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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二战后国家内部武装冲突频发, 并且绝大多数发生在发展中国家; 尤其是冷战后, 发展中国家国内武装冲

突更为频繁。本文首先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国内武装冲突频发的原因, 而后从理论上提出终止冲突的途径, 最后, 本文选取

印度尼西亚政府与亚齐冲突的解决作为案例来验证本文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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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rnal arm ed conflicts occurred frequently afterW orldWar II, ma jority o f which happened in the

deve loping countries espec ia lly after the Co ldWar.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causes o f internal conflicts wh ich

happened frequent ly in the deve loping countries, then theoret ically proposes w ays to term inate them. F ina lly, the au-

thor selects the armed conflict between Indonesian government and Aceh rebe ls to verify the argument of the paper.

  战争与和平、冲突与合作历来就是国际关系理
论中的重要议题。冷战期间以意识形态为核心内容、

以两极对抗为主要特征的国际冲突, 在冷战后日益

被频繁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国内族裔和种族冲突所

取代。与国家间冲突相比, 内战更加致命, 在时间

上更持久, 更难以和平结束
[ 1]
。因此, 如何终止国

家内部冲突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热点。本文将在

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通过理论分析和案例验证

相结合的方法来对发展中国家国内武装冲突的终止

( armed conflict term ination) 做简要分析。

一  国内武装冲突的概念及发展中国
家武装冲突频发的原因

任何一个行为体, 若要维持在本国或国际社会

的生存和发展, 都需要占有某些资源, 如权力、地

位、领土、人口或荣誉, 而上述资源属于稀有资

源, 难以分割和共享, 因而对这些资源的争夺就具

有了零和博弈的性质, 也很容易因此产生冲突。正

如刘易斯 #科塞 ( Lew is A1Coser) 所说, 冲突是

/争夺价值以及稀有的地位、权力和资源的斗争。
敌对双方的目标是压制、伤害或消灭对方 0 [ 2 ]

。因

此冲突具有目标上的对立性、利益上的对抗性、感

受上的敌意性和结果上的零和性等特点, 不相容性

( incompat ib ility) 成为冲突产生的根本原因。由不

相容性产生的冲突可以是非暴力性的, 比如游行示

威; 也可以是暴力性的, 比如军事对抗、政变、内

战等。

国内冲突是指国内行为主体为争夺权力、地位

和资源而相互对立和对抗的状态, 或伤害、压制甚

至消灭对方的一种行为。本文研究的国内冲突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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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的是武装冲突, 是发生在一国政府与一个有组织

的武装力量之间的对抗行为, 由于各方对于控制政

府或领土存在不相容的利益而使用武力, 并且在单

一年份内与战争相关的死亡人数达到 25人以上
[ 3 ]
。

根据冲突各方不相容性内容的不同, 国内武装冲突

可以划分为两类: 一类是政权冲突, 政权冲突被认

为是关注 /政体类型, 取代中央政府, 或者是改

组政府0; 另外一类是领土冲突, 领土冲突被定义
为 /要求分离或自治0

[ 4]
。

二战后, 发展中国家争夺政权或要求分离自治

的武装冲突频繁发生。西方学者就指出, 自二战结

束以来, 内战及国内国际混合冲突已经取代传统的

国家间战争而成为国际系统中暴力的主要形式
[ 5 ]
。

这从图 1也可以看得出来。冷战后国内冲突尤为频

繁, 在 1989) 2008年全球 128场冲突中, 国内冲

突有 120场, 占 9318% [ 6 ]
。

  当今国内冲突绝大多数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内部
并且涉及的范围大多是经济技术落后的地区。发展

中国家冲突频发的原因在于:

第一, 发展中国家社会转型中政治民主化引发

的政府合法性危机成为诱发冲突的重要原因。 /民
主化是一个历史演进的过程, 是各集团和群体间对

民主的理解和认识逐渐趋于一致的过程, 是各集团

和群体的需求和利益逐渐得到体现和保障的过程,

同时也是政治变革逐步深化, 政治体制逐渐健全和

完善的过程。0 [ 7]
而事实上,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

一方面没有民主的经历, 甚至许多国家的民众根本

没有共同体和主权国家意识, 只知道忠诚于本宗教

或本民族; 另一方面, 社会转型时期不同集团由于

利益诉求不同而矛盾重重。因此处于国内矛盾和争

端中的任何一个政治集团取得的政权 /只是在国
际法范畴上才存在, 即只是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

