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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国家认同错位、弱势民主和军人干政是巴基斯坦政治中存在的三大结构性问题。

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一定程度存在类似问题。造成这种困境的根源是多方面的, 但国家建构的基础

不牢固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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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巴基斯坦 /伊斯兰堡战略研究所 0邀请, 我这

个南亚问题外行于 2009年 1月赴巴访学半年, 从而

有机会近距离观察这个 /反恐前线国家 0。巴基斯

坦是伊斯兰国家,同时也是典型的第三世界国家,因

此剖析巴基斯坦, 可以 /窥一斑而见全豹 0, 揭示第

三世界面临的共性问题。该国暴露出的以下问题在

第三世界具有一定代表性。

一、在世俗与宗教之间徘徊的国家认同

近些年, 巴基斯坦一直处在国际政治的风口浪

尖。尤其是随着美国反恐战场东移 (由伊拉克转向

阿富汗 ), 巴基斯坦日渐成为真正的 /反恐前线国

家 0,恐怖袭击渐成家常便饭。造成这种困局的原

因是多方面的,但意识形态定位的错位不能不说是

重要根源。

巴基斯坦是个靠 /宗教立国 0的伊斯兰国家。

在 1947年通过 /印巴分治0独立前, 世上根本没有

这个国家,因此它没有一般国家通常具有的共同历

史和文化,连国名 ( Pakistan)都是由南亚次大陆上一

些地域名称头一个字母连缀而成, 即旁遮普 ( Pan2

jab)、阿富汗尼亚 ( A fghan ia,即西北边境省 )、克什米

尔 ( K ashm ir)、伊朗 ( Iran)、信德 ( S indh)、土哈利斯

坦 ( Tukharistan )、阿富汗 ( A fghanistan )和俾路支

( B alochistan)。因此巴很难像其他国家那样, 靠悠

久的历史和文明凝聚民众。同时,巴民族成分复杂,

主要有旁遮普族、信德族、普什图族和俾路支族, 此

外还有克什米尔人等其他少数民族和部落。许多民

族在国外还有同宗 /亲戚0 (如伊朗有俾路支人、阿

富汗有普什图人、印度有克什米尔人 )。民族成分

的多样化,使巴很难方便地利用 /民族主义 0这杆大

旗。因此,如何将这个 /马赛克 0一样的人造国家凝

聚在一起,一直是个棘手问题。相较而言,伊斯兰教

差不多是唯一能将巴各方凝聚起来的精神旗帜。

建国前, 巴基斯坦著名思想家伊克巴尔 ( 1877

- 1938年 )就以宗教信仰为标准, 提出南亚次大陆

应按不同信仰划分为印度教民族和穆斯林民族。巴

基斯坦国父真纳 ( 1876- 1948年 )又进一步提出, 穆

斯林一定要同印度教徒决裂, 成立独立的穆斯林国

家。这样,伊斯兰教等于是巴基斯坦立国的法理基

础, 没有伊斯兰教, 就谈不上巴基斯坦。此后, 尽管

巴基斯坦实行政教分离, 但宗教对国家政治生活仍

日渐突出。尤其是从齐亚#哈克 1977年上台后, 在

全国推行 /社会伊斯兰化 0运动, 如废除银行利息,

恢复天课税等,到最后更是将沙里亚法律宣布为巴

最高法律,将伊斯兰教作为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

*  本文受到中国政法大学课题 /中国崛起背景下的国际理解
观塑造 0资助。现代院南亚问题专家胡仕胜研究员仔细阅读全文,

并提出许多中肯意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15

5现代国际关系6  2009年第 7期



定的精神凝结剂。在对外方面,巴基斯坦以伊斯兰

为旗帜,成为反苏圣战的大本营和后方基地。巴借

此在国际上风生水起,影响力日增,最突出的就是巴

基斯坦政府与塔利班之间 /剪不断, 理还乱0的复杂

纠葛。在伊斯兰化政策指引下,巴基斯坦三军情报

局 ( ISI)与伊斯兰极端势力建立起根深蒂固的联系。

为使阿富汗成为巴基斯坦的战略腹地, 巴还一手扶

植了塔利班武装。当时, 塔利班的基层战士曾在巴

基斯坦宗教学校学习;塔利班初创时期的高层官员,

