ｎｅｗ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 ｒｄＵ ｎ ｉｖｅｒ ｓ ｉ ｔｙＰ ｒｅ ｓｓ

ｆｏｒＵＮＤＰ
,
 2 0 0 3

, ｐ ．  6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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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主权观念是在 《威斯特伐利亚条约 》 ( 1 6 4 8
) 时代确定的 , 这一条约

结束了长达 3 0 年的欧洲战争 。 弗朗西斯 ？ 邓 (

Ｆｒａｎｃｉ ｓＤｅｎ
ｇ ) 认为 ,

“

该

文件确定了现代民族国家体系 ,
君王在国 内 以及国家与外部世界关系 中享

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

” ？ 在凶险的专制独裁环境下 ,
君王需要 与富人结成

政治 、 社会和经济 同盟 , 因为这些富人有能力确保他的统治权 , 包括免受

外部干涉的威胁 , 而毫不关心对广大民众利益的保护 。 但是 , 随着 民主观

念 的发展 , 尤其是到 了
2 0 世纪 , 如果国 家希望被视做国 际社会 中 的负责

任一员 , 那么遵循
“

以人权和道德标准为基础的 国际社会原则
” ② 成为了

普适标准 。 正是由 于对这些道德标准的普遍接受 , 使得当前对于国 内事务

责任的理解 , 涵盖了保护其他公民利益的责任 。 因此
,

一个负责任 的国家

需要约束权力 以满足若干标准 ： 禁止严刑拷打 ； 不容忍残暴统治 ； 不得剥

夺私人财产
；
反对 国家恐怖统治

；
不允许以种族 、 宗教或性别为基础的歧

视
；
不得限制人 口 的 自 由流动 , 等等 。

四 作为新商业关系基本法则的鲁杰原则

笔者在讨论中不断提到 ,

一般普通民众会认为 , 尼 日尔河三角洲的 国

家和石油公司 的关系过于亲密 , 因此 , 阻碍了 国家有效履行作为公 民保护

者的角 色 。 事实的确如此 , 因为在尼 日 利亚这样经济结构单一 的国家 , 只

有石油公司才是政府唯一的税收来源 。 这一脆弱性向外国公司传递着
一

个

错误信号 , 它们会认为 自 己 可以肆意凌驾于法律之上 , 置当地 民众人权于

不顾 。 鲁杰原则 ( Ｒｕ
ｇｇ

ｉｅＰｒ ｉｎ ｃｉ

ｐ
ｌｅ ) 是

一

个创举 , 因为它实现了 国家和公

司之间 的分割 ,
这一框架下的 国家是一个整体的 , 从而有效保护 自 己 的民

众 。 鲁杰认为这一框架有三个支柱 ：

“

首先 ,
国家有责任通过适 当的政策法规 , 来保护本 国 民众免受包括

①Ｆｒａｎｃ ｉｓＭ ．Ｄｅｎｇ ,

“

ＴｈｅＥ ｖｏｌｕ 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Ｉｄｅａｏｆ Ｓｏ ｖｅ ｒｅ
ｉｇｎｔｙ

ａ ｓＲｅｓｐｏｎｓ ｉ
ｂ ｉ

ｌｉ
ｔ
ｙ ,

”

 ｉｎＡｄｅｋｅｙ ｅ

Ａｄｅｂａｎ
ｊ
ｏ , ｅｄ ．

, ＦｒｏｍＧ ｌｏｂａｌ Ａｐａｒｔｈ ｅｉｄ ｔｏＧ ｌｏｂ ａｌＶｉ
ｌｌａ
ｇ

ｅ ：Ａｆｒ ｉｃａａｎｄ 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Ｎａ ｔｉｏｎｓ
, Ｓｃｏ ｔｔｓｖｉｌ ｌｅ

：

Ｕｎｉｖ ｅｒｓ ｉ
ｔｙｏ ｆＫｗａ－Ｚｕ ｌｕ

－Ｎａｔ ａｌＰｒｅｓｓ
, 2 0 0 9

, ｐ
．  1 9 2

．

②Ｉｂｉ ｄ．

③Ｗ ． Ｍ ｉｃｈａｅｌＲ ｅｉｓｍａｎ ,
Ｈ

Ｔｈ ｒｏｕｇｈｏ ｒＤｅｓ
ｐ

ｉｔｅＧｏｖ ｅｒｎｍ ｅｎ ｔｓ
：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 ｔｉａ ｔｅｄＲｅｓｐｏｎｓ ｉｂｉ