它在国内则缺乏独立于社会的能力, 甚至无力控制

社会, 得不到本国人民的真正支持和承认。0
[ 8]
这

使得政府合法性面临重大危机, 中央政府名存实

亡, 难以控制局势, 从而作为冲突管理机制的基本

层面的政府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一旦政治共同

体的合法性出了问题, 随之而来的就是分裂主义运

动, 即使是在立国已久的国家里
[ 9 ]
。

第二, 发展中国家经济转型带来的不平等成为

引发冲突的主要原因。一些发展中国家主导集团在

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腐败以及经济、民族、宗教等

政策的失误导致不同集团在权力、地位、资源占有

及收入分配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距, 造成贫富分化

加剧, 引起其他集团的不满。而主导集团为了加强

统治, 对内采取高压统治, 剥夺其他集团的政治参

与, 使自身丧失群众基础, 激发了其他集团夺取政

权或者分离出去的强烈欲望。在世界历史上, 严重

的贫困和不平等总是预示着动乱。

第三, 反政府军事力量的存在成为引发冲突的

直接条件。在现代社会中, 对暴力的垄断本是一个

现代民族国家对内主权的重要标志, 但是在当今亚

非拉许多第三世界国家, 除政府外许多政治集团都

拥有军队, 反对派领导人甚至拥有私人民兵武装,

这就为反对派与政府之间进行武装冲突和对抗提供

了重要的物质条件。当反对派对政府不满时, 如果

无法通过正常合法的方式争取自身利益, 诉诸暴力

便成为实现诉求的首选手段。这种依靠暴力争夺政

权或领土而导致的冲突在非洲尤其普遍, 如利比里

亚、塞拉利昂、索马里、安哥拉、刚果 (布 )、刚

果 (金 ) 等国都曾经爆发过激烈的武装冲突。

¹  破碎地带是指从巴尔干半岛经中东、克什米尔地区、喜马拉雅山南麓一直到东南亚的一条斜贯欧亚大陆南部的地带。这一地带民族

众多, 宗教、教派纷繁复杂, 同时国家林立, 且各国大小不同、强弱迥异、贫富悬殊。

第四, 地区性机制的缺乏也是导致冲突的一个

重要因素。地区安全机制是 /约束国家间安全关
系的某些方面的原则、规范、规则和程序的体

系0 [ 10]
, 其核心作用在于使国家间进行交往时降低

不确定性, 从而有助于合作。在存在完备、有效和

健全的安全机制的地区, 或者存在主导性大国的地

区, 发生冲突的可能性相对较低。反之, /破碎地
带0¹

由于地区安全机制缺失, 更容易产生冲突,

并且一国的内部冲突可能会 /外溢 0 到周边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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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可能使周边国家由于受其持续的动荡局势影响

而被迫卷入冲突之中。

综合来看, 发展中国家的某些群体由于自身利

益诉求无法实现, 加之国内民主制度的缺失, 无法

通过合法的途径争取权力, 遂转而发动群众和利用

自身武装来反对政府, 国内武装冲突就随之产

生了。

二  发展中国家国内武装冲突终止的
条件

对于国内冲突的解决, 西方学者已经进行了很

多研究。肯尼斯#葛根论述了在由争夺政权所导致
的内战中, 冲突双方赋予政治主导权的价值以及谋

求政治主导权的可能代价对内战结束的影响
[ 11 ]

;