也由阿富汗前政府官员及沙特与巴基斯坦能够控制

的人员组成,甚至其中就有巴基斯坦人。 2009年 5

月 11日,扎尔达里接受 NBC电视台采访时说得非

常直接:当年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巴基斯坦三军

情报局合谋催生了塔利班。事实上, 很大程度上正

是由于巴基斯坦过去的对印度和阿富汗政策, 使该

国成为激进伊斯兰思想和团体的主要中心。¹ 而

/以伊斯兰为意识形态的国家身份, 根植于巴基斯

坦历史,同时也与当权者的野心和政治精英的世界

观密切相连。0º

然而,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伊斯兰化政策固

然凝聚了巴境内各方力量,但也造成尾大不掉,宗教

影响使政府决策掣肘增多等问题, 而最严重的则是

从宗教角度给国家定位产生的结构性错位。由于伊

斯兰教没有经历过类似基督教那样的资产阶级宗教

改革, 因而它更多是以 /第三世界宗教 0的面目出

现,其价值取向在多个方面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

如伊斯兰教中有种 /创制之门关闭 0的说法, 即认为

自四大教法学派形成后, 伊斯兰已成为完整自足的

体系,不再需要 /创制0,后世穆斯林只能遵循、仿效

前人的律例。伊斯兰教用这种静态封闭的文化性格

去塑造、规范行动,显然不能适应变动不居的外部世

界。此外,伊斯兰教从来 /不仅仅是宗教 0, 它除了

是一种信仰体系和生活方式外,还是一种独特的政

治体系和经济制度。在国内政治上, 伊斯兰主义者

强调政教合一,认为只有严格遵循经训,实行沙里亚

( /真主的旨意0 )法统治的政体才算合法政体, 因此

常以正统自居,不断对世俗政权进行诘难,使国家政

治整合进程步履维艰;在国际体系问题上,伊斯兰主

义者则是以 /泛0字为宗旨,他们否认现行的主权国

家体系, 主张建立跨国家的宗教共同体 ) ) ) /乌

玛0,而这些深层诉求既超出了巴基斯坦的国家能

力范围,更与其根本利益不符。

/ 9# 11事件0的爆发就像推倒了第一张多米诺

骨牌,将巴这种政治定位的潜在问题暴露无遗:最先

是巴基斯坦支持的塔利班政权庇护本 #拉丹, 并将

打击矛头指向美国,制造了挟持飞机撞击世贸大楼

等系列恐怖袭击事件; 接下来, 美国就高举反恐旗

帜, 反手将塔利班打入地狱, 并提出 /不站在我们一

边, 就站在恐怖主义一边 0的说法。巴为求自保不

得不选择了加入美国反恐阵营,与塔利班决裂。这

不仅使巴 20余年的战略成果毁于一旦,而且使国家

面临 /感情与利益彼此撕裂 0的巨大痛苦 (即便到今

天, 很多巴基斯坦人仍对塔利班抱有好感,而政府军

打击塔利班也有些半心半意 )。再到后来, 则是包

括塔利班在内的巴境内外伊斯兰极端势力将矛头转

向巴基斯坦,使巴由一个安宁稳定的正常国家,日益

变成恐怖袭击连年增多的 /反恐前线国家 0,巴经济

雪上加霜,濒临破产边缘。而美国在巴阿地区进行

反恐,也对巴政局稳定造成巨大外部冲击。巴实际

成了这场反恐战争的最大受害者。真所谓 /成也宗

教, 败也宗教0。

这种 /在世俗与宗教之间游走 0的国家认同悖

论不独巴基斯坦,在伊斯兰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中

东国家也同样存在。中东许多国家都脱胎于奥斯曼

帝国解体,因此,一定程度也存在究竟应忠于民族,

还是忠于宗教的政治认同迷茫。如埃及就面临着国

家民族主义、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伊斯兰主义的争论。

即使像纳赛尔这样杰出的世俗领导人,也不能忽视

宗教的作用。纳赛尔曾说,自己不赞成马克思主义,

原因之一是 /共产主义在本质上是反对宗教的。而

我始终是一个忠诚的穆斯林 0»。纳赛尔几乎原封

不动地保存了埃及的伊斯兰机构, 并逐步将其纳入

他的现代主义国家。后来上台的萨达特更是有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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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以 /虔诚总统 0自居, 并解禁穆斯林兄弟会, 将伊

