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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中国参与解决达尔富尔问题的基本方式

孙学峰  金  峰

  [摘要]  2004 年以来,中国开始参与解决发生在苏丹的达尔富尔问题,主要途径包括三类:多边外交、双边协调努力和驻苏企业

发挥作用。三种途径的相互关系是:借助联合国等多边场合参与解决问题的进程,有意识地与其他区域性组织配合引导议题发展方

向。与此同时,加强与美国在关键问题上的协调合作, 借助中国 ) 苏丹政府的双边接触、中国驻苏企业的积极影响 ,促进苏丹政府政

策调整。在此基础上,再在联合国框架内确定政治解决的具体方法和/ 路线图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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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 4月,苏丹达尔富尔地区
112
的阿拉伯人和

黑人因争夺水源和牧场爆发了激烈的种族冲突, 并由

此引发了大规模的人道主义危机。危机之初, 并没有

多少人意识到距离苏丹数千公里之遥的中国会与这场

冲突有什么联系。但是, 同年 11 月, 美国人权组织报

告首次将中国视作苏丹内战的/利益攸关方0。自此,

欧美各国政府和舆论以中国与苏丹政府长期保持特殊

友好关系为由, 纷纷批评中国偏袒苏丹政府,对人道主

义危机不闻不问。而在中国国内, 无论石化企业、学术

界还是普通公众也都开始希望中国政府能更好地维护

在苏丹的合法利益, 甚至提出以此为契机调整中国的

相关外交原则。在这种形势下,中国政府从 2004年起

逐渐开始介入达尔富尔问题。

从政策目标和内容考察, 中国政府介入达尔富尔

问题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 2004 年 7 月

至 2006年 5月) , 中国的主要主张是反对贸然制裁苏

丹;同时, 积极推动苏丹政府同联合国展开对话, 并与

达尔富尔反对派武装进行和谈;最终同国际社会一起

促成了苏丹政府和/ 苏丹解放运动0等签署了5达尔富

尔和平协议6。第二阶段( 2006年 8月至今)伊始,安理

会通过了 1706 号决议, 决定联合国加快相应接管进

程,但遭到苏丹政府的坚决反对。为此, 时任联合国秘

书长的安南提出了新的三阶段解决方案, 即/由联合国

向非盟提供财政、技术和后勤支持、在达区部署联合国

和非盟-混合. 维和行动0。122中国政府积极促使苏丹政

府接受并开始执行安南方案, 同时敦促联合国和有关

国际组织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适当修改和完善已有方

案,避免对苏丹实施可能的制裁。2007年 1月,胡锦涛

主席成功访问苏丹后不久, 苏丹政府终于同意推进安

南方案第二阶段的落实, 同意在达区部署混合维和力

量。目前各方主要分歧是如何有效实施安南方案第三

阶段行动以及如何开启达区政治重建进程。

既有中国参与达尔富尔问题的相关研究, 大致可

以分为三类。一是关注中国参与的动因和影响。例

如,有学者发现, 中国调整政策参与达尔富尔问题的解

决,原因在于参与大国博弈过程中面临的多重困境。

具体包括:海外权益的安全困境, 实施/走出去0战略的
错位困境,参与国际社会的方法困境, 国家形象的建构

困境等。而中国政策的积极变化是中国在战略机遇期

维护自身利益边疆的前奏。
132
在此基础上, 该学者提出

中国外交的整体策略需要变革。二是西方学者批评中

国不作为,包庇苏丹政府, 推行/新殖民主义0。142其研

究重点是中国对苏丹的经济控制, 认为中国在发展对

苏丹关系时忽视了苏丹政府的反人道主义行为, 没有

全力解决西方关注的苏丹内部问题。这些研究往往很

少提及中国已有的积极外交努力。三是描述中国的外

#37#



交努力和建设性作用。例如, 有学者概括了中国的四

项外交努力, 包括通过双边和多边途径同有关各方进

行沟通与对话,推动缩小分歧, 达成共识;积极与苏丹

政府沟通,多次派遣特使赴达尔富尔访问考察;积极提

出建设性倡议, 确保有关各方的利益能够得到应有的

尊重;高度重视达区难民的生活状况和人道主义危机,

努力帮助达区人民改善生活条件。
152
还有学者开始关

注中国政府与国际组织在达尔富尔问题上展开的合作

及其前景。162有学者还间接提出了在苏丹的中国大公

司在中国参与达尔富尔问题解决过程中的作用。172不

过,这些发现虽比较合理, 但都较为笼统,对中国的参

与方式缺乏恰当的分类和细致的比较。