戴维 #马森论证了内战中冲突主体间对获得胜利可
能性的预期、继续冲突的代价、获得胜利的时间等

因素在以协议方式解决冲突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 12 ]
。

本文将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对国内冲突终止

的条件做一分析。

本文所关注的冲突终止的涵义, 包括武装冲突

中暴力手段的结束 (即停火 ), 也包括引起武装冲

突的相关争端的最终解决。对于冲突终止的方式,

笔者认为有和平与非和平两种, 是选择武力解决,

还是谈判和平解决, 各理性行为体会进行成本收益

考虑, 这从表 1可以看得出来。

表 1 武装冲突是否终止的考虑因素

武装冲突终止的条件 武装冲突持续的条件

政治、经济或 经济形 势

恶化

形势有利于我方, 或有改

善政治、经 济、文化 的

迹象

时机在敌方手中; 停战可

能减少损失

时机在我方手中; 对敌方

构成压力

没有外部支持 有外部支持

战场伤亡过大

已付出很高成本; 由于死

亡人数过大, 冲突一方要

不计代价推进战争

国内形势不稳定; 社会和

经济不稳定妨碍战争的

取胜

国内形势稳定; 士气很

高, 公众支持战争

敌方提供了结束战争的合

理条件

敌人提供了结束战争的苛

刻条款

(续上表 )

武装冲突终止的条件 武装冲突持续的条件

参与停战谈判有助于增加

自身的优势

参与和平协议会弱化自身

的地位

  资料来源: Adap ted from H andel, 1978, p1 37. 转引自
CharlesW1 K eg ley, Jr1Grego ry A1 Raymond, From War to

P eace: Fatefu l D ecisions in International P olitics, 世界政治与

国际关系原版影印丛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年, 第

14页。

(一 ) 非和平方式: 通过武力方式实现武装冲

突的终止

所谓武力解决方式, 是以武装斗争的形式来结

束冲突。当反政府武装由于不满或者贪婪而挑起武

装冲突, 或者政府对反政府武装进行围剿而引起冲

突时, 另外一方最先考虑的必然是用武力去应对。

随着事态的发展, 冲突最终通过用武力终止。这有

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 如果冲突的目标是政府或反政

府一方认为不可妥协的, 那么这一方必然会坚持到

底。比如领土分裂要求、推翻政权或与宗教因素相

关的冲突等, 这就是多伊奇 ( Karl Deutsch ) 在

5国际关系分析 6 中提到的 /打到底0 的冲突, 即

两个相互竞争的行为者只有一方有可能以另一方的

毁灭或彻底投降为代价而生存下去
[ 13]
。历时 26年

( 1983) 2009年 ) 的斯里兰卡政府军与泰米尔猛虎

组织的冲突, 就是由于双方在目标上互不妥协而导

致军事冲突不断, 恐怖袭击频发, 最后以泰米尔猛

虎组织一方被消灭而告终。

第二种情况是, 即便双方的冲突目标不是不可

妥协, 但是如果一方具有绝对的战场优势而胜利在

望, 或者认为如果放下武器自身利益就会受损的时

候, 只要它坚持, 双方的武装冲突也会坚持打

到底。

双方拒不妥协, 坚持到底, 就结果而言, 就是

冲突中的一方获胜, 另一方或被彻底消灭, 或投

降。姑且不论在战争过程中武装冲突所带来的人员

和资源的损失, 就结束暴力手段而言, 武力确实是

一个有效途径。沃勒斯汀 ( PeterW allensteen) 在

其专著 5理解冲突解决: 战争、和平与全球系统 6
中提到: /根据 UCDP的统计, 1946) 2004年间停

止的冲突中, 有 1 /3是通过武力实现停火的。0[ 14]

但是从长远来看, 通过武力实现的冲突终止比通过

签署和平协议实现的冲突终止更容易受到挑战。因

为交战双方并没有在冲突目标上达成协议, 也没有

在战后重建上做出安排, 双方的矛盾只是随着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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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失败而暂时被压制下去, 而一旦被压制一方重新