斯兰教作为立法基础。

伊斯兰国家领导人或多或少都乞灵于宗教,以

便赢得深受宗教影响的广大穆斯林的认可和支持,

增加政治合法性。但落实到现实政治中, 以宣扬伊

斯兰起家,结果却使世俗政府日渐受到伊斯兰复兴

运动威胁。如萨达特心向宗教,最终却被伊斯兰激

进组织 /赎罪与迁徙 0杀害。阿尔及利亚政府一度

大力弘扬伊斯兰教,结果使宗教力量坐大,若非军队

出手干预, /伊斯兰拯救阵线 0几乎在 1991年大选

中上台执政,但该国从此陷入长达十几年的动荡。

在伊斯兰世界,既要发挥宗教的政治整合功能,

又要避免其介入政治权争, 几乎是件不可能完成的

任务。在穆斯林国家中, 要么像沙特和伊朗那样实

行官方的伊斯兰复兴, 实现宗教力量和政治力量的

合二为一;要么像土耳其凯末尔确立的那样,将宗教

彻底从政治生活中剥离出来, 明确走世俗化道路。

中间道路是走不通的。正如一位英国学者曾指出

的, /所有的穆斯林国家注定要在两件事情中选择

一件: 拒绝伊斯兰要素,选择做一个世俗的国家;否

则努力创造一个伊斯兰国家。除此没有别的出

路。0¹这话对巴基斯坦适用, 对其他穆斯林国家同

样适用。

二、民主很容易,但好的民主不容易

很多人都知道,民主是个好东西。因此有人张

口闭口就是 /宪政民主 0, 而他们所理解的 /民主0,

往往就是一人一票、多党执政、少数服从多数如此等

等。然而, 仅从投票参政的角度谈民主远远不够。

事实上, /宪政民主 0的本质是一种选拔方法, 比投

票本身更重要的是,究竟哪些人能够在选举中胜出,

他们又是代表哪个阶级进行统治? 正如列宁所说:

/政权在哪一个阶级手里,这一点决定一切。0º而如

果从竞选角度看问题, 很容易就会发现, 所谓 /竞

选 0实际就是候选人之间的影响力竞赛。这种竞赛

说白了, 就是拼资源、拼财富、拼势力。没有雄厚的

家族势力和庞大的金钱支持,一般人根本玩不起竞

选的游戏。所谓 /金钱是政治的母乳 0讲的就是这

个道理。

巴基斯坦的经济命脉被三百多个权贵和封建家

族控制着。甚至有人说, 真正控制这个国家的人数

不超过 20个。在这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封建生产

关系占据主导。据 1957年 5月巴报纸援引官方统

计, 西巴基斯坦共有耕地约 4860万英亩, 而占西巴

人口 4. 9%的地主拥有 53%强的耕地。 /政府所有

制0下的土地绝大部分受控于地主阶级, 巴地主阶

级所拥有和实际控制的土地当占全部耕地的

78%。» 阿尤布#汗在 1958年, 阿里 #布托在 1972

年曾分别进行土改,但都是由代表封建地主阶级和

资产阶级利益的统治集团负责进行的 (如布托本人

就是大地主,他的家族占有的土地多得坐火车几个

小时也走不完 ) , 因此不可能根本触及封建土地所

有制,以至 /大地主们对于 -革 .他们命的土改甚表

欢迎 0¼。这些权贵不仅拥有大量土地, 甚至还拥有

私人监狱和私人武装。这些家族凭借手中的特权和

庞大资本,占据了经济增长带来的大部分好处,而普

通民众则所获无几。那些没有生产资料的普通民

众, 为了谋生只能在政治和经济上日益依附于地主

和权贵,使后者有能力要求前者投票选举他们中意

的候选人。

在这种环境下, 政治家上台更多是通过少数精

英间的交易,而不是取决于人民愿意。因此,不管这

些国家实行何种民主制度 (巴基斯坦实行总统制,

印度实行议会制 ), 选举程序如何规范、热闹, 但基

本是富人的奢侈品。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

南亚国家民主选举几十年过去了,但选来选去,始终

就是那几个家族的成员。子承父业, 女承母业, /孤

儿寡母0政治, 如此等等。这些现象在世界其他地

方明显不合常理, 但在这里却显得再正常不过了。

巴著名评论家艾哈迈德 #拉什德曾说过, /在一些

选区,如果地方把一条狗作为他们的候选人,那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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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也会获得 99%的选票。0¹而且, 巴基斯坦文人政

