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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2009年 8月缅甸果敢特区自治武装与政府军爆发时隔 20年来的首次军事

冲突。果敢冲突表面是因政府军缉毒而引起,实际则有着复杂的深层原因,与缅甸国内长期的

民族矛盾、政治局势、冲突双方实力的消长以及外部势力的介入等都有很大关联。果敢冲突的

背后隐约可见大国的博弈。缅北局势的变化,对中国西南地区的安全提出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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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 8月,缅甸军政府以果敢特区枪械修理厂制造毒品为由欲搜查该厂,遭拒后军政府向

果敢特区调派军队,与果敢特区政府主席彭家声领导的果敢同盟军形成对峙,继而引发军事冲突,

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果敢冲突之所以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其一固然是缅甸的 /果敢
民族 0及果敢特区与中国有着比较特殊的历史渊源,其二则是果敢事件攸关中国的西南安全。摒

除源于缅政府军缉毒的表象,果敢冲突爆发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其对中国的西南安全将产生何种

影响,这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和意义所在。

一、果敢特区与果敢冲突

果敢特区正式名称为缅甸掸邦第一特别行政区,与中国云南的镇康、沧源、耿马和龙陵等县接

壤,面积约 2700平方公里,人口约 20万,其中 80%以上为汉族。¹ 果敢地区原为中国领土,隶属中

国云南省。 1885年第三次英缅战争后,缅甸沦为英殖民地。当时中缅边界尚未明确界定,边民相

互通婚习以为常,边界纠纷也时有发生。为减少纷争, 1894年中、英双方重新划定边界,在伦敦签

订了 5中缅边界条约 6,规定果敢地区为中国领土。但随后在 1897年,在英国的威逼下,中、英双方

在北京重议边界问题,英国强迫中国与其签订了 5续议滇缅界务条约附款 6,将果敢地区划入英属

缅甸。º 1948年缅甸独立后,当时果敢的汉族杨姓土司从自己的私利出发,在缅甸首届国会提出

/果敢系缅甸领土,果敢人民应当享受缅甸的合法公民权益 0的议案,后经国会通过,被载入缅甸宪

法。 1962年 2月中、缅两国划界,双方本着 /尊重历史,照顾现实 0的精神,都做了一些让步,在某些

地段并未按照历史传统划分边界,果敢地区被正式划入缅甸版图。

1965年缅甸政府废除土司制度,以实现国家真正统一,缅政府军进驻果敢,果敢土司统治宣告

结束。政府军接管果敢后,与当地民众矛盾重重,果敢进入其最为动荡的年代。 20世纪 60年代缅

甸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少数民族纷纷成立反政府武装。彭家声等原果敢自卫队成员为争取民族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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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也纷纷率旧部对抗缅甸政府。 1969年彭家声率部解放果敢,任果敢县长。 1989年时任缅共东

北军区副司令的彭家声与东北军区一些高级军官发动兵变,宣布脱离缅甸共产党,成立缅甸民族民

主同盟军 (简称果敢同盟军 ),彭家声出任同盟军司令,并率先响应民族和解政策,与缅甸军政府签

署了和平协议,接受其领导。果敢同盟军成为 1988年以来第一支与政府签署和平协议的少数民族

地方武装,为缅甸的民族和解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作为回报,其辖区被军政府划为掸邦第一特区,

彭家声兼任特区政府主席,果敢地区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相对稳定的和平建设时期。

2009年 8月 8日,缅甸军方以果敢特区枪械修理厂制造毒品为由,派出 30名警察欲搜查该厂,

遭拒后政府军与果敢同盟军形成对峙,导致数以万计的平民向东避入中国。随后两天双方经过谈

判,局面有所缓和。 24日,缅政府军下令果敢同盟军加入受政府控制的边防军,但被果敢同盟军拒

绝,双方再次对峙; 同日,果敢同盟军副司令白所成哗变倒向政府军。 25日, 1000多名政府军进入

老街,并任命白所成为果敢地区新领导人,同时对彭家声下达通辑令。 27日下午,政府军向果敢同

盟军开火,彭家声率部展开反击,战事遂爆发。经过两天的激烈交战,缅政府军取得战场优势。 8月

30日,缅政府军全面控制了果敢,宣布战事结束,果敢局势开始趋于平静,此后未出现重大交火事件。

二、果敢冲突的原因

缅甸 2010年将举行大选,军政府在大选前夕对曾为缅甸国内和平做出特殊贡献的果敢同盟军

大动干戈,不惜危及中、缅边境稳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 )打压反对势力、确保 2010年军人政权赢得大选是果敢冲突爆的政治动因