获得实力, 冲突将可能再次发生。尤其是现在, 如

果反政府武装力量被压制, 其不满和要求没有得到

解决, 剩余力量就很可能利用恐怖主义活动来继续

向政府施压, 国家也不得安宁。

(二 ) 和平方式: 通过签署和平协议实现武装

冲突的终止

尽管当今第三世界国家冲突频发, 但是很多冲

突都是工具性冲突, 冲突本身并不是目的, 而是相

关行为体争夺权力和利益的手段。随着冲突的持续

和对抗强度的升级, 冲突形势日趋复杂, 各行为体

付出的伤亡和代价日益上升, 其获取胜利的预期也

将随之下降, 双方的领导人就有可能寻求通过和谈

途径去解决争端, 而战争本身就是为各方 /讨价
还价 0 的和平谈判铺平道路。除非具有绝对性的
战争优势并且可以获得胜利, 否则冲突就有谈判并

且和平解决的可能
[ 15]
。不论是战场形势的恶化,

还是战场伤亡、时机丧失, 都有可能推动谈判的开

始, 从表 1也可以看出这一点。

而冲突的双方, 只要具备下面三个要素, 就有

谈判的可能: ( 1) 认知: 冲突方开始认识到无法

实现他们的目标, 维持冲突状态只会导致更多难以

承受的成本风险, 因而愿意冒险与对手进入和谈阶

段; ( 2) 共同的利益: 冲突方开始对对手有足够

的信心, 认识到通过和谈实现目标的潜在利益已经

超过使用暴力的价值, 因此签署和平协议成为优先

选择的战略; ( 3) 外部环境: 谈判签署的实现双

方目标的协议并没有带来不可接受的成本, 而且谈

判者有足够的信心相信协议会被履行, 这要么是由

于对手的良好声誉, 要么是得到外部的保证
[ 16]
。

在冲突谈判中, 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 反政府

力量的权益实现问题和反政府力量的武装解除问

题。然而在谈判过程中还存在一个难以回避的承诺

问题 ( comm itment) , 即冲突的一方或双方担心它

(们 ) 打算签订的协议在未来可能会被对方违背而

无法兑现。比如政府不相信一旦自身做出让步, 反

政府力量就会放弃武装斗争; 同样反政府力量也会

不相信政府会信守协议, 他们认为一旦自己放弃武

装斗争, 政府在和平进程中的优势就会增强, 从而

政府会利用自身的优势, 通过讨价还价、修改条款

来牺牲他们的利益。因此, /学者们将承诺问题作
为国内冲突方之间讨价还价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承诺问题使得战后和平协议的缔结和执行变得
很困难。0 [ 17]

因此, 如果解决承诺问题, 冲突方将

可以达成协议并且很好地去执行。

而要解决承诺问题, 就要减少双方之间的不信

任和恐惧, 降低双方再次动武的可能性。因此在双

方协议的谈判中, 必须涉及减少不信任和提高战争

成本的条款。本文认为谈判中关于下列三种条款的

签署有助于解决国内冲突终止中的承诺问题:

