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是： 

《苏丹和平进程关键取决喀土穆 》 

作 者： 刘乃亚   完成时间： 2005-8-9   

成果形式： 一般文章   奖 项：   

课题类别：      

简 介：      发表于《新京报》2005-08-09  

    

    苏丹和平进程关键取决喀土穆  

    

    7月30日，20天前刚宣布就职的苏丹第一副总统兼南方主席约翰·加朗在出访乌干达回国途中，因飞机失事罹难。加朗

乘坐的是与他私交甚笃的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的专机，失事地点是他从事解放运动的中心区域———苏丹南部。  

    

    加朗罹难所带来的“社会惊遁”不同于苏丹以往发生的任何一次事件。加朗长期担任苏丹南部解放运动主席，也是苏

丹和平进程的主要推动者，第二天发生在喀土穆街头的游行和骚乱，已显示了他对苏丹政局的影响力。如果苏丹政府和东

非地区国家不能妥善处理这起事件，不仅苏丹和平进程可能受挫，而且可能殃及苏丹全国和周边地区更大规模的人道主义

灾难。  

    

    世人关注苏丹局势与苏丹几个之“最”有关：苏丹是非洲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内战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

和当今世界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在这种多矛盾集合体之上谋求缔造和平，并通过各方努力让世人看到和平的曙光，这不

能不说是个奇迹，也给国际社会留下了诸多启示。  

    

    首先，它是对“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主要矛盾”这一论点的有力诠释。今年1月9日，苏丹南北双方在肯尼亚

内罗毕签署和平协议，宣告二战后持续时间最长的内战结束。在联合国的斡旋下，苏丹冲突双方认识到，把大量本可以用

于发展国计民生的资金投入旷日持久的内战，有违世界潮流，是造成苏丹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因此启动和平进程是顺

乎民意之举，也是与当前国际社会追求和平发展的趋势相呼应的。事实也证明，和平进程一经启动，苏丹人民就获得了政

治稳定的红利：在双边和谈取得进展的同时，苏丹经济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2004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了6.7%.  

    其次，民族国家的概念虽然受到全球化的迅猛冲击，但仍然是解决民族和宗教冲突的主体力量。在苏丹和平进程中，

苏丹政府一直居于矛盾的中心地位，总统巴希尔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从目前的形势看，苏丹局势能否稳定的关键仍然要

看巴希尔政府如何作为。坠机事件发生后，巴希尔旋即表示，希望苏丹南部解放运动尽快安排加朗的接班人选。由此可

见，要解决由民族和宗教问题引发的冲突，建立宽容而强有力的中央政权是必要的条件。  

    

    再次，妥协与权力分享是对立双方达成政治解决的重要前提。任命加朗出任第一副总统是喀土穆与南方反政府力量妥

协的结果，因此巴希尔政府应尊重约定，安抚加朗集团并照顾其利益，方能维持来之不易的和平局面。8月1日被推举为加

朗接替者的马亚尔迪特已经表现出了继续推进和平进程的诚意，宣布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将遵守和平协议，与苏丹全国大会

党一道为落实和平协议做出努力，呼吁苏丹人民团结起来，“本着理智和克制的精神粉碎任何破坏和平的阴谋，保护和平

成果。” 

    最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进行的人道主义援助及适度干预，构成了国际社会的压力机制。这是促成问题达于解决地步

的外因，也是全球化影响的重要体现。国际社会在慨叹苏丹和平进程来之不易的同时，是否也应该伸出援助之手，为苏丹

人民做些什么？  

    

    □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所副研究员 刘乃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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