本文的研究重点是中国参与解决达尔富尔问题的

主要方式,并梳理不同方式之间的关系, 比较不同方式

的差异。也就是说, 本文不仅关注中国做了什么, 更注

重分析中国的参与方式及其相互关系。全文分为四个

部分。第一部分讨论中国参与解决达尔富尔问题的多

边途径,包括利用联合国和地区多边组织非盟和阿盟。

第二部分关注中国参与的双边途径, 包括中美和中国-

苏丹两个途径。第三部分分析中国驻苏丹企业发挥的

作用。最后是结论部分, 对三种方式进行了比较分析,

并说明了三种方式之间的内在联系。

一、多边途径

2002年以来,中国政府愈加注重通过多边外交推

动国际争端的解决, 强调要/积极倡导多边主义和树立

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主要内容的新安全观0。182

在达尔富尔问题上, 多边外交也成为中国最为重视的

参与方式,具体包括联合国和地区组织两个途径。

1. 联合国途径

2004年达尔富尔问题列入安理会正式议程。作为

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中国积极借助安理会框架内的外

交努力,参与达尔富尔问题的解决。具体措施包括: 阐

明立场、提出建议、为联合国维和行动提供资金和人员

支持等。

首先,通过安理会议案表决, 中国阐明了基本的政

策立场,即制裁难以解决当地问题,避免国际社会制裁

苏丹。自 2004年至今, 安理会表决通过了 24 项有关

达尔富尔问题的决议,
192
中国赞成 18项, 6项弃权。在

中国弃权的决议中, 4项为警告苏丹政府并暗示要对苏

丹采取制裁措施, 1项提出将 4名苏丹政府和反对派武

装人员送交国际刑事法院审判。
1102

2006年 4月 25日,

安理会表决 1672号决议时, 王光亚明确表示: /从过去

的实践和经验看,制裁往往达不到预想效果, 反而可能

使平民百姓成为受害者。, ,倘若参与阿布贾谈判的

任何一方因安理会制裁决议而另行考虑是否签署一揽

子协议, 这势必延长、甚至加剧达尔富尔地区的冲

突。01112此外, 中国还在安理会努力维护和强调非盟的

作用不可替代, 阻止其他国家向非盟施加压力。2006

年 8月 31日,中国在安理会 1706号决议表决时投了弃

权票,目的就是对联合国全面接管达区维和任务持保

留意见,强调非盟在达区维和行动中的主导地位。1122

其次,在安理会有关议题设置的过程中, 中国政府

充分利用闭门会议等方式协调大国立场, 提出建设性

意见,影响最终决议的内容。具体包括:坚持要在有关

议案中表达对苏丹政府的尊重, 力主删减安理会 1564

号决议中暗含对苏自动制裁的段落,
1132并使多个决议

的语气更为温和。此外, 中国最早明确提出应推动苏

丹政府、非盟和联合国三方机制,实施维和行动和政治

解决/双轨0战略, 同时特别强调, 推动政治解决的同

时,要加紧实施人道主义救援。1142

再次,适时适度支持联合国维和行动,但坚持维和

行动必须取得苏丹政府的认可, 并接纳非盟为对等合

作伙伴。事实上,维和行动本身就是政治合作的产物。

安理会 1769号决议达成之前,中国一直在向达区派遣

维和力量问题上言行谨慎。2007年 7月 31日,联合国

安理会一致通过第 1769 号决议,授权在达区展开非盟

与联合国/混合行动0。中国随即宣布将派兵数百人参

与达区维和行动。1152此外,中国政府还给予了联合国达

区维和行动一定数额的资金支持。2008 年 3月,中国

政府向联合国达尔富尔问题政治进程信托基金捐款 50

万美元,
1162成为第一个向此机构捐款的发展中国家。

2. 地区组织途径

苏丹既是非盟成员, 又是阿盟成员。为此, 除了以

联合国为主要多边外交渠道之外, 中国还积极与非盟、

阿盟等相关区域性国际组织进行沟通和协作。

在联合国介入达尔富尔问题之前, 非盟一直在独

立斡旋、推动苏丹政府与反对派武装进行和谈。中国

强调, /达尔富尔是苏丹的达尔富尔, 其次是非洲的达

尔富尔0,因此一直强调并以实际行动支持非盟发挥积

极作用,维持达区相对稳定和推进和平进程。2004年

以来,安理会历次讨论达尔富尔问题时,中国代表都会

突出强调,非盟在调解过程中的主导作用以及非盟维

和工作的优先地位。1172中国两任外交部长李肇星和杨

洁篪,两位政府特使翟隽和刘贵今都曾多次会晤非盟

委员会主席科纳雷,希望非盟保持在达区的维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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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联合国 ) 非盟 ) 苏丹政府0三方联动机制, 给苏