11权力分享 ( Pow er-sharing ) 条款

米凯拉#曼特斯 ( M ichae la M attes) 认为分享

的权力分为四类: /政治权力、领土 ( territory )、

军事权力和经济权力。分享的政治权力是指在新成

立的行政、司法和内务部门必须保证各群体权力共

享。领土分享是要么让反政府武装控制某一地区政

治的自主权, 要么形成联邦体制, 使次级政府拥有

不同于中央政府的权力。军事权力分享是将双方的

部队组合到一个共同的防务部队中, 任命反对派首

领高级职位。经济权力分享是通过重新分配政策,

例如土地改革, 寻求更为公平的经济资源的分

配。0 [ 18]
在权力分享中, 政治权力和军事权力的分

享尤为重要。政治权力分享可以使得弱势一方得到

参与国家决策的机会, 比如在议会或内阁中占据一

定的席位, 从而有助于其利益的实现, 防止一方单

独控制政府或者排挤对手参与决策, 有助于确保冲

突中的弱势一方不会成为歧视或者暴力的牺牲品。

军事权力的分享可以减少反政府武装因自身武装解

除而带来的不安全感。在权力分享中, 最好是多维

度的权力分享, 这样, 即使权力分享在某一个层面

失败, 其他层面的权力分享仍然可以发挥作用, 和

平仍有可能持续。

21第三方介入条款
第三方介入的原因一方面在于, 大多数国内冲

突具有扩散性和溢出效应, 冲突本身及其结果不仅

关乎各当事方的切身利益, 也往往会对其他相关行

为体甚至其他国家的利益产生影响, 这就给外部力

量的介入提供了动力; 另一方面, 内部冲突一旦发

生, 由于承诺问题的存在, 仅靠冲突双方往往难以

达成妥协的结果, 而第三方可以在协议谈判和协议

履行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在双方谈判过程中, 第

三方可以发挥调停者的作用, /调解者的功能是与
冲突双方一起重新定义争端问题和冲突者间的关

系, 引导冲突者改变对冲突问题的提法和观念, 努

力发掘建设性的解决冲突的途径, 争取达到消除冲

突的最终目的。0 [ 19 ]
在协议签署之后, 第三方可以

对冲突双方的协议执行发挥监督者的作用, 通过提

供安全保证、发展援助承诺及对不合作行为的可能

制裁而对冲突主体进行 /威逼利诱0, 减少双方的
机会主义行为, 确保双方履行协议。华尔特 ( B ar-

bara F1Walter) 就认为权力分享条款容易说服反政

府武装签署和平协议, 但是并不一定可以确保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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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功履行, 因而第三方的介入还是非常必

要的
[ 20]
。

进行第三方干预的行为体要么是全球或地区性

国际组织, 要么是具有全球或地区影响和利益的大

国。由于国际组织具有中立性和国际性特征, 不代

表特殊的或某个国家的利益, 因此在促成冲突解决

的谈判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大国可以凭借自身

特殊的影响在冲突解决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例如,

法国的斡旋和调停对科特迪瓦国内冲突的结束, 南

非总统姆贝基作为主要调解人对布隆迪政府与反政

府武装和平协议的签署, 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国际组织和大国作为国内冲突的第三方, 通过

协商、斡旋、调停和监督, 在促成冲突解决和维护

平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31提高双方战争成本条款
提高双方的战争成本, 可以 /使得交战方宁

愿选择和平进程而不去发动战争 0, 提高交战成本
的措施可以包括封锁边境、解散部队、外部力量撤

离、进行维和等。比如一国内部卷入冲突的某些政

治、民族和宗教集团由于自身实力有限, 在国内往

往处于弱势地位, 需要得到外部势力在政治、道

义, 尤其是军事和经济上的支持和援助, 以此建立

并逐步壮大自身的军事实力, 维持和补充冲突中所

需的各种作战物资及其他资源, 因此封锁边境, 断

绝国外武器、物资和人员的供给, 将大大有助于反

政府武装对战争效用的预期, 从而转到和平解决冲

突的轨道上来。另外, 增派维和部队也有助于提高

战争成本。过去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对象主要限于主

权国家间的矛盾冲突, 维和任务 80%以上限于监

督停火, 而现在维和行动的对象已扩展到某些主权

国家的内部冲突, 维和任务也扩展到组织监督大

选、保护难民、维护治安等
[ 21 ]
。而冲突任何一方

对维和部队的袭击, 都会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

应, 增加冲突方的国际观众成本。但是值得一提的

是, 提高战争成本的条款也应该在政府一方中使

用, 否则, 政府也有可能背弃协议, 放弃和平

进程。

只要双方在谈判过程以及签署的协议中, 包含

以上三种条款, 冲突就有解决的可能。 /尽管内战
中谈判达成的协议并不像国家间战争那么多, 在

1945年到 1995年间结束的战争中, 谈判达成协议

的只占 25% , 但是大量的研究表明冷战之后协商

解决已经变得更为平常。0 [ 22]