权只是在竞选期间与底层老百姓有点关系, 一旦成

立了新政权,基本是在精英阶层间运转。整个统治

阶层与平民实际上是相互隔绝的, 很难有真正的互

动。º

相较而言,出身平民的人即使才华横溢,也很难

在政治上崭露头角。中下层出身的军事将领穆沙拉

夫执政期间,虽然广受国民支持 (但其执政后期,失

去了民心, 尤其是知识分子 ), 经济增长迅速, 并依

靠军队支持流放了谢里夫,并拒绝布托回国,但谢里

夫家族和布托家族影响犹在。一旦其政权面临危

机,两大家族便卷土重来。一位在巴多年的资深人

士曾指出,平民阶层要想在巴基斯坦这个国家崭露

头角, 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去西方接受教育,在

国外混出名堂, 再返回国内; 另一条路是参军入伍,

并晋升军官。而这两条路又非常艰难: 从 /读书改

变命运 0这条路来看, 巴基斯坦教育有公立与私立

之分, 私立学校教学条件好, 并可直接去国外连读,

但收费极高,只有足够有钱才上得起,而穷人家孩子

上得起的公立学校教育质量很差, 相当多的是宗教

课程, 即使念出来,也没什么远大前途。要想在军队

系统晋升军官, 实现 /鲤鱼跳龙门 0, 必须有两名资

深军官推荐,因此能迈过这道门槛的,家境基本都不

会太差。社会缺乏流动性,国家自然就谈不上活力。

在这种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民主制, 也就很难实现

/选贤与能0的初衷了。

在第三世界实现好的民主不容易,而徒有其名

的坏民主却随处可见。在阿拉伯世界, 一些国家

(如埃及、约旦 )早在殖民统治时期就已程度不同地

建立起现代民主制度 (如议会、政党等 )。但由于阿

拉伯世界社会发育不充分, 使得二战之前的政权

(包括殖民政权和半殖民的封建政权 )程度不同地

存在着精英和大众之间的对立和隔膜。在这些国家

当中, 基本都是国王和大商人、大地主等权贵阶层独

享权力资源。这种对民主制度的庸俗化和工具化实

践,败坏了民主政治在阿拉伯世界的应有形象。埃

及领导人纳赛尔在 1957年时曾指出: /我们在 1923

到 1953年间已经有过一个民主体系。但是这种民

主给人民带来了什么好处? 地主和帕夏统治我们的

人民,他们利用这种民主来更方便地服务于封建体

系。你已经看到了,封建主把农民召集到一起,并驱

赶他们去投票。农民们只是根据他们主人的指令进

行投票。0»因此这些国家后来纷纷走上了威权道

路。此外, 东南亚的泰国、印尼、菲律宾等也面临着

类似问题。如泰国人民普遍受教育程度较低, 占统

治地位的社会文化是等级制 (萨迪那制度 ) ,较低层

次的人依附于较高层次的人。在选举中农民一般都

会按照较高层次人的意志去投票。¼ 这样, 在理论

上作为表达民意、保障个人权益实现的民主政治制

度, 一旦移植到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非但没有成为实

现有效统治的手段,反而借民主政治之名,为不合理

的统治模式披上了现代化外衣。

上述第三世界国家一个带有共性的问题就是没

有进行生产关系革命,实现劳动者占有生产资料的

新型生产关系,而保留了殖民时期留下的一整套东

西,使原来不合理的生产关系结构得以维系。这种

带有庇护 -附庸 ( patron- c lient)色彩的落后生产关

系, 使相对弱小的个人和普通民众为了生存不得不

依附于更富有、更强大的保护人, 民主政治注定要淮

橘成枳,沦为装点门面的权贵间游戏。 1998年诺贝

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 (Amatya Sen)一针见

血地指出了印度民主存在的问题: 印度低成本的政

治革命和独立之初不彻底的所有制改革,造成了印

度后来不得不付出的几乎是天价的国家发展。没有

生产关系革命的人民当家作主,只能是一种空话,只

能沦为注定破产的民粹主义。½

三、挥之不去的军人干政阴影

军队在巴基斯坦政治中发挥着难以估量的主导

性作用。人们常说, 左右巴基斯坦政局的因素是

3A, 即 A llah (安拉 )、A rmy (军队 )和 Am erica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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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od ernM idd leE ast, Second Ed ition, Rou tledge, 2000, p.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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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2期,第 58页。