1990年后,缅甸的军政府、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和少数民族地方武装一直为三分鼎

立的政治力量,后两者与前者之间的斗争从未停止,而且也从未出现过哪方占有绝对优势的态势。

军政府大权在握,在联合国代表着缅甸联邦; 而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获得英国、美国、澳

大利亚、印度、日本等国家和包括欧盟在内的国际组织的支持; 各少数民族地方武装则合法或非正

式地统治着当地民族邦区。迫于国际社会的压力,缅甸军政府决定于 2010年举行民主大选。但因

长期的军人执政,缅甸的军队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维护这个集团的利益是军政府在处

理国内事务中首要的也是必然的选择,任何触犯军人集团利益的个人或者组织,必然受到军政府无

情的打压。随着大选的临近,缅甸国内的政治角力越来越激烈。为确保军人政权在 2010年的大选

中获胜,在打压国内反对势力上,军政府可谓费尽心机。

首先,军政府修改了宪法。 2008年 5月,举行新宪法草案全民公决,新宪法在军政府的操控下

获得全民通过。根据新宪法的规定,缅甸实行总统制,总统由议会选举产生,为国家元首和政府首

脑,同时还是包括三军总司令在内的国家国防和安全委员会的主席。新宪法确保军人将会取得议

会中 25%的席位,即在拥有国家最高立法权的联邦议会中,上院 (民族院 )议员 224席中有 56席、

下院 (人民院 ) 440席中有 110席留给军队,这样军队将继续在国家政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而宪

法的修改必须得到超过 75%的国会议员同意。¹ 就目前的缅甸政局而言,反对势力要想修改宪法,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其次,为防止重蹈 1990年大选的覆辙,军政府加大了对全国民主联盟的打击和限制。军政府

最为担心的是没有一兵一卒的全国民主联盟。尽管在过去的 20年中,该联盟的领袖昂山素季大部

分时间处在被军政府软禁、拘押之中,全国民主联盟在多年的政治角力中非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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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国内外越来越多的同情与支持。此外, 2008年新宪法还特别规定总统候选人的父母、配偶不能

有外国公民身份。此项规定被认为是针对昂山素季而设定的,因为其丈夫 (已故 )是英国人。然

而,尽管昂山素季因此而失去参选总统资格,但她仍然可以为候选人站台,军政府担心一旦她恢复

人身自由,其造势活动也会威胁军政府紧锣密鼓中的权力布局。为防止意外发生, 2009年 5月昂

山素季以违反假释条例被军政府再次关押入狱。种种针对措施使全国民主联盟蒙受重大打击,不

仅其对民众的直接影响已大不如前,全国民主联盟还因拒绝军政府重新进行政党登记的规定并抵

制全国大选而依法自动失去合法资格。依照缅甸法律,由昂山素季领导的缅甸全国民主联盟自动

解散,这个拥有 22年历史的政党在法律上实际上走向了完结。昂山素季本人则直到 2010年大选

尘埃落定后才于 2011年 1月 13日重获人身自由。¹

第三,军政府在最大限度地消除以昂山素季为首的反对党的影响的同时,也对少数民族地方武

装加紧了各种攻势。 2008年缅甸的新宪法草案不仅没有采纳果敢族等少数民族要求建立中央直

辖自治区、保留部分武装的政治诉求,反而规定,缅甸国防军是国家唯一合法武装力量,少数民族地

方武装应依法取缔或由内政部收编为地方治安力量; 各特区政府归所在省、邦政府领导,重新划分

为若干民族自治县或区。此举遭到了包括果敢同盟军在内的绝大多数缅甸少数民族地方武装的反

对。º 从 2009年 4月起,缅甸军政府就开始向国内所有少数民族地方武装进行新一轮施压,要求后

者一律改编为边防军,并接受军政府的监管。但截至 6月底, 13支主要的少数民族地方武装中,已

有 8支明确拒绝了军政府的要求,其余处于观望与谈判中。» 而军政府要求 2009年 10月之前,必

须全部整编完成。至此,熄灭了 20年的果敢战火重新燃起。

(二 )果敢冲突是缅甸长期固有的民族矛盾积聚爆发的必然结果

缅甸民族构成相当复杂,素有 /民族熔炉 0之称。由于民族众多,且在地理上有高山大河阻隔,

缅甸自古以来就难以形成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国家。虽然从 11世纪到 19世纪,缅人先后建立