需要指出的是, 上面三种条款涉及促成协议、

和平解决冲突的主要方面, 但是, 冲突实现终止的

过程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 比如领导人个人的偏好

因素、国内政权的突然变更或者其他的一些突发事

件, 都会影响到协议谈判的进程, 影响到冲突的

解决。

三  案例解读: 印度尼西亚政府与亚
齐冲突的解决

2005年 8月 15日, 随着印度尼西亚政府和亚

齐分离主义组织 /自由亚齐运动 0 ( G erakan A ceh

M erdeka, GAM ) 的代表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正式

签署 5谅解备忘录 6, 印尼亚齐地区近 30年的武

装冲突正式宣告结束。印尼政府与亚齐冲突的发

生、发展及最后的解决与许多发展中国家内部冲突

有相似之处, 可以为其他国家解决冲突提供有用的

借鉴。

首先, 就冲突的原因来说, 主要是因为印尼发

展过程中民主制度的缺失和印尼政府处理中央与亚

齐关系的政策失误而引发亚齐不满, 并且这种不满

引发了印尼政权合法性危机。在印尼, 爪哇族是主

体民族, 在社会各方面占主导地位, 而国家的自然

资源则主要集中在少数民族居住的外岛地区。印尼

中央政府在政治上剥夺了亚齐地区的自治权, 并且

在财富分配过程中, 将大量自然资源财富通过税收

转移到爪哇岛等少数地区, 掠夺亚齐 70%以上的

地方收入, 使亚齐长期处于落后状态。1979) 1997

年间, 亚齐的液化天然气收入为 45, 223, 448美元,

但返还亚齐的数额仅为其中的 0105% , 致使亚齐

地区社会贫困状况难以改善, 引发了亚齐人民的严

重不满。对于亚齐人民的不满, 印尼政府并没有积

极改善财富分配状况, 而是进行军事镇压, 使矛盾

更为激化。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亚齐分离主义开始

发展起来, 其主要代表是 /自由亚齐运动 0。该组
织从 1976年 12月成立之日起, 就以资源分配不均

和宗教文化差异为理由, 否认 /印度尼西亚共和
国0 的合法性, 主张亚齐脱离爪哇人的 /殖民统
治0, 建立独立的国家 [ 23]

。

其次, 在印度尼西亚政府与亚齐冲突的解决过

程, 开始时双方采取压制与反压制的武装斗争, 而

事实发展证明, 如果双方关注的问题没有得到解

决, 武力终止后的冲突仍可能再次发生, 因而武力

压制只会激化矛盾。

在 1976年 /自由亚齐运动 0 刚刚开始时, 人

数还不到 200人, 其活动主要是发放传单, 仅有少

量的暴力活动。此时, 印尼政府迅速出击, 镇压了

/自由亚齐运动0。但是 /自由亚齐运动0 并没有
被消灭, 其部分成员留在亚齐的丛林中活动, 另一

部分成员则前往利比亚等国接受军事训练。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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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自由亚齐运动 0 重新兴起, 并与政府发生激

烈冲突。同年苏哈托政府对亚齐武装实施 /红网
行动 0, 把亚齐定为军事行动区, 扫荡亚齐分离主
义分子, 当地社会生活因此受到极大干扰, 践踏人

权事件屡屡发生, 如绑架、非法拘捕、掠夺、用

刑、强奸和屠杀等。但是, 这项历时 10年的军事

行动并没有解决亚齐的分离主义倾向, 反而给亚齐

造成了严重的创伤。 1998年苏哈托下台后, 在亚

齐陆续发现印尼军队镇压和残杀反抗的亚齐人的乱

葬岗, 当地媒体对此暴行的揭露, 激起了新一轮分

离情绪。印尼政府随即展开代号为 /权威行动 0
的镇压。 1998) 2000年, 冲突双方共计死亡 1800

余人, 成千上万人背井离乡, 成为难民。但是, 武

装镇压始终无法解决亚齐问题。

面对亚齐的混乱局势, 在武力无法解决冲突的

情况之下, 印尼政府开始考虑和平解决亚齐问题。

2000年, 印尼政府与亚齐领导人开始举行会谈,

但是双方互不信任, 对承诺能否兑现始终存有疑

虑, 第一次谈判宣告失败。 2003年 5月, 梅加瓦

蒂授权对亚齐省实施军事管制和空中打击, 战火再

起。 2005年 1) 7月, 双方在赫尔辛基进行第二次

和谈, 先后举行了五轮谈判, 最终在 8月 15日达

成 5谅解备忘录6, 正式签署和平协议。协议签署
之后, 按照协议作出的承诺, 印尼政府撤出在亚齐

的编制外驻军和警察, 特赦 /自由亚齐运动 0 政
治犯; 同年 12月, /自由亚齐运动 0 完成解除自
身武装的工作, 向政府上缴了武器。 2006年 7月,