h ttp: / / cache. t ianya. cn /pub licforum / conten t /world look /1 /

170407. shtm .l



国 )。这话从侧面说明,军人干涉是巴基斯坦政治

中的一大特色。这种军队干政最早从 1958年阿尤

布 #汗实行军管开始, 其后主要包括: 1968年叶海

亚 #汗将军推翻阿尤布#汗政府; 1977年陆军总参

谋长齐亚#哈克发动军事政变, 推翻阿里 #布托并

于 1979年将其绞死; 1999年陆军总参谋长穆沙拉

夫发动军事政变,推翻谢里夫政府。据统计,在巴基

斯坦独立的 62年期间, 军人统治就有 35年。多年

的军队干政使军队享受极其优厚的待遇, 军方势力

渗透到经济的每个细胞, 许多大公司和政府岗位都

由退役军人把持,军方已成为巴一个难以撼动的利

益集团。任何文官政府和政治家要想维护统治,必

须得到军方支持。而军人出身的政治家, 一旦脱离

了军队背景, 就意味着少了一道最重要的 /安全

符 0,随时面临下台危险 (如穆沙拉夫 )。这种军人

干政现象在第三世界非常普遍。许多阿拉伯国家的

重要领导人都是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 如埃及的纳

赛尔、利比亚的卡扎菲、叙利亚的阿萨德、伊拉克的

萨达姆等等。在东南亚, 泰国现任国王普密蓬在位

60年中,先后历经了 19次政变, 而缅甸军人政权则

从上到下,控制着所有部门。

这些国家频繁出现军人干政, 部分原因是军事

安全使然 (如巴基斯坦时刻面临印度的军事威胁 ) ,

部分是由于政治整合不足,如巴基斯坦建国较短,使

其始终存在文官与军队、省级与族群、世俗与宗教的

裂隙, ¹阿拉伯国家则由于先后经历了奥斯曼帝国

征服和英法殖民统治, 在政治上脆弱不堪。º 但军

人干政最重要的原因 /不是来自军事方面, 而是来

自政治方面 0»。简单地说, 就是这些国家 /弱势民

主 0 (本文第二部分已谈及 )导致的 /软政权化0和政

治衰朽。

在这些国家,位居高位的大多是大资产阶级和

大地主等少数权贵。由于这些人大多在西方接受教

育,因此在感情和生活方式上, 其对西方的认同程度

远高于本国。如在国际上被誉为 /铁蝴蝶 0的

贝 #布托, 外表美丽高贵, 英文流利,熟悉西方思想

和生活方式。据她自己说,她在牛津大学读书期间,

甚至会开车从牛津到伦敦, 为的就是到一家她喜欢

的小店买一杯雪糕。¼ 这种西方贵族式的言行方

式, 使其很难体会本国普通民众的真实状况和实际

需要,更难与其融为一体。更重要的是,从国家治理

角度看,这一阶层作为不合理社会制度的利益既得

者, 自然要悉心维护这种不合理状态,因此更多时候

将家族和阶级利益置于民众和国家利益之上。这类

贵族统治的共同特点就是, /他们不信任自己的人

民,而甘愿成为西方的奴仆。他们所关心的好像就

是保住在政府中的位子, 以及让个人获得好处。0½

按照奥尔森的说法,这类特殊利益集团的主要目的

就在于重新分配国民收入, 而不是去创造更多的总

收入,因此它们的存在会导致全社会效率与总产出

的下降。¾

贝#布托担任总理时期, 巴政府曾被国际反贪

组织 /透明国际 0列为最不廉洁政府名单的头三名。

在她 2007年临死前, 当人们喊 /让我们为布托欢

呼0时,她的回答是 /布托家族万岁 0。而且在遗嘱

中, 贝#布托指定其贪污腐败的丈夫担任新一任党

魁。¿ 扎尔达里政府上台后,国内政治形势混乱, 经

济形势恶化,通胀率达 25%。2009年 5月的一项民

调显示, 81%的受访者认为他们的国家正走在错误

方向上。因此,这种带有封建贵族统治性质的家族

政治,无论选哪个上台, 只会利用权力加剧既存的社

会和经济不平等,使贫者愈贫,富者愈富。这种阶级

基础薄弱的政权先天不足, 难以有效施政。À 古希

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早就指出, 不同利益间的平衡

与协调,是城邦 (国家 )长治久安最有效的保证。许

多政体只能体现某一阶层的特殊利益和要求,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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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被忽视或被压制的力量及其体制外活动, 势必