起几个统一的封建王朝,但都未能形成以郡县制为基础而又高度集权的中央封建帝国,因而主体民

族缅人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是一种松散的、若即若离的关系。¼ 这样的统治方式为地方民族主义的

滋长提供了土壤,也导致缅甸各民族尤其是缅人与少数民族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矛盾与隔阂,民

族之间的冲突、战争时有发生。英国殖民统治时期,为了进一步控制缅甸,采取 /分而治之 0、/以夷
制夷 0的策略,制造和利用民族矛盾,进一步扩大了缅人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在政治、经济等方面

的差距,加剧了民族隔阂和少数民族对缅甸国家的离心倾向,为日后的民族纠纷埋下了祸根 。½

独立初期,缅甸宪法虽规定国家的结构形式为联邦制,但以吴努为首、以缅人为主的缅甸中央

政府并未真正执行,相反对独立前许诺给予各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的权利采取了限制、削弱和收回的

方针,努力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统一全国,而且在执行民族政策时大缅族主义的倾向较为严

重,未能实行真正的民族平等,导致缅甸的民族矛盾重新抬头。吴努的继任者奈温虽采取了不同于

吴努政府的民族政策来解决民族问题,但其基本出发点是加强中央权力和维护国家统一,削弱民族

地方自治权力,防止和消除地方割据状况; 采取的方法主要是自上而下的,没有自下而上地通过民

主的方式充分组织和发动群众; 运用的手段主要是政治的、军事的和立法的,而不是经济的和社会

的。这就决定了奈温政府为改善民族关系所做的许多努力只是表面的和徒劳的,甚至导致民族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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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进一步尖锐化。¹ 上世纪 90年代初缅甸军政府推行民族和解政策,将多支少数民族武装所在地

划为特别行政区。然而,各个特区政府是一个拥有固定势力范围、独立武装力量的高度自治的政权

机构,中央政府对特区的管制效力十分有限。因此,缅甸政府解除少数民族地方武装、实现国家真

正统一的政治目标,与特区政府保留武装、自治图存的政治诉求,成为双方长期以来最主要的矛盾,

也是双方暗中对抗的直接原因。可以说,此次缅政府军与果敢同盟军爆发冲突,也是缅甸民族矛盾

长期积聚后必然激化的一个缩影。

(三 )冲突双方实力此消彼长,果敢同盟军等缅北少数民族武装已不具备与政府军抗衡的实力

长期以来,包括果敢同盟军在内的缅北少数民族地方武装与军政府能够形成相持局面,一个很

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缅甸实行民族和解政策前,缅甸军政府的实力与缅北少数民族地方武装的实力

相当,双方均无绝对的优势来打破这种长期以来形成的平衡态势。近 20年来缅甸军政府利用与少

数民族地方武装妥协来赢得和平发展机会,在经济的带动下军事实力有了显著的增长,武器装备得

以部分更新,双方势均力敌的局面终被打破。

从经济上看,缅北各特区政府都经历过 /以毒养军 0的发展阶段,积累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其辖

区基础设施、农业、矿产、加工、医疗、教育等都初具规模。但由于长期依赖毒品经济,又多为贫困山

区,在禁种、禁赌和玉石、木材出口受到诸多限制而替代支柱产业尚未形成的情况下,缅北各特区政

府财政状况日下,经济发展面临巨大困难。经济发展不利则直接影响到缅北少数民族地方武装的

军事实力,其战斗力已大不如昔,尤其是缺少高水平的军事指挥官。缅北少数民族地方武装虽然在

人数方面 20年来并没有减少,但由于武器装备日益老化、重武器和弹药配件缺乏、部队训练不足,

部队家族化和个人化问题严重,其战斗力近年来明显下降。此外, 2005年佤邦联合军副司令李自

如去世之后,整个缅北少数民族地方武装已没有能让军政府有所顾忌的军事指挥官。缅北各少数

民族地方武装内部因为各种利益和权力纷争而矛盾重重,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也削弱了缅北少数民