印尼国会通过 5亚齐自治法 6, 赋予亚齐省地方政
府更大的自治权。根据 5亚齐自治法 6, 亚齐开发
石油和天然气收入的 70% 将由本省支配, 而曾经

从事分离主义活动的人也可以组建政党, 并参加各

级政府竞选。

可以说, 在国内武装冲突终止上, 印尼亚齐问

题的解决是一个成功的案例。通过签署和平协议,

冲突双方之间有争议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尽管未来

协议的履行还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 也很难说以后

不会再次发生事端, 但是相关争端至少在理论上得

到了解决, 迈出了和平进程中最为关键的一步。而

在印尼政府与亚齐冲突的解决中, 本文前面所提到

的解决手段得到了很好的运用。

在相关问题上, 政府给予亚齐地区政治和经济

的自主权, 实现了冲突双方的权力分享, /自由亚
齐运动 0 也放弃了原来追求分离的初衷, 愿意解
除武装。在最终达成的 5谅解备忘录 6 中, 最大
的突破是, /自由亚齐运动 0 放弃了亚齐独立的要
求, 承认印尼中央政府; 而印尼中央政府则同意在

亚齐建立地方性政党, 并保证 /自由亚齐运动 0
可以通过合法、民主的方式回归、参与亚齐的政

治、经济生活。应该说, 这个协议不仅事关亚齐停

火和安全问题, 更重要的是构建了亚齐地区未来的

政治框架
[ 24 ]
。同时, 备忘录中提到的 /自由亚齐

运动 0 解除武装, 也降低了其再次发动武装冲突

的可能性, 有助于和平协议的履行。

另外, 由于印尼政府和亚齐地区长期的军事冲

突, 双方缺乏相互信任, 信息沟通不畅, 在协议谈

判和执行中出现及可能出现的承诺问题上, 第三方

也发挥了重要的斡旋、调节与监督作用。在政治和

谈中, /亨利 # 杜南人道主义对话中心 0 (H enry

Dunant Center forHuman itarian D ia logue, HDC ) 和

/危机管理组织 0 ( C risis M anagement Initiative,

CM I) 分别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亚齐政治和谈中发挥

了重要的作用。他们一方面充当冲突双方的联络

员, 为双方传递谈判所需的信息, 架起相互沟通的

桥梁; 另一方面, 还积极准备谈判双方愿意接受的

和解条件和基础, 有力地推动了和平协议的最终达

成
[ 25]
。为确保协议的执行与和平进程的顺利实现,

欧盟和东盟成立了监督使团, 负责监督印尼政府和

/自由亚齐运动 0 严格执行协议, 还制定了违反协
议的相关措施, 对他们的合法利益提供相应的保

证。第三方的介入对于亚齐冲突的解决发挥了至关

重要的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 在亚齐问题的解决过程中, 还

有其他一些因素也发挥了很大作用, 例如国际社会

对印尼统一的支持、 /自由亚齐运动0 新领导人马
利克 (M alik M ahmud ) 更为务实的政策为冲突的

和平解决创造了条件。但是, 权力分享、第三方介

入和冲突成本的提高是和平解决亚齐问题的根本

原因。

四  结语

当今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内部问

题, 或是争夺政权, 或是要求分离或自治。冲突发

生后, 使用武力固然可以终止武装冲突, 但不相容

目标没有得到真正解决, 再次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比

较大; 而双方进行和平谈判, 在第三方的保证之下

实现权力分享, 才是解决冲突的根本途径。在当今

国际关系日趋成熟的时代背景下, 分离主义和分裂

活动已遭到国际社会的反对, 对于反政府力量来

说, 通过武装斗争来实现政治诉求越来越缺乏现实

可行性, 因此, 通过民主与合法的途径, 才能实现

本地区或本集团的发展。而对于存在冲突的政府来

说, 利用武力维护统治只会激化矛盾, 使政权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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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性; 反之, 大力发展经济、扩大国内民主、增

加各种力量参与政治决策的权力和途径才是维护国

家统一和稳定的必胜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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