丹政府更多的空间。

2006年 5月, 阿布贾协议达成后, 李肇星盛赞非

盟,认为/非洲内部问题完全能够依靠非洲的智慧、非
洲的方式和非洲的主导, 通过政治谈判加以解决。01182

2006年 11月, /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0期间, 中国同

多个非盟国家讨论了达尔富尔问题, 并在 2007年同很

多非洲国家一起促成了有效解决达尔富尔问题的/ 的
黎波里0机制。此外, 中国还提供 180 万美元援助, 支

持非盟在达区的维和行动。1192

苏丹 70%以上的居民信奉伊斯兰教, 是阿盟的成

员国之一。因此,中国积极推进与阿盟的合作,希望阿

盟能够发挥类似非盟的作用,推动相关问题的顺利解

决。2006年 6月,中国 ) 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二届

部长级会议上, 双方发表声明, 强调/维护苏丹的国家

统一、民族团结和领土完整。欢迎 2006年 5月 5日在

阿布贾签署的关于达尔富尔问题的和平协议, 呼吁所

有有关各方落实协议, 实现和平。,,高度重视阿盟

在此问题上担负着与非盟协调的重要责任。01202
此外,

阿盟也坚决反对制裁苏丹政府。因此,每次中国就有

关决议投出弃权票时,阿盟国家都会同中国采取相同

的立场。

二、双边途径

多边外交基础广泛, 但却容易因立场差异或者个

别国家固执己见而使议事日程陷入僵局。双边外交则

可以直接针对有关事件或议程重点突破,提高工作效

率。达尔富尔问题的难点在于是否制裁苏丹政府和如

何让苏丹接受联合国的维和方案。表面上看, 这些都

是苏丹与联合国之间的矛盾,但绝大部分苏丹政府难

以接受的提案, 其背后推动者基本都是美国及其盟国。

所以,中国要想促成达尔富尔问题最终得到解决, 必须

通过双边外交协调美国和苏丹的政策立场。

1. 中美协调

美国是介入达尔富尔问题最深的大国。虽然

/ 9 # 110后美国同苏丹的关系出现缓和, 但达尔富尔问

题爆发之后, 美国对苏丹政府的态度仍然比较严厉。

中国要参与解决达尔富尔问题,关键问题就是如何通

过双边渠道与美国政府协调立场。因此, 2004年以来,

达尔富尔问题成为中美之间的重要外交议题之一, 协

调渠道则较为多样, 包括首脑会谈、领导人热线电话、

部长级会谈、特使互访等。

中美协调的主要目标是达成外交共识。据一位曾

与美国总统苏丹问题特使纳西奥斯直接交流过的中国

学者透露,中美在推进苏丹和平进程中达成的默契是,

美国主导解决苏丹南北问题之后, 中国应作为主要大

国推进达尔富尔问题的解决。
1212

2007 年 1月访华后,

纳西奥斯曾在美国参议院作证时表示, 中国对苏丹的

行动很积极, 并已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美方的努力。1222

2007年 G8峰会上, 时任美国总统的小布什也曾对中

方发挥的积极作用表示赞赏。
1232

中美协调的重要作用还在于能够为中国参与达尔

富尔问题创造更为良好的国际环境。在达尔富尔问题

上,西方社会对中国的相关政策有着较深的误解。美

国国会还将达尔富尔问题与北京奥运会联系起来, 几

次通过提案号召抵制北京奥运会。为此, 2007年 7月,

中国政府达尔富尔问题特别代表刘贵今专门赴美拜会

多名议员和名人, 解释中国为解决达尔富尔问题所付

出的努力。
1242
中国驻美大使周文重也积极通过各种渠

道向美国民众介绍中国的非洲政策。这些努力在一定

程度上消除了美国政界和舆论对中国达尔富尔政策的

敌意和误解,有助于中国改善国际舆论环境, 更好地参

与达尔富尔问题的解决进程。

2. 中苏(丹)协调

自 1959年 2月建交以来,中国苏丹两国关系长期

保持较为友好的状态。得益于较为紧密的双边关系,