族地方武装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如 1995年 8月,原果敢同盟军所辖的勐古地区发动兵变,宣告建

立 /掸北勐古民族自卫军 0, 果敢同盟军的实力遭到很大削弱。这次果敢冲突,果敢同盟军副司令

白所成和果敢县长明学昌临阵倒戈即是果敢局势急转直下的关键原因。

反观缅甸军政府,到 1988年,其军队建设虽然比独立时仅 15000人的部队有了很大的发展,但

陆军的总兵力也不到 20万人,且武器装备水平不高,轻武器甚至不如缅北的一些地方武装,而政府

军为数不多的重型武器无法在地形复杂的缅北山区发挥最大作用。 1989年缅甸实施民族和解后,

军政府充分吸取了以前装备落后的教训,加快了军队建设的步伐,提出了 /要建立一支装备精良、
具有相当规模和素质高、战斗力强、能抵御内外威胁的现代化武装力量 0º 的建军方针,重点加强

陆军建设,陆军的规模现已达 39万人之多,并改善了部分武器装备。为加强军队的建设,缅甸的军

费从 1989年的 38. 32亿缅元上升到 1995年的 100. 36亿缅元,增长近两倍。 1996年至 2002年,缅

甸的军费开支每年以约 10%的速度增长,超过了缅甸的经济增长率。»

此次缅甸军政府将实力相对弱小的果敢同盟军作为威慑打击的对象,起到了一箭双雕的作用,

既打击了果敢同盟军,同时也对缅北的其他几支少数民族地方武装起到了威慑作用。

(四 )美国重返东南亚,加强对缅甸内政的干预力度,意在平衡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

在小布什政府期间美国的外交重点是反恐和能源问题,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牵制了美国

的主要精力。美国对东盟的忽视,造成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不断下降,而中国在东南亚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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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力与日俱增。奥巴马上台后,美国开始调整对外战略。 2009年 7月,希拉里代表美国政府与东

盟国家外长签署 5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 6。同年 11月 15日,奥巴马总统在新加坡与东盟十国领导

人举行了首次首脑会议,并重申 /美国将强化在东南亚地区的存在,与东盟成员中的盟友以及东盟

组织加强联系0。¹ 种种迹象表明在未来几年内美国与东盟的合作将进一步提升,而美国对布什政

府称之为 /暴政的前哨 0的缅甸军政府超乎寻常的关切耐人寻味。
自 1988年缅甸爆发学生运动之后,缅美关系跌入低谷。后因昂山素季被软禁和其他人权问

题,美国联合其他西方国家长期对缅甸实行经济制裁、武器禁运和政治孤立,缅美关系进一步恶化。

但西方的经济制裁和政治孤立非但没有迫使军政府下台,反而加快了缅、中之间的密切合作,引起

了西方国家明显的妒忌和担忧,美、英、德、瑞典等国的智库认为西方国家应考虑调整对缅政策。º

2009年以来,美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小组委员会主席韦布开始大力推动美国

重返东南亚,并提倡对缅开展接触政策。 2009年 8月,韦布访问缅甸,并会见了缅甸国家和平与发

展委员会主席丹瑞大将,这是自 1988年之后丹瑞会见的首位美国参议员。韦布访缅取得成功之

后,缅、美关系出现回暖迹象。 2009月,缅甸总理登盛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其是 14年来出席此

会的缅甸最高级别官员,而美国也解除了对缅高官的签证禁令。 9月 24日,希拉里公开表示美国

将检讨和调整对缅政策,从以制裁为主转向接触。希拉里的这一表态,标志着美国对缅政策将进行

重大改变。美国针对东南亚地区进行的一系列重大外交政策调整,显示了美国将增加在该地区的

政治、经济和军事投入,其主要目的之一是平衡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而缅甸军政府

近期外交政策不断调整,由原来的向中国一边倒转而开始与美国、印度等大国频繁接触,展开均势

外交。果敢冲突与美国加大对缅工作力度几乎同时发生、发展,因此不排除缅甸军政府此举有事先

得到美方默许或支持的可能。

三、果敢冲突对中国西南安全的影响

由于果敢族人及果敢特区的特殊历史和现状,此次果敢冲突对与之相邻的中国西南地区的安

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 )对中国西南地区的传统战略安全产生不利影响

缅甸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缅甸位于南亚、东南亚和中国的交会处,占据着中南半岛的核心位