ｌ
ｉｔ ｉｅｓｉｎ

Ｈｕ ｍａｎＲｉ
ｇｈ

ｔｓＰ ｒｏｇ ｒａｍｍ ｅｓ
,


“

 ＩｏｗａＬａｗＲｅｖ ｉｅｗ 7 2
,

1 9 8 7
,ｐ ．  3 9

1
,
ｃｉ

ｔ
ｅｄ

ｉ
ｎＤｅ ｎｇ , ｐ ． 1 9 5 ．





鲁杰 原则与
“

作 为责任的 主权
”

 1 5 9

公司企业在内 的第 三方侵犯人权行径 的危害 。 其次 ,
企业有责任尊重人

权 , 这意味着企业公司应避免侵犯他人的利益 , 并消 除 自 己 所导致的负面

影响 。 最后 , 确保受害者能够通过司法及 以外 的途径迅速地寻求补偿 。 在

这样一个 由预防性 、 补救措施构成的相互联系的 动态系统中 , 每一支柱都

是基本的 ： 首先 ,
国家担负保护的责任 ,

因为这是国 际人权体制的基本核

心 。 其次 , 企业 的保护责任是因为这是社会对于企业在人权方面的基本期

待 。 最后 , 诉诸补救措施 , 是因为即便协调
一致的努力 , 仍然难以避免侵

权事件 的发生 。

”
？

笔者坚信 , 只要尼 日利亚政府拥有足够的政治意愿 , 它是能够使石油

公司 为 自 己 的侵犯人权行为负责 的 。 我们也确实看到这些外国公司也有尊

重当地法律 的意愿 , 然而 , 在政府与外国公司共同组建的联合企业 中 , 政

府通常为 了赚钱而忽视了人权问题 。

在国际人权法中 , 单个 的国家是首要的责任承担者 , 而不同的国家共

同构成了国际人权机制 的受托人 。 如果企业是 由 国家控制 的 , 那么企业的

侵犯人权行为会对于国家 自 身的 国际法责任构成挑战 。 而且 , 公司企业与

国家的关系越是紧密 , 或者它越是依赖于法令权威或税收支持 , 那么 国家

政策的合理性就有赖于确保企业尊重人权 。
②

鲁杰原则也要求企业按照国际标准来履行责任 ,

“

尊重人权是所有企业

都应该遵守的全球标准。 它独立于国家履行 自 己 的人权责任的能力或意
－

之外 ,
也并未消除这些责任 。 它应当遵照当地保护人权方面的法律法规 。

”Ｉ

结语

人们时常讲 , 相比于尼 日利亚历史上的任何
一

代人 , 我们这代人更具

备消除贫困的人力 和物力资源 。 然而 , 可悲的是 , 我们这一代人也可能是

机会丧失得最惨的
一代人 。 在全球化的世界经济 中 , 人人过上更好生活的

①Ｕｎ ｉ
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Ｈｕｍ ａｎＲ ｉｇｈｔ ｓＣｏ ｕｎｃｉ

ｌ
,Ｒｅｐ ｏｒｔ ｏｆｔ ｈｅＳｐｅｃ

ｉａ ｌＲｅ
ｐ
ｒｅｓｅｎｔ ａｔ ｉｖｅ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

ＧｅｎｅｒａｌｏｎｔｈｅＩｓｓｕｅｏｆＨｕｍａｎＲｉｇ
ｈｔｓ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 ｒ

ｐｏｒａｔ
ｉ
ｏｎｓ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Ｂｕｓｉ ｎｅｓ ｓＥｎ 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

2 0 1 1 ．ｐ ．  7 ．

② Ｉｂ ｉｄ ．

③ Ｉｂ ｉｄ ．

, ｐ
． 1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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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盼 , 仍然是遥不可及的 。 这不是因为资源或善意的缺失 ,
而是 因为经济

掌控者所遵循的一系列规则 , 是迥异于全球准则 的 。 尼 日 尔河三角 洲是一

个很好的例证 , 它表明 原本应充 当 民众保护者的 国家却没有发挥应有作

用 , 使得民众感觉被国家边缘化了 。 不过
, 我们将看到新希望 ,

因为联合

国下属机构首次发表了
一

系列新的 《企业和人权准则 》 , 用 以消除企业经

营活动在人权方面所造成的负 面影响 。 如果能够按照这
一

原则来规范政府

和企业的关系 , 那么情况将 出现很大改观 。 随着人们逐渐了解鲁杰原则 ,

它将逐渐成为解决被剥夺群体或个人的人权问题的基本准则 。

( 李鹏涛译 )

( 责任编辑 ： 赵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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