早晚动摇国家根基。¹

在巴基斯坦,军人干政已成为对大资产阶级统

治能力不足的替换和弥补。一般来说, 军事领导者

一般都是来自于社会中下层, 更能体恤社会疾苦。

由于军人阶层的利益认同具有一定模糊性, 因而在

处理内外问题时,不像既得利益集团那样患得患失,

掣肘众多。军人领导远比软弱民主政府更能保持良

好运转,所以民众宁愿选择强人政治。 /在政治现

代化过程中的这些早期阶段,军官在促进现代化和

进步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向寡头挑战, 推动

社会和经济改革,推动民族融合,在某种程度上也推

动了政治参与的扩大。0º事实也表明, 军人政权的

治理业绩远比文官政府要强得多。阿尤布 # 汗

1958年执政时期是巴建国后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

时期。» 齐亚 #哈克执政时期,经济稳定,国内生产

总值增长率和人均收入居南亚之首。穆沙拉夫执政

9年,经济增长迅速,治理功绩得到各方公认。亨廷

顿就认为, /在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中,军人干预明显

是政治现代化不可分离的一部分。0¼

通常来说, 军人干政往往出现在社会面临物质

和精神的种种危机时期, 渴望有救世主般的领袖人

物出来救百姓于水火之中, 而铁腕人物的出现正好

顺应了这一特定历史时代的要求。然而, 军人执政

毕竟不是常态政治, 它得以建立很大程度受益于民

主政权的 /负面合法性 0, 但这种负面合法性不可避

免地要随着时间推移而日趋衰落。因此威权政府几

乎毫无例外地面临被迫把 /政绩0作为合法性的主

要来源。然而,把合法性建立在政绩基础上,必然要

产生 /政绩困局0。一旦政绩平平, 既瓦解了统治者

的合法性,也瓦解了这一制度的合法性。½

此外,军人政权本质上是一种克里斯马型统治,

这种统治建立在 /非凡的献身于一个人以及由他所

默示和创立的制度的神圣性,或者英雄气概,或者楷

模样板之上 0¾。在很多情况下,军人当政更多是作

为个人而不是组织, 借助强力意志而不是多数认同

去管理一切事务。它主要是靠政治上的不断宣传、

鼓动和领导者的个人魅力, 而缺乏系统有效的政治

制度保障。这种政体最大的问题, 就是这种建立在

领袖者个人魅力和超凡品质上的合法性,后来者无

法继承。这就使这种统治模式始终摆脱不了 /人存

政举,人亡政息 0的巨大风险。 /这样, 从克里斯马

领导人向继任者的过渡往往伴随着一场灾难。因

此, 克里斯马统治不可能依靠用另一个人来代替克

里斯马领导人的办法完成。0¿

军政府上台后,除非要走向世袭独裁,否则必然

面临重新还权于民的问题。如巴基斯坦先后经历四

次军人执政, 其在执政后期均面临如何分权问题。

建国半个多世纪以来,军人干政使巴始终未能建立

起持续有效运转的民主政治体制。每一次军人干政

都中止了巴的民主政治进程,国家转而又回到原点,

回到非正常状态。从更大范围看, 20世纪 70年代

威权主义取代民主制,成为第三世界主要政治形式。

但从 70年代晚期开始, /第三波 0民主化浪潮又卷

土重来, 使大部分军人重新退回到军营中。À 这种

/文官政府 ) ) ) 军人政变 ) ) ) 文官重新执政 ) ) ) 军

人再次政变 0的历史循环, 使这些国家始终难以摆

脱政治持续动荡的梦魇。

结  语

意识形态错位、弱势民主、军人干政, 是很多第

三世界国家的通病, 尤其是 /弱势民主 0与 /军人干

政0,几乎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这些结构性弊端追

根溯源,则肇始于独立时期 /国家建构0Á (转第 60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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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霍华德# 威亚达尔著, 刘青、牛可译: 5新兴国家的政

治发展:第三世界还存在吗 6,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 第 95-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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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展政治学中, /国家建构 0是指第三世界国家树立政治
权威、自上而下向整个社会渗透国家权力、建立现代政治体系的过

程。韩国学者李书勋 ( Su- H oon Lee)曾把它归结为获取 ( Extra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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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推进中韩军事教育交流。军事教育交流