置,北邻中国,西接南亚次大陆,向南俯视印度洋,扼守马六甲海峡西端,有 /两大洋锁钥 0之谓,其

地理位置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战略上都十分重要。缅甸与英国殖民统治彻底分道扬镳后,对所

有接近它的西方国家都具有防范心理,对其周边大国中国和印度,也采取谨慎交往的策略。¼ 缅甸

谨小慎微的对外交往政策一直持续到上世纪 90年代才被打破。从 1990年到 2008年,缅美关系一

直处于紧张状态。因 /民主 0、/人权 0、/昂山素季 0和 /毒品 0等问题,美国一直没有放弃制裁和谴

责缅甸军政府的政策。½ 举步维艰的缅甸军政府打破一直以来奉行的中立外交原则,实行向中国

一边倒的政策。美国对遥远的缅甸百般打压,其醉翁之意自然不在缅甸。长期以来,美国对华政策

一直在接触与遏制之间摇摆,但对中国实施和平演变是美国的最终目的。美国为遏制中国,不仅在

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进行渗透,而且在军事上实行围堵,对中国安全构成很大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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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利用 2001年 / 9# 110事件后的 /反恐战争0,在中国的东、南、西三个方向布设一个军事基地圈
的战略围堵已基本形成。¹ 但在中国的西南部,美国尚未实现对缅甸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

的渗透,军事上对中国的围堵留下一个缺口。缅甸对中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从经济上来说,缅甸

是中国西南内陆省份云南、四川、贵州等省通向印度洋的贸易通道; 从战略上来说,缅甸对于中国

实现两洋战略具有潜在的重要性。º 因此,美国将竭尽全力来改变缅甸的地缘政治格局,以完成对

中国围堵的战略部署。

果敢冲突,看似偶然,其实绝非如此。正如前述,近来美国对缅甸一改常态,与其频频 /亲密 0
接触。与此同时,自诩为 /世界最大民主国家 0的印度也一改以往对缅甸军政府的横加指责,不断

对缅甸暗送 /秋波 0。果敢族主要为缅甸华人,此次缅甸军政府向与中国关系密切的果敢人民发动

突然袭击,敲响了我国西南地区战略安全的警钟。果敢冲突实际已经表明缅甸的对外政策开始由

向中国一边倒转向均势外交,试图借助外界力量来平衡中国长期以来对其的巨大影响。如果缅甸

倒向西方,那将正中西方霸权的下怀,对中国形成围堵之势,有可能断送中国借道缅甸、破解马六甲

能源困局的努力。倘若中缅石油管道的设想不能实现,必然进一步影响到中国对南海维权的决心。

(二 )对中国西南边疆安全与稳定产生不利影响

一方面,缅甸政府军在果敢特区的军事行动以及多枚炮弹落入中国境内,已直接造成中国多名

公民的伤亡,并导致 3万多名难民先后涌入中国境内躲避战火。这些的难民成分非常复杂,有的是

潜逃的犯罪分子,有的还携带了枪支和毒品,严重影响到了中国云南边境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如果

