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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东帝汶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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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东帝汶动乱 
 
 
 

□     周建波 
 
 
 
      5月27日，东帝汶爆发了自1999年独立以来最激烈的一次巷战。属于东西不同地区的两派武

装分子拿着枪、弯刀、长矛和弓箭在大街上横冲直撞，烧杀抢掠。许多暴民也趁机走上街头，捣

毁商店，袭击平民。东帝汶首都帝力的几千名居民被迫离开家园，一些人逃出城市，一些人跑到

受维和部队保护的地方寻求庇护。各国侨民紧急撤离，联合国机构也准备撤出在那里的工作人

员。 

 
      东帝汶动乱的直接原因是军方的一项遣散决定。东帝汶独立后成立了一支1500人的国防

军。今年3月，军方决定遣散近600名来自西部的士兵，引发了被遣散士兵的强烈不满。他们指责

这是针对西部人的，要求政府出面调查，并把矛头指向政府总理阿尔卡蒂里。进入5月，局势急剧

恶化，动乱迅速升级。为解燃眉之急，东政府向国际社会求救，联合国秘书长安南25日决定向东

帝汶派出特使。澳大利亚、葡萄牙、新西兰和马来西亚先后派出部队协助东帝汶恢复社会秩序。

虽然有国际社会的介入，但东帝汶形势依然严峻。 

 
 
 

殖民统治造成的东西部民族矛盾是动乱的历史根源 

 
 
 
      目前东帝汶总人口为74万，境内有20多个民族，其中78%的居民为各原著民族，20%为印

尼人，葡萄牙人后裔和华人占2%。通用两种语言，即葡萄牙语和德顿语（属马来-波利尼西亚语

系）。 

 



      16世纪以来，东帝汶先后经历了葡萄牙、荷兰、英国、日本以及印尼的统治。由于殖民统治

的原因，历史上东帝汶社会生活中长期存在着西部民族对东部民族的歧视现象。西部民族称为

“卡拉迪”(Caladi)，自认为更开化，有优越感。东部民族称为“斐拉考”(Firaco)，其居住地

大部分为部落土地，他们受外来影响较小，在西部人看来更愚昧落后，野蛮好斗。葡萄牙殖民统

治期间，殖民者为保障自己的利益，曾刻意挑拨东西部民族之间的矛盾，给东西部民族关系留下

了隐患。1975年印尼占领东帝汶后，在东推行民族同化政策，进一步加深了东帝汶东西部的巨大

裂痕，西部的许多居民被认为是亲印尼派，而东部居民则支持独立，成为推动民族独立主要力

量。 

 
      此次动乱只是这些差异和裂痕在军队中的一个投影，殖民统治造成的民族间的积怨不断加深

才是其深刻的历史根源。 

 
 
 

独立后国内政治、经济问题是动乱产生的重要原因 

 
 
 
      1999年，东脱离印尼独立之时，亲印尼派和独立派之间的武装冲突曾导致东国力衰微，社

会动荡，政局不稳。此后联合国托管的几年，不仅管理混乱而且增加了东对联合国更大的依赖

性，以至于稍有风吹草动便求救于国际社会。虽然在总统古斯芒和总理阿尔卡蒂里的领导下，经

过长期斗争，东帝汶人民实现了建立民族国家的夙愿，但这两位国家领袖人物都是军人出身，缺

乏治理国家的方略和经验。彼此代表不同的派系，政见分歧很大。 

 
      在处理东西部民族关系以及与印尼移民的关系方面，东政府也缺乏应有的宽容和远见。虽然

古斯芒总统有意采取宽容的民族政策，但在实际生活中却仍难以消除东西差异和裂痕。尤其是阿

尔卡蒂里政府有意偏袒东部人。在军队里，重要职位都掌握在东部人手中，西部人很难有晋升的

机会，这造成西部民族心里落差很大，他们经常集体上街游行示威，而其呼声却鲜为政府所关

注。这也是造成此次动乱逐步升级、大量民众参与暴乱的重要原因。 

 
      经济社会落后，财政捉襟见肘，使新生的国家面对众多社会问题，难以有所作为。东帝汶立

国之初，全国75%的基础设施被毁坏，全国贫困人口占41%，失业率高达60%。丰富的石油和

天然气资源并没有给东帝汶带来财富，全国仍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处在贫困线以下。相比而言，居

住在东帝汶的近20万印尼移民由于靠近印尼又得到印尼政府的关照，在经济上远比当地人优越，

导致那些自誉为民族独立主力军的当地居民产生失落感和不满。 

 
      以独立功臣自居的原东帝汶民族解放军士兵的就业问题更为棘手。独立几年以来，东帝汶的

失业率长期保持在50%以上，士兵们经常举行抗议示威游行，要求编入国防军并改善生活。此次

遣散部分军人一事就与他们的就业问题息息相关，并最终演变成震惊世界的动乱。 

 
 
 



外部干预可解燃眉之急，未来仍需自己把握 

 
 
 
      由于地缘政治和丰富的海底石油资源，东帝汶一直是各国关注的目标。近邻澳大利亚更是期

望将东帝汶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从文化上不断对其进行渗透。1999年东帝汶脱离印尼时，澳总

理就迫不及待地抛出“霍华德主义”，在东帝汶领土上第一次领导了澳大利亚的海外维和部队。

对澳大利亚的这些举动，印尼高度警惕。印尼一直认为澳大利亚是造成东帝汶独立并由此引发本

国一系列民族和地区分裂活动的罪魁祸首，因此不曾放弃同澳争夺对东帝汶在经济、文化上的影

响力。不甘黯然离去的葡萄牙也期望借助葡萄牙文化的影响，保持在东帝汶的传统地位。 

 
      目前这3股力量在东帝汶国内各政治派别之间互相角力，其影响不相上下。另外，美国、日

本、新西兰等国也纷纷通过各种方式介入东内部事务，寻求各自利益。能否经受住外部干预的挑

战，妥善解决国内民族问题将是对东帝汶政府的一个严峻考验。 

 
      作为世界上一个年轻的国家，东帝汶的独立，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一样，是世界民族解放运

动催生的结果。由于民族构成复杂，历史积怨很深，加上民族国家历史较短，导致其国内政治与

社会发展的不成熟、不完善，各种社会问题不断暴露出来。从当前局势看，动乱仍在持续之中，

但在各国军警的协助下，局势有望逐步得到控制。但外部干预只能解燃眉之急，东帝汶的前景仍

将取决于该国能否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统筹国内不同民族的政治、经济利益，妥善处理外

国势力的干涉问题，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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