的重要目的在于开展肩负推动未来中韩军事关系发

展重任的年轻军官之间的交流。待教育条件成熟时

签订教育协议等,促进两国军队交流。

第四,相互观摩军事演习。在不损害本国利益

的前提下,向其他国家军队开放人道主义救援、和平

目的军事演习。今后双方共同参与包括相互观摩军

事演习等在内的多方军事合作。

第五,相互参观军事设施。这有利于建立两国

之间的相互信任,消除军事作战相关的误解,预防突

发事件。两国之间互派军事演习观摩团对提高两国

军队之间的透明度及信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六,对中韩军事关系的共同研究。两国研究

机构有必要促进有关国防、军事学及重大安全问题

的共同研究。

第七, 还应考虑推进其他促进军事交流合作的

方案, 如黄海 (西海 )安全方面两国海军共同开展搜

索、救助等演习, 构建防空系统之间的直通电话等。

三、结论

从 2007年 4月开始,经过紧密的协商和共同努

力,中韩两国终于在 2008年 11月 24日开通了海空

军军事热线。这一措施落实了 2008年 5月和 8月

两国首脑会谈中关于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强化

相互通讯系统的共识,也将成为两国军事关系更上

一层楼的契机。
¹
如前所述, 两国军事关系一度落后

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安全等领域,此次军事热

线的开通,将成为两国军事关系发展的重要转折点,

也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的一个 /亮点 0。另外, 不

久前韩国国防部长访华时与中方就开展国防战略对

话达成协议,标志着两国军事关系从军事交流阶段

发展到军事合作阶段。
º

与此同时,两国为将成果反映在政策中,应该在

实质的制定政策过程中提供相互协助。
»
对此, 应该

对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定义的同时, 对符合两国关系

的核心领域之一 ) ) ) 军事领域的交流开展全面研

究。通过这种研究,中韩两国军事关系的发展可以

实现双赢。从双边关系角度讲, 它也有助于中韩关

系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从多边

角度看,中韩双边信任对构建多边信任将起到积极

作用。o (责任编辑:张浩 )

¹ 李权杓、黄载皓: /中韩缔结5关于中韩建立和开通海、空军
军事热线的谅解备忘录 6的意义 0, 5国防论坛 6 (周刊 ), 2009年 1月

26日。

º 5联合新闻 6, 2009年 5月 26日。

» 中国军事科学院政委刘源中将指出了智库作用的重要性,

参见 /新时代防务智库的合作与挑战 0, 2006年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国
际论坛 (北京香山, 2006年 10月 22- 24日 ),第 1- 8页。

(接第 20页 )基础不牢固而留下的遗害。当时, 西

方殖民者为了在 /非殖民化0后继续保留殖民体系,

有意识地将不合理的政治经济关系留给新独立国

家。冈纳#米尔达尔指出: /殖民国家为了支持它

的统治,通常会对维持甚至加强殖民地的不平等的

社会与经济结构颇感兴趣,,甚至殖民国家往往会

造成新的特权和新的特权集团,以稳定其对殖民地

的统治。0¹因此,宗主国对那些肯保留现状、与西方

继续保持依附性关系的国家 (如印度、巴基斯坦、锡

兰、缅甸等 ) , 欣然允许其独立; 而那些试图进行社

会革命的殖民地 (如中国、越南、古巴等等 ), 则面临

武装镇压和流血斗争。

许多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也醉心于 /非

暴力 0和平独立, 以及继续与西方保持密切关系。

他们在从西方宗主国接收政权的同时, 也把落后的

社会生产关系一并接收过来。结果, 这种不合理的

政治经济结构一旦开始运转, 便如同打开的潘多拉

魔盒,不停地再生产出这种不合理结构,使国家始终

难以摆脱政治软弱、经济滞后状态,从而长期停留在

第三世界。 /那些选择了或被迫顺从了新殖民主义

道路的前殖民地,并非真会迎来非暴力的太平世界,

而仅仅推迟了风雨来临的时间而已。0º因此, 某些

人津津乐道的、从殖民者和平接收政权的低成本过

渡, 实则是个巨大的 /豆腐渣工程0, 使其在后来发

展过程中,付出了难以估量的代价。o

(责任编辑: 蒋裕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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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斯塔夫里亚诺斯著, 迟越、王红生等译: 5全球分裂 6,
商务印书馆, 1995年,第 487页。

[美 ]斯塔夫里亚诺斯: 5全球分裂 6,第 49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