难民在中国边境地区长期存在,还将滋生一些新的社会问题。例如, 1988年,由于缅政府军大举进

攻克钦民族武装,大批缅甸边民涌入中国境内章凤镇一带,形成 2000余人的难民村。这些难民吸

毒成风,其中一些人为牟利将毒品偷运入中国境内,并引诱、教唆他人吸毒,致使中方一些边民也逐

渐染上嗜毒习性,如畹町镇在缅难民营形成后吸食海洛因的人数是这之前的 12倍。» 此外,果敢

特区陷落之后,陆续有不少果敢同盟军成员以及特区政府公职人员进入中国境内,由于他们极易获

得枪支弹药,对中国西南边境地区的安全也带来了更多隐患。

另一方面,缅甸军政府打压果敢特区,已经造成了中、缅某些边境地段的混乱局面,而政府军控

制果敢特区后,矛头转向其他几个特区,亦可能引起中缅边境地区新一轮的紧张局势。如果缅军政

府采取军事手段打击佤邦或者克钦邦两个特区,引发的后果难以预料。缅甸佤邦特区的主体民族

是佤族,与中国境内的佤族是同宗同源的跨境民族; 克钦邦第一特区、第二特区的克钦族与中国境

内的景颇族也是同源民族。由于佤邦特区及克钦邦两个特区靠近中国地区的通讯设施均为中方投

资建设,因而与中国境内的联系十分方便。因为据凤凰卫视记者的调查发现,中国境内的一些佤族

已经收到一些境外佤邦人要求随时援助的信息。如果缅政府军进攻佤邦特区以及克钦邦两个特

区,中国境内的佤族和景颇族不仅可能支援境外的同源民族,甚至可能直接入缅作战,卷入冲突。

这不仅会将事态扩大化,也将有损中、缅之间的关系,导致更加严重的后果。

(三 )果敢冲突可能加重金三角毒品问题对中国西南地区的危害

金三角素以出产毒品著称。 1989年缅共解体后分化出来的缅北四支少数民族地方武装为了

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均采取 /以毒养军、以军护毒 0的方针,种毒、制毒为这些少数民族地方武装与

政府抗衡提供了经济支撑。
¼
上世纪 90年代,金三角地区一度成为全球最大的毒品生产基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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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禁毒署的估计,上世纪 9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金三角鸦片和海洛因的年产量分别为 2000

吨和 200吨左右,均占全世界同类毒品年产量的 50%以上。¹ 经过国际社会多年的不懈努力, 2007

年世界主要毒源地之一的金三角地区的毒品种植降至百年来的最低点。据有关部门统计,金三角

地区的罂粟种植面积从 1998年的 15. 7万公顷减至 2007年的 2. 4万公顷,降幅为 85%。º

虽然近期金三角毒品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遏制,但尚未实现全面禁绝的目标,对周边国家

和地区特别是中国西南地区依然构成严重的威胁与危害。由于紧邻金三角毒品产地,从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西南地区开始成为金三角毒品的过境通道,并逐渐演变为毒品肆虐的地区。金

三角毒品成为中国毒品问题的首要危害。缅北局势的紧张有可能使中国在缅北实施的替代种植计

划受挫,因为缅北各少数民族地方武装很有可能重新利用毒品经济来扩军备战。这将使中国西南

地区面临境外新一轮毒品浪潮的冲击。

四、结 语

目前,果敢特区已被缅政府军全面控制,特区政府主席彭家声下落不明,果敢的局势已恢复平

静。但冲突留给果敢人民的是挥之不去的战争阴影,果敢的经济遭到重创,给战后重建工作带来不

小的困难。应该说,缅甸军政府已经完成了大选前在掸邦高原的战略部署,大量政府军驻扎在果敢

特区,可以有效监控缅北其他几支少数民族地方武装的一举一动,对大选前缅甸国内局势的稳定起

到关键的作用。但果敢未来的发展,仍扑朔迷离。虽然军政府扶植了一个亲军政府的特区主席白

所成,但如果白所成不能代表果敢人民的利益,他的作用是否如军政府所愿还很难说; 而彭家声是

否能够东山再起,目前也很难预料。今后如何有效管理果敢这块 /飞地 0,对军政府而言是一个棘
手的问题。对中国而言,果敢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海外华人问题。虽然华人问题属于所在国的内政,

但华人问题与中国的国家安全有特殊的关联,特别是邻国的华人问题,一直受到中国政府的高度重

视,中国不可能对此视而不见、听之任之,因为保护海外华人、维护中国在国际上的政治地位是中国

国家利益的组成部分。» 但就目前的国际形势而言,果敢冲突将考验中国的外交智慧,在其背后隐

约可见大国的博弈。果敢问题在今后依然将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

Abstract InAugust 2009, a violent conflict broke out in the K okang Specia l R egion in

Burm a between the ethn ic m ilit ia and governm en t arm y, wh ich w as the first t im e since the two

parties ceased fire 20 years ago. U nder the pretext o f fighting against drug-traff ick ing, the

conflict has its own deep roots involv ing long-tim e ethn ic conflicts, polit ica l situations, the

rising and decline of the conflicting parties, and external interferences. The conflict in Northern

Burm a poses new challenges to the security in the neighboring Southwest Ch ina.

(罗圣荣,讲师,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 汪爱平,博士研究生, 云南大学人文学院,昆明,

6500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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