苏丹较为愿意听取并考虑中国的意见。中国也因此成

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与苏丹沟通最为顺畅的国家,

具体的协调途径主要包括首脑会晤、特使外交等。

首脑会晤的主要作用是提出解决政治僵局的明确

建议,推动苏丹政府的政策转变。2007年 2月,胡锦涛

主席对苏丹进行国事访问, 并向苏丹总统巴希尔明确

提出了正确处理达尔富尔问题的四项原则,
1252强调尊

重苏丹主权和领土完整、平等对话、推动苏丹政府、联

合国和非盟保持三方合作。达尔富尔问题僵局随之发

生较为明显的变化。2007年 4月, 苏丹宣布接受在亚

的斯亚贝巴会议上同非盟、联合国达成的共识, 原则同

意启动第二阶段方案。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翟隽曾表

示: /由于中国发挥了重要作用, 苏丹方面才原则上接

受了安南三阶段维和方案并表示愿在此问题上进一步

显示灵活性。01262

特使外交的主要作用在于广泛开展穿梭外交, 及

时表达政策立场并实地解决有关问题。自 2004年起,

中国先后任命并派遣了三位高级外交官吕国增、翟隽

和刘贵今作为中国政府特使访问苏丹和其他有关国

家。其中, 刘贵今对非外交经验尤其丰富, 奉命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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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0, 专门负责达尔富尔问

题的斡旋工作。在同苏丹政府进行沟通的过程中, 中

国特使态度严肃、坦率, 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果。
1272
比

如,翟隽访问苏丹后,苏丹政府同联合国达成了有关安

南方案第二阶段行动的原则意见。刘贵今首次出访苏

丹之后,苏丹政府宣布无条件全面接受/安南计划0第

三阶段方案, 同意在达区部署非盟 ) 联合国混合部
队。1282另外, 特使们还深入达区, 直接了解当地的冲突

现状,并同反对派武装头目进行了初步接触。

此外,中国还向达区提供了大量物资援助和项目

援建,改善当地的社会发展状况。截止 2008年 3月,

中国的相关物资援助已达 8000万人民币, 是向达区提

供发展援助最多的国家。除非洲国家以外, 中国是最

早向达区派驻维和部队的国家。中国共派遣了 315 名

维和工兵, 在南达尔富尔州负责修建及维护道路、桥

梁、建筑物、停机坪和防御工事、勘察水源、钻井和修建

相关取水辅助设施等工程保障任务。1292

三、企业途径

近十几年来,中国与苏丹双边关系迅速发展, 石油

贸易发挥了重要作用。1995 年 9 月, 中国石油天然气

总公司同苏丹能源矿产部正式签署了苏丹穆葛德盆地

6区石油产品分成合同。截至 2003 年底, 中石油在苏

丹总投入约 27亿美元,中国从苏丹获得的份额油总额

超过 1000万吨,约占我国全年石油进口总量的 11% ,

位居海外份额油来源的首位。1302近几年,中国在苏丹的

石油贸易和投资活动并没有因达尔富尔问题而受到太

大的冲击,中石油已经开始在达区进行采油作业, 并且

持续获得相应的商业招标项目。1312

在这一背景下, 中国驻苏丹的大企业, 尤其是中国

石油天然气公司, 必然会对政府参与达尔富尔问题的

解决产生影响。首先,中石油坚持正常的石油贸易, 为

改善苏丹社会经济状况,维护两国友好关系奠定了基

础。2002年以来,中国一直是苏丹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其中石油贸易尤为突出。2007 年, 苏丹全年出口石油

及石油制品 84. 19亿美元, 其中向中国出口就高达 70

亿美元。1322十几年里, 中国的石油公司帮助苏丹建立起

了完整的石油体系, 使苏丹南北双方和达区人民能够

分享更为丰厚的石油/红利0, 促进了当地的社会发展

和民族和解。根据中石油的信息显示,中国在苏丹的

石油工程解决了当地 150 万人的生活和就业问题, 两

国的石油合作有助于逐步消除苏丹战乱的根源。
1332

其次,驻苏丹企业承担了大量民生工程,缓解了达

区的人道主义危机, 为中国政府参与达尔富尔问题的

解决创造了条件。据统计, 截至 2007 年底, 中资公司

共打井 46口,修建小电站达 20座, 并利用中国的优惠

贷款修建了南达尔富尔州以及加达里夫州至北达尔富

尔州的供水工程。1342
2009年 3月, 世界第一长坝麦罗

维大坝在苏丹建成, 工程建设则由中国水利水电建设

集团公司和中国水利电力对外公司全权承建。
1352
目前,

中国在苏的大型工程项目包括: 新阿姆瑞主泵站和穆

卡巴若巴增压泵站、吉利电站二期工程、2X50MW石

油焦电站(吉利四期)、阿特巴拉 ) 海亚 150公里道路

项目、麦罗维友谊大桥、苏丹港 5万吨级集装箱码头项

目、苏丹南方政府房建修复项目等等。
1362
在兴建大型工

程的同时, 中国企业还实施了整修道路、修建学校医

院、提供农业技能培训等配套项目。中石油还向苏丹

南部的朱巴大学捐助 25万美元的图书和教学仪器以

及 50万美元的师资培训费, 重点推动苏丹南部石油工

程应用学科的建设,促进苏丹南北平衡发展。总体上

看,这些工程不仅为当地民众带来了不少实惠, 一定程

度上缓解了达区的人道主义危机, 同时也为中国政府

参与达尔富尔问题创造了条件。

不过,由于政治背景和文化差异较大,中国企业的

一些做法也在当地引发了消极反应, 比如坚持与苏丹

政府保持轻武器贸易, 当地员工待遇过低,生产过程中

忽视环境保护, 以及出资雇佣当地政府军或警卫提供

安全保护客观上加剧地区紧张等等。1372此外,由于中国

石油企业同苏丹政府关系较为密切, 苏丹政府保护中

国企业的行为也引起了当地部分政治派别的反感和抵

触。1382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政府对驻苏丹中国企业的引

导确实有待加强。刘贵今就曾表示, 中国政府将继续

鼓励和教育中国公司在非洲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 更

好地使用当地的劳动力, 更好地遵守当地的法律法

规。1392

四、结论

本文发现,中国参与解决达尔富尔问题的途径主

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多边途径。一方面,依托安理会

常任理事国的身份发挥重要作用, 这也构成了中国参

与解决达尔富尔问题的基础, 有助于增强中国参与行

动的合法性。另一方面, 注重与非盟、阿盟等区域组织

开展有效合作,为实现政策目标创造了条件。二是双

边途径。双边磋商解决政治障碍是中国参与解决冲突

的最重要渠道,也是总体政策成败与否的关键。其原

因在于,达尔富尔问题的症结就是制裁问题和部署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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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行动,而这些僵局必须经由双边谈判来解决。三是

企业途径。作为多边和双边途径的补充,中国驻苏丹

企业发挥的影响,积极和消极影响兼而有之,企业与政

府的协调尚不够充分。

综合考察, 三种途径的相互关系是: 借助联合国等

多边场合参与问题的解决进程,期间有意识地加强与

其他区域性组织的配合, 引导议题的发展方向。与此

同时,加强与美国在关键问题上的协调合作, 借助中

国 ) 苏丹政府的双边接触, 中国驻苏企业的积极影响,

促进苏丹政府政策调整。在此基础上,再在联合国框

架内确定政治解决的具体方法和/路线图0。

从解决达尔富尔问题的主要经验看, 中国今后参

与解决类似的地区问题, 需要注意以下三点:一是坚持

以联合国框架为基础, 保障参与行动的合法性。同时,

注重相关地区组织的重要作用,积极开展相关合作, 广

泛争取支持力量。二是充分重视与相关大国和当事方

的双边协调, 以提高工作的针对性, 克服核心障碍, 突

破政治僵局。三是政府注重与企业协调,拓宽作用渠

道,同时有必要控制和引导企业规范行为,
1402
为实现政

策目标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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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Fo reign S trat eg ies o f the Fiv e Centr al Asian C oun tries and t he Geopol i t ical Cause

by  Zhang Lei &Kasym Zhanibek

The disintegrati on of the Soviet Union turned Central Asia into a global geopolit ical center. Under the new in-

ternational structure and regional situat ion, the f ive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which share much homogeneity a-

mong themselves, chose dif f erent foreign strategies: Neutrali ty, Alli ance, Bal ance of Power, or Balance Strat-

egy. Dif f erent options of strategies ref lect a common strategi c impetus: geopoli tics. The combination of geo-

polit ics w ith their respecti ve reali ties contributes to the formation of di f f erent strategies under the rati onal

choice, as well as priorities in their respective diplomacy under their own strategies.

32  Th e Inter nat ional Dig ital D iv ide in the Pr ocess o f Econ om ic Global izat ion: C ur rent Si tuat ion, C au-

ses and Ef f ec ts by  X iong Guangqing
The 1990s witnesse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that had a substantial impact on both

commerce and society in general. Meanwhi le, the digital divide emerged as a result of imbal ance in interna-

tional industrial di vision of l abor, the international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and the gap between dif-

f erent levels of education. Thi s problem shoul d enjoy high degree of attention because i t may further widen

the international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resulting in individual countries enj oying dig ital hegemo-

ny, and threaten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

Relat ions between China and O ther C ountries

37  Analy sis o f the B asic Way o f Chinaps Par t icipat ion in t he So lut ion o f th e Dar fur Issue

by  Sun Xuef eng & J in Feng

China has been involved in the international ef forts to solve the Darf ur probl em in Sudan since the year of

2004. China adopts three approaches f or her participation in the process: mult ilateral cooperation, bilateral co-

ordination, and the role played by Chinese enterprises i n Sudan. These approaches are interconnected Part icipa-

tion in mult ilateral activiti es such as in the UN provides more opportuniti es for China to the resolution of the

problem. China also pays attention to cooperation with rel evant regional organizations in the shaping of the or-

reritation of ef f orts for the solution of the problem. Meanwhile, China has strengthened coordination upon

key issues with the US and through contact w ith the Sudan government and the active inf luence of Chinese en-

terprises in Sundan, China promotes active adjustment of policy on the part of the Sudan government.

43  New Way o f Thinking : Expanding C hinaps Right in Int er nat ional D iscour se by  Liang Kaiyin
Expansion of Chinaps right to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is a reasonabl e demand in response to the current interna-

tional system dominated by western countri es. In constructing Chinaps identity as a / responsible power0, China

needs to solve the sollowing issues: ( 1) how to determine the right to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and ( 2) how to

employ ef f ect ive channels to win the initiative in competition f or the ri ght to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China

must acti vely part icipate in international af f ai rs, let the world understand Chinaps natural ri ghts and concerns,

and enjoys the right to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corresponding to her rol e as a responsible power. This is where

Chinaps national interest lies.

48  Som e Th ought s on the S tudy o f / Chin ese St ud ies in Am er ica0 by Chinese S cho lar s

by  Zhang X iaomin
Since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America has been taking the lead in Chinese Studi es among the worl d. Conse-

quently , Chinese scholars attached great attention to Chinese Studies in Ameri ca and carried out studies on it .

Till now, great achievements have been attained in thi s f ield in China. However, there sti ll exists wide